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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全球經濟發展的前景
金寶瑜

在-個偶然的機會中我碰到-位年輕人’他被公司派去美國

作短期的手機研發訃I∣練’剛回到台灣。我們談起台灣和世界的經

濟’我問他像他這樣的年輕人有什麼看法,他說:「我和我的朋

友都會覺得未來的∣∣青況會很ll參,只是不確定倒底會有多慘」。他

的回答令我大吃-驚,因為比起大多數的年輕人來說,他的高科

技工作應該有不錯的薪水和穩定看好的前途’為什麼他對未來卻

是如此的悲觀?

在這新世紀剛開始的今天’我覺得不諭是生活在富有的祉會

或是貧窮的祉會裡的大多數人’越來越感到他們四周的事物在不

停的、加速的變化中‧他們會感覺到在大環境的變化中,無法掌

握自己的命運’也會感覺到自己似乎被-股無名的力量驅使著’

身不由己的屈服在它之下’對未來發展充滿了無奈的焦慮。

生活在台灣的人雖然在過去也經歷過經濟景氣上下的起伏,

但是在景氣低迷－陣過去之後,經濟總是又繁榮了起來。在相當

長的-段日子裹’人們總是覺得只要肯打拚生活會越來越富足,

不會像今天這樣對未來充滿了疑慮和不安‧這十幾年來’許多-

向以培植新品種和高生產力自豪的農民被迫轉業,工人因為工廠

突然搬走或倒閉而失了業’或是被工廠在技術革新和瘦身中解

雇’或是在國有企業私有化時大批裁員中失去工作。失了業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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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想再找工作是那麼困難,再也不像六○年代時換個工作那般輕

而易舉’尤其是年過五十的人更是如此。如今即使有－份不錯的

工作的人’像剛才提到的那位年輕人’也還是不能免去對未來遠

景的焦慮’就連在職的和退了休的中小學教師和公務員目前的收

入雖然綽綽有餘’卻擔心著他們的未來。年輕人唸大學比以前容

易了,但是私立大學的學雜費如此之高,而且大學畢業了能找到

什麼樣的工作?甚至就連有碩士﹑博士學位的人要找-份穩定的

理想工作也很不容易‧失業的人想開個店做點小生意’但是發現

-般的消費市場幾乎都超出飽和了,同業之間的競爭更加激烈

了,即使全力以赴’維持下去也不容易,昔日開個雜貨店就能不

愁吃喝的日子已經不存在了。更有-些已經退了休的人’他們的

積蓄在股票狂跌後減少了-半’靠著有限的銀行存款利息過活的

人,在利率大I隔下降後生活更加困難。

不僅是在台灣’就連在美國如此富有的國家裡’-般人也是

同樣的焦慮著他們的未來,他們失去了二次戰後曾經享有的生活

上的保障。在戰後的那二十年中,美國-般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

地在提升,極大多數人可以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三○年代經濟

大恐慌時的苦難日子’早已經被遣忘了。雖然早在六○年代,美

國的工廠就開始遷移到台灣和南韓生產,但是那時還是較小規模

的、較零星的,並沒有威脅到製造業工人的就業機會‧到了八○

年代,美國南邊鄰國墨西哥和-些中南美國家開放了外來投資’

更多的﹑更大規模的美國工廠就移去那邊生產‧近十幾年來’美

國的資本則移到東南亞國家,近幾年來’勞動密集的生產更遷往

中國大陸,許多高科技但又勞動密集的產業也移至印度。美國工

人在工廠隨時都可能遷移的壓力下’被迫接受了工資和幅利的縮

減和工作條件的下降。原來穩定的工作職位變成了隨時都可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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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雇的臨時僱工。臨時工沒有任何休假或健康保險的幅利’也沒

有退休金。已經退休了的人的退休金在股票暴跌後無法維持生

活’只好再重新外出尋找工作’麥當勞如今就雇用了不少低工資

的老年人。在如此富有的和醫藥高度發達的國家裡’竟有四千多

萬人買不起健康保險’不少人在經歷-場病後便被迫宣佈破產。

年輕人為了自己的前途,拼了死命要拿個大學學位’但是美國普

及高等教育的時代已成過去,戰後州立大學低廉的學費不斷的上

漲’因此除非父母有錢’今天在美國讀大學是越來越困難了。

到了七○年代’日本已經成為世界-大經濟強國’到了八○

代,日本的經濟在許多產業上都超過了美國和西歐。很多比較落

後的國家都羨慕日本在戰後經濟上的成就’希望能模仿它成為第

二個日本‧但是日本的經濟自從九○年代初以來,陷入了無能力

自拔的長期蕭條期,經過漫長的十四年仍無法恢復.在日本大企

業工作的工人’過去享有終身職,他們以廠為家勤奮的工作著’

使日本工業的生產效率不斷的提高。如今日本企業的終身職已成

了過去式’許多人被迫提早退休,不知如何度過他們的餘年。許

多人在八○年代底房地產氣泡破了之前買的房子,如今價格大幅

下降,有時下降超過了-半’但是除了宣佈破產外’每月還必需

繼績支付沉重的房屋貸款。

西歐國家在戰後的二十幾年中’推行了「幅利國家」制度’

這些國家的工人享有比美國還要好的祉會幅利’除了健康保險﹑

失業補助﹑退休金等項幅利外,工人每年可以享有-個月甚至更

長的休假。年輕人上大學不但不用交學費還可以領到生活補助。

但是近十幾年來,西歐國家人民的生活-直在不斷的緊縮中。歐

洲的企業也在外移’工人和-般公民的收入和幅利被-步步的削

減’「幅利國家」不再。歐洲最大的經濟國-德國’過去十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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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的失業率-直停留在】0﹪上下‧從l973年到l994年西歐國

家總合起來沒有﹙淨﹚增加-個新的就業機會﹙Thurow, l996: l﹚。

自從八○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國﹚的

人民的生活不斷地在緊縮,發展落後的國家人民所受到的衝擊就

更大了。八○年代初開始’拉丁美洲國家經歷了十幾年的外債危

機,到了九○年代中它們還沒有從外債的危機中恢復過來’就又

被墨西哥有史以來最大的金融危機所波及。九○年代中墨西哥的

金融危機導致它的人民的生活倒退了三十年‧之後,亞洲的金融

危機也緊接著爆發了。在亞洲危機中’東亞和東南亞的國家的經

濟承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嚴重的損失。在擂些國家裡貨幣貶

值﹑物價暴漲﹑金融系統崩潰﹑銀行倒閉、大批工人失業、小資

本﹙甚至本地的大資本﹚的經營破產。勞動人民本來在-切為出

口的政策下,就已經受到高度的剝削’危機之後,更是民不聊

生.

PaulKmgman對這次的危機這樣說:

在過去的兩年中,世界上七個國家的經濟（這七個國家

的經濟生產佔世界總生產的四分之一,有六億六千萬人

口）經歷了一場與經濟大恐慌極鳥相似的經濟蕭條。這

一次與過去一樣,在晴朗的天空中危機突然襲擊,跟上

次一樣在許多有權咸的評論家還在預測繁榮將持績的時

候,危機已經在擴張中,這次跟經濟大恐慌時一樣,傳

統的經濟處方不但證明無效,甚至會起反作用。任何有

歷史感的人在瑰代的社會中看到這樣的現實都會怕得脊

稚骨發冷。

（Ⅷ2R2／α『〃㎡Dep把ss／O〃ECO〃O﹜〃／C＄, I9g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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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9g7年夏天從亞洲開始的經濟危機向外蔓延’到了】9g8年

8月俄羅斯的經濟也崩盤了’同年的8月到g月巴西的經濟也跟

著崩潰’到了次年的前半年’巴西的經濟再度陷入危機’並擴延

到士耳其‧九○年代未的危機並沒有隨著二十世紀終了而消失。

到二十-世紀初,拉丁美洲國家:阿根廷、墨西哥﹑巴西、巴拉

圭﹑烏拉圭﹑玻利維亞都陷入了非常嚴重的經濟危機。而且經濟

危機更導致政治危機’哥倫比亞、秘魯鎮壓不了游擊隊的反叛戰

爭。阿根廷從200l年底到2002年春’換了四個總統‧委內瑞拉

合法當選的總統HugoChavez雖然抵擋了在美國支持下的右派顛

覆他的政變’今天Chavez的政權也還不知道是否能夠穩定。

印度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所出版的《印度經濟學》的第三十五

期’對危機和由危機帶給人民的災難有這樣的報導:

金融危機所導致的災害與戰爭所造成的災害不相上下,

有很多的國家在受到危機的襲擊後’生活水乎倒退了幾

十年’若是拿俄羅斯作例子,人民的生活水乎倒退了一

個世紀（在九○年代時,俄羅斯的另性預期生命只有五

十七歲）。在東歐國家和前蘇聯國家中,幾于沒有國家

在九○年代末的國民所得是高過l989年的,俄羅斯在

九○年代末的國民所得只是十年前的三分之二,摩達維

亞（Moldave）禾口鳥克蘭在九○年代末的國氏總所得僅

是十年前的三分之一。在亞》Il危機時,泰國的失業率上

升了二倍,南韓上升了四倍’印尼則是上升了十倍。

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瑰今世界上有45﹪的人生活在

每日少於兩元美金的貧窮日子裡’而且在九○年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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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貧窮人口在不斷的增加。在今天的世界裡有三分之

一的勞動人口失業或不能充分就業。lg93年全世界的

收人最高的l﹪人口的所得超過了最低的57﹪人口的

所得,而收入最高的5℅的人口的所得超過最低的85﹪

人口的所得。

（刀』eECo〃O〃!／csα〃﹝／PO／㎡Cs㎡加eⅧ『／dsoCiα／／bγ〃〃!,p.5）

為什麼近年來世界上各國人民的生活產生了這樣大的變化?

是「全球化」帶來的嗎?那「全球化」是什麼?這個已經被濫用

了的詞代表什麼?生活在台灣和其它國家的人為什麼如此的焦慮

與不安?與「全球化」有關聯嗎?

世界在過去這些年中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我們應該如何去

瞭解這樣的變化?應該如何去分析變化的原因?這就是許多人所

關心的問題,也是我這幾年來不斷思考的問題‧希望能對這個問

題找到解答就是我寫這本害的動機。我不認為我個人有能力可以

對這麼重大的問題找到完整的答案’這本害的內容偏重於經濟的

分析,其它在政治上、文化上、和意識型態上都無法顧及‧但是

我認為政治﹑文化、和意識型態與經濟有著密切的關聯,這樣的

說法倒不是因為個人背景而來的偏見。

這本書是從前面所提到這二十多年來世界的巨大變化來做分

析和解說,希望因為它的出版來引起我們大家對這樣的變化的討

論,從討論中再深入的去瞭解﹑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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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麥
刪

道
→

我們所說的全球化其實就是美國在世界上佔優勢統治地位的另一

個名字。

HenryKissiⅡger

在愛爾蘭首都都柏林（Dub｝in）的TrinityCollege的演講

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要對當今「全球化」這個熱門的話題提

出與主流論述不同的分析,希望從這樣的分析中去瞭解「全球化」

對世界上經濟發展落後國家所產生的影響。雖然「全球化」是-

個被誤用的和濫用的詞’但是我認為我們還是可以借用這個詞,

來對它作我們自己的詮釋。主流的學者和媒體用「全球化」來解

釋他們要說的話’我們則可以借用「全球化」來說明資本主義過

去三十年的發展’和這樣發展所產生的影響’以及推動這樣發展

背後的動力.雖然是∣司樣-個詞,但是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分析’

也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

在這導論中要說明下列四點:第-’我們如何詮釋「全球

化」;第二,我們如何分析推展「全球化」的動力;第三,資本

主義危機如何在「全球化」中蔓延’與國際壟斷資本如何將危機

所造成的災害轉嫁;最後對本害的章節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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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全球化」的詮釋
︽
即

磕
弟

前面提過「全球化」是-個被誤用的和濫用的名詞。-般人

在使用「全球化」這個詞時,常常是根據自己的需要給予某種特

定的意義,所以「全球化」並沒有-個普遍被公認的定義‧ 「全

球化」常被用來形容商品在世界各地的流通,像在台灣可以買到

美國牌的牙膏和香皂’可以吃麥當勞的漢堡和喝星巴克

﹙Starbucks﹚的咖啡‧ 「全球化」也常被用來形容資本的流動,

像台商關閉了台灣的工廠,把資本拿去中國大陸投資’或外資進

入台灣股市購買台灣的股票。「全球化」也會被用來形容在噴氣

機時代人們橫跨世界各大洲的旅行,和在高科技的發展下資訊信

息的快速流通,學界的人也談西風壓倒東風的「全球化」文化等

等’這些「全球化」的用法是形容-個或-種片面的和孤立的現

象。

在經濟學中’「全球化」常被定義為國與國之間的經濟關

係﹑國與國之間的貿易關係、或投資關係等。這些經濟關係常被

認為是-種量的關係’因此可以用-些數字’像絕對的或相對於

國民總生產的貿易額或跨國投資額’來表示「全球化」程度的大

小,或是比較不同時期「全球化」的增減,因此,會得出近年來

「全球化」的程度在增加’但是與第-次世界大戰前「全球化」

的程度相比較則不相上下的結論﹙瞿宛文, 2003:7﹚。

贊成和擁護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Conscnsus﹚的新自由

主義學者和政客們也用「全球化」來推銷他們的-套論述。I他

∣.華盛頓共識最早是由JohnWilliamson在lg90年時提出來的。當時

WiⅡiamson是指以華盛頓為總部的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對拉丁美洲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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壩嚥￠鶴扁倡帘患∣、∣國轟之散噹衽

們用李嘉圖品avidRica『do﹚的比較利益貿易理論﹙compaIatlvc
advantage﹚來說明「自由貿易」有利於所有國家’而落後國家只

有在「自由貿易」中來參與世界分工,才能取得經濟成長。因此

落後國家應該本著它們自身的利益,取消-切對貿易和投資的限

制’並且要將它們的經濟自由化﹑私有化,以便應付「全球化」

的新情勢。這樣的論述為壟斷資本在全世界擴張找到了合理性‧

華盛頓共識不僅只是論述而已,它是近年來由美國、歐盟和日本

所控制的國際金融貿易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lon

M0netaryFund ’簡稱IMF﹚﹑世界貿易組織（WorldTrade

Organization ’簡稱WTO）〕的政策的主要內容。這些金融貿易

組織對壟斷資本在全世界擴張有很大的貢獻。而近年來反「全球

化」運動所反對的’也是這-套根據華盛頓共識來制定的具體政

策。

即使對這-套由華盛頓共識所導出的「全球化」政策批評的

人’像史迪格里茲﹙JosephStig】itz﹚,在他所寫的《全球化的許

諾與失落》這本害裡’也並不真正反對這套政策。史迪格里茲雖

然指出近年國際貨幣基金的政策造成了和加深了世界的經濟危

機’而且也指出在經濟危機爆發中,發展落後國家受到的傷害最

大,因此帶來了近年來反「全球化」的運動’但是他並不反對由

華盛頓共識而來的基本論述。他同意落後國家必須要參與「全球

化」才能發展他們的經濟,他只是認為在「全球化」具體政策

中’自由化﹙特別是金融的自由化﹚的程度和速度應該根據個別

l∣青形有所調整。史迪格里茲對IMF的批評重點在政策執行上的

家所實行的政策。這些政策就是在第八章和第九章中所談到的結構性調整

條例中的政策內容。此後,華盛頓共識就被用來代表新自由主義中對待落

後國家政策的最低的共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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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誤和偏差,而不是質疑政策的本身。

「全球化」看起來好像是中立的名詞,但是它的後面卻隱藏

著很強烈的意識形態,像上面談到的華盛頓共識就是在推行有利

於壟斷資本的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有關「全球化」的主流

論述中’幾乎-致認為「全球化」顯示了資本主義征服世界的威

力,代表資本主義的全勝,因此,世界上所有國家都-定要屈服

在資本主義的規律之下’除此之外’別無它路.這樣的論點是要

說明資本主義全勝是所謂「全球化」勢在必行的原因’因此,落

後國家人民只有服從它’不能反對它。

事責上,資本主義的危機才是推動「全球化」的動力‧從七

○年代初之後’世界的生產設備與市場總需求相對的過剩再度明

顯化,世界資本主義開始了戰後的危機’國民生產和所得增長速

度減I曼。在先進國家中,因為生產設備已經過剩,因此資本進入

生產領域就越來越困難’剩餘的資本無處可去’資本積累就不能

lI偵利進行。經濟危機更帶來金融的危機’早在六○年代時’以美

元為基礎的固定匯率就發生動搖,到了七○年代初,由國際貨幣

基金維持的固定匯率因為美國宣佈美元不再兌換黃金而解體。之

後,國際信貸﹙intemationalcredito『 internationaI Iiquidity﹚的數

額因為不再受約束而大量擴張’信貸的擴張﹙creditexpansion﹚

更進-步帶來了從七○年代初開始到今天的-連串的金融危機’

而金融危機又更加深了經濟危機。這-點將在導論的第二節、第

七章和其它章節中做詳細的說明和解釋。

經過了幾年的過度時期’到了八○年代初’為了紆解資本積

累的危機,美英統治階級帶頭,在政治上進行了全面的改革.在

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國內的改革中,國家帶頭來協助資本向勞動階

級進攻。在國際方面的改革中’壟斷資本的基地所在國,利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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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金融貿易組織來改變戰後前-時期的資本積累的策略,猛力地

和快速地向全世界擴張.因此推動「全球化」的動力就是壟斷資

本要為剩餘的資本在世界各地找出路’為剩餘的商品找市場,以

便紆解資本積累的危機的新策略。到了八○年代中後,資本主義

的危機就更加嚴重,由壟斷資本推動的「全球化」的氣勢就更加

兇猛。隨著「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危機不但蔓延到全世界各

地’而且危機所造成的災害也就轉嫁到落後國家和先進國家的勞

動人民的肩上,由他們來承擔‧這-點將在導論的後面和害的各

章中做詳細的討論和解釋。

什麼是「全球化」 ?

「全球化」是壟斷資本在七○年代經濟危機中發展出來的新

的資本積累的策略。在過去三十年中’這個新的資本積累的策略

在全世界進行著‧ 「全球化」是資本主義體系中包括了下面幾個

部分的╴個整體,這個整體構成了資本積累的機制。在這個整體

中的幾個部分不是孤立存在著的’而是彼此互相關聯著。

第-,「全球化」的-個主要部分是世界上500家最大的跨

國公司’在這5（）0家最大的跨國公司中’有斗4l家是以美國﹑歐

盟和日本為基地的大型跨國公司。在這三個地區內’60﹪的貿

易和投資是由這44】家跨國公司進行的。世界上的80﹪以上的

外國直接投資存量和-半以上的貿易是由這500家跨國公司完成

的。這些大型的跨國公司支配著世界上的自然資源,決定在哪裡

投資﹑生產和銷售,他們控制既存的技術和新的技術的發展’策

劃公司內（常常是國與國之間﹚的資金和經理人的調動,決定資

本的兼併,以及策劃如何影響他們投資、生產﹑銷售所在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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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供給地的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

第二,「全球化」的第二個主要部分是美國,歐盟和日本這

三個經濟強國’以及由美國帶頭’歐盟和日本隨後所策劃的新自

由主義政策,和與這個政策相配台的意識形態。這個新自由主義

政策從八○年代開始,積極的在世界各地推行’政策中包括取消

和放鬆對資本的管制,將原國有企業私有化,以及將許多原羼於

公共範疇的、非營業性的活動營業化和私有化,並且將勞動市場

彈性化。

第三’大型的跨國公司經由它們基地所在國的協助,利用國

際金融貿易組織﹙如IMF及WTO等等﹚以及多邊或雙邊貿易

和投資條約〔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AmericanPreeFrade

Agreement ’簡稱NAFT八﹚﹞在全世界範圍來推行上面所指的新

自由主義’以便利於壟斷資本在世界各地擴張。

第四,美國在世界上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和意識形態

各方面的霸權。美國在這幾方面的霸權與前蘇聯和束歐國家解

體’和中國轉向資本主義發展是相互關聯著的‧

第五’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內,作為資本代理人的統治階級

開始了-系列的改革’這也是「全球化」中重要的-部分。這些

國家的執政者改變了他們前-時期與工會和平共處的策略’著手

將戰後前期的「幅利國家」措施解體.建立起各種對付勞動階級

的設施’其中包括取消或修改與勞工相關的法律’以便打擊和限

制工會的力量,因此減低了工人階級集體與資本抗爭的力量。用

財政政策的稅收和支出來重新分配祉會的所得和財富’使得財富

向少數富有人手中集中’並削減或取消兙會幅利’增加軍事開

支。

第六’在絕大多數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內,全力支持「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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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的統治階級‧到了八○年代’落後國家的統治階級與國際

壟斷資本之間雖然仍存在著矛盾’但是他們之間利益上的-致是

主要的’矛盾是次要的。這個資產階級看到自己責力的弱小’知

道自己無力抵抗國際壟斷資本所推展的「全球化」,也瞭解「全

球化」是符台自己的階級利益。他們深恐趕不上「全球化」的列

車’因此在焦慮中,發出了「全球化」是不可抵擋的趨勢這樣無

奈呼聲。他們在整個「全球化」的過程中,參與對本國勞動階級

加重的剝削’和對本國土地與資源加速的搜刮’他們因此可以在

剩餘中分到-部分。這個階級所制定的政策,其中包括貿易政

策、財政上的稅收和支出政策、貨幣和匯率政策﹑勞工政策、自

然資源和環境政策、交通、運輸﹑通訊和其他基本建設政策’教

育政策等等’都是為了更好的配合「全球化」。他們為了配合

「全球化」也常常不得已要取消對本國資本的保護。

在這個包含著六個部分的「全球化」整體中,國際壟斷資本

建立了它在全世界範圍內進行積累的機制。在經濟危機爆發時’

國際壟斷將危機所造成的災害轉嫁給發展落後國家來負擔。「全

球化」的整體是-個系統。「全球化」不僅存在著國與國之間的

關係’也存在階級與階級之間的關係。在「全球化」中’有美

國、歐盟﹑和日本這三個資本主義的主軸國家﹙或政治實體）之

間的關係,以及它們和其它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和所謂新興工業

國’像南韓與台灣,和其它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之間的關係。

但是只從這樣的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中,不能瞭解「全球化」的整

體‧因此,要瞭解「全球化」必須將階級的關係包括進去‧如果

沒有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的關係’和

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的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關係,當前這

樣的「全球化」的體系是不可能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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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資本主義的危機是推動「全球化」的動力,而從七○年

代開始的資本主義危機不但沒有減輕,而且從八○年代到九○年

代,更到本世紀初,只有越來越嚴重。對壟斷資本來說,「全球

化」在短期內可以暫時紆解資本積累的危機,但是隨著「全球化」

資本主義的危機不但蔓延到全世界各地’而且危機的蔓延更將由

危機所造成的主要災害轉嫁到落後國家的人民身上’由他們來負

擔。從長期來看’「全球化」不但不能解決資本主義的危機,而

且危機更會繼績深化.在危機深化和全世界人民的反抗中當前這

種形式的「全球化」的進展發生可能受到阻礙’壟斷資本也可能

要再度改變它們資本積累的策略‧

由壟斷資本和支持它們的各列強﹙尤其是列強之首美國﹚所

發動的「全球化」的力量是非常龐大的’但也是非常脆弱的。美

國擁有可以將全世界毀滅的軍事武器’但是在用大量毀滅性的武

器佔領伊拉克－年多之後’並不能征服伊拉克人民。以美國﹑歐

盟和日本為基地的大型跨國銀行擁有大量的資金,它們可以隨意

收買落後國家任何-家銀行’但是如果落後國家的人民能聯台起

來拒絕支付他們已經償還了多過原來借款額幾倍的外債時,不但

這些大型的跨國銀行-點辦法也沒有’而且會因為這些銀行的破

產而弓∣起世界資本主義金融系統的危機‧不管世界上資本主義列

強的經濟有多龐大,這些經濟對落後國家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

是極度的依賴的,只要落後國家人民聯合起來將石油加價’這些

龐大的經濟就會進入蕭條。只要落後國家的農民拒絕種咖啡,跨

國公司的大經理們早上就醒不過來。

美國祉會學家華勒斯坦﹙lmmanueIWaⅡerstcin﹚在談世界體

系時,他籠統的談資本主義五百年漫長的歷史。華勒斯坦雖然也

認為現今資本主義已經達到-個轉折期’但是他對世界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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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達到這個轉折期並沒有深入的分析’而且資本主義到底往哪

裡轉折也是完全不確定。因此’我們很難從華勒斯坦的論述和分

析中找到資本主義未來發展的方向,而對想要改變這個世界的人

們來說’華勒斯坦的諭述和分析也不能供給-個可以努力的方向

和著力點‧

這本書裡所分析的「全球化」是指世界資本主義在過去近三

十年中具體的發展。「全球化」是七○年代危機時,壟斷資本所

建立起來的資本積累的新策I咯‧因此’在對「全球化」的分析中

的-個重要部分’就是分析資本主義的危機,這裡不但要分析資

本主義如何從戰後二十多年繁榮而進入了七○年代的危機’而且

要分析資本主義的危機在七○年代後不斷加深的原因,以及在二

十-世紀的未來危機將繼績深化的必然性。

資本主義的危機是「全球化」的動力第╴節

世界資本主義從二十世紀三○年代的經濟大恐慌’經歷了二

次世界大戰’和大戰後二十幾年空前的繁榮’到七○年代初-共

有四十年的時光。到了七○年代初’資本主義進入了戰後第-次

危機’危機中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的矛盾加深。壟斷資本在危機中

面臨資本積累的困境’因此’他們改變了在戰後前-時期資本積

累的策略’開始了「全球化」。

資本主義在二十世紀三○年代進入前所未有過的大規模的危

機’在經濟大恐慌最嚴重的幾年中’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國民總

生產減半,新投資停止,幾乎有-半的勞動人口失業。大量的農

業品因為工業生產蕭條﹙像紡織業蕭條不能購買棉花﹚,和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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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買不起食物,而過剩的農產品降價,使得農民破產。這次經

濟危機來自前-時期長期的繁榮,從十九世紀後期,資本主義經

過了幾次重要的技術革新和大量的資本投資:像電的發明和電氣

化、煉綱技術和綱鐵大規模的生產﹑火車運輸和鐵路的建設及汽

車大規模的生產等等。除了這些新的技術發明之外’生產』件的投

資更因為貨幣發行量和信貸的大量擴張﹙moneyandcredit

cxpansion﹚而得責現。而信貸的大量擴張又是因為第-次世界大

戰後世界的幣值脫離了金本位’因此各國的貨幣量不必再受黃金

存量的限制。這-點在第二章中會再做說明。

在經濟大恐慌之前的幾十年中’經濟雖然有上下的景氣波

動’但是總生產維持了向上增長的趨勢‧由於長期經濟成長和大

量投資的結果,到了二十世紀的二○年代’生產設備的產能與祉

會總需求相比較’大量過剩。在生產設備高度過剩的情況下’新

的投資無法進行,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進入了長達十餘年的經濟危

機,並由經濟危機導致政治危機。

在經濟大恐慌中’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國內市場萎縮’商品

賣不出去’所以它們盡量要將產品出口到其他國家。同時為了保

護本國市場,這些國家各自設置高關稅來抵制進口。很顯然地’

在各國相互競爭抵制進口時’世界貿易先是大量減少,然後則到

了幾乎停頓的狀態。資本主義大國茆日組成不同的貿易集團’在

同-個貿易集團內的國家彼此給予關稅上的優待,來抵制其它的

貿易集圄的國家。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的貿易除了因關稅上的抵制

而減少外’更因為在脫離金本位之後,各國的貨幣不再與黃金維

持固定的比價’在本國市場低落而急於要促進出口的壓力下,各

國爭相將自己的貨幣貶值’而造成了匯率經常變動的混亂。危機

進-步惡化’各國之間的經濟矛盾加深,並上升到政治矛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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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軍事上的矛盾,二次世界大戰終於爆發。

在經濟大恐慌的十餘年中’美國和歐洲國家有很大的-批企

業破產,在這些年中,新的投資很少,有些年的新投資甚至抵不

過生產設備折蕾的部分﹙也就是說淨投資是負的）’因此有-批

多餘的生產設備被銷毀了。到了二次世界大戰時’所有物資都用

於與戰爭相關的生產中,沒有多餘可以投向生產設備的更新’再

加上在大戰中,西歐國家和日本所有的工業生產設備都被戰爭摧

毀了。因此在經濟大恐慌時大量的剩餘生產設備’在這十六年中

﹙lg2g－】g45﹚完全地、徹底地被毀滅了。戰時飛機的襲攣也炸毀

了歐洲和亞洲許多國家中的海港和道路等基本建設。在資本主義

大國中’美國是唯-沒有遭受到戰爭災害的國家’但是它的生產

設備因為多年沒有足夠的投資來翻新,所以大部分都已經老舊’

因此存在著大規模的新投資機會.再加上西歐國家和日本的重建

要依靠美國的出口,美國對歐洲馬歇爾計畫的援助和對日本的經

濟援助’都給美國資本帶來極好的投資機會。

我認為資本主義在戰後能夠維持二十多年繁榮的最主要和最

基本的原因是:大戰後資本主義大國內存在著大量的新投資機

會‧除此之外,資本主義大國在國內靈活的運用凱恩斯的財政政

策與貨幣政策‧在戰後的前二十年中’資本採用了與勞工和平共

處的策略’以此來促進工人階級工資和幅利的增加,並目建立起

「幅利國家」中的許多設施’以便維持經濟成長率,使得資本積

累得以II頂利進行。在經濟繁榮中,資本主義大國建立起了國際上

彼此之間合作的機制。戰後成立的國際貨幣基金維持了各國之間

的固定匯率’關稅貿易總協降低了各國的進口關稅,這兩個重要

的金融貿易組織促進了商品貿易的通暢和資本的流動,更有助於

經濟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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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六○年代後半’西歐國家和日本的生產設備不但已

經恢復到戰前,而且超過了戰前的產能。美國的生產設備也在大

量新投資下,完成了更新。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新的生產設備的效

率比起戰前要高很多。到了六○年代底,世界資本主義先進國家

內,生產設備相對於社會總需求過剩的問題又再度明顯化。從下

面所列的數據中可以看出來’到了七○年代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年

成長率（除去通貨膨脹因素﹚開始下降’到了八○年代和九○年

代’經濟成長率更持績下降（Thurow’Igg6:2﹚。

六○年代:

七○年代:

八○年代:

九○年代:

5.0﹪

3.6﹪

2.8﹪

2.（﹚﹪

到了六○年代底,當新投資因為生產設備的產能再度過剩而

緩!∣曼下來的同時’由國際貨幣基金所維持的固定匯率也產生問

題。戰後的固定匯率是靠美元和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與黃

金維持-定比價而固定下來的’但是如果只靠黃金做為貿易和投

資交易的媒介’貿易量和投資量就要受到黃金數量的限制。在戰

爭結束到】97】年的這二十多年中,因為美國是戰後資本主義國

家中的第-強國,而且大戰結束時,它擁有世界黃金儲藏量的

70﹪。美國承諾美元可以隨時兌換黃金’各國因此同意用美元

作為貿易和投資的交易媒介,也用美元做為它們中央銀行的外匯

儲備‧在這-段日子內’美國國外的美元因為它的對外投資和其

它原因不斷的增加,美國境外美元增加-方面有助於貿易和投資

的增長’但是另-方面也註定了這樣的發展無法長期繼績維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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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因為到了五○年代末,美國境外的美元數額就已經超過了它

國內的黃金儲存量‧美國國外的美元越多,其它國家就越懷疑它

們中央銀行的美元儲備是否可以繼績兌換成黃金’在幾次美元擠

兌黃金的危機之後’I97l年’美國宣佈停止美元兌換黃金,固

定匯率也就因此而解體.

資本主義的危機更因為石油出口國家在Ig73－lg74年和

lg78年將石油兩次加價而變得更嚴重.七○年代中期以後’資

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經濟在高失業的蕭條中’物價持績上升’即所

謂經濟發生了滯脹現象﹙見本書l4頁）’滯脹的現象是在這之前

從來沒有發生過的。八○年代初,美國的聯邦準備銀行將利率提

到歷史上最高之後’抑止了物價上漲,但是失業率上升到8﹪以

上’達到三○年代經濟大恐慌後最高的失業率,在有些老的工業

城中,失業率更高達20℅‧這時美國的汽車業進入戰後最嚴重

的危機’lg82年初’美國三大汽車公司關閉了二十家汽車工

廠’解雇了三十五萬工人。從七○年代起,西歐國家的經濟長期

陷入停滯的高失業的∣∣青況’從lg73年到Ig94年》西歐國家沒有

多出-個新的就業機會﹙Thurow, l9g6: I﹚。

當美國與西歐國家七○年代初經濟進入危機時,日本的經濟

仍然維持較高的成長率’到l974年日本的成長率也開始下降‧

在七○年代和八○年代’日本在工業貿易上’與美國和西歐國家

等保持長期的II偵差。但是從九○年代初開始’日本陷入了自三○

年代經濟大恐慌以來最嚴重的﹑最持久的危機‧日本國內存在著

與它本國市場總需求相比較,大量的剩餘生產設備的產能’即使

在出口不斷增加下,生產設備還是不能充分利用,因此新的投資

除了投向國外,就無處可去’資本積累極為困難。日本的危機持

績了十四年之久, 2003年日本經濟成長率稍為提高’大部分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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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來自出口的增加; 2004年日本的經濟又是負成長。

到了七○年初’美國和西歐的經濟進入戰後的危機,它們的

執政者認識到,在戰後前-時期它們用「幅利國家」政策來達成

資本積累已經成了過去,在危機下這樣的策略已經無法適合資本

積累的要求,凱恩斯的經濟政策對這時候物價上漲和經濟成長停

滯同時出現的現象﹙即滯脹’stagHation ’後面第六章將進-步

討論﹚的新問題也無法應付。國際貨幣基金在戰後設立起來的固

定匯率促進了戰後二十多年貿易和資本的流通’但是固定匯率在

】g7l年美國宣佈停止境外美元兌換黃金後在】g73年解體。關稅

貿易總協在戰後用削減關稅促進了貿易的成長,但是當牛產設備

再次過剩後》市場競爭轉為激烈’資本主義大國各自設立起非關

稅壁壘來阻擋進口,貿易流通增長的速度緩∣曼下來,貿易增長率

的緩慢更增加了經濟成長的困難‧但是在美元停止兌換黃金之

後,國際貿易和投資又有了新的發展,這個發展對延緩危機來說

像是一劑強心針。這-點將在下面繼績討論。

為了要解決資本積累的問題,資本主義大國的執政者們必須

要在政治上作調整。經過幾年過渡時期,他們開始對前-時期政

策進行修正。八○年代開始時,由美國和英國的統治階級領導重

整戰後前-時期的經濟政策’從美﹑英開始全面展開新自由主義

的經濟政策的改革.

】g79年’柴契爾被選為英國的首相, lg80年,美國共和黨

的雷根當選為總統’他們都是西方戰後到那時為止最保守的政治

領袖。他們用國家的力量向工人階級全面進攻’企圖-步步收回

工人階級在戰後鬥爭所獲得的工資和幅利的增長。他們也取消了

國家對公民在基本生活上的保障’結束了戰後二十多年維護資本

主義政權的「幅利國家」政策.他們-上台就用-連串的立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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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前-時期對人民較有利的政策--推翻。I980年美國雷根當

選總統後’他開始對勞動階級進行全面攻擊.雷根-方面以削減

聯邦政府的規模為藉口,大幅度削減稅收’將收入高的家庭的邊

際稅率從70﹪降到28﹪,並且在削減國家的幅利支出的同時,

大量增加軍事支出。】98l－】g82年’雷根藉著航空導航工會罷工

的機會,將所有航空導航工會的會員解雇。聯邦政府的這種作

法’為美國各大公司後來用強硬手段來攻擊工會創下了先例。在

柴契爾任內,英國政府同樣的削減社會幅利’將國有企業私有

化。lg84╴lg85年時柴契爾鎮壓了英國礦工的大規模的罷工,礦

工工會完全無法抵抗這樣由國家帶領所發動的攻擊而投降。美、

英兩個大帝國的當權者帶頭把前-段與工會和平共存的政策倒轉

過來。

在國際方面’壟斷資本的積累策略配合了它們國內的新自由

主義政策,積極將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推展到世界各地‧在

「全球化」中,壟斷資本經由它們基地所在國的協助,利用並改

造既存的金融貿易組織來打開全世界其他國家的貿易和投資市

場‧上面所提到的華盛頓共識即是跨國公司﹙包括跨國銀行﹚的

壟斷資本’和美國﹑歐盟、及日本之間的共識,再將它們之間的

共識由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和在它之前的

關稅貿易總協﹚等金融貿易組織來執行‧而近些年來對符合華盛

頓共識意識型態的宣傳只不過是為了掩著齷斷資本在全世界的掠

奪和侵佔,為他們的野蠻行為用-層美麗的外衣加以裝飾-番而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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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危機的蔓延與轉

嫁

代斤╴代斤

弟╴目n

在固定匯率解體後’美元大幅貶值。美元脫離了與黃金的固

定關係之後’產生了兩個不同的影響。-方面波動的匯率有礙貿

易和投資的交易’對貿易有負面的影響。另-方面’美元與黃金

脫離關係之後’美國境外的美元!∣央速的擴張,也就是說美國可以

不必再顧慮它國外的美元會太多’而引發國外的美元會-再要求

兌換黃金’從而減少它的黃金存量。換句話說,就是自從美元停

止兌換黃金之後,美國國外美元的數額不再受到美國的黃金存量

的限制。從短期來看’取消美元在境外擴張的限制有助於七○年

代世界總需求相對於生產不足的問題’因為美國可以不必顧慮它

的貿易赤字而繼績擴大進口,赤字部分只要用美元﹙美國印的紙

鈔﹚來支付就行。美國擴大進口為許多國家﹙特別是日本、台

灣﹑南韓和其他對美國貿易出超的國家﹚的產品提供了銷售的市

場,暫時紆解了因世界市場需求不足而加重了緩∣曼的經濟成長。

但是也造成過去三十年不斷產牛余融危機和危機擴大的原因,所

以美元信貸擴張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在短期是正面的,但是從過去

三十年來看’這樣的發展不但加深了資本主義的危機,更會將危

機導致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美國的貿易赤字從七○年代開始到八○年代繼績擴大,在九

○年代初稍縮減後,到九○年代後期再度擴大‧到今天美國貿易

赤字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增加。2003年美國的貿易赤字高達

五千億美元’2004年則更高’達近六千億美元。美國六千億美

元的貿易逆差就是世界上其它國家六千億美元的II頂差’這些國家

﹙包括中國大陸﹚的I∣頂差使得它們可以維持經濟的成長。換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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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如果沒有美國的貿易逆差’這些國家就不可能維持當前的

經濟成長。因此美國的貿易逆差不僅是美國的問題’而且是世界

資本主義的問題,而這個問題的根源是出於資本主義的生產相對

於總需求必然要過剩。這個問題相當複雜’要徹底瞭解它的嚴重

性需要-個過程,因此在害中的第六章到第十章﹙特別是第七章﹚

中還要做詳細的解說。我認為除非對這問題做深入的探討,我們

很難徹底瞭解資本主義過去三十年的發展,更不用談如何去預測

資本主義的未來。

八○年代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

在談資本主義過去三十年的危機時,我們必須要將七○年代

後美國國外美元不斷的繼績擴張作為背景‧美國境外美元的擴張

來自它的貿易赤字’美國的貿易赤字支持了貿易出超國家的生

產,但是美國境外美元的增加又成了世界經濟危機的原因。資本

主義的危機在生產和貿易的不平衡中’以金融做為媒介’藉「全

球化」內的機制向世界各地擴張.

八○年代初’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以第三世界外債的形式爆

發,受外債危機影響 嚴重的國家集中在拉丁美洲’但也波及到

南韓與波蘭等國。主流經濟學家在談八○年代落後國家的外債危

機時,很少去追究這次危機的真正原因。他們如果提到外債危機

的原因’多半會說是因為落後國家進口替代發展策略失敗所引起

的。有些經濟發展學家也會將外債危機的責任推到這些國家的執

政者’說他們沒有執政能力’不能有效的控制通貨膨脹,也不知

道如何利用外匯資源。但是這些對這次危機的解釋都是表面的’

因為他們沒有將這次的危機與世界資本主義從七○年代開始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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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結合起來作分析.

事責上’要瞭解八○年代落後國家的外債危機’我們還得去

分析從七○年代開始的世界資本主義危機。前面說過七○年代初

時,資本主義因為生產設備的產能相對於祉會總需求過剩’因此

新的投資無處可去’資本積累發生困難.在這之上’石油出口國

家又將石油兩次加價’石油加價後更進-步縮減了全世界商品的

總需求,因為本來可以用來進口商品的外匯’在石油加價後就必

須用更多的外匯來支付石油進口,因此造成外匯短缺。而石油出

口國家的lI青況則正好相反,他們的外匯收入和外匯儲備猛升’大

量多餘的外匯無處可去,就直接存進歐洲的跨國銀行’成為這些

銀行的歐洲美元存款﹙參見第六章﹚。這些跨國銀行的美元存款

從七○年代初時因為美國境外美元增加而擴大,這時更新增加了

石油出口國家的美元存款。平日這些跨國銀行都靠跨國公司這些

主顧借款’但是這時跨國公司因為生產設備已經過剩而投資萎

縮,因此沒有借款的需要。跨國銀行在存款大量增加但是貸款停

滯的∣青況下,受到利潤下降的壓力’急於增加貸款‧

這時需要進口石油的發展落後國家正急需外匯’原因之-是

它們需要更多的外匯來進口提高了價格的石油。第二個原因是它

們的原物料出口因為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經濟的萎縮而導致價格和

出口量下降’所以外匯收入減少。第三個原因是世界糧食價格上

漲,因此它們需要更多的外匯進口糧食﹙參見附錄四﹚。跨國銀

行趁此機會用低利率來吸引發展落後國家借外債。因為當時物價

上漲率高’所以責質利率﹙利率減去物價上漲率﹚不但低而且是

負數。

大量美元從石油進口國家﹙多半是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到

石油出口國家’再由石油出口國家存入跨國銀行’跨國銀行再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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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借給需要外匯的落後國家’這些國家再用借來的美元向資本

主義發達國家進口糧食和其它工業產品,美元從資本主義發達國

家兜了個大圈又回到原地,這就叫石油美元再循環﹙recyclingof

petro﹣doⅡar﹚。石油美元再循環也包括石油出口國家用大量美元

收入來購買美國公債和雇用美國公司來擴建基本建設。石油美元

再循環暫時紆解了和延緩了世界資本主義七○年代非常嚴重的危

機,減少了世界對商品總需求因石油突然漲價而進-步縮減的壓

力,但是石油美元再循環並不可能解決危機’只是將危機延後而

已’結果是到了八○年代被延緩的危機以更大規模爆發。

到七○年代末和八○年代初時,美國因為國內通貨膨脹失控

而導致美元貶值的壓力。I980年’PaulA.VO】cker被派任為美

國聯邦儲備銀行的理事長, Vb】cker大幅縮緊了貨幣流通量,讓

利率隨貨幣流通量緊縮而上升。美國貸款利率達到戰後最高點。

美國利率上漲使得它境外的美元被調回國’隨著引起了世界金融

的緊縮’歐洲美元的利率也跟著上升’這時美國和其它各大國的

跨國銀行’馬上提高了已經貸給第三世界的款項的利率。

到了八○年代初,第三世界國家因利率上長而使外債的負擔

更為沈重.以巴西為例’歐洲美元的貸款利率每上漲l﹪,巴西

的每年外債利息負擔就增加五億美元﹙Kuczynski’l982╴83:
353﹚.而只在兩三年內’歐洲美元利率上漲了l0﹪左右’可見

因利率上漲如何增加了這些國家的外債負擔。從l979年到l982

年之間﹙利率上長的三年中﹚’第三世界的外債總額從兩千三百

三十億美元增加到三千六百二十億美元,增加了55﹪。到了

l982年8月’墨西哥宣佈它付不出當月的本金和利息’危機就

開始了‧

在利率高漲下,第三世界所欠外債快速增加。第三世界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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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總額中的三分之-來自美國商業銀行﹙包括美國銀行在歐洲的

分行﹚’其它貸款來自德國和日本及其它歐洲國家的商業銀行,

以及世界金融組織。到了八○年代初,如果這些國家還不了債,

許多商業銀行就會破產,而且經過連鎖反應,將會引起更大-批

美國和其它資本主義大國的銀行破產,這時以美國為主的全世界

資本主義金融系統到了崩潰邊緣﹙Vb】cker, lgg2: l98﹚。

到了八○年代中之後,國際壟斷資本和代表它們的帝國利用

它們在國際貨幣基金內的控制權,用基金的名譽貸款給拉丁美洲

國家’這些國家拿到貸款後就把錢還給跨國銀行’解救了跨國銀

行破產的危機‧國際貨幣基金就藉著向拉丁美洲國家逼債的機

會’-步步的打破這些欠債國家,其戰後在進口替代發展策略下

對外資的各種限制,國際貨幣基金用結構性調整措施來迫使這些

欠債國進行自由化、取消對進口的限制﹑對外來投資的限制、削

減關稅﹑和將國有企業私有化。私有化後的企業中有很多被外資

廉價收買,在整個危機的過程中,資本主義大國完成了它們對拉

丁美洲在經濟上和在政治上的控制。

資本主義大國在危機中將世界經濟重整,將危機的災害轉嫁

給發展落後國家。在SusanGeorge所寫的《債的武器》﹙T〃e

Deb『Booi〃em〃g﹚中我們可以看到落後國家對危機災害的負擔.

她在書中說:「從l982年到l9g0年之間’落後國家支付給資本

主義先進國家的本金和利息總共-兆三千四百五十億美元﹙這個

數目還不包括從落後國家流到先進國家的利潤、股票分紅、專利

權使用費等項﹚,從這-兆多美元的資本流出減去九千兩百七十

億的資本流入﹙包括外來投資、援助、新的貸款等﹚,在這八年

中,資本從落後國家流向先進國家的淨額是四千-百八十億美

元。以】g斗8年幣值來計算,這個資本的淨轉移相等於六個當年

﹨



第一章導論 02l

美國援助歐洲的馬歇爾計畫。到了l990年在支付了八年這麼大

數額的本金和利息後’落後國家欠先進國家的外債比起lg82年

來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6l℅」﹙SusanGeorge, l992
XV－XVi﹚。

從八○年代的世界資本主義危機中’我們可以瞭解危機如何

從先進國家蔓延到發展落後國家。八○年代的發展也清楚的顯示

了資本主義危機進-步推動了「全球化」’並將危機所造成的災

害轉嫁給落後國家,由落後國家的人民來承擔。

「全球化」與九○年代至今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

壟斷資本經由它們基地所在國家和國際金融貿易組織的援

助,將新自由主義的改革從拉丁美洲推向世界各地。關稅貿易總

協在lg86年開始了第八回台﹙烏拉圭﹚的談判, l9g4年底達成

協議’lg95年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世界貿易組織擴大了國與國

之間經濟關係’它所牽涉的範圍從貿易關係擴張到投資和其它經

濟關係﹙參見第八章與附錄二﹚‧ l98g年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理

事會﹙APEC）成立了, APEC的成立就是為了便於美﹑日資本

向亞》∣l和其它太平洋國家擴張。lgg3年APEC在西雅圖開大會

後,它就更有步驟的做為推進亞洲自由化和私有化’它對協助壟

斷資本打開亞洲太平洋國家的市場和經濟做出很大的貢獻﹙參見

第八章﹚‧

墨西哥在八○年代中以後,進-步加深了自由化和私有化的

改革’l993年底它與美國和加拿大簽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NAPTA﹚, l994年l月】日開始生效‧美國將墨西哥和加拿大

的經濟進-步納入了它的經濟勢力範圍之內﹙參見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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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從八○年代初外債危機開始後,到九○

年代初的十年中完全沒有發展,這十年常被﹙包括主流媒體﹚稱

為拉丁美洲失去的十年﹙theloStdecade﹚‧ l994年l2月﹙北美

自由貿易協定簽訂-週年後﹚美國總統柯林頓在西半球高峰會議

開幕時致辭說:「所謂拉丁美洲失去的十年到現今已經是糢糊的

記憶了。這些年來的改革產生了奇妙的效果,這是個卓越的、有

希望的時代」。在柯林頓宣佈這個卓越的、有希望的時代到來的

僅僅九天之後’墨西哥就開始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危機﹙Naim,

l9g5:49﹚。

lg99年3月華爾街日報頭版以-「墨西哥模式值得這麼

大的痛苦嗎?」為題做了以下的報導:墨西哥在北美自由貿易協

定簽訂之後到l99g年的五年多中,它與美國的貿易額增加了-

倍,從七百七十億美元增加到-千五百九十億美元’但是對大多

數的墨西哥人來說’貿易增加的數字沒有什麼意義,因為他們的

生活反而比十年前下降了。自從墨西哥的披索貶值之後’消費者

的購買力下降了39﹪。根據聯合國的-份發展報告說’墨西哥

極端貧窮的人從危機前每七人中－個增加到每五人中就有-個,

墨西哥的工人生活每天在三美元之下的人佔人口的三分之二。這

篇文章說雖然過去的三年是危機後經濟成長最好的三年’但是

l0g4年底披索貶值的危機把墨西哥上-代人努力的成績全部銷

毀了’使得今天墨西哥的年輕人的生活不如他們父母-代﹙華爾

街日報’l9gg年3月8日’A－l﹚。

九○年代後期資本主義危機蔓延與加深

墨西哥的危機尚未終了’lgg7年夏天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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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亞洲爆發了。-般主流經濟學家分析這次危機時’多半是將

危機的原因歸罪到東南亞國家的金融系統不夠健全’說這些國家

的經濟與政治之間的曖昧關係有礙經濟發展等等。這樣的分析就

跟主流經濟學家對八○年代第三世界外債危機的分析是-樣的’

他們只在表面現象上兜圈子’而不把在亞洲發生的危機與世界資

本主義的危機連貢起來做分析。事責上, l9g7年夏開始的亞洲

金融危機就是八○年代和九○年代世界資本主義危機在「全球化」

下蔓延到亞洲。在世界生產設備極度過剩」∣青況下,壟斷資本之間

的競爭也就越來越激烈’帝國之間的矛盾也就更加深。在危機進

-步深化中,以帝國為基地的壟斷資本必須要找新的出路‧於

是,壟斷資本在帝國的協助下,積極的在世界各地推展「全球

化」,為資本積累尋找新的機會。

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在亞洲爆發的直接原因’還是起源於前

-段世界資本主義內的許多不能解決的矛盾,包括美國與其它國

家間貿易不平衡的問題。而這貿易不平衡的問題又與世界生產設

備過剩有直接的關聯﹙參見第七章﹚。日本在七○年代底和八○

年代初,就隱藏著嚴重的生產設備過剩的問題。這時,-方面,

日本國內的生產設備大量過剩’要維持經濟成長就必須增加出

口’另-方面’日本與美國之間的貿易爭執因為美國的貿易逆差

不但得不到解決,而變得越來越嚴重。到了lg85年’美國長期

以來的貿易逆差進-步惡化’各大國為了挽救美國貿易逆差的危

機,它們的財政部長在紐約開會,並達成廣場協議﹙Plaza

Agreemen『﹚。廣場協議中決定由各大國的中央銀行合作’將美元

貶值和將日幣與馬克升值,以便刺激美國的出口和減少它的進

口。

八○年代中美元貶值後,暫時減少了美國貿易逆差’但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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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的升值’使得日本跨國公司必須不斷將出口商品降價來維持它

們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因此就大幅降低了日本資本從出口中

所獲得的利潤。在此同時’日本因過去多年與美國貿易ll頂差而積

累了大量的美元外匯,日本政府為了協助它的資本家就利用外匯

儲存來放鬆銀根’責行低利率的貨幣政策’日本銀行大量增加貸

款,過多的貸款弓∣起了八○年代後期日本的房地產和股票市場的

投機’房地產價格和股票價格同時狂飄’日本的經濟像個吹起來

的大氣泡。到了九○年代初’這個大氣泡破了,日本的經濟就陷

入戰後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到今天還沒有真正的恢復。

八○年代中時’日本國內的投資因為它的生產設備相對於本

國市場大量過剩,而且用出口來解決生產過剩也因為美國對從日

本進口的抵制和日幣的升值而更困難。lg85年日幣對美元升值

後’日本的資本家到美國﹑東亞、和東南亞投資都很上算’因為

像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泰國、南韓、和菲律賓等國的貨幣

都盯緊美元,所以日幣對美元升值’也相對於這些國家的貨幣升

值。2再加上日本必須要為它的大量的美元外匯找出路’對外投

資成了唯-的選擇‧以日本為基地的跨國資本’特別看重東南亞

的幾個國家。在八○年代中之前’日本在這些國家的投資尚不

多。從八○年代中開始,l∣青況大為改變,日本在束南亞的投資大

量增加’從九○年代初到l9g7年危機開始時’日本在束南亞的

投資僅直接投資’就高達-千億美元’日本約有四、五百家跨國

公司在束南亞設廠﹙Gilpin,2002:270）。隨著日本的跨國資本的

大量投資,它們就把日本生產設備過剩的問題從日本擴張到亞洲

其它地區（這-段的發展在第九章中特做詳細的敘述與分析﹚。

2台灣除外’在l985年和lg87年之間台幣對美元升值斗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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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亞洲的投資遠遠落在日本之後’但是在八○年代裡’

美國在亞洲的直接投資量總合比前十年增加了7l.5﹪’而且除

了直接投資外,還有股票、債券和房地產的投資。除了日本和美

國資本之外’西歐資本也到亞洲各國和俄羅斯投資,從lg95年

到l9g7年的兩年之間’到亞洲投資的外國資本增加了-倍。

從八○年代中到九○年代’日本將生產移向亞太國家’日本

政府這時用經濟援助來改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侵略這些國

家所造成它們對日本的惡劣印象‧ l9gl年和l992年的兩年中,

日本政府對這個地區的六個國家的經濟援助達四十五億美元。美

國與日本相比顯得遜色,美國只對兩個國家援助三千多萬美元。

日本政府的援助又給日本資本增加了投資的機會。

東南亞的國家從八○年代中開始在經濟上和在政治上推行了

國際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改革,為國際壟斷資本剷除了進入

亞洲的各種障礙‧這些國家將自己的貨幣與美元維持固定匯率’

因此外資不必承擔當地貨幣可能貶值的風險。同時這些國家放鬆

了或取消了對資本帳的管制,使外資可以來去自由’不受限制。

但為了保持與美元固定匯率’這些國家提高了本國的利率’提高

外資貸款和債券投資的報酬’用高報酬來吸引外資。報酬既高風

險又小’而且資本還可以來去自由,當然對外資有很大的吸引

力,鼓勵外資繼績流入。

從短期來看’-個國家如果有大量外資進來,在-段時間

內’會有高幅度的成長’當時外資大量進入亞洲﹙和這三年來外

資大量進入中國大陸﹚都是如此‧這裡要說明的是’污些國家由

大量外資進入所帶的短期國民總生產高速成長’又變成繼績吸引

外資的原因’因此樂觀加上樂觀’就得出了二十-世紀是亞洲的

世紀╴類亳無根據的預測。但是在這-片樂觀的背後就隱藏著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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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在l997年前流入的外資除了直接投資外’就是在股票市場

和債券市場的金融投資。到了八○年代底和九○年代初’東南亞

國家的房地產的投資和股票市場的投資中,很大部分都屬投機性

的投資。這時美國的各種互惠基金﹙mutualfuⅡds﹚來到東南亞

新興起的股票市場和房地產的投資每年的收益率高達30℅到

35﹪’這樣高的收益率是不可能從資本投入生產中獲得的’而

只可能從投機中獲得。

投機使得股票與房地產的氣泡越吹越大’到了l997年8月

時,這個大氣泡就爆炸了。泰國的泰銖首先經不起大量資本外流

而被迫貶值,連帶弓I起了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香港貨幣的

貶值,從香港更蔓延到南韓’也波及到台灣。當時中國因為人民

幣不能自由兌換’而且對外開放的較少’受的傷害也較輕‧

在這次危機中’東亞和東南亞的國家經濟承受了第二次世界

大戰後最嚴重的損失。到了lgg8年秋,-年前從亞洲開始的危

機已經蔓延到俄羅斯﹑巴西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更進-步向世

界各地擴散’而且有繼績擴張到威脅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金融系統

的趨勢。

在這危機燒上眉頭的時刻’資本主義帝國的領導人必須策劃

解救的對策‧為了搶救資本主義的金融系統’美、歐、日各大國

用大幅擴充信用並藉助國際貨幣基金來融資給俄羅斯。泰國、馬

來西亞﹑菲律賓、印尼﹑南韓等國都先後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的

「援助」’同時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的結構∣生調整措施中的各項條

件。在亞洲國家所簽定的結構性調整措施中它們所接受的條件要

比八○年代拉丁美洲國家所接受的條件更為苛刻﹙參見第九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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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性調整措施的改革規定痘些國家必須將銀根緊縮’使利

率大幅提高,來抑止物價暴漲。利率上漲後’使得更多的當地的

小資本’因為不能負荷沈重的債務而被迫破產’甚至連與官僚勾

結的大資本﹙牽涉到銀行金融各業﹚也被迫依改革措施中新定的

破產法進行重整。在結構調整措施下更多的國營企業被迫私有

化,和許多企業被外資廉價收買。

亞洲的發展落後國家受到了日本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波及’

在全世界生產設備大量過剩的情況下’它們採用了用外來投資來

發展出口以帶動經濟成長’在短期內大量的新投資必然會加快經

濟成長的速度‧危機之後它們只有承擔這樣發展所帶來的後果‧

l997年,世界性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以金融危機的形式在亞洲

爆發,這次的危機打破了「亞洲奇蹟」的砷話’也揭穿了落後國

家只要屈服在國際壟斷資本之下,就能取得資本、技術、和市場

來發展他們經濟的謊言。亞洲危機的始末應該成為要想藉出口來

促進經濟成長國家的借鏡。

到了九○年代亞洲爆發的經濟危機開始後’八○年代中以來

每年大筆流入的外資停止了,而且大筆本國的和外國的資本從泰

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和南韓撤走‧這些國家在極短時間

內失去大量外匯存底,只好向國際貨幣基金借債。並接受國際貨

幣基金結構調整措施的制裁﹙這-點會在第九章中繼績討論﹚‧

到了二十-世紀初’亞洲的危機尚未恢復,拉丁美洲的阿根

廷、墨西哥﹑巴西、巴拉圭﹑烏拉圭﹑玻利維亞都又再度經歷了

非常嚴重的經濟危機。經濟危機也弓∣發了-些國家的政治危機‧

經過了二十多年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世界上這麼多的國家好像不

斷地經過自然災害的浩劫’或是像遭遇了瘟疫般的襲攣‧它們的

人民在痛苦的日子中掙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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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導論開始貢徹在這本書的各章節中,都是要說明「全球化」

是國際壟斷資本在危機中的資本積累的新策略,在「全球化」中

壟斷資本向世界各地擴張暫時舒解了它的積累困境’但是「全球

化」不能解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所以也不可能剷除危機的原

因。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資本主義危機不斷的蔓延和深化,而

且今後的危機將會更加嚴重’因此,經濟發展落後國家要想發展

資本主義必將-再遭受到危機的衝擊,他們的人民會被迫承受危

機帶來的災害‧

第四節本書的章節

在這篇導論的開始時說到寫這本害的目的是要對「全球化」

提出與主流不同的分析,並且要從這樣的分析中去瞭解「全球化」

對世界上經濟發展落後國家所產生的影響。在這-章的第-節中

我提出了對「全球化」的詮釋’我認為「全球化」是過去二十多

年中壟斷資本在資本主義危機中新的資本積累策略,這個在罕份

界進行的新的資本積累策略有六個彼此互相關聯的部分,而「全

球化」是由這六個部分所形成的-個整體。在導諭的第二節中我

提出了資本主義危機正是推動「全球化」的動力。因此分析資本

主義的危機就成了這本害的極重要的部分。這本害的前-部分花

了很多的篇幅來分析資本主義危機’因為我認為瞭解資本主義危

機對分析「全球化」是完全必要的。

要分析資本主義的危機必須要從二十世紀三○年代的經濟大

恐慌談起’資本主義從經濟大恐慌開始’到二次世界大戰開始資

本主義走出了史無前例的經濟危機‧資本主義經歷戰後二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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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繁榮’到七○年代初又再度進入危機,離三○年代共有四十年

的時光。我認為除非我們能對這-段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有較深

入的瞭解,我們將很難去分析七○年代後的資本主義危機’也不

能認識現今和未來資本主義危機將會繼績的必然性‧對三○年代

經濟大恐慌的分析’不但要解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基本原因,

也要解釋三○年代經濟危機的特殊原因’還要談到在危機中資本

主義發達國家統治階級的對策,這是繼導論後第二章的內容b

資本主義在戰爭中走出了經濟大恐慌’在戰後二十多年的繁

榮有它-定的原因和歷史背景’第三章分析戰後繁榮發展的國內

原因’第四章分析戰後繁榮發展的國際原因‧在第三章和第四章

的分析中也解釋了戰後二十多年經濟的繁榮,乃是七○年代後危

機再次出現的原因‧對於資本主義危機的分析,我盡量做了較簡

單的論述’避免用很多經濟學的術語。但是對-般讀者來說可能

還得有-點耐心’多花-些心思來瞭解這-部分。

第五章談論了在戰後世界資本主義繁榮期間落後國家發展的

經驗。在這-段發展中’經濟發展落後的國家中很多採取了進口

替代的發展策略’也有少數國家﹙地區﹚採取用出口來帶動經濟

的成長。總的來說,採取兩種不同的資本主義發展策略的落後國

家在戰後的前二十年經濟都得到-定的成長‧但是進口替代的發

展到了七○年代初後’因為世界資本危機的衝擊而有了徹底的改

變’以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的策略也碰到困難。在導論開始時說

明了寫這本書的目的是為了要對「全球化」提出與主流不同的分

析’這個分析包括了「全球化」對落後國家發展的影響。事貫上

落後國家的發展問題和它們的發展如何受到「全球化」的影響是

我 關心的課題,也可以說它是要提出對「全球化」與主流不同

分析的原因‧如果我們要瞭解「全球化」對落後國家發展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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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就必須對這些國家在八○年代前的發展作探討,這就是第五

章的內容。

第六章分析資本主義到了七○年代初進入危機的原因及其後

的發展’並且解釋在危機中資本主義大國的執政者因為前-時期

的政治對策失效所面對的僵局。第六章並分析「全球化」的政策

如何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家之內寅現。第七章中近-步分析近年來

金融資本的膨脹’以及金融資本膨脹與美國在過去二十年中貿易

逆差和外債劇增之間的關係。美國貿易逆差不是-個孤立存在的

問題,它和世界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問題是密切關聯著。第七章

也分析了美國的外債如何導致全世界金融信貸的增加’而月存令

融信貸不斷的擴大下更進-步引起了生產設備的擴張和金融市場

及房地產的投機。

第八章分析世界資本主義危機如何在八○年代以第三世界外

債的形式在拉丁美洲爆發’並且分析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如何利用

國際貨幣基金將危機的災害轉嫁給落後國家’也分析了金融貿易

組織和協定在「全球化」中的功能.第九章分析了在「全球化」

下’資本主義危機到了九○年代進-步蔓延,和危機進-步加

深。第十章分析在「全球化」下落後國家要發展資本主義所面對

的困境。最後-章對書中所討論的議題做總結並展望未來。

除了這十-章之外,尚有六篇附錄:附錄╴討論美國近年來

在貿易上所採用的單方制裁手段;附錄二討論世界貿易組織和關

稅貿易總協之相異處;附錄三對國際收支帳目做解說;附錄四是

l997年7月在菲律賓世界農業大會上發表的〈關貿總協定和世

界貿易組織對世界農業的衝擊以及對全世界工人和農民的剝削〉

由陳信行翻譯成中文;附錄五是毛遠城所著的〈台灣電子業發展

問題〉;附錄六是評《全球化陷阱》與《碰撞》兩本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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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大恐慌與國家的政治干預

不斷的廢除老的﹑舊的’是進步的標諶。

汽車王朝亨力.福特二世

世界資本主義在二十世紀二○年代末’進入了長達十幾年的

經濟大恐慌‧到了二次世界大戰開始’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才從這

次危機中走了出來。大戰結束後資本主義經歷了二十多年的繁

榮’到了七○年代初又進入了危機’這個期間共有四十多年的時

光‧這本書之中的－個重要部分是要分析資本主義的危機’我認

為這樣的分析還得追溯到三○年代的經濟大恐慌‧那次資本主義

的經濟危機是全世界性的,也是到那時為止’和自那時之後’資

本主義最嚴重的﹑最深的﹑規模最大的、和最持久的危機。

在這次危機中’世界資本主義到了全盤崩潰的邊緣’世界經

濟受到空前的傷害。到了三○年代初,以美國為例’它的工業生

產減半、近－半的勞動人口失業、三分之-的銀行倒閉、股票市

場崩盤。在此同時,因為工業蕭條所以作為工業原料的農產品沒

有市場’加上失業的工人買不起食物,農產品生產相對於需求大

量過剩’農產品價格大幅下降,農民破產’他們的土地被銀行收

回而失去了活路,被逼得到處流浪。I在美國的各大城市裡’失

業的工人和他們的家人,排著長隊只是為喝-碗施捨的稀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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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冷的冬天’街上睡滿了被房東趕出來的無家可歸的窮人’許多

失業的工人和他們的家人死於飢寒交迫之中。汽車工業城底特律

估計每七小時就有-個人餓死。

我認為重新去認識經濟大恐慌的歷史,不但有助於我們認識

那次危機發生的原因’而且可以瞭解世界資本主義各大國家的執

政者當時針對危機所做的改革’這些改革是他們針對經濟危機所

做的政治上的調整‧這些改革增強了國家對資本的管制,以及對

整體經濟的管理’也就是國家-方面用法律對資本加以限制’像

對銀行和股票市場的限制;另-方面國家對經濟作直接的干預,

像對農產品產量和價格的干預。在三○年代經濟大恐慌時’資本

主義發達國家的執政者們面臨了他們本身的存亡問題,所以他們

所做的改革是非常深刻和徹底的。到了】936年凱恩斯﹙JohnM

Keynes﹚的《就業﹑利率與貨幣通論》﹙T〃eGe〃e「α／T／!eoⅣ㎡

e〃!p／oy〃!e〃／’／〃∕e把srα〃dMo〃ey﹚出版後’他為國家直接參與經濟

的管理建立了理論的根據。凱恩斯的政策到了戰後才全面付諸實

行’直到八○年代前主流經濟學界幾乎-致認為’在經濟大恐慌

中的政治上的改革’以及戰後國家能夠善用凱恩斯政策是戰後資

本主義繁榮的原因。他們也認為國家直接參與經濟管理使得資本

主義產生了徹底的改變’因此像三○年代那樣的大規模經濟危機

將不會再發生。

到了戰後七○年代初,資本主義危機再度明顯化後’八○年

代時’資本主義中心國家的執政者在政治上又做了-次改革。有

趣的是這次的改革卻是要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新自由主義政策

l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人JohnS【einback所寫的小說《憤怒的葡萄》（G「αpeq／

W〉m〃﹚,就是描寫這些到處流浪農民的生活和他們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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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就是取消國家對資本的管制’和減少國家對總體經濟的直

接干預‧那麼到底是增強還是減少國家對資本的管制和對經濟的

直接干預,才是對付危機有效的政策呢?在七○年代資本主義再

度進入危機後,凱恩斯對整體經濟干預的政策是否仍然適用?更

基本的問題是:不管是三○年代的改革,還是八○年代的改革,

它們是否改變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基本規律?而資本主義的基本規

律又是什麼?經過了七○年代的發展後,我們對資本主義的具體

發展有了更好的掌握,應該更有能力來對三○年代的改革政策作

分析。這樣的分析將有助於我們瞭解自八○年代以來的改革‧

這-章先從說明資本主義的基本規律來瞭解經濟危機產生的

原因,再分析資本主義到二十世紀三○年代的發展而導致經濟大

恐慌的歷史背景,以及在經濟危機中執政者所做的改革’並分析

這些改革所產生的影響。

第╴節 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與生產設備產能過

剩

資本主義的發展總是會有經濟景氣上下波動的循環.在經濟

蕭條時,經過-段時間,幾個月或是-年’甚至兩年’等到商店

能用降價除清存貨’它們就可以再向批發商進貨’批發商就可以

向製造商進貨’使得原來停工的工廠可以又重新開工’雇回工

人,工人有了工作之後’就可以開始消費’景氣也就跟著活絡起

來;更重要的是在經濟蕭條時’許多小的企業往往都會支撐不了

而倒閉’經營不下去的企業中’有-部分會被大企業收購’另外

的在破產之後,機器就被拿來當廢鐵變賣。因此經過-段的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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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部分生產設備會被銷毀﹙要看蕭條時間的長短,如果時

間較長,相當大的-部分生產設備會被銷毀﹚。

被銷毀的生產設備不但是屬於生產規模比較小的’而日旱牛

產技術比較落後的企業‧在經濟蕭條中淘汰了小的、弱的、技術

落後的企業’留下來大的、強的、技術先進的企業。等蕭條過

去,因為-部分生產設備被銷毀’而解決了當時的產能過剩的問

題’大的企業就可以增加投資’進-步採用新技術而擴大再生

產。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在這樣良性的循環中,不斷的除舊更新的

發展生產力。所以汽車大王亨利二世才說:「將老的﹑蕾的銷毀

是進步的標誌」‧因此,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循環中,經濟蕭條部

分正是重建與擴大生產之前的-個必要的過程。因此銷毀或毀滅

﹙destruction﹚,有正面的﹑積極的意義;只有在生產設備的產能

銷毀後,才可能有新的投資’重建才能開始。著名的經濟學家熊

彼德﹙JosephSchumpeter﹚認為這樣對生產設備的銷毀是具有創

造性的﹙creativedestruction﹚。

資本主義在這樣的循環過程中’還有金融信貸的因素。資本

家首先要購買生產設備、生產資料和勞動力。不管資本家多麼有

錢’他荷包裡的錢總是不夠用來做牛產件的投資,因此要維持生

產和要擴大生產,資本家必須要向銀行借貸,或者是用企業的名

義發行股票或債券,因此信貸﹙也就是信用’credit﹚是資本主

義運轉中的-個重要的環節。資本主義生產如果沒有信貸增長的

配台是不可能擴大的。而信貸的擴張和緊縮又與景氣的好壞互相

關聯著’在景氣好時’企業的利潤上升’銀行的信貸寬鬆。景氣

壞時’企業利潤下降,甚至虧損’銀行怕貸款不能歸還,所以不

肯再貸新款’甚至把原本的貸款收回。在這時-般企業,特別是

規模小的企業,在經濟不景氣時常常因為被銀行逼債而導致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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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所以信貸的寬鬆或緊縮可以使經濟上下波動的幅度加大‧經

濟景氣越好,信貸越寬鬆’使得生產可以更加擴充。景氣越壞’

信貸越縮緊’連帶就會迫使更多的企業破產。但是從另-方面來

看,有時金融也可以扮演主動的角色,也就是說,由金融的擴張

而引起生產的擴張’或是因金融的緊縮而引起牛產的降低。

在這本害中所說的經濟危機不是指經濟短期的上下循環

﹙cyclical﹚而是指長期的經濟停滯﹙secular﹚‧資本主義在上世紀
二○年代末進入危機’到了二次世界大戰時從危機中走出來。之

後’資本主義經過了在戰後二十多年的繁榮,到了七○年代初又

進人了戰後的危機。既使在戰後的二十多年的繁榮中,還是有景

氣上下的波動’即所謂經濟循環‧我們可以將這樣在長期的繁榮

中的經濟蕭條﹙recession﹚看成像上面所說的必要的調整’而這

樣的調整是有助於經濟從蕭條中復甦﹙recovery﹚‧在三○年代的
長期經濟危機中也會有景氣上下的波動,同樣的日本從九○年代

初進入了長期的經濟停滯’在這長達十四年的危機中,日本的國

民總生產在有些年中也有正成長‧

資本主義短期的調節性的經濟循環比較容易瞭解’但是為什

麼資本主義會陷入長期的經濟停滯呢?換句話來說,資本主義的

發展會產生危機的原因是什麼?有關資本主義的危機理論有很多

人承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去做研究,但是要將這些解釋危機

理論去做整理和分析則是這本書無法做到的。-來因為我自己的

能力有限,二來是因為這不是寫這本害的目的‧但是我認為還是

可以根據我粗淺的瞭解做非常簡短的說明。

馬克思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的危機是來自資本主義內涵

﹙inherent﹚而不是來自外部﹙eXtemal﹚的這個樣的看法應該是可

以同意的。據我的瞭解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的矛盾是危機不可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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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的原因.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下’生產資料為私人所有’但

是生產是祉會性的。資本之成為資本有它－定的屬性’那就是資

本只有在進入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剝削關係中’資本才能獲取剩

餘價值。但是如果生產或擴大再生產出來的商品不能賣出去’剩

餘價值就不能責現成利潤,資本就不能增值,就產生資本積累的

困難‧資本積累的困難如果經過短期調整而不能解決的話,資本

主義就會進入危機‧

這樣的解釋還是不能說明資本主義下危機的必然性。馬克思

和恩格斯的分析認為危機就是資本主義生產中的-個必然的結

果’因為直到危機到來之前,資本家看不到市場的限制﹙或者他

們看到但必須忽視這個限制﹚而繼績的投資來擴張生產設備‧在

生產設備的擴張中’資本家繼績研發更能增加勞動效率的技術’

更進-步投資於節省勞動力的自動化的機器’以便解雇更多的勞

工。因此,在危機到來之前’生產設備的擴張並不會因為到那時

已經逐漸飽和的市場而緩I曼下來。直等到生產設備的產能大量超

過了市場的需求,投資必須要停止,或者到了東西積壓的太多賣

不出去’資金無法周轉’企業必須要破產,大批企業破產時危機

就開始了﹙SimonClarke, l9g4: l7－lg﹚.

每當-個新的產品上市時’這個產品的市場都會加倍的增長

或以數倍甚至十倍或數十倍的速度增長’新的投資不斷的投入這

個新產業’直到這個產業生產的商品在市場上達到飽和甚至超過

了飽和,但是投資還是不能停止。十九世紀未到經濟大恐慌開始

的-段歷史就是這樣發展的.到了上世紀二○年代末世界資本主

義大國都存在著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問題。在這-章和後面幾章

的分析中我就用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為經濟危機發生時的現象,產

能過剩的程度也就是危機輕重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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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九世紀中期’美國和德國的資本主義繼英國之後’得

到快速的發展‧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英、美、德、日各

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力得到蓬勃的發展。在這幾十年中’資本主

義大國的經濟雖然因為生產過剩而經歷了調整∣生的蕭條,但是它

們的國民生產和所得持績了長期的增長’資本因此得以順利的積

累。但在這個持績成長的過程中,也就醞釀了從l929到l94l年

世界性的經濟大恐慌。

從十九世紀後半到二十世紀的二○年代’資本主義在工業生

產上有許多技術的創新和新的產品’技術的創新和新的產品帶來

了新的投資機會‧電的發明取代了用水力和蒸汽來敔動機器,因

此大量的資本投入新的機器設備。鐵路的發明和建造有同樣的效

果。而且新的機器和鐵路的鐵軌、火車的車頭和車廂都需要綱

鐵,又再進-步推動了綱鐵業的技術革新和新的投資。二十世紀

初’從汽車發明到大規模生產’僅在十幾年之內,幾十家汽車公

司就從平地上建了起來’速度之快是極為驚人的。汽車業的發展

也更進-步帶動了鋼鐵業’也帶動了橡膠業、煉油業﹑公路的修

建等‧

二十世紀初工業的擴張又與銀行信用的擴張相關聯著。在第

-次世界大戰前’資本主義國家責行金本位’在金本位下,貨幣

的流通量和銀行的信貸受-國的黃金儲存量的限制。在第-次世

界大戰中,資本主義歐洲大國-方面靠國家大量舉債來支付戰爭

的經費,另-方面用黃金向美國購買戰爭所需要的物資’它們最

後不得不放棄金本位的貨幣制度。在金本位之後’國家的貨幣和

信貸要靠中央銀行來限制‧但是靠黃金儲存量的限制和靠中央銀

行的限制有很大的不同’這-點在後面幾章中還要作說明.這裡

要說明的-點是資本主義在上個世紀二○年代的擴張與世界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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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國家信貸的擴張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在RichardDuncan所寫的《美元的危機》﹙刀!eDo∕／α『C〃s／s﹚

中,他說明了美國因為對歐洲出口的增加使得國內黃金的儲存量

增加,因此可以在lgl4年到l920年之間的信貸加倍。信貸的擴

張也就引起了生產的擴張。他認為金融信貸的增加是生產性投資

!∣央速增加的原因。在這七年內’美國工業生產性的機器設備產量

增加了205﹪’若包括所有的生產性的設備在內,它的總和增加

了275℅‧從這些數字中可以看出金融信貸的擴張和由新投資而

增加的生產設備的產能之間的關係﹙Duncan,2003:57﹚‧

這裡用美國汽車業的發展來看汽車如何在大規模生產開始後

僅十幾年的功夫就面臨到市場飽和。美國的汽車業發展從二十世

紀初開始’lg08年幅特汽車公司開始生產T模型的汽車時’還

是小規模的用大量手工操作的生產。但是幅特從開始就致力於以

降低成本和車價來擴大汽車的消費市場。l908年時’幅特只賣

了-萬輛T模型汽車﹙Rae, l985: 34﹚。l9l4年,幅特為了增加

生產效率’在底特律城附近的HighlandPark建了新廠採用了流

水線的方式生產‧新的生產技術使生產能夠精確化和標準化,是

流水線的生產的先決條件。在資方的控制下’流水線的操作生產

不但可以持績不斷’而且速度可以加l∣央,因此增加了工人的勞動

強度,提高了勞動效率（Rae’】985: 35﹚。汽車的生產成本不但

因為勞動效率的提高而下降’而且流水線的生產減少了在資方生

產中對工資較高的技術工人的依賴,原來技術工人的工作被工資

低的非技術工人取代,就更進-步降低了成本。生產成本下降使

得汽車可以降價銷售’也因此擴大了汽車的市場需求和生產規

模。汽車的生產就在技術革新、生產效率提高、汽車降價、汽車

市場擴張、生產規模擴大、新投資和更新的技術的發展中」∣央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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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T模型汽車的生產在六年之內’就從-萬輛增加到二十五

萬輛‧

幅特汽車公司是二十世紀初大規模生產﹙massproduction﹚

的代表。幅特從-開始就著眼於發展世界市場’除了在加拿大設

廠外’lgll年和IgI3年,分別在英國和法國建了汽車裝備廠,

其後幅特汽車更將生產擴張到其它歐洲國家。二○年代時’美國

通用汽車公司追隨在幅特之後’也進入歐洲市場;幅特則進-步

擴建到拉丁美洲﹙阿根廷﹑墨西哥、巴西）、南非﹑亞洲﹙印

度、馬來亞﹑日本﹚和澳洲;三○年代時’幅特也在蘇聯投資設

立了兩家工廠﹙Rac,lg85;69－70﹚。

到了二○年代中’美國汽車大規模的生產’更進-步降低了

汽車的價格’-部T模型的汽車只賣兩百九十美元（Rae, lg85:

59﹚。再加上低價的汽油,和剛設立起來的消費者分期付款的辦

法,更加鼓勵了汽車的銷售.美國政府也在全國各地修建適合汽

車行走的公路。到了I92g年時’美國每六個人中就有-個人有

私人汽車（Rae, lg85:5g﹚。到這時美國國內汽車的市場已經擴充

到了頂峰,汽車生產設備的產能已經大量超過汽車的總需求。2
幅特公司為了與通用公司競爭,推出新的A模型汽車,但是這

時許多幅特汽車的零售代理商已經因為汽車賣不出去而倒閉。美

國汽車的總銷售量從lg2g年的五百五十萬輛降到lg32年的-百

五十萬輛﹙Rac,】985:74﹚。在大小公司和銀行破產、大批工人

失業、工資下降﹑農業蕭條、大多數人連維持生活都很困難的∣l青

雖然汽車的價格不到三百元’但是工人的收入-年才一千多美元,大多數

的工人都買不起汽車,工人都坐公車去上工。八○年代來幅特在墨西哥的

工廠的停車場停了管理階層的高級轎車和工人坐的大公車。今天中國大陸

的情況也－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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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當然也更談不上購買汽車。I932年幅特將他最大的紅河

汽車廠﹙在Dearborn的RiverRouge﹚停產,解雇了工人。在這

前後,已經有許多小汽車公司倒閉’大批汽車工廠停」卜牛產百接

影響到與汽車相關的產業。在紅河廠停止生產後’幅特、通用和

其他汽車公司的大量牛產設備都停止了生產’閒置在旁‧

如果只是-個或兩個產業有閒置的剩餘產能,問題尚不會很

嚴重,如果所有的產業都存在著剩餘的產能,那麼問題就大了。

到了二十世紀二○年代時’在美國和世界其它資本主義大國中,

各種工業產業都存在著大量的剩餘產能’農業生產也大量過剩,

經濟大恐慌就從金融危機的爆發開始了。

從生產危機到金融危機

前面已經討論過生產與金融之間的關係’這裡再對生產危機

與金融危機之間的關聯加以說明。瞭解了生產危機與金融危機之

間的關聯,將有助於我們瞭解羅斯幅的新政改革,和戰後七○年

代初開始的經濟危機。上面談過資本主義在短期的經濟循環中,

過剩的生產設備’要經過-段蕭條時期,將剩餘的生產設備產能

銷毀後才能再重新開始投資。在經濟蕭條開始時,企業所生產的

束西賣不出去,就得先將勞工解雇’工人沒有工作不是企業主的

問題’但是問題再嚴重下去,企業就可能付不出欠債,企業所欠

的本金和利息長久不能按時償還’企業就要被迫破產。

在】g29年之前,小型企業早就開始破產’接著大型企業也

跟著破產,這已經顯示出大量的剩餘產能問題不是經過短期的經

濟蕭條就可以解決。大批企業不斷的破產,他們向銀行借的債就

不能還,銀行對企業的貸款是它們的資產,當許多企業不能還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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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銀行也必然要倒閉。企業破產後,它的股票也就成了廢紙。

除了這些生產」∣生危機會引起金融危機外’還有投機的因素,到了

二○年代中股票價格不斷上升時,股票投機就開始了‧這時不只

是有餘錢的個人參與股票投機’更重要的是金融機構’像銀行也

被股票價格幾個月就翻－翻的獲暴利機會所吸引’把錢不斷地投

入股票。股票市場的大氣泡吹起來後,氣泡要破是必然的,只是

時間而已。而且氣泡越大’氣泡爆了之後的殘局也就越難收拾。

到了Ig29年美國股票崩盤’金融危機就開始了。在l930年到

l933年之間’美國平均每年有兩千家銀行破產’在經濟大恐慌

中美國的銀行中三分之-破產‧這是到那時為止’美國所經歷的

最嚴重的金融危機’但是金融危機又與生產的危機相互關聯著。

︽
即

磅
串 經濟大恐l∣慌與古典經濟學派

在經濟大恐慌之前’當經濟進入蕭條時’資本家賺不到錢,

工人失業’國家不採取相應的對策。當時經濟學派主流的古典學

派認為資本主義的市場機制本身對經濟蕭條有自動的調節能力。

在經濟衰退時,生產出來的商品賣不出去,資本家和商人就會自

動向低調價,使價格下降而把積存商品賣出去。工人失業就會自

動調低工資’直到工資低到資本家願意增雇工人’而使失業消

失‧古典經濟學認為利率決定於儲蓄和投資’而經濟蕭條的原因

之-是投資不足’他們認為在投資不足時’利率會因儲蓄增加

﹙也就是消費減低﹚和投資減少而降低‧利率下降會給資本家增

加投資誘因’投資的增加將會導致經濟的復原。

因此古典學派認為價格﹑工資、和利率這三個受供求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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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會使經濟再度回到平衡。但是這個過程要經過-段時間’經

濟重新恢復到平衡需要幾個月或更長的時間。古典學派認為經濟

蕭條時是經濟不平衡,而市場力量可以使它恢復平衡。古典學派

理論認為平衡是常態’不平衡是暫時的,因此從不平衡必然會再

回到平衡’只是時間問題。在三○年代經濟大恐慌之前’除了非

主流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會不時出現危機外’對主流的古典學派

來說’經濟會有上下的起伏’當經濟下降而達不到平衡時’市場

的力量可以使它重新恢復平衡’所以對古典學派來說經濟循環或

危機不是╴個議題。他們信任市場調節的能力,不主張國家干涉

經濟。

經濟大恐慌從】g29年開始-直持績到二次大戰全面開始才

結束。大戰開始之後,資本主義大國的軍火和軍用物資的生產使

得本來閒置的生產設備得以充分利用’失業的勞動人口重新獲得

就業機會,這才結束了這次持久性的經濟大恐慌。這次世界性的

經濟危機不但是到那時為止影響最深和波及最廣的經濟危機’也

是第-次不靠政治力量積極地和直接地干涉’不能恢復起來的經

濟危機。經過了經濟大恐慌,人們不再相信古典學派所講的經濟

會自己恢復的分析。其貴’說不定再過二十年’等所有多餘的生

產設備都銷毀之後,投資又將開始。但是以當時政治的情勢來說

這是不可能的’人沒飯吃就要造反了’美國共產黨組織了失業的

工人進行反失業﹑反飢餓的鬥爭。資產階級的統治已經發生動

搖。這時美國民主黨候選人羅斯幅提出他上台後將要做的改革’

他在lg32年大選中以絕大多數票當選為美國總統。

在經濟大恐慌的十二年中’因為生產設備極度過剩,新的投

資幾乎停止’因此資本積累無法進行。在這次經濟危機之前’即

使在經濟不景氣時’國家也沒有直接參與對經濟的干預’而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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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靠市場自身的調節而恢復的‧但是在這次大恐慌久久不能結束

時,國家不得不用政治的力量對經濟直接加以干涉‧

︽
即

︽
串 羅斯幅的新政政策與資本主羞重轄

羅斯幅總統在lg32年當選為美國總統,次年就職後,他就

趕’∣亡經由國會通過-系列干預經濟的新政政策﹙NewDeaI﹚。美

國羅斯幅總統的新政政策是資產階級在面對經濟危機時,用政治

力量通過政策所做的各種調整‧新政政策致力於調節生產和市場

需求之間的矛盾,和用法律對資本作各種的限制.

新政中有-些項目是通過立法來縮減生產.當時工業牛產已

經因為企業大批破產或停產而大幅下降’無需再靠國家來調整。

農業生產方面’lg33年美國國會通過了農業調整法

﹙AgriculturalA叫us﹛mentAct﹚來減少生產‧政府大規模銷毀了已
經種好的棉花,並將幾十萬頭小豬活埋‧這樣做是用減少產量的

辦法,來提高這些商品的價格。在經濟大恐慌時’農產品生產大

量過剩,農產品價格降到不夠農民的生產成本,因此農民不能繼

績生產‧但是即使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的價格再低,城市裡失業的

工人還是買不起。另外使用農產品的工業﹙像紡織業﹚蕭條,即

使棉花的價格再低銷售量還是不會增加。因此市場供需不平衡的

問題沒有辦法靠市場價格的調節而解決。市場的調節要通過-個

調整的過程’在生產過多時,-些農民會破產,這樣生產就會減

少‧在景氣比較恢復後’工人找到工作有了收入’也就會有購買

的,而且不是只限於農業的’因此沒有辦法可以單靠市場調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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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解決﹙美國農業生產過剩的問題到今天也還是要靠政府來解

決﹚。所以羅斯幅新政用政治的力量來減少生產’以便解決農產

品價格太低,農民無法生活的問題‧

除了限制生產之外’新政政策也用國家力量來增加市場需

求。聯邦政府設置了-些給失業人安排就業的設施,其中包括由

政府出錢雇人去做╴般謀利企業不願做的事,譬如到鄉村去保護

自然環境’將鄉村電氣化等。年輕人沒有工作生活得不到解決’

政府安排他們去農村工作’除了管他們吃住外﹜並發給他們少量

的工資’這些人就把拿到的錢寄回家去供他們的家人生活。政府

也出錢去修建-些較大的工程,像水壩、公路-類的公共工程。

聯邦政府為了解決失業問題’還拿錢去發展-些藝術和戲劇的活

動’使這些找不到工作的藝人有收入和購買力。

羅斯幅瞭解貧富不均是市場需求不足的-個重要原因‧因為

在經濟大恐慌前的幾十年’產業工人﹙特別是佔工人中大多數的

非技術工人﹚的工資沒有隨著大規模生產而增加,因此工人沒有

足夠的能力來購買在大規模生產下生產出來的大批商品。 lg35

年,美國國會通過國家工作關係法案﹙NationalLaborRelations

Act ’也稱瓦哥納法案WagnerAct﹚。這個法案承認工人組織工

會的合法性。羅斯幅是個明智的、有遠見的資產階級的政治家。

他看到美國工會運動早已在各產業中展開,尤其在經濟大恐慌

中,失業的工人在反失業、反飢餓的鬥爭中組織了起來.羅斯幅

認識到工會運動是-股阻擋不住的力量,因此推出這項法案在國

會中通過。國家工作關係法案通過後,削減了資本家抵制組織工

會的力量’許多產業工會相繼成立。羅斯幅-方面看到工人階級

與資本之間的鬥爭會繼績,也看到如果能將這鬥爭引入到法律範

圍內進行’將有利於統治階級。他也看到工會可以代表工人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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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和幅利’因此可提高市場需求’有助於經濟從危機中復甦。

羅斯幅瞭解美國在二○年代經濟發展到了頂峰時’社會的所得與

財富兩極分化‧他看到極端的貧富懸殊’不但失去了道德上的合

理性’增加了社會的不安’也無助於經濟的復甦.羅斯幅更藉助

於加強使用累進所得稅來減低貧富之間的差距,以便利於總消費

的擴張。

在貨幣和金融政策上’羅斯幅首先取消金本位,以便使貨幣

流通量擴張不受黃金儲存量的限制。他認識到只有在貨幣量與黃

金脫勾之後’才有可能由中央銀行來調節貨幣流通量‧之後,他

就著手整頓銀行和其它金融機構。在l929年股票市場崩盤後,

-般人對股票市場和銀行失去信心,他們爭先恐後地要取出他們

在銀行的存款’銀行不能兌現,只好停止營業或宣佈破產。從

l930年到l933年中’每-年有兩千家銀行破產‧ l933年羅斯

幅著手對銀行和其它金融機構進行改革。他苜先宣佈將所有銀行

停止營業。銀行停業後,必須經過審核程序’審核不合格的銀行

必須破產,只有通過審核的銀行才被准許重新開業。重新開業的

銀行由國家保證他們的支付能力. lg33年又通過緊急銀行法

案’這法案賦予聯邦準備銀行﹙FcderalReserveBank ,即美國

的中央銀行﹚更大調整貨幣政策權力。在-般商業銀行發生困難

時’聯邦準備銀行可以用貸款來支持他們。接著又通過國會立

法,成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Pcdera】Deposit lnsurance

Corporation ’簡稱FDlC）來保證銀行存款安全。這些由國家對

金融機構管制和支持的政策使-般人對銀行恢復了信心’使銀行

恢復了正常存款和借貸的功能。

三○年代的經濟危機雖然不是因為股票市場崩盤而弓∣起的’

但是lg29年股票市場因瘋狂投機價格飛勰之後而崩盤,使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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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陷入嚴重的危機。所以在羅斯幅新政中股票市場的改革也是

金融改革中的重要-環‧在改革中國家用法律來限制金融資本的

投機’並設立了國家證券委員會﹙FcderaIStockExchange

Commission﹚。用國家的力量對股票投機加以限制並對金融市場

加以管制.譬如’股票價格可以在崩盤之前大幅上漲的原因之

-’是買股票的人只需要支付股票價格的-部分’其餘部分則由

銀行貸款。所以-個人用-萬元可能可以買五萬元或更多的股

票,自己付-萬,其餘四萬用股票作抵押向銀行借。這種I青況在

股票漲價時沒有問題,但是在股票跌價時,只要跌幅接近20℅

時,銀行就要逼債了。持有股票的負債者不得不將股票出售,大

家╴起出售股票就-定會不停的往下跌。羅斯幅新政中,國家對

這樣的貸款加以限制。

新政中對金融和銀行最重要的限制之-是將產業資本與金融

資本分開。在經濟大恐慌中’許多銀行倒閉是因為他們所持有的

產業公司股票跌價而引起的‧ lg33年通過的Glass﹣S﹛cagaⅡAct

禁止銀行擁有股票,原因是要避免銀行的安全受到股票波動的影

響。因為商業銀行的支票存款就同現鈔-樣是貨幣,若是銀行不

穩定’人們將對他們所持的支票存款﹙也就是貨幣﹚失去信心’

將會造成經濟的混亂和祉會的不安。

上面花了很多篇幅來敘述新政中的金融改革’但是這些對金

融危機預防的措施在八○年代之後在新自由主義的改革下被放鬆

和取消了。在本害的第七章中可以看到這種對銀行的限制到了九

○年代末時已經被取消了’有關近年來美國取消金融管制和與其

相關聯的問題在後面還要作詳細的討論。

從三○年代資本主義陷入最深和最久的危機時開始’資產階

級的總代表-資本主義的國家機器-就開始槓極的用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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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來協助資本積累。羅斯幅的新政政策可以說是戰後資本積累

的策略代表。同樣的’到了七○年代初,當資本主義陷入了戰後

第-次危機時,由美國的雷根和英國的柴契爾帶頭又換了另-套

協助資本積累的新策略,那就是用新自由主義的改革來協助壟斷

資本「全球化」的新積累的策略。

v﹨﹥M久x生置面（生屋過奉」）
第四節凱恩斯的經濟I里論與政策

嚅主面（瞰協剷逞官效霞對
凱恩斯的經濟理論是在經濟大恐慌時提出的,但是他的經濟

政策則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具體付諸貫行。上面曾提過資本

主義到了經濟大恐慌時’經濟已經無法依靠市場機制的自行調整

而恢復正常運作。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就是說明這個事責’他並根

據這個理論提出了調整經濟的對策,因此凱恩斯對挽救資本主義

做出很大的貢獻。經過了二次世界大戰’各資本主義大國執政者

看出這個政策有助於當時的資本積累’他們全面接受了凱恩斯的

經濟理論’並將他的政策付諸責行。

這裡討論凱恩斯的理論與政策有幾種意義:第-是要說明到

了三○年代經濟大恐慌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必須要由政治的干

涉來解決,凱恩斯的政策就是對經濟做政治干涉的政策。第二是

在我們瞭解凱恩斯的政策後’可以探討凱恩斯的政策是否改變了

資本主義的基本規律,就是本章-開始提到的戰後的資本主義是

否因為責行凱恩斯政策而產生了質變。第三是為了評價在七○年

代初資本主義再度進入危機後’凱恩斯政策是否對經濟的恢復仍

然能產生積極的影響,像對凱恩斯政策在九○年代日本使用功效

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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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6年當全世界經濟仍然陷於嚴重的危機時,資產階級經

濟學家凱恩斯所著的《就業、利率與貨幣通論》﹙TheThcory

EmpIoyment, intest,andMoney﹚出版了。凱恩斯在通論中提出了

對古典經濟學派的批判’他的理論分析了危機的原因,並提出應

付經濟危機的政策。

理論部分

凱恩斯認為到二十世紀初,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進入壟斷階

段,因此它的市場調節機制已經失去在競爭階段時對經濟危機所

能產生的自我調節的能力。從l92g年經濟大恐慌開始到lg36年

他的通論出版時’已經過了七年的時間,但經濟並沒有像古典經

濟學家所說的靠市場力量恢復起來。古典學派認為可依賴的價

格、工資、和利率的市場調節機制已經失靈。所以在經濟大恐慌

時,雖然價格和工資大幅下降,但商品仍然賣不出去。工人的工

資不斷下降’但是工人還是繼績失業。利率下降和大批企業破

產’但是因為存在著大批剩餘的生產設備∣青況下,利率即使再低

也不能提起資本家投資的興趣。面對經濟長期陷入因總需求不足

而無法繼績生產的危機’凱恩斯提出了他的有關危機的理論。

凱恩斯在他的書中提出對古典學派批判’以及論述他的資本

主義經濟危機新理論。他認為資本主義發展到-定階段’不但會

發生牛產過剩和需求不足的矛盾,而且這樣的矛盾也不能藉市場

的調節而得到解決。他不同意古典學派所說的經濟蕭條﹙不充分

就業﹚是-種不平衡狀態’而經濟會由自身的調節從不平衡再恢

復到平衡（充分就業﹚.他認為經濟蕭條也是-種平衡狀態,因

此,經濟可以長期停留在這個蕭條狀態中’而經濟本身並沒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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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蕭條中走出來的機制。凱恩斯解釋經濟蕭條的原因是相對於

市場總供給來說’總需求不足’只要需求不足’商品就賣不出去

生產就必須停頓‧市場機制並沒有能力可以解決因總需求不足,

而多餘出來的生產設備和找不到工作的失業人口。而只要多餘的

生產設備仍然存在,資本家就不會投資‧他有力地反駁了古典學

派’並且解釋了市場缺少從蕭條平衡中走出來的機制。

凱恩斯把社會總支出﹙需求﹚分為三部分﹙暫時不管出口部

分﹚ :購買消費品的支出﹙需求﹚’購買生產設備的支出﹙需

求﹚’和國家財政的支出﹙需求﹚‧這三項總支出不-定等於兙會

充分就業下的總生產。往往支出總合是少於充分就業下的社會總

生產。如果我們暫且不管國家財政的支出（因為那時國家財政的

收入和財政的支出基本上是平衡的,也就是說收入與支出彼此抵

消﹚,既使工人的工資都用來買消費品’資本家的收入也不可能

全部用做消費’他們收入中-部分會變成儲蓄。這部分儲蓄如果

放著不用的話,或者不全部用來投資’就會發生總需求不足的問

題l也就是說在總需求上有-個缺口﹙demandgap ,相等於儲

蓄大過投資部分）’這個缺口就使得生產的總合不能全部賣出。

但是在-般l∣青況下,祉會的儲蓄會被資本家拿去購買生產設備,

作為生產設備的支出就又回到流通領域變成總需求的-部分。但

是這部分做為購買生產設備的投資支出不-定會責現的,要看有

沒有好的投資機會’和利率的高低而定。如果沒有好的投資機

會’或者因為利率太高而減少投資的淨盈餘,這部分支出就不會

實現’或者只會部分責現,也就是說投資小於儲蓄。這樣的話’

總需求相對總生產來說還是有-個缺口。

直到經濟大恐慌開始之前’在資本主義主流學派中還沒有人

對古典學派論點提出質疑和修正。到了三○年代初,經濟陷於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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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蕭條’-點也沒有復甦的跡象。此時古典學派理論失去對經濟

現象解釋的能力。凱恩斯書的出版對古典學派提出了挑戰’凱恩

斯不認為市場有調節的能力可以使經濟從蕭條的平衡中走出來。

經濟有了總需求缺口,就會使生產出來的東西有－部分賣不

出去,這時資本家就會減少生產和解雇工人’工人失業後,他們

消費支出會隨著減少’那就會使總需求更進-步降低。因此就成

了跟前面所說的良性循環相反的惡性循環。凱恩斯不認為資本主

義經濟本身有內在機制可以幫助經濟復原。凱恩斯也不認為商品

價格、工資、和利率可以調節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的矛盾。而

且,他也不認為利率高低是由儲蓄和投資來決定‧凱恩斯的貨幣

理論提出利率並不是像古典學派所說的決定於儲蓄和投資’他認

為利率是決定於貨幣的供給和貨幣的需求‧

根據他的經濟危機的理論,凱恩斯提出了相對應的政策’凱

恩斯的政策又可分為國內經濟政策和國際經濟政策‧

國內經濟政策

凱恩斯認為到了三○年代經濟大恐慌時,資本主義經濟本身

已經不再有內在的自我調節能力’他提出了解救資本主義的經濟

危機的政策。在國內經濟政策方面’他認為國家可以用財政政策

與貨幣政策來調節總需求與總供給之間的矛盾。

在財政政策方面’凱恩斯認為既然國家財政支出是總支出的

-部分,國家就可以擴大它的支出﹙像增加公共建設支出或者發

給失業工人生活上的補助﹚’以便補足因投資不足而造成的總支

出的缺口’或者國家也可以用減稅的方法來鼓勵投資支出和消費

支出‧減少企業的稅收可以剌激企業投資’或減少所得稅可以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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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般家庭多購買消費品‧因此’凱恩斯要國家放棄經濟大恐慌

之前必須平衡財政收支的-貫作法。事貫上,根據凱恩斯理論’

國家在經濟衰退時應該刻意用赤字支出來補足總支出不足的部

分,以便使經濟恢復,這就是凱恩斯所提倡的財政政策。

凱恩斯認為中央銀行也可以用貨幣政策來調節經濟,用貨幣

供給量的增減來調節利率,用利率間接來影響經濟。在經濟不景

氣時’中央銀行可以增加貨幣供給量來調低利率,低利率可能增

加企業用借款來投資的誘因’有可能刺激企業投資於生產設備,

也可能鼓勵消費者增加消費品﹙特別是像汽車或其他耐久性消費

品需要用貸款來買﹚的需求’這就是凱恩斯的貨幣政策。不過與

財政政策相比較’凱恩斯認為貨幣政策是比較消極的和被動的。

因為低利率只能給資本家投資的誘因,或鼓勵消費者多買束西,

但是卻無法強制他們-定要增加支出’而財政政策是更直接的’

國家可以按需求不足的缺口’用國家支出來補足。

另外,凱恩斯也從另-方面提出貨幣政策的侷限性。凱恩斯

所說的貨幣的需求是來自人們都需要在手邊有些隨時都可以用的

現金或者﹙與現金差不多的﹚支票存款。但是如果儲蓄的利率高

的話’-般人就會考慮多放點錢在銀行的儲蓄帳戶裡’手邊少留

-點現金（或少存-點在隨時都可以用的支票帳戶裡﹚。所以貨

幣的需求與利率成反比’因此中央銀行可以用增加貨幣供給量來

將利率調低。但是當利率低到-個程度以後’像降到】﹪或更

低,人們就不再在乎因為手邊多留點現金而損失的利息了‧到了

這時’中央銀行即使再增加貨幣供給,利率也不再下降.凱恩斯

稱這種現象為liquiditytrap 。

羅斯幅並不是拜讀了凱恩斯的理論’才開始責行他的新政政

策’他的新政在他就職不久就開始了’凱恩斯的書在那之後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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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出版。羅斯幅是看到資本主義的危機已經威脅到資產階級的存

亡,必須要用全力來拯救。凱恩斯當然是贊成羅斯幅的新政政

策,他只是認為羅斯幅做的還不夠’所以到了l94l年美國參戰

的前夕’美國的失業率仍然接近l0℅。

拜然和思惟茲﹙Pau】BaranandPaulASweezy﹚是美國的兩

位馬克思主義學者。他們用-些數字來說明羅斯幅新政並沒有能

使美國經濟復甦的原因.以l966年貨幣值來計算’美國國家支

出從lg29年的-百零二億美元增加到l93g年的-百七十五億美

元’增加70℅。而國民所得在同-時期,從-千零四十四億美

元降到九百-十-億美元。失業率從3.2℅’增加到】72﹪

﹙BaranandSweezy,】966: l60﹚。倒是二次大戰鉅額軍事支出使國

家支出從lg39年的-百七十五億美元’增加到l94l年的-千零

三十一億美元’接近lg39年的六倍。失業從l72﹪降低到l2﹪

﹙BaranandSweezy, lg66: l6l﹚‧拜然和思惟茲認為羅斯幅新政支
出增加幅度太小,不足以刺激經濟恢復。

經過了二次世界大戰’資產階級的學界或政界人物都看到大

量的國家支出所帶來的經濟繁榮‧其責不管是什麼原因使國家增

加開支,只要開支來得大,就能解決問題.二次世界大戰時’美

國的經濟在國家計畫統壽下,極為有效率的將荒廢和閒置的生產

設備充分利用來生產軍事武器’也生產了戰時美國國內以及援外

的民生物資。頓時之間,失業消失了。美國南方農村的剩餘人口

又開始向北方的工業大城移民’就好像二十世紀初的大好日子又

重新到來-樣。

凱恩斯的理論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得到證責。從三○年代世界

經濟大恐慌時代開始’資本主義已經不能像早期在經濟不景氣

時’經由企業破產而銷毀了多餘的生產設備’以此來紆解生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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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之間的矛盾。因此古典學派認為經濟會自己恢復,不需要國

家直接干涉’也成了過去‧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和他所提出的經濟

政策是三○年代的經濟大恐慌的產物。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國家

大量的軍事支出使荒廢了的生產設備得到充分的利用’使大量的

失業人口充分就業。大戰結束後’凱恩斯經濟學的理論與政策就

從旁枝變成了主流。古典經濟學派的理論與政策在經濟大恐慌和

二次世界大戰的現貢下壽終正寢了。當時又有誰能預料’到了八

○年代’這具彊屍的魂卻又被招了回來呢?新自由主義所提倡的

-套政策不就是借古典學派的屍體還魂嗎?為什麼曾經大紅大紫

過的凱恩斯政策卻又從資產階級經濟主流中消失了呢?這些在後

面幾章中再做討論。

國際經濟政策

三○年代經濟大恐慌時’歐美資本主義大國因為國內市場飽

和’它們的資本家在世界市場上展開極強烈的競爭‧之後,更進

而演變到了惡性的競爭地步。歐美各資本主義國家為了保護本國

的市場而抵制進口。它們-方面用進口限額和提高進口關稅,以

便抵制外國商品進入本國的市場‧另-方面’它們相爭將本國的

貨幣貶值’以便降低出口價格’藉此來增加出口.這樣的做法都

是因為本國市場需求不足’使得大量閒置著的生產設備不能充分

利用,而生產下降更帶來了嚴重的失業問題. l930年美國通過

的Smoot-HawleyAct將進口關稅提到歷史新高‧歐洲各國也爭
相將進口關稅提高’也就更使世界貿易進入激烈的爭奪戰。但這

樣的作法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在貨幣相爭的貶值中造成了匯

率的-片紊亂》阻礙了貿易正常進行。各國用進口限額與關稅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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壘來阻止進口。這些作法使得所有國家的出口都發生困難’以致

導致貿易幾乎停頓.據統計’全世界貿易總額在這期間下降了三

分之二﹙Zeiler, l992: 3）。商品貿易的停滯’更進-步加深了經

濟危機‧同時,市場的競爭又促使資本主義大國之間形成不同的

貿易集團’集團內部的國家彼此給予關稅優惠’以便抵制集圄外

國家的競爭‧集圍之間的經濟利益衝突逐漸上升為政治與軍事的

衝突,第二次大戰從而爆發。

凱恩斯在國際經濟政策上就是為了解決並預防像經濟大恐慌

時國與國的貿易衝突。早在第-次世界大戰後’凱恩斯就提出英

國與法國不應該要戰敗的德國支付重大的賠償費。凱恩斯瞭解在

資本主義制度下,各大國之間的經濟是互相關聯的’如果德國要

支付賠償’它必須要盡量增加輸出和減少輸入’這樣就會減少英

國和法國對德國的輸出。英國和法國當政者那時沒有採納凱恩斯

的減免德國賠償的建議’後來歷史的發展證明凱恩斯是正確的。

德國在第-次大戰後’經濟上遭受了很大的困難’經濟上的困難

跟後來希特勒用法西斯的狹隘民族主義來號召民眾,發動第二次

世界大戰也是相關聯的。

凱恩斯的國內經濟政策和他的國際經濟政策是相關聯的,他

看到經濟大恐慌時各國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互不相讓’反而使

得貿易停頓,世界經濟因此陷入更深的危機中.他因此認為戰後

的經濟繁榮與穩定必須要建立在各資本主義大國的合作上‧凱恩

斯的國內經濟政策包括了上面解釋過的貨幣政策’他的貨幣政策

的核心就是中央銀行可以控制貨幣的流通量’使貨幣的流通量適

台經濟成長的需要‧貨幣的流通量如果太充沛的話’可能造成因

通貨膨脹而引起的物價上漲’如果貨幣流通量相對於經濟成長上

的需要不足時,就可能造成經濟蕭條。因此中央銀行要知道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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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的調節貨幣流通量‧與此同理’凱恩斯看到國際貿易所依賴

的交換媒介也需要有-定的彈性.

從十九世紀的最後三十年到第-次世界大戰之間

﹙l870－lgl4﹚’世界各國的幣制是金本位。它們國內的貨幣流通

量是由國家的黃金儲備來決定的。國與國之間的貿易也是用黃金

做為交換的媒介和計算單位。在金本位下’貿易量要受黃金量的

限制。在金本位下’各國的中央銀行將本國貨幣的幣值與黃金設

立－個不變的匯率’並且允許黃金可以自由進口和出口,然後中

央銀行就不作干預’由市場去調節。

在金本位下’-個國家的中央銀行要維持固定的匯率。譬

如’在某-國內’中央銀行維持-喃黃金相等於-百元的匯率。

如果這個國家在貿易上出超,它收到的黃金會大過於它支出的黃

金’因此它國內的黃金儲備就會增加。隨著黃金儲備增加,國內

的貨幣發行量也會增加‧在其它的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本國的物

價會因為貨幣流通量的增加而上升。因為中央銀行維持固定匯

率,所以出口價格﹙以黃金和外幣計﹚也會上升’而出口價格上

升,將不利於出口‧另-方面,進口價格﹙以本國貨幣計﹚則會

相對的比較便宜。在本國物價上升之後’本來-百元可以買到的

束西’現在要賣-百-十元‧但是用黃金買的進口商品價格卻是

不變,因此與本國商品相比較’進口價格此時會較低’因此鼓勵

進口。從出口因為價格上升而減少’進口因為價格下降而增加’

而重新達到貿易上的平衡.在金本位下’各國的中央根據本國的

黃金儲備來發行貨幣’並維持本國貨幣與黃金的固定匯率,各國

之間貿易不平衡就可以從國與國之間黃金的自由流動,和各國之

內物價的變動調整過來’因此不會有長期的﹑持久的貿易不平衡

的問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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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金本位下’-方面’本國的貨幣供給和物價要受黃金

儲備數量的影響’如果黃金儲備不變,貨幣流通量也不變,物價

就會穩定。在黃金儲備因貿易上的∣∣偵差或逆差而增加或減少時,

物價也就會有上下的波動。不僅如此,如果-個國家在貿易上有

大量的逆差,這個國家的黃金必須要大量流出,相連帶的是本國

貨幣供給量大量縮減’就因此會導致本國的經濟蕭條’直到經濟

蕭條到-個程度’物價下跌到-個程度’才能在貿易上再取得平

衡,和本國的經濟再度恢復‧因此貿易上的不平衡會引起本國經

濟的不穩定。另-方面’國際貿易的總額也要受黃金的總數量的

限制’國際貿易只有在黃金總數額增加時才有可能擴張。

在第-次世界大戰中’參戰的國家就用發行紙鈔來支付軍事

支出’金本位制也就崩潰了.前面已經說過到了三○年代經濟大

恐慌時’各國都相爭將自己的貨幣貶值以便增加出口’因此固定

匯率沒有辦法維持‧

凱恩斯看到經濟大恐慌時各國之間的惡性競爭所造成的損

害’他深深瞭解國際貿易對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他因此認為戰

後資本主義大國的恢復與重建必須要建立在彼此之間台作的基礎

上。他也瞭解金本位制度要靠本國經濟上的調整來達到貿易的平

衡’和金本位對貿易擴張上的限制。凱恩斯因此提出了為資本主

義戰後恢復繁榮的國際經濟政策‧他所提的政策並非憑空從腦子

裡想出來的’而是在他總結了幾十年資本主義發展所遇到的困難

和問題而提出的解決方案。

在國內的經濟政策中’凱恩斯已經建立了貨幣的發行量要與

黃金脫勾的理論,他的貨幣政策是由中央銀行根據本國經濟上的

需要來調節貨幣發行量的多少,藉此來調節利率的高低.凱恩斯

認為在國際間也可以採用同樣的方法’只是需要創造-個世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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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貨幣和-個世界性的中央銀行‧世界性貨幣量的多少可以由這

個世界性的中央銀行決定,不必再受黃金的限制’這就是凱恩斯

所策劃出來的國際經濟政策的核心‧

凱恩斯認識到在這個新的制度下’-個國家還是會有貿易不

平衡的問題。在這個新制度下’當-個國家的貿易發生逆差時,

它將不必再經過像金本位下國內經濟的調整‧但是這個國家還是

得要支付貿易的逆差’如果它的黃金和外匯儲備不夠支付’它可

以向世界的中央銀行借款’等到貿易出超時,有了外匯儲備時再

歸還.

凱恩斯所構想的國際經濟政策在戰後部分責現了。他理論中

的世界中央銀行就是l944年成立的國際貨幣基金。在準備國際

貨幣基金成立時’他提出用Bancor做為世界貨幣,但是被美國

的代表否決了‧在新的國際金融體制下’美元變成了世界貨幣‧

這些發展對戰後的資本主義經濟有非常深遠的影響‧將在第四章

中作解釋和說明‧

這-章從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分析了世界資本主義在三○年

代的經濟大恐慌,也談到羅斯幅新政的實施穩定了經濟危機中美

國的祉會。羅斯幅的新政並沒有能把美國從經濟大恐慌中救了出

來’倒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時需求才使美國重新恢復生產和就

業‧這-章也分析了在經濟大恐慌中’因為經濟久久不能復原而

使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失信於人’並且討論了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和

他的國內與國際經濟政策。凱恩斯的政策到了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後才被所有資本主義的執政者付諸貢行’他的國內與國外經濟政

策對戰後經濟繁榮的影響是正面的’但是也同時製造出別的問

題.這些將在第六章中做解釋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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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戰後前二十年資本主義大國的

重建與繁榮

從】g45年到Ig46午的幾次經罷工所達成的協議’就成了戰後相

當長一段日子裡工會與資方彼此互相對待的模式。一方面工會證

明了雖然資方心不廿情不願,但是它們有力量釆鳥工人爭取至II相

當可觀的工資調升。另一方面’大企業也證明它們有足夠的政治

力量和經濟力量在同意增加工資後將它們生產的產品價格提高。

在價格提高後’資方不但捕回了而且超出因工資增加所造成的成

本上漲。

SteveBabsoI﹞,l川b∕.k／〃gDc〃D〃

二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經過了二十多年的繁榮。這二十

多年的發展’使得在經濟大恐慌時,對資本主義巳經進入垂死階

段的預測失信於人。在這經濟繁榮的期間,資本主義先進國家貢

施了凱恩斯的經濟政策’維持了經濟穩定的成長,人民的生活水

準提高很多。戰後這-段日子的繁榮使得許多人相信資本主義的

結構發生了徹底的改變,資本主義的危機已經成了過去.因此’

如果我們要瞭解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和危機的必然性,則有必要

去認識這-段歷史’去瞭解資本主義能夠持績二十多年繁榮的原

因‧這-段日子裡在經濟穩定成長下,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設立

了-套祉會幅利制度’這套幅利制度給予-般公民生活上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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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這些保障雖然在過去二十年來’已經被新自由主義政策解

體’但是對許多人來說,這-段日子證明了資本主義是可以經過

改革’而變得不那麼殘酷,有可能成為一個有人性的完美制度。

更有人對「幅利國家」中的階級融台留戀不已’誤認只要有所謂

的民主,資本主義國家就可以顧及所有階級的利益。這-章就以

這-段歷史對這些問題做解釋.

︽
即

缶
串 剩餘生產設備的銷毀與戰後的重建

為什麼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有二十多年的時光資本主義可以在

美國、西歐和日本快速發展?為什麼這些國家不但從經濟大恐慌

和世界大戰中恢復起來’而且能在經濟繁榮中’達到充分就業和

人民生活水平普遍的提高?主流經濟學家中的凱恩斯學派l把這

二十多年的發展歸功於這些國家的政府靈活應用了凱恩斯的國內

經濟政策’他們說凱恩斯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減輕了也縮短了

經濟蕭條。他們也將這-段的繁榮歸功於凱恩斯的國際經濟政策

在戰後得以付諸責現。因為在凱恩斯的國際經濟政策下’各資本

主義大國之間的商品和資本得以通暢流動’也就進-步助長了經

濟的繁榮。但是資本主義戰後的經濟繁榮倒底是不是凱恩斯經濟

政策責施的成功?如果凱恩斯的經濟政策有如此大的力量和效

果,那麼為什麼到了七○年代初資本主義再-次陷入危機時’再

到八○年代和九○年代後’資本主義的危機加深和蔓延後’凱恩

斯的政策卻不管用了呢?當我們瞭解戰後這二十年的歷史後,我

們就可以對凱恩斯的經濟政策做出正確的評估。

我認為戰後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可以經過二十年的繁榮的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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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是戰後這-段日子不存在著生產設備過剩的問題。世界資

本主義所有的剩餘生產設備在十-年的經濟大恐慌’和五年的世

界大戰中都被完全的、徹底的銷毀了。因此’所有的各產業都待

發展’都存在著極好的新投資機會,資本在沒有剩餘產能的憂慮

下,快速的進入生產’使得經濟持績了二十多年的成長和擴張。

經濟大恐i∣荒與戰爭銷毀剩餘生產設備

在經濟大恐慌的十餘年中’美國和歐洲國家有很大的-批企

業破產’沛日在這些年中,新的投資很少’有些年新投資甚至不

足更換被廢除了的蕾的生產設備。到了二次世界大戰時,所有物

資都用於與戰爭相關的生產中’沒有多餘的物資可以投向生產設

備的更新.在大戰中’西歐國家和日本所有的工業生產設備都被

戰爭摧毀了‧戰時飛機的襲擊更炸毀了歐洲和亞洲許多國家中的

海港和道路等基本建設。在資本主義大國中,美國是唯-沒有澶

受到戰爭災害的國家,但是它的生產設備因為多年沒有足夠的投

資來翻新’所以大部分都已經老蕾。

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西歐-些國家、日本和美國的大量軍

事支出解決了經濟大恐慌時的生產過剩問題’曾經閒置的生產設

備在戰爭中得以充分利用。大量的人力資源都被徵調去作戰。沒

有參加戰爭的人也在忙著支援戰爭的生產,更要有許多人不斷的

被徵召去替換死亡的和受傷的士兵’人力只有不夠’沒有失業問

題。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雖然各大國的軍事支出大量減少,但

是美國﹑西歐各國和後來的日本經濟繼績維持了二十多年之久的

繁榮。為什麼這些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從戰時政府的大量軍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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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縮減到平時的財政支出,卻能保持如此久的繁榮?

戰後世界資本主義得以充分的發展的最主要原因是在這二十

年中沒有生產設備大量過剩的問題。也就是上面所說的’從經濟

大恐慌開始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十六年中’資本主義先進國家

不但沒有增加新的生產設備。而且在戰爭中西歐國家和日本的生

產設備被銷毀了,美國的生產設備因為長久沒有新的投資而陳蕾

了,因此解決了在三○年代經濟大恐慌中生產設備過剩的問題。

大戰結束後,西歐國家和日本不但在戰爭中被銷毀的機器廠房有

待重建,而且許多道路、橋樑、海港都待整修。美國也急待更新

它的生產設備。這些都給資本提供了新投資的機會,使得資本積

累得以lI頂利進行。

歐洲與曰本戰後重建供給美國的投資機會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管是戰勝國還是戰敗國都急於從戰

爭的廢墟中重建它們的經濟。西歐各國和日本不僅要重建它們的

重工業’它們也要重建與民生相關的輕工業。同時這些國家也必

須要重建在戰爭中被摧毀的基本建設。

在西歐各國的重建中美國給予它們大量的援助。美國援助西

歐的馬歇爾計畫﹙MarshaⅡPlan﹚高達-百四十億美元,是美國

到那時為止對外最龐大的經濟援助。這筆援助使西歐國家得到它

們所需的外匯’可以用來從美國進口它們在重建中所需要的物資

和它們所急需的民生物資.美國的出口也因此隨著歐洲的重建而

大量增加’進-步刺激了美國的經濟.馬歇爾計畫中有很大-部

分是援助歐洲重建它們的基本建設,因此幫助美國擴大對歐洲的

出口’而且美國的營造建築公司因為馬歇爾計畫也接下了許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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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的重建歐洲的生意。

到了五○年代底六○年代初’西歐的幾個資本主義大國不但

恢復了生產’而且因為新的投資和新的技術使它們的產能超過了

戰前。在這個重建的過程中,美國和歐洲資本在新投資機會下lI頂

利的迅速積累‧

到了五○年代底,日本戰後生產不但完全恢復而且超過了戰

前。日本戰後的重建與它從美國獲得大量經濟支援和美國對日本

的經濟政策有密切的關係。從lg46年到lg5Z年’美國對日本的

援助總共達二十-億美元‧在美國佔據日本時,它對日本的政策

上是對日本經濟加以限制’算是對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處罰。但

是到冷戰開始時,這種∣青況就完全改變了。美國將日本納入「自

由世界」經濟體系中的-環,鼓勵日本在經濟上取得自立‧在韓

戰時,日本成為美國在太平洋中-個重要的物資供給地。

美國前聯邦儲備銀行理事會長Paul﹨／blcker和日本的前財政

部長ToyooGyohten台著的-本害: 《財富的轉變》﹙C〃α〃gi〃g

FO『卹〃es﹚於lg92年出版’在害中他們特別談到美國經濟援助

對日本戰後經濟發展的重要;韓戰開始時’美國之前對日本的二

十一億美元的龐大經濟援助到了尾期,在韓戰期間以及韓戰結束

後的幾年中﹙l95l－Ig55﹚日本又從美國得到三十五億美元的援

助﹙PauI﹨／OlckcrandTbyooGyohten’l992:49﹚‧除了直接經濟援
助外’日本還從美國取得貸款’美國進出口銀行借給日本四億零

五百萬美元’做為給日本向美國購買農產品和飛機等之用﹙Pau】

﹨／blckerandTbyooGyohten, l9g2: 54﹚ ;因此美國對日本的援助

與它對歐洲的援助對它本國的經濟同樣的產生了刺激的作用。

l952年’日本加入國際貨幣基金’lg52年到】957年之間’日

本又從基金借了-億兩千五百萬美元; lg6l年時’日本又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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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借了三億五千萬美元;除此之外’日本政府再向三個美國商

業銀行借了兩億美元。VOIcker和Gyohten認為外來﹙主要來自

美國﹚的資本對日本戰後經濟快速發展有直接關係。日本在發展

戰後經濟時’各種產業都急待投資’也就是說各產業都存在著很

好的投資機會,美國對日本的援助不但幫助了日本的發展’也增

加了美國對日本的出口’進-步刺激了它本國的生產和投資。

美國對日本在經濟上的援助是與日本在美蘇冷戰中所處的地

位分不開的。在美蘇的冷戰中,美國在頊洲需要有日本這個政治

上的夥伴。因此,美國對日本責行了有利於日本獨立發展的經濟

政策’其中包括美國的經濟援助和鼓勵日本發展－個獨立的經濟

體系。在國際市場上美國不積極與日本競爭,也就是說,日本可

以用保護貿易政策來建設它的幾個具有關鍵性的工業。在戰爭剛

結束的幾年中,日本的貿易上還有很大逆差’失業率很高’工業

基礎薄弱。從l947年開始,日本被允許恢復正常貿易之後,日

本採取進口替代的發展策略,用限制進口和鼓勵出口來促進日本

製造業的發展。五○年代初時,日本製造業仍處於初期發展階

段’直到五○年底’日本在貿易上都還存在著逆差。

美國在戰後的前十幾年中,能夠對日本責行這樣的扶植性的

經濟政策有-個重要的條件,那就是當時世界尚不存著牛產設備

產能過剩的問題,世界上仍然存在著廣大的市場。到了七○年代

時’世界生產設備的產能開始過剩後’美國對日本的政策就有很

大的轉變‧到了八○年代世界產能過剩問題更加嚴重時’在各資

本主義大國激烈的市場爭奪之下,美國對本國市場開始了帶有攻

擊性的防衛,它用各種辦法來打擊日本對美國貿易上的出超﹙參

見附錄-﹚。到了蘇聯解體之後’冷戰的威脅沒有了,美國就不

再需要日本這個夥伴的支持。因此在政治上美國對日本特殊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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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也就不存在了。日本經過戰後前-階段的發展’建立起以

它為中心的帝國勢力範圍,並且要繼績擴張它的勢力,美國就只

有在各方面進-步抵制日本的發展。

錶□ 代斤

弟╴貝p 由美國國內市場的擴張所帶來的新投資

機書

美國在大戰中沒有受到任何破壞,它的工業生產反而因為戰

爭物資需求而大量增加,使得在經濟大恐慌時多餘的生產設備和

剩餘的勞動人口得到充分的利用。在二次大戰中’美國在經濟大

恐慌中荒廢著的消費品生產設備被改為生產軍用品。汽車廠被改

造用來生產大砲﹑坦克﹑和飛機‧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政府

的大量軍事支出刺激了生產,美國政府用國家的力量來計畫和調

節戰時生產,並對物價和工資責行管制。

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戰時的軍用品生產設備很快的又回到

消費品的生產’但是污些牛產設備都已經陳舊,因為從】g29年

到l945年的十六年中’新的投資量非常少’因此I945年時’各

個產業都存在著為了更新設備的新投資機會。同時美國人民在戰

爭中因為就業機會多’又沒有耐久性的消費品可買﹙因為重要工

業都轉移生產軍用品﹚,再加上政府在大戰中鼓勵購買國家的戰

爭公債來增加儲蓄’所以工人和中層收入家庭都有-些儲蓄,這

些積存購買力也是後來消費品的市場擴張的基礎。

二次大戰之後’資本主義世界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權力中

心從歐洲移向美國‧美國經濟的好或壞,對全世界都產生正面或

負面的影響。美國在戰後的經濟繁榮除了因為更新設備的新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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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之外’更因為戰後兩個工業大規模的擴張’-個是汽車工

業,另-個是軍事工業。這兩個工業的擴張更帶動了與它們相關

聯的工業,它們對戰後美國經濟的繁榮有很大的貢獻.

都市郊區化與汽車工業

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在經濟大恐慌時多餘的汽車生產設備

轉換成軍事生產。大戰結束後美國的汽車工廠又很快的恢復生產

民用汽車。在牛產恢復中’新投資進入生產,生產規模擴張,產

量增加很快。美國的汽車生產不但佔據了全世界市場,而且幅特

和通用這兩家公司在其它國家的汽車生產中’也佔很重要地位。

到l950年時’在大戰結束僅僅五年後’世界汽車生產總合為-

千零五十萬輛’比經濟大恐慌前生產最高峰增加了╴倍。存李l廿

界的汽車生產中,美國佔80℅。五○年代初,美國汽車進口僅

佔它國內市場的05﹪﹙Rae,】g85: llg﹚。在大戰剛結束後的十年

中,美國在經濟上獨稱-霸’沒有其它國家可以同它競爭’汽車

業當然也不例外。

五○年代之後美國汽車業的發展與它的都市郊區化有密切的

關聯。都市郊區化是指都市的工業﹑人口﹑商業、和學校等從市

區搬移到城市周圍的郊區。如果沒有都市郊區化的發展’汽車業

繼績擴張將會受到銷售量的限制而發生困難‧美國的都市郊區化

不但帶動了汽車業也帶動了公路的修建和建築業。汽車業大規模

的擴張又帶動了綱鐵業、機械業、石油業、橡膠業、玻璃等工

業’因此製造了更多的新投資機會。大量購買汽車也帶動了汽車

零售業、汽車維修業和保險等服務業。到了六○年代’美國就業

人□中,每六個人中就有-個人在與汽車業有關的行業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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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的修建和建築業的擴張又帶動了綱鐵、水泥等各種建材。因

此’大規模的郊區化給經濟創造了新投資和就業的機會‧

美國戰後都市郊區化是在它的聯邦政府的幾項政策下完成

的。-項是聯邦政府修建公路,美國跨州公路﹙Interstate

Highway﹚的建設是戰後-項極重要的刺激經濟的政府措施。美

國戰後汽車業的發展和美國城市郊區的建設都跟美國戰後聯邦政

府修建貢通各州之間的公路有密切的關係。lg56年美國國會通

過跨州公路法案﹙InterstateHighwayAct﹚’這個法案核准聯邦政

府用汽油稅和公路使用費來修建通達各州的公路。當時興建這個

自南到北從東到西的跨州公路系統是以軍事上的需要為理由的;

在修建跨州公路的幾年中,在全國各州都增加了大量的就業機

會’在這個長達五萬哩的跨州公路系統完工後’使得各州之間的

交通和商品的運輸通暢,降低了商品運輸的成本’同時也便利了

原來在城市內的工業搬移去郊區。

另-項聯邦政府的政策:保證廉價石油的供給。而美國能維

持廉價的石油是因為它從石油生產國家進口大量的廉價石油,這

又跟美國在國際政治上和軍事上佔有絕對的、優勢的霸權地位分

不開。美國用它的霸權在軍事上和政治上干涉中東石油生產國

家’以便保證廉價石油的供給;美國對伊朗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

干涉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l953年伊朗的總理墨罕墨德.莫塞

帝（MohamadMosadegh﹚將伊朗的石油所有權國有化’美國和

英國的石油公司失去了它們在伊朗的油田’美國出兵把莫塞帝趕

下台’迎回伊朗的夏王朝﹙SHAH﹚’美國全力支持Mohammed

RezaShah這個大獨裁。夏保障了美、英的石油利益。他在美國

的保護下’對伊朗人民進行殘酷的鎮壓和殘殺;從lg53年直到

l97g年夏被推翻的二十多年中,美國賣給伊朗-百八十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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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武器。I

再-項聯邦政府的政策就是聯邦政府對購買新房屋的補貼。

在大戰即將結束時’美國有不少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開

始憂慮’他們擔心美國經濟-旦從戰時生產恢復到平時生產,政

府的軍事支出縮減後,是否又會產生像經濟大恐慌時生產過剩的

問題。他們也憂慮大批在外面作戰的士兵回來以後的就業問題。

為解決退伍軍人失業問題’美國政府通過退伍軍人法案

﹙AmericanGovemmentIssu【eBiⅡofRights ,簡稱GIBi】】﹚。這個

法案給退伍軍人各種幅利’其中包括購買房屋的優利貸款,和大

學學費減免等‧退伍軍人法案中的學費減免是美國大戰後高等教

育大眾化的主要原因之-;而房屋的優利貸款使得退伍軍人有能

力購買房屋,促成都市郊區化的進展’也從而帶動了整個建築業

的繁榮’又給戰後資本積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機會。

除了上例的幾項政策外,美國戰後的交通政策除了大量修建

公路外’就是刻意的不去發展公共交通。美國政府在大汽車公

司、大石油公司、建築業和－切與汽車業相關的產業的影響下’

它的交通政策不但不協助公共交通的發展,就是連戰前建立起來

的市內公共交通也加速的被淘汰’以便有利於汽車業的發展。因

此’美國大多數城市和郊區都缺少公共交通’到哪裡都要藉助私

人汽車。

美國高速度的工業化是從十九世紀中到二十世紀三○年代的

八十多年中完成的。工業化的初期運輸主要是靠水運,後來靠鐵

這-段歷史見MoaddelMansoor﹑State﹣Centeredvs.Class﹣Centcred

Perspect1vesoⅡIn『emationa】Poli〔ics:TheCaseofU.S.andBritishParticipation

inthe l953CoupAgainstP『emierMosaddeqmIran,Srαd『eJ加Co／〃pα／α『Ⅳc

／〃r2／﹦〃α／io〃α／D2w?／op〃』c／㎡,Sllmmerl98g,vo】24no2,3-23‧

l



第三章戰後前二十年資本主義大國的重建與繁榮 （〕6g

路’所以在工業化中,美國的工業都集中在位於水運和鐵路運輸

要道的城市裡‧美國的幾個大工業城都是在這-段日子興建的。

到了六○年代,跨州公路修建完畢後,公路運輸取代了水運

和鐵路’工廠也就因此陸績不斷的移向郊區.郊區的土地價格

低’新的公路便利了郊區的運輸;新工廠的興建又給投資提供了

大好機會,隨著工廠的移遷,工人和-般小市民﹙除了黑人被歧

靦不准搬入新建的白人社區外﹚也搬到郊區;這樣大規模的遷移

又刺激了住宅﹑辦公室、學校﹑新成立的地方政府、購物中心、

飯館、戲院和其它商店等的興建,因此從公路的興建進－步帶動

了建築業、營造業,更進-步刺激了新投資。購買新屋也增加了

房地產業和房屋保險業的生意。美國都市郊區化使得它的城市在

戰後幾十年中完全改觀。美國戰後公路的修建和郊區的發展又再

進-步刺激了汽車業。在戰後這-段日子裡,因為沒有公共交

通’郊區和市區的居民不論是去工作或是去購物都要依靠汽車為

交通工具’私人汽車從奢侈品變成必須品;美國的汽車年生產從

l930年的三百四十萬輛﹙戰前的最高產量﹚增加到l965年的-

千-百餘輛’是】930年時的三倍﹙Rac’】g85: l8仆l8】﹚。

美國戰後都市郊區化擴大了國內市場的需求’這裡要指出的

是像這樣因為郊區化而來的汽車業和建築業的擴張’和這兩個產

業擴張所帶來的繁榮是不可能不斷地以同速度持績下去的。不管

汽車對-個家庭多麼重要,-個家庭從沒有汽車到擁有-輛汽

車,再到擁有兩輛汽車或三輛,但不可能繼績增加下去;汽車的

需求也就會從成倍的增加,到非常緩∣曼的增加.在第六章中,我

們將可以看出在汽車市場需求的增加速度減慢時﹙不是需求減

少’只是增加的速度減∣曼﹚,汽車生產設備過剩的問題就又重新

出現。同樣的道理,都市郊區化擴張到市區的幾十哩以外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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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會要停止’而不可能無止境的擴張。我們若只從都市郊區化

這-項發展來看’就不難瞭解為什麼美國戰後的經濟可以在很短

的時間內’就∣央速的發展起來’又為什麼這樣的發展在二十年後

速度就會減慢下來。這個道理也同樣適用於其它國家。

在這二十年中’美國有過幾次短期的經濟蕭條,短期的經濟

蕭條可以在凱恩斯的擴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下得到緩和。但是

我並不認為資本主義戰後的繁榮是靠凱恩斯的政策剌激起來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到了七○年代初,戰後的各種大量的新投資機會

不再存在時’凱恩斯的經濟政策也就無法使經濟恢復。這-點後

面和第六章中還要再談到.

軍火工業

美國的軍火工業對它戰後的繁榮有獨特的貢獻。美國總統艾

森豪在l96l年他去職的前幾天發表了-篇演說,在這篇演說裡

他談到在韓戰後美國第-次有了永久性的軍火工業;他說在那之

前’美國戰時所用的武器都是由平時的-般工業來製造的。就像

前面所說的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汽車和其它生產耐久消費品的工業

在戰時改成生產飛機、坦克和大炮。他說以美國戰後在世界上的

地位來說’有-個永久性的軍火工業是有必要的﹙艾森豪所說的

「必要的」是指美國與蘇聯的冷戰已經開始了﹚’但是他提醒國人

說:「這個軍火工業目前已經相當的龐大,美國每年用在軍火上

的開支已經與它所有營利公司的淨所得相等」‧艾森豪在這篇演

說中第-個提出軍事和工業的結合體﹙military-industriaIcomplex﹚

這個用辭。他並警告這個龐大的軍事和工業的結合體可能會為了

自身的利益而對國家產生負面的影響。艾森豪這樣-個軍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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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產階級領導者有如此的智慧和遠見在他之後的美國總統中就

少見了。2

在經濟大恐慌時美國的軍事開支僅佔國民總生產的】﹪,到

了lg60年代美國每年的軍事支出已經高升到國民總生產的

l0﹪’這是個不得了的龐大數字。果然不出艾森豪所料’美國

的軍火工業在政治上的影響隨著它的軍事國防預算而增加。美國

的軍火工業、五角大廈的國防部、及國會中的國防預算委員會形

成了-個利益謀合的鐵三角。退了伍的將軍和退休的國會參眾議

員被軍火公司請去做它們的顧問’這些顧問不斷的向國會遊說來

增加國防預算。在這個鐵三角中彼此牽連的關係中將美國的國防

預算不斷的擴大’影響著美國戰後的軍事和外交政策。

在冷戰中美國的軍備與蘇聯競爭’但是在「自由世界」中美

國佔有獨霸的地位,在軍火工業上它不會受到德國或日本的競

爭’而且軍火的生產與-般商品生產不同;-般商品的生產總是

要和使用價值掛鉤’即使是沒有什麼使用價值的商品’也得要創

造出-種想像的使用價值出來。像今天的廣告業可以推銷「感

覺」, 「感覺」是看不見’也摸不到的主觀的束西’但是廣告就

可以讓人產生非要買這個商品的「感覺」藉著它來推銷商品。軍

火工業的生產不需要有市場需求,只需要國家的國防預算,就可

以盡量牛產’不怕賣不出去’而且還可以出口’若是生產的太

多’打仗和出口後’也還有多餘,過-段日子以後’就可以用武

器技術已經過時為理由將它廢掉’甚至廢掉了的過時軍火還是可

以出口,就像最近美國-定要台灣買它過了時的軍火就是-個很

好的例子。

這裡只單獨的就這一件事來看,並沒有對艾森豪褒獎的意思。在艾森豪任

內美國∣!I勺麥卡錫主義橫行是美國歷史上黑暗的年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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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這位有智慧的艾森豪總統卻沒有看到軍火工業對美國戰

後經濟繁榮的貢獻。軍火工業不像其它工業它不存在著牛產設備

產能過剩的問題’它不必發愁它的產品沒有市場的間題。只要國

會批准了預算就行了,在預算中用cOst-p】uS來保證了軍火生產

公司的利潤。而且美國所有武器的生產最終的價格都是超過預算

的好幾倍,因此保證了LockheedMartmCorporation 、B0eing

Company 、NorthropGmmmanCorporation等大軍火公司的高額

利潤‧另外軍火工業藉助於國家支持的龐大研究經費來從事研

發’又給美國的電腦工業帶來先進的技術,這樣大規模的研發是

其它國家無法相比的,是美國在這方面技術領先的主要原因。美

國的military﹣iⅡdustrialcomplex對它戰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上的

貢獻是艾森豪在】96】年時很難想像和預料的‧

日本戰後發展與剩餘產能
︽
即

﹄
弟

日本政府在戰後用進口關稅﹑進口限額和限制外資來保護它

本國的工業發展。並用國家的力量來扶植它本國資本的成長。這

樣的政策使日本在工業生產上和技術發展上都獲得很大成果.在

保護貿易之下,日本建立起它的綱鐵、石化﹑汽車、人造纖維和

電子等基礎工業。到五○年代底,也就是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後’

日本的出口結構產生了很大的變化。l950年時’日本紡織品出

口還佔總出口的50﹪’機械器材出口僅佔總出口的】0﹪。二十

年之後’紡織品在總出口中的比重降到l2﹪’機械器材出口則

上升到46℅。I95g年’日本與美國的貿易第-次取得II頂差。

l960年時,日本政府開始取消貿易和外匯管制﹙Volcke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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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ohten, l992:5｝5I﹚。到】g63年8月時’日本取消很多項進口

限額’使日本進口的自由化的程度達到g2﹪ ’也就是說日本戰

後經過了近二十年的保護貿易政策後,才將貿易自由化’並逐步

開放它的國內市場;到Ig64年時,日本取消了經常帳上的管

制’日元可以自由兌換’並且參加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ECD﹚,正式成為已發展國家中的-員﹙VOIckerandGyohten,

】g92:56﹚.

在貿易上’日本政府除了除了保護它工業的發展外’它也採

取保護本國農業生產的政策‧雖然日本的農業在整個經濟中的重

要性逐漸減低,但日本在大戰結束之後’還有￠0﹪的勞動人口

從事農業生產。在保護貿易下’日本國內農產品的價格可以得到

保障,因此提高了農民的收入。農民收入的增加’擴充了對國內

工業產品的市場需求。在這樣的基礎上’日本經濟∣央速發展’資

本積累∣I頂利進行‧

到六○年代中時,資本主義大國的生產設備再度過剩明顯

化’它們之間的市場競爭加劇,美國的國際收支逆差越來越嚴

重’由國際貨幣基金維持的固定匯率已經非常不穩定;在此時日

本在貿易上仍然維持I∣頂差’因此日本的貿易lI頂差開始變成國際貿

易上和金融上的-個重要爭議‧六○年代中時,日本外匯存底還

都只在二十億美元以下,只相等於它兩個半月進口額,到六○年

代底,由國際貨幣基金所維持的定匯率開始解體時,日本已經是

一個工業強國。

從這戰後的歷史看來,就像前面所說的,美國從五○年代到

六○年代中對日本的經濟政策除了政治上的考慮外’主要也是因

為當時世界資本主義大國內尚不存在著大量牛產設備產能過剩的

問題,這種情況到了六○年代底就開始改變了;因此日本戰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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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的發展除了因為它在十九世紀明治維新後已經開始了資本主義

的發展,使日本在戰前就已經有了-定的工業基礎之外,就是它

和美國在政治上和在經濟上的關係,以及大戰後前-時期世界資

本主義的大環境。

日本在美國援助之下’用國家的力量來策劃它的工業發展策

略。日本通商產業省﹙Minis﹙ryofIntcmationalTradeandFinance﹚

代表國內資本的總體利益,在它的指導下日本制定發展工業的計

畫。在經濟發展中,國家直接參與的範圍包括:通商產業省首先

決定-個時期內優先發展的產業’然後在資本上和在技術上給予

私人資本各方面的援助。除了國家的援助外,日本的金融資本和

產業資本有緊密的結合。資本雄厚的大銀行可以支持設立在它們

之下的大型公司。-般來說,當－個企業進入新產業或發展新產

品的-段日子內,不但不能獲得利潤’而且很多時候還會虧損。

因此,在這-段日子內,政府和銀行給予企業的長期融資支持就

很重要。日本為了在技術上取得獨立發展’它的政府協助私人企

業從國外購買新技術的專利權,再將技術轉讓給私人公司。日本

政府對外來投資探取嚴格限制的政策來保護本國資本’它對外來

投資的核准是根據此項投資是否有利於它本國長期發展來決定

的。

在國家的協助下’日本從發展輕工業開始再進-步發展重工

業’之後再發展高科技的工業‧日本認識到它本國的市場過小’

如果它只靠本國市場則不能獲得由大規模生產所達成降低成本的

有利條件﹙economicsofsca】e﹚。要大規模生產它必須能將產品

出口’因此’日本的進口替代發展策略從-開始就以與美歐各國

資本在世界市場中競爭為目標。

到了五○年代中,日本輕工業的發展就已經很有成果,這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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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紡織業牛產促美國已經受到日本的挑戰。l956年時,美國為

了要保護它的紡織業就開始對日本施加政治壓力’但是這時美國

所施的壓力與七○年代之後相比算是很輕微的。當年美國國會通

過-條法律,授權給總統使他可以主動用談判方式來限制紡織產

品的進口。】957年時,在美國要求談判之前’日本就先趕快自

動限制此後五年對美國出口的紡織品﹙KecsingandWolf,】g80:

l5;YOffie’ l98l;575﹚‧

日本在戰後僅經過二十年的發展’它的工業就趕卜甚至超過

美、歐,這是二十世紀用進口替代策略發展資本主義 成功的例

子。日本的經濟在】g53年到lg73年間每年上漲8℅,但是戰後

日本成功的發展給世界資本主義帶來相當大的麻煩,我們可以從

日本的成功中觀察到幾個資本主義發展的問題.

我們看到與美、歐相比’日本是個較後發展起來的經濟強

國。就像前面所說的,日本在策劃產業的發展時’就以它的產業

能在世界市場上與美歐國家的產業競爭為目標。因此’它存牛產

技術上、在產品設計上﹑在生產成本上、在生產規模上的各種決

定都以這個大目標為準繩,為了達到這個目標,產品的質量要

好、生產技術要高﹑成本要低;為了成本低’-方面生產的規模

要大’另-方面勞動報酬要低‧日本工人的工資在很長-段時間

中以生產效率來計’比美國和西歐國家都要低’再加上國家鼓勵

儲蓄的政策,所以國民儲蓄率高,國民儲蓄率高是經濟發展中的

好事,但是在牛產力l∣央速下’低工資和高儲蓄就造成供需之間嚴

重的不平衡。

因此日本戰後的發展雖然是個成功的例子,但是對整個資本

主義來說,就使得七○年代後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問題更加嚴

重。日本國內供需的不平衡使得它必須得將商品出口;到了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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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中以後,在全世界產能都過剩的情況下,美國和歐洲就必須

要抵制日本的出口。日本戰後的發展正是能說明資本主義的矛

盾。日本、美國、和歐洲的壟斷資本在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時,

就必須要再進-步提高技術,再進-步擴張生產規模,也就使生

產設備的產能更加過剩。日本的資本家與美歐的資本家相比’更

為勤奮,更為盡職’他們所製造的產能過剩的問題也更大。

日本能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用進口替代發展資本主義成功是因

為它當時具備了內在的和外在的特殊條件,內在的條件是日本早

在明治維新時就開始資本主義的發展;外在的條件是日本在戰後

以美國為首的帝國體系中’佔有政治上的重要地位。這就是上面

所說的美國從五○年代冷戰開始後’它需要在亞洲有－個能與它

合作且又能由它控制的政治夥伴’在這個前提下,美國不但容納

而且鼓勵日本發展-個獨立的經濟體系。美國不但允許日本在貿

易上的保護政策’並且給日本很多經濟援助;另-個重要的原因

是在五○年代和六○年代時,世界上的資本主義大國尚不存在嚴

重的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問題,而日本成功的、l∣央速的發展使得

自六○年代後世界性產能過剩的問題更加嚴重。

第四節資本主義大國的繁榮與「幅利國家」

凱恩斯政策與「幅利國家」

二次大戰是英、美、法等資產階級國家打著爭民權、爭民

主、反納粹極權的旗號而得勝的‧二次世界大戰中死了五千萬

人,也摧毀了大量的生產設備’但是也對戰後的新世界次序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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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生的作用。戰後中國的革命成功’十幾個前殖民地在民族解放

戰爭中取得獨立’其中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印尼、馬來西亞、

越南和菲律賓等亞洲國家和許多非洲國家‧殖民地國家的人民堅

定的要從列強的控制中獨立。半殖民地的中國人民要建立社會主

義的國家,都是世界反極權和反壓迫鬥爭的繼績。在先進資本主

義國家中’歐洲在大戰剛結束時,-般人民中間存在著相當強烈

的反美的情緒,他們羨慕東歐國家人民在生活上所享有的保障,

也就是因此’西歐國家的民主社會黨才受到選民的支持。英國的

工黨首先在lg45年的選舉中得勝,這都表示出人們不要再回到

戰前經濟大恐慌時代亳無保障的生活。「幅利國家」是在這樣的

大形勢下統治階級的政治響應。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執政者普遍的接

受了凱恩斯的理論和政策,他們看到戰時國家大量支出使經濟得

以復甦’從經濟大恐慌和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中取得教司∣∣’認識

到國家在資本積累的過程中的重要∣生。上面討論過’雖然在戰爭

結束後的前二十多年中’資本主義的繁榮主要不是靠凱恩斯的財

政和貨幣政策,但是國家靈活的應用凱恩斯政策’對縮短和減輕

經濟循環中的蕭條還是起了積極的作用’有助於資本主義擴大再

生產和資本的積累’在lI偵利積累中,資本進-步擴大和集中’並

且向外擴張;以美國為基地的大型企業首先大規模向外擴張,繼

它們之後,以歐洲和日本為基地的大型企業仇在汽○年代和六○

年代後向外擴張。

從大戰結束直到六○年代底的二十多年中’西歐各國的國民

所得的責質年成長率╴直都維持在3℅以上。在這段時間內’工

人生產效率在新建的生產設備下增長很∣央。在經濟快速成長下,

西歐國家可以達成充分就業;在充分就業下’工資上升’勞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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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生活水平提高。在西歐國家和美國’隨著國民收入的增加’國

家進入了社會幅利的領域。其責這並不是-個新的領域,像早在

十九世紀英國工業化時’最殘酷無情的祉會中’也都有所謂貧窮

法﹙PoorLaw﹚之類的救濟。因為在資本主義祉會中’資本要增

值必須要能維持勞動力的再生產。私人資本家在經濟蕭條時’可

以將工人解雇’但是失業的工人還是得有-條活路;同時人若真

活不下去,就要起以來造反’祉會也就不可能安定‧在三○年代

經濟大恐慌時’美國的祉會到了革命的邊緣,是羅斯幅新政對資

本做了-些必要的限制’對勞工給予－定的保障,才挽救了資本

主義‧

在戰後這-段時期’國家設立起許多有利於大眾的祉會幅

利’所以被稱為「幅利國家」’也有人把這樣「幅利國家」的設

施看成-種資本積累方式’並命名為「幅特式﹙Pordism﹚的資

本積累」。這些人認為這種資本積累的方式代表著資本主義制度

發展到了成熟階段時,社會中的各種因素可以達成-種獨特的組

合,使資本、國家、和工會聯合來協調生產,並且與消費相配

合,在這個組合下便利資本積累II偵利地進行﹙Harrey, l9g0:第八

章﹚。贊成這樣的資本積累方式的政治家,主要是歐洲的民主社

會黨和美國的民主黨的成員‧他們認為這樣的積累方式可以避免

資本主義重新回到經濟大恐慌時供給超過需求’而產生的嚴重的

不平衡,進而導致生產必須停頓’資本積累必須終止。﹞

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常常懷念戰後前二十多年的-段日子,

他們看到在國家的干涉和參與下,資本主義達到了-個新的境

界.在「幅利國家」的政策下,人們可以免去自由市場中最殘酷

3.有關幅特主義與後幅特主義在台灣的討論見:趙剛, 200l:5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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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鞭策,資本在國家管制下不能為所欲為’人民生活上的－般基

本的需要得到了保障;因此,殘酷的資本主義終於有了它仁慈的

-面﹙capitalismwi【hahumanface﹚。

我們有必要去瞭解戰後由國家調節的資本主義祉會。因為不

管是「幅利國家」或是「幅特式的資本積累」都不只是存在於空

想的或只是概念的範疇’而是美國和西歐－些國家在二次世界大

戰後經濟政策的具體內容。「幅利國家」曾被認為是資本主義改

革可以遵循的-個模式,同樣重要的是’我們要瞭解為什麼「幅

利國家」在戰後的-段時間內有可能責現’但是到了七○年代初

之後,資本主義危機再度出現時’這種形式的資本積累就不能再

繼績。在此之後’美國和西歐國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經過了全

面重整。當世界資本主義進入戰後危機時’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

家裡,在經濟上﹑政治上、和祉會上都起了巨大的變化。這些將

在第六章中加以說明。

「幅利國家」＼政治鬥爭、與資本積累

在五○年代和六○年代的二十年中,表面看來在美國和西歐

出現了-片繁榮的社會’沒有被注意到的是在五○年代的美國’

-場激烈的階級鬥爭正在進行著’美國的左派在這時正經歷著前

所未有的最殘酷的浩劫。因此,我們不能只看到事物的表面’因

為即使在戰後的繁榮和安定的背後卻隱著激烈的階級鬥爭。只有

對階級鬥爭進-步瞭解’我們才能看清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性‧

在大戰的幾年中’美國的工會接受了政府的凍結工資和不罷

工的規定來支持戰爭.戰爭結束後’美國的工會領袖看到英國工

黨的勝利’也重整旗鼓準備用新的策略來爭取戰後生產恢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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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份。l945年’美國汽車工會（UAW﹚提出工會在戰後對

經濟繁榮將會做出積極的貢獻。汽車工會的主席Richard

Frankensteen認為祉會購買力-定要隨著生產的增加而擴大,否

則生產出來的商品沒有足夠的市場,又要回到大恐慌時代生產過

剩的問題。他認為資方-定要提高工人的工資’但是他指出如果

在提高工資的同時,汽車公司將汽車加價’工人還是沒有足夠的

購買力來買汽車。Frankenstecn代表汽車工會要求資方將工資增

加30﹪’但不許汽車公司將汽車加價的要求’這時美國商務部

部長HenryWa】Iace﹙當年羅斯幅政府內閣中的勞工部長﹚,亦站

在工人這邊說汽車公司即使將工人的工資增加25﹪,同時維持

汽車價格不變,也還可以賺得利潤。

l945年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美國全國各地大批工人為了

爭取工資和解決許多不台理的工廠規則而參加了罷工。僅在當年

9月和l0月兩個月中’底特律城就有八萬五千人罷工’到了當

年ll月時’汽車工會和通用汽車公司的談判破裂’汽車工會的

二十二萬五千會員在80℅的贊成票中通過罷工;除了汽車工人

罷工外,電氣工人﹑屠宰廠的工人﹑和鋼鐵工人也跟著罷工。到

了次年l月,罷工人數增加到-百六十萬人;在】946年中,又

有煤礦工人、鐵路工人﹑教師﹑公共事業工人和市政府工人總共

四百五十萬工人罷工,達到美國歷史上罷工人數的最高點‧這些

工人要求提高工資來補賞他們在大戰中所作的犧牲’以及戰後因

物價上漲而導致的貢質工資下降﹙Babson’lg84: l28－】2g﹚。

汽車工會工人的罷工堅持了-百十三天,到】g斗6年3月才

結束。汽車工會與通用汽車公司達成協議’工會原來要求每小時

工資增加-角九分半’並且要求汽車不漲價‧在談判中’資方認

為工資可以在商談中決定’但是汽車加價與否的決定是屬於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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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權力範圍,工會無權過問。談判僵持了很久,在這期間,

許多罷工的工人生活發牛嗣難’有不少工人因為付不出房屋貸

款,而接到銀行即將把房屋收回的通知,也有好些人因為欠交水

電萱而被停水、斷電.在這樣工會會員生活上的壓力下’工會只

好與資方達成協議。工會與通用公司所簽的合同中,工資每小時

增加-角八分’合同中就不再提汽車加價與否的事。罷工結束兩

個月後,通用就將車價提高4﹙Babson’l984; I30﹚。

美國工運歷史學家SteveBabson對這次的罷工和所達成的協

議有這樣的評價,他說:「從l945年到lg46年的幾次經罷工所

達成的協議,就成了戰後相當長-段日子工會與資方彼此互相對

待的模式.-方面工會證明了雖然資方心不甘』∣青不願,但是他們

有力量來為工人爭取到相當可觀的工資的增加;另一方面,大企

業也證明它們有足夠的政治力量和經濟力量在∣司意增加工資後將

它們生產的產品的價格提高。在價格提高後’資方不但補回了而

且超出因工資增加所造成的成本上漲」﹙Babson, l984: l30﹚‧

Babson還說在戰後的十年中即使物價不斷上漲,汽車的需

求還是不斷的增加。在汽車生產不斷的擴張中利潤跟著上升。在

戰後的十年中,通用公司的利潤遙遙領先,每年投資的利潤率高

達l25﹪。在這經濟繁榮的十年中,底特律汽車工人的生活改善

很多’他們的責質工資比十年前增加了40﹪。除了工資增加

外’工會工人的幅利也增加了很多’其中包括退休金﹑醫藥保

險﹑人壽保險﹑傷殘保險、每年可享有的病假和年假也不斷的增

加。另外’在後來的合同中又加入了失業補貼金,除國家的失業

救濟金外,工人可享有長達-年的失業補助’使他們在失業時,

4通用汽車公司將車價每輛提高八十美元。



082 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危機

每月的失業救濟金和失業的補助金的總合相等於工資的95℅‧

在由工會代表與資方集體的談判中’工人的工作環境也有改善。

在工會工人的幅利和工資不斷上漲中’工人提高了消費,消費的

提高又進-步幫助了戰後的繁榮。

但是Babson也說在這戰後的十年中,失業和貧窮並沒有消

失,像在l958年經濟蕭條時’全國失業率接近7﹪’底特律的

失業率高達I7﹪。在美國北部城市裡的貧民區和在南部的農村

中的許多人長年都沒有工作’過著貧困的生活﹙Babson, lg84:

l3l－l33﹚。

lg46年’美國的共和黨在十六年後,再－次控制國會’反

共的保守派開始了-連串的立法來打擊新政時期留下來的比較有

進步性的立法。麥卡錫和尼克森在l945年到】957年間,利用國

會非美國活動委員會的名義展開了對左派大規模的政治清算和鎮

壓。他們打擊工會的領袖、教師、公務員、進步的知識分子’甚

至有進步思想的好萊塢製片人。這個非美國活動委員會沒有證據

的把許多進步人士打擊成顛覆分子’使得很多人在白色恐怖下失

去工作。這些人的朋友被迫與他們劃清界線’使他們不但在經濟

上發生困難’而且在精砷上也飽受折磨’在孤立的生活中奮鬥掙

扎。

】945年到】946年間罷工的規模之大,超出美國資產階級執

政者的意料’因此他們趕∣亡籌劃對策。通用汽車工人罷工剛結束

-個星期’杜魯門總統就提出-個對付未來罷工的提案.這個提

案要求國會給總統制止罷工的權力,在工人不肯結束罷工時,總

統有權將徵召罷工的工人並送到軍隊去。雖然這個提案後來沒有

送去國會,但】g47年時,國會通過-個專門對付工會的勞工法

叫Taft-Hart】eyAct 。這個法案被杜魯門否決之後’國會以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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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多數票通過。Taft﹣HartleyAct中規定所有同!∣青罷工工人而

採取的支持罷工的行動全屬非法﹙其中包括支持罷工的示威和抵

制非工會工人生產的商品﹚。不僅如此’在這條法律下,州政府

可以各自通過法律來反對工人組織工會。美國當政者認識到美國

共產黨在工會運動中的影響力,所以這條新勞工法還規定所有在

工會有職位的人必須要宣誓他們不是共產黨的黨員。這樣的規定

是為了要剷除共產黨在工會中的影響力‧

二十世紀初,美國工會運動蓬勃發展,這時的工會運動是以

組織非技術的產業工人為主。從-開始,美國共產黨就是組織產

業工人工會的主要推動力量。在各產業工人工會成立時’它們的

領導人中很多都是共產黨員。各產業工人工會組成它們的總工會

（CongressofIndustriaIOrganizations ,簡稱CIO﹚。CIO在政治

主張上要比技術工人工會﹙AmericanFederationofLabor ’簡稱

APL﹚要進步’也比較能從工人階級長遠利益著眼。在經濟大恐

慌時,共產黨組織了失業工人,領導他們做政治鬥爭’產生了很

大的影響力。在Ta仇﹣HartleyAct和麥卡錫用非美國活動委員會

的配合下’美國的左派受了嚴重的政治打擊。工會開除了-百萬

在工會有職位的共產黨員’清除了共產黨在工會中的影響。從此

之後’CIO的各種做法就越來越與APL難有區別‧之後,APL

與CIo合併,美國工會停止了在體制之外的政治鬥爭‧在體制

內工人沒有政黨’在政治上,工會依附在民主黨之下。在選舉中

工會為民主黨爭選票’民主黨則支持較有利於工會的立法做為交

換‧

這樣的發展與後來工會支持美國對外侵略戰爭,包括工會對

美國的韓國與越南的侵略戰爭,以及工會支持美國在國外的-切

帝國主義的政策有密切的關係。美國總工會並與中央情報調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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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來滲透和顛覆第三世界國家的工會運動。此後,美國工會停

止了體制內和體制外的政治鬥爭’全心致力於爭取工會會員的經

濟利益’不去考慮工會會員以外的工人階級的利益。工人工資和

幅利的增加的確有助於美國戰後國內市場的擴張和經濟的成長,

說明了幅特主義有它-定的道理。但是隨著工資的上漲’資本也

就進-步加速提高自動化的生產技術,減少工會的會員。工會的

力量也就從五○年代後逐漸式微,隨著自動化的改革和製造業在

整個經濟中比例的下降,工會人數總額不斷下降。到了八○年代

時’美國工會已經喪失了抵擋來自右派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力量的

攻擊。

在美國戰後的二十多年中,工人的生活的確有很大的改善’

這樣的改善也有助於經濟的繁榮。但是－方面這樣的改善並不是

來自資本家的恩惠。在這些年中,美國的國民所得和財產的分配

比較平均’但這並不是資產階級國家站在中立的立場主持公正的

結果。就像上面所說的我們對現責世界的瞭解不能只看到事物的

表面’美國戰後的繁榮和安定的背後隱藏著激烈的階級鬥爭’而

「幅利國家」政策是階級鬥爭的結果.但是另-方面工人工資和

幅利的上漲威脅到資本的利潤,到了七○年代因生產設備再度過

剩而使競爭更為激烈後,資本必須要考慮新的資本積累的策略。

資產階級國家的基本任務是協助資本II頂利進行積累。它在不

同的時期會有不同的有利於資本進行積累的相應政策。經濟大恐

慌時的羅斯幅新政’戰後前期的「幅利國家」政策,和八○年代

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都是當時資本積累的特殊需要與社會階級鬥

爭的產物。「幅利國家」的政策並沒有改變資產階級國家的基本

任務。資產階級國家可以靈活的從「幅利國家」的政策轉變到新

自由主義政策,是響應了新lI青勢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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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三○年代改革對戰後資本主義發展的影

響

羅斯幅新政和凱恩斯的經濟政策對戰後資本主義的發展有深

遠的影響。在七○年代初’資本主義進入戰後第╴次危機時’主

流經濟學界－般都認為戰後的經濟結構經過了徹底的改變’因此

像經濟大恐慌時那麼大規模的、那麼深的、和那麼持久的危機不

會再發生。這樣的說法正確嗎?到底羅斯幅新政和凱恩斯政策對

戰後的資本主義產生了什麼影響?資本主義的結構發生了什麼變

化?三○年代的改革有沒有解決第二章開頭所講的資本主義的基

本矛盾?

二次大戰之後,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執政者普遍的接受了

凱恩斯的國內經濟政策。在經濟景氣稍差時’國家就用增加財政

支出和減少稅收的財政政策來擴張祉會總需求。中央銀行也會用

增加貨幣供給量來增加銀行的貸款能力和降低利率,以便刺激投

資‧由凱恩斯經濟政策所帶來的政治上的干預’使得戰後循環性

的經濟蕭條幅度要比沒有政治干預來得小,蕭條的時間也較短。

但是換-個角度來看’也就是因為政治上的干預,而使得循環性

的經濟蕭條沒有能發展到底。第二章中曾解釋過在資本主義的運

轉中’週期性的經濟蕭條是有必要的﹜而且是有積極作用的‧因

為在蕭條中-部分剩餘產能會被銷毀’給未來的新投資創造了機

會。但是當國家用凱恩斯的經濟政策進行干預時’使得經濟蕭條

不能發展到底’也就是說蕭條的程度不夠深’時間也不夠長,因

此破產的企業就要比沒有干預來得少‧許多企業可以勉強撐過難

關,等到景氣稍好後又可以重新恢復經營了.如果在每-次經濟

蕭條時’政府都用政策來干預’許多剩餘的產能都沒有能在每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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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次的蕭條中經過較徹底的大清除’剩餘的產能就會堆積起來

而且越堆越多,問題也就越嚴重’到了-定程度,就非要大清理

-番才行。因此,凱恩斯的國內經濟政策雖然對經濟有正面的幫

助’但是也有它的後遺症。

凱恩斯的國際經濟政策對戰後的影響也是非常的大,他所提

出的國際貨幣雖然沒有被採納,但是他還是同意了用國際貨幣基

金做世界的中央銀行,用美元做為世界貨幣。凱恩斯沒有能預見

lg73年固定匯率解體’和在那之後到今天世界資本主義金融的

混亂和經濟的危機。今天我們要瞭解壟斷資本「全球化」背後的

動力’我們就必須對資本主義的危機有深入的瞭解。七○年代

初,在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解體後,資本主義所經歷的危機

將在第六章到第九章中詳細談到。

羅斯幅的新政證明了:工人聯合起來組織工會’用集體的力

量跟資本家談判’對資本主義整體來說不是件壞事‧對各別資本

家來說’成本雖然提高了’但是工人在工會的限制下不會動不動

就要罷工。在沒有工會的時候’資本家無法控制工人不定期的罷

工﹙wildcatstnke﹚所造成的生產上的損失.在資本家與工會每

幾年就訂-次的台同中’工會為工人爭取提高工資,但資本家保

有在工資上升後將產品價格上漲的權力。對資本主義整體來說工

人階級較高的工資可以增加消費的支出,在祉會的生產力發展

下’大量增加了商品供給’工資的增長有助於祉會總生產與祉會

總需求之間的平衡。像汽車雖然在二十世紀初開始生產,但是-

個普通的汽車工人,要到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買得起汽車。羅斯

幅新政下的幅利制度,也增加了經濟穩定的因素。像失業救濟金

就被認為是自動的穩定因子﹙automaticstabilizer或build╴in

stabilizer﹚,原因是失業救濟已經通過立法變成法律了’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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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失業馬上可以申請失業救濟’工人領到的失業救濟金雖然沒有

工作時的工資那麼高’但是總要比經濟大恐慌時完全沒有收入要

好得多。有收入就有消費’經濟也就不會不停的向下跌。

羅斯幅新政和凱恩斯的經濟政策在二次大戰後發揮了很大的

功能,但是到了七○年代危機開始後’這些政策對壟斷資本的積

累失去了功效。這個經過將在第六章中討論‧

這-章從資本主義大國﹙特別是美國和日本﹚戰後的經濟繁

榮的原因談起‧雖然戰後繁榮的原因有好幾個,但是最主要的還

是在二次大戰後,世界資本主義的各大國中不存在著剩餘的產

能。之後’談到美國和西歐在經繁榮中所建立起「幅利國家」的

背後發展,並以美國為例說明了在戰後前-時期的繁榮中仍然存

在著尖銳的階級鬥爭’並說明在這階級鬥爭中國家所扮演的資產

階級代理人的角色。在這二十多年中「幅利國家」和凱恩斯政策

都有助於經濟繁榮,但是它們卻不是繁榮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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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戰後以美國篇首的資本主義

世界體系

美尢做鳥世界的主要夕卜匯儲備己經有六十年了’芙元做鳥世界的

夕卜匯儲備被給芙國帶來很大的好處’美國用它自己的貨幣來支什

進口並可以享受低利借款。

Thepassingofthebuck?《經濟學人》2004年l2月

在第二章中談過在三○年代經濟大恐慌時’資本主義大國因

為要應付國內生產過剩的危機’他們用提高進口關稅﹑設置進口

限額來抵制外貨’保護本國市場。他們在關稅和限額之外’也爭

相將自己的貨幣貶值來增加出口。抵制進口和鼓勵出口都是為了

解決本國市場需求不足的問題‧但是這些保護本國市場的措施不

但不能對解決危機有所任何幫助’反而會因各國貨幣之問匯率的

不穩定’和過高的關稅而造成國與國之間商品貿易的-片紊亂。

這種為了爭奪市場所導致的惡性競爭,使全世界貿易的停滯’更

進-步加深了危機,也更激化了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的矛盾。

資本主義大國的統治階級從大恐慌的經驗中,認識到惡性競

爭的破壞性‧因此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他們就趕忙為戰後世

界資本主義的新次序做籌備‧先在】g斗4年建立起以美國為首的

世界資本主義的金融體系’這個金融體系是以凱恩斯的國際經濟

政策為基礎’但是跟凱恩斯所提出來國際經濟結構並不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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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l947年資本主義大國又成立了關稅貿易總協定’關稅貿易總

協定用削減關稅來促進國與國之間的貿易通暢。這兩個國際金融

貿易組織的成立,建立起-套戰後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相互對待的

機制。這個機制構成了戰後與國內「幅利國家」相配合的資本積

累的策略。這個資本積累的策略-直維持到了七○年代初’這時

資本主義進入危機’因此資本主義的國際體系也產生了重大的改

變.經過幾年的調整後,到了八○年代演變成自那時開始到今天

的「全球化」‧

︽
即

峙
弟 戰後資本主義的世界金融體系

在戰後前一時期’資本主義的世界金融體系開始於】g14年

國際貨幣基金的成立,到l97l年美國宣佈美元不再兌換黃金時

結束’共二十多年的時間。這個金融體系如何幫助大戰後前二十

年資本主義的繁榮?它為什能夠有二十多年成功的發展?又為什

麼在七○年代初解體?

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成立的背景

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是戰後資本主義國際金融組織中最

重要的-對。在這兩個組織中’以國際貨幣基金為主’世界銀行

為輔,所以下面的分析也以國際貨幣基金為主。

凱恩斯是國際貨基金主要策劃人之-,凱恩斯所提出的資本

主義戰後的調整中,國內和國際經濟政策之間密切相關聯著,而

且相互輔助。戰後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採納了凱恩斯政策代表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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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的自由放任的、國家不加干涉和調節的資本主義已經不可

能再繼績’經濟的發展必須要藉助於政治力量來調節‧在國與國

之間的關係中’戰後資本主義大國用國際間的協定和組織來對個

別國家加以約束’建立起資本主義大國之間彼此台作的機制’避

免再次回到三○年代大恐慌時’因為互相抵制而導致危機的惡

化。

lg4￠年,二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美、英、法等資本主義

大國就在美國的新罕布什爾州﹙NewHampshire﹚的布列敦森林

﹙BrettonWOods﹚開國際金融會議。在會議上成立了國際貨幣基
︶

矣﹣上﹣l型F﹚和世界復興發雇銀行﹙皿旦m且tiQnqlBank上≡
又簡稱世界銀行

的,國際貨幣基

﹚

（WorldBank﹚‧這次會議是以聯台國的名譽召集的,國際貨幣基

金和世界銀行隸羼在聯合國的經濟社會理事會﹙Economicand

socialCouncilofUnitedNations﹚之下。經濟祉會理事會是協調

國家之間的經濟社會事宜,它與安全理事會平行’安全理事會則

是協調國與國之間的政治與軍事事宜.

國際貨幣基金與固定匯率﹙lg44╴l97l）

國際貨基金在l941年成立時,有四十四個會員國‧國際貨

幣基金在成立時的主要功能是維持固定匯率‧參加貨幣基金的會

員國希望避免再度發生經濟大恐慌時各國相爭將自已貨幣貶值’

而導致貨幣兌換率混亂’進而妨礙國與國之間貿易的進行。

在國際貨幣基金規定下,每-個會員國在入會時都分配到-

個存款的配額,配額的大小是根據-個國家的國民所得來決定。

在五○年代初時’德國和日本這兩個戰敗國也被允許參加貨幣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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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那時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配額佔總配額的57.6﹪’其中美

國佔lg3﹪,英國佔6’7﹪,西德佔58℅’法國佔4.8℅’日本

佔46﹪。貨幣基金的政策是由會員國投票來定’各國所投的票

份量又是根據存款配額的多少決定。因此不像聯合國的-國-

票。因為少數資本主義大國擁有半數以上的投票權’這樣的規定

使得國際貨幣基金政策的決定權,從-開始就被少數的幾個資本

主義大國所控制’而且根據基金的規定重要決策要85℅的票數

才能通過,而美國佔有近20﹪的投票權’這個規定就保障了美

國所獨有的否決權;所以國際貨幣基金的設計就是-個保障少數

大國權益的組織’而且只有美國掌有否決權﹙Korner’l986:

43﹚。

在聯台國的憲章中規定國家不分大小,每-個國家都保障有

-票的投票權。雖然在安全理事會內的永久會員有否決權’但是

在大會中聯台國的這種-國-票的制度,使資本主義大國在其中

取得控制權比較困難‧在過去幾十年中’雖然在名譽上國際貨幣

基金和世界銀行都隸屬在聯台國的經濟社會理事會之下,但是在

政策制定和責際操作上,聯合國早已無權過問。美歐國家在國際

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中持有大多數股份,因此控制了這兩個組織

的的決定權。到今天不但聯合國無權過問任何有關這兩個機構的

政策和決定’在這兩個機構每年開年會時’聯合國的總秘害長都

不准出席致詞﹙Dasgupta’lg98;73﹚。

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在協助國際資本運轉中有互為輔助

的功能。國際貨幣基金在會員國的外匯短缺時給予貸款,他的貸

款屬於短期。而世界銀行的貸款則是為了支援某個項目基本建

設’因此羼於長期貸款。落後和弱小國家如果要向世界銀行借

款’必須先加入國際貨幣基金’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的-切規章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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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第三世界國家需要向世界銀行借款時,世界銀行就藉著貸款

來直接影響借債國家的經濟發展方向。譬如跨國資本要在-個國

家開採礦石’世界銀行就借錢給這個國家來修建港口’因此便利

礦石的輸出‧這兩個國際金融機構-個扮黑臉,另-個扮白臉。

從表面看來,世界銀行好像是個對第三世界國家援助的機構’而

國際貨幣基金好像是個對第三世界國家制裁的機構,但是用這樣

的標準來區分這兩個國際金融機構是不正確的,因為它們的目的

和宗旨是-致的‧

國際貨幣基金建立起戰後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金融體系’在

這個體系中’由美元與其它貨幣之間的固定比例來維持固定匯

率’美元由美國擔保可以隨時兌換成黃金’美元也就代替了黃

金’而變成了世界貨幣。在布列敦森林會議中’英國的代表凱恩

斯和美國的代表HarryDexterWhite對未來國際貿易流通中支付

的媒介有不同的意見‧在會議中’凱恩斯提出為了保障貿易的擴

張不受交易支付媒介數量的限制﹙像在第二章中解釋過的,金本

位下貿易額就得受黃金量大小的限制﹚’基金應該創出-種新的

國際貨幣,凱恩斯將他所構想的國際貨幣命名為Bancor 。他認

為這種國際貨幣的數量可隨貿易量的大小來調整’就像國內的貨

幣流通量可以由中央銀行隨著經濟的∣青況來調整-樣。美國代表

Whitc同意凱恩斯對世界貿易中需要有-個被所有國家共認的交

易媒介的這個構想,但是他認為大可不必再創-種新貨幣’美元

即可當作國際貨幣來使用。戰後的大英帝國的經濟責力大不如

前’而美國在大戰中不但沒有損失’反而因戰爭物資需求的增加

而刺激了生產力的發展。大英帝國沒落,英鎊失去了過去的地

位’就是連英國這位經濟學的租師爺的意見也變得沒分量.美國

就在這次會議中用它新取得的霸權地位來影響會議所做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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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chtcl’l986;48,5l﹚.因此美元就變成了世界通用的貨幣。

只有在瞭解美元如何在戰後變成了世界貨幣’以及戰後的固

定匯率是如何維持之後’我們才能認識戰後的資本主義的世界金

融體系,和這個系統在七○年代和八○年代時如何發生變化,並

且更進╴步瞭解這個體系的變化與現今經濟危機之間的相互關

係。這裡先說明在國際貨幣基金下美元成為國際貨幣’及以美元

為中心的固定匯率體系。

﹙DT

國際貫幣基金、美元、與目宙雁率

貨幣基金制定了-套維持固定匯率的規則,固定匯率的制定

是由美元與黃金維持-個固定的比率,當時美國將-喃黃金定價

為三十五美元。每-個會員國的貨幣的價格也都與黃金維持-定

的比率’由此來決定各國貨幣之間交換的比率,就是匯率。這個

匯率-但決定下來就不能隨意更改’如果因為貿易不平衡有必要

更改時,必須要得到基金的特殊許可,否則每個會員國都必須維

持它的貨幣與美元之間匯率上下不超過l﹪的波動。如果某-國

的貨幣升值超過l﹪時,這個國家必須拋售它本國的貨幣使它降

值,但如果-國的貨幣貶值超過1﹪時’這國必須用它的外匯儲

備買回本國貨幣’使本國貨幣的貶值不超過l﹪的限度‧

為了預防會員國的外匯儲備會因為貿易的入超而不足’以致

無法用外幣來買回本國貨幣以維持本國貨幣貶值不超過l℅’貨

幣基金規定每個會員國在入會時’要先將相當於它配額的25﹪

的黃金存入基金’配額的另外75﹪,可用它本國貨幣存入基

金。如果哪-個會員國發生國際收支困難時’可先借用它所存入

的黃金,再不夠時’可向基金要求貸款。向基金貸款除了要付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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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外還有其它的條件’這些條件對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影響重

大。特別是到了八○年代之後’國際貨幣基金對落後國家所採取

的制裁跟壟斷資本「全球化」之間有很深的關係’後面在第八章

和第九章中會繼績加以說明和討論。

美元變成國際貨幣除了因為美國是戰後第-強國之外,還因

為在大戰剛結束時,它擁有全世界黃金儲存總量的70﹪。美國

向其它國家承諾:任何國家的中央銀行都可以隨時將它所持有的

美元以三十五美元向美國兌換-Ⅱ兩黃金。美國對它貨幣用黃金來

保證’也是當時各國逐漸用美元代替黃金來做貿易交易的媒介和

外匯儲備的重要原因。美元的價值經由與黃金的交換比率固定下

來’而且又可以隨時兌換成黃金’它就取代黃金而成了國際貿易

中主要的交易媒介。國與國之間的貿易用美元做為支付和記帳單

位’美元也成為各國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中的主要部分。因此,

美元在國際貨幣基金所維持的固定匯率下變成世界貨幣。這個固

定匯率的體系是靠美元來維繫著’而美元的背後又由黃金來支

持’因此被稱為金匯兌本位制（goldexchanges﹛aⅡdard﹚。

美元變成世界貨幣和戰後以美國為基地的跨國資本在全世界

各地大規模擴展投資有不可分的關係。美國的資本家攜帶著他們

國家的貨幣﹙美元﹚就可以在大多數國家投資建廠,他們也可以

用美元買外國公司的股票和債券’取得他們對其它國家企業的所

有權和控制權。∣根據聯合國的統計l97l年美國跨國公司在全

世界所累積的直接投資佔總額的52﹪,比直接投資佔第二位的

英國高出很多’英國只佔l4﹪’法國佔5﹪’德國佔4.4﹪’日

本更少,只佔2.7﹪。當年全世界 大的二十五家跨國公司除四

l. 美國企業投資所流到各地的美元就成了國際買易中的交易媒介和中央銀行

內的外匯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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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外,皆羼美國所有﹙UnitcdNations’lg73: l30﹚。美國直接

投資總合的數額從lg46年的七十億美元,增加到l973年的-千

億美元,是l9￠6年的十四倍以上。到七○年代初,以美國為基

地的跨國公司年產值達兩千億美元﹙U.SDepartmentof

Commerce, lg74: 5﹚。對外投資等於在國外置產’投資之後每年

有各種收入,直接投資就有利潤和專利權使用費的收入,股票投

資有股息和股票增值的收入。如果是對外貸款或購買外國債券,

則有利息收入。到了六○年代初’美國的這幾項收入在它國際收

支經常帳中已經佔了很大的比重（對國際收支中的經常帳的說明

參見附錄三﹚。

大戰結束不久時’歐洲國家和日本才開始重建,它們的建設

物資和民生物資都非常缺乏’需要靠進口來補充’因此為美國開

闢了廣大的出口市場。戰後的前十幾年中,美國商品貿易出口大

於進口,在經常帳上有大量的lI頂差。美國因進口,和對外投資,

以及維持它在海外的軍事基地等開支所流出的美元’很快的又經

它的出口而回到美國,因此不存在美國境外美元過多的問題。事

貫上,流出美國的美元數量還不足供給世界國際貿易的支付用

途’直到五○年代末,都存在著所謂「美元短缺」現象.也就是

說在國際間的各種交易上’美國境外的美元做為交易媒介還嫌不

足‧

戰後美國在國際收支上的資本帳上,-直都因為持績的大量

對外投資和經濟外援而存在著逆差。從大戰結束初期直到五○年

代底’經常帳因貿易出超而來的II偵差補過資本帳的逆差還有餘

﹙參見附錄三﹚。此後’歐洲國家和日本經濟重建’在十幾年中它

們的生產不但早已恢復到戰前的水平’而且由於戰後投資建設起

來的新的生產設備生產效率高’在產品的質量和生產成本上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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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美國更有競爭力‧到了五○年代底’美國的國際收支經常帳中

的II偵差已不足抵消資本帳的逆差。因此’流到美國境外的美元不

能靠美國貿易上的出口全部再回到美國‧在各國中央銀行的外匯

儲備中’美元的數額增加,這些美元也不時回到美國換取黃金。

lg58年時’在美國境外的美元已相等於它國內的黃金儲存量的

總台,也就是說如果所有國外的美元都回到美國以三十五元換取

-喃黃金’美國就將失去所有的黃金儲存。到了六○年代l∣青況就

更加嚴重,美元貶值的壓力在境外美元不斷增加下持績的加強’

境外的美元繼績到美國換取黃金’美國的黃金儲存減少,這種情

況-直繼績到l97l年; lg7l年8月美國總統尼克森宣佈不再

接受美元兌換黃金,固定匯率也跟著解體。

以美元作為世界貨幣並不是凱恩斯的原意’用美元作為國家

之間貿易的交換媒介和記帳單位’並且用美元與黃金的比例來決

定並維持固定匯率’這樣的-個世界金融體系雖然在戰後二十幾

年中,維持了貿易的成長’但是美國境外的美元是根據美國的國

際收支!I青況來決定的,而不是像凱恩斯所希望的國際貨幣量應以

貿易額大小來加以調整。美國在五○年代的貿易出超額大過了它

的資本輸出’所以流到美國境外的美元數量過少’因此不夠國與

國之間的貿易和投資的交易,和各國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之用。

等到美國的貿易與資本流動總額發生逆差,必須要用輸出美元來

補足時,美國境外的美元又太多’在美國境外的美元過多時’就

受到美元相對黃金貶值的壓力’因此固定匯率維持不下去‧在這

二十多年中’美元雖然做為世界貨幣來用’但是它的數量大小卻

沒有能由-個像國際中央銀行這樣的組織來控制’而是受制於美

國的國際收支∣青況來決定。而美國的國際收支∣青況又由它的對外

投資的數額,它維持國外駐軍的開支’和它與其它國家的貿易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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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來決定。

在戰後前-時期,到美元停止兌換黃金為止,美元做為世界

貨幣雖然有上面所指出的各種問題,但是美元做為世界貨幣的金

融體系對戰後的經濟有積極的貢獻:-方面是美元做為世界貨幣

補助了黃金數量的不足,使得貿易額與投資額不受黃金數量的限

制。另-方面,到了六○年代後’雖然美元不斷的受到貶值的壓

力’但是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共維持了二十多年。這兩方面

都有助於戰後前-時期國際貿易和其它國際間金融的交易量的快

速增長’因此對戰後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的經濟繁

榮有積極的影響.美元做為世界貨幣也給以美國為基地的跨國公

司獨有的特權。

除了上面所提的兩方面之外,更重要的則是在這個金融體系

瓦解之前,國際間的交易媒介數額的擴張受到限制。美國國外的

美元雖然數目很大’但是不可能無止境的擴張‧因為在l97l年

之前’美國必須顧慮到持有它境外美元的國家有將手中美元兌換

黃金的可能。所以每當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擴大時’美國就受到

美元兌換黃金的壓力,美國在壓力下就必須要做-些調整’使得

它的國際收支的赤字不再繼績擴大。但是到了美元不再兌換黃金

之後’它在境外美元數額擴張就不再受到限制’在這之後,特別

是八○年代後’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數額之大是驚人的。這樣的

發展不但與七○年代後的資本主義危機是相關聯的,也是互為因

果的’而且這樣的發展因為沒有任何機制可以限制’在今後只會

繼績惡化,這-點對瞭解危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第七章中將

再做解釋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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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匯率因美國國際收支逆差而產生動搖

到了五○年代底,美國的國際收支﹙經常帳加資本帳的總合﹚

的逆差繼績惡化,美國境外的美元快速的增長’因此美元面臨隨

時都可能貶值的危機。各國的中央銀行都擔心它們所持有美元外

匯儲備會因美元貶值而造成損失。美元是各國中央銀行的外匯儲

備的主要部分,-旦美元貶值,這些國家將失去很大的-筆外

匯‧ lg58年以後’沒有人知道三十五美元兌換-Ⅱ兩黃金還可以

維持多久。美國境外堆積起來的美元日益增長,因此增加了美元

兌換黃金的壓力,境外美元回到美國兌換黃金的速度加快。

l959年到l96l年間’就發生了第-次美元擠兌黃金;單單在

】g59年-年中,美國就失去了它當時黃金儲存量的l0﹪’在五

○年代的十年中,美國的黃金儲存量從lg50年時的兩百三十億

美元﹙以三十五美元折合-喃黃金計﹚下降到五○年代底的-百

八十億美元’下降了22℅﹙Wachtel,l986:65﹚‧

美國是貨幣基金中最重要的會員’但是美國依仗著它在經濟

上﹑政治上﹑和軍事上的霸權’可以不遵守貨幣基金的規則。當

市場金價在lg60年l0月上漲到每!兩四十美元時’美國做為－個

基金的會員國,有責任拋售黃金﹙或其它外幣﹚購回美元來維持

美元貶值不超過l℅’但美國卻依賴其它國家來維護美元不繼績

貶值。像德國要避免它的貨幣﹙馬克﹚與美元相對升值’就要拋

售馬克收購美元,以便維持美元與馬克之間的匯率波動不超過

l﹪‧到lg6l年l0月’資本主義大國又被迫聯合起來搶救美元’

它們用黃金儲備來購買美元’以便抑制因市場金價上升而造成美

元貶值。直到lg7l年美國宣佈停止美元兌換黃金為止’固定匯率

經過了多次的波折。這-點在後面第六章中還要再加以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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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
弟 戰後資本主義的世界買易體系

關稅貿易總協定成立的背景

關稅貿易總協定在lg47年成立’當時大戰剛剛結束’資本

主義大國之間達成這項協議,目的是要通過它來降低關稅以便能

促進國與國之間的商品貿易的流通和增長‧前面談過在三○年代

世界經濟大恐慌時,資本主義國家用關稅壁壘來保護本國市場’

美國在l930年通過Smoot-Haw】eyAct將進口關稅提到歷史新

高,同時歐洲各國也相繼將它們的關稅提高。進-步激起了各大

國之間的貿易爭奪戰.在貿易爭奪戰中’幾個國家聯合起來形成

貿易集圄,貿易集圍之內的國家彼此給予關稅優惠以此來抵制集

團外的國家,這樣的抵制使得全世界貿易總額大I隔下降’也就更

加深了世界的經濟危機和國與國以及集圍與集團之間的矛盾’從

經濟的矛盾提升到政治的衝突’最終導致二次世界大戰。

大戰後成立的關稅貿易總協定主要的目的是用談判來降低進

口關稅。關貿總協並用所謂「最惠國」待遇的原則﹙Most

PavoredNatioⅡsPrinciple﹚來達成包含所有參與國家的多邊貿易

協定‧ 「最惠國」的定義是如果╴國給予另-國家關稅上的優

惠,則這個國家必須同時給予其它每-個國家同樣的優惠’不可

╴厚此薄彼﹙「最惠國」的定義如今已經被美國曲解’它變成了由

美國單方面決定哪-個國家可以被例入它的最惠國名單中﹚ ;在

關貿總協「最惠國」待遇的原則下,會員國必須平等對待所有國

家’而最惠國的規定是用來避免再度形成大戰前的貿易集圍‧

關貿總協成立時,因為有鑑於大戰前各國採用進口限額

（impor【quota﹚來保護本國市場而產生對貿易流通的阻礙,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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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貿總協規定參加的會員國家不准用進口限額來阻擋進口。但是

在後面我們可以看到在責際運作時’資本主義大國並不遵守這個

規定‧

關稅貿易總協八個回合談判

關貿總協在l9斗7年成立到】9g5年被世界貿易組織所取代‧

關貿總協從成立到lgg5年之間’共經過八個回台的談判,這八

個回台談判的名稱、日期﹑和參加國家的數目如下:

叵l合

∣ 第-阻∣台
第二回台

地名或人名

GeⅡeva

AIlⅡecv

家國
3
3
4

︻
Ⅲ
山
勺
＝
勺
」
﹃
g

『
打
〃參年份

l0￠7

l0￠g

第三回合 Turquav
几 己

GeⅡcva

lg50

Ig56

I960-lg6I

第四回台

第五回合

勺
＝

7
～

Dill0n 45

48

gg

ll7

第六回合

第七回合

第八回合

Ke『﹞nedγ
咳

rIbky0

Ig62﹣l967

Ig73-lg7g

】g86﹣lg94U『ugllay

關稅貿易總協定從成立到七○年代初

在關稅貿易總協定前幾個回合的談判中,資本主義大國用協

商和談判來降低他們的進口關稅’因此對他們之間貿易的擴張起

積極作用。2但是到了第六回台之後,各國之間削減關稅談判的

情況就有所改變。到了七○年代初,世界資本主義發生變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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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的關係也發生變化。

在二次大戰後的前二十幾年中貿易快速的增長’而貿易高速

增長又幫助資本主義國家高速度的擴大再生產。因此,使資本積

累得以繼績擴大。就像第三章中所討論過的’關貿總協在戰後這

二十多年能產生這樣的功能,最重要的原因是在這-段時間內’

資本主義大國內還不存在著嚴重的生產設備產能過剩問題。因

此,資本主義大國間市場的爭奪尚不很激烈。大戰結束後,美國

在工業品的牛產卜幾乎每－項都遙遙領先,沒有國家可以競爭得

過美國。美國從本國利益出發帶頭削減進口關稅’再要求其它國

家也削減關稅。戰後的西歐國家和日本也樂意台作’以求得在貿

易通暢下發展經濟和資本積累。今天美國有-些主流的經濟學家

或政治學家看到目前資本主義大國之間對市場的爭奪互不相讓的

l∣青況,常會對過去這-段歷史產生無限的∣∣霎念,希望各大國間可

以再次用談判來達成台作,但問題是在國與國之間矛盾不深時’

合作容易’當矛盾深化時,合作就困難了’這-點從七○年代初

以後的發展可以清楚看出。

在關稅貿易總協定中資本主義大國所享受的特殊利益

關稅貿易總協定在不同的回台中包括了不同的談判項目‧從

關貿總協幾個回台談判的內容中可以看出,關貿總協雖然宣佈了

-些基本原則’但是它從-開始就不是根據原則來處理事務。關

在六○年代初GAI丁的第五回合談判中（DillonRound﹚計畫將資本主義大

國之間的工業品貿易進口稅降低50﹪,到l963-lg67年的第六回台談判中

（KennedyRound﹚進口關稅再降33﹪,在這之後’隨著非關稅貿易障礙的

增加,關貿總協的注意力就轉向如何減少非關稅貿易的障礙。

勺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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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總協的決定總是從幾個資本主義大國的利益出發的。有關農產

品貿易的談判就是最好的例子’三、四年前台灣和中國為了要參

加國際貿易組織,台灣和中國各別與世界貿易組織中的重要國家

進行了多次談判,談判中的-個困難就是國際貿易組織所提出的

-個重要條件’這個條件就是要參加國際貿易組織就必須逐步取

消對本國農產品市場的保護,其中包括削減進口稅、取消進口限

額﹑和逐步取消對農產品的補貼‧

但是關稅貿易總協定從-開始直到第八回合談判之前,談判

的範圍都不將農產品貿易包括在內。在第八回台的談判中’幾個

資本主義大國還在爭執是否將農產品包括在降低關稅和取消補貼

的談判範圍之內。到第八回合談判結束世界貿易組織成立時’才

規定參加的國家必須逐步開放它們的農產品市場,這些決定都是

以資本主義大國的利益為優先考慮而做的﹙參見附錄四﹚。

關貿總協前七回合的談判只限於削減的工業產品貿易的關

稅’主要原因是美國和五○年代後的歐》∣l存在著農產品生產過剩

的問題。美國三○年代羅斯幅新政中的農業政策就是由政府來限

制產量,和保證農產品價格來解決牛產渦剩和農民收入過低的問

題‧因此如果從-開始關貿總協將降低農產品的進口稅也包括在

談判的範圍之內,則會使美國因農產品進口的增加而無法有效的

控制供給’也就無法保證它國內農產品的價格‧所以關貿總協就

根據美國利益來制定了它的第十－條款’這-條款免除農產品被

列入削減關稅的範圍‧緊接著第十-條款通過之後’美國就違反

了關貿總協不准設立進口限額的規定’而設置了乳類的進口限

額’美國這樣的作法使關貿總協第-次做出允許其它國家採取報

復美國行動的決定。

有關美國農業生產過剩的問題還要回到三○年代經濟大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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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這段歷史來看。第二章中談過’美國在經濟大恐慌時,因為農

業生產過剩,農產品價格下跌,農民生活困難。l933年在羅斯

幅新政下,國會通過農業調整法（AgriculturalA叮ustmentAct﹚。

這條立法主要是由政府來干預農產品市場的價格機制’政府政策

中包括限制生產量和通過政府對農產品的收購來提高農產品價

格,也就是用提高價格來給農民補貼。在l95l年時,這條法經

過修正變成美國保護它的農業的法律。在此法中的第二十二條中

規定:美國在過去或未來所參加的任何國際協定都不得違反這-

條,換句話來說’美國這條由國家所定的農業法駕於任何國際協

定之上。

在美國的經濟和政治的壓力下,關貿總協只好允許美國在農

業貿易上持有這個特殊權力’准許美國根據它保護自己農業的需

要來制定他的農業貿易政策。自此之後,美國除了乳類的進口限

額外’更設立了棉花、小麥、花生﹑燕麥等項農產品的進口限額

﹙Johnson’lg74: 50﹚。除了進口限額外’美國更用出口補貼來鼓

勵它的剩餘農產品的出口’在出口商將農產品用低價傾銷到國外

後,美國政府再將國內外的差價付給出口商作為補貼.

二次大戰剛結束時’西歐國家是美國農產品出口的主要市

場‧但是沒過幾年’西歐國家農業生產恢復後’也開始產生農產

品過剩的問題。lg57年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Economlc

Community﹚成立’到l962年共同體內的國家採取了共同農業

政策﹙CommonAgriculⅢraIPolicy ’簡稱CAP﹚。在這個政策

下’共同體內的國家在農產品貿易上彼此關稅優待,但對共同體

外的國家則繼美國之後,同樣採取用提高進口關稅、設置進口限

額、以及出口補貼來保護歐洲經濟共同體內國家的農產品市場。

資本主義大國在彼此競爭之外,也同時根據它們自己的利益而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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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支持。美國支持歐洲對小麥和乳類的保護’西歐國家則支持美

國對大豆和玉米的保護﹙Friedman, l993; 35）。上面已經提過,

到了六○年代底’美元因為國際收支上的不平衡’美元受到貶值

的危機。到了Ig7l年,美國宣佈停止美元兌換黃金時’它也同

時增加了農產品進口限額的項目,這樣為了維護本國的利益不經

協商的單方面決定’是美國-貢的做法,只是到了八○年代時’

這樣的作法就更變本加厲﹙參見附錄-﹚。

從這裡可以看到,關貿總協從-開始就沒有保持「自由貿易」

或「公平貿易」的原則’而是資本主義大國根據它們自身的利益

達成它們之間的各種妥協。五○年代時,美國政府為了支持小麥

的價格而收買了大量的小麥’在它援助歐洲的馬歇爾計畫中’曾

用小麥做為援助的物資。但是美國用小麥做為對歐洲援助時,它

顧慮到不要因為美國小麥的供給而阻礙西歐國家農民恢復小麥生

產’所以它不採用低價傾銷的政策‧後來美國也同樣用小麥做為

援助第三世界國家的物資,但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援助’美國就不

顧因為它的低價小麥傾銷對污些國家農業生產的負面影響。從五

○年代起,美國將小麥運到從來都不吃小麥,而且在糧食上可以

自給自足的第三世界國家。結果只在二十年的時光,美國的小麥

在相當程度上取代了第三世界國家當地生產的-些穀物’因而使

得這些國家依賴進口的糧食’當援助停止時’它們就成了世界小

麥市場上的主要顧客﹙Friedman’】gg3:38﹚。

在關稅貿易總協中’資本主義大國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在對

付發展落後國家時總是聯合在-起‧除了農產品之外,資本主義

大國沛日聯合起來用進口限額來抵制第三世界國家紡織品的出

口。早在l962年’關稅貿易總協就已經設立了對棉紡織品進口

的限制‧ lg7l年時,美國的人造纖維紡織品的進口比前-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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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8﹙）﹪’在美國的政治壓力下,日本﹑台灣﹑南韓、和香港

同意「自動」限制人造纖維紡織品出口‧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llnity ’簡稱EC﹚也在l975年時對台灣的人造纖維紡織

品設進口限額。

lg7￠年時,在資本主義大國的壓力下,第三世界紡織品出

口國家又分別與資本主義大國簽訂多種纖維品安排﹙Multi﹣Fibre

Arrangement﹚。這時資本主義大國抵擋不住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紡

織品的競爭’它們因此不顧關貿總協不允許進口限額的規定,單

方面決定用進口限額抵制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紡織品的出口。在這

個多種纖維品安排下’資本主義大國設立它們從各別第三世界國

家進口的各種紡織品的限額,這個安排在開始時’只是資本主義

大國用來保護國內的紡織工業的臨時辦法,當時這些大國提出的

理由是限額可以給它們國家的紡織業-段緩衝時間來做調整,但

是這個所謂臨時的安排並沒有在短期內廢除‧

到了七○年代初生產設備產能過剩再度明顯化後’不但資本

主義大國國內的經濟和政治產生了很大的變化,而且它們之間的

關係也發生變化。因此到了七○年代初之後,國際金融貿易組織

的功能也為了適應這個新的情況而產生了變化。雖然從－開始在

國際金融貿易組織內落後國家與資本主義大國之間從來就沒有平

等可言,在重要的議題上資本主義大國總是聯合起來對付第三世

界國家’但是到了七○年代世界市場競爭更加激烈時’資本主義

大國（尤其是美國﹚所採取的手段比之前任何時候都更具侵略性

﹙參見附錄-﹚。



第四章戰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 】07

以美元為中心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第三節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資本主義建立起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

金融貿易體系’在各資本主義大國經濟成長下’這個世界體系促

進了他們之間的台作的關係‧在這個體系下,美元與黃金維持固

定的比率,各國的貨幣也與黃金維持固定的比率,以此來維持各

貨幣間的固定匯率’美元成為國際間交易的媒介和記帳單位’美

元也成了各國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美國承諾任何時候持有美元

的中央銀行都可以用三十五美元換取-喃黃金。而且美國又是當

時最大的經濟強國,並且持有世界黃金儲存量的70﹪,所以美

元就成了世界貨幣。國際貨幣基金是這個國際金融體系的決策

者’而國際貨幣基金又是由幾個資本主義大國所控制’大國中只

有美國有否決權’所以基金的決策沒有美國同意是無法通過的。

在這段日子的前十年中’美國在所有的產業中都是遙遙領

先,因此除了美國對它本國的農業保護外’它都樂意降低它的進

口關稅‧美國帶頭削減關稅對它自己有利’其它資本主義發達國

家跟隨在後。因此在七○年代前’各國的進口稅不斷的下降。在

固定匯率和低關稅下,促進了國際貿易與跨國資本的流通,進-

步促進經濟成長。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資本主義世界成了美國-國獨霸的局

面’英、德、法、日各國都沒有能力向美國挑戰。美國除了它在

經濟上的霸權外,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它在政治上和軍事上也是

-國獨霸。在美國獨霸的局面下,別的國家同意用美元做為世界

貨幣。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都以會員的身分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

的約束。在國際貨幣基金的約束下’各國靠買賣美元來維持自己

貨幣不超過l﹪的升值或貶值的固定匯率。因此’國際貨幣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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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達到維持固定匯率的功效。

在戰後這二十多年中’資本主義的這個體系雖然相當穩定’

但是也發生了好幾次金融危機’只是與近年的危機相比較要輕微

得多,而且範圍也小得多。固定匯率除了因為美國境外的美元先

是過少,後是過多所引起的問題外,也發生了因私人資本的流動

而引起的-些國家的國際收支危機’這樣的危機到了這個體系的

最後十年,變得比較頻繁起來。

在固定匯率下’國家用買賣外匯來使匯率上下變動維持在

l℅之間。當美元進入-個國家時要換成本國貨幣,而導致本國

貨幣升值’如果要保持固定匯率’則中央銀行就要用本國貨幣來

購買美元。反之’如果有資本流出,本國貨幣要換成美元而使本

國貨幣貶值’中央銀行為了維持固定匯率則要出售美元。在五○

年代時,除了美國之外’其它國家還沒有取消外匯管制’所以私

人資本的流動是在國家限制之下進行的。大部分西歐國家到

l958年底才取消外匯管制,允許外幣與本國貨幣之間的兌換‧

日本則是到了lg64年才允許外國貨幣和本國貨幣之間的自由兌

換‧因此,國際間私人資本的流動量在五○年代時還是很有限

的‧

跟隨著美國跨國公司到國外投資,歐洲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

量也跟著增加’國際間的私人資本的流動量增大。到了六○年

代,私人資本更隨著管制的取消而活躍起來,或者可以說私人資

本活躍起來使得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管制國際間資本的流動變得困

難’因此成為取消管制的原因‧當私人資本（美元﹚進出-個國

家數量增大和次數頻繁時,維持固定匯率就比較困難。除了因直

接投資帶來的資本流動外,也有投機資本的流動‧在國際貨幣基

金的規定下’各國中央銀行要維持固定的匯率,但是在特殊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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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可以將它本國的貨幣貶值。因此’當-個國家發生國際收支的

逆差時,投機的資本就將以這個國家貨幣為單位的資產﹙像股

票﹑債券﹚賣掉,等到這個國家的貨幣貶值後,再買回來’以便

從這之間謀利。

在固定匯率下,-個國家如果發生了國際收支不平衡時,投

機的資本就可以趁機會介入’投機資本的介入可能在這個國家尚

沒有足夠時間來調整國際收支不平衡時,迫使這個國家不得不將

它的貨幣貶值而造成危機。像l961年英國的貿易發生赤字’投

機資本就以英鎊為單位的資產賣出,這種對英鎊的衝擊-直繼績

到l967年英鎊宣佈貶值為止‧到l96g年’法國的法郎也受到同

樣的衝擊。投機資本對-個國家的貨幣所能產生的衝擊與近年相

比較是要小多了’但從這些例子,我們不難看出戰後的世界資本

體系的內在矛盾。也就是說固定匯率和關稅的減免促進了國際貿

易和國際間資本的流動’但是當國家對資本流動的限制大部分取

消了之後’貿易額和資本流動規模就隨著擴大,這時要維持固定

匯率也就越來越困難。

所以早在美國單方面宣佈它不再接受美元兌換黃金之前’這

個固定匯率的體系已經發生動搖。除了上面所說的因為投機資本

而引起的國際收支危機外,到了五○年代中之後,西歐國家的經

濟早已經復原,並且緊追在美國之後。到了六○年代中’日本的

經濟也趕上了美﹑歐。因此到了六○年代’美國戰後-國獨霸的

局面已漸漸不能維持‧美國在貿易上的出超不再能繼績支持它在

世界各地的投資和維持它在海外軍事基地的費用‧六○年代中之

後’美國的貿易更因為它侵略越南戰爭而產生大量的逆差’其它

資本主義國家對美元的信心早就開始動搖’美元貶值已經不可避

免’只是時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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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根究底,二次大戰後以美元為中心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能

夠維持固定匯率和將關稅不斷的降低’都是因為在這一段日子

中,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中不存在著大量剩餘的生產設備的產能’

因此國與國之間不必做你死我活的競爭。也就是因為這樣,才可

能使國家之間在競爭中達成合作的關係。除了世界上不存在著大

量的剩餘生產設備這個基本的條件之外,就是在各資本主義大國

間,美國在經濟上遙遙領先‧因此’國際貨幣基金和關稅貿易總

協的成功並不是只要將幾個大國湊在-起用談判就可以達成的,

這兩個國際金融貿易組織是在戰後這個特殊的客觀環境下’達成

了它們輔助戰後經濟繁榮的功能。而這樣的客觀環境是必然會改

變的’世界資本主義的生產設備產能再度過剩’美國逐漸失去他

在經濟上-國獨霸的局面,而歷史就正是這樣的發展的。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戰後資本主義大國曾有做過貫施凱

恩斯國際經濟政策的嘗試。但是美元究竟不是國際貨幣,國際貨

幣基金也不可能承擔得起世界中央銀行的功能。凱恩斯的國際經

濟政策與他的國內經濟政策對戰後這二十多年的繁榮都有積極的

影響,但是這-段比較穩定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卻是上面所說的

特殊的客觀環境下才有可能責現。因此’凱恩斯政策對戰後的安

定繁榮有-定的貢獻,但是這些政策卻不是戰後繁榮的主要原

因‧戰後前期資本主義的繁榮是因為在這-段日子中’資本沒有

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憂慮。到了七○年代初,世界產能過剩的問

題再度明顯化後,凱恩斯國內政策和他的國際政策就失去了它們

曾有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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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戰後前二十年落後國家的發展

在本國資本家與帝國資本的競爭中,本國資本家處於極鳥不利的

地位。在受壓迫的國家中本國資本家能扮演進步角色的可能性更

降低了。

ElizabethDoreandJohnWeeks,‘℃lassAllianceandStluggleinPeru,,,

Lα／〃A加2〃cα〃PeγJpeα／veJ,Summer, lg77

所謂出口導向工業化顯然就是台灣國際加工基地化。

劉進慶著《台灣之經濟》

在導論-開始時,我就說明了寫這本害的目的是為了要對

「全球化」提出與主流不同的分析,這個分析不僅是要對過去二

十多年中「全球化」的發展做解說’並且要分析「全球化」所產

生的影響‧這影響包括了「全球化」對落後國家發展的影響。事

責上落後國家的發展問題,和它們的發展如何受到「全球化」的

影響是我最關心的課題‧因此也可以說因為要瞭解落後國家的發

展’所以對「全球化」提出了與主流不同的分析‧為了分析「全

球化」對落後國家的影響,我們則必須分析落後國家在戰後前期

的發展,這-章主要的內容就是對這些國家在八○年代前的發展

做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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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戰結束到七○年代初的-段日子內,除了少數國家﹙但

佔人口的大半﹚經過革命成功而進行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外,大

多數發展落後的國家選擇了資本主義發展,在發展資本主義的總

方向下’其中大多數又採取了進口替代的發展策略。這些落後國

家想要模仿十九世紀美國和德國及戰後日本的發展經驗’用限制

進口來完成自己國家的工業化;另外有少數幾個國家﹙或地區﹚

則是採取了用發展出口來帶動經濟的成長,像南韓、台灣、新加

坡﹑和香港。在八○年代進入「全球化」後,採用進口替代策略

的國家的經濟全盤破產,這-點將會在第八章中討論和說明。事

貢上,採取進口替代來發展經濟策略的失敗和「全球化」是-件

事物的兩面, 「全球化」可以進╴步擴張就是因為這些國家放棄

了進口替代的發展.換句話來說,只有在採用進口替代發展國家

解除了它們對本國經濟的保護後,「全球化」才能夠快速進行。

在八○年代之後,落後國家完全放棄了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希

望’這時幾乎所有落後國家都將它們的經濟開放’希望用發展出

口來帶動本國的經濟成長。

導論中在論述「全球化」時,我說明了今後世界資本主義發

展可能有幾種不同的變化,但是不論今後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如

何’對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來說,它們想再去獨立的發展資本

主義該是非常困難的。當今有-些學者’當他們看到在「全球化」

下,發展落後國家被迫取消各種對本國經濟的保護’有礙污些國

家長期獨立自主的經濟發展,他們因此提出落後國家應該學十九

世紀的美國﹑德國和戰後的日本用進口替代來發展經濟,我認為

提出這種論說的人必須要去探討戰後貫行進口替代發展的經過,

和去分析這種策略失敗的原因﹙參見附錄六中對韓德強的批

評﹚。這-章的第-節討論拉丁美洲國家這-段發展的經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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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節討論與這個發展策略相關的依賴發展理論,第三節提出對依

賴發展理論的批判。

在八○年代的「全球化」開始之前,有少數國家﹙地區﹚採

取用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它們的經驗若以國民總生產的增長速

度作為衡量標準的話,的確是成功的。所以用出口來帶動經濟成

長在「全球化」後’就成了所有發展落後國家都想要模仿的典

範。這時美國學術界的菁英在大肆宣揚華盛頓共識時’就把台灣

和南韓說成是 早責行新自由主義的成功例子。但是台灣和南韓

的發展並不是依靠自由市場的調節來發展的’它們的發展跟第二

章中所談到的日本有相似的地方’它們的發展成績是與國家的策

劃、干預和贊助不能分開的;因為這樣的宣傳不符合事責,所以

已經受到-些反駁﹙瞿宛文, 2003:第七章﹚。這-章的第四節

將把台灣和南韓的發展放在當時﹙五○年代到七○年代﹚的政治

和經濟環境中去討論。在八○年代之後’台灣和南韓在「全球化」

的壓力下’被迫作了許多改革,這些改革說明了在世界大環境的

改變後’不但想要用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的國家不可能重覆台灣

和南韓的發展經驗’就連台灣和南韓也不可能沿著過去的途徑來

繼績發展。在第五節中將對台灣南韓這種模式的發展做批判,提

出這種模式帶來的經濟成長必須要付出很高的代價,並說明長期

的永績發展與短期的經濟成長是不同的。

︽六行

弟╴貝p 進□替代發展策略的經驗

大戰結束後’亞洲和非洲許多前殖民地剛剛獲得獨立的國

家’以及在十九世紀就爭取到獨立的國家’都急著要發展它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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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它們希望能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取得自主性’不再依賴它們

在殖民時代的宗主國.在戰後這-段日子裡,這些經濟發展落後

的國家有追趕前進的決心,對未來充滿了希望,那是跟今天非常

不同的-個世界。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前二十年’世界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經

濟尚未進入危機,發展落後國家有-段比較獨立的發展資本主義

的經驗‧它們這二十年的發展雖然最終失敗’但是對這-段發展

的分析在今天仍然是非常重要,因為痘些國家所用的進口替代發

展策略’和與這個策略相關的依賴理論,對-些國家’像今天的

中國’還是有-定的吸引力﹙參見附錄六﹚。現今╴些談經濟發

展的論述對這-段的發展只是稍提-下’但是不做分析’有的論

述甚罕連提也不提’好像這段歷史從未發生過。在主流的經濟發

展論述中對依賴理論的處置好像把它看成是六、七○年代時曾經

時髦過的’但是不知道到什麼時候和為什麼原因拋棄了。但是依

賴發展理論中所用的「中心」和「外圍」-類的詞句卻還時常出

現,但是這些詞所代表的意思又不是很清楚。

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前二十多年中,無論是剛從殖民地

獨立出來的國家,還是在十九世紀就已經獨立的國家,都希望在

經濟上取得獨立的發展’這些國家的執政者非常有信心的認為他

們可以擺脫資本主義大國的控制,用國家的力量來扶植私人資本

的發展’以便完成由國家主導的工業化。在戰後的二十多年中’

許多發展落後國家﹙特別是拉丁美洲的-些國家﹚嘗試獨立的發

展資本主義,它們的努力得到-定的成果’但是到了八○年代中

以後,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完全放棄了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意願和

希望。這不是-件偶然的事,因此有必要再進-步探討‧在以下

的討論中’以-些拉丁美洲國家發展的具體例子來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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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五○年代到七○年代初的進口替代發展

拉丁美洲的許多國家想要獨立的發展資本主義並不是在二次

世界大戰後才開始。早在三○年代,當世界資本主義面臨經濟危

機時,美國和西歐國家在危機中無暇它顧’拉丁美洲國家反而有

了它們發展資本主義的機會。在經濟大恐慌時,美國和西歐國家

的生產大幅下降’所以這些國家從拉丁美洲國家進口的原物料也

跟著急速下降。拉丁美洲國家因為它們的出口大幅下降,因此沒

有足夠的外匯來進口工業品。這樣的發展反而給拉丁美洲國家因

為它們所需的工業品缺無’而有發展自己的工業的機會。從經濟

大恐慌開始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十幾年中,拉丁美洲國家發展

了自己的紡織業﹑製鞋業、食品加工業和輕化工業等,初步完成

它們的工業化﹙BurbachandPlynn,lg80:95－96﹚。

隨著輕工業的發展又進-步帶動了交通運輸和金融業’也發

展了教育和研究的系統。輕工業的發展供給了農業所需要的現代

化的生產資料’也逐漸促進農業的生產,在工業和農業發展下’

擴大了國內的內需市場。到了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拉丁美洲國

家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有了初步的基礎,但是這基礎還是相當的

薄弱‧隨著工業化’拉丁美洲國家內的階級結構也起了變化’本

地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逐漸擴大。由資產階級所組的國家也有

-定的力量,這些國家的執政者有很強的意願要繼績採用進口替

代策略來獨立發展資本主義。在他們的推動下’l948年聯合國

在經濟社會理事會之下’設立了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Economlc

CommissiononLatinAmerica ’簡稱ECLA﹚。拉丁美洲經濟委員

會的目的就是要發展拉丁美洲國家和這個區域的資本主義‧

進口替代發展的策略主要是用進口關稅或進口限額來保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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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工業,就像當年發展落後於英國的美國和德國-樣’美國和

德國在工業生產上無法與先進的英國競爭’因此如果對英國的工

業品進口不加限制’自己的弱小工業在進口的英國產品競爭下’

就不可能發展起來。美國和德國的資本主義就是用保護貿易政策

發展起來的’等到它們自己的工業發展起來後再開放進口。戰後

的日本也是用進口替代的發展策略來超越美、歐的‧

在拉丁美洲’將重要企業國有化是進口替代發展策略中的-

個重要部分‧發展落後國家除了將許多外資企業收歸國有外,並

用國家資本成立了大型的國有企業。因此重要的企業像能源、電

信、交通等企業都羼國有。這些國有企業通常都是以低價來供給

其它私有企業,虧損部分由國家補貼‧私人企業在國家的補貼下

享有低價的能源和交通運輸’因此有助於私人資本積累。

將-個私有企業國有化或是將╴個國有企業私有化,都是靠

著政治力量來改變-個企業的所有制。關於國有化或私有化的決

定並不基於現今-般所談的經營效率的問題’私有企業可以有效

率或是無效率,國有企業也可以有效率或無效率’不能說私有企

業-定有效率或國有企業就-定無效率。像台灣的電信局、鐵路

運輸都曾被認為是非常有效率的企業。還有像南韓的國有綱鐵公

司﹙PohangIronandSteelCorporation ’簡稱POSCO﹚被評價為

世界上最有效率的綱鐵公司‧美國鋼鐵公司﹙USStcel﹚還送人

去POSCO接受培訓（Amsdenl989:29l﹚在六○年代和七○年

代時,美國的-些大型私人公司,像幅特汽車公司和IBM等,

都是非常沒有效率的私有企業。

同時當我們談到效率問題時,我們還必須談到底什麼是效

率。譬如-個發展落後國家工業化時需要電力,假設這個國家沒

有足夠大的私人資本可以蓋起-個大的發電廠,那麼是等私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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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發展到-定的規模再來蓋-座﹙私有的﹚發電廠呢?還是國家

用稅收來蓋-座﹙國有的﹚發電廠呢?還是歡迎外資來蓋-座

﹙外資所有﹚發電廠呢?

在這樣的情況下’第-種選擇顯然不智,而在第二和第三種

選擇之問,-些經濟落後和政治受外國控制的國家往往沒有選擇

的餘地。像拉丁美洲的國家在二次大戰前和大戰剛結束時’它們

的石油生產和金羼和非金屬的礦產都是外資所有。若是只按個別

企業來說’-個外資所有的企業可能非常有效率’因為這些接受

外資的國家在政治上沒有力量’因此他們的政府對外資企業無法

做什麼規定或限制;外資可以付本地工人低工資’將工作時間拉

長’給工人很不好的工作環境,和將污染廢料隨意丟棄不作處

理。這樣的經營方式都可以降低成本’以及增加這個企業效率。

還有新開採的礦山含礦量高也是外資企業有效率的另-個原因。

資本主義大國的資本家在發展中國家還常投資於電力、煤氣、鐵

路交通這樣的獨佔企業’因為沒有競爭,而當地政府對價格有沒

有限制’所以利潤很高‧另外不可否認的是外資常常掌有新的技

術‧

但是對-個想要發展自己經濟的國家來說,只注重個別的外

資企業效率的高低’並不見得有利於它整體的發展‧因為-方

面’外資企業所開採的礦產往往都是運到國外而不是為本國工業

所用﹙石油生產就是 好的例子﹚。另-方面,高價的電力和高

價的交通運輸都不利於本國的資本積累,所以在二次世界大戰之

後’從殖民地獨立出來的國家,還有其它早先已經取得獨立但在

政治和經濟仍受資本主義大國控制的國家’都極力要爭取它們政

治上和經濟上的獨立。這些國家將許多外資企業收歸國有,拉丁

美洲和亞洲的許多國有企業都是這樣開始的。在進口替代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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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下’國有企業對整體的發展有很大的幫助’因此從總體著

眼,就不能說這些國有企業沒有效率。

還有必須要指出的是’-般國有企業都常要經過立法過程’

對資本有比較嚴格的規定和限制.國有企業不以謀取 大利潤為

目的’它的僱員是給國家工作的’因此在工資和幅利上’像工作

權﹑健康保險和退休等都有-定的保障,這些都是國有企業優越

的地方。所以－個企業是否有效率’要看效率該如何去衡量。可

以單從一個個別企業來看,也可以從這個企業對資本積累的幫助

和總體發展來看,也可以從這企業員工的利益來看。當然在許多

國家中,國有企業只有其名而已’像在-些國家中’國有企業都

是由統治者和他們手下的官僚控制著’這樣的企業就失去了國有

的性質。

在進口替代發展策略下’許多拉丁美洲國家都能達成穩定的

和高速度的經濟成長。以墨西哥為例’在這段日子裡’它的國民

生產毛額每年增長6.8﹪,年通貨膨脹率維持在4﹪以下,而且

墨西哥的披索與美元維持固定匯率長達二十二年之久。墨西哥這

段時期的經濟發展常被稱為它的黃金時代。在進口替代的發展策

略下’墨西哥除了對進口商品課以關稅外’並且對進口商品的項

目和數量加以限制。這樣的政策是用來抵擋外來競爭以便保護本

國的工業。在進口限額的政策下’政府規定進口必須要申請執

照’政府根據發展的需要來審核申請進口的項目‧從lg56年到

l970年間,墨西哥需要執照的進口工業品佔總工業品進口的比

例從l7.7﹪增加到683﹪.墨西哥也將重要企業國有化以便增

強本國資本對外資的抵抗。這樣的發展策略是由國家主導的工業

化發展’在國家的計畫和保護下來發展各種重要工業。國家並同

時用總體經濟政策來調節經濟’以便保持經濟的穩定﹙More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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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ss, lg9￠: l07╴l43﹚

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除了日本之外’其他國家用進口替代

來發展資本主義雖然取得-定的成果,但是-直到七○年代底’

它們並沒有能在經濟上取得獨立’因此在政治上也就無法得到自

主,不成功的原因很多, 主要的原因是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與

國際壟斷資本相比較力量太薄弱’資產階級的薄弱也就等於是由

資產階級所組成的國家力量薄弱。因此在「全球化」開始後,他

們經不起國際壟斷資本的攻擊’在外債的壓力下’他們被迫放棄

了戰後前-時期進口替代的發展策略。在本害的第八章到第十章

中’將再進-步討論和分析大戰後落後國家發展資本主義的經

驗。這-章的下-節先要討論與戰後拉丁美洲國家採取進口替代

發展策略相關的依賴理論’從第三節所提出的對依賴理論的批判

中’也可以認識到進口替代發展策略失敗的原因。

進口替代發展策略與依賴理論

﹙DependencyTheories）

第二節

依賴理論（DepcndencyThcories也可譯為庸羼發展理論﹚。

這個學派主要是研究落後國家﹙特別是拉丁美洲國家﹚經濟發展

的問題。換個角度來說,這個理論是要說明落後國家經濟不發展

的原因。在七○年代時,這個理論曾經盛行-時,而且它常被認

為是站在發展落後國家立場為這些國家打抱不平的理論。在今天

討論經濟發展和「全球化」時’卻很少再被提起。我認為對這個

理論的討論和批判仍然是必要的’因為依賴理論不僅是存在於抽

象的層面,它與進口替代發展策略也有關聯。進口替代的發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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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國家貫行了二十年之後,完全失敗了.我認為要瞭解失

敗的原因可以從認識依賴理論開始。

在討論之前,先要說明依賴理論中又分了好多支派,所以並

沒有-個可以代表所有支派的完整理論’也要說明這裡並沒有要

對依賴理論中的各派系之間的相同或相異的地方做比較。雖然依

賴理論的各派中有分歧’但是有它們之間的－些共同特性‧簡短

的說:它們-致認為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與發展落後國家之間存在

著-種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發展

﹙deve】opmcnt﹚與落後國家的不發展﹙Underdevelopment﹚乃是

-體的兩面’都是資本主義在世界上發展的結果。依賴理論認為

資本主義高度發展國家與未發展國家之間的交換關係不平等,他

們用這種不平等的關係來解釋前者對後者的剝削。發展落後國家

自己不能生產工業品,造成他們對先進國家進口的依賴’落後國

家的出口多限於原物料和-些熱帶農產品,而工業產品與原物料

的交換比價越來越不利於落後國家‧因此從交換中’發達國家從

落後國家吸取剩餘價值‧剩餘價值從落後國家轉到先進國家促進

它們的經濟發展,落後國家因為失去了剩餘價值’資本不能積

累’因此不能發展。

AndreGunderPrank是依賴理論中的-個支派,他指出拉丁

美洲國家只有在美、英和其它西歐國家發生戰爭時’或者在先進

國家因為國內經濟危機無暇它顧時》才稍得喘息的機會,才有可

能發展-些以內需為主的工業。Frank的另-看法也值得-提’

他批判當時-些主流派發展理論中的-個論點’這個論點認為落

後國家與外來資本接觸愈多的地方﹙像-些大城市’如巴西的聖

保羅等﹚,經濟愈發展,但是跟外來資本接觸較疏遠的窮鄉僻

壤’經濟則愈形落後。這樣的說法是要證明外來資本可以給某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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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帶來發展。法蘭克反對這樣的說法’他認為世界資本主義已

經延伸到世界的每-個地區的每-個角落。在拉丁美洲-些最貧

窮的地方’像以前產糖勝地西印度群島’和巴西北部的礦區

﹙MinasGerais﹚在歷史上都是和歐美資本主義大國接觸最密切的

地方。當初帝國征服殖民地就是為了當地豐富的礦產資源,或是

為了適合生產糖、咖啡、熱帶水果的氣候和土壤,當這些地區的

財富-旦被吸取乾淨’歐美資本主義大國就撤走到別的地方去搜

刮’並沒有在當地留下任何發展成果的痕跡’Prank這樣的看法

是跟歷史現責相符合的。

依賴理論的-支派是由巴西的FernandoH.Cardoso代表的

庸屬性的發展論點’Cardoso認為落後國家的發展是庸屬在先進

國家之下,他認為在庸屬性的發展下,庸屬的國家並不是不發

展,但是它們的發展是帶有庸羼性的或是依賴性的‧他認為這樣

的發展雖然沒有獨立性’但附屬在帝國之下’－個經濟發展落後

的國家還是可以發展它的經濟,也就是說雖然弱小國家受強大國

家的控制,但卻可以因此得到很多好處﹙參見王春根﹑鍾望

如﹚.Cardoso是巴西的上任總統,這個曾經在過去被認為是個

進步的年輕知識分子,最終投降於強大的國際資本和美國的威嚴

之下‧九○年代末,在經濟危機中’巴西被迫接受國際貨幣基金

的貸款和-切附帶的苛刻條件, Cardoso就要執行由基金所強制

的結構!∣生調整措施中﹙S【ructura】Ad】ustmentProgram’簡稱SAP﹚

各項對巴西制裁的條款‧有些曾經追隨過他的知識分子不免為他

的下場感到遣憾’但如果追朔他的思想根源’我們不難發現他從

來都認為落後國家可以從國際資本那邊得到這樣或那樣的好處,

那麼Cardoso從-個尚稱進步的知識分子,-轉身就變成為跨國

資本服務的官僚這樣的發展也就不足為l∣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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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

桔
弟 對依賴理論的批判

在左派的論述中,對依賴理論有不同的批評’Tom

Bottomore在他所編的馬克思字典裡總結了對這個學派各種批

評:依賴發展理論有-個自己跟自己兜圈子的問題’因此很難說

明控制和被控制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說,如果強國之所以強是因

為它對弱國有控制權’因此可以從弱國抽取剩餘價值的話’那麼

就很難說明為什麼從開始強國對弱國就有控制權‧在總結中’他

的另-批評是:此學派對剩餘產品﹙剩餘價值﹚的吸取是從國與

國之間的關係來分析,但是剩餘價值的產生和分配應該包括階級

之間的關係。依賴發展理論不講從開始剩餘價值如何產生’只講

剩餘價值在交換中如何分配﹙Bottomore’l983: ll5﹚。

馬克思主義者對依賴理論學派提出很多的批判﹙這裡有必要

說明’依賴理論學派中也有人自認和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 ,

這些文章中的討論和批判就是圍繞著拉丁美洲的發展方向問題。

因為有關這-學派的討論和批判不是抽象的’而是跟拉丁美洲的

責際發展路線的鬥爭有密切的關聯。因此可以從拉丁美洲知識分

子思想上的鬥爭中’看出他們所提出的不同的發展方向。其中有

幾點,對我們目前要討論落後國家發展的問題有關聯’下面提出

來做進-步的討論。在這裡來討論和批判依賴理論’不是要將問

題扯遠了’而是要在進口替代發展策略失敗後’再回頭來分析在

戰後前-時期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落後國家是否曾經有發展

自主性的資本主義的可能’和探討這樣發展在八○年代「全球化」

開始之後’這些國家放棄了發展自主性的資本主義的原因‧

這裡討論的目的不是為了學術上的研究’而是為了找出依賴

理論和落後國家用進口替代發展策略之間的關係’以及找出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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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中所存在的問題,以便加以批判‧所以上面對對依賴理論的

分析並沒有將各個派系做比較。在對依賴理論的批評中,也同樣

存著不同的著重點’這裡只對批評依賴理論各派都認同的-點提

出,這個批評指出依賴理論只在流通領域談剩餘價值的分配,從

對剩餘價值的分配﹙轉移﹚來談國與國之間的剝削關係,但是要

認識剩餘價值的產生和分配必須要瞭解階級之間的關係。依賴理

論不講剩餘價值在牛產領域中如何產生’只講剩餘價值在國與國

之間如何進行分配‧

依賴理論在戰後落後國家發展方向上有重要的影響’因為如

果落後國家經濟不發展是因為這些國家與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在交

換關係上剩餘價值被佔據了,那麼解決的辦法就應該集中在改變

它們與列強之間的交換關係上’而不必去分析發展落後國家內的

生產關係和階級關係‧換句話說’按照這樣的分析會得到的結論

是:在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中’它們的資本雖然弱小,但是它

們可以用國家的力量、用保護本國市場的政策來抵制外來的競

爭,它們可以用保護貿易和對外資的限制’來防止剩餘價值外

流。從而獨立的發展出有自主性的,而不是依賴性的資本主義。

因此,這個學派的理論就成了落後國家（特別是拉丁美洲國家﹚

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實行進口替代發展政策的理論依據。因為如果

對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依賴是不發展的原因’那麼斷絕依賴就應

該可以II偵利發展資本主義‧

對依賴理論的批評中,主要都著重批判這個理論對落後國家

的社會’不做階級分析。在ElizabethDore和JohnWeeks的論述

中’他們分析了秘魯的社會’在分析中他們對依賴理論提出嚴厲

的批評（DoreandWCeks’l977﹚.他們分析了秘魯的資產階級中

不同的成分’他們說到了七○年代後半,秘魯以資本主義的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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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為主的發展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在這幾十年中’資產階級

內的不同成分都想根據他們自己的特殊利益來享握國家的政權。

Dore和Weeks認為對資產階級的內部應該做區分’這個區分是

要根據他們在生產中的物質基礎和他們在政治上所扮演的角色來

決定。他們認為秘魯國內的大商業資本家是資產階級中的買辦資

產階級,他們主要是作為外國資本和本國市場之間的媒介。資產

階級的這-個階層的活動是屬於流通領域,因為他們不在生產領

域內’所以他們和外資之間沒有矛盾,事寅上他們就是依靠外資

而存在的。在秘魯資產階級中有民族資產階級的成分’這-階層

的資產階級在本國境內從事生產活動,他們包括大型的壟斷資

本’也包括比較弱小的資本。這些資本集中在製造業和礦業,其

中也包括魚產加工、金屬加工和製糖等業。

Dore和Wecks為民族資產階級跟外資之間在市場競爭上有

利益上的矛盾,因此他們可能會有反帝的進步性。但是因為他們

在很多方面無法獨立於國際資本,所以他們反帝的-面常常是軟

弱的和動搖的,這兩位作者因此認為左派反帝的鬥爭不能由資產

階級來領導。他們從秘魯的發展歷史中’認識到民族資產階級雖

然與外資有利益上的矛盾,會有反帝的可能’但是他們的反帝不

可能徹底。他們也看到民族資產階級的反帝只是要解決他們和外

資之間的矛盾’但是這個階級就是靠對工農的剝削而存在的’因

此他們不可能去解決階級之間剝削的關係,他們所站的階級地位

就決定了他們不可能發動群眾來反對帝國主義。

我同意Dore和Weeks的分析’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拉丁美

洲的反帝運動是由資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在反帝的運動中不

但不聯合工人階級和農民,反而鎮壓他們。工人階級和農民不可

能在這個鬥爭中得到解放’因此他們的力量也就發揮不出來‧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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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就是因為這個資產階級的軟弱所以反帝的運動中就不

可能成功,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雖然在戰後曾經要排除外資的影

響’但是到目前為止’除了極少數例外’他們都向國際壟斷資本

全面投降了。根據他們本階級的利益’他們發現與外資合作要比

與外資對抗有利的多。拉丁美洲國家資產階級放棄了他們對外資

的抵制’放棄了要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希望,因此也放棄了進口

替代的發展策略。到了八○年代時’他們幾乎完全屈服在壟斷資

本所策劃的「全球化」之下。這-點在第八章中還會作進-步的

分析‧除了拉丁美洲之外’其它落後國家資產階級也同樣投降於

國際壟斷資本。但是也有好幾個忠心於國家和人民的資產階級的

領袖’當他們拒絕與外來資本妥協時’就被代表壟斷資本的帝國

用武力給剷除了’像巴拿馬OmarTorrijos和厄爾瓜多Jaime

Roldo,s的下場就是兩個例子‧

上面談到對依賴理論 主要的批評是它不從階級關係中談剩

餘價值的產生’而只在交換中談剩餘價值的分配。我認為我們可

以在這-點上對依賴理論做更深入的批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

是-個剝削的關係’剩餘價值的產生是資本對勞工的剝削而來

的‧因此’從落後國家抽走的剩餘價值必須要經過落後國家內的

這-層剝削關係﹙外資或本地資本的剝削﹚才能完成‧也就是說

落後國家的國家和它們的資產階級是帝國將-個國家的剩餘價值

抽走中的-個重要環節’沒有這個環節就無法保證整個帝國主義

的剝削機制得以完成‧

事實上從發展落後國家抽走的剩餘價值並不只限於外國資本

-個例子就是拉丁美洲A】IianPopularRevolucionariaAmericana（APRA﹚

所領導的政治運動。這個反帝運動對工人階級和農民強加控制’因此無法

發揮反帝的力量（Dore﹑eta】,edl977:2﹣4﹚。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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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賺的利潤和利息’也不只限於要付給外國資本專利權使用的費

用等。從落後國家抽走的剩餘價值也包括了本國資本家和統治階

級將私人資本運到國外去的部分。據-個估計’落後國家從

l973年到lg86年間外債增加了-兆美元,其中有兩千萬美元,

又從這些國家轉移到國外去避險﹙Wachtel, l988: 263﹚。像菲律

賓的大獨裁馬可仕在瑞士銀行存了幾十億美元的存款,而菲律賓

的勞動人民卻為了這幾十億美元擔上了沈重的外債,多少年來’

本上加利和利上加利總是還不清’與這相同的例子還多得不勝枚

舉。

在依賴理論提出之後,在這個理論中的許多用詞’像「中心」

和「外圍」﹙或邊陲﹚等,在七○年代時’不但在討論落後國家

發展的文獻中流行起來’甚至使得許多人都很自然的用起「中心」

和「外圍」-類的辭句來形容-種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中心有

權’外圍無權’中心可以支配’外圍只有被支配。「中心」和

「外圍」的用詞很適合用來形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和落後國家之

間的關係。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是殖民時代的宗主國’在殖民地時

代它們有全權來支配所屬於它們的殖民地的發展。殖民地的生產

是決定於宗主國的需要,宗主國並且將殖民地的所有剩餘的、無

償的掠奪走‧在殖民地獨立後,雖然前宗主國在政治上已經不能

直接控制它們,但是取得獨立後的前殖民地在政治上和在經濟上

仍然不能真正獨立自主。而且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繼績不斷的

從落後國家吸取大量的剩餘。對這樣的現象陳述的是所有站在外

圍的’被支配的國家和他們的人民都會同意的。因此我認為如果

只把依賴發展看成是描述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與落後國家之間存在

著中心和外圍的關係,那是無可厚非的,但是用依賴理論來指導

落後國家為發展而尋找-條可行之路就會發生很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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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理論與資本主義發展

根據依賴理論所導出的進口替代發展策略雖然戰後前二十年

在落後國家取得-定的成果,但是在過去二十多年來,落後國家

想要獨立的發展自主的資本主義的嘗試是完全失敗了’對它們的

具體的經驗和失敗的原因在第八章中將再做分析‧這裡要談一下

為什麼進口替代在-些國家可以成功’像早前的美國和德國,也

像戰後的日本。但是孫中山領導中國革命之後’資本主義發展則

是失敗的’拉丁美洲國家在戰後要發展資本主義 終也是失敗

的。

進口替代策略本身並不能決定-個國家是否可以成功的發展

有自主性的資本主義,是否能成功要看這個國家有沒有發展資本

主義內在的和外在的條件,內在的條件中主要就是決定於資產階

級是否有力量‧拉丁美洲國家在三○年代世界經濟大恐慌時,和

四○年代二次世界大戰時,開始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產階級和

無產階級逐漸形成’所以在戰後可以有-段資本主義的發展’但

是到了七○年代’他們國內的資產階級的力量與戰後在美、歐、

日發展的壟斷資本的力量比較起來是太微小了。拉丁美洲國家即

使藉助於國家的力量’也還是不能抵抗外來的資本,因為資產階

級國家的力量是以資產階級力量的大小來決定的‧弱小的資產階

級不可能發展出強大的資產階級國家來。

-個國家發展資本主義的條件中還有外在的.第二章中曾經

談過大戰後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除了它在戰前已經有了-定的基

礎外’它的發展與美國對日本的政策有關,而且日本的發展也與

戰後的初期生產設備不存在著剩餘的產能,所以世界市場的競爭

尚不劇烈有關。而到了七○年代以後,拉丁美洲國家前-階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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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逐漸解體的原因,除了拉丁美洲國家的資產階級與美、歐、

日在戰後發展起來的壟斷資本相比較貫在太弱小之外’而且到了

七○年代’世界資本主義進入了危機’壟斷資本積累發生困難’

「全球化」成了資本積累的出路。在世界範圍內新的資本積累的

策略下’壟斷資本侵入落後國家的每-個領域和每-個地盤。而

在這時拉丁美洲國家的資產階級還不像日本已經可以獨立的站起

來了。因此用進口替代來發展獨立的資本主義能否成功要看當時

-個國家內在的和外在的客觀條件。

依賴理論是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產物,依賴理論的各派作者們

並沒有論證是否二次大戰之後資本主義的發展產生了質的變化,

和是否因為質的變化使得列寧的分析過了時。如果列寧對帝國主

義的分析已經過時了,那麼落後國家要求國家民族解放必須要有

-套新的理論和新的策略。但是他們並沒有提出列寧所說資本主

義帝國分瓜世界已經完畢的反面論證,他們認為落後國家還是可

以在資本主義列強中找到-個獨立發展的夾縫。他們也沒有對資

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內做階級分析,他們看不到落後國家內資產

階級的軟弱和這些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的落後其責是-體的兩

面’是同樣-件事。他們無根據的強調國家的力量,認為資產階

級可以利用國家來抵抗外來的資本。他們看不到-個軟弱的資產

階級又如何能創出-個由這個階級所組合的強有力的國家?依賴

理論不但沒有幫助拉丁美洲國家人民從他們身上的咖鎖中解放出

來,反而將他們誤導到-條死胡同裡‧從這半個世紀這些國家的

發展看來,理論對發展方向的深遠影響’我們也因此瞭解到對理

論的認識和批判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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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台灣與南韓以出口帶動經濟成長的經驗

台灣和南韓在六○年代初採取了與進口替代不同的發展策

略’他們用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這樣的發展是因為它們特殊的

歷史背景。到了八○年代初’其他經濟發展落後國家在進口替代

的發展破產後,都想要向台灣和南韓學習’希望用發展出口來加

入世界分工’以便帶動經濟成長,但是到了八○年代時’經濟發

展落後國家所面對的世界次序已經改變了,因此其它國家無法重

複台灣和南韓的發展經驗’就連台灣和南韓在這新的世界環境

中,也必須做全面調整’不可能繼績它們在八○年代之前的二十

年的發展。這裡因為限於篇幅’許多有關台灣和發展的重要問題

都無法做深入的分析’下面分析的著重點在於八○年代前,台灣

和南韓發展所處的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國際大環境。

在五○年代時,台灣和南韓所面對的政治的﹑經濟的、和國

際的大環境是很相似地‧在美蘇冷戰中,台灣和南韓在美國全球

的軍事、政治﹑和經濟的策略上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它們受

到美國各方面的支持’而台灣和南韓的發展只有在美國的支持

下’才有可能貢現。在第三章中談過日本在戰後的經濟發展與日

本與美國在政治上的關係有密切的關聯,因為在冷戰中美國存茆

洲需要有日本這個政治伙伴,因此美國願意協助日本發展它的經

濟,美國不但允許日本獨立發展自己的經濟體系,而且給日本大

量的經濟援助。台灣和南韓受到美國的軍事和經濟的援助’也是

因為它們對美國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重要‧美國為了要對付中國

和北韓,它刻意的要將台灣和南韓發展成兩個資本主義的基地。

另外台灣和南韓可以發展加工出口也是與美國和日本之間的政治

和經濟關係分不開,美國允許日本用台灣和南韓作為加工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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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間接增加日本對美國的出口,美國並允許台灣和南韓長期維持

對它們在貿易上的出超。

在六○年代初’台灣和南韓在用發展出口來帶動工業化之

前’它們的經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和亞洲其它經濟發展落後

的國家有相似的地方。那時在台灣和南韓的經濟中農業仍佔很重

要地位’工業化剛剛起步,工業生產仍以民生輕工業為主’像紡

織和農產品加工。到了六○年代初,農業在國民總生產中的比例

南韓為40﹪,台灣為30﹪‧農民佔勞動人口的比例’南韓為三

分之二,台灣則剛好-半。在出口的結構中南韓和台灣也都是以

農產品和農產品加工為主’這兩大項目的出口佔總出口的大半。

南韓和台灣在發展加工出口之前,在貿易上都有逆差’在-

般的∣青況下,-個經濟發展落後國家的貿易逆差只有兩個辦法可

以解決,-個辦法就是壽暈減少進口和增加出口,另外－個辦法

就是資本進口。資本進口除了外來投資就是借外債,經濟發展落

後的國家中只有很少數能得到外來的經濟援助‧所有美國﹙和後

來的日本﹚的戰後經濟援助都是出於自身的利益’除了政治的原

因之外,就是為了協助它們本國的壟斷資本的擴張‧美國對台灣

和南韓的援助也不例外。

在六○年代南韓發展加工出口之前,它的進口和出口佔國民

總生產分別為l3﹪和3℅ ’因此在國際收支上有很大的逆差‧

從l953年到l962年之間,南韓進口的70﹪是靠美國援助來支

付的’在這╴段日子內美援約佔南韓國民總生產的4﹪.美國給

南韓的援助的總數額非常龐大,從l946年到l978年之間,高達

六十億美元.六○年代初,美國急於擺脫南韓這個沉重的擔子’

l965年南韓與日本簽定恢復正常關係的條約後’日本開始負擔

起對南韓經濟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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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進出口貿易到了七○年代後才達到平衡’從lg5l年

到lg65年間’台灣平均每年接受美國-億美元的援助,總額為

十五億美元’在接受美援的期間,美援每年佔國民生產總額在

5℅到l0﹪之間’佔固定資本投資42﹪。在台灣和南韓的發展

初期,有這麼大數額的外援對它們的發展有很重要的貢獻。美援

使得台灣和南韓不必從外面借外債’因此不會因為利息的負擔而

妨礙了發展’這是和拉丁美洲國家的發展I青況很不相同的地方’

這-點在第八章中還要再做分析。

美國對台灣和南韓的援助不是沒有條件的。從六○年代初開

始’台灣進行了-連串的自由化改革,因此在經濟發展落後的國

家中’台灣是最早經歷自由化改革的‧改革的項目有:匯率的改

革、降低關稅﹑對外來投資優惠的改革’其中包括對外來投資稅

制上的特殊優惠、對外資的股份不做限制﹑並允許外資將利潤全

部匯回本國‧台灣在六○年代的自由化改革中尚沒有達到八○年

代後新自由主義的苛刻要求﹙參見第十章﹚。在六○年代初,南

韓也進行了貿易和投資的改革,但是南韓對外資的限制-直都比

台灣嚴格。為了便利外來投資’台灣和南韓也先後成立了加工出

口區’在加工出口區內’簡化外來投資和貿易的行政手績’並給

外資提供建造好的廠房和其它的各種服務。

從五○年代大規模發展起來的跨國公司急於擴張它們在世界

各地的投資’但是當時許多經濟發展落後的國家都致力於進口替

代的發展。因此,它們對外來投資做各種限制’而台灣和南韓對

外資的優待給跨國公司提供了發展的機會‧因此如果撇開政治上

的原因,台灣和南韓將它們的經濟開放也是換來美國的援助和外

來投資的原因。如果在六○年代初’墨西哥就設置了對外資的各

種優待和便利,以美國為基地的跨國公司就會優先到臨國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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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建廠‧墨西哥的加工出口區﹙maquiladoras﹚是在八○年代
才設立起來的’比台灣晚了二十年。這樣看來台灣是自由化和取

消對外資管制的前鋒,因此也是國際壟斷資本的最愛‧南韓則對

外資的限制較多’到了九○年代末的亞洲危機後’南韓才被迫進

-步取消它對外來資本的限制和對本地資本的保護。

台灣和南韓在六○年代初開始用發展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

從六○年代初到八○年代的二十多年中’在出口大幅增長下,台

灣和南韓的國民總生產都維持了很高的成長率’人民的生活也得

到很大的改善。台灣的出口和國民總生產在l964年到lg73年間

的年成長率’分別增加2g.7﹪和ll1℅’在l974年到l985年

間的出口和國民總生產的年成長率分別為l87℅和7.7﹪.南韓

從lg60年到lg70年間’出口和國民總生產的年成長率各為

34’l﹪和6’4℅’在l970年和lg80年間,出口和國民總生產的

年成長率分別為23.0℅和4.7﹪。

在與美國和日本的貿易關係上’台灣和南韓也很相似,日本

將生產組件運到台灣和南韓’利用當地的廉價勞工加工後再出口

到美國’所以在台灣和南韓的加工出口發展起來之後’它們對日

本的貿易是逆差’它們對美國的貿易是II頂差,也就是說日本靠台

灣和南韓來間接增加對美國貿易的出口。這種貿易關係跟八○年

代中以後日本去東南亞投資是很相似的,日本通過跨國公司在束

南亞的投資’用日本的機器設備和組件’在當地加工生產後再出

口到美國。在第七章中,我將對美國長期貿易上的逆差所引起的

金融信貸膨脹做分析’也將會說明美國貿易上的逆差問題與資本

主義戰後生產設備不斷擴張是相互關聯的。在第九章中將分析束

南亞國家八○年代後大量的外來投資與九○年代末的危機之間的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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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代初台灣和南韓的廉價勞工是吸引外來投資的主要原

因之-’因為即使有前面所提的各種改革和對外資的各種優待’

如果沒有大量廉價勞動力的供給’用外資來發展加工出口還是無

法完成的。六○年代初’台灣的工資是日本的五分之-,是美國

的十分之-,而且在台灣和南韓的農村還有大量的農業剩餘人口

做為後補,台灣和南韓都經歷了專制獨裁’使得工人無法通過組

織工會來爭取增加工資和改善幅利,在低糧價的政策下低工資維

持了很長-段時間。在劉進慶等所著的《台灣之經濟》的第二章

中’劉進慶對台灣的發展這樣說:「所謂出口導向工業化顯然就

是台灣國際加工基地化」﹙lgg5: l27）。而,「這種帶有在獨裁統

治下進行開發特點的勞動問題’是台灣和韓國所特有的因素’這

才是吸引外資的最大誘因,同時也是支撐了出口競爭力的國際比

較優勢的基本因素」（lgg5: I23﹚‧

這裡值得-提的是除了台灣和南韓低工資的誘因之外’美國

跨國企業來台灣投資的另-個重要原因是為了要逃避它們因工業

污染所造成的負擔‧美國從六○年代底開始通過了幾條重要的保

護環境的立法, 2這些保護環境的立法使得－些高污染的製造業

對他們在生產中排出的廢物所造成的污染推卻責任比較困難,而

這些高污染企業不願負擔它們應付的社會成本’而遷離本土‧

台灣和南韓能夠在短期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更重要原因是

兩地勤勞的工人和農民’他們才是經濟成長的生力軍。另外台灣

和南韓的執政者在政治的壓力下進行了土地改革對經濟成長很有

貢獻。台灣和南韓在經濟上藉助於國有企業來扶助私有資本的發

2.包括Na【ionaIEnvironmentPoIicyActofIg6g ’ lg7﹙〕年的TheCIeahAirAc【

和l977年的TheC】eanWa﹟erA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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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提高勞動人口的教育水平’設計產業發展的項目,修建交通

運輸和通訊的基本建設’和提供有效率的行政管理等都對資本主

義的發展有很大的貢獻。但是我認為除了這些有利於發展的條件

之外’六○年代特殊的國際政治和經濟環境是台灣和南韓經濟成

長的重要原因。

到了七○年代末當國際大環境開始轉變時,台灣和南韓的發

展就遇到困難,不再能繼績延著過去十幾年的發展方式,到了八

○年代它們的出口和經濟成長速度都慢了下來。事實上這些問題

也不是突然來到的,像台灣紡織業與成衣業雖然在l960年到

l970年間的出口增加了十二倍’到了l970年時出口值達四億七

千萬美元’佔出口總額近三分之-。但是早在l963年時美國就

對台灣出口的棉紡織品設限.之後,台灣發展了人造纖維紡織

品。第四章中說過在lg7l年時’美國因為人造纖維紡織品的進

口比前╴年增加了80℅’美國就對出口國家施加壓力‧日本、

台灣、南韓、和香港同意「自動」限制人造纖維紡織品出口。

l975年時歐洲共同體國家也對台灣的人造纖維紡織品設進口限

額。

美國和歐洲對台灣出口的紡織品的限制說明了依賴出口來帶

動經濟成長的被動性。到了lg85年’台灣出口的紡織品中有

92.l﹪受美國進口限額’有84℅受歐﹜∣l共同體國家的進口限額

﹙BelIoandRosenfeld, l990:244﹚‧八○年代初後’美國的貿易逆

差擴大’lg85年資本主義大國同意協助美元貶值簽定了廣場協

定（PlazaAgreement﹚’此後各大資本主義國家的中央銀行賣出

美元和買入日幣及馬克’使美元相對於日幣﹑馬克成貶值﹙參見

第九章﹚。在美國的壓力下台幣也跟著升值,在lg85年和l987

年之間台幣升值￠0﹪。在僅兩年的時間內台幣升值的幅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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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大,當然給台灣依靠出口的經濟帶來很大的壓力。在lg87年

到lg88年之間,台灣有四百八十家紡織公司破產。在l987年到

lg89的兩年中’台灣有九千家工廠（佔出口製造業的l0﹪﹚關

門﹙BelloandRosenfCld’l9g0:244﹚‧在這關門的廠商中很多都

是將生產移到工資更低的地方生產‧台灣早期的勞動密集產業’

像紡織﹑成衣﹑玩具﹑製鞋等產業在世界市場上已經失去競爭

力,台灣必須進行「產業升級」‧回頭看來今天中國大陸的∣∣青況

跟台灣當年的發展很相似,但是中國的經濟比台灣要大好多倍’

這樣大的經濟要靠出口來帶動’它將遇到的困難-定是更大的。

而今天世界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問題和美國貿易逆差的問題又比

八○年代要嚴重太多了,這些將在第七章到第十章中做說明和分

析。

第五節台灣與南韓模式發展的代價

台灣和南韓的國民生產高速度成長是靠大量加工出口達成

的,從六○年代初開始的二十餘年中,它們的經濟維持了生產高

速增長和充分就業’人民的生活水平在這些年中逐步提高’直到

八○年代後經濟成長的速度緩慢了下來‧當今很多國家都以加工

出口做為它們的發展模式’這裡要提出即使加工出口的發展能繼

績’這樣的經濟成長的模式也會帶來很多負面的後果。

以台灣為例’在-切為出口的發展下台灣必須要隨時調整它

的經濟來適應國際上的變化。當然在這幾十年中資本主義世界經

濟變化加速,每個國家的經濟都要隨著作調整,但是對大型跨國

公司來說,它們所需要做的調整是較主動的’它們根據世界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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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趨勢來策劃它們較長期的發展策略。在這個策略中它們決

定到哪裡去投資設廠,要將生產包給哪個國家,要從哪裡進口’

要進口組件還是製成品’要到哪裡去銷售’但是像台灣這樣形態

的經濟只能被動的去反應’在被動的反應中台灣在它參與的國際

分工中要不停的廢除舊產業和進入新產業,而且這樣被動的反應

速度不停的加快,並且能夠反應的空間卻越來越狹小﹙參考附錄

五﹚。

台灣在不停的調整中將蕾的產業廢除’因此浪費了大量的人

力和資源’工廠建起來沒有多久,就又被拆毀。六○年代建起來

的加工出口區今天已經沒落,跟著就是新竹的科學工業園區和台

南的科學園區’和現今正在興建的台中科學園區。這些工業園區

都是為了協助台灣新產業所建蓋起來的’但是也都將會隨著產業

的轉變在二十年之間就要沒落的。而在這建起和沒落之間就浪費

了大量的人力和資源,這些人力和資源並沒有被計算在出口的成

本之中,而是由台灣的勞動人民來承擔‧

除了上面所說的人力和資源的浪費之外,就是大量加工出口

所帶來的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和污染。台灣環境污染的嚴重是所有

生活在這塊士地上的人都可以感覺到的‧在台灣年紀過了五十歲

的人都可以說出台灣環境在過去四十年中如何惡化。他們會告訴

你在他們記憶中原來可以捉到魚的小溪如今已變為-條臭水溝‧

因為對自然資源過分的剝奪而弓∣起了土壤的流失和山坡的崩塌。

為發展石化工業和電子工業所需要的大量用水而建蓋的水庫不但

破壞了自然生態,而且使台灣的水源逐漸枯竭。為了供應大量的

工業用電’在這樣小面積的土地上建做了三座﹙第四座仍在興建

中﹚核能發電廠。

這樣對自然生態的破壞和對環境的污然不是-般工業化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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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而是台灣這樣加工出口的發展所造成的‧六○年代和七○年

代台灣的紡織業大盛-時’在紡織業發展的最高峰時’台灣生產

的紡織品和成衣中有80﹪出口。紡織業是個非常污染的工業’

尤其是整染部分’從台灣進口紡織品的國家的消費者不但可以享

受廉價的紡織品而且不必負擔污染帶來的災害,但是台灣的這塊

土地卻要承受相當於本地紡織品消費五倍的污染物。同樣的’是

大量的豬肉出口引起的水稻田的污染‧是大量的電腦零件出口而

造成最利害毒物對土地和河川的污染‧短短的幾年中,因大量出

口鰻魚而抽用的地下水使得屏束的某些地區地層下陷。台灣大量

加工出口的結果是東西乾乾淨淨的出去’污染物卻「根留台

灣」。台灣的士地、河川﹑空氣和生活在台灣的人如何能承擔得

了這麼大量的毒素?短期的繁榮給子孫留下了需要極長期才能將

山河恢復原狀的重擔。

用加工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對土地和自然資源是掠奪式的摧

毀’這樣無l∣青的摧毀使我想到落後國家從過去殖民地時代到今天

在自然資源上另-種掠奪式的摧毀’那就是殖民時代的宗主國和

今天的跨國公司在第三世界挖取礦石、煤﹑石油的方式。就像前

面AndrcGunderFrank所說的在礦石和其它資源枯竭之後’資本

就將這塊地放棄了‧台灣和其它靠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的國家所

澶遇到的後果也似乎是相同的。因此我認為大量的加工出口雖然

帶動了二十年經濟成長’但是往長遠來看,用加工出口所帶動的

經濟成長不可能是永績的經濟發展。

這-章就戰後前期經濟落後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驗做了

分析和解說。第十章將繼績論述它們在八○年代「全球化」後的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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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

七○年代的世界資本主義危機與

「全球化」

一個寒冷的夜晚,在一個煤礦工人沒生火的’」﹑屋裡,工人的〃I﹑女

兒凍得發抖,問她的父親:「好冷,鳥什麼我們不生個火?」

煤礦工人回答說:

「我們沒有煤了。」

「我們鳥什麼沒有煤了?」

「因鳥我被解雇了,所以沒有錢買煤。」

「爸爸’你鳥什麼被解雇了?」

「因鳥煤礦公司說煤太多了‧」

Berte】】OIlman.Howto【akeanExam…＆RemaketheWOrld‧200l

從大戰結束到七○年代初,世界資本主義在戰後所建的體系

下’維持了二十多年經濟繁榮和貿易通暢’但是到了六○年代中

期以後’很多隱藏著的問題逐漸明顯化’問題中最重要的是資本

主義發達國家中生產設備產能過剩越趨嚴重,因此市場競爭更為

激烈。這些問題都牽連著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所以在資本主義

體制內無法得到解決。這些問題的明顯化也就使得戰後建立起來

資本主義的國際體系維持不下去‧從七○年代初開始’這個體系

開始崩潰.自l97】年美元不兌換黃金後,固定匯率勉強維持到

l973年解體。從七○年開始,關稅貿易總協在戰後前期促進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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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功能減弱。到了七○年代未’資本主義大國中出現了經濟滯

脹問題’在戰後資本主義賴以調節經濟的凱恩斯經濟政策在此時

面對經濟萎縮和物價上漲同時出現的問題,也失去對經濟治理的

效能。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統治階級在面對這樣的困境時’開始

了新自由主義的改革,結束了戰後的「幅利國家」’開始了「全

球化」的新資本積累策略,這-章就對這-段歷史加以敘述﹑說

明、與分析.

︻
即

︻
弟 剩餘生產設備問題再度明顯化

七○年代初開始’資本主義大國國內的生產設備的產能經過

二十幾年的繼績投資再度過剩。因此’為滿足市場的需求的生產

量不能充分利用既存的生產設備.生產設備利用率過低’造成了

利潤率下降的壓力‧為了增加生產設備的利用率和新投資能夠繼

績’大國之間的市場競爭也跟著激烈起來。西歐國家在戰後的重

建完成後,成為美國競爭的強手。尤其是德國,它在大戰前已經

是個高度發展的工業國。德國在輕工業和重工業上都有很強的基

礎’它的機械製造業早以高精確度著名‧英國﹑德國、法國和義

大利等各西歐國家都早在十九世紀或更早’就已經確立了它們自

己的獨立工業系統,因此在戰爭中雖然工廠被摧毀了’在大量的

新投資之下,只需要很短的幾年生產就很快的恢復了’而且新的

投資帶來技術的更新’使得生產更加有效率。

戰前的日本雖然也已經發展了資本主義,但是它與美國和西

歐國家相比還相差甚遠。第三章說明了’日本戰後的發展與美國

的援助有直接的關係’而美國對日本戰後的援助又是因為日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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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全球冷戰的戰略中有特殊重要地位‧第三章中也說明在戰

後,日本以國家為主導’有計畫的發展了它的重要產業,而且日

本戰後的工業發展是以它的產品能在世界市場中競爭為目標’經

過了戰後二十年的發展’日本在各工業產業中很l∣央的趕上了美國

和西歐國家,第三章中提過日本的經濟在lg53年到lg73年間每

年平均上漲8﹪。但是日本戰後的發展也進-步加深了六○年代

後全世界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問題,造成了﹙也加重了﹚八○年

代後各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到了lg73年後’

日本的經濟成長率下降到￠﹪。到了九○年代初’日本陷入了資

本主義國家戰後從來未有過的最嚴重的危機。因此,到了九○年

代初,日本戰後成功的發展’反而成了它這十幾年來無法走出困

境的原因。

從下面表中的鋼鐵和汽車的產量’可以看出資本主義大國在

戰後生產比重的改變:

丫～產量

緊﹨孽份
﹀厚重 綱鐵（百萬公噸﹚ 汽車（百萬輛）

.

﹨霰份 I,俞0 l,‘0 I,7﹞ I,j0 I,‘﹛】 I,7﹞
美國 88 g0 】304 8 7.9 9.7

日本 5 22 llg、3 0、5 4.5

西歐 50 I06 l50.0 I.5 5、5 I0.4

隱國 I2 』4 4,薊 0』 2 ﹞‘ ∣

I ‧5

資料來源:YaIⅢPi【t,AlexandreRli『eandJeai】﹣Pier『eVigier,刀ieⅧr／dE﹙.﹙﹚〃0』〃【﹝
C〃J／J: l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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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汽車業為例說明世界性的牛產設備過剩

大戰之後,世界生產設備如何在短短的二十年問就發展到產

能過剩?這裡用汽車業的發展為例子來加以說明。我們不難從對

汽車業的分析來推廣到其它產業。到了七○年代初’幾乎所有的

產業都存在著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問題,而且這樣的產能過剩不

是僅限於某幾個國家,而是世界性的。經過了二十年的發展’美

國的汽車牛產R經不再能－國獨霸’先是德國成為世界第二大汽

車生產的國家,不久日本就趕了上來。第三章曾經提過日本戰後

的發展策略是由國家選擇幾個重要企業’然後國家從各方面給予

支持’使這些余業得以全力發展。因為汽車業可以帶動其它工業

的發展,所以日本政府選定汽車業為待發展的重要企業之-。前

面也提過’日本戰後的發展從開始就以與美、歐資本主義大國競

爭,和打進它們的市場為目標。

lg56年時,日本汽車生產還僅達-萬輛。六○年代時’日

本汽車業的各家公司,重新以達到美、歐水準為目標來設計它們

的汽車‧在重新設計後’日本的汽車業發展的很快’到了】968

年時,日本就超過了德國成為世界上第二大汽車生產國。美國也

開始進口日本汽車’lg70年時’美國進口汽車已經從五○年代

初幾乎是零’達到了佔本國市場的I5﹪。豐田和日產兩家公司

在美國市場中的銷售量僅次於德國大眾汽車,成為第二位和第三

位﹙Rae, l985: l27﹚‧

到了六○年代,美國和歐洲的汽車生產增加速度已經緩慢下

來’但是日本的生產還是以高速度增加’所以日本汽車在世界總

生產中所佔的比例增加。日本這樣的發展也就加深了世界的汽車

和其它產業生產設備的過剩問題’因為日本的國內市場並不能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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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得下它所生產的汽車’多餘的汽車必須要在國外找市場。

到了l978年’世界汽車生產達到戰後最高峰’共四千二百

五十萬輛’是l950年的四倍以上﹙Rae, l985: l65﹚。在第三章

中談過,汽車業對美國戰後經濟繁榮的貢獻,而美國汽車業的發

展又與美國公路建設﹑廉價汽油的供給、和郊區化的發展有密切

的關係。第三章中也談過這樣的擴張不可能長期的持績下去’因

為大規模的公路建設和都市內的工廠以及人口遷移到郊區’都只

能發生-次,不可能不斷的重複。而且不管住在郊區的人多麼依

賴汽車做為交通工具’每個家庭也只能從沒有汽車到擁有-輛汽

車、兩輛汽車,或再多到三輛汽車’但是總不可能無止境的增加

下去‧增加到了-定的程度以後,消費者就只為了淘汰舊車而購

買新車,因此汽車的需求增加速度就會緩∣曼下來,甚至於下降‧

到了I978年,石油出口國家第二次將石油提價時’汽車業進入

了戰後到那時為止的最嚴重的危機。

l980年,世界汽車生產因為市場滯銷,銷售量降到三千八

百六十萬輛’與l978年相比下降近l0﹪。美國汽車在世界總產

量中所佔的比例更從l950年的五分之四下降到lg80年超過五分

之-。在I978年和l980年之間’美國汽車公司在國內的牛產量

下降了兩百七十萬輛,在同-時期內’進口車的車輛增加了四十

萬輛。lg80年’豐田和日產宣佈來美國建廠’l98l年美國的汽

車出售量繼績下降, lg82年初’美國汽車公司關閉了二十家汽

車工廠,解雇了三十五萬工人﹙Rac’l985: l27﹚。

從戰後汽車業發展的過程’我們可以推廣到其它產業’像與

汽車相關聯的綱鐵業、橡膠業、煉油業、汽車零售業﹑汽車修理

業﹑公路的修建等等,或是與汽車並無關聯的其它產業’像其它

的耐久的消費品或其它的輕工業或重工業品,都經過了戰後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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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擴張’而到了生產設備過剩的階段。當然我們不能靜止的去

認識資本主義的發展,因為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個產業衰落

下去之後’會有另-企業發展起來,在戰後發展起來的飛機航空

業和電子計算機業就是很好的例子。

但是到了八○年代後’這些戰後發展起來的新企業也同樣發

生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問題‧所以產能過剩的產業不僅是-個或

兩個’也不僅只限於舊的產業’而是所有的產業。而且產能過剩

也不是僅限於-個國家’而是所有的資本主義高發展的國家.如

果-定要區分,也只是產能過剩程度上的差別而已,有的產能過

剩較嚴重’有的國家生產設備過剩比較嚴重。另外-個值得注意

的問題是,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從六○年代初開始將-些勞動密集

的生產移到台灣、南韓、新加坡和香港去生產’美國和日本在這

些國家（地區﹚的投資進-步增加了世界生產設備的總產能。從

八○年代初到今天又過了二十年,資本主義產能過剩的問題更從

資本主義大國進-步擴張’隨著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解體和中國

責行資本主義,產能過剩更進-步擴張到全世界。這裡說遠了,

這些要到第七章到第九章中再討論。下面先討論到七○年代時因

為生產危機而導致戰後資本主義國際體系的解體。

代仟□ 片斤

弟╴且Ⅱ 戰後資本主義的國際體系從癱瘓到解體

六○年代中後,資本主義的生產設備產能過剩再度明顯後,

戰後建立起來的資本主義國際體系陷入癱瘓。七○年代初國際貨

幣基金所維持的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解體,關稅貿易總協促

進貿易流通的功能隨著各國紛紛設立起非關稅貿易障礙而逐漸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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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世界資本主義結束了前-時期各大國之間在競爭下的合作關

係。在生產設備的產能過剩的∣青況下’國民總生產增加緩慢’資

本積累發生困難,當資本主義的國際體系陷入癱瘓時’危機也就

因此更加嚴重。

資本主義的金融危機-固定匯率解體

在第四章中已經談過固定匯率因美國貿易逆差引起的國際收

支不平衡問題而發生動搖,美國國際收支的逆差-方面說明歐洲

和日本戰後的發展,使美國的工業牛產鬥經失去戰爭剛結束時的

絕對優勢,到了六○年代資本主義大國在戰後短暫的商品需求高

出供給時期已經過去。就像第四章中所說的’二次大戰對生產設

備的摧毀到六○年代不但已經恢復,而且資本主義大國:美﹑

英﹑德、法和日本的生產設備遠超過戰前,生產設備的產能相對

於需求過剩的矛盾又再次變得明顯,大國之間在市場上的競爭也

就跟著激烈起來。

lg64年開始,美國的物價上漲率增加’其中部分原因是美

國開始擴張它在越南的侵賂戰爭,在詹森總統任內美國政府在軍

事擴張之餘,又增加幅利的支出,造成了政府財政上赤字的增

長。此時美國的經濟發展到戰後頂峰,失業率很低’在充分就業

下,政府的赤字支出不會再使國民總生產增加’只會造成物價上

漲。美國國內物價上漲,使得美元的責際購買力與其它貨幣相比

下降’但是在固定匯率下,美元相對其它貨幣的官定價格不變’

因此美元的責際購買力比它的官定價格要低,也就是說美元的官

價高估美元的價值﹙over﹣valued﹚。美元過高的官價使美國的出

口更困難,並同時刺激了它的進口。美國進口的增長率超過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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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的增長率’進-步加深了它的貿易逆差的問題。在國際市場

的競爭中,美國前-段的優勢逐漸消失。在lg64年到l968年

間,美國的工業品出口增加了27℅,在同-時期德國的工業品

出口增加了50℅,法國增加了38﹪ ,加拿大增加了g2﹪,日

本增加了】00﹪。從】952年到lg68年’美國在發達資本主義國

家工業總出口額的比率從35﹪降到22﹪﹙Johnson’l974:225﹚。

美元的官價過高雖然不利於它出口,但是卻有利於它的跨國

公司對外投資‧因為按照官價美元可以換得多過於它責際價值的

其它國家的貨幣。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在六○年代增加的

很∣央,從六○年代前半每年平均十八億美元’增加到六○年代後

半每年平均三十三億美元‧到lg7】年時’更達到四十四億美元

﹙Johnson,l974:225﹚。

在第四章中說過’到了l958年時,在美國境外的美元已相

等於它國內的黃金儲存量的總台’也就是說如果所有國外的美元

都回到美國以三十五元換取-喃黃金’美國就將失去所有的黃金

儲存。到了】959年’美國的國際收支逆差又打破了戰後的記錄

﹙除了lg50年因韓戰引起的高入超外﹚。美闢存國際收支上持績

的逆差主要是出自它的經常帳項目﹙包括貿易上的I∣偵差﹚中的∣I偵

差不能補足過因資本家繼績大量到國外投資’以及它每年要支付

在全世界各軍事基地的開支而導致資本帳上的逆差（對經常帳與

資本帳的解釋參見附錄三﹚。因此’美國在它境外累積的美元持

績增加,美國的國際收支逆差從五○年代末開始持績到六○年

代’這十幾年中,發生了好幾次美元擠兌黃金的危機。

這樣-個完全不穩定的固定匯率體系因為找不到可以替代它

的辦法,又拖延到了六○年代的後期,這時美國因侵越戰爭的龐

大軍事支出’使得戶在國際收支經常帳中（進口超過出口）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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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強羔,而且逆差不斷的擴大。美國對歐洲國家每－年在貿易上

的逆差,就等於歐洲對美國侵越戰爭在經濟上的支持’因此引起

歐洲-些國家的不滿,開始提出反對越南戰爭的輿論。在六○年

代末,法國總統戴高樂更帶頭攻擊美元’擠兌黃金再度開始。這

次法國能拿到許多美元是因為美國在南越的軍費和其它支出’被

南越官員負污去了,然後再把他們貪污來的錢存進前殖民宗主國

法國銀行的私人帳戶裡’法國拿到這些美元向就美國擠兌黃金。

美國黃金儲存量從l960年時的╴百八十億美元’下降到】968年

的-百億美元‧美國雖然用各方面的威脅來阻止其它持有美元的

國家兌換黃金,但是此後’美元與黃金原定價格再也維持不下去

﹙Wachte】, lg86:76﹚‧

最後到l97l年時’美元已經不可能再維持三十五美元兌換

-Ⅱ兩黃金的原定價格。lg7】年8月,美國總統尼克森宣佈美國

停止接受美元與黃金的兌換’並且將美國進口商品項目中的-半

在原進口稅之上再課加l0﹪的臨時進口關稅’同時又增加了農

產品進口限額的項目。美國這種完全出於自身利益的單方面決

定,使所有國家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和所有私人手中所持的美

元’都變成不可兌換的和價值不定的紙鈔。此後,在l97l到

lg73間’資本主義大國用各種辦法來挽救固定匯率而不得成

功,終於在1973年’國際貨幣基金正式宣佈固定匯率解體。從

lg44年成立’到l973年的二十多年中’國際貨幣基金維持了資

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固定匯率制度。在固定匯率之下,資本主義大

國之間的貿易通暢,經濟成長迅速,資本積累II頂利。到了固定匯

率制度解體後’戰後資本主義進入了-個新的時期。



l48 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危機

非關稅貿易障礙的設立

從七○年代開始,因資本主義大國的生產大量的過剩而引起

激烈的市場競爭,各它們之間的貿易爭執也就更加頻繁’特別是

美國單方面用強制的手段來保護本國市場’或打開其它國家的市

場’引起其它資本主義強國的不滿﹙參見附錄-﹚。關稅貿易總

協在前-時期對各別國家行為約束的能力也因此而減低。在貿易

爭執升級下,用談判來達成協議也就越來越困難。在美、歐﹑日

的市場激烈的競爭下’它們之間貿易上的爭執的範圍不但擴大,

而且更加頻繁‧

這時資本主義大國除了用進口關稅來保護本國的市場外,它

們又設置好幾種非關稅貿易障礙﹙Non﹣TariffTradeBarriers,

NTB,s﹚來阻礙進口和增加出口。非關稅貿易障礙包括進口限額

﹙importquota﹚、自願限制出口﹙VOluntaryExportRestrain﹚﹑自

願擴張進口（VOluntaryImportExpansion﹚、和反傾銷﹙Anti-

dumping﹚等項。

進口限額的最好例子就是第四章中提過的資本主義大國在關

貿總協成立之初,所設立的農業的進口限額’和l962年時,關

稅貿易總協設立了對棉紡織品進口的限制’以及l97￠年的多邊

纖維品安排﹙Multi﹣FibreArrangement﹚。這些進口限額都是從資

本主義大國的利益出發’由它們單方面的決定用設立限額抵制進

口。第四章中曾說過這些限額的設立都是違反關貿總稅貿易協定

和他所推崇的精砷,從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關稅貿易總協的決

定並不根據什麼原則,而是根據資本主義強國的經濟和政治力

量。但是總的來說’在戰後前二十年中,用進口限額是比較特殊

的例子,到了七○年代初之後’就變得普遍了。除了】g74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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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邊纖維品安排之外,前面也提過在尼克森宣佈美元不再兌換黃

金時’他又增加了美國農業中進口限額的項目。

除了進口限額外,自願限制出口是另-種非關稅的貿易障

礙。第三章中曾經提過,自願限制出口從五○代末就開始了,那

時美國在紡織業生產卜同經受到日本的挑戰’為了要保護它的紡

織業’美國在l956年開始對日本施加壓力。當年美國國會通過

-條法律,授權給總統使他可以主動與外國談判’來限制紡織品

的進口。l957年’日本沒等美國要同它談判’就趕快先自動限

制此後五年內紡織品的出口。日本這樣做是在美國的政治的壓力

下取得妥協。﹙KeesingandWOlf, lg80: l5;Y0ffie, 】98l: 575﹚。

到了l97l年時’美國的人造纖維紡織品又受到進口的威脅。在

美國的政治壓力下,日本﹑台灣、南韓和香港同意自動限制人造

纖維紡織品的出口‧到了七○年代後,美國要求別國用自動限制

出口來保護自己的市場的做法更加頻繁起來。八○年代之後美國

更要求別國自願擴張進口’這是美國用政治手段來達成保護本國

資本的另-方法﹙參見附錄-﹚。

除了上面所說的工業品貿易外,歐洲共同體與美國在農業貿

易上也不停的起爭執。歐洲共同體和美國的農業保護政策使得他

們的農業生產大量超出它們本地市場的需求’因此必須尋找國外

市場。歐洲共同體的農業保護政策使得它的農產品的價格高出世

界市場的價格很多。這樣的高價是靠進口限額、出口補貼、和政

府收買農產品來維持的。歐洲對農業的保護政策不但削減了美國

農產品在歐洲的市場’而日存世界農產品市場上,歐洲也和美國

直接競爭。歐洲共同體所包括的十二國的農產品的出口佔經濟合

作發展組織﹙OECD﹚的農產品出口總額的百分比從lg60年的

33℅增加到】g85年的66﹪。在l960年到I985之間’美國向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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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總協提出對這些歐洲共同體國家的抗議中, 80﹪是有關農業

的。資本主義大國在農業貿易上的爭執得不到解決’而且農業補

貼對資本主義大國財政上的負擔越來越沈重’這就是資本主義大

國將農業貿易列入第八回合貿易談判中的原因。

另外,美國還用反傾銷來抵制進口’美國在競爭不過進口的

商品時,就責怪對方國家用低於本國的價格向美國傾銷。凡是澶

受到被判定為傾銷的國家的商品就要被美國課加更高的進口稅。

但是要判定-個國家出口的商品的價格是否過低’並沒有-個客

觀的標準’而是由美國單方面決定的。

從這些例子中我們看出國與國之間的貿易並不完全決定於國

家的經濟力量’經濟力量的背後還有政治力量’政治力量的背後

是軍事力量’和意識形態的力量。日本在戰後不管經濟上多進

步’但是在政治上-直無法從美國獨立出來,在軍事上也是要靠

美國保護’所以在貿易爭執中都只好讓步。連日本在與美國貿易

爭執時都要讓步,又何況台灣和南韓?

從七○年代初固定匯率解體後’到八○年代初,在貿易激烈

的競爭中,資本主義大國所設立起來非關稅貿易障礙,這時美國

更對其它國家採取了攻擊性的單方面制裁﹙參見附錄-﹚‧在這

樣的環境下’關稅貿易總協逐漸喪失了它過去用多邊協定的機制

來促進世界貿易流通的功能,這十幾年的發展顯示了世界資本主

義內在的變化。當資本主義大國面臨生產設備極端過剩時’市場

的競爭越來越激烈,資本主義大國之間想要像前-時期用協定的

方法來達成台作也就更困難‧這裡舉這些例子來說明這個事責’

提到美國對其它國家施加政治壓力,重點不是要進入各列強之間

彼此對峙的關係中來判斷誰是誰非’而是要用它們之間的爭執來

說明世界資本主義的積累到了這時發生了問題‧美國之所以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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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方面用強硬的手段來對付這些國家-方面雖然說明美國的霸權

地位’但是另-方面也說明了這些國家非常急迫的需要美國的市

場。

戰後建立起來的國際資本主義的體系’經過戰後二十年的發

展而陷入癱瘓,使得前-段日子的商品貿易和在國與國之間的資

本流動發生了阻礙‧這樣的阻礙更增加了資本積累的困難。資本

除了要求商品貿易流通外,壟斷資本更有強烈的要求要能在世界

各地通行無阻,這已經不是在原有的關稅貿易總協下所設立的貿

易體制可以達成的。這就是在lg86年開始關貿總協第八回合

﹙烏拉圭回台﹚談判的背景﹙參見第八章﹚。

歐洲美元膨脹、石油加｛賈與危機加深第三節

歐洲美元膨脹

七○年代初的世界經濟危機,因為石油加價而惡化。在分析

這-段歷史之前’我們需要對歐洲美元﹙Eurodo】lar﹚有所瞭

解。歐洲美元是美元在歐洲的美國分行或歐洲銀行中的美元存

款,這些存款沒有兌換成當地貨幣,而是以美元直接存入這些在

銀行的帳戶內。歐洲美元產生的主要原因是歐洲和美國之間貿易

額和投資量在戰後大幅增加,以美國為基地的跨國公司是歐洲美

元的主要存款者,這些跨國公司在歐洲有龐大的投資’它們在歐

洲的收入為了便利未來的支出’就將美元的收入不兌換成當地的

貨幣,而直接存入當地的美國銀行分行或歐洲銀行中。之後’歐

洲的跨國公司與美國之間的生意往來擴大,它們也將美元收入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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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存入這些銀行。在六○年代初時,美國政府因境外美元積存過

多,因此受到美元匯回美國要求兌換黃金的壓力。美國政府開始

對資本外流加以管制,再加上歐洲較高的利率’美國和歐洲的跨

國公司就更為了資金調動的方便和利息的收入’而將更多的美元

存入歐洲的銀行而不匯回美國,也就更增加了歐洲美元存款。

對美國銀行在歐洲的分行和歐洲本地的銀行來說,歐洲美元

存款既不受美國聯邦準備銀行的管制’也不受存款所在的歐洲國

家的中央銀行的管制。因此,這些銀行在貸款時,貸款的數額不

必受準備金的限制’這是歐洲美元可以在存款和貸款的過程中快

速增長的原因。在l97l年到l973年之間,美國境外的美元不能

再回到美國換取黃金’也存入歐洲的銀行’在這兩年中歐洲美元

的年成長率為25℅（Wachtel, l986:g2﹚。因為歐洲美元的貸款不

受任何中央銀行儲備金的限制,也不受任何歐洲國家的中央銀行

對它們國內-般銀行的管制’所以被稱為沒有國家的貨幣

﹙sta〔elessmoney﹚。這種沒有國家的貨幣因為沒有國家的管制,

可以成倍數的增加’而事貢上就是這樣發展的。

美元停止兌換黃金和固定匯率解體後’美元仍然充當世界貨

幣’歐洲美元也是世界貨幣。歐洲美元的快速擴張增加了國際間

的交易媒介’也直接影響國內貨幣的供給量‧-方面,歐洲美元

在歐洲作為交易媒介就像增加了歐洲本地的貨幣流通量-樣,區

別只是在歐洲美元都是用於大數額的交易。另-方面’美國的銀

行可以將它們在歐洲分行的存款用轉帳的方法調回美國’也增加

了美國銀行的貸款能力和貨幣流通量‧在美國和歐洲之外的國

家’歐洲美元也同樣的可以流通。之後’又出現了歐洲國家之

外’世界其它國家的美元存款。所以這種沒有國家的、不受管制

的貨幣可以跨過國界地跑來跑去’因此使得-個國家對它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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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控制的能力就減弱了

石油加﹛賈

lg73年l0月,美國在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戰爭中支持和

援助以色列,引起阿拉伯產油國家的不滿’他們聯合了其它石油

輸出國家’用限制石油生產和出口’來提高石油在世界市場的價

格。從lg73年到次年￠月之間,每桶石油的價格從三美元上升

到十二美元,上漲了四倍。石油加價就使得本來已經蕭條的世界

經濟進入了危機’這次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大國自三○年代經濟

大恐慌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到l974年主要的世界資本國家都進

入經濟蕭條,到l975年除了日本之外’各大國的國民總生產下

降更多,美國的國民所得下降4﹪、西德下降3.5﹪、法國下降

2﹪,在國民所得下降的同時物價暴漲’在l973年和l97斗年美

國消費者的商品和勞物的零售物價指數上漲5.6﹪和ll.5﹪、日

本為ll.8﹪和2l.7﹪、德國較低為7’l﹪和73﹪、英國為85﹪

和l5.2﹪﹑法國為7.l﹪和l3.2﹪﹑義大利則為l0.8℅和

lg‧6﹪。

l979年時受由美國支持的伊朗夏王朝國王﹙參見第三章﹚

被回教的基本教義派的勢力趕下台’使得石油出口受到阻礙,石

油價格第二次上漲,從l978年的十三美元-桶上升到lg80年三

十二美元-桶‧石油是所有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最重要的能源,

美國、歐洲、日本都依賴進口石油’石油的價格的低與高不但與

汽車業的興與哀有密切的關係,而且許多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

中’其它工業甚至於農業都依靠石油為能源。高油價就會提高生

產成本。第三章中曾談過廉價石油對美國五○年代和六○年代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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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成長的重要性,石油加價後,引起了七○年代到八○年代與汽

車相關聯的產業危機,因此也更加深了資本主義大國﹙特別是美

國﹚資本積累所面臨的困難。

危機加深、經濟滯脹

前面說過到了七○年代初’世界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問題嚴

重了起來’這是主要的問題‧但是石油加價卻使得已經存在的危

機加深。第-次石油加價之後’資本主義經濟陷入了如上面數字

所顯示的經濟蕭條和物價上漲同時發生的一種滯脹的現象

﹙stagHation﹚,而這種現象是在七○年代前從未發生過的事。在

七○年代之前’在經濟繁榮時’充分就業,物價有上漲的壓力,

當經濟蕭條時,則需求不足,因此物價不但不會上漲,也還有可

能下降’經濟大恐慌時曾經發生過物價不斷的下降的現象

（deHation﹚‧這種在高失業的同時而物價又上漲的現象是個新的

經濟問題。

在第-次石油加價之後’資本主義經濟出現了經濟滯脹的新

問題。前面說過在六○年代時’美國因為侵略越南戰爭而帶來財

政上和貿易上的赤字,這時經濟已經達到充分就業’存牛產不能

再增加時’通貨膨脹問題日趨嚴重’物價上漲幅度增大。美國通

貨膨脹背後原因很多’而且政府赤字支出到卡特總統當政後並沒

有減少’這些都是侵略越南戰爭留下來的後遺症。但是為什麼在

經濟蕭條之後’物價上漲卻仍然持績呢?

主流經濟學家對滯脹發生的原因做過-些解釋,其中最通常

的解釋是七○年代之前的物價上漲是來自需求太高﹙demand﹣pull

inⅡation﹚,而到了七○年代時的物價上漲則是來自成本上升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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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pushinHation﹚ ;成本中包括石油的加價。這些經濟學家也

把物價上漲歸罪於工資太高’也就是說因為成本高而帶來的物價

高漲’並不會因為需求不足而緩慢下來’這樣對經濟滯脹的解釋

這就給八○年代雷根總統上台後所推行的「供給面經濟」

﹙supply-sideeconomics﹚鋪路。「供給面經濟」認為凱恩斯只注

意經濟的需求面忽略了經濟的供給面’因此’只有在減低生產成

本上下工夫’才能解決物價上漲的問題‧

但是-個常被忽略的經濟滯脹的原因就是七○年代歐洲美元

擴充過快’而使得國際支付媒介過於充沛’而這-點又和七○年

代中後美國的財政和貿易赤字擴大有互為因果的關係。二次世界

大戰後’美元變成世界貨幣時’各國之間的貿易交易所需的貨幣

數額決定於美國的國際收支逆差的大小‧美國的國際收支逆差越

大’美元就因為支付逆差而流向國外’因此美國境外的美元也就

更多’也就增加了國與國之間貿易交易﹙和外匯儲備﹚的貨幣供

給額。從l944年到l97l年間’國際貨幣基金維持了以美元為中

心的固定匯率.在這-段時期內’美國境外的美元是它每年國際

收支逆差累積的總額。美國境外的美元除了私人所持有的之外’

其餘就是作為各國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在固定匯率的體系之

下’每過-段日子’美國的國際收支逆差過大時’都會發生美元

貶值和擠兌黃金的危機,這-點前面已經討論過。因此在固定匯

率時期’世界貨幣流通量受美國國際收支赤字數量的限制’而美

國的國際收支赤字數額又受可能發生的擠兌黃金的危機的約束。

到了固定匯率解體後’這兩個限制反而都不存在了‧在美國

境外的美元可以隨著美國的逆差而增加’美國不必擔心這些美元

會回來兌換黃金‧除此之外’又加上歐洲美元的增長,歐洲美元

的數量不由美國的國際收支的逆差來決定’而是決定於美國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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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洲分行和歐洲銀行的美元貸款。這些貸款的數額並不受任何

中央銀行的限制。上面說過這些銀行的貸款就使得歐洲和美國的

貨幣流通量膨脹,因此除了石油價格上漲之外’貨幣流通量和信

貸的增加也是引起-般物價上升的原因。

由石油漲價而弓∣起的物價上漲的問題外,石油加價也給本來

就蕭條的經濟帶來新的問題。石油加價造成了汽車和其他產業的

不景氣’更進-步造成生產成本上升。石油出口國家把它們由石

油加價而增加的美元收入存入歐洲的跨國銀行,歐洲美元的存款

數額因此而更大幅的增長。也就是說’大筆的美元外匯從石油進

口國家流到石油出口國家,因此更削減了石油進口國家購買其它

進口商品的能力。石油出口國家將所得美元外匯存入跨國銀行’

在銀行不能把錢貸出去之前,石油出口國家的存款就卡死在那

邊’這就更加深了資本主義大國商品滯銷的問題,進-步加深經

濟危機‧這就是為什麼後來有石油美元再循環這樣的發展,這-

點在下面會再做解釋。

第四節石油美元再循環與危機的延緩

在石油加價之後’歐洲的跨國銀行接連著收到了石油出口國

家的大筆存款。對這些跨國銀行來說’它們必須想辦法將這些新

存款貸出去‧如果錢貸不出去,這些銀行-方面要支付利息’另

-方面卻沒有利息的收入,那就會虧本。在這樣的壓力下’要找

到借款的人就變得非常緊急‧從世界資本主義的整體來看’在跨

國銀行把錢貸出去之前’除了銀行利潤的壓力外’國際間的商品

和資本流通也會產生困難。就像上面所說的’如果本來用做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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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之問的交易購買力﹙美元﹚因為石油加價而流到石油出口國

家’石油出口國家把美元存在銀行裡’如果銀行不能用貸款使錢

再進入流通’就會弓∣起世界貿易和投資的支付能力﹙美元﹚的緊

縮’進-步加深當時的危機。

我們可以將這∣∣青況比Ⅱ俞成在-個國家內’如果中央銀行將銀

根緊縮,投資和消費的支出就會因為支付媒介緊縮而減少,因而

導致經濟蕭條。因此如果跨國銀行這時不能將這突然增加的大量

存款貸出去’就會引起國際支付媒介短缺的問題。也可以比喻成

像金本位時如果做為國際交易的黃金突然大量的消失了’國際間

的交易媒介突然減少,就會更進-步加深世界性的經濟蕭條。

但是在七○年代初時’因為世界經濟已經進入蕭條,跨銀行

的經常顧客,美歐和日本的跨國公司,因為普遍積存的生產設備

過剩問題而缺少投資的機會和誘力,它們也就不會向這些銀行借

錢’因此跨國銀行必須另找貸款的出路。

石油美元再循環和第三世界國家外債

在石油出口國家兩次提高油價﹙lg73－lg74和l978－l979﹚

之後,第三世界的石油進口的國家發生了嚴重的外匯短缺問題。

這些國家-方面需要更多的外匯來支付石油進口’同時這些國家

在戰後的二十年中開始依賴糧食進口﹙參見附錄四﹚。

l973╴l974年間,世界小麥價格因為蘇聯小麥歉收而高漲’因此

這些國家需要更多的外匯來進口石油和糧食。除此之外’因為世

界經濟蕭條而對原物料的需求減少而導致價格下降’第三世界許

多國家靠原物料出口為主要外匯的來源,這些國家因此面臨了外

匯收入下降困境。在進口所需外匯增加和由出口所得外匯減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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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壓力下,這些國家在國際支付上發生嚴重的外匯短缺的困

難。這時它們就正好成了這些跨國銀行的顧客。跨國銀行就用盡

各種辦法將錢貸給第三世界國家。這些國家在外匯短缺情況之

下,跨國銀行又把錢送上門來’而且利息又低’它們就借了大筆

的外債‧ I

貸款給第三世界國家解決了跨國銀行新增加的存款無處可去

的問題,供給了這些銀行牟利的好機會。同時也紆解了資本在流

通領域停滯不動的問題,緩和了因為國際支付媒介的緊縮而引起

更嚴重的需求不足,在-定的程度上避免了經濟危機進-步加

深。對壟斷資本同樣重要的是,到了七○年代初’資本主義大國

的經濟成長緩慢’壟斷資本基地所在國家的資本積累發生困難’

因此,必須更進╴步到外面去找出路。藉著外債的形式’壟斷資

本找到了進入第三世界國家的管道。

壟斷資本進入發展落後國家除了直接投資外還有貸款﹙包括

由落後國家發行債券﹚等方式.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二十年

中,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在進口替代的發展策略下’對外國資本

直接投資有較嚴格的限制。在與外資合股的公司中,外國股份-

般都被限制在50﹪以下,另外,痘些國家對從國外貸款也有-

定的限制。到了七○年代初’特別是在石油出口國家將石油提價

之後’落後國家在緊需外匯的∣青況下,除了放寬這些限制外’沒

有什麼選擇,世界壟斷資本也就藉這個機會大量進入第三世界國

家。

第三世界國家的執政者-方面急須外匯,另-方面它們可能

誤認向外國銀行貸款’要比由外資直接控制它們國家的企業要

l.跨國銀行-方面用獎金和升等的辦法來鼓勵它們的行員向第三世界國家貸

款,另－方面則放寬貸款的條件（WachteI. l986: l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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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實上外資進來就是為了賺錢’要賺錢就必須取得控制權。

落後國家從外國貸款’其責比外來直接投資所帶來的問題更為嚴

重。因為外來直接投資只有在賺到利潤時,才能將利潤匯回國’

但是銀行貸款則-定要按時支付利息和償還本金’而且銀行保有

隨時將利率提高的權力。

七○年代初’在生產設備過剩的∣青況下’剩餘的資本找不到

新投資的去處。在石油加價之後,在l974年-年中’石油出口

國家總共收到六百八十億美元’這筆外匯收入相等於l973年石

油出口全年收入的十倍‧此後,石油出口國家因石油加價而獲得

的美元外匯繼績增加。因此在lg74年到】g77年四年之間,石油

出口國家國際收支lI頂差總共為-千三百七十三億美元﹙Wachtel,

lg86: l05﹚‧在這樣短的時期內’有這麼大數目的資金轉移’除

非這筆資金能再回到流通領域,國際之間支付媒介就必然要發生

緊縮的問題,資金的緊縮會使得本來就蕭條的市場更加嚴重起

來‧

錢不能自己生錢,只有資本才可以增值。因此如果跨國銀行

能把石油出口國的存款借給第三世界國家’這些國家用借來的

錢’變成生產資本來增值’這些銀行就可以用利息的方式將所產

生的剩餘價值抽出去。但是問題是這些第三世界國家借錢主要是

為了應付外匯短缺,因此大多數的國家並不可能將借來的錢變成

生產資本來增值。即使將所借的錢投入生產’也不-定能產生出

那麼多剩餘∣賈值來’或者是剩餘價值產牛了但不能責現成利潤’

或者雖然商品能夠在本地出售後將利潤責現了’但是本地出售的

商品只能獲取本地的貨幣,生產出來的商品如果沒有出口市場’

就不能換取所需的外匯來支付銀行的利息和償還本金。這就是從

國外借債和國內借債最大的區別,國內債是用本國貨幣償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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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外債必須用外匯償還。借債國只有在外匯收入超過外匯支出

時’才有能力還債’否則他們就只有借更多的債’結果就-定是

本上加利,和利上加利,因此越欠越多,外債危機就開始了。

另外值得-提的是,即使-個落後國家可以將商品出口’賺

來的外匯也不-定會用來還債。出□所得來的外匯歸私人所有,

如果私人所賺的外匯兌換成本國貨幣’那麼這個國家的中央銀行

的外匯儲存就會增加。但是這些私人所賺的外匯常常就存在國外

的銀行’不匯回國。或者以外幣存在本國銀行,到有危機到來

時’就馬上轉帳到國外銀行去。

美元從資本主義大國和-些發展落後國家經支付石油進口到

石油出口國家’石油出口國家拿了美元存入跨國銀行’跨國銀行

轉個手借給第三世界世界國家,第三世界國家再用借到的美元來

進□石油’和支付從資本主義大國進口的商品。因此大部分美元

兜了個大圈子又回到資本主義大國’這整個過程被稱作石油美元

再循環‧ 2石油美元再循環暫時延緩了國際之間支付媒介緊縮的

問題,避免了因國際支付媒介緊縮而進-步使危機加深。

從短期來看石油美元再循環使錢活起來’暫時解決了世界資

本不流通的問題。這樣的作法短期內可以增加第三世界國家的進

口的能力,但是落後國家這樣的購買力是靠借債來的,就跟窮人

用信用卡買東西-樣’窮人收入不夠支出,用信用卡買東西暫時

增加了購買力’這個新增加的購買力會暫時紆解商品滯銷的問

題。但這購買力的增加是靠借債來的,對借債人來說將來還債

時,是本上加利,而且還可能是利上加利,因此長期來說發生債

石油美元再循環也應該包括將由石油出口國家用石油出口的美元來買美國

公債和請美國公司來建發電廠和其它基本建設’美元經過循環後再回到美

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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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危機是不能避免的。而且在借債人不能再繼績借債’或者所

借的數額只夠還債時’商品滯銷的問題就會重新再出現。

上面提到石油美元的數額龐大,石油出口國家的∣I偵差從

I974年到lg77年總共有-千七百三十億美元。根據-個估計,

第三世界向外國商業銀行的借款總額從lg74年底的四百四十億

美元’增加到l979年底﹙第二次石油加價後﹚的兩千三百三十

億美元’相當於五年前的五倍多﹙VOlckerandGyohten, lgg2:
l90╴】gl﹚ ’第三世界外債的快速增長就是石油美元再循環的結

果。藉著石油美元再循環’資本主義大國-方面將危機向後拖

延’另-方面將危機轉嫁給第三世界國家。從八○年代初開始的

第三世界外債危機’就是七○年代資本主義危機的拖延和轉嫁的

結果。這-點將在第八章中再做進-步的說明。

第五節凱恩斯政策失效與新自由主義改革

前面說過七○年代初後’美國和其它資本主義大國的經濟出

現了-段經濟滯脹（stagnation﹚的新現象,也就是說在經濟停

滯的同時物價上漲。第三章中所談的凱恩斯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

策都是只能用來對付經濟蕭條或者是物價上漲‧如果物價上升是

因為需求過高’也就是說如果在充分就業﹙像lg67－l96g年間因

越戰的軍事支出而刺激起來的生產的增加﹚之下的生產還是不足

供應需求’那麼執政者可以採取凱恩斯緊縮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

策來抑止物價上漲‧如果經濟因為需求不足’東西賣不出去而必

須減產’使得經濟蕭條’凱恩斯就主張採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

貨幣政策,以便幫助刺激需求。但是在經濟滯脹是高失業和高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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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上升同時發生’凱恩斯經濟學就拿不出應付的政策了‧

七○年代初後’經濟滯脹間題帶給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政策

執行者很大的困擾。在尼克森被迫辭職後就任的幅特總統’當時

看到高速物價上漲會對經濟穩定產生威脅時,他就宣佈通貨膨脹

是公眾第-大敵,政府必須要全力對付。但是沒過幾個月政府用

緊縮政策來打擊通貨膨脹的問題後’失業問題就變得非常嚴重,

使得政策決定人顧左就不能顧右,因而不知所措。

到了七○年代中以後’通貨膨脹不僅是美國的問題,從這-

章前面所提供的資料中可以看出也是世界其它資本主義大國的問

題。這就是在下面將談到在】980年VOlcker將利率大幅提高’

和雷根推出「供給面經濟」的背景。美國利率的提高所造成的影

響很大,其中最大的影響之-是使第三世界國家的外債負擔增加

而導致第三世界的外債危機。自從八○年代開始,美國聯邦政府

的赤字支出創下空前的記錄’每年都在兩千億到兩千五百億美元

之間﹙每四年到五年它的國債就增加-兆美元）。在赤字支出已

經如此龐大時,再進-步用擴張財政支出來刺激經濟的凱恩斯政

策,已不是-條可行之路‧

第三章中談到大戰後的前二十年中,資本主義經濟的繁榮’

在這-段日子中美國和西歐國家用凱恩斯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來調整總體經濟’在經濟迅速成長中’歐美國家貫行了「幅利國

家」政策,美歐的社會在經濟繁榮中維持穩定’資本積累lI偵利進

行。到了七○年初後,這種lI青況有了改變,這-章前面分析了資

本主義戰後第-次嚴重的經濟危機。這時美國和西歐的執政者認

識到’之前的「幅利國家」政策已經無法適合資本積累的要求’

凱恩斯的經濟政策也無法解決經濟的滯脹。

DavidHarvey對這-段的發展做了分析,他認為在戰後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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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家主導下資本與工會合作建立起來的「幅利國家」到這時對

資本來說已經過於僵化。像資本與勞工之間的契約雖然保障了工

人的生活,但是對資本來說就被綁得很緊’因此資本要求對它鬆

綁’並要求將勞動市場彈l∣生化。DavidHarvey稱這個新的積累

方式為有彈性的積累（fIexibleaccumu】ation﹚﹙參見David

Harvcy ’ lgg0 :第九章和第十章﹚。

為了要解決資本積累的問題’這些國家必須要在政治上做調

整。經過幾年過渡時期’它們開始對前-時期政策進行修正。八

○年代開始時,美國和英國的統治階級領導重整前-時期的經濟

政策’從美、英開始全面展開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

】979年,柴契爾被選為英國的首相, l980年,美國共和黨

的雷根當選為總統’他們都是戰後到那時為止西方最保守的政治

領袖。他們用國家的力量向工人階級全面進攻’取消了工人階級

在戰後鬥爭所獲得的工資和幅利的增長’他們也取消了國家對公

民基本權力的保護,結束了戰後二十多年維護資本主義政權的

「幅利國家」政策。他們╴上台就用-連串的立法來把前-時期

對人民較有利的政策--推翻。lg80年美國雷根當選總統後,

他開始對勞動階級進行全面攻擊。雷根首先從以削減聯邦政府赤

字支出為藉口’大幅度削減國家的幅利支出,並同時大量增加軍

事支出。l98l╴l982年,雷根藉著航空導航工會罷工的機會將所

有航空導航工會的會員解雇。聯邦政府的這種做法,為美國各大

公司後來用強硬手段來攻擊工會創下了先例‧柴契爾在

lg84╴l985年時,鎮壓了英國大規模的礦工罷工,礦工工會完全

無法抵抗這樣由國家帶領所發動的攻擊而投降。美、英兩個大帝

國的當權者帶頭把前-段與工會和平共存的政策倒轉過來

（Solomonl994.2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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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根在競選總統時就提出「供給面經濟」政策’「供給面經

濟」是針對凱恩斯的理論和政策所提出的。凱恩斯假設只要有足

夠的需求’供給可以隨需求的增加而增加’因此經濟問題不會是

因為供給發生困難而引起的‧在「幅利國家」的政策下,工人在

工會與資本的協商中可以獲得高工資和高幅利’在凱恩斯的理論

中’這樣的政策是符合整體經濟利益的,因為高工資可以增加消

費,有助於總需求的增長。凱恩斯看到在經濟大恐慌中不是生產

的層面發生了問題’事責上根據二○年代的生產力,許多產業可

以再生產出多-倍的產量’但是在沒有足夠的購買力的∣青況下’

這些商品就不可能生產出來。但是到了七○年代中之後’凱恩斯

經濟政策無法解決經濟滯脹的問題,使得決策者無可適從。同樣

重要的是責質工資不斷上漲,威脅到企業的利潤’「供給面經濟」

派因此提出要解決經濟滯脹必須從與生產相關聯的-些問題著

手‧他們認為最重要的是要降低生產成本,要降低生產成本-方

面要降低原物料的價格和工人的工資,另-方面就要增強企業的

經營效率’而這兩方面是相互關聯的。

要降低原物料的價格’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必須要保障在世界

各地原物料的供給,包括最重要的能源供給。在七○年代世界石

油兩次加價後’因為美元貶值其責石油價格以責質美元來計算-

直在下降。3要降低勞動力的成本不但要削減工會在與資方協議

中提高工資和幅利的能力’也要改變勞動市場的結構,使勞動市

場彈性化。而這些與增強企業經營效率是相配合的,使資本可以

不受勞動契約的約束’用不斷的技術改革來加強企業的經營效

3.直到2004年秋,石油上漲到五十美元-桶’以賞質價格來說還低於l980

年的石油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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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雷根的經濟政策可以分為幾個方面:-方面他在lg80年

後’他用削減聯邦政府的稅來刺激經濟’造成了聯邦政府的赤

字。另-方面,為了抑制通貨膨脹’聯邦準備銀行﹙VOIckcr為

理事會主席﹚用緊縮銀根將利率提高’並用打擊工會的力量來阻

礙工資的增加。雷根並用強大的軍事力量與蘇聯對峙,所以他在

聯邦政府減稅的同時增加軍事支出’因此造成聯邦政府前所未曾

有過的財政收支赤字.

「供給面經濟」學派在學術上並沒有獲得很高的地位’但是

在政策的執行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個學派為八○年代後的

新自由主義建立了台理性‧只有從打擊工會開始,才能壓低工人

的工資和幅利。而且只有在工會力量削弱之後’在勞動程序上、

工廠的制度上’資方才可能不受工會的約束。雖然美國的工會對

政治的影響本來就已經在哀退,工會力量在雷根任期內更加的削

弱’也就使得工人在政治上比以前更沒有力量’工人階級因此無

法抵抗資本的進攻.

「幅利國家」解體

美國跨國公司在國家的支持下’以增加生產效率以便能與日

本和歐洲競爭為名’用各種枝倆來抵制工會。像幅特和通用等大

型跨國公司把原來由它本公司生產的部分外包出去’由另外-些

沒有工會的公司來生產。在簽訂承包合同時’這些大公司保有隨

時可以調整台同內容的靈活性’這樣的靈活性使得它們可以隨時

調整生產,而不必受與工會所簽訂合同的牽制。在承包公司工作

的工人沒有工會代表他們’他們的工作都是臨時的,以幾個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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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因此沒有任何保障。當台同工的工人除了工作不穩定外,

他們也沒有任何幅利’也就是說沒有健康保險、沒有休假﹑沒有

退休金等項幅利。他們也沒有工作上的保障’l∣亡起來時-週工作

六十小時以上’沒有工作時就閒上幾個月。各大公司的這樣作法

不但削減了工會的會員人數’而且分裂了勞工階級。在-個公司

做工的人有的是永久工,有的是臨時工’有的是工會的會員’有

的不是。

美國的資方除了將工作分包出去之外’他們更用將工廠鎖閉

來抵制工會。像l980年在芝加哥城的威斯康星鋼鐵公司在與工

會談判達不成協議時,公司就把三千四百工人鎖在工廠門外

﹙lockout﹚。這樣把工人鎖在門外不許他們進工廠的例子還有很

多’這跟三○年代和四○年代工人用坐下罷工﹙sitdownstrike﹚

佔據工廠來組織工會相對照真是很大的諷刺。美國資產階級能夠

如此不顧-切的用鐵腕手段對付工人是壟斷資本「全球化」中的

-部分。壟斷資本從資本主義大國擴張到全世界各地是為了解決

他的資本積累的困難’而壟斷資本只有在他們獲得了可以隨時調

動資本和選擇生產地點時’他們在對付本國的勞動階級時才能施

展他們的力量。

除此之外’新自由主義的政策還包括取消對資本的管制’七

○年代時,美國通過了－些保護工人工作環境安全的法律’各大

企業提出這些有關工人安全的設施增加了它們的負擔,提高了生

產成本,因此加以抵制。另外還有-些保護環境的措施﹙見第五

章註l﹚也遭到各大企業以這法律會提高生產成本為理由而來抗

拒‧

資本主義大國的執政者由美國的雷根總統和英國的柴契爾首

相兩個保守派帶頭’在國內開始重整經濟次序‧雷根和柴契爾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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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不但由在他們之後美、英的執政者承

繼下來,而且更進-步。八○年代開始,歷經了九○年代’再到

二十-世紀初的二十多年中’資本主義大國的資產階級不曾間斷

的向工人階級進攻。

這-章從七○年代初資本主義危機明顯化開始’談到戰後資

本主義的國際體系從癱瘓到解體’說明在石油加價後危機進-步

加深.在危機中歐洲美元膨脹,從石油加價發展到了石油美元再

循環。石油美元再循環中延緩了危機’並將危機轉換成外債危機

的形式在資本主義落後國家爆發﹙參見第八章﹚.最後談到在經

濟危機中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在經濟滯脹中失去對策,從而進行自

由主義改革,在改革中「幅利國家」解體。在資本主義危機中發

展出「全球化」的資本積累的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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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鳥只要小幅度逐淅縮緊銀根就可以預防九○年代末次起釆的氣

泡的這種想法’幾于肯定是一種幻想。」

美國聯邦儲蓄銀行理事會長葛林斯潘’2002年g月

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的基本原因雖然是生產設備過剩,但是每

－次危機爆發時,都是以金融危機的形式出現‧第二章討論三○

年代經濟大恐慌時’談到了lg29年的股票崩盤是三○年代經濟

大恐慌的開始。到了三○年代初,金融危機更繼績擴大’銀行大

批破產‧二次大戰後七○年代初開始的每-次經濟危機也同樣是

從金融危機開始。這個過程將在第八章和第九章中加以討論。這

-章先討諭七O笙代像’莧莫子F積累發生困難時,全鼬童魏u迥
急速擴張’並且分析這樣的擴張與生產設備過剩之間的關係’因

此可以進-步瞭躍全融厄攏堅生崖廈橙蓬固的冥祖關噬.除此之
外,金融資本的擴張又與「全球化」下的金融自由化的改革和美

國境外美元數量﹙因美國貿易逆差﹚的增加有密切的關係,金融

資本的快速擴張也就進-步弓∣起了連績的金融危機,這-章中就

將這些問題先提出來討論。

七○年代初後,金融資本不斷膨脹的問題與lg73年固定匯

率解體有密切關係‧從戰後到七○年代初’在國際貨幣基金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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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下,固定匯率制度維持了國際間金融的穩定‧當時美元是世界

貨幣,固定匯率對美國的國際收支有-定的限制力.在固定匯率

下美元雖然是世界貨幣,因此它有不-定每年都要平衡國際收支

的特權。但是美國卻不能長期繼績它在國際收支上的逆差,因為

每當它的境外美元過多時’美元就回到美國要求兌換黃金,因此

為了它國內的黃金不繼績流失,美國必須要對它國際收支的逆差

有所節制。但是到l97l年,美國單方面宣佈美元停止兌換黃金

之後’美國肉國際收支逆差而流到境外的美元不再兌換黃金’因

此不再影響到美國的黃金庫存,也就減少了美國對國際收支的逆

差必須做節制的壓力。BrenttonWOods的固定匯率制度的解體也

是金匯兌本位制﹙goIdexchangestandard﹚的終止’和資本主義

國際金融自由化的開始。

七○年代中之後’美國的國際收支的經常項目的逆差變為持

績性的。到了八○年代之後’有二十餘年的時間每當美國在貿易

上有赤字,美國都是用輸出美元來支付。美國境外的美元就是它

的外債,因此自八○年代以來美國的外債不斷的增加’而且特別

是近五年來美國的貿易赤字和它的外債增加的速度加快;美國外

債的增加是世界金融信貸擴張的主要原因之-‧

除了因為美國外債增加而引起的金融資本膨脹外’金融資本

的擴張還有其它的原因’其中原因之-就是上面提到的「全球化」

下金融自由化的改革’但是美國的外債增加與金融自由化的改革

又與壟斷資本在這三十年來向全世界擴張有不可分的關係。這些

都是「全球化」中的-部分。

世界金融資本快速膨脹又與資本主義二十年來發展不平衡是

互相關聯的,這樣不平衡的發展是在資本主義歷史上從來未曾發

生過的。在不平衡的發展中美國外債加速增加’因此引起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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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資本大量的膨脹。現今大多數主流經濟學家和金融界的專家

也都看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而且也都同意這樣的不平衡必須得

經過調整,在調整期間’資本主義的世界金融將會發生極大的震

盪。只是他們並沒有分析出這樣不平衡發展背後的原因‧另外,

他們雖然同意目前不平衡的發展需要調整’但是他們彼此之間尚

不能同意這個調整的時間是否已經到來,或是還可以再拖-段日

子’他們對在調整時期所產生的影響其嚴重∣生也有不同的估計。

在這-章的第-節中’我將對過去二十年世界資本主義的不

平衡的發展提出解釋和分析’這裡的分析與主流經濟學家不同的

地方是關於產生這樣不平衡發展的原因,我認為這個原因還是與

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連結在-起的‧這樣的不平衡在戰後前期的

二十幾年中’當生產設備產能尚未過剩時並沒有發生’這樣的不

平衡是在七Q年i戈豫才開始,特別是到 r△Q生止瞇1愛侵嚴重

壟麥。美國的外債增加主要是因為它在貿易上大量的入超,也就

是說美國每年用欠外債來彌補它在貿易上的赤字。美國貿易上的

入超和日本、亞洲出口國家﹙特別是近幾年來的中國﹚、歐洲、

和墨西哥等地的出超是-體的兩面。因此美國貿易逆差擴大和它

的外債快速增加的問題’不只是美國的問題’而是世界資本主義

的問題。在這-節中也將討論美國外債增加與世界生產過剩之間
﹄﹃﹑﹄■－－︼︺︷■＝﹂■ ●曰了■≡吞﹄＝pT ■ ﹄＝﹃ 學 宇它←d ﹦﹄玷﹄ ︻→ ﹦ □ ■ ▽二■戶℉牟盎■■汀呂

將
＝
n
Ⅲ

結
貝

◎
-
-

姍
第 討論美國外債增加和世界信貸膨脹之間的關係 ’第

﹄

三節將討論在「全球化」下金融自由化改革與金融資本膨脹之間

的相互關係‧在美國外債和世界信貸擴張的同時, 「全球化」下
╴

的金融自由化的改革取消了許多對金融資本重要的管制。對金融

管制的放鬆更進-步助長了金融資本的擴張’和威脅到世界資本

主義的穩定,在第四節中將分析這樣的發展如何增加了未來危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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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發時的危險性。

磕
即

…
串 美國買易逆差擴大與外債劇增

在第三章中和第四章中已經談過,在二次大戰時,美國是資

本主義發達國家中唯-沒有受到戰爭摧毀的國家’戰後美國成為

世界第-經濟強國’那時沒有任何國家可以存牛犀上與它競爭,

因此美國戰後在貿易上維持了很長-段貿易上的II頂差。從大戰結

束直到五○年代底的十幾年中’美國貿易上的II頂差可以足夠支持

它在國外的投資和支付它在世界各地的軍事基地的費用‧此後,

隨著西歐和日本經濟的恢復與進-步發展,美國失去了它在工業

生產上的絕對優勢。到了五○年代底,美國在貿易上的II頂差已經

不足維持它在國外的投資和維持軍事基地的支出,不足的部分’

美國用出口美元來補足.在國際貨幣基金的固定匯率的安排下,

美國境外的美元中很大的-部分成為各國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存’

另外商業銀行、公司企業、和私人手中也有很大的-部分’其它

多餘的美元回到美國兌換黃金,導致美國國內的黃金存量不斷下

降,直到lg7l年美國宣佈不再接受美元兌換黃金後,戰後的固

定匯率在lg73年解體’資本主義的國際體系進入戰後另一時期

﹙這-段歷史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已經談過﹚。

七○年代美國貿易逆差開始,八○年代之後擴大

七○年代開始後’美國的貿易產生了逆差’到七○年代後期

美國貿易的逆差變成為持績性的‧美國貿易上的逆差-方面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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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它的生產力與西歐和日本相比較已經相對的減弱’也說明在

世界生產設備產能過剩再度明顯後’各大國之間的競爭變得激烈

起來。

從八○年代起美國的內債和外債快速的增長’這與當時的世

界生產設備過剩問題的嚴重化有關,另外’也與雷根在當政期間

的財政政策有關。在第六章中已經討論過雷根的經濟政策’和因

為他的財政政策而引起聯邦政府的大量赤字,﹨∕0Icker的緊縮銀

根的貨幣政策大幅提高了美國的利率‧八○年代初’美國的實質

利率﹙利率減去物價上漲率﹚高出歐洲和日本約2﹪,因此吸引

了國外資本流入美國,外資的流入使美元升值’美元升值使得美

國在世界市場上競爭力減弱的問題更加嚴重’也就進-步加重了

美國的貿易赤字問題。

美國的貿易赤字在八○年代初美元增值後加速擴大’當時在

貿易上美國幾乎對所有國家都是逆差’但是它與日本逆差的數額

最高。美國貿易的赤字要靠從別的國家輸入資本來維持。僅在幾

年之內,美國因貿易赤字所輸入的資本﹙就是美國的外債﹚使得

它就從世界最大的債權國變為世界最大的債務國。這是-個很重

要的轉變‧從八○年代開始’除了九○年代初的兩年之外’美國

的貿易赤字和外債持績地快速度增加。美國貿易赤字的增長不僅

是美國的問題’因為美國的貿易赤字使得許多貿易出超的國家可

以用出口來維持它們經濟的成長。如果-個國家必須在貿易上有
-

﹣埋1直雛造巨墮經瀆座長’那就說明這個國家相對於本國市場
直正芰生產設備上的剩餘產能‧如果從全世界總的來看’差踫勺
覃易赤字代表著全世界生產過剩.我認為只有認識到這-點’才
能與瞭解世界資本主義當前所面臨的危機‧

在第六章中也討論過在這期間美國與其它資本主義大國﹙特



I7斗 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危機

別是日本﹚以及和南韓與台灣之間在貿易上發生很多爭執,附錄

-中補充了美國如何在貿易爭執中採取單方制裁的手段。美國的

這些做法一方面說明它用政治上的霸權來達成經濟上的目的,另

-方面也表示它的貿易逆差嚴重到非得解決的地步。八○年代

中’美國與其它國家貿易上的不平衡影響到世界經濟的穩定。在

導言中提過, lg85年資本主義七個大國在紐約市達成廣場協定

（PlazaAgrecment﹚,在此項協議中’這些國家同意由各國的中央

銀行用拋售美元來收購日幣和馬克’以便協助將美元貶值和日幣

及馬克的升值。

到了l987年,美國經常帳的赤字達到戰後最高點’共-千

六百六十億美元,之後因為美元貶值開始生效﹙從lg84年到

lgg4年美元相對於日幣和馬克’扣除國內物價上漲外’貶值了

58℅和斗3﹪﹚﹙Thurow, l996:20l﹚,美國的經常帳﹙貿易和投資

的收入支出總合﹚赤字開始下降,到lggl年時美國因為經濟蕭

條而輸入減少,因此它的國際收支中的經常帳達到多年來第-次

平衡’但是到了九○年代中之後,它的經常帳赤字持績增加’近

幾年來增加的速度比九○年代末期還要l∣央。200l年﹑2002年﹑

2003年﹑和2004年美國的國際收支中經常帳的逆差分別為三千

六百三十億美元、四千兩百二十億美元、四千九百二十億美元、

和近六千億美元.

美國的貿易逆差與外債

到了2004年’美國國際經常帳的逆差數額接近六千億美

元’也就是在這-年中,美國用了來自全世界各國近六千億美元

的資本。美國的國際收支逆差額與它的國民總生產相比就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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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9g7年的2﹪ ,增加到2000年的4℅ ’更增加到2002年的

5℅’再到2004年的5.7﹪。這個數字說明了在2004年時’美

國本國的生產總額少於它本國的消費﹑投資與政府支出,差額部

分佔總生產的5.7﹪,這個不足的部分是由進口來補足.美國的

逆差佔全世界所有國家lI偵差總數的比例不斷增大’l992年時這

個比例不到20﹪’但是到了2000年這個比例增加到64﹪﹙／MF

sαn／ey,200】年3月lg日和6月30日﹚’ 2004年時這個比率更

升到75﹪‧因此美國使用了全世界各國因為出超而來的可供投

資資本的四分之三。換-個角度來看,在2001年的-年中全世

界的出超國家的生產超過本國的消費、投資和政府支出的數額,

就是它們的儲蓄’這個儲蓄的總額被美國-個國家用去了

75℅‧

因為美元是世界貨幣’所以當美國發生貿易逆差時’它就用

它自己的貨幣﹙美元﹚來支付它進口超過出口的差額’因此,美

國境外的美元就是它的外債。二十年來’美國僅對日本-國的入

超’每年都在五百億美元左右。到了l997年的危機後,美國在

國際經常帳的逆差數額每-年都比上-年要增大,到了I99g

年,美國入超數額的增長率達到它的國民所得成長率的三倍。據

估計現今美國外債總額約三十兆美元’這三十兆美元的外債是過

去幾十年累積下來的。而這三十兆外債中的-半以上是過去四年

所累積的。這個龐大數字的外債除了在私人手中、商業銀行、和

各企業中之外’就是在世界各國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2004年

的-年中,美國的外債以天計’每天增加十七億美元,以小時

計,每小時增加六千九百萬美元。

從最近-年的發展看來’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更加嚴重了’

因為直到九○年代末’美國的國際收支的經常帳逆差中的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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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由外來的長期直接投資和股票投資來補足。而在過去-年

中,歐洲和日本的投資報酬要高過美國’所以自美國流出的投資

數額大於流入的數額。因此在從2003年中到200￠年中的-年

中,美國國際收支經常帳的逆差大部分（五分之三﹚都是從外國

的中央銀行借來的。而借錢給美國的主要國家是日本﹑中國﹑台

灣、南韓的中央銀行,美國國家公債的93﹪皆為外國所有

（AsianCentralBanksAffCtingMarketS ’ Z005年2月26日﹚。根

據-篇最近的報導世界各國中央銀行的美元外匯儲備在過去十八

個月中增加了-兆美元（也就是說這些中央銀行買進了-兆美元﹚

這篇報導並說這樣快速的增加是史無前例的’因為在這之前’世

界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經過了十年的功夫才增加了-兆美元

﹙《經濟學人》, 2004年l2月4╴l0日,頁64﹚。

世界生產設備產能過剩與美國貿易逆差

美國貿易上的逆差不僅是美國的問題’因為它的逆差正說明

了其它國家需要-個銷售它們剩餘產品的市場。第二章中說過’

,事後看起來’日本戰後的發展從開始就是以與美歐競爭為目的,事後看起來’

也只有在世界市場上競爭的勝利,才能使日本發展成-個經濟帝

國。在這場激烈的競爭中’日本必須要佔據世界市場’使它的產

品在世界市場中佔更大的比例‧就像附錄-中說過的,日本為了

爭取半導體的世界市場’即使在經濟不景氣時,日本也必須要不

斷的擴充產能‧不僅如此’日本要與美歐競爭也必須要不斷的更

新技術’為了技術更新就要不斷的投資新的生產設備,結果就是

生產設備不斷的擴張,產量不斷的增加’進-步造成它必須要靠

出口來維持它經濟的成長和充分就業’因此’也就必然會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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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歐更強烈的抵制。因此美國雖然用舉債來支持它在支出上的

擴張’卻給別的國家暫時解決了市場不足的問題。

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日本、亞洲出口國家﹙特別是近幾年

來的中國﹚和歐洲能夠在牛產i﹦l經大量過剩時還繼績增加生產,

就靠了美國這個獅子大張口的進口市場。在亞洲危機中受衝擊最

大的幾個國家的經濟到今天也無法完全恢復’它們只有不惜血本

爭取出口,寄望由出口的增加來帶動它們的經濟成長’並且用它

們貿易上的II偵差來償還外債。近年來中國的經濟成長中很大-部

分也是靠與美國在貿易上的出超而來的,這-點在第十章中還要

談到。對美國來說,它靠了從世界各地來的大量廉價進口’使它

在200】年前的幾年中’雖然經濟超常增長’但是物價仍然可以

維持穩定。

從l980年到2000年的二十年中,美國的進口增加了

400℅‧美國進口佔全世界出口的比例在這二十年中從l2﹪增加

到l9﹪﹙Duncan’2003: l76﹚‧美國的出口增加趕不上它的進口

增加,因此多年來美國這個龐大進口市場中的很大-部分是靠它

借外債來彌補的。2003年中’美國進口的三分之二是靠出口所

得來的外匯支付’另外三分之一是靠借外債。到2004年美國的

出口僅是它進口的-半。美國的貿易逆差和它的外債不斷的增
q …

Ⅲ’和世界生產過剩’以及各國對美國市場越來越依賴不是各自l■－…P‧︻

狐輕勺’Ⅲ是-件事的兩面.美國的貿易逆差和它的外債數額越
大,也就訑且且世異生產設備過剩的問題越嚴重’也同樣說明需要

墓出旦麥總寄它個國尾生產增長的國家所面對的困境.
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萊斯特.瑟羅（LesterC.Thurow﹚在

他最近寫的好幾本著作中’都強調美國從八○年代以來在世界經

濟中所扮演了「火車頭」的功能,在《資本主義的末來》﹙Ⅷ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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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α卹疋㎡Cαp〃α／／s》〃﹚這本害中,他這樣說:「美國經常項目的

逆差﹙l994年為-千四百五十億美元﹚和日本經常項目的II頂差

（l994年-千三百億美元﹚,是-體的兩面」。他接著解釋說’雖

然美日之間的lI偵逆差在l994年只是六百六十億美元’但是許多

國家﹙特別是亞洲太平洋圈的國家﹚和日本維持逆差是靠它們與

美國的lI頂差來完成的。也就是說這些國家只有在與美國維持貿易

I∣偵差,才能夠與日本維持逆差。在lg96年瑟羅（在亞洲危機之

前﹚的《資本主義的未來》出版時’他就說美國從九○年代中開

始已經沒有能力再扮演「火車頭」的功能來帶動世界經濟了,也

就是說美國已經無法繼績用借債來不斷的進口以便吸納世界上剩

餘的商品﹙Thurow, l9g6: 2l0﹚‧但是到了二十╴世紀初’美國

事責上仍然要做帶動世界經濟的「火車頭」’也就是說世界的經

濟成長還是要靠美國用借債來維持大量的進口‧從上世紀末到今

天美國的貿易逆差不但持績’而且更加速擴大。

如果我們瞭解這-點,那麼我們就可以看清楚八○年代後世

界資本主義發展的大圖面。在八○年代和九○年代「全球化」正

搞得火熱,也就是當所有發展落後國家都相爭的加入了世界分工

的行列,將它們發展的希望都寄託在出口上’把－切投資都集中

在能出口的工業上’這也正是世界生產設備產能已經高度過剩的

時刻,從那時到現在雖然美國的進口市場還在不斷的擴張,但是

這樣的擴張是用借債來維持的。在九○年代中時’美國商界的企

業家唱出「二十-世界是亞洲的世紀」時,也就正是亞洲許多靠

出口來發展經濟的國家面臨困難的時候,它們的困難和美國用借

外債來維持進口是互相關聯著的’因此九○年代末危機在亞洲爆

發是必然的事。

今天美國商業界又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國’說「二十-世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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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強國經濟」這樣的預測。自九○年代

末以來中國的發展與八○年代中到九○年代未東南亞國家的發展

非常相似,而現今美國當前的貿易逆差與它的外債積壓所面臨的

危機比起十幾年前又嚴重太多了。

我們可以把全世界的剩餘產品想像成╴座大山’這座大山是

因為世界總生產不停的超過總需求而堆積起來的。假設這座山堆

到-個高度就會倒下來’因此在接近這個高度時’如果總需求不

增加,生產就必須緩慢下來‧我們再假設這時在這座大山旁出現

了-個特大號的無底洞,因此所有的剩餘產品都可以丟到這個無

底洞裡去。只要可以繼績丟’生產就可以繼績’不但可以繼績,

或許還可以加速。假設這個無底洞的口有個看守人’這個人給丟

進東西的人-張紙條,紙條上記著丟下去東西價值的數額’只要

丟的人可以同意拿著這張紙條作為欠賬的記錄而不要求兌現,他

就被允許繼績丟。這個比喻雖然有點l∣蚤’但是它說明了今日世界

卜牛產過剩的問題,而美國就是這個無底洞,那張紙條就是美

元。世界上大量過剩的生產能夠繼績就是靠著美國的這個龐大的

進口市場,美國這個用增加外債來維持的進口市場使資本主義暫

瞳丕必三刻縮減生塵暫時逃過了更大規模的危機.在這危機延
緩的期間’世界的跨國資本可以繼績謀取利潤,繼績累積它們的

-＝≒╴＝╴╴＝ －■ 埤╴﹃』牢解＝每…～晾

靈二

美國外債擴張與金融信貸膨脹之間的關

係

第╴節

但是-般常識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生產是為了牟利,因此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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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想出來的無底洞的故事不可能成立,也就是說生產出來的東西

不可能把它丟進-個大洞裡就了事’資本家﹙不論是落後國家的

資本家或者是在落後國家生產的跨國公司﹚將商品出口到美國後

必須要能賣’必須要收到錢﹙美元﹚。資本家在拿到美元後,才

可以用它來換取當地的貨幣,拿到當地的貨幣後他們才能支付工

資和其它生產費用,剩下來的就是資本家的利潤。

當資本家或出口商用美元換取本地貨幣時,出口國家的中央

銀行就用本國貨幣來支付收到的美元’也就是說中央銀行的美元

外匯儲備和本國貨幣流通量同時增加。如果-個國家的貿易平

衡’則進口的公司或貿易商將會用相同數量的本國貨幣去換取外

匯來支付進口。結果是兩項互相抵消’在其它因素不變時,中央

銀行的外匯儲存和本國的貨幣流通量兩者都不增加或減少。

但是如果-個國家出超,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存和這個國家的

貨幣流通量都會增加,中央銀行的外匯增加部分等於出超部分’

而本國貨幣流通量則會通過借貸而增加的更多‧出超國家的中央

銀行如果不要它的外匯儲存量和本國的貨幣流通量增加的話’它

可以將美元在市場上拋售’拋售美元時可以收回本國貨幣‧但是

這樣的做法會使美元貶值和本國貨幣升值’而本國貨幣升值對出

口不利。特別是要利用出口來增加本國生產的國家’必須要避免

本國的貨幣升值,出超國家往往不希望它們的貨幣升值,因此出

超國家的中央銀行必須為增加的美元外匯儲備另想辦法。

另外’美元存放在中央銀行沒有收入’近些年來這些與美國

貿易上出超的國家的中央銀行’或有錢的私人就用因貿易出超而

來的美元收入,到美國去購買美國的公債或私人公司的債券或股

票,私人可以用本國貨幣從中央銀行換得美元﹙中央銀行的美元

儲備和本國貨幣供給同時減少﹚,拿到美國去投資‧美國靠了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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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來購買世界上多餘的產品,美國所欠的外債再回到美國來買股

票和債券。從l995年到200】年六年之間,美國國內羼於外國所

有的股票和債券從三點五兆美元增加到七點八兆美元,六年之問

增加了l00﹪以上。對美國來說境外美元回到美國來買股票是美

國的外債與美國的資產同時減少’回國的美元來買債券則是-種

債換成另-種債。

從下表中可以看出在2000年外國到美國所購買的各種債

券、股票和直接投資。

20〔〕0年外國購買美國金融資產和直接投資（單位呂億美元）

債券市場 2,793

897

l83l

政府公債

公司債券

其他

股票

65

l,g38

2.877 ﹁直接投資

其它

總額

】,7g7

8﹃405

資料來源: Richa『dDungan,刀!eD0／／αγC〃s／s,p.47斗8

美國用美元來支付它在貿易上的逆差’也就是說美國的進口
︿╴﹄╴一■■﹢ ︻

■● ﹄→ ﹄＝﹄╴

大於出口的差額與它境外的美元外債同時增加,出去的美元再回
－﹃＝╴ 一╴凸 毛 ﹄ ℅ 『 芷

到美國購買資產的過程中’世界金融信貸增加了’美國的貿易逆
-→】﹄ ﹑

差越大’它的外債數額也越大’世界的金融信貸也就跟著增加。

這又是為什麼呢?

這裡就用台灣在200l年與美國在貿易上的-百五十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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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順差作例子來說明。為了顯示這-百五十億美元對台灣的影響,

先不去管台灣與日本的逆差’為了計算方便假設每-美元可換三

十元台幣’-百五十億美元就相當於四千五百億台幣。在台灣出

口的各大公司將美元換成台幣後’除去進口所需美元外匯後’尚

有總台四千五百億台幣可以供他們投資。如果台灣沒有對美國-

百五十億美元的lI頂差’也就是說如果台灣和美國的貿易是平衡的

話’這四千五百億台幣就不存在。

當台灣中央銀行將收到的美元拿到美國去投資的時侯’不管

是買公司的債券或是買公司的股票’或者是買美國政府的公債,

美國的金融市場就因為美國對台灣貿易的入超而多增加了-百五

十億美元的資金,這筆資金若不是因為美國的入超也是不存在

的。因此美國對別的國家的入超會增加它本國的信貸的來源,而

與它出超的國家也同樣增加它們信貸的來源。美國在貿易」孟每╴

笙盟L運韹塹甩冬I刻r債丞補足’差國每鉅就用直自己皰貨鱉
L差皿壅室仗巨簍口超過出口皰差額.對美國出超的國家再用

美元來購買美國的公債或私人公司的債券或股票。隨著美國買易
■寸﹃歹＝全F ■ ﹑﹄4■凸 口 ←︼－﹦╴╴﹃

逆差的增加’世界的金融信貸也跟著增加’美國的貿易逆差增加

越l∣央,美國的外債越欠的多,世界的金融信貸就越加膨脹。

從美國欠外債的這個事責看來,資本並不是從資本主義發達

國家流向發展落後國家。主流經濟學家要我們相信落後國家的發

展需要先進國家的資本’在他們的論述中’-再強調如果沒有外

來的資本’一個落後國家就不可能發展。但是事責與他們的宣傳

剛好相反’全世晃蝕磁且洫回童本王臺莖國,特別是流向世
界上最大的經濟強國-美國.美國的高額逆差和進口的增長也

同時說明了世界各國,包括日本和歐盟,當然更包括中國和其它

亞洲國家,以及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對美國市場的依賴。世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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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和美國對外國資本的依賴’已經持績了二

十多年。在過去的幾年中’在絕對的數額上和相對的數額上都在

的增加,這樣不平衡的發展是資本主義過去歷史上從來沒有過

的’也是不可能繼績下去的。美國做為-個最大的經濟帝國,它

的貨幣就是世界貨幣’美國卻也是欠外債最多的國家’這也是資

本主義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以前在大英帝國下,英鎊做為世界

貨幣’要維持英鎊的世界貨幣的地位,英國在貿易上-直保持著

出超。

第三節金融自由化改革與金融資本膨脹

第二章已經講過在經濟大恐慌之後,美國的統治階級看到金

融上的危機可以波及整個經濟,因此在羅斯幅新政的改革中特地

用立法來將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分離。lg33年的Glass﹣Steagall

Act將投資銀行和商業銀行分開’因為投資銀行經營新股票上市

的發行﹙InitialPublicOffenngs ’簡稱IPOs﹚和其它股票和證券

的經營,所以風險較大,而商業銀行的活期支票存款就是貨幣’

將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分開’是為了保障商業銀行存款的安全’

同時也可以阻I卜余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結合而進-步形成資本的

壟斷。同時為了防止像經濟大恐慌時許多人因為怕銀行破產而發

生的擠兌,這條立法也設立丁孓國家袞款堡險.﹙FederalDeposit

InsuranccCorporation﹚.更為了防止銀行用提高存款者的利率來

彼此競爭’因而投入收益高但風險大的資產’這條法律也給銀行

存款的利率設了上限’即通過了RegulationQ來限制銀行付給存

款者的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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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為了避免金融投機帶來的經濟上的不穩定’國會也通

過了立法來設置對金融機構的管制和監督’其中保括股票市場交

易的規定’並且設立了證券市場委員會﹙SecurityExchange
－﹑習 ﹄ ‧ ’

Commission ,簡稱SEC﹚來監督股票市場的交易‧除此之外’

為了防止少數大型銀行利用全國性的擴張來吞併小銀行,所以在

經濟大恐慌之前就有了限制銀行進行跨州兼併的迭焦﹑裊.即l927﹣

年的McFaddenAct ‧

因此,當我們回頭去看戰後凱恩斯的經濟政策的實施時’我

們必須要看到這個政策是與新政時期所制定的對資本管制的立法

相配合的。也就是說’凱恩斯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配台了這

些管制來調節整體經濟.但是戟筐幾士年的資本圭箠闐發展’覃…

丕丕鼬灌疆與盞併的結果,陲侵金融資丕I且產業韋丕再度進宜
鐘盒P到了八○年代’美國政府將許多新政時期有關金融的管制

鬆綁。l980年時美國國會通過了TheDepositoryInstitution

DeregulationaⅡdMonetaryControlAct﹙簡稱DIDMCA﹚。這條法

案取消了對存款利率的限制’以及-些其它對金融資本的管制。

在取消金融管制的八○年代裡銀行破產增加,這是與金融自

由化相關聯的。但是美國國會還是不斷的用新的立法來取消原有

對金融資本的管制。到了八○年代中美國的儲蓄銀行﹙Saving

andLoanAssociation﹚接連著大批破產,這些儲蓄銀行破產與

l980年通過的DIDMCA這條法律有關’因為儲蓄銀行在這之前

只可以從事房屋貸款,在利息設有上限的環境下’儲蓄銀行的存

款與貸款很穩定.在利息上限取消後’這些銀行必須與其它商業

銀行競爭’因此儲蓄銀行開始貸款給-般生意,並且從事投機’

包括房地產營造的投機。到了八○年代中’大批儲蓄銀行破產’

在破產的過程中’這些銀行的總經理中好多人都撈了大筆不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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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他們先貸款給自己的親朋好友後再宣佈破產,當儲蓄貸款銀

行的存款保險已經用完時鑒凰甦邸抵亳出粕扭者上壬億美元

壅噎蘿羼資黛款銀行’以及賠償在這些銀行存款顧客的損失‧
八○年代除了大批儲蓄銀行破產外’整個金融市場都非常混

亂,投資銀行用發行高風險的債券﹙junkbond﹚來促使企業進行

兼併,高風險的債券要付高利息’好多企業用發行債券的錢來兼

併其它公司’但是常會在兼併完成之後,常因利息的負擔太高而

破產。買junkbond的人明知風險很大,為了高利還是把錢投進

去。當時的金融業就像個大賭場,嬴的人發大財’輸的人宣佈破

產’但是嬴的人都是大戶’也有不少CEOs因為犯法而入獄,跟

二十-世紀初時大批不台法的交易被揭露出來’許多經理被判刑

入獄的∣青形很相像‧就連金融界自己也把這-段瘋狂的幾年稱為

賭場的社會（casinosociety﹚﹙《美國商業週刊》’l985年9月l6
≡╴-╴╴一

日﹚。l987年l0月葛林斯潘剛上任聯邦銀行理事會的主席,美

國股票市場崩盤,引起了美國和世界金融的危機。

在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下,九○年代美國政府又進╴步廢除對

銀行的管制。l9g4年時國會通過允許銀行跨州兼併的立法

RiegIe﹣NealIntc【stateBankingandBranchingAct取代了McFadden

Act ‧在此之後,各大銀行’像花旗銀行和美國銀行’就可以在

美國各州進行兼併’成立它們的分行。lgg9年國會又通過-條

法律FinancialServicesModemizationAct來代替Glass﹣Steagall

Act 。這條新法律允許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合併。其責在這之

前,很多商業銀行已經在用設立分公司的辦法來做經營股票的生

意,這條法律徹底的取消了對投資銀行與商業銀行合併的限制‧

這樣的發展說明了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資本的擴張終於衝破了

各種法律的限制,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再度合併’而且到了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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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行月瞟保險
世紀末’金融資本的地位越來越重要,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分

界從越來越糢糊到最終消失’這些新的立法都是新自由主義政策

中重要的-部分’但是換-個角度來看’所有這些新立法其實都

是將已經存在的事責加以合法化而已。

國際金融自由化與金融資本膨脹

當固定匯率在l973年解體之後’美元大幅貶值’但是美元

繼績被用為世界貿易和投資交易的媒介’美元也仍然作為各中央

銀行的主要外匯儲備’所以美元雖然已經停止兌換黃金’但是它

還是世界貨幣。上面提過’在七○年代初後’美國的貿易逆差增

加’美元大量外流‧其後,在美國境外除了從美國流出的美元

外,還增加了歐洲美元。在第四章和第六章中,已經討論過歐》∣∣

美元的產生和擴張,在討論中我解釋了歐洲美元是-種沒有國家

因此不受任何法律管制的貨幣。這筆不受國家管制的貨幣完全由

跨國銀行所控制。到了七○年代石油加價後’跨國銀行將大筆的

歐洲美元貸給第三世界石油進口國家’這-段石油美元再循環的

經過在第八章中會再做較詳細的論述。這裡要提的是這筆龐大的

不受管制的資金是整個世界金融資本擴張中的-個重要部分‧

歐洲美元從七○年代初在不受任何管制下大量擴張’它從

l973年的五百億美元擴張到l987年的兩兆美元。這麼龐大數目

的金融資本可以跨國界的自由流動,石油加價後先流到第三世界

石油進口國家’這些國家的外債從l973年的-千億美元增加到

l986年底的-兆美元,是十三年前的十倍。到了l982年夏天’

外債危機開始時,跨國銀行就將資金從這些國家撤走‧這大筆資

金回到美國’其中-部分為美國政府在八○年代的國家赤字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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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另外部分則成為八○年代大規模企業兼併資金的來源。

﹙Wachtel: lg87╴l988,263﹚

隨著生產設備過剩’資本投入生產也變得更加困難,因此若

是想要獲得高利潤’從事整個公司的買賣或是其它方面的投機要

比將資本投入生產來得容易。但是要買賣價值數十億’甚至上百

億的公司’主要是手中要有可以控制的資金。跨國銀行和跨國公

司享握了大筆資金’它們就進-步去發展利用這些資金來賺錢的

生意’也就因此發展出來各式各樣的期貨市場‧本來期貨市場的

設立是為利用期貨的交易來降低穀物和其它商品買賣的風險’但

是到了七○年代後’大部分的期貨市場買賣都是為了做投機生

真1麴﹛員弓隍丰是譫庭僩廳
l972年外匯的期貨市場成立’這是第-家金融性質的期貨

些幃”;,霹鋤∣馴愉鄗鱸……∣『….
塑府公債的期貨市場,八○年代初又設置了買賣股票指數的期貨市

陳場.股票市場最原先成立時’是為了私人公司可以將股票上市來

國融資’或為了要擴張生產來增資’但是到了八○年代底’在股票

驃｝旨歙期貨市場僅成立了幾年之後’股票指敷期貨市蜴的交易額已
＜≡經超過股票市場的交易額﹙Wachte】, l987－l988,263﹚。因此到了
主八○年代金融市場的交易大規模的膨脹’股票的交易和股票指數

驛期貨巾場的交易跟為了生糜而融資的關係越來越遠.

嘉羈臟餞擺驚鶸
兼數額的貨幣燬賣也給國際金融增加了新的不穩定因素.其中-個

幹鑒:繡籬賁麓繃繕靈羅麒濛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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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投機中,各種金融的交易額增加了’金融資本在國際間的流動

量也大幅增加。像不同國家貨幣買賣的外匯市場原來是為了國際

貿易而成立的’後來也為了國際間投資的需要。到了九○年代

初’外匯市場每天的交易量高達-兆美元以上’在-兆美元的交

易中只有l0﹪的交易與貿易和投資有關’其餘的交易量都是為

了在各貨幣之間價格的波動中獲取收益的投機買賣。現在外匯市

場買賣的交易額更大,比九○年代初又增加了30﹪。這還只是

外匯市場,尚不包括外匯的期貨市場。外匯市場和外匯期貨市場

的交易與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之間的關係也越離越遠‧

從七○年代中後,金融資本的地位變得越來越重要’隨著金

融自由化和美國外債的增加,和國際間金融投機數額的增加和頻

率的加快’金融資本的擴張更為加速’金融危機也就隨後而來’

從八○年代開始連績不斷的金融危機正說明這-點。不但如此’

在未來因金融危機而導致整個經濟的危機的可能性更加強了’這

-點在下-節和第八﹑第九章中還會再討論.

這裡值得-提的是現今美國的訌翌f盒鼬鮮勺左企墓
瓠進臺於金融日,懂篁遁動 像StandcorporatioⅡs﹚（nonfinancia】

andPoor股賈andPoor股票指數的五百家公司在2000年時’有高達40﹪的利

潤來自貸款等金融性的經營‧而且這金融∣生經營利潤的三分之-

是來自來非金融性﹙像生產性的企業或批發零售企業﹚的大企業

﹙華爾街日報, 2002年6月l﹙﹚日’A╴l﹚。

隨著生產設備產能過剩,市場的競爭變得更遍鼬Ⅱ.註箋奐
業為了擴充市場,用借錢給顧客來招攬生意’像汽車公司用低利

貸款來賣車給顧客’像家具公司融資給顧客’使買家具的人可以
︼＝一＝╴╴＝

在-年後或兩年後才開始付貸款,像波音公司要賣飛機就借錢給

航空公司等等。雖然借錢給消費者來買耐久性的消費品並不是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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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才開始的,奇異電子（GeneralEIectric ’簡稱GE﹚早在

】g33年時就用貸款給消費者來買收音機,之後再用分期付款來

償還‧但是近年來由公司借錢給顧客在規模上和在範圍上和以前

都有很大的不同‧奇異電子現今有奇異電子資本﹙GECapital﹚
這個分部’奇異電子資本並不只是貸款給向它買束西的顧客’而

是貸款給-般的企業或消費者‧

在這篇報導中這樣說:有-家印刷公司∣央要倒閉了,因為它

所欠的款過多’風險過高’所以銀行不肯再借錢給它。這家印刷

公司最後找到奇異電子資本,奇異電子資本馬上就批准了-百萬

美元的貸款,這家公司就用它的印刷機和房子做抵押。事責上,

由奇異電子分出來的奇異電子資本這樣∣I生質的貸款跟銀行貸款沒

有什麼區別,奇異電子資本的資產額高達四千兩百二十五億美

元’僅次於美國三家最大的銀行的資產額’居第四位（華爾街日

報’2002年6月l0日’A╴l﹚。幾個月前’奇異電子資本才又

花了八億五千萬美元收買-家百貨公司的整個信用卡部門’又準

備花-千萬美元買俄羅斯-家信用卡公司﹙華爾街日報’2004

年8月l2日’A╴2﹚.因此奇異電子資本所提供的信用已經與它

本公司所銷售的東西沒有關係了。

在經濟大恐慌時,美國因為大批銀行倒閉而引起整個金融系

統的崩潰’所以政府通過了很多法律來保證銀行的安全。此後’

銀行和其它金融機構受到政府嚴格的管制’主要是為了避免因銀

行倒閉而弓∣起連鎖∣生的金融危機。為了執行管制’政府定期派人

來查帳’而且政府還為存款者設立了保險’存款者有了保險就不

會在緊急時取出存款,而使銀行無法應付而倒閉。而像奇異電子

資本這樣的公司目前在執行銀行的功能,卻不受任何管制。而像

奇異電子資本這樣的大公司從事金融經營的還有很多,像波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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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也有波音資本﹙BoeingCapital﹚這個分部,波音資本的貸款總

額在2002年時是l999年時的三倍,共-百億美元‧

二十年前銀行和其它金融機構在信貸的供給中佔斗0℅ ,到

了十年前這個比例下降到26℅,而今天只佔l9℅。所以雖然銀

行受管制﹙既使銀行的管制也在弱化中﹚但是因為它所佔的信貸

比例逐漸減少,因此管制對整個金融的影響力也就跟著減弱了.

而這些非金融性的公司從事金融∣生的活動卻完全不受管制’這就

使得整個經濟因為這些公司所擔當的風險而且增加了發牛余融危

機的可能性,波音資本借給聯合航空公司十二億美元來購買波音

飛機,如今聯台航空公司在破產中重整’如果聯台航空倒閉’波

音資本也將會被連累﹙華爾街日報, 2004年8月l2日,

A╴2﹚。

這篇華爾街日報﹙2002年6月l0日, A－l﹚的報導分析了

非金融性企業進入貸款的兩個主要原因’-個是在-個企業主要
﹃…【＜才d▽︽呈「︾︾﹄︻︶﹣～﹃午╴■＝＝↘

坦逕變【風jL像生產皺司】﹣皰成長緩慢時’進入金融的經營Ⅱ以
較快的增加這個企業的收入,像波音飛機製造部門的成長速度不
﹂ ﹃凸﹂□＜＝＝L■■孓 ﹄ □凸昌尸■▲二︵︸ 夕 、

夠快時,波音資本的!∣央速成長可以用來提高總公司的收入成長

率。另-個原因是企業可以用提供優惠貸款來吸引顧吝.】特別是

有很多顧客因為信用不夠好’而申請不到銀行貸款。在這篇報導

中-個被採訪的人說:「從九○年代底到二十-世紀初,-般公

司所定的價格並不-定能賺錢’所以做生意以能夠保住它的經營

額在市場總額中所佔的比例為主」﹙華爾街日報’2004年8月

l2日, A╴l﹚。由此可見近些年來’因為剩餘生產設備的問題比

之前更為嚴重,市場的競爭變得更為激烈。牛產件企業進入金融
～昤＝■－﹣﹄﹄﹃■︼

﹣Ⅱ2愛萱,-互回直助於年收入額的增長』另﹦方面有助於銷售它
的產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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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年底在E『on公司的經理們的做證中’Eron的許多不為

外人所知的做法都被揭露出來,這些做法也脫離不了九○年代以

來的整個經濟和政治環境‧可能更重要的是Eron這個企業在帳

面上的經營額遠遠超過它責際的收入’而它在帳面上的經營額中

很大的部分就是它在金融上的經營和操作’另外-部分是它把同

樣的東西賣出去,馬上再買回來,因此它假造的交易額就成為公

司收入的-部分。譬如說Eron賣了－千萬美元的電力給－家公

司’第二天再將-千萬美元的電力以同價向這家公司買回來’

Er0i在帳面上的收入就增加了因賣電力而來的-千萬美元。事

責上不僅是Eron這樣作’其它能源買賣公司也用同樣的方法來

偽造它們帳面上的收入額,使得不知內∣∣青的人以為公司的收入正

快速的增加。

美國大批高科技公司（intemctcompanies﹚在九○年代中期

快速的成立’好多家又在短短的幾年之後倒閉了‧這-段的發展

經過也與金融資本的操作有密切的關係。在過去-家公司的股票

上市都要在公司成立了幾年之後’生意經營穩定了,開始有利潤

了’投資銀行才考慮將這家公司的股票上市。但是在金融資本膨

脹的九○年代l∣青況就不-樣了‧許多dotcom公司成立後’剛搬

進去租的辦公室’包裝的東西和設備的紙箱還沒有打開’銀行就

找上門來要將它們的股票上市。在上市的過程中,投資銀行將股

票抄熱後馬上脫手’賺了大筆的錢。許多買股票的小戶,包括許

多人購買各種不同的股票基金作為退休金﹙40lK﹚也趕快跟著

買,這些新上市的股票在極短的時間內上漲好幾倍甚至幾十倍,

往往-個剛剛成立的公司’還沒做成什麼生意’它的股票就已經

值好幾千萬‧這種事是在九○年代前從來不可能發生的。沒有幾

年之後’許多do〔com公司破產,就是沒有破產的公司的股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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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落千丈。這個高科技公司股票的大氣泡從吹起來到破滅不到

十年的時間’整個過程與金融資本在背後的操縱有絕對的關係。

最後值得╴提的是近十年來美國房屋貸款的擴張與房屋價格
╴

上漲的關係。FannieMac和Freddic.Mac是兩個政府支持的房
╴﹂

屋貸款公司﹙Government-SponsoredEnterprises ,簡稱GSE﹚。

這兩家公司享有政府的低利貸款,再把錢貸給-般銀行﹙即向銀

行買進Matsge﹚。最近葛林斯潘在美國國會的金融委員會做證時

說:「FannieMac和Freddie.Mac的貸款數額必須大量削減」。

他以為這兩個機構的貸款額應限制在-仟億美元到兩仟億美元之

間,但是目前PannieMac的房屋貸款總額是九仟零五佰億美元

﹙過去十年增長四倍﹚, Frcddie.是六仟五佰四十億美元﹙過去十

年增長九倍﹚﹙華爾街日報2005年2月l8日,A－2﹚,我們可

以看出因房屋信貸擴張而弓∣起的房地產的氣泡,和如果這兩家房

貸公司出了問題,將帶來房地產的危機。

第四節金融資本膨脹與世界資本主義危機

從九○年代中期開始’在大量外資流向美國的幾年中’引起

美元相對於其他主要貨幣升值。美元升值使得美國增加出口和減

少進口更加困難。美元持績上升和美國股票持績上漲,就進-步

吸引更多的外資‧到了近五年來,美國外債劇增和因此而引起的

金融資本膨脹是世界資本主義目前最嚴重的和最緊急的問題,這

個問題使近期內危機爆發的可能性加強了,也使危險性加大了。

前面提過美、歐的大部分主流經濟學家和商界人士也看到這個問

題的嚴重性’他們也會同意目前這樣不平衡的狀況需要調整,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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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們對這種調整將會對世界資本主義金融系統可能產生的影響

沒有-致的看法’有的會認為影響之大可能到了不可收拾的地

步’有的則認為資本主義有能力克服在調整中所引起的動盪。但

是顯然的這樣不平衡的狀況不可能永遠持績下去。到了200l年

時美國股票開始下跌時,主流經濟學家中有人開始憂慮,他們怕

如果外資賣掉股票和債券把資金調回本國時’不但會使股票進-

步下跌’也會弓∣起美元大幅度的貶值,和由此造成的世界金融的

混亂.到目前為止’雖然美元相對歐元貶值已近40﹪’相對日

幣已經貶值超過20℅’但是這個隱藏的危機尚未爆發’而這種

不平衡的狀況不可能長久持績下去’從不平衡到平衡的調整中’

就會引起很大的動盪。

在《美元危機》這本害中, RichardDuncan對因美國入超而

輸出美元所造成的影響有很好的分析’他認為自八○年代後美國

貿易逆差擴大後引起了世界信貸的膨脹’因此而引起世界的危

機.他認為八○年代信貸的膨脹引起了日本經濟泡沫式的增長,

和在泡沫爆了以後的經濟危機。他也認為信貸的膨脹與九○年找
︸︸＝╴＝╴－＝＝＝╴﹃

後半亞洲的經濟危機有密切的關係。Duncan並且認為在金融信
╴…珀p■ ﹄＝■■ ■凸已

貸擴張時容易引起投資超常的增長’因此而引起生產設備過剩。

Duncan這樣說:「在過去三十年中’因美國逆差而導致國

際的外匯儲備以極」∣央的速度增加’因此使得世界的信貸可以大量

擴張’信貸擴張更引起全世界性生產快速增加。但是在生產增加

的同時,世界人口的購買力跟不上去’因此目前存在著世界性的

生產設備過剩的問題」﹙Duncan,2003: l52﹚。他又說:「在l985

年和lg88年之間’日本的外匯儲備增加接近五倍,從兩百七十

億美元增加到九百七十億美元。緊跟著日本的信貸也以高速度增

加’接著就是生產設備投資增加,因此造成生產設備過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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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ncan,2003: l53﹚。他認為信貸擴張的結果不只是引起生產設

備過剩’信貸過分充沛也引起股票和房地產的投機‧Duncan認

為在-些亞洲國家也發生相類似的情況,像泰國到今天生產設備

利用率仍不超過55℅’曼谷的空屋率仍在30﹪以上（Duncan,

2003:4】﹚。

我同意Duncan對因美國外債增加所引起的信貸膨脹的問

題’和因為信貸過多而導致生產設備投資過多’但是我不同意

Duncan把美國的赤字看成是導致這樣發展的-切原因’而不去

進-步分析美國貿易為什麼會產生赤字的根本原因。為什麼在戰

後前二十年美國沒有貿易赤字的問題?為什麼美國的赤字問題從

七○年代後持績不減?又為什麼到八○年代才更嚴重起來?到了

九○年代再到二十-世紀初變成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就像前面所分析的’美國的貿易逆羞並f是突然閒發生齣‧
除了美國到了六○年代逐漸失去它在牛產上的絕對優勢外’美國

q遁邑逆差與1蝗生產過剩是祖關聯著的‧美國依頰Z卜丞貫丕麥
補足它總支出超過總生產部分,這樣的發展與其它出超國家依賴

╴＝－＝╴

美國市場來維持它們的經濟成長是相關聯的’這是同-回事的兩

面。這樣的發展反應了世界資本主義從七○年代初到今天無法解

決的問題.而且生產設備過剩的問題’在近三十年來越來越嚴

重。世界生產設備產能過剩與美國外債快速的增加互為因果‧生

產設備產能過剩抑制了生產性的投資’這又和金融資本膨脹和金

融管制的自由化有不可分的關係。結果就是金融危機在過去二十

多年不斷地在世界各地出現。

世界資本主義危機在八○年代初以第三世界外債危機的形式

爆發,欠外債國家的經濟經過十年後,仍然不得恢復.到八○年

代底’日本的房地產和股票市場的氣泡爆了以後,到二十－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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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房地產的價格跌了-半’股票跌了四分之三。日本的經濟經

過了十四年極嚴重的危機,日本的經濟蕭條是資本主義發達國家

在上世紀三○年代以來最深的’而且也是時間拖延最久的,到今

天也不能恢復。lg87年美國股票市場崩盤。九○年代中’墨西

哥又再度陷入從所未有過的經濟危機’而且危機蔓延到其它拉丁

美洲國家。九○年代末,世界資本主義危機在亞洲爆發’並蔓延

到俄羅斯和巴西。九○年代中美國大量的資本投向高科技業’由

高科技的興旺引起了信貸的膨脹﹑股票和房地產的投機’直到

2000年氣泡爆了之後的兩年中’美國的dotcom公司-個個破

產,隨後世界的通訊業公司也在大量剩餘產能下,-個緊接著-

個破產。到了二十-世紀初日本的經濟還沒有恢復,美國和歐洲

的經濟又進入蕭條’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巴拉圭﹑烏拉

圭﹑玻利維亞都經歷著非常嚴重的經濟危機。

第八章和第九章中將對世界資本主義近三十年來的危機做分

析,在分析中我們可以瞭解資本主義的危機如何推動了「全球

化」,而「全球化」的各種自由化的措施又如何更使危機進-步

深化和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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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八○年代資本主義危機加深與

「全球化」

l982年至∣I l990年之間落後國家支付給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本金和

利息總共一兆二千四百五十億美元（這個數目還不包括從落後國

家流到先進國家的利潤、股票分紅、專利權使用費等項）’從這一

兆多昊元的資本流出減去九千兩百七十億美元的資本流入（包括

夕卜釆投資、援助、新的貸款等）’在這／﹨年中,資本從落後國家流

向先進國家的淨額是四千一百八十億美元。以】948年幣值釆計算

相等於六個當年美國援助歐洲的∣禺歇爾計畫。到了l990年,落後

國家欠先進國家的夕卜債比起lg82年釆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

6I﹪。

SusaⅡGeorge,ⅧcDeb／B﹝﹚﹝﹚加2／α〃g,xv╴xvl

導論中談到「全球化」不僅是-個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而且

里星!鼬里階盤鏖間盟關係‧在「全球化」中’資本主義發達國
家利用國際金融貿易組織和雙邊與多邊條約將經濟危機的災害轉

嫁給發展落後國家’在轉嫁中打擊了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使它

們前-階段所實行的進口替代的經濟發展破產’但是災害的承擔

者卻是落後國家的人民。在這-章的第-節對第三世界外債危機

的論述中’我們可以很清礎的看到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在處理落後

國家的外債中’它們與發展落後國家之間的關係‧當落後國家被
守
口



l98 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危機

迫承受外債負擔時’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國家統制階級和勞動人民

之間的關係。

在處理落後國家外債的過程中’我們也可以看到資本主義的

危機如何推動「全球化」‧並且可以認識到國際貨幣基金這樣的

國際金融組織在逼迫落後國家還債時所扮演的角色.如果沒有國

際貨幣基金的協助,這個危機轉嫁的程序不可能完成。資本主義

發達國家不僅只是靠國際貨幣基金,而且他們還靠其它金融貿易

組織和各種貿易協定’在這-章的第二節就對這些組織和條約中

重要的幾個作介紹。從這-節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瞭解為什麼國際

金融貿易組織是「全球化」六個部分中的-個部分。

︽
即

插
弟 石油美元再循環與第三世界外債

在第六章中談過在七○年代石油出口國家將石油兩次加價後

跨國銀行收到大筆來自石油出口國家的存款,跨國銀行轉手將錢

貸給第三世界國家.從七○年代末到八○年代初,美國國內通貨

膨脹失控又再度引起美元貶值的威脅。l980年’PaulA.

VOlcker被派任為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理事長,他上台後責行了

由貨幣學派的理論所推演出來的政策,大幅縮緊了貨幣流通量’

讓利率隨銀根緊縮緊而上升‧美國貸款利率達到戰後最高點,接

近20﹪。美國利率上漲帶動了世界金融的緊縮’歐洲美元的利

率也跟著上升,這時美國和其它各大國的跨國銀行馬上就提高已

經貸給第三世界款項的利率。

到了八○年代初’第三世界國家因利率上長而使它們的外債

負擔非常沉重。以巴西為例’歐洲美元的貸款利率每上漲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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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每年外債利息負擔就增加五億美元﹙Kuczynski,

lg82╴lg83: 353﹚。而只在兩三年內,歐洲美元利率上漲了l0℅

左右’可見因利率上漲給巴西和其它借了外債的國家帶來如何重

的負擔.根據摩根信託保證公司﹙MorganGuarantyTrust

Company﹚的估計: l982年時’拉丁洲的幾個國家’外債利息

負擔以他們的支付外債的能力來說都非常沈重。每年外債利息支

付佔﹙商品與勞務出口﹚總額的比例如下:厄瓜多爾為30﹪ ,

墨西哥為37﹪ ’智利為40﹪’阿根庭為44﹪ ,巴西為45﹪

﹙WOrldFinancia】News, lg82年l0月﹚。從lg79年到lg82年之

間﹙利率上漲的三年中﹚’第三世界的外債總額從兩千三百三十

億美元增加到三千六百二十億美元’增加了55﹪。到了lg8l年

時’波蘭就已經不能支付到期的外債, lg82年8月,墨西哥也

宣佈它付不出當月應付的本金和利息’隨後其它第三世界欠債國

也宣佈不能繼績支付貸款,危機就此開始。

在利率高漲下,第三世界所欠外債快速增加。第三世界所欠

的外債總額的三分之-來自美國商業銀行,其它貸款來自德國和

日本及其他歐洲商業銀行’以及世界金融組織。到了八○年代

初,假設拉丁美洲的三個最大債務國-年不付利息的話’美國最

大五家銀行的毛利潤就下降75﹪。美國九家最大銀行對拉丁美

洲國家的貸款,是他們資本額的兩倍’也就是說如果這些國家還

不了債,不但美國最大的九家銀行將破產’而且經過連鎖反應,

將引起更大-批美國和其它資本主義大國銀行破產‧到了八○年

代初’第三世界欠債國支付利息和本金發生問題時’外債危機開

始,這時以美國為主的世界資本主義金融系統到了崩潰邊緣

﹙Vblcker, 】gg2: l98﹚。因此八○年代的這次危機其貫並不是第三

世界的外債危機’而是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以金融危機的形式顯
-一＝＝＝-﹃← 尸孝宇 ■ 今﹄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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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來’
凸﹃﹄︿心≒﹀＝

↘﹄

而危機的集中點在跨國銀行與拉丁美洲國家的外債c

在這樣緊急的狀況下’帝國的統治階級就趕快與國際貨幣基

金聯合起來幫助這些銀行,討回第三世界所欠的債,以避免資本

主義世界金融系統的崩潰。美國和其它資本主義大國趕緊替貨幣

基金融資’它們用國家稅收的錢轉帳給基金,成為它們在基金中

新增的股份。l983年時’美國總統雷根向國會要求撥款八十四

億美元’作為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中增資之用。國際貨幣基金就

用來自各大國新增加的資金貸款給第三世界欠債國,后些國家再

用新借到的錢來還欠美國和其它資本主義大國跨國銀行的貸款。

因此’美元兜了個大圈子就從美國付稅公民的帳戶轉到大的跨國
～╴︼︿＝← ﹄■ ＝＝﹃╴ .﹦﹄切E＝珀F－≡￠啞﹃色咚占╴﹄﹃︿＝︻╴＝L＝蹲︼﹄蝨」■罟鉀弭叮︵︸＝～﹄＝P

銀行‧有人說’責際上這些錢從來沒有離開紐約市,只是轉了幾

次帳而已。從表面上看,基金貸款給第三世界國家好像是援助這
﹄ ＝＝ … 古… ︻

些國家’但是責際上是美國的付稅人解救跨國銀行倒閉的危機。

當落後國家接受基金貸款時’基金就強制他們接受國際貨幣基金
﹄－﹄﹄

的結構性調整措施﹙StructuralAdjustmentProgram’簡稱SAP﹚

中的各項條件。在l983年時’有二十幾個欠債國家與國際貨幣

基金簽定了將債務延長償還的同意書’也同時接受了基金的制

裁。

國際貫幣基金與結構∣生調整措施

國際貨幣基金結構性調整措施對第三世界所干涉的範圍比早

年貸款時所簽的協定要更廣。結構I生調整措施的內容-般包括下

面幾項:

負債國要將它的貨幣貶值以便增加出口,減少進口’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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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用所得的外匯來還債。

.降低政府開支,特別是社會幅利開支’像削減對貧窮人在

食物、公共交通和水電上的補貼支出’和公共健保以及教

育等項的開支。

.用節制政府開支來抑制物價上升‧

.提高國營企業產品和服務的價格‧

.控制通貨膨脹﹑縮緊銀根、提高利率、和控制工資上漲。

.開放外國投資﹙允許外資擁有l00﹪的股份﹚,取消之前

對將外資股份限制在4g﹪以下的規定。

.將國有企業私有化﹙因此可供外資收買,包括外資用債券

換股權﹚。

.取消政府對外匯和進口管制。

當-個國家接受結構∣生調整措施之後,它的政府就失去了管

理國家經濟的主權’國際貨幣基金不但要干涉這些國家的財政政

策’也要干涉它們的貨幣政策‧借債國必須要根據結構性調整措

施的條款來削減政府開支﹙特別是有關幅利性的支出﹚和提高政

府稅收。結構』∣生調整措施規定欠債國要執行縮緊銀根的貨幣政

策’以便控制通貨膨脹‧並且在措施中要欠債國限制工資上漲。

在結構性調整措施下,這些欠債國的經濟徹底的經過了重整。雖

然履行結構性調整措施的同意害是由欠債國的政府來簽訂’但是

真正的負擔卻落在勞動人民的身上‧

八○年代初第三世界進入外債危機後’在結構∣生調整措施的

整頓下,污些國家在轄整的十年中都陷入了極嚴重的經濟困境。

到了九○年代中,這些國家的經濟才剛有些起色’就又澶到墨西

哥危機的波及。墨西哥的危機尚未結束’在亞洲爆發的世界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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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就開始了。

結構∣生調整措施中的條款-方面是針對這些落後國家的資產

階級’目的是為了蟹陰i宣些國家的資產階級制定經j齋政籠扭政j白
政策的主權,削減這個階級的經濟責力’使徨宜僩丕能繼績藉助
■╴＝︼ ╴＝

國家肛n量來罌國際壟斷資杰兢爭和抗衡.在國際貨幣基金結構
性調整措施的壓力下’第三世界國家必須盡力減少進口,並且增

加出口’以便用它們出口賺來的外匯還債。拉丁美洲國家雖然經

過了三十年進口替代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但是它們並沒有真正能

自力更生。它們的工業生產所需的機器和零件很多都還是依靠進

口,沒有外匯進口時,生產就不能繼績‧因此到了八○年代末’

結構性調整措施取消了落後國家對本國經濟的保護’落後國家在

被迫削減關稅和取消對進口的限制’更將國有企業私有化後,也

就必須要放棄戰後前-階段的進口替代的發展策略。

在國有企業私有化和被外資收買之後,國內資本更進-步失

去與外資競爭的能力。資本主義大國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結構性調

整措施把這些國家保護本地資本的措施解體,以「全球化」中的

新自由主義削減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保護他們本國市場的力量。

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在這個過程中看到國際壟斷資本的強大力

量,相比之下認識到自己力量的薄弱,這個階級看到為了他們的

利益,甚至於他們本身的存亡’他們都得跟國際壟斷資本合作’

取得國際資本的信任。他們放棄了前-時期由他們所領導的進口

替代的發展’積極的加入了「全球化」。

結構l∣生調整措施中的條款 主要還是針對落後國家的勞動人

民’勞動人民是當地政府履行這些條款時的真正犧牲者。在接受

結構調整措施之後,這些國家的經濟只有更加蕭條.在進口受到

限制之下,許多工業停止生產,工人大批失業,就是仍然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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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人也受到工資下降和物價上漲的雙重壓力。在經濟重整的過

程中’這些國家為了爭取外匯,在世界銀行的督導下’由國家輔

助大型商業性現代化的農場,來發展農業出口‧在土地集中的過

程中農村中的許多小農因此破產’他們在農村中失去謀生的路,

只好逃向城市’但是在城市裡也沒有他們能維持 基本生活的條

件‧本地小資本的經營也因為利率提高而負擔加重’再加上-般

人購買力低落,小資本的經營和生存就更加困難,它們常常在重

重的困難下被迫破產。

在外債危機的八年中’落後國家不但沒有能得到外來的資

本’反而為了支付利息和償還本金而輸出了大量的資本。根據-

個估計在l982年到Ig90年之間’落後國家支付給資本主義先進

國家的本金和利息總共-兆三千四百五十億美元,但是落後國家

的外債在l9g0年時與l982年外債危機開始時相比’不但沒有減

少反增了6l℅﹙George,l992:xv－xvi﹚。

在外債危機開始後的十年中,拉丁美》∣l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發

生了極大的變化。到了八○年代中之後,國際壟斷資本和代表它

們的帝國利用它們在國際貨幣基金內的控制權,藉著向拉丁美洲

國家逼債的機會,-步步的打破這些欠債國家在戰後進口替代發

展對外資的各種限制,完成了它們對拉丁美洲在經濟上和在政治

上的控制。八○年代末’拉丁美洲因為外債所逼,國際貨幣基金

迫使它們履行結構性調整措施中債券換股權的條例。債券換股是

這樣進行的:當欠債國家責在還不起債時’它們只好將它們的國

有企業中的資產換成股票拍賣。外國資本在世界債券市場上用低

價買拉丁美洲國家的外債債券﹙外債債券售價常是票面價格的-

半或更低到僅是票面的20﹪﹚’外國資本買了債券再將它拿到拉

丁美洲國家,將債券以票面價值換取當地私有化後的企業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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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用墨西哥做例子說明:假如,-美元相等於十個墨西哥披

索’-張票面-百萬美元的墨西哥債券用三十萬美元就可以買

到’外國資本家買到這張債券後’拿到墨西哥就可以換成價值-

千萬的披索﹙相當-百萬美元﹚的墨西哥企業股份.

外國資本就變成這些私有化後企業的股束,它們也就藉著這

個機會重新進入第三世界國家。在八○年代初,墨西哥還不出欠

債時,美國金融大亨們有這麼個說法,他們自間自答的說:「墨

西哥有沒有能力還它所欠的╴千億美元的債?」、 「當然有能力

還’墨西哥有石油、有礦山,怎麼會沒有能力還債?」從八○年

代初到今天,第三世界大批的國有資產私有化之後,只要有錢可

賺’這些企業的股票不是被外資用債券換走’就是很快的被外資

用極低的價格買去。

從lg82年起墨西哥和其它幾個拉丁美洲國家經歷了二次大

戰後最嚴重的危機’它們被跨國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逼的走投無

路,跨國資本正等待著將這些國家的市場打開’墨西哥的改革是

-個很好的例子。到了八○年代中,墨西哥總統Migueldela

Madrid開始了-連串的改革,Madrid的接班人是他手下的

CarlosSalinas 。Sa】inas出生於-個很有聲望的政治家庭（被稱

為墨西哥的甘乃迪家庭﹚,受教於哈佛大學’他完全接受了新古

典學派市場至上的理論‧在美國的支持和幫助下Salinas在l988

年當選墨西哥總統’當選後他繼績和擴大了前任總統的經濟改

革。

從八○年代初到九○年代初,墨西哥的改革包括將它的企業

全面開放給外資、削減關稅、取消金融管制、並進行大規模國有

企業私有化。從lg82到lg92 ,墨西哥將大批國營企業拍賣’在

這幾年中’墨西哥的國營企業從-千兩百家降到兩百六十家’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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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家被私有化的企業佔墨西哥企業總數的十分之-.其中包括

航空公司﹑旅館﹑海港﹑礦產公司、綱鐵公司、農業企業﹑飛機

場﹑公路﹑橋樑、商業銀行、保險公司﹑電話電信企業、收音機

和電視廣播,更加上肥料、咖啡、煙草專賣等﹙Leon, lg94:

l67╴l68﹚。Lcon對墨西哥大量出賣國有企業大為讚揚’把墨西

哥總統Salina當政時的私有化說成是他任內最偉大的成就。這些

企業的私有化中很多都是為了還債而拍賣的’原來國有的企業就

是在這樣情況下’完成私有化’國有企業就在債券換股權下轉變

為外資企業。

】g92年時’美國的前聯邦準備銀行主席V0lcker對這╴段的

發展這樣說:「這些國家的治國哲學’它們的經濟政策’荏辛它

們的政治體系都經歷了徹底的改變’它們從過去幾十年來腐朽和

無效率的經營方式中轉變過來’它們不再用高的壁壘來保護它們

的壟斷企業和國有企業’或抵制外資企業……,在-定程度上’

所有這些政策都被拋棄了。它們大幅度降低了甚至免除了關稅和

其它進口限制’它們將以前砷聖不可侵犯的國有企業私有化了,

其中包括航空公司、電話公司’甚至銀行。……現在外國投資者

與當地資本台作變得容易多了,外資甚至可以參加羼於敏感性的

石油探採和石化工業」﹙﹨／b】cker’lg92:208－209﹚‧

從﹨／Olcker的這-段話中我們-方面可以看出拉丁美洲國家

在改革中所起的變化’在另-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后些國家的

資產階級對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全力支持’沒有它們的支持’改革

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這樣的∣∣偵利完成。因為它們對國際壟斷

資本的支持’所以國際壟斷資本分給它們-份利益。

在石油加價後的石油美元再循環中,第三世界國家背上了外

債,借著外債,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大國的資本進入了欠債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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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將這些國家的經濟做了全面改革’重新取得對這些國家更加

徹底的控制‧在長達十多年的危機中’美國再度顯示出它在經濟

上和政治上的霸權。根據卡普思坦的調查,美國政府不但說服了

沙烏地阿拉伯和其它石油出口國家’接受以美元做為支付進口石

油的貨幣,並且也說服它們將賣石油所得的-部分美元用來買美

國的國家公債。在石油出口國家的-千兩百五十億的投資中’四

百八十億美元用來買資本主義大國的國家公債﹑股票和長期的直

接投資,另外,差不多相同的數額（佔總額的37℅﹚則存入私

人商業銀行（就是石油美元再循環的部分﹚﹙Kapstein, I994:
63﹚。

】g74年到l976之間,因為美元相對於其它貨幣貶值,所以

石油的真貴價格﹙以其它貨幣計算﹚並沒有上漲,反而是下降

了。而且石油出口國家所持有的美國國家公債也跟著美元的貶值

而降價了。因此,在石油美元再循環的過程中’美國和以美國為

基地的跨國資本是主要的受益者﹙Kapstein’lg9￠:63﹚。我在前

面說過,石油美元的再循環延緩了七○年代的世界經濟危機’在

這延緩的過程中’國際金融資本繼績獲得高利,到了八○年代危

機爆發了,國際金融資本卻不必負擔損失,它們在帝國的保護

下,以國際貨幣基金為中介來將負擔轉嫁給第三世界國家。

資本主義在戰後經過了二十年的蓬勃發展’到了七○年代初

資本主義的危機再-次明顯化‧在危機中’國際金融貿易組織不

再能發揮它們原有的功能﹙參見第六章﹚。隨著經濟危機,凱恩

斯的-套調節國內的經濟政策也告失效。這樣的發展不是偶然

的,為了應付新的’∣青勢,資本主義大國做了相應的調整。前面已

經講了資本主義大國在國內的新策略’在國際策略上,資本主義

大國盡其所能來協助壟斷資本在全世界擴張’而這些被它們所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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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國際組織就成了它們新策略中的重要工具。

「全球化」與國際金融貿易組織與條約
︽
即

︽
弟

國際金融貿易組織和協定是「全球化」的過程中很重要的-

部分,這-點已經從國際貨幣基金在協助跨國銀行討債中可以看

的很清楚。Kapstein這樣說:「在危機的初期就得出了-個基

本的策略’那就是債權國的中央銀行﹑商業銀行和國際金融組織

緊緊的聯合在-起’所以欠債的國家面對著-個聯合陣線」

﹙Kapstein, l9g4: 8g﹚。因此雖然從表面看來,這些國際性的組織

和多邊協定,好像是為了促進國與國之間貿易和投資的中性組

織,但是貢際上’特別是在七○年代中以後它們是由壟斷資本和

資本主義強國所共同設計的有助壟斷資本「全球化」的手段。這

些令融貿易組織在壟斷資本新的資本積累的策略中扮演不同的’

但卻又互相關聯的重要角色‧下面將幾個重要的國際組織和條約

做簡單介紹。

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與世界銀行

（WOr】dBank）

在第四章中曾經談過這兩個金融組織在戰後成立的經過’也

討論過它們在戰後前-時期的功能。到了七○年代初固定匯率解

體後,國際貨幣基金失去它維持固定匯率的功能’到了第三世界

外債危機開始後’在跨國銀行向第三世界國家討債中’它又負起

新的維護跨國資本的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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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三世界外債危機發生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國際貨幣

基金所發揮的功能。因為國際貨幣基金的協助’而避免了因跨國

遝iz惺腫Ⅱ嶝本暄棋界性的金融危機。另-方面國際貨幣基金’

夏擻璽工壟斷資本將危機所產生的災害轉嫁給第二蟆異國家’由
這些國家的人民來承擔.八○年代第三世界的外債危機就是七○

年代資本主義危機拖延和轉嫁的結果。這次危機所引起的災害則

完全由欠債國的人民來承擔。資本主義大國不但從這些國家抽取

大量剩餘價值外﹙利息和本金的支付﹚,並且再利用國際貨幣基

金向這些國家逼債’將結構性調整措施強加在欠債國上,剝奪了

這些國家人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主權‧

從八○年代初開始’世界資本主義的金融系統面臨著解體的

危機,在這次危機中資本主義大國的國家機器利用他們對國際貨

幣基金的控制來拯救跨國銀行。Kapstcin認為如此大規模危

機’如果沒有國家參與是不可能解決的‧因為商業銀行沒有強制

逼迫欠債國還債的機制‧只有國家和國際性的組織才能採取強制

的手段來逼迫欠債國還債‧所以資本主義大國-方面,向第三世

界國家宣傳取消-切政府的管制’根據華盛頓共識只有自由的和

不受管制的市場才是最有效的生產和分配體制。另-方面’它們

卻用強權的國家力量來干涉世界金融市場,以便保護它們的跨國

資本。資本主義大國的統治階級很清楚地認識到若不藉助於國家

的力量’是不可能挽救這個大規模的危機的.我們應該從這-點

來瞭解今天世界上的帝國與國際壟斷資本’以及國際金融組織之

間的關係‧

國家參與的另-個作用是說服跨國銀行繼績貸款給這些欠債

國’使它們有繼績償還利息的能力,以便保持貸款不變成呆帳。

在I982年危機剛開始時’在國家的調解下’跨國商業銀行貸給



第八章 ∕＼○年代資本主義危機加深與「全球化」 20g

欠債國兩百三十億美元的新貸款,但是次年新貸款就降至二十億

美元。到l985年時’跨國商業銀行貸給欠債國的新貸款總合為

三十七億美元’但是欠債國付給這些銀行的本金和利息卻高達兩

百二十二億美元。除了為還債而引起的資本外流之外,這些發展

落後國家的本地資本也大量向外逃.

從上面談到的可以看出在八○年代世界經濟危機時’國際貨

幣基金對穩定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擴張’和協助國際壟斷資本在世

界範圍內積累有很大的貢獻。國際貨幣基金在資本主義面臨危機

時’可以將危機拖延及緩和’在危機到臨時,資本主義的金融系

統中的銀行面臨倒閉’整個資本主義的金融體系面臨崩潰,國際

寞鱉基金用結構lI生調整措施來逼第三世界欠債國還債,因此挽救

了跨國銀行不至於因呆債過多而破產P這樣的作法使資本主義大
-纓 ﹁︽可 ﹄﹄j﹦昌㎡司｝圯 ’ ‧ 罵宅‧ ‧

國可以將危機轉嫁給第三世界國家,迫使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來

負擔因世界資本主義危機而帶來的災難。而且經過國際貨幣基金

的干涉’危機的範圍可以限制在-個地區內不再繼績擴大,因此

避免了資本主義全面崩潰的危險。因此,國際貨幣基金對壟斷資

本和資本主義大國有將危機延緩、轉嫁和限制擴大的貢獻。

在這兩個主要的國際金融組織中’國際貨幣基金扮演主要的

角色’世界銀行則是在落後國家經濟重整中用貸款來影響他們重

鑒且i友向‧像跨國公司到某-國去投資為了發展出口的生產’世
界銀行就貸款給這個國家修路和修海港,給跨國公司解決運輸不

便的問題,但也又增加了這些國家的外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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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9g5年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立

到了lg86年烏拉圭回合的貿易談判開始時,美國在經濟上

已經失去戰後-國獨霸的地位’這時在經濟上形成了美國﹑日本

和歐洲共同體三足鼎立的局面。從七○年代中起美國的貿易逆差

問題嚴重起來’為了解決它在國際收支上大量的逆差’美國就用

自己國家的法律來單方制裁它的競爭對手﹙參見附錄-﹚,因此

引起日本和歐洲共同體普遍的不滿,在烏拉圭回合的談判進行中

它們警告美國說,如果美國繼績不顧關貿總協的規定而-意孤

行’貿易談判就不可能∣l偵利的進行。這也顯示出八○年代之後’

歐洲共同體和日本在經濟實力上已經可以和美國對抗,它們不再

甘心總是屈服在美國的威權之下。

從lg86年開始,烏拉圭回合談判因為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的

矛盾,經過了八年的談判’而且在談判中幾次都將中斷。最後終

於在l994年底達成協議,次年成立了國際貿易組織。國際貿易
︼﹃﹃︷

塑織取i豆闢逸篁易總協,負起了在這個新時期資本積累的新任
務。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的矛盾雖然越來越深,但是它們也認識到

用談判來解決它們之間的爭執的必要,否則發展下去會再度造成

三○年代時無法收拾的局面‧關貿總協第八回台談判在lg94年

結束,由ll7個國家簽定’世界貿易組織在1gg5年初成立。

l芝昱貿易組織取代了關稅貿易總協’成為-個永久陸昀世界

﹑﹣篁剔聯.世界貿易組織不但將商品貿易自由化推煎﹦本蟲’而
且更推廣了資本自由流動的範圍’和對外來投資者的保謹.在削

減關稅方面世界貿易組織不像關稅貿易總協,只限制在工業品

上’WTO不但將農業貿易包括在削減關稅的範圍之內,而且它

進-步于涉國家的農業政策,包括不允許國家給予農民補貼。除



第八章八○年代資本主義危機加深與「全球化」 2】l

此之外’在貿易的範圍上更將服務業包括進去’服務業的範圍很

廣’包括金融、保險、醫療、教育和娛樂等項‧WTO也將對智

慧財產權的保護包括在內’因為跨國公司享握了95﹪以上的專

利權’資本主義大國為了要保護壟斷資本對科學技術的控制’所

以強制落後國家貫行與它們相同規定的有關保護專利權的法律。

附錄二中對世界貿易組織與關稅貿易總協之間的差別做較詳細的

比較。

在驛Ⅱ國際霎氳童李扛閑蓊後國家的晨業市場秈服務業的市
盪圭,」:lk促謹隱國公司的智慧財產權上’世界貿易組織有很大
的貢獻。世界貿易組織做為國際壟斷資本的工具來為它們爭取到

﹑至甦異寞丕薦鱟量直利n!l廉件‧在壟斷資本的督促和帝國的支持
下’世界貿易組織與國際貨幣基金相配合’來為壟斷資本在全世

界進行積累開路’並為它們打開發展落後國家的市場,和剷除在

落後國家中-切對外來資本的限制與障礙,僮凰際霪斷資本熊更

進二歲鞏圍痘Ⅱj對蓬鱉國冢經濟上皰耀制。
從烏拉圭回合談判到世界貿易組織成立的過程中’我們可以

看出貿易上的競爭是靠列強之間經濟和政治的力量’而絕對不是

只靠市場。只可惜有-些得了博士學位的經濟學家’他們對教科

言研讀的很好,但他們往往把頭栽在害本裡’因此看不見現責。

他們好像不知道這個世界不是按照害中的這條或那條曲線’或微

積分中這個或那個公式來運轉的。他們把新古典學派市場至上的

理論,奉為不必待證的真理’並且把自由貿易這種羼於政策層面

的問題變成了原則性的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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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APEC）

在世界生產設備極度過剩情況下,壟斷資本之間的競爭也就

越來越激烈’帝國之間的矛盾也就更加深。在危機進╴步深化

中’以帝國為基地的壟斷資本必須要找新的出路。壟斷責捶童

凰茴遞助下,槓極的在世界夤地妻找新的資本i責昱皰攆會‧八○
年代中後日本的跨國資本大量來到東南亞,想要建立戶在賄洲的

經濟勢力範圍’美國也不甘心讓日本的資本佔據亞洲,就用亞洲

太平洋的名義把美國包括進去。l989年亞洲太平洋經濟台作理

事會﹙APEC﹚成立了, APEC的成立就是為了便於美、日資本

向亞洲地區擴張。l993年在西雅圖開大會後’APEC就有步驟

的推進申洲和與太平洋臨界的國家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它對打開

亞洲太平洋國家的市場和經濟很有貢獻’為九○年代後大量日本

和美國資本繼績來亞洲投資做好準備‧

APEC不像歐盟’因為它並不以將來成立﹦個政!自上皰寞穩﹦

蝨且的,宣i旦丕儳北美目由貿易盪定’北美貿易協定是綸參加攝

定的國家彼此在關稅上給予優惠,而且將其它國家排除在關稅優
一＝╴

待之外‧APEC也不像WTO’它對會員沒有約束力。 I它的主
～一︸

要功能則是為世界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打前鋒,也就是說在烏拉

圭回合的談判還僵持不下時, APEC的成立有助於將自由化推

前-步。APEC會員國所推行的具體自由化的政策可以做為其

它國家的典範。APEC的l8個會員國的人口佔全世界人口的

40℅’這些國家的總生產佔世界總生產的－半’它們的貿易額

I . APEC的企業諮詢委員會的主席桑默維爾對這－點很不滿意’他認為APEC

對會員應該有約束力（經濟日報, 2004年5月l4日,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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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世界貿易額的72﹪。因此,這些國家所推行的自由化對全世

界卻會產生相當可觀的影響。

l993年APEC在西雅圖開大會時’與會的各國代表就宣示
～

它們將支持世界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以便使得商品、勞務、和
︶﹀╴乙～︼角勺﹦望q﹃︾≡四二呂‧ ﹄ ■ ﹃ … 』 ‧ ﹑ 『 ‧ ﹄﹄■■啤凶出∣ 茴 蛄幽蚵■︼凸它祕﹦已琿≡︾彈 蛉﹃﹃顱勿 『 I

意奎迅』套羈國真閭通行無阻. 】994在印尼開會時’APEC
的代表更進-步表示它們推行自由化的決心,並將全盤自由化的

限期定為20l0年。lgg7年APEC在加拿大的溫哥華開會’開

會之前在它之下的企業諮詢委員會先開會’在會中各大跨國公司

事先決定它們將要它們國家的代表在APEC會中替它們爭取什

麼新的特權。

束亞和東南亞各國的執政者就趕緊跟著響應這-股「世界潮

流」來改革他們國家的經濟,他們像應聲蟲-樣的在國內宣傳自

由化和私有化’他們說-切國家對企業的管制和對本國資本的保

護都過時了,只有在推行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之下才能

趕上當時的世界潮流。他們利用亞》∣l太平洋經濟台作理事會每年

-次集會的機會’生怕落人之後爭相的來表示他們對這新自由主

義的全力支持和合作。他們向美國和日本宣誓他們要在規定的限

期之前’就提早完成自由化和私有化。他們在所提的具體行動計

畫中’相爭的表示要提前取消-切對商品和勞務進口的障礙。為

了表示歡迎外資,他們供給外資 好的投資條件’大部分國家並

進-步取消對資本流動的許多限制’包括對國際帳戶中資本帳的

管制,使得外資可以隨意自由進出‧

除此之外’這些國家還著手處理-些與貿易和投資相關聯的

問題,這些問題都是到烏拉圭回台時才被列入談判的’像智慧財

產權的問題、外資進入服務業的問題、和取消農業補貼的問題

等。亞洲國家更在技術的提高、教育的普及和基本建設修建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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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這些方案都是為了降低外來投資的成本。APEC將自由

化提前責行並設置多項有利外來投資者的措施’對外來投資提供

了有利的條件,吸引了大量外資來到亞洲投資’但因此也就將資

班圭謝孓國印生產設備過剩的間題撞蓉到亞批﹛發展蘊後的國家
爽＄

APEC的成立也就是「全球化」六個組台部分中的-個環

節’iAPEC與亞洲國家積極加入「全球化」有密切的關係。從

APEC成立到亞洲經濟危機爆發的這-段發展在第九章中再做分

析。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是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在lgg3年年底
■ ﹄竿『 ＝ ﹦『乾凸■亡夕 口﹃P ■ 夕 ﹄ 0︼ 者勺﹄﹃廾 占

簽定的-個自由貿易協定,這個貿易協定設立了-個包括這三嶼

國家的自由貿曷羼’噱週自里覃曷區內製灘嬋品﹙北美製造
率的限制隨產品而不同﹚可以享有關稅上的優↑寬L在協定簽定六

╴╴一＝■－＝＝

年後免稅﹚。從表面看起來NAFTA是為了促進貿易自由’但責

際上則是為孓保霆姜國p嘍斷富芬‧因為到了八○年代’美國、
歐洲和日本的跨國資本之間的競爭更加激烈了’為了利用墨西哥

的廉價勞動力,歐洲和日本的跨國公司也投資到墨西哥去生產,

而且目的是將成品銷售到美國‧NAFTA簽定後,美國的壟斷資

本就可以保護它們的市場。像汽車的北美製造率當時的規定是

62.5﹪,只有在北美製造’且製造率在這之上的才能享有關稅侵

待‧因此美國的三大汽車公司可以將它們的汽車組件運到墨西哥

去加工再運回來而享有關稅優待,但是歐洲和日本公司則不能

﹙除非它們的汽車有62.5﹪以上是在北美製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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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八○年代中時’美國資本在墨西哥危機中就逐步進入墨

西哥。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美國跨國公司為了降低成本,就將

許多生產移到墨西哥’但那時墨西哥還沒有將它的市場開放,所

以墨西哥就在兩國臨界的地方設置了許多加工出口區

﹙maquiladoras﹚’美國的紡織業、電子業、和汽車等業就移向邊

界的加工區去生產。前面已經提過到了八○年代,墨西哥在外債

的逼迫下,將經濟逐步對外資全部開放’並且做了徹底自由化的

改革。NAFTA的簽定使美國可以用國際條約進-步來保障這些

改革不會在墨西哥的政權發生變化時而被取消。在NAPTA的保

證下,美國跨國公司可以將農產品銷售到墨西哥,也可以更自由

的利用加拿大的自然資源、和墨西哥的廉價勞工,而且可以避免

因為保護環境所增加的成本上的負擔。

前面提過到了八○年代底墨西哥的重要改革初步完成。這時

第三世界外債危機剛平靜下來’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逐漸削

減了它們之間的關稅‧根據NAFTA的協定’到20l0年時它們

之間的關稅將減至零。事責上’這三國之間的貿易中很大-部分

是以美國為基地的跨國公司之內的交易’像美國汽車公司到加拿

大和墨西哥去建廠再將汽車運回美國來賣就是-個例子。加拿大

出口中的30﹪,墨西哥出口中的40﹪’都是來自這些公司,所

以減稅的結果只是便宜了它們’更方便了這些公司去加拿大和墨

西哥投資‧隨著投資的增加,美國的跨國公司也加強了對三國之

間的貿易控制。

這個協定雖然名為自由貿易’但是在它的條例中包含了多項

有關投資的協定’而這些投資的協定都是為了保護美國的跨國公

司‧其中-個例子就是協定中的第十-章‧這第十-章給外來投

資的跨國公司所謂國民待遇’也就是說在與投資有關事宜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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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資本與本地資本享有平等的待遇‧事責上,根據十-章的規定

外國公司享有比本國公司更多的優待。第十-條中規定如果因為

投資所在地的政府規定而造成外來投資公司的任何損害’外來公

司可以控訴這個國家的政府來取得賠償‧這第十-章對國際壟斷

資本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在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會員國

中所談判的多邊投資協定﹙MuItilateraIAgrcementon

IⅡvestment ’簡稱MAI﹚與這第十-章中對跨國公司的保護相

似’這都是壟斷資本進-步在奎卅界爭取新的積累地盤的策略。

MAI將在下面談到.

在北美自由貿易協訂第十-章的保護下,美國的-個叫

Ethyl的公司控告加拿大政府獲得賠償。這家公司在加拿大的分

公司生產-種加在汽油裡的防震劑﹙mmt ,三碳基甲基環戊二

烯錳﹚。mm【對人體健康有害’在美國早已經被禁用。加拿大政

府在lgg7年時施令禁止使用mmt , Ethyl馬上以它的利潤受損

害為理由來控告加拿大政府（G／obα／α〃dMα／／,Apnl 】5, lg97﹚。

第二年,加拿大政府敗訴,除了賠償Ethyl兩千兩百萬美元之

外’還要陪禮道歉並撤回禁令﹙Barlow,】gg8﹚。在這整個控告和

判決的過程中’不按照加拿大的法律程序’而是完全決定於

NAFTA的判決小組’決定的標準也與加拿大的法律無關,而只

是根據NAPTA中保護投資者利益的第十-章’也就是說,

＼MlHA煦篛士﹦章對投資煮的保護凌駕於本國法僕對人民健康

﹑墮保霎之上‧
同樣的’在墨西哥也發生了美國跨國公司利用NAFTA的第

十-章來要求賠償的例子’美國的-家廢物處理公司Metalclay

在墨西哥的Guada】cazar城購買-塊土地,準備要建-個廢物處

理廠,當地居民因為這塊土地已經被高達兩萬Ⅱ頓的毒廢物所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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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因此他們認為應該要先將毒廢物清理後才建廠;因為居民的

抗議’市政府沒有批發建廠的許可而遭這家公司控告’結果賠償

了-千五百六十萬美元。在Metalclay要建廠之前’-家墨西哥

公司也同樣被拒絕建廠許可’因此可見市政府不批准Metalclay

建廠並不是不平等對待外來投資者。事責上’如果本國公司用本

國法律來控告本國政府只可能敗訴’但是NAFIA的第十-章保

護外來投資者是駕於本國法律之上的‧

多暹投資協定

多邊投資協定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會員國從lg95年5月

開始談判時,並沒有受到注意’當時就連美國國會的會員都不知

道有這麼個談判在進行中‧雖然在烏拉圭的談判中’談判的範圍

已經從貿易擴展到投資,但是在WTO談判中有關投資的條款商

談遠不能達到跨國公司所想要的對外來投資者的保護,所以在

lg95年’WTO剛成立後’﹣OECD會員國之間就開始了有關投

資條約的談判’也就是多邊投資協定（MAI﹚。
︶…D︸…‧

多邊投資協定﹙MAI﹚中的幾項重要內容如下:

第-’國民待遇:主要是規定接受外來投資的國家必須給予

外國公司與本國公司同等待遇‧當地政府不可以只給

本國企業某種援助而不給外國企業‧

第二’最惠國待遇:當地政府不許以違反人權為理由來禁止

某項外來投資。

第三’當地政府不可以要求外來投資-定要完成某種任務,

像將生產的-定比例出口-類的要求‧當地政府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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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要求外國企業雇用本地的雇員。

第四’禁止當地政府無償沒收外國資產。

第五,在解決當地政府與外來投資者之間的糾紛時

允許外來投資者控告當地政府‧

MAI

這第五點與NAFTA的第十-章相似。這-點跟過去

NAFT】4以外的所有的國際間經濟協定都不-樣’過去當發生投

資上的爭議時,只有國家可以出面處理,私人公司無權控告有主

權的國家。

除了上面幾個主要項目外’MAI完全沒有對外來投資的責

任有任何規定,MAI完全沒有規定當地的政府可以要求外來投

資者台理對待他們的雇員,或者不能污染環境。也就是說外來投

資可以享有-切特權,但是沒有任何責任‧

MAI在OECD國家之間的談判-直不能達成協議’終於在

2000年。談判因為它們彼此不能同意下而破裂。其後這些國家

就把MAI中-些重要條文逐步放入WTO中。

磕
即

︽
弟 資本主義深化危機與「全球化」

從第六章、第七章和這-章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從七○年

代初開始’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設備過剩問題再度明顯化’壟斷

資本遭受到資本積累的困難’壟斷資本基地所在的國家在資本積

累困難下進行改革’以便協助壟斷資本壽劃積累的新策略,第七

章中特別討論到金融自由化進-步促使金融資本大規模膨脹,而

金融資本的膨脹更加深了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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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大國國內的改革由美國的雷根總統和英國的柴契爾

首相帶頭,再推廣到其它國家。資本主義大國-連串的改革都是

為了響應壟斷資本的新積累策略’這些改革都是「全球化」中的

-部分。也就是說壟斷資本資本向外擴張的策略和這些國家在國

內的改革是彼此配台的’都是為了協助國際壟斷資本建立起新的

資本積累策略。國際壟斷資本利用第三世界外債危機的機會大批

進入經濟發展落後的國家。在外債危機中’大批跨國銀行面臨倒

閉的威脅’世界資本主義的金融系統到了全面崩潰的邊緣’此時

資本主義大國藉助國際貨幣基金的力量來挽救跨國銀行’由國際

貨幣基金來替跨國銀行討債。IMP便藉討債為理由來強迫欠債

國家接受結構性調整,在調整中強制這些國家進行全面新自由主

義的改革,將它們的國家完全開放給國際壟斷資本。在外債危機

爆發和處理的整個過程中’我們認識到國際金融組織的新功能。

除了IMP之外,其它的國際金融貿易組織和國際間的多邊

與雙邊貿易協定都承擔了為壟斷資本向全世界伸延和擴張中的各

種職責。在這-章的第二節中將這些組織和協定中的-些重要

的、有代表性的幾個拿出來討論。從討論中我們可以認識到它們

在「全球化」中的重要性,這就是為什麼在導論中把它們看成

「全球化」的組成中的-部分‧當然這些組織和協定是不可能獨

立於資本主義大國而存在的。它們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資本主

義大國在背後的支持。

國際金融貿組織和協定在「全球化」中有幾點貢獻:第-,

它們在資本主義危機爆發時’可以將危機延緩和減輕;第二’它

們在危機爆發後’可以強制第三世界國家進行有利於壟斷資本的

改革;第三’它們將危機所造成的災害和損失轉嫁給發展落後的

國家;第四’它們承擔了宣傳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任務;第

／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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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它們為「全球化」的下-步作霎劃’像MAI就是為壟斷資

本排除所有積累的阻礙’來創造壟斷資本擴張的更好條件。

資本主義危機從七○年代初開始’到八○年代進-步深化。

在八○年代第三世界外債危機中’國際壟斷資本與資本主義大國

藉助了國際金融貿易組織對經濟發展落後國家作經濟和政治上的

干預.發展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放棄了前 ﹣階段獨立發展資本主
︾＝﹄≡

義的企圖與計畫,本著這個階級自身的利益,積極的加入了「全
︶＝︼乒←→扣一﹄＝︼￡≡﹦ 伊﹄◇口﹄ ＝『d □

球化」,成為「全球化」中的-部分’這就是八○年代底九○年
一c

代初的現實。九○年代之後’-直到本世紀初,資本主義危機繼

績’並且危機蔓延的範圍擴大。下-章將對九○年代後的發展做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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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全球化」與九○年代後危機的

蔓延與災害的轉嫁

在過去的兩年中,世界上七個國家的經濟（這七個國家的經濟生

產佔世界總生產的四分之一,有六億六千萬人口）經歷了一場與

經濟大恐慌極鳥相似的經濟蕭條。這一次與過去一樣’在晴朗的

天空中危機突然襲擊,限上次一樣在許多有權威的評論家還在預

測繁榮將持績的時候,危機已經在擴張中,這次跟經濟大恐慌時

一樣’傳統的經濟處方不但證明無效,甚至會起反作用。任何有

歷史感的人在現代的社會中看到這樣的現實都會怕得脊稚骨發

冷。

Pal1IKrugman,刀!cRαM『〃q／Dep吧ys／o〃Ec﹝﹚〃o／〃』cs, l9g9

世界資本主義從八○年代到九○年代再到二十-世紀初’連

績的發生大規模的危機.八○年代初,資本主義的危機以第三世

界國家付不出外債為導火線而爆發,這次的危機幾乎引起整個資

本主義金融系統的崩潰’經過了十年才逐漸平靜下來’但是遭受

危機的國家到今天也還沒有復原。八○年代底’日本的生產設備

產能過剩的問題更加嚴重起來,日本的經濟危機從九○年代初開

始’至今仍然處於停滯狀態。九○年代中墨西哥又發生了戶在屜

史上最嚴重的危機,這次的危機波及到其它拉丁美洲國家.到了

九○年代未’從亞洲開始的金融危機不但蔓延的範圍比八○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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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廣,而且這次的危機並沒有隨著二十世紀終結而消失’而是-

直拖延到二十-世紀初。

八○年代危機的根本原因並不是起於第三世界的外債’同樣

的,九○年代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也不是墨西哥和亞洲國家的金

融體系不夠健全。這幾次嚴重的危機,都是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

以金融危機的形式在不同的地區爆發出來的‧而危機的根本原因

來自資本主義內部矛盾’這個內部矛盾是以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

現像表現出來。從七○年代初開始生產設備產能過剩變得明顯加

上金融信貸的擴張,到八○年代危機爆發,此後危機的聲勢越來

越猛,範圍也越來越擴大。

這-章從九○年代中以後生產設備產能過剩更加嚴重談起’

再討論日本九○年代至今的危機,之後將談到九○年代中墨西哥

的危機,第四節談上世紀末亞洲的危機’最後－節談從九○年代

底擴延到本世紀初的危機。

第╴節 產能過剩問題更加嚴重

到了九○年代中以後,世界的危機因為產能的過剩愈加嚴

重’因此引起危機進-步深化和擴張。這裡再用汽車為例子來說

明世界性產能過剩問題的嚴重性‧根據華爾街日報的-篇報導,

l997年世界汽車生產設備的產能高達七千萬輛,而汽車總需求

約四千七百六十輛﹙與二十年前相比只多出五百萬輛﹚。在這之

前二十年中’各資本主義強國繼績增建汽車工廠’因此到了

】9g7年時’產能超過市場需求高達32﹪,也就是說生產設備的

利用率只有68﹪;這篇文章中還說’按照當時的發展’到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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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時’汽車生產設備的產能將增至七千九百萬輛﹙華爾街日報’

lg97年8月25日,A╴l ﹚。lg98年,日本汽車生產設備的產能

高達-千四百萬輛’但日本國內市場對新車的需求不到產能的-

半‧歐洲的汽車生產設備每年增加￠﹪,但市場需求每年只增加

l5℅﹙《經濟學人》’l998年3月2】日,頁7l﹚。

在全世界汽車生產設備過剩﹙市場滯銷﹚的同時,各大汽車

公司卻繼績擴建’這就是在第二章中討論過的資本要進入牛產l∣牛

的投資在危機到來前不受市場已經達到飽台的限制。日本汽車公

司豐田和本田繼績在美國和加拿大投資擴建它們在那邊的工廠。

在l9g7年經濟危機爆發之前’南韓的現代﹑大宇和三星所生產

的汽車遠超過它本國市場的需求,因此必須找國外的市場。從

l98g年到lg9l年南韓的汽車生產設備產能增加了l7﹪,到

】g9】年時南韓汽車的年產能增加到兩百二十萬輛’但是它的本

國市場卻只能銷售-百四十萬輛’其餘則必須出口。但是因為世

界汽車市場已經飽合’所以南韓的出口反而從l988年的五十七

萬六千輛下降到】g9l年的三十二萬輛﹙Hart﹣Landsberg, l993:
252﹚。南韓汽車公司除了國內生產的部分必須得找出口市場外’

它們更到印度﹑印尼和土耳其設廠。除此之外,歐洲﹑美國和日

本汽車公司也去巴西、墨西哥和中國大陸等地建汽車工廠。僅在

巴西-國,除了原在的四家汽車公司:幅特﹑通用、大眾和雷諾

都同時擴建之外,更新來了七家汽車公司在巴西建廠。近年來歐

洲﹑美國和日本的大汽車公司又紛紛接連著到中國投資建蓋汽車

廠。

為什麼汽車生產設備與市場相比已經大量過剩’大汽車公司

卻繼績投資擴建或建新廠呢?這些資本家和他們的顧問並不是不

瞭解汽車業存在著大規模市場需求不足的問題’但是他們也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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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在這樣的大環境中,-個汽車公司要生存和發展必須要作

你死我活的競爭.許多的廠家都可能在市場的爭奪戰中被淘汰’

而任何-家公司不願意自己成為被淘汰中的-個,所以就必須拚

死命的擴張’這是資本的規律’資本必須能繼績增值否則就要死
﹂毛一╴︻ □ 勻■ 弓一二 口 P上

才卓,而按著這個規律的發展就-定會產生更嚴重的生產設備產能

過剩的問題。因為世界汽車的總銷售量停滯,而產能卻不斷的擴
╴‧

大’產能與而揚庭閒的矛盾且盒越Zk越大‧因此’不管個別公司
如何採用新的技術﹑裁減工人、和降低工資來增加生產效率,以

便隆」鹽生崖盛奎’並且如何用新的車型和大量廣告來吸引顧客增
加銷售量’但這樣的作法並不能改變總產能超出市場總需求的基

本問題。在總銷售量不再成長或成長緩慢時,-個或幾個汽車公

司若是能增加銷售量’其它公司就必須要減少銷售量。

因此不難預見危機遲早是要爆發的’在危機中’-些責力弱

的公司競爭不過,這時就只好將產業出賣或宣佈破產’在這個過

程中’大的﹑強的公司兼併小的、弱的公司,造成資本進-步集

中和壟斷。在危機中’一部分剩餘的生產設備得以銷毀‧在過去

十多年中’汽車業資本兼併的例子很多,而月痘些資本的兼併多

是跨國界的。像日本的日產汽車公司原是-家責力強大的公司’

在九○年代初的日本經濟危機中’日產汽車公司的營業發生問

題,財源支持不下去,由法國雷諾融資而成為法日的合資企業。

為了佔據更大的市場,德國的賓士汽車公司收購了美國的凱斯萊

汽車公司。南韓的幾家汽車公司是花了大量資本發展起來的,在

危機中’這幾家公司都面臨債務過高的問題,使得繼績經營非常

困難。美國的幅特和通用汽車公司看中了這幾家公司’上面提過

南韓的汽車公司除了在南韓還在其它幾個國家設立了工廠,因此

收購了這些公司有便於幅特和通用存擂些國家擴充市場‧但是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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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來這樣的收購和兼併並沒有大量銷毀汽車的生產設備’加上

幾家大公司的擴大增建’像過去幾年它們又相爭地到中國投資建

廠,因此上世紀末危機開始時存在的過剩產能問題’不但沒有解

決,而且在購買力逐漸減弱之下反而更加嚴重。

除了汽車之外,綱鐵業﹑化學工業﹑電子業、製藥業﹑紡織

業﹑交通﹙包括飛機製造業和航空業﹚、零售業、和通訊業

﹙telecommunication﹚等’當今都存在著大量牛產設備過剩的問

題。在WOrldCom破產之後’其它通訊業公司’像美國的另-大

通訊業公司Qwest和德國的DeutscheT℃lecom在經營上都面臨嚴

重的問題‧二十-世紀初,世界上最大的二十多家通訊業公司

中,大部分都面臨破產的危機。這些公司在九○年代末快速擴張

時,借了大筆的債,全世界通訊業的公司總債額達-兆美元。從

200l年初到2002年中’美國通訊業及其相關企業因為營業額下

降’已經解雇了五十萬人（《經濟學人》, 2002年7月20－26

日’頁59﹚。

在九○年代中時,美國、西歐國家和日本都對通訊業寄予很

大的希望‧通訊業是個新的產業,所以有快速成長的潛力‧根據

《經濟學人》這篇的分析,各國的通訊業對市場的增長都做了過

分樂觀的估計,所以造成今天的困境。電子通訊量從lg97年到

2002年之間每年增加-倍,但通訊業過分樂觀的預測是每-百

天就增加-倍’因此各大公司大量投資來建地下峴光電績﹙hbre

opticcable﹚’而且這些公司估計既然要挖地來埋電纜’埋二十四

條和埋兩百四十條的成本不會高過十倍’所以根據當時過分樂觀

的預測’當然是埋越多越好。各大公司爭相埋電績的結果,從

l998年到200l年間,地下硯覺電績增加了五倍.不但如此,因

為科技的進步’每-條電績能傳播的信息增加了-百倍,因此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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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的總能量增加了五百倍‧但是在這幾年的發展中’市場的增長
＝ ↓ ﹄ ‧ ︻ ﹄沽﹄﹄﹄■﹦5鉀廿

是完全沒辦法跟得上產能的擴張‧在這篇報導中美國聯邦通訊委
員會﹙PederalCoⅡ皿unicationCommission﹚的主席說這個產業目

前面對著-個「完全的和徹底的危機」。世界四大家通訊公司

﹙Qwest,WOrldCom,DeutscheTdecom,FranccT℃Iecom﹚的股票如

以2000年l月】日為l00點指數,到2002年春,這四家的股

票都跌到20點以下,WOrldCom的股票更跌到接近零﹙《經濟學

人》, 2002年7月2｝26日’頁59﹚。

另-篇報導中說在過去兩年中,美國通訊業中’有五十家公

司總共有七百億美元的呆債,更有幾十家公司面臨破產的危機’

而尚未破產的公司的股票已經跌了90﹪。因此’我們可以預料

更多家通訊業公司會相繼的破產﹙《經濟學人》, 2002年7月

l3╴lg日,頁60﹚‧當然在二十-世紀初的各業中’通訊業是最

壞的,但是近來破產的公司也來自其它行業’像航空業雖然是受

了200l年9月ll日事件的影響,但航空公司主要問題還是因為

產能過剩。根據-個報導,從lg96年到200l年航空業以每年

3℅的成長率在擴張,但是航空業是個所謂成熟的企業,需求只

會很緩慢的成長’在9ll事件之前’美國航空業就已經存在著

l5﹪的剩餘產能’USAir在200l年虧損二十億美元之後,宣佈

破產’Delta和United還在破產後重整。其它幾家航空公司都在

大量裁員﹙《經濟學人》’ 2002年8月l7日,頁52﹚。航空業的

問題也影響到飛機製造業’在航空公司債務重整中’這些公司不

得不取消它們以前簽訂的購買飛機的合同。此外’在美國布希總

統將綱鐵進口增加關稅之前’鋼鐵業中也有許多公司宣佈破產。

好幾年來’製藥公司因為發展不出新藥來’都遭到營業收入無法

上升和股票價格低落的問題’據預測世界各國製藥業的困境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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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將來都不能解決﹙華爾街日報, 2002年7月l6日, Cl﹚。

除了汽車業﹑通訊業、航空業﹑製藥業等大企業外’就連日

常生活中-般人都熟悉的飲料市場都因為市場已經達到飽和而使

得進-步擴張發生困難。我們可以從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的市場

中的競爭來瞭解當今這個市場∣青況的-二。這兩家公司是世界汽

水業中最大的兩家,但是因為它們都不是新的產品’因此如何維

持它們的銷售量不斷的增長’市場不斷的擴張就是經營者最大的

挑戰。如果它們-旦停止擴張,就會很!∣央的失去它們的領先地

位。為了擴張’可口和百事各自收買了不同的果汁公司和冷飲公

司,並且也進入瓶裝飲水的市場。除此之外它們各自藉著快食店

來賣它們的飲料’像百事可樂和BurgerKing及ThcoBell是-家

公司,麥當勞則銷售可口可樂‧

這兩家公司除了每年用大量的廣告做宣傳之外,它們更個別

到美國各地的學校兜攪生意。因為據調查-般人對哪種冷飲的喜

愛多半決定於他們年輕時喝冷飲的習慣,所以可口和百事認識到

要擴充市場,必須得早早從培養年輕人的口味開始。加上近年來
一一一﹦■╴－

美國各層政府的經費縮減,學校經費不足。可口和百事就分別與

學校簽訂合同’要校方同意只賣-種汽水’可口或百事在合同

中’就給這學校-筆錢做為取得專賣權的報酬,學校就用拿到的

錢做為支付-些課外活動﹙像音樂和體育﹚的用費。合同簽定

後,可口或百事就在該校設起冷飲機’孩子們就大瓶大瓶的灌下

含高咖啡因的糖汽水。可口可樂公司從成立到今天已經有-百多

年的歷史’這種用與學校簽台同取得專賣權來擴充市場卻是近幾

年來的事’這種作法甚至在二十年前還是完全不可思議的事.

為了擴張經營額和佔據更大的市場’除了上面說的汽水公司

用向學校買專賣權來銷售汽水外’我們也看到近年來各家公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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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要推銷它的產品花上大量的廣告費。除此之外’每-家公司的

-種品牌又發展出各種不同的口味,像可口可樂就有八、九種不

同的口味’以便在超市的架子上盡量多佔位置。這些都不是孤立

的現象,像汽車公司為了佔據市場’每╴家公司必須要製造各種

模型的汽車,要有專門迎合年輕人喜愛的模型,又要有配合中年

人穩重成熟口胃的模型’既要生產轎車又要生產跑車,要生產豪

華車’但也不能放棄低檔汽車的市場’另外還加上卡車和

SUV‧我們可以把這種想盡各種辦法來佔據市場的現象聯繫到

資本必須要向世界各地擴張來看。可□可樂想盡辦法到世界各地

去建汽水瓶廠,在貧窮國家的城市裡’最諷刺的現責之-就是,

-方面政府沒有錢供給市民清潔的自來水’但是街上的小販卻到

處擺攤子賣可口可樂‧從這樣拚死活的市場競爭中’我們就不難

瞭解不管是可口可樂、麥當勞、或是星巴克咖啡,背後推動它們

向全世界各地擴張的動力。
一～一╴一一一╴一＝-■≡今全

九○年代初日本開始的經濟危機
代斤0 斤︹

弟╴且p

在第七章中提過,到了八○年代中後’美元相對日幣貶值,

日幣升值的結果’使得日本跨國公司必須丕斷甩隆僮奕躂置巨個

因此就大幅隆低了日本覃Zt挺且mEⅡ獲在世界而揚上的競爭力

得的利潤。日本政府為了協助它的資本家就採取了降低利率和擴

充貨幣流通量的政策。這時日本的中央銀行有大量的美元外匯儲

備’更助長了信貸的擴張’日本商業銀行也因此用過於充沛的資

金來大量增加貸款,過多的貸款弓∣起了八○年代後期日本的房地

產和股票市場的投機,房地產價格和股票價格的狂飄使日本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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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像個吹起來的大氣泡。到了九○年代初’這個大氣泡破了’日

本的經濟就陷入戰後以來最嚴重的危機,日本的銀行堆滿了呆

帳’投資意願低’消費者不肯買東西,到了十幾年之後的今天,

日本的經濟還是看不出有穩定成長的跡象。當然日本因為金融的

遁禮所導致的經濟危機還並不是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

還是它噎累了太量的剩餘產能‧因此’從lggl年到20﹙）2年的十
二年中’有六年生產設備的投資﹙以責質貨幣計算﹚卻大量下降

﹙SakakiBara,2003: ix﹚。這些大量的剩餘產能-定要在相當長的

時間內才能被銷毀。

根據-個分析,到了200l年﹙即從lg8g年日本氣泡爆了十

二年後﹚,日本的經濟要比美國l94l年時的經濟（即lg2g年美

國股票市場崩盤十二年之後﹚還要更糟‧這個分析認為雖然日本

官方所公佈的失業率在200l年時僅為6﹪,而美國lg4】年的失

業率要高出很多。但是以牛產量﹑股票價格、和利潤幾項為指標

來衡量,日本在200l年時都要比美國在】94l年時要差。若以十

二年總和來比較’日本在經濟上的損傷還比不上美國。但是到了

2002時日本的經濟離恢復還差得遠﹙《經濟學人》2002年3月2

日,頁72﹚。這篇文章並沒有提到美國在Ig40年時就開始備

戰’到l94l年美國參戰後’因戰爭所帶來大量的支出才將美國

從經濟大恐慌中解救出來（參見第﹦章﹚。

我們可以借日本和美國在經濟危機開始以後十二年經驗的比

較來說明凱恩斯經濟政策的功能。日本在l98g年經濟危機開始

時,中央政府立即就用增加開支來解救它的經濟’不像當年美國

在】g32年﹙經濟大恐慌開始三年之後﹚’羅斯幅總統就任之後’

才開始了-連串的新政立法來整頓經濟。這主要是因為在戰後的

二十幾年中,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當政者在應用國家財政政策來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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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經濟已經相當熟練。凱恩斯經濟政策的理論也是在他l936年

出版的書中才見諸世人.在數量上來說,日本在這十二年中的財

政支出的增加的規模也要比羅斯幅新政時期要大的多。美國在

lg斗l年時’國家公債淨額僅為國民生產總額的40﹪,而日本在

200l時’國家的公債淨額接近國民總生產的70℅。日本在經濟

危機開始後’中央銀行用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而在經濟大恐慌

開始時,美國的聯邦準備銀行尚沒有╴套調節經濟的辦法。就像

第二章中所說的,到了l933年時美國國會才通過緊急銀行法

案,這法案賦予聯邦準備銀行在-般商業銀行發生困難時’可以

用貸款來支持它們的權力。

也就是因此’美國在危機爆發之後,大批企業很快的破產’

到了lg33年時生產幾乎下降-半’官方公佈的失業率是每三個

勞動人口中就有-個人失業’但真責的失業率則接近於勞動人口

的50﹪‧從l930年到l933年之間美國每-年有兩千家銀行破

產。因此到了危機開始四年之後羅斯幅新政開始時,已經有-大

批生產設備被銷毀了。但是日本在危機開始四年之後,在財政政

策和貨幣政策的搶救之下’生產有小幅度的恢復。在這期間日本

政府盡量扶持經營困難的企業’日本的銀行盡量給企業融資使它

們可以逃過破產.加上日本大企業還保有常年以來不大批解雇工

人的傳統’因此失業人口沒有在短期內快速增加‧這樣發展的結
‧■守 曰 凸 曰 ﹄ ﹄﹃ ︻‧ ﹨ ～﹄＝～

果是大量的剩餘生產設備不能在短期內銷毀’經濟危機的根本原
＝ P﹦ 勺 ▽＝,﹄﹦﹑R ■ ﹄

﹣璽完全沒有解決,因此經濟停滯就只能長期的延績下去.現今日
本銀行的呆帳達-百五十兆日幣﹙約-兆兩千億美元﹚。這樣大

筆的呆帳使得大企業不可能再借錢投資﹙當然不投資的原因主要

是多餘的生產設備﹚’也使得銀行不能再貸款,日本的中央銀行

已經將利率降到零,但也剌激不起任何投資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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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房地產和股票大幅降價後’-般消費品的價格也在下

降,這與美國經濟大恐慌時物價下降是很相似的。物價下降

﹙deHation﹚比物價上漲給日本當局帶來更大的困擾’因為物價下

降更不鼓勵消費或投資的支出‧同時物價下降與物價上漲對債務

的負擔有相反的影響。物價上漲會減輕債務的負擔’但是物價下

降則加重了債務的負擔。就像台灣過去買-棟-百萬的房子’借

了五十萬的房屋貸款,過了幾年房子漲價到兩百萬’五十萬的貸

款就顯得不多了;而日本的-般住房的房價跌了60℅,商業房

地產的價格跌了80℅以上,可見房主債務負擔的沈重。據估計

日本的物價下降可能要到2006年才會有轉機。

2002年9月初,美國的聯邦準備銀行召集了-個國際金融

會議’各國的中央銀行現任和前任總裁和政府官員,以及貨幣學

專家在堪薩斯城開會‧在會中美國聯邦準備銀行的理事長葛林斯

潘﹙AlanGreenspan﹚發表致辭,他說:「以為只要小幅度逐漸

縮緊銀根就可以預防九○年代末吹起來的氣泡的這種想法幾乎肯

定的是-種幻想」。代表日本中央銀行的YUtakaYamaguchi同意

葛林斯潘的看法,他認為不但在氣泡起來時日本的中央銀行沒有

辦法預防’就是在氣泡爆了以後’中央銀行也起不了作用。美國

的-些金融專家常常責∣蚤日本中央銀行沒有在經濟危機的初期更

積極的降低利率,並且說日本中央銀行在政策上的錯誤使得日本

的經濟多年不能恢復。但是Yamaguchi說即使日本中央銀行在

lg9l年或lg94年時大幅降低利率,最多也不過能提高-年或兩

年的短期經濟成長率而已,而對經濟長期全面恢復並不會有幫助

﹙華爾街日報, 2002年9月3日’A－2﹚。我同意Yamaguchi的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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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

︽
弟 九○年代中的墨西哥經濟危機

在第八章中已經論述過當墨西哥付不出它所欠的外債時,國

際貨幣基金用結構調整措施替跨國銀行逼債,墨西哥在戰後前－

時期貫行的進口替代發展策略因此解體.在危機中墨西哥的經濟

受到極大的創傷,它的個人平均真責所得從l98I年外債危機前

到lg86年的五年之間下降】0﹪ ,責質工資﹙除去70﹪的物價

上漲外﹚下降了30℅﹙KrugmaⅡ, lgg9:4l﹚.到了八○年代中

後,墨西哥開始了新自由主義的改革。

前面提過在七○年代時,墨西哥的統治階級中出了-批新

貴’這批人都是有錢人和有政治勢力人家的子弟’他們不但受了

高等教育而且去過美國留學’到了八○年代初’他們所學正好為

改革所用﹙K『ugman’l999:4l－4Z﹚。八○年代中墨西哥總統

Miguelde】aMadrid開始了-連串的改革’就像VO】cker所說

的’墨西哥的改革是非常徹底的’它賣掉了大批的國有企業’降

低了進口關稅’取消了許多進口管制’也取消了對外資的限制。

繼Madrid之後Salinas當選總統’他上任後重用-批麻省理工學

院﹙MassachusettsInstitu『eofTbchnology﹚的經濟系畢業生來治

理經濟;在這批新人執政下’墨西哥政府完成了改革, Sa】inas

與美國談判’為簽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PTA﹚做準備

﹙NAFTA簽定的意義見第八章﹚。

從lg8l年到lg89年墨西哥的經濟年成長率為l.3﹪’低於

它的人口成長率’也就是說以個人平均計算經濟成長率是負數。

從l9g0年到】9g4年的四年中’即所謂墨西哥奇蹟的四年,經濟

成長率為2.8℅ ,剛好超過人口成長率。根據墨西哥本國的統

計’到了】9g斗年’它的經濟還沒有能回到lg8l年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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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ugman, l9gg: 50﹚。lg93年l2月底,墨西哥與美國和加拿大

簽定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lg91年元旦開始生效’元旦當天

Zapatista起義。

lgg￠年l2月﹙北美自由貿易簽訂-週年後﹚美國柯林頓總

統在西半球高峰會議開幕時致辭說:「所謂拉丁美洲失去的十年

到今天已經是個模糊的記憶了‧這些年的改革產生了奇妙的效

果’這是個卓越的、有希望的時代」。但是僅在柯林頓宣佈這個

卓越的﹑有希望的時代到來的九天之後,墨西哥就開始了有史以

來最嚴重的危機﹙Naim’】995:4g﹚。在危機中’披索貶值﹑資本

外移、通貨膨脹、小農破產、利率上升’許多本國企業因維持不

下去而破產’失業人口增加’工資也跟著下降。

在導論中曾經說過,這裡再重覆華爾街日報的-篇報導,這

篇報導〈墨西哥模式值得這麼大的痛苦嗎?〉這樣說:墨西哥在

北美自由貿易條約簽訂之後,到lg9g年的五年多中,他與美國

的貿易增加了-倍’從七百七十億美元增加到-千五百九十億美

元’但是對大多數的墨西哥人來說’這些貿易的數字沒有什麼意

義’因為他們的生活反而比十年前下降了‧自從墨西哥的披索貶

值之後,消萱者的購買力下降了39℅。根據聯台國的－份發展

報告說,墨西哥極端貧窮的人從危機前每七人中-個’增加到每

五人中就有-個,墨西哥的工人生活每天在三美元之下的人佔人

口的三分之二。這篇文章說雖然過去的三年﹙l9g6╴l9gg﹚是危

機後經濟成長最好的三年’但是l9g1年底披索貶值的危機把墨

西哥-代人努力的成績全部銷毀了’使得今天（lgg9年﹚墨西

哥年輕人的生活不如他們父母-代﹙華爾街日報’lggg年3月

8日,A－】﹚。

從l982年墨西哥的外債危機開始’在「全球化」下它的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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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階級換了-批受了美國教育和司I∣練的新貴’在十二年中全力以
﹀ ＝

赴,做了-連串的徹底和深入的新自由主義的改革二,把經濟搞得

民不聊生’每年大批無法生存的難民冒著生命的危險’跨過國界

去美國求生。CarlosSalinas在任內卻滿飽私翼,之後,為了逃

避貪污的責任畏罪遠遠的躲在歐洲。

到了九○年代中,-「全球化」下的新自由主義在拉丁美洲責

行了十幾年之後’已經完全失信於人’在這整個過程中誰得益、

誰受害已經非常清楚。在這時亞洲國家的「全球化」卻正進行地

火熱’這些國家的政府和大批的學者正在宣傳「全球化」是不可

阻擋的世界趨勢’只有將它們的經濟開放’並供給外資優越的投

資條件’才能吸引外來資本和新技術,也才能在世界市場中爭到

-席之地,只有依靠出口才能增加就業’才能發展經濟。

第四節九○年代末的亞洲經濟危機

外資大量進入亞洲

到了八○年代初’在世界產能過剩的」∣青況下,壟斷資本到世

界各地找投資新的機會‧這時拉丁美洲在還不出外債的困境下,

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的制裁’因而使得國內經濟大幅度緊縮’也就

沒有好的投資機會。到了八○年代末時,美國的商界卻突然蹦出

所謂亞洲奇蹟的說法﹙當然不是從哪裡跳出來的,而是壟斷資本

無處可去,所以非得找個地方安身﹚, .日本和美國的資本從八O

芽氐中起開始投回亞j【l【‧
到東南亞投資的外資中日資佔最重要地位。上面提過’到了



第九章 「全球化」與九○年代後危機的蔓延與災害的轉嫁 235

這時日本國內的生產設備經過多年的累積大量過剩’它必須要依

賴出口來提高它國內的生產設備的利用率和維持充分就業。但是

這時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生產設備過剩問題,美國和歐盟國家對日

本用出口來佔據它們的市場非常不滿’因此採取各種方法來抵制

日貨。日本的國內市場與美國和歐盟相比過小,不能責現由大規

模生產所帶來的經濟效能,因此日本的資本家看到他們在亞洲建

立起來-個區域性經濟的重要性。日本看到西歐國家聯合起來形

成歐盟以便擴大市場和生產的規模’日本看到在亞洲完全有可能

形成-個以它為主的經濟上的聯盟。

在前面曾經提過’到了Ig85年美國長期以來的貿易逆差進

-步惡化’這時各大國為了挽救美國貿易逆差的危機,派了他們

的財政部長在紐約開會,並達成廣場協議﹙PlazaAgreement﹚。

廣場協議決定由各大國的中央銀行合作來將美元貶值和將日幣和

馬克升值,目的是用美元貶值來增加美國的出口和降低它的進

口‧各中央銀行同時拋售美元並同時收購日幣和馬克,中央銀行

干預的結果使美元從lg84年到l9g￠年美元相對日幣﹙扣除國內

物價上漲外﹚貶值了58﹪。

長年以來日本為了取得更大的市場’在政府的指導下集中發

展重要企業及與其相關聯的企業,因此在各方面與美歐展開激烈

的競爭。日本的企業投下大量資本來更新技術以便增加生產效

率‧前面說過日本在七○年代底到八○年代初時’它的生產設備

就已經過剩’它的生產設備過剩的問題比美國和歐盟國家還要嚴

重。因此’雖然日本的出口額佔國民總生產的比例不大,但是自

八○年代以來,日本必須要靠商品貿易的出超來維持國內生產設

備的充分利用’和勞動人口的充分就業‧而日本的商品出超就是

美國和歐洲商品貿易的入超,這樣的不平衡就引起各大國之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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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越嚴重的貿易爭執,美國和歐洲因此加強了對日貨的抵制。

世界關稅貿易總協就是在各列強貿易爭執加劇時開始第八回

合﹙烏拉圭回合﹚的談判。在l985年廣場協定之後日幣升值,

因此更增加了日本出口上的困難。以日本為基地的跨國資本必須

要解決它國內生產設備與它國內外市場相比大量過剩的問題,因

此以日本為基地的跨國公司到國外去投資就成了-個必然的出

路’於是日本也就將它的生產設備過剩問題從它的國囚蔓延副璽﹣
﹄≡占乙◆■﹃ 屯 ＝

洲地區的其它國家。
╴‘﹦■…＝﹦≡︼

日幣升值與曰本的跨國資本對外投資

在lg85年日幣相對美元升值後,日本的資本家到美國、束

亞、和東南亞投資都很上算.因為像中國、馬來西亞、新加坡、

印尼、泰國﹑和菲律賓等國的貨幣都盯緊美元,所以日幣對美元

升值’也相對這些國家的貨幣升值。以日本為基地的資本’特別

看重東南亞的幾個國家’在八○年代中之前,日本在這些國家的

投資尚不多’日本與這些國家之間的貿易量也很低’只限於日本

所需要的原物料的進口,從八○年代中開始,l∣胄況大為改變’日

本在束亞和東南亞的投資大量增加,九○年代初到lg97年危機

開始時,日本在東南亞的投資只直接投資-項就高達-千億美

元,日本約有四﹑五百家跨國公司在東南亞設廠﹙GiIpin,2002:

270﹚‧美國存萌洲的投資遠落在日本之後‧但是在八○年代中,

美國存茆洲的直接投資量總台比前十年還是增加了7l5﹪’而

美國在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資量總合只增加了37﹪﹙Quinlanand

Chandler’200l:gI﹚。

從八○年代﹙特別是在八○年代後期日幣升值之後﹚起’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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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壟斷資本就從經濟衰退的拉丁美洲國家轉向亞洲國家‧除了日

資以外,美國和西歐資本也到亞洲各國和俄羅斯投資’西歐資本

也到東歐,和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投資‧到了lgg2年之後’各

國資本又回到拉丁美洲收買當地被私有化的國有企業’和投資到

拉丁美洲國家的證券市場。到了九○年代初,拉丁美洲國家的經

濟尚未從八○年代的危機中恢復過來, l9g4－l9g5年,墨西哥又

重新陷入了半世紀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從l9g5年到l997之間,

外資來到亞洲增加了-倍‧

日本在東亞和東南亞投資’大部分都是由日本的大型跨國公

司在當地設立分公司’日本的跨國公司直接供給這些分公司所需

要的資本﹑機器設備、重要的零件、和技術’這些分公司再將生

產分包給當地的公司。日本到東亞和東南亞的投資暫時紆解了它

貍生崖鞏臆過剩的間題gi1暫時為它的資本解決了因原料和工
資上漲而成本提高的問題。東南亞國家從日本大量進口機器設備

和零件,加工後將-部分製成品輸出到日本,更將其它大部分製

成品出口到美國和歐洲。因此事責上,日本利用這些國家間接出

口到美歐’減少了日本與美歐在貿易上因持績I∣偵差所受到的壓

力‧束亞和東南亞國家與日本的貿易保持逆差,他們與美國的貿

易保持I∣偵差。到了九○年代初,日本對亞太地區的出口已經超過

日本對美國的出口﹙Gilpin,2002:270－27】﹚。

日本在八○年代利用東南亞為加工基地來間接增加它對美國

的出口’這樣的作法和它在六○年代利用台灣和南韓來增加它的

出口是很相似的。在第五章中談過台灣和南韓的發展和它們如何

做為跨國公司加工出口的基地而達成二十多年的經濟成長,但是

到了八○年代中後,﹜I青況就完全不同了.這時世界的生產設備產

能大量過剩’各種產品在世界市場上都已經飽合’正像第七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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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分析的,美國雖然在仍然維持大量的進口,但是它在貿易上的

逆差完全靠借債而來’因此不可能長期持績下去’果然只有十年

多的時間’東南亞國家靠日本的投資和技術來發展以出口到美國

為主的加工業就進入危機了。

八○年代和九○年代時,日本將生產移向東南亞國家時,和

日本本國的經濟發展-樣,也是受到國家的積極支援。日本的資

本家瞭解因為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時對這些國家的侵略,使得這

些國家的人民對日本仍然心懷餘恨’於是日本政府用經濟援助來

改善日本與污些國家的關係.在l9gl年和】9g2年兩年中,日本

政府對這個地區的六個國家的經濟援助達四十五億美元‧美國與

日本相比顯得遜色,美國只對兩個國家援助三千多萬美元‧這些

國家在日本的援助下興建基本建設,因此方便了跨國公司將製成

品出口。同時日本的廠商也包下了像飛機場、公路、辦公樓﹑海

港等項的建設,日本政府的對外援助給它的資本所創造的投資機

會與戰後美國援助歐洲的馬歇爾計畫給美國資本創造了在歐洲投

資的機會很相像。

從上面這－段的發展看來,基本上九○年代的危機和八○年

代的危機－樣,主要是起於資本主義大國國內許多不能解決的矛

盾’和它們之間不平衡的發展而弓I起的問題。日本在七○年代底

和八○年代初’就隱藏著生產設備嚴重的過剩。到了八○年代

中,日本-方面因為國內的生產設備大量過剩,另-方面因為日

本與美國和歐洲之間的貿易爭執越來越嚴重’日本的跨國壟斷資

本利用日幣升值的機會’把大量資本投向束南亞國家,這也就把

日本生產設備過剩的問題蔓延到亞洲其它地區。落後國家所遭受

到的災害主要都是因為它們被整合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之內,當

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發生危機時’它們就將危機所造成的災害轉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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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落後國家所造成的。但是為什麼九○年代的資本主義的世界經

濟危機從亞洲開始,而且以金融危機的形式爆發,還是需要加以

說明‧

東南亞和東亞的國家從八○年代中開始在經濟上和在政治上

推行了國際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改革’為國際壟斷資本剷除

了進入亞洲這些國家的各種障礙。這些國家將自己的貨幣與美元

維持固定匯率’因此外資不必承擔當地貨幣可能貶值的風險‧同

時痘些國家放鬆了或取消了對資本帳的管制’使外資可以來去自

由,不受限制。但為了保持與美元固定匯率,這些國家就必須提

高本國的利率’提高外資貸款和債券投資的報酬’用高報酬來吸

引外資‧報酬既高風險又小’而且資本還可以來去自由’當然對

外資有很大的吸弓∣力’鼓勵外資繼績流入。外資流入增加了這些

國家的外匯存底’外匯存底數額增大就更保證了外資的安全’外

資不斷流入,也就可以維持本國貨幣不貶值。

從短期來看’-個國家如果有大量外資進來’在-段時間

內’會有高幅度的成長,當時外資大量進入亞洲時也不例外。這

裡要說明的是’這些國家由大量外資進入帶來的短期國民總生產

高速成長,又變成繼績吸弓∣外資的原因’因此樂觀上加樂觀’就

得出了「二十-世紀是亞洲的世紀」的預測‧在這-片樂觀的背

後就隱藏著危機,因為維持外資高報酬和安心的條件,像高利

率﹑匯率盯緊美元、取消對外匯管制等’也就是經濟不可能穩定

發展的原因。

從大量資本在亞洲的流入和流出來看,也就不難瞭解lgg7

年之前和之後亞洲經濟大幅度的變動。I9g6年時’有九百三十

億美元流入亞洲, 1gg7年時僅有-百三十億美元流入’在同-

年有-千零五十億美元流出,也就是說資本的淨流出將近九百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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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資本的流出並不完全是外資l本國資本到這緊要關頭也同

樣逃走避難。

在l9g7年前流入東南亞的外資中,除了直接投資外就是在

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的金融投資。直接投資要蓋廠房要買設備’

因此必然是做較長期的打算。金融投資則是可以隨時來隨時走’

而流入亞洲的外資中,有很大-部分是金融資本投資.在剩餘資

本要不斷找高報酬出路的壓力下,就必然會引起投機。到了八○

年代底和九○年代初,東南亞國家的房地產的投資和股票市場的

投資中的很大部分都屬投機性的投資。也就是說買股票不是因為

公司經營的好可望分紅拿股息,而是因為期待股票漲價可以賣了

賺錢,或者買房地產不是為自己住,而是為將來可以賣了賺錢。

因此越買就越漲價’結果就像日本－樣漲起了股票和房地產的大

氣泡-樣‧這時美國的各種互惠基金﹙MutualFunds﹚在東南亞

新興起的股票市場投資每年的收益率高達30﹪到35﹪’這樣高

的收益率是不可能從資本投入生產中獲得的’而只可能從投機中

獲得。越多人的眼睛瞪著這個高收益率’就越多人把錢投向房地

產和股票市場,氣泡也就越吹越大。因此’氣泡爆炸是必然的’

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到了】9g7年8月時’這個大氣泡果然爆炸了。泰國的泰銖

最先經不起大量資本外流而被迫貶值’連帶引起了馬來西亞、菲

律賓、印尼、香港貨幣的貶值’從香港更蔓延到南韓’也波及到

台灣。當時中國因為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而且對外開放的較

少’受的傷害也較輕,但是為了維持人民幣不貶值和搶救香港的

金融,中國也花去了大筆外匯。所有受到大規模危機災害的這些

國家都是八○年代來不甘落人之後,趕緊登上了全球化、自由

化、私有化列車的國家.在這次危機之後,中國越來越依靠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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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技術、和出口市場的發展,中國加入了國際貿易組織後’

就更進-步更被整合到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之內。近幾年來中國發

展更顯示出它也將會與其它發展落後國家-樣’必然得要承受在

危機時’由資本主義大國轉嫁過來的災害,這-點在第十章中將

進-步討論。

在這次危機中’東亞和東南亞的國家的經濟承受了第二次世

界大戰後最嚴重的損失。貨幣貶值、物價暴漲、金融系統崩潰、

銀行倒閉﹑大批工人失業﹑小資本﹙甚至本地的大資本﹚經營破

產.勞動人民本來在-切為出口的政策下’就已經受到高度的剝

削,危機之後’更是民不聊生。根據世界銀行自己的報告,在三

年的危機中’世界上生活在絕對貧窮線下（每日-美元﹚的人,

又增加了兩億人。

到了lgg8年秋,-年前從亞洲開始的危機已經蔓延到俄羅

斯、巴西和其它拉丁美洲國家’更進-步向世界各地蔓延’而且

有繼績擴張到威脅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金融系統的趨勢‧ l9g8的

上半年’俄羅斯的股票市場指數下降60﹪。同時’俄羅斯面臨

不能支付外債和可能由此而引起的盧布再度貶值的危機.如果俄

羅斯破產’危機就必然會進-步繼績擴大。

】998年l0月’資本主義七大強國的財政部長在華盛頓開會

時’有-位部長對記者說:「出席開會人的臉色比參加葬禮的人

還要難看」。在這危機燒上眉頭的時刻’這些帝國的領導人必須

策劃搶救的對策‧為了搶救資本主義的金融系統’美、歐、日各

大國用大幅擴充信用並藉助國際貨幣基金來給俄羅斯融資’使俄

羅斯逃過了破產的危機‧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南韓

等國都先後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的「援助」,同時對國際貨幣基

金的結構調整措施中的各項條件做了承諾﹙Delhaise, lg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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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9g╴206）。

在接受的結構調整措施改革中’這些國家必須將銀根緊縮,

使利率大幅提高,來抑止物價暴漲‧因此造成更多的當地小資

本’因為不能負荷債務下而被迫破產,甚至連與官僚勾結的大資

本﹙牽涉到銀行金融各業﹚也被迫用改革措施中新制定的破產法

來進行重整。在結構調整措施下,這些國家中更多的國營企業被

迫私有化,也有許多企業被外資廉價收買。

在這次的危機中,幾個新的亞洲小老虎﹙印尼、馬來西亞﹑

泰國和菲律賓﹚遭受到致命的打擊,這幾個國家的執政者從八○

年代開始-致認同要向南韓和台灣學習,用加工出口做為發展經

濟的策略’它們爭先恐後的將它們的經濟自由化和私有化,來適

合它們在世界資本主義分工中的地位,以便被整合在世界資本主

義體制之內’但是卻給人民帶來前所未有過的苦難。

南韓和台灣這兩個上了年紀的小老虎也受到很大的打擊.南

韓幾十年來由國家培養出來的大型資本中’也有好多個經不起打

擊而破產’被外資收買。南韓最大30家壟斷公司中l6家破產’

2,l00家金融公司中有600家破產。台灣在危機剛過時,受的打

擊不大,主要是因為台灣沒有外債’所以沒有馬上受到國際壟斷

資本和由它所控制的金融貿易組織的制裁,不必被強迫接受結構

調整措施,有不少人曾經慶幸台灣躲過了這次的危機。但是兩三

年後,在整個世界經濟重整下,台灣也必須做進-步調整,使得

它的許多隱藏著的問題逐漸暴露出來.

從亞洲開始的危機爆發蔓延到俄羅斯再蔓延到巴西,國際貨

幣基金也就從亞洲到其它各地用貸款做為條件’逼著欠債國接受

結構調整措施中的-切條件。泰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的硬性規定

下’其政府的財政收支必須要保持相當於國民所得l﹪的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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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不得已只好在削減祉會幅利之上’更將零售稅提高到50﹪

﹙華爾街日報’lg9g年2月2日’Al﹚‧國際貨幣基金對其它

需要借款的國家也做相似的規定,除了要它們保持財政上的盈餘

外,更要欠債國家將國內的利率提高’像印尼就被迫將利率提高

到50﹪’如此高的利率斷絕了所有當地資本借款的機會。

在對付亞洲的危機時,國際貨幣基金對「受援」國家所提出

的條件更為苛刻’這-點我們可以從下面國際貨幣基金對南韓在

結構調整措施中所開出的條件看出來,基金對其它國家’像泰

國、印尼、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等國所開出的條件也相似。從這些

條件中’應該不難看出國際貨幣基金到底是代表誰的利益。國際

貨幣基金表面上做為-個中性國際組織的假貌,在這次危機中全

部被揭穿了。

亞洲的發展落後國家受到了日本剩餘產能的波及,在全世界

生產設備大量過剩的ll青況下’就必須承受用外來投資來發展加工

出口這樣策略所帶來的後果。lg97年,世界性資本主義的經濟

危機以金融危機的形式在亞洲爆發’這次的危機打破了亞洲經濟

奇蹟這樣的砷話﹚也揭穿了落後國家只要屈服在國際壟斷資本之

下’就能取得資本、技術、和市場來發展它們經濟的謊言。這次

危機之後’這種以出口來帶動落後國家經濟發展的策略受到極大

的挑戰。除了金融投資大進大出所造成的危害以外,這些國家在

十年間’用大量資金所建的工廠多屬多餘的設備’當世界經濟進

入危機’落後國家的生產就最先受到影響。危機之後’生產出來

的商品無處可以銷售’就是血本出口’也在商品滯銷下受到資本

主義帝國的抵制’找不到出口市場的只有關閉工廠。但是當初建

廠時所借的外債照樣得本上加利償還。

到了九○年代亞洲爆發的經濟危機開始後’八○年代中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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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大筆流入的外資停止了,而且大筆的（外國的和本國的﹚資

本從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和南韓撤走。這些國家在極

短時間內因資本撤離而失去大量外匯存底,只好向國際貨幣基金

借債。這-次國際貨幣基金所開出落後國家結構調整措施的條件

要比八○年代時更加苛刻。在南韓接受的結構調整措施中’南韓

政府除了要施行-般的財政上的調整和貨幣的緊縮外,還得再放

鬆對外資的限制,並得協助外資收買本國的企業,除此之外南韓

政府更要負責加強勞動市場的彈性化’以便給企業主在雇用勞工

時更大的權力。

南韓所接受的結構調整措施除了第八章中所列出的條件之上

更加入了以下幾點:

.協助外國公司收買南韓企業（包括兼并﹚‧

.修改破產法﹙以便促使南韓企業破產﹚。

.取消利息的上限.

. l997年底前取消對外資在南韓購買債券的限制。

. 】9g8年取消對外資在南韓購買股票的限制。

. l998年取消對日本進口的限制。

. l998年l月取消南韓公司從國外借款的限制‧

.lgg8年】月開除兩個有問題商業銀行的經理並公佈有關

外資收買南韓金融企業的條例。

.公佈金融改革法案’加強對銀行的監督,並規定公司必須

做綜台資產負債報表。

.增加勞動市場的彈性化‧ I

﹙華爾街日報’l997年l2月26日’A－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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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被迫對外資開放,從lgg8年到2002年金大中執政的

四年中’外來投資達五百二十億美元’是在這之前三十五年外

來投資總額的兩倍﹙《美國商業週刊》’ 2002年6月】0日,頁

58﹚。

危機墓証

九○年代末從亞洲開始的經濟危機不但蔓延到俄羅斯,更再

度波及到拉丁美洲‧到二十-世紀初’這次的危機並沒有終結,

今天在世界資本主義的中心美、歐、日各大帝國和發展落後的拉

丁美洲、亞洲﹑和非洲的經濟危機仍然持績著‧在這次危機之前

「受援」國家的人民也同樣受苦受難,不同的是九○年代之前的

資本主義危機》國際貨幣基金比較有能力把危機限制在一個地

區,不致蔓延到全球。這次的」∣青況不大-樣。l998年l0月初國

際貨幣基金在美國華盛頓開會’這時危機已蔓延到俄羅斯’並且

即將蔓延到拉丁美洲’會中各國的經濟首長都拿不出任何對策。

在這之前的幾個月中’美國國會因為已經看出國際貨幣基金解救

危機的無能’所以不批准美國對基金的增股。

但是此時大批資本開始從巴西撤走, lgg8年從8月到g月

的兩個月內’巴西的外匯存底從七百八十三億美元下降到四百七

十億美元’下降了40﹪,損失了三百億美元﹙華爾街日報’

l998年l0月8日’A╴l3）‧外國與本國資本外逃主要都是怕巴

西的貨幣﹙rea】﹚貶值,趕快逃到資本主義大國去避險。到了巴

西的資本外逃擠兌美元開始時’火已燒上眉頭’美國國會也只好

l以便給資本更多的便利和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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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撥款給國際貨幣基金’國際貨幣基金隨著轉手借給巴西。巴西

在lg98年l0月底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的四百億美元的貸款和結構

』∣生調整措施中的各項條款。這個措施規定巴西政府必須整頓財

政,-方面增稅,另-方面削減幅利及對貧困人民的消費補貼,

增加稅收和削減開支總合達兩百億到兩百五十億美元之多。國際

貨幣基金撥第-筆九十億美元貸款時’巴西還有四百五十億美元

的外匯存底’加起來-共是五百四十億美元。但是巴西的資本繼

績外流,在兩三個月的時間內這五百多億美元幾乎-掃而空。結

果到了l999年l月’巴西的還是得將它的貨幣貶值’在這危機

中巴西損失了大量的外匯之外’又增加了數百億美元的外債‧

在國際貨幣基金狂妄的和不惜-切的為國際壟斷資本搜刮的

同時’在這次的危機中’它能起的穩定作用卻已經在減弱。從

】gg7年8月泰銖貶值開始’資本主義的危機蔓延至東南亞各

國,更波及到南韓。到l9g8年8月中俄羅斯付不出貸款後’危

機更蔓延到拉丁美洲。在這之後’整個國際資本對第三世界的貸

款枯竭,第三世界國家的政府或公司要發行債券都極為困難’困

難的程度可以用發債券的利率高出美國國家債券的利率的差數來

衡量﹙高出美國國家債券利率的差數叫spread﹚’這個差數從

l998年8月中到9月l0日增加了-倍,升到l7﹪’其中最高

的是委內瑞拉,它用美元發行的國家公債的利率升到高出美國國

家公債利率27﹪﹙《經濟學人》l9g8年9月l9日,頁87﹚’換

句話說’就是這些國家已經沒有可能從國外取得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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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二十╴世紀初的危機加深

從l997年開始到2000年後半的三年中,資本主義的世界經

濟-直處於完全不穩定的狀況中’這樣的l∣青況顯然無法長期維持

下去。到了2000年的第三季’美國的國民所得成長果然緩慢下

來. 200l年3月’美國經濟進入蕭條。美國的經濟在l993年

後隨著高科技股票的瘋狂上漲而帶來的經濟超常的成長’掀起了

所謂跟著資訊科技發展起來的「新經濟永興不衰」的迷思‧在科

技股票崩盤後的幾年來,經濟萎靡不振’由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編

出來的「新經濟」不必遵守資本主義經濟循環規律的故事也就不

攻自滅。二十一世紀剛剛開始’世界資本主義即陷入了這三十年

來最嚴重的危機。200l年的第二季’美國和德國的國民總生產

停止增長,日本的國民總生產經過了十二年的停滯’再次進入這

十幾年以來的第四次萎縮‧這三個資本主義的經濟中心同時進入

經濟萎縮是l973年以來的第-次。

美國這次危機從開始到2003年,美國的聯邦準備銀行已經

將利率調低十二次’在這期間利率從65﹪降到l5﹪。低利率

雖然對消費支出稍有幫助,使許多人利用低利率來更換房屋貸

款’並拿新貸的錢來還信用卡的債,但是利率下降並沒有能刺激

投資,因此也挽救不了美國的經濟‧從日本十多年和美國近三年

的經驗中’可以看到凱恩斯貨幣政策的侷限性‧事責上’貨幣政

策的侷限性凱恩斯早已經預料到’他認為雖然利率下降可能可以

刺激投資’但是當利率繼績下降到很低時’他對投資的刺激效能

可能就完全消失了。而且低率也不再會因貨幣供應量增加而降

低’凱恩斯把這種∣青況稱為流動性的陷阱﹙liquiditytrap﹚,而今

天日本和美國就爬不出這個流動性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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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初,亞洲存H廿紀末經歷過危機的國家尚未恢復,

拉丁美》∣﹛的國家又進入危機’從八○年代以來’拉丁美洲的大多

數國家連績的遭受危機的襲擊,到了二十-世紀初,痘些國家的

危機不但沒有減緩’反而有更加擴大的趨勢’阿根廷﹑墨西哥、

巴西﹑巴拉圭、烏拉圭、玻利維亞都經歷著非常嚴重的經濟危

機‧哥倫比亞﹑秘魯鎮壓不了游擊隊的反叛的戰爭‧阿根廷從

2001年底到2002年春’換了四個總統。委內瑞拉由美國支持的

右派發動的政變沒有成功‧在巴西選舉’因為左派可能會當選而

動搖了投資者的信心’造成巴西貨幣貶值的威脅。因此’耶魯大

學拉丁美聊∣l學者RiordanRoett說:「八○年代時’我捫提出

﹙做為解決危機的﹚市場改革這個容易的答案’但是現在我們已

經沒有容易的答案了」﹙華爾街日報, 2002年7月25日,

A－l﹚。Roett的這段話責際上是承認了二十年的新自由主義改革

是失敗了’造成了今日的後果。面對著這個爛攤子’改革者如今

再也變不出新的魔術了。

到了2003年底美國和日本的經濟似乎稍有起色’但是幾個

月之後,助長經濟成長的-股氣勢就消失不見蹤影了‧貸款的利

率儘管低’但引不起投資者的興趣,日本的消費者握緊著錢包就

是不肯買東西’美國消費者的債已經淹過了頭頂’加上高失業﹑

低工資的壓力無法持績他們的消費。美國聯邦政府的赤字在布希

任內不斷的擴大’它的貿易敖羔百線上升,美國侵略伊拉克的戰

爭在短期內無法撤退,這都增加了今日世界經濟的不穩定因素。

目前世界經濟唯-的-點亮光就是中國經濟快速的增長。在

中國的經濟開放後’世界的剩餘資本找到了-個新的處女地‧以

各大資本主義國家為基地的跨國公司,相爭的、不敢落後-步的

到中國投資。目的有兩個;-個是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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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市場上增加競爭力;另外就是要佔據中國的市場。中國的

經濟在大量外資流入的情況下’維持了高速度的經濟的成長’再

加上大批的公共建設和房地產的投機,已經發熱的經濟快要燒了

起來’美國的商界又摸著他們的水晶球發出了「二十-世紀是中

國的世紀」的預言。這樣的預言有可能會準確嗎?這-點在第十

章中會再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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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機轉嫁中落後國家發展的

困境

八○年代時,我捫提出（作鳥解決危機的）市場改革這個容易的

答案。但是現在我們已經沒有容易的答案了。

耶魯大學框丁美洲學者RiordanRoe仗 ,華肘街日報’

2002午7月25日 ,A╴】

經濟發展落後的國家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有廣闊的士地’有

世界上大多數勤奮工作的勞動人民‧這些國家中有許多從1930

年就致力於脫離資本主義大國的控制,發展獨立的資本主義,尤

其是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這些﹙多半在拉丁美洲﹚國家採用

了進口替代的策略來進行工業化,希望建立起獨立的資本主義體

系‧但是多年來發展﹙或不發展﹚的結果,它們與資本主義發達

的富有國家的經濟水平差距越來越大。在這些國家中,除了少數

達官顯貴外’大多數的人民都過著艱難困苦的生活’更有十幾億

以上的人無法維持 低的溫飽。主流的經濟學家告訴我們,資本

主義的經濟發展將從發達的富有國家擴展到落後的貧窮國家’在

-國家之內,財富將會從少數富有的人普及到祉會上大多數人。

但是我們看到的現責卻正與這樣的發展相反’而且在可預見的未

來’這樣貧富兩極化的發展’並沒有任何可能改變的跡象.我們

如果要站在世界上大多數人的立場’特別是落後國家的大多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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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場’我們就不能依賴著宗教式的信德等待著奇蹟出現,我們

只有用我們自己的分析來挑戰這種無法印證的論述’除此之外沒

有什麼其它的選擇。

發展落後的國家不是沒有想要學美國和德國資本主義發展的

經驗,美國和德國的發展在英國之後’為了趕上英國’它們用進

口限額和提高進口稅來保護它們剛起步的工業發展。二次世界大

戰後經濟發展落後的國家也曾嘗試過用保護貿易來發展自己的工

業’這╴點在第五章中已經談過。二次世界大戰後,有近三十年

的時間’不少落後國家都採用了進口替代的發展策略,但是到了

八○年代,當資本主義大國在危機中重整國際次序時’這些國家

就被迫全盤放棄了這個發展策略。今天仍然有少數人提倡-個國

家可以用保護貿易來發展獨立的資本主義’這些人應該好好去研

究這些國家在戰後進口替代發展的經過,和探討他們失敗的原

因。這－章的第-節將對戰後三十年的進口替代發展做總結。

到了八○年代進口替代的資本主義發展全盤破產後’國際壟

斷資本藉助於國際金融貿易組織和資本主義列強的協助,用強力

的攻勢來打開發展落後國家的經濟’迫使這些國家放棄它們保護

自己經濟的措施:降低進口關稅﹑取消對進口的限額﹑取消對外

來投資和資本流動的限制﹑將國有企業私有化﹑以及嚴格限制這

些國家財政的支出﹙特別是保健和教育的支出和對貧窮人的補

助﹚。在國際壟斷資本所調動的各方面壓力下’經濟發展落後國

家的執政者們紛紛投降’他們在國內進行了相當徹底的新自由主

義的改革’盡-切力量將他們的經濟融合在世界資本主義系統之

內。落後國家的統制者們認識到他們力量的薄弱’因此為了他們

本身階級的利益’甚至於他們本身的存亡,必須盡-切力量取得

與國際壟斷資本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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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世界次序下’除了極少數例外,經濟發展落後國家的

執政者都致力於參與由壟斷資本控制下的世界分工’他們想盡辦

法在世界市場中找到-個可以參與的小角落。落後國家在世界市

場中彼此競爭’以便取得出口的機會,跟過去的台灣、南韓和今

天的中國學習’希望用出口來帶動他們的經濟成長。但是就在發

展落後國家將它們的經濟開放,把希望寄託在發展出口上的時

刻,也就正是世界的生產設備剩餘產能到了 嚴重的時刻。在產

能高度過剩的II青況下市場競爭極為激烈’增加出口變的非常困

難’因此要靠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面對著前所未有的困境。這-

章的第二節將對在「全球化」全面展開後’用出口帶動經濟發展

所面對的困境做分析。

在全世界的市場都滯銷的∣青況下,靠出口來維持經濟成長的

國家,像日本、台灣、南韓﹑亞洲其它出口國家﹑和墨西哥及中

南美等國都面臨著經濟成長緩慢的問題。但是全世界唯獨中國大

陸在大量外資投入下’出口與國民總生產都維持了高速度的成

長。因此中國大陸近年來的發展是否說明了依靠出口來帶動經濟

未必-定會面臨困境?或是說這條路雖然已經面臨困境但是中國

是個例外?這是第三節中要討論和分析的‧

髒磊皂閨灑’
第╴節進口替代發

諶鰓霞＋塾咋Ⅱ嗧ex﹩︶船篁
在第五章中談過在二次世

多經濟發展落後國家用了進口替代的策略發展資本主義,它們的

經濟在這-段日子內得到相當程度的成長。進口替代的發展策略

受到依賴發展理論的影響,這個理論認為落後國家經濟不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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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它們與先進國家之間的不平等關係所造成’在這不平等的

關係中,發展落後國家對先進國家在經濟上的依賴’使得它們與

先進國家在交換中’剩餘價值被抽走’因此不能發展。這些國家

的執政者認為如果能改變它們與發達國家之間的交換關係,它們

就可以獨立的發展資本主義。但是到了八○年代以後’落後國家

的統治階級這樣的信心和美好的夢想就完全破滅了。

國際壟斷資本經過戰後二十多年的發展力量變得更加強大,

代表它們的各資本主義帝國更兇悍了。落後國家的資本雖然經過

了二十幾年的發展在經濟上也有相當程度的增長’但是與國際壟

斷資本相比之下’卻是非常弱小的。美、歐、日各資本主義強國

更進-步利用國際金融貿易組織為工具,用外債的壓力來迫使這

些國家﹙多數在拉丁美洲﹚的統治階級放棄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

道路。

從八○年代初到八○年代底的幾年中’在經濟發展落後國家

面臨外債的危機時’美、歐、日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的結構性調整

措施做為基金貸款的條件’用自由化、私有化來取消這些國家對

外來資本的抵制,也同時取消它們對本國資本和對本國公民的-

切保護,迫使欠債國剷除-切對國際壟斷資本積累的限制,將它

們的經濟全面開放’這-段歷史在第八章中已經做過解說.

到了八○年代底’國際壟斷資本進入污些國家經濟的每-個

經濟領域和層面,逐步將痘些國家的經濟整合到世界資本主義系

統之內。隨著國際壟斷資本的入侵,和世界市場競爭的壓力’這

些國家的工農階級進-步被剝奪了他們生活上的依據’使更多的

人陷入貧困之中.這些擺在面前的事貫就是連右派也都得承認。

在八○年代的十年中,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發展不但全部停頓’

而且人民的生活倒退。在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進-步深化中,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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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幾年來,拉丁美洲國家所經歷的危機就沒有停止過。

落後國家內的資產階級對國際霎斷資本的依賴

在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和擴大再生產中,資本﹑技術、勞動

力、自然資源、與市場是發展的必要條件。相對於國際壟斷資本

來說’落後國家內的資產階級在資本、技術﹑和在世界市場的競

爭上,都佔絕對的劣勢,而沒有所謂比較的優勢可言。落後國家

所有的是勞動力、自然資源和本國的市場’痘些國家的資產階級

想在帝國主義下,獨立發展資本主義’他們曾經認為可以藉助國

家的力量來控制和享握本國勞動力、資源、和本國的市場’他們

也認為-方面可以藉助外來的資本和技術’另-方面國家可以對

外來的資本加以限制。

在六○年代和七○年代時’拉丁美洲國家用進口替代來發展

經濟’因為缺少資本,因此它們就向國際壟斷資本所控制的銀行

借款,它們也在-定的條件下接受外來直接投資。落後國家缺少

資本的原因很多’其中-個原因就是在多年殖民地的經濟結構

下’或是與殖民地相類似的發展下,落後國家的出口仍然以農業

和礦業為主,它們出口的農業和礦業所能獲得的外匯幾乎完全要

以國際市場的價格來決定’在這方面它們完全處於被動。除此之

外’它們工業化所需要的機器設備和組件等又得依賴進口’在這

方面它們又幾乎是完全處於被動地位。初級農礦產品出口與工業

品進口的比價﹙tcrmsof『rade﹚’在l980－lg8g年之間下降了

25﹪’使得落後國家在這樣不利於它們的貿易條件下損失很大

（Coote, lgg6:g）‧到底如何將這種扭曲了的殖民地經濟結構糾正

過來是-個非常值得研究的問題’但是從戰後落後國家用進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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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來發展資本主義的經驗來看,這些在戰後﹙和早前﹚從殖民地

獨立出來的國家’並沒有能從它們殖民地時代遣留下來的扭曲的

經濟結構中掙扎出來。

在戰後前期這些希望能獨立發展的國家中的統制階級對外來

投資非常抗拒,對外來直接投資有很多限制,包括外資股份只能

佔50﹪以下的限制‧六○年代初開始’台灣和南韓正極積地進

行經濟自由化的改革’在它們的改革中給外資創造了非常好的投

資條件,不但不對外資在企業中所佔的股份加以限制’而且對外

資將利潤匯回國的數額也不加限制’除此之外’在稅制方面還給

外資各種減免的優待’台灣和南韓還先後設立了加工出口區,在

加工出口區內有為外資建蓋好的廠房,並且設立了簡化各種手績

的行政管理中心‧台灣和南韓歡迎外資的各種措施給國際壟斷資

本很多好處和方便,吸引了外來的投資。相比較之下,拉丁美洲

國家和其它用進口替代做為發展策略的國家對外資設了各種限

制’外來的直接投資當然就不很極積。

但是在進口替代的發展下’渲些國家還是依賴進口的工業設

備和技術與組件’當它們出口不足支付進口時,它們只好向國外

銀行或國際金融機構貸款。第五章中提過’事貫上外來直接投資

只有在賺到錢時才能將利潤匯出去,而貸款則是不管用貸款所做

的投資有沒有利潤可賺’和生產的東西是否能出口換取外匯’每

月都必須要用外幣（基本上是美元﹚支付利息和歸還本金‧但是

直到七○年代石油加價之前,這些國家的貸款總額並沒有超過它

們的支付能力。到了石油兩次加價後’依靠石油進口的發展落後

國家同時遭遇到世界市場上糧價上升’和它們原物料出口價格下

降的困境,因此在急需外匯的壓力下,向外國銀行借了大筆的款

項。即使這樣也還不足造成他們不能支付貸款的問題‧但是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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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代初,美國因通貨膨脹嚴重而縮緊銀根,造成世界利率普

遍的大幅度提高,跨國銀行也就隨著將第三世界國家的借款利率

大幅提高。到】982年夏,第三世界國家﹙大部分是拉丁美洲國

家’但也包括南韓和波蘭等國﹚的外債危機就開始了。

在此後的十年中,國際金融貿易組織’特別是國際貨幣基

金,用逼債做為手段,迫使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放棄-切對本

國資本的保護和對外資的限制。落後國家內的資產階級必須得讓

出本國的市場’包括取消對進口的限制’因此要削減關稅和取消

進口限額’同時也要取消對外資的限制,包括對外資在╴個企業

中股份比例的限制’和對外資利潤匯出的限制。為了要削減落後

國家內的資產階級力量’國際壟斷資本藉助國際貨幣基金等組織

迫使國內資產階級同意將國有企業私有化’再將私有化後的企業

由外資收買。

在整個瓦解落後國家獨立發展的過程中’國際貨幣基金扮演

-個很重要的角色’它用「拯救」第三世界負債國家為名來貸款

給它們,使得負債國可以用借來的錢還給跨國銀行’免去了跨國

銀行的損失和因跨國銀行破產而引起更大規模的危機。但是向國

際貨幣基金借款的國家,必須接受結構性調整措施。這個措施包

括國際貨幣基金對負債國的國內經濟政策各方面加以干涉。結構

性調整措施的內容在第八章和第九章中已經談過了’從八○年代

和九○年代的比較中’我們可以看出落後國家被強迫接受的結構

性調整措施中的條款內容是越來越苛刻了.

在第八章中已經提過’從結構性調整措施中的條款中’我們

可以看出:-方面’這些條款是要進-步解除落後國家資產階級

的力量,使它們與外資的競爭中更處於劣勢’像取消國家的管制

和將國有企業私有化都有-定的目的’這目的就是要削減這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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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資產階級的力量,使它們無法藉用國家的力量來與國際壟斷資

本抗衡。但是結構性調整措施的沈重負擔並不是由代表本地大資

本的資產階級來負擔,資產階級只要與外資台作,就會得到它們

應得的好處。結構性調整措施的沈重負擔卻是落在勞動人民和-

些小資本的身上,條款中明文規定政府必須要減少教育、保健﹑

食物補貼等項的開支,這就直接影響到落後國家低收入的工人和

農民,提高利率則加速小資本的破產。受制於結構調整國家的人

民基本生活原料在外債利息的負擔下被剝奪。本國資本並不會因

為它們與國際壟斷資本相比來得弱小,就減少它們對本國勞動人

民的剝削,相反的’它們卻-再的壓低工人的工資’減少工人的

幅利。在「全球化」下’落後國家的經濟經過了重整’從以內需

為主的生產轉向以出口為主的生產‧重整中許多本地的小資本破

產,失業人口增加。在農村中,因為農產品進口逐步開放和大型

出口農場的發展,導致無數的小農破產’破產後的農民流向城

市’更增加了生活失去依靠的都市貧民。「全球化」下,資本可

以隨意自由流動,本國資本也不－定要停留在本地’工人則是在

失業的威脅下’被迫接受不斷向下調整的工資和更惡劣的勞動條

件.

國際壟斷資本除了掌有龐大的資本之外,它們還控制了 先

進的技術,在這兩方面落後國家內的資產階級是很難跟他們競爭

的’從進口替代發展的事實證明在這樣的競爭中’落後國家的資

產階級徹底的失敗了。-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見到第三世界

國家從國外進口的新技術,但自己沒有配套’花大錢買的機器和

設備不能充分利用,還借了大筆的外債。他們就提出《小就是美》

﹙s〃m／／／sBeααr咖／﹚的這種說法。我們可以瞭解這樣的說法背後

的道理’即是要強調生產技術必須適台-個國家的生產力’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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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經濟發展必須要採用適合的技術（approprlatetechnology﹚的

說法。 I

這樣說法背後有-個問題,就是所指的那個國家是否可以獨

立的發展它的經濟。這個國家越是已經被國際壟斷資本所控制’

越是要在由壟斷資本所控制的世界市場中競爭’那麼小就-點也

不美’因為低技術沒法跟高技術競爭‧因此在討論經濟發展的文

獻中,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會不斷的提出技術升級的問題‧他們這

樣重靦技術升級不是沒有道理’因為這樣提法適合資本的邏輯’

在整個既存的世界資本主義裡’-個落後國家要加入世界分工’

就必須不斷的追求技術升級’這-點在下面還要談到。

資產階級對國際壟斷資本從依賴到投降

從過去幾十年的經驗來看’拉丁美洲國家的資產階級即使藉

助了國家的力量’但是它們還是沒有辦法與國際壟斷資本競爭。

從戰後這-段歷史來看,國際壟斷資本不斷的兼併和擴張’相比

較之下,落後國家的資本是太弱小無力了’因此造成它們對壟斷

資本的依賴,它們不但在資本上而且在技術上和市場上都要依賴

國際壟斷資本‧在第五章中曾經說過’因為落後國家內的資產階

級的軟弱,因此,在它們的領導下也就不可能創出個強而有力的

S〃iα／／ ／.『Beα〃∕恤／‧、Ec﹙﹚〃o﹜〃!csαs『Peop／eMα／∕eγGα是l973年EF.
Schumacher所寫的一本書。其中討論有關適合落後國家發展的技術。有關

適合的發展技術的討論在經濟發展的文獻中曾經佔相當重要的地位。但是

在資本主義祉會裡談適合的技術是不切賁際的’因為在資本主義下的生產

到底要用什麼技術是由資本家來決定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是為了增值,對

資本來說最能增值的技術就是最適合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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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來‧就是因為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對國際壟斷資本在各方面

的依賴﹜國際壟斷資本就必然對他們施加壓力,使它們不得不逐

漸取消對本國市場的保護和對外資的限制。事責上’對外資的依

賴和取消對外資的限制是互為因果的。更重要的是這些國家的資

產階級從經濟上對帝國的依賴,必然會發展到政治上、和軍事上

的依賴‧同樣的,經濟、政治和軍事的依賴也是互為因果的。

在代表資本主義帝國的國際金融貿易組織的壓力下’落後國

家的資產階級在對壟斷資本的依賴下必須要對它們做出各種的讓

步‧我們可以進-步去認識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的軟弱’和這個

階級並沒有能在進口替代的資本主義發展中強大起來。依賴理論

的作者只談發展落後國家對資本主義強國的依賴’因此如果能斷

絕這樣國與國之間的依賴關係’落後國家就可以獨立自主的發展

資本主義。從事責的發展上’我們可以看出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

要發展資本主義必須要在各方面依賴國際壟斷資本。落後國家資

產階級的小和弱是和國際壟斷資本的大和強相比較的。落後國家

小和弱的資產階級要發展資本主義就必須要依賴大和強的國際壟

斷資本。落後國家內的資產階級在資本上、在技術上、和在市場

都必須依賴國際壟斷資本,而且從經濟上的依賴就必然會造成政

治上的依賴。而且這種依賴 後就導致這個階級 終向國際壟斷

資本和代表壟斷資本的帝國投降。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投降就使得

發展落後的國家失去它們的國家主權,使得污些國家的統治階級

無法保護本國的勞動人民﹑自然資源、土地和自然環境‧事責

上’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歷史就是這樣發展的。

依賴發展理論並沒有對發展落後國家的生產關係和階級關係

做分析’因此它不能指出落後國家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剝

削關係。因為落後國家資產階級的軟弱’所以它們不可能做為-



第十章在危機轉嫁中落後國家發展的困境 26l

個階級來領導反帝的鬥爭而達到成功。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不可

能要改變它對工農的剝削關係’所以就不可能發動勞動人民來反

對帝國主義.因此雖然依賴發展理論好像是站在弱國的立場,但

是它不可能成為人民反抗剝削和壓迫的理論的基礎’當然也不能

指出解放運動的方向。因此資本主義進口替代的發展策略不可能

從根本上解決落後國家經濟發展的問題。

正如美國的聯邦儲備銀行的前任主席VOIckcr所說,到了九

○年代初,國際壟斷資本和代表它們的帝國在這次危機中取得勝

利。在這個過程中’拉丁美洲的資產階級認識到它們無法用國家

的力量來保護自己,它們也同樣認識到他們這個階級的利益 終

必然是與國際壟斷資本結台在-起’因此它們向國際壟斷資本投

降了。在上世紀末時’雖然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與國際壟斷資本

之間存在著矛盾,但是矛盾是次要的,而它們之間的利益相吻合

是主要的。因此,它們既沒有意願也沒有力量來領導反帝的民族

解放鬥爭‧

以上對拉丁美洲的分析是過於簡單化了,拉丁美洲有許多國

家,每-個國家有它自己的歷史,每-個國家都有它的特殊性’

因此這樣的分析是完全不足的’有待進-步對拉丁美洲的每-個

國家的戰後歷史做進-步分析‧但是這些國家的發展也有它們的

-般l∣生’后些國家都曾是歐洲資本主義帝國的殖民地,它們在十

九世紀或二十世紀初取得獨立,在歐洲殖民地勢力從拉丁美洲撤

退之前’美國的勢力就已經侵入。美國在十九世紀未建立了它的

帝國,將勢力擴張到拉丁美洲每-個國家。這些國家都有肥沃的

士地和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勤奮的勞動人民。在戰後這半世紀中’

大多數用進口替代的策略希望發展有自主性的資本主義’而這樣

發展策略在每-個國家都全面徹底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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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八○年代中之後l國際壟斷資本和代表它們的帝國利用

它們在國際貨幣基金內的控制權,藉著向拉丁美洲國家逼債的機

會,-步步的打破這些欠債國在戰後用進口替代發展對外資的各

種限制’完成了它們對拉丁美洲在經濟上和在政治上的控制。

鸛濟成長國家的困糎亡x、台層’
第二節當今用出口

上面談到八○年代底後用進口替代策略發展的國家相繼破

產’在破產的過程中,所有的發展落後國家都在國際壟斷資本的

壓力下進行了新自由主義的改革。痘些國家的統治階級接受了由

國際壟斷資本所控制的世界分工。國際壟斷資本根據每個國家的

技術和資源,來決定它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經濟發展落後的國

家就只有努力的在世界市場中找它們的出路’致力於將國家的經

濟建汽在它們能出口到世界市場的商品上。

國際金融貿易組織就是為了協助壟斷資本的擴張而全力的打

擊進口替代的發展策略’在落後國家不得不放棄獨立發展資本主

義後’由列強所控制的這些所謂國際組織就著手進-步消除這些

國家中所有對壟斷資本擴張的限制。發展落後國家在極短的時間

內做了各種便利國際壟斷資本擴張的新自由主義的改革,其中包

括:開放進口、開放外資、取消對外匯和其它金融的管制、以及

將國有企業私有化,這些國家用徹底的和深入的改革來將它們的

經濟轉型’把所有的希望建立在用出口來帶動它們的經際成長

上。

在拉丁美洲國家中,除了智利早在大獨裁Pinochet下就進行

全面自由化的改革外,墨西哥 快完成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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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改革的經過在第八章中已經談過了’墨西哥的改革就是將

-個以內需為主的較有自主性的經濟,改變成以滿足世界市場

﹙特別是美國市場﹚和更加依賴外資的經濟。前面已經談過,墨

西哥的改革雖然帶來了外來資本的投資’在NAFT八簽定後’墨

西哥與美國之間的貿易也得到高速度的成長’但是在lg94－l9g5

年間這次危機還沒到來之前,墨西哥人民的生活已經從八○年代

初以來每況愈下,到了這次危機發生之後’它的人民生活狀況更

是-落千丈‧墨西哥從八○年代初外債危機開始後’在十二年中

經過了大規模深入的新自由主義的改革,但是在l994╴l995的危

機後它的人民生活倒退了-個世代。

第九章中談過,當新自由主義改革給拉丁美洲國家人民帶來

各種無法解決的災難時,跨國資本就直攻亞洲’特別是東南亞‧

在APEC的宣傳和協助下,跨國資本﹙尤其是日本資本﹚大量

進入了亞洲。但是只在十幾年之內,亞洲的經濟危機就爆發了。

亞洲經濟危機的原因在第九章中已做過分析’這裡就不再多說。

按理說,亞洲經濟危機的爆發和危機後的災∣∣青,應該進-步證責

了在「全球化」全面展開後’經過了新自由主義改革的落後國家

已經失去了對國際壟斷資本霎擊的任何防禦能力‧這種靠出口來

促進經濟成長策略在六○年代到八○年代的二十年中’雖然有台

灣和南韓的成功的例子,但是到了九○年代已經不再可行。但是

到了今天落後國家的政策決定者仍然不去理會過去二十年的經

驗’是他們無法瞭解危機中和危機後人民的疾苦?還是今天落後

國家要發展資本主義就只有加入世界分工的這-條路可走?還是

他們認為他們的國家可以逃過危機的命運?或者是因為這個階級

不能抗拒在與國際壟斷台作中本身可得到的利益?或者是幾種原

因都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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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該如何去分析和評價落後國家發展資本主義的經驗?在

八○年代結束時’落後國家獨立自主的發展資本主義的夢想已經

完全破滅。八○年代之後,落後國家的統治階級進行了全盤自由

化的改革,將它們的經濟納入了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參與了由

壟斷資本所策劃和控制的世界分工’致力於發展出口,希望以此

來帶動本國的經濟成長。從八○年代經過九○年代直到本世紀

初,這些國家不斷的遭受到危機的霎擊’它們的人民不斷的承受

由資本主義大國所轉嫁過來的危機所造成的災害。現今這些國家

為了要在世界市場中爭取出口面對著各種困難’陷入了新的困

境。

經濟發展落後國家如今要根據目前的世界市場來發展出□’

到底面臨著什麼樣的困境?這些落後國家面臨了困境的說法在今

天可能會受到挑戰’因為在過去幾年中’中國大陸不正就是靠出

口來促進經濟成長嗎?在200l年世界經濟進入蕭條至今的三年

中’各資本主義大國的經濟每次稍有恢復的跡象時,就又停頓下

來’甚至於下降‧在這烏雲滿天的世界裡’中國成了唯-有陽光

的地帶。因此近來美國的各大報章雜誌幾乎每天都有關於中國經

濟的報導。在亞洲危機之前,美國的商界稱東南亞的幾隻新的小

老虎﹙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與菲律賓﹚的發展為奇蹟’並預

測二十-世紀是亞洲的世紀’但是到了亞洲危機之後,就再聽不

到這樣的預測了。直到近兩年’「二十-世紀是屬於中國的世紀」

的預測又再次出現’而且中國這隻大老虎比起那幾隻小老虎的威

力似乎只有過而無不及‧

在過去四﹑五年中’中國大陸全力的用出口來帶動經濟成

長’它極積的加入世界分工。中國大陸將市場開放’並歡迎外

資,現今它成了世界上接納外來直接投資最高的國家,超過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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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在2002和2003的兩年中’它的外國直接投資﹙尚不包括證

券投資和借款﹚都超過了五百億美元。中國大陸對世界的出口’

在四年中增加了l25﹪’在2003年中,中國出口的商品近四千

四百億美元’再加上四百多億美元的勞務出口’總共四千八百億

美元﹙華爾街日報’2〔）0斗年9月27日’Rl﹚。中國在出口的快

速增加下’帶動了生產的大量增加’國民所得維持了8℅或更高

的成長。2在2（）03年世界經濟恢復緩慢無力時’中國大陸的高

經濟成長率提高了世界經濟的平均成長率’中國製造業的成長擴

大了對綱材和其它生產物料的需求’因此紆解了前幾年綱材和其

它生產物料因為生產過剩而價格低落的問題.

中國大陸近幾年來的發展獲得如此的成果’得到資本主義大

國和世界金融貿易組織高度的贊許,中國大陸取代了台灣和南韓

成了二十-世紀發展落後國家要效仿的榜樣。因此我們在分析和

批判用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這樣的發展時’我們必須要能對中國

近些年的發展做解釋‧我們一方面需要分析以出口來帶動經濟成

長的國家是否真的面臨了困境?如果是,那麼原因是什麼?而且

在目前看來’中國大陸的發展似乎尚未進入困境’因此它是否可

能成為-個例外的個案?還是即使在表面看來似乎-片美好的』∣青

境下,中國大陸的發展背後是否已經埋伏了未來的危機?

用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的國家是否面臨困境?我的回答是肯

NichoIasR.La『dy說根據Ill界銀行和OECD以及中∣或I「l勺幾個研究機構的估

計,中國真賁的經濟成長率要比官方的報導要低。根據世界銀行的估計’

在lg78年到】gg5年間中國的平均經濟年成長率要比中國官方公佈的低

l.2℅,而高估的百分比在Ig86╴Igg5年間是l978╴Ig86年間的三倍。據

OECD的估計在Ig86－Igg4年間的成長率平均僅為6℅’比中國官方公佈

的數字要低3.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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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這些國家﹙包括中國﹚所面臨的困境可以從兩方面來分

析:-個就是與三十年前相比較,靠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的國家

當今處於更被動的地位;另-方面就是當今世界生產設備產能過

剩的問題比戰後任何時侯都更加嚴重’產能過剩的問題將弓∣起世

界市場日益激烈的競爭和資本主義大國對進口的抵制,產能大規

模過剩更會加深世界經濟不平衡的問題和美國的貿易逆差的難

題‧經濟發展落後國家要想從出口來取得發展面對著因為上面所

提的兩點難以解決的困境’而這兩點又是互相關聯著的’下面就

這兩點來做進-步的分析。從對這兩個原因的瞭解中’我們可以

清楚的看到中國的發展也不可能成為一個例外的個案。在這-章

的第三節中將對中國近些年來的發展做更進-步的分析。

依靠出口面臨困境的原因

原因一:當今依靠出口釆帶動經濟成長處於更加被動的地位

雖然在六○年代時台灣和南韓用加工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

時’它們已經是處於相當被動的地位’因為它們在資本﹑技術和

市場上都必須高度的依靠國際壟斷資本’但是今天與三十年前相

比較’跨國壟斷資本掌握了更大的主動權,而經濟發展落後國家

所處的地位則是更加被動‧在六○年代時,靠出口來帶動經濟成

長尚能控制的-些因素,經過了二十年的「全球化」後落後國家

對這些因素也失去了控制‧在四十年前,台灣和南韓還可以在-

定程度內用控制進口來保護本地的市場’它們也可以對外匯、匯

率與本國金融信貸加以控制’對於農業它們可以補貼和保護。它

們可以藉國有企業來支持它們的經濟發展’另外,它們在-定的

限度內也可以對外資加以限制’包括要求外資在限期內提高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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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中本地的自製率。除此之外’它們國內的勞務市場﹙service

sector﹚並沒有開放給外資’特別是在銀行和其它金融行業,過

去台灣和南韓對外資都有嚴格的限制﹙瞿宛文’2003年’頁

ll6﹚。

但是在「全球化」後的今天’落後國家對這些因素的控制都

幾乎完全消失了’因此今天的國際壟斷資本掌有更大的控制權和

更大的自由度’相對的來說’今天落後國家所處的地位就變得更

為被動.在此之上’在六○年代時跨國資本能夠自由出入的,只

有台灣和南韓﹙和香港、新加坡兩個海港﹚兩個選擇,而今天所

有經濟發展落後國家都極積的加入了世界分工的行列’這些國家

爭相的進行了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排好隊等著加入世界分工。它

們彼此相互競爭來爭取資本和市場’所以國際壟斷資本在今天則

是有更大的自由度來選擇到哪裡投資、生產、銷售和進口.今天

壟斷資本所享有的高度的自由是他們在二十多年「全球化」中所

取得的成果。經濟發展落後國家在「全球化」的過程中認識到它

們要在世界資本主義中取得獨立發展已經不可能’因此這些國家

的執政者爭相的將自己的主權出讓,它們在經濟上﹙當然也在政

治上﹚的自主性比起以前更為低落。

與三十年前相比較,靠出口來帶動經濟的落後國家處於更被

動的地位,除了上面-段所提出的原因外,另-個原因是今天壟

斷資本對-些因素的控制更為加強了’因此在對世界如何進行分

工,壟斷資本幾乎掌有絕對的決定權,也就因此使得各別的落後

國家處於更加被動的地位‧壟斷資本加強了對三個主要因素的控

制:即資本﹑技術、和對世界市場。在這三方面’壟斷資本佔有

絕對的優勢,因此他們在這三方面掌握了控制權,這樣的控制權

是經由在導論中所說「全球化」中的六個部分來達成的,而且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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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繼績的加強中‧

前面提到在今日的世界分工中,－個國家的分工地位決定於

它的技術﹙包括勞動人口的技能與訓練﹚、資本和自然資源。技

術最低和資本不足的’以及勞動力最低廉的國家只能從事最勞動

密集的生產’像成衣、製鞋、紡織﹑和玩具等類’再高-等的就

從事-般簡單的家庭電器’像電扇、電燈或是家具等類,以及更

複雜-點的收音機﹑電視、VCR、DVD放射機等類的生產。

再高-等就生產電腦的零配件’像半導體﹑電腦中的各種記憶

體、行動電話機等。除了這些消費品之外’世界分工的範圍還保

括了像鋼鐵、造船﹑汽車組件﹑機器、和裝備製造業等類的生

產。而且因為屬於每-等級生產能力的國家都有好多個’它們之

間彼此競爭來給跨國資本提供最有利的條件’而跨國資本不但掌

握了要到哪裡投資生產或是從哪裡進口的決定權’它們還可以將

-件商品的生產分成好幾個節段’將某╴個或幾個節段包給-個

國家’將另-個或幾個節段包給另-個國家。因此跨國資本在選

擇上有高度的自由’可是生產這些商品的國家卻被限制的緊緊

的,談不上什麼選擇,因此在議價時╴點討價還價的餘地都沒
＋一

↙目。

因為國際壟斷資本控制了資本﹑技術﹑和世界市場,因此它

們可以根據對它們最有利的核算來選擇和調配世界分工’而依靠

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的國家只能在這已經被決定了的世界分工

中’來找-個適合自己條件的空隙’在世界各種因素不停的變化

中’-個國家的所能掌握的空隙不時的轉變和縮小,需要出口的

國家要以很快的速度隨時應變’不能稍有遲緩,因此它們處在極

為被動的地位。這-點可以從中國極積參加世界分工後,對台

灣﹑南韓、束南亞國家和幾個拉丁美洲國家所產生的衝擊中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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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因為中國的工資低廉,和人民幣與美元兌換的匯率過低,在

中國全面開放後’特別是加入了WTO後’中國就成了跨國資本

的新愛’當跨國資本轉移到中國時’所有依靠出口的國家都在不

同程度上受到衝擊。下面進-步解釋落後國家在資本上、技術上

和市場上所處的被動地位,就是因為在這各方面的被動’因此用

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的發展落後國家就必然面臨到嚴重的困境’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中國大陸也不可能例外。

在獲取資本上落後國家處於非常被動的地位。今天世界上幾

十家大型跨國銀行和證券公司以及在導論中所提到的五百家超級

的跨國公司,控制了絕大部分可供投資的資金。根據最近的-篇

亞洲華爾街日報的報導,在2003年美國國內利潤低落時,美國

海外的企業所賺的利潤打破新記錄’這些海外的分公司在分發股

紅之後還剩下-千-百九十億美元可供投資﹙華爾街日報’

2004年l0月l日,Ml﹚。這還只是美國跨國公司在國外賺的利

潤在分發股紅後可以支配的資本,再加上日﹑歐跨國公司可供投

資的利潤’以及這三個國家﹙聯盟﹚可以用發行股票、債券和用

貸款所能取得的資金,國際壟斷資本可控制和支配的資本是極為

龐大的‧

除此之外’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還控制了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

銀行等國際機構。發展落後國家無論是要借款’或者是要直接投

資,或者是要發行股票或債券’都首先要經過國際金融機構的審

查。國際貨幣基金就是個國際的借貸信用的評審機構’國際間的

私人資本只會在被IMF審查台格的國家投資‧為了爭取資本,

落後國家必須按照IMF的指示不斷的在政策上做改革’以便保

證投資者的安全和高收益’這樣的改革是為了增加「投資者的信

心」。這樣的改革即使與落後國家的利益有衝突’落後國家的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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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者也必須要全力以覆,否則就不能獲得資本‧在過去兩年

﹙2002 ﹑2003﹚中國的外來直接投資就都高達五百億美元’這樣

大數目的外資到中國投資是和中國加入WTO時所簽定的對外資

保護的條款有絕對的關係的﹙南韓也是在經過大規模和深入的自

由化改革,外資才大量投入,參見第九章﹚。除了直接投資外,

中國的企業在國外股票市場上市’用發行股票來融資,或是在國

外發行債券’都是在國際壟斷資本的控制之下。落後國家在獲得

資金方面完全處在被動的地位。

在整個由國際壟斷資本所控制的金融系統下’國際間資本的

分配產生了極大的扭曲,就像第七章中所講的近十幾年來,全世

界的資本都流向美國’美國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欠債國,每年欠

債額就達五千億到六千億美元。也就是說中國的、日本的、南韓

的、台灣的、和亞洲其它出口國家因貿易∣I頂差所獲得的外匯幾乎

全部又以購買股票或債券的形式回到美國。根據世界銀行的報

告’從2000年開始’落後的國家資本輸出的總台大於資本輸入

的總合,也就是說從2000年開始,發展落後國家總台起來’在

資本上是淨輸出的。這樣的事責揭破了落後國家要發展經濟必須

要依靠外來的資本的謊言’落後國家只是在壟斷資本控制下要發

展資本主義才要依賴外資。這樣的事責也說明了其責問題的關鍵

不是資本來自何處的問題,而是由誰來控制的問題‧當今世界上

大部分的資本都在跨國金融機構、五百家跨國公司和國際金融組

織的控制之下’就是因為這樣’發展落後國家要用出口來帶動經

濟成長’就必須依賴國際壟斷資本,中國也不能例外。

在技術上’國際壟斷資本不但控制了世界上現存95﹪以上

的專利權,也就是說它們對現存的技術有絕對的壟斷。不但如

此’而且它們也掌控了當前絕大部分技術的研發,因此決定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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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發展的方向。落後國家為了要在世界市場上競爭’就要取得新

的技術’也必須要付出很高的代價。它們不但要支付使用專利權

的費用,而且常常要以讓出本國的市場以及用台資的方式使外資

可以分得很高的利潤。不但如此’掌有先進技術的跨國公司有全

權決定是否要將它們的先進技術轉讓。落後國家為了市場競爭而

想要技術升級’但是在國際壟斷資本對技術的控制下’它們所進

行的技術升級並不可能是要趕上或超過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這些

國家所謂的技術升級最多只不過是要在技術上能夠與其它發展落

後國家競爭而己’如果能競爭的過’在某種技術上能比其它落後

國家搶先-步’或許可以能夠稍微提升它在世界中分工的地位,

或許僅是因為不被別的國家取代而保住他當前在世界分工的地位

而已。因此在壟斷資本所控制的世界分工中’所謂技術升級只不

過是與其它落後國家相較’可以取得-個稍有利基的角落’而且

在這小的角落裡,更要不斷的努力來繼績升級,才能在與其它相

類似的國家相比較’保持-定的優勢’如此而已‧

在市場銷售方面’國際壟斷資本通過它們品牌的創造和銷售

網的建立來進行控制。這樣的控制幾乎是天衣無縫’落後國家很

難能創造出自己的品牌在世界市場上出售。國際壟斷資本可以用

對某些技術的控制來限制落後國家的廠商自行銷售。如果沒有技

術上的限制’落後國家的企業即使能夠生產出質量夠高的產品’

除了極少數例外’像南韓Samsung的汽車和手機,台灣的Acer

電腦’和中國的Haire家電。這些廠商要建立起自己的品牌和國

際銷售網是極為困難的’而上面所提到的幾個極少數的例子,它

們產品的銷售量也是極有限的’因此並不會對跨國大企業造成威

脅.南韓的大型企業在國家的扶持下發展出來的’是落後國家中

在世界市場競爭中最成功的’但是在200斗年8月3】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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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百家上市的跨國公司中’中國只有移動通訊（China

MobiIc﹚-家‧南韓的跨國公司只有Samsung這-家。在這裡值
得-提的是中國和南韓的大型企業在過去曾經得到國家的保護’

但是在不斷的「全球化」中國家的保護已經成了過去,而且在九

○年代的亞洲危機中’南韓的大企業中的許多家受到致命的打

擊。在第九章中曾經提過,在亞洲危機之後’南韓被迫接受IMF

的結構調整措施,措施中的條文之-就是要南韓政府協助外國跨

國企業收購和兼併南韓企業。

壟斷資本除了上面所說的各種控制權之外,它們還依靠它們

基地所在的國家,和由這些國家所控制的金融貿易組織在它們向

全世界擴張中給予強力的支持。尤其是在-個發展落後國家在償

還外債發生問題時’它們就連國家的-些最基本的主權也喪失

了’像國家的稅收和支出、國內的金融政策、對匯率和國際收支

﹙經常帳和資本帳﹚的控制等,在IMP的制裁下都喪失了’更談

不上這些國家的個別企業了。

國際壟斷資本在對資本﹑技術﹑和世界市場有近乎絕對的控

制‧這樣的控制權是經由在導論中所說的「全球化」中的六個部

分來達成的’因此只要資本主義繼績存在,按照目前的發展壟斷

資本在這三方面的控制權是不可能有改變的‧在國際壟斷資本對

資本、技術和市場都掌有高度的控制下,它們享有高度的自由選

擇。相反的,發展落後國家被限制在世界分工中的某╴個位置’

因此完全處於被動的地位’這就是落後國家陷於困境的第一個原

因﹙由於發展落後國家,其中包括台灣這樣的新興工業國’所處

的世界分工地位使他們的進-步發展面臨困境’參見附錄五毛遠

城對台灣電子業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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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囚二:世界產能過乘II間題更力口嚴重

在這本害中不斷的說明因為世界生產設備產能過剩而不斷的

發生經濟危機,而日╴牛產設備產能過剩的問題從七○年代初開

始,經過了八○年代和九○年代,再到二十世紀初’是越來越嚴

重了。這-點在第六章到第九章中已經談了很多。在生產設備大

量過剩下’產品要爭取到市場就更加困難。從第七章的分析中我

們看到了當今能夠吸納大量商品進口的國家’就只有美國-個’

而美國因大量進口所造成的貿易逆差是靠借債來維持的。到了二

十-世紀初,在前面已經說過一些有見解的主流的經濟學家也都

承認美國靠大量借債來維持的貿易逆差是不可能長久繼績下去,

因此在不久的將來這樣不平衡的狀況就必須經過調整,在調整的

過程中,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將產生非常大的震盪。在這場大震盪

中,對出口依賴度越高的國家所將受到的衝擊也就越大’這些國

家的人民所必須要承擔的災難也會更嚴重。從下表中可以看到出

20﹙）l年世界幾個出口國家與美國的貿易與lI頂差

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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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佔國民總生產的比率,墨西哥及中國與日本外的亞洲出口國家

的比率是非常高的,各佔2l3℅和l3.0﹪’高過中國的88﹪;

但是以貿易lI頂差佔國民總生產來計算’中國則高於任何主要依賴

出口的國家達7.2℅,而在過去三年中這個比例則更高了。

在世界生產設備大量過剩下’從八○年代中至亞洲危機到來

之前,國際資本（特別是日資﹚向東南亞國家擴張,這和自九○

年代初,大量的外資﹙特別是美資﹚來到中國是很相像的。這些

國際資本在它們國內和其它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因產能過剩而找不

到好的投資機會,因此向外擴張。2八○年代和九○年代’日本

和其它國家到東南亞投資就把它們的產能過剩問題轉移到東南亞

國家’而九○年代初之後,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到中國投資’和中

國因出口而帶動的本國的投資也同樣引起了中國生產設備產能過

剩問題’其中更以技術低的生產設備的能過剩最為嚴重‧這-點

將在第三節中進-步解釋。在世界生產設備產能過剩下繼績投

資,新增加的產能中大部分都羼剩餘產能’在未來危機到來時’

這些剩餘產能最可能成為被消除的產能中的部分。像在亞洲危機

之後,東南亞國家的出口急速下降’其中-些國家對日本的出口

下降達五分之-以上,這些國家用借外債和利用外資建起來的很

多工廠除了虧本出口外’就只有閒置在那邊。

這並不是說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彼此之間沒有相互投資,美、歐﹑日的資

本不停的收購和兼併。但是大量擴充某種產業的投資,卻是因為這些國家

存在著的剩餘產能而投向落後國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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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國3違仃匕
中國用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也將同樣

面臨困境

第三節

中國近幾年出口大量增加,主要原因之-是大量的外資進入

中國投資‧在出口中’來自外資企業的生產佔了-半以上。台灣

近年來經濟增長緩慢與加工出口的生產上被中國取代是分不開

的,不僅美﹑歐、日的資本轉移到中國去生產’台灣的資本也同

樣的轉移到中國大陸去設廠’而且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的資本到

中國投資更早於美、歐、日的資本。在中國出口快速增加之下’

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的出口相對的或絕對的減少。

外資來到中國投資主要的目的有兩個:-個是看中了中國廣

大的國內市場’在今天全世界都困於產能過剩市場滯銷的情況

下,中國的國內市場成了所有跨國企業必爭之地,誰也不肯放過

這個機會。跨國資本來中國投資的第二個目的是將它們的生產從

它們本國或其它發展落後的國家﹙多半是亞洲出口國家也有拉丁

美洲國家﹚轉移到中國,目的是在生產中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

來加強它們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而這兩個目的又是互相關聯

著的,許多為出口生產的商品也同時要進佔中國國內市場‧各大

國的跨國公司除了到中國投資外,就是向中國輸出它們滯銷的商

品’特別是各種機器設備和儀器﹑特殊的組件、某些產品的原

料、和科技方面的硬體和軟體、醫療器材和藥品等。

美、日、歐各地的大汽車公司爭相的到中國投資是羼於第-

個目的的最好例子‧第九章中已經談過到了九○年代底和二十-

世紀初時’世界汽車業存在著大量的剩餘生產設備產能。在過去

三年中,因為美、歐、日各國的汽車市場滯銷的情況嚴重’福

特、通用和歐》∣∣的幾家汽車公司都在裁員減產’即使過去在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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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銷的豐田和本田的車,如今繼績拓展它們在美國的市場也發生

困難’從這些發展中可以看出汽車業產能過剩的問題有增無減。

對世界各大汽車公司來說,中國潛在的國內汽車市場是塊可以發

展的處女地,它們急迫的要來中國投資設廠。中國參加了WTO

之後’當政者基本上放棄了發展中國自己的汽車工業的計畫,因

此開放市場引進外資’給這些大汽車公司大好的機會。根據西方

商業報導的估計’中國有近六千萬的人口﹙不到總人口的5﹪﹚

有所謂中產階級的購買力。當然不是這六千萬人都買得起汽車,

若有其中的十分之-的人可以購買汽車﹙佔總人口的0.5﹪﹚’六

百萬輛汽車也是個了不得的市場﹙這裡指的是汽車總擁有量’不

是每年銷售量﹚ 3 ;而2003年’中國的汽車﹙指轎車﹚生產量

僅七十萬輛’如果中國的經濟不會很快的進入危機’那麼中國的

汽車市場就仍有擴張餘地。

但是200￠年中國汽車生產擴張的速度正在緩慢下來‧除了

汽車之外’就是其它耐久和非耐久的消費品,從行動電話手機、

洗衣機、冰箱、電靦到食品及飲料’就連洗髮水和牙膏等’在今

日世界市場飽和的∣青況下’對這些跨國公司來說中國都是塊廣大

的市場。更到所謂服務業’從金融、保險﹑證券交易,到教育與

娛樂’更加上零售業﹙沃爾瑪﹑麥當勞﹑肯達基﹑星巴克﹚.國

際壟斷資本在全世界市場滯銷下’在這大塊市場上的競爭成敗不

但決定了它們企業利潤的高低’而且可能決定了它們企業的存

3.這個數字僅是-個估計的潛在的但不-定能實現的汽車擁有量的總額’不

是汽車年銷售量。在-本對中國經濟分析的害（《經濟藍皮害春季號中國經

濟前景分析-2003年春季報告》’ 2003年,頁257）卻非常有想像力

的、完全脫離現實的預測說到20l5年的年銷售量將達－千萬輛,到202▲

年時年銷售量更增加到四千五百萬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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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在外資大量來到中國的十年中’外資企業在這方面的發展算

是相當成功的,而在中國加入WTO後的三年中又產生了很大的

變化’WTO有關外來投資的條款給了外資各種有利的保護’這

-點下面將再談到‧

外國資本來中國投資的第二個目的就是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

力’這樣投資的生產雖然大部分是為了出口’但是為了在中國國

內市場擴展’外資也需要靠中國的廉價勞動力‧上面所提到的在

四年之內’中國的出口增加了l25﹪’而在這些出口中-半以上

是來自外國直接投資的企業所生產的‧這顯示出跨國企業在這方

面的成功’達到了它們來中國投資的這個目的‧

中國從資本主義改革開始逐步將經濟開放’到了八○年代

中’它開放的速度加快,到九○年代未和本世紀初’中國的執政

者將貿易和外來投資全部開放,並在200l年底加入了WTO。

中國從開始申請加入關稅貿易總協到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之間共

有十五年之久’這也正是自l97g年中國向資本主義改革開始

後’繼績深入改革的十五年。中國加入WTO的談判很久不能達

成協議’其中重要原因之-’就在九○年代末之前’中國執政者

對-些關鍵性的議題不肯輕易的讓步’其中包括削減進口關稅和

取消進□限額的問題、取消對外來資本管制的問題、開放國內服

務業﹙特別是金融業﹚市場的問題、和保護農業的問題等。中國

要求以發展中國家的身分加入WTO’所以它可以不必全盤放棄

它對本國經濟的保護,但是WTO主要的會員國不同意。

中國進入WTO的談判拖延很久的另-個原因是在lg9l年

時,前蘇聯和其它東歐國家相繼解體’西方的列強看到世界的貿

易體系可以將這些前祉會主義國家包括進去而得到進-步擴張的

機會。因此這些資本主義強國認為對中國加入WTO的條件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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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嚴格,而不能放鬆讓步’因為中國加入WTO的條件將成為

與俄羅斯和東歐國家談判的前例﹙Lardy’2002:63﹚‧
中國的執政者在資本主義的改革中’認識到今天要發展資本

主義必須要與世界市場掛勾,但是他們也瞭解如果在中國資本的

貫力尚不夠強時就加入世界分工,結果會像其它發展落後國家-

樣,只有被動的任國際壟斷資本擺佈的後果’所以在lg98年之

前,他們極積的進行資本主義改革’希望能為進入世界市場做好

-定的準備’同時在與WTO會員的談判中’中國的代表也盡力

不退讓到完全失去對本國資本和市場的保護‧但是中國在資本主

義的改革中面臨了很大的困難’中國當局在將前祉會主義下的國

營企業轉變成牟利的資本主義企業的過程中’遭遇到各種的困難

和阻礙。到了】9g8年之後,美國和其它先進國家的態度依然強

硬不肯讓步,中國的執政者放棄了之前對入會條件的堅持’在達

成WTO的協議中做出極大的讓步,接受了進入世貿非常苛刻的

條件‧中國執政者不惜-切的要加入WTO,說明了他們已經決

定要採取對外全盤開放來加入世界分工的政策。這個決策的原因

之一是他們認為對外開放和大量引進外資將有助於改變原有的國

營企業的經營。中國的執政者這樣的決定正說明了他們二十年來

對原國有企業的改革並沒有成功’因此要藉用外國企業的力量來

加強市場的競爭’希望用市場競爭的壓力來迫使這些企業轉虧損

為盈餘,達成它們為資本增值的任務‧

中國執政者最後接受了進入WTO的苛刻條件,其中的另-

原因是到了九○年代未’中國的出口和外來投資的增長率急速下

降。自八○年代中以來’特別是到了九○年代初後’中國的出口

和外來投資增長的速度非常快’但是到了九○年代底’亞》∣∣經濟

危機發生時,出口和外來投資停頓下來。除lg97年外, l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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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l9g8年的出口成長率各為l5﹪和0.5﹪’外來投資在lg92

年和lg93年時的年增長率曾達l50﹪’但是】gg8年和2000年

的增長率減低到0.4﹪和l3﹪’】99g年時更下降了ll.4﹪‧雖

然中國在亞洲危機中,因為經濟尚沒有完全開放而相對其它亞洲

國家受到較輕的災害,但是中國的執政者還是採取了將中國經濟

進-步開放的決策’以便使中國的出口與外來投資不致於繼績陷

入停滯。而中國的執政者自資本主義改革開始’就將資本主義的

發展寄望在外來的資本和歐美的技術上‧

中國接受了進入WTO的苛刻倏件

中國在前祉會主義階段的對外貿易是按照計畫進行的,在向

資本主義改革中,特別是到了為加入關稅貿易總協的談判開始

後,中國作了-系列的與貿易相關的改革。在200l年底之前與

WTO的談判期間’中國進-步將貿易改革’做為加入WTO的

準備‧

在進口方面的改革主要是:降低進口關稅和取消進口限額和

進口執照.進口關稅的平均稅率從l982年的56﹪降至200l年

的l5﹪。除此之外’中國還設立了許多免進口稅的項目’像為

生產出口需要而進口的原料與組件可免進口稅‧另外’為了鼓勵

外來投資’外資企業與中外合資企業所進口的生產機器設備大部

分都免稅。從｝gg7年開始,所有學術研究機構所需的科學器材

也免進口稅’到了2000年時’進口免稅的項目又將電腦所需的

軟體包括進去。因此到了Z000年的上半年’在總進口額中需要

付進口稅的只佔的40﹪（Lardy,2002:32╴36﹚。在進□數額的限
制上﹙包括需要進口執照﹚也大量減少,在總進□中受數額限制

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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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總進口的比率從lgg】－lgg2年的g0﹪以上,到lgg2年改革後

的l8﹪ ’到了九○年代底’這個比率更降到8.45﹪﹙Lardy,

2002:3g﹚。

出口方面的改革也是從八○年代初開始’官方首先取消了依

照計畫來決定出口的政策,但是出口仍由國家控制。隨後允許外

資（獨資或合資﹚企業設立他們自己的出口管道。lg85年中國

外貿局成立了800家可以操作貿易的公司。之後’貿易公司的數

目不斷增加’到了200l年時,貿易公司的數目增加到35,000

家,其中有】’000家是屬於私人的。因此到了中國參加WTO之

前,由國家控制商品的進出口已經不斷在減少。中國-方面將進

出口自由化’另-方面卻被迫與資本主義大國簽定限制紡織品和

成衣出口的條約。l980年中國與美國簽定條約中,中國同意限

制六種紡織品的出口‧到了lg83年和lg86年績約時’受出口限

制的紡織品和成衣的項目不斷增加,在lg86年的條約中’限制

的項目佔中國出口紡織品與成衣中的90℅。除了美國之外,中

國對歐盟和-些其它國家的紡織品與成衣的出口也受到相同的限

制﹙Lardy,2002:斗7﹚。

在lgg4年烏拉圭回台談判結束後,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世

界貿易組織不再僅是包括商品貿易﹙與之前相比較商品貿易加入

了農業﹚,還包括勞務貿易、智慧財產權、和有關外來投資的項

目﹙參見附錄二﹚。因此’WTO中的主要會員國與中國談判的

範圍也擴大了’將上面所列的其他項目也包括進去.下面就是中

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所接受的各種讓步。

在進口關稅上’中國同意在加入WTO後從2004年開始,

除了少數例外,將工業的進口關稅的平均稅率從l5﹪下降到

89℅ ’將農業的進口關稅的平均稅率從22℅下降到l5℅。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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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工業進口稅與阿根廷﹑巴西、印度﹑印尼四個大出口國相比

較要低很多,它們各為30.9﹪、27.0﹪、32.4﹪﹑369℅。在

中國進入WTO之前,其它會員國很少在農業的進口稅方面讓

步’中國不但同意將農產品的進口稅降到比日本還要低,而且它

同意稅率-旦降低就不再提高’因此就連與中國談判的美國貿易

代表都說:「很少國家做過這樣的讓步」。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很

少將自己的進口稅設定上限’如果有的話,也是將上限設得高出

現定的稅率很多,以便有必要時可以隨時提高﹙Lardy’2002:
75－79﹚。但是中國這樣的作法,就自動的放棄了未來可以將稅率

提高的可能。

中國並同意最遲在2005年取消所有進口限額和進口執照等

類的非關稅的貿易障礙。中國在美國的跨國企業壓力下’取消了

這些非關稅貿易的障礙’因此特別有利於美國在飛機﹑醫療器

材、烈酒與啤酒、和某些種化肥各方面的出口﹙Lardy’2002:
65﹚‧

在勞務貿易上’中國同意在加入WTO後’將國內幾項重要

的勞務市場開放,其中包括通訊﹑銀行﹑保險、證券各種金融行

業,和法律、會計、管理的諮詢’並且開放外國的工程師﹑建築

師、都市計畫家、醫療和電腦等專業人員到中國開業。在過去中

國對外國商業銀行在中國的業務有很嚴格的限制’因此’在中國

加入WTO前’外國銀行不但被限制在少數的幾個城市中’而且

外國銀行只能進行外幣交易’不能進行人民幣的交易‧在中國加

入WTO之後’從2005年開始’中國就必須取消在地理上對外

國銀行的限制,再過兩年之後,外國銀行可以進入以人民幣與當

地企業的交易’三年後﹙2008﹚外國銀行可以接受個人的存款,

也可以貸款給個人。五年之後﹙20l0﹚’外國銀行將享有與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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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同樣的權利﹙所謂fullnational treatment﹚‧另外,在中國加

入WTO三年後’所有對在中國的外國零售業、批發業、修理與

維修等業的限制也將取消﹙Lardy’2002:70’73╴74﹚。
中國除了做了上面所提到的讓步外’另外-個很重要的讓步

就是有關進WTO後所必須遵守的條規,接受了這些條規之後’

在未來發生貿易上的爭執時,WTO就根據這些條規來做裁判。

中國同意接受所有的條規’其中包括最特殊的和最不平等待遇的

條規。這些條規中的-個就是中國同意接受在加入WTO後的十

二年的期間’從中國進口的國家可以用進口的限制來保護它們的

市場’也就是說這些國家可以設立起限制進口量的safeguards

﹙Lardy’2002:8l﹚‧
對進口量的限制是違反世貿精砷的’因此-般被世貿允許的

安全保護措施﹙safeguards﹚在執行上是比較嚴格的。受到傷害

的國家必須要經過政府有關部門的調察後證明某-行業的確受到

傷害’才能設立安全保護措施,而且設立保護期間以四年為限。

但是對中國的這種特殊的安全保護措施﹙被稱為是過渡時期對某

種商品的限制transitionalproduct﹣specihcsafeguards﹚’則不需要

經過調查和證明,只要某個進口國家認為它從中國進口的某項商

品擾亂了它的市場就可以設起安全保護措施’而所謂對市場的擾

亂只是從中國的進口量﹙絕對的或相對的﹚增加的太快而已。而

且這樣的對中國進口的限制不是-般的四年,而是可以繼績八年

之久。另外’在-般的安全保護措施下,被限制出口的國家可以

採取報復,而中國被規定在兩年之內不能採取報復‧除此之外,

另-個專門針對中國的作法是當-個國家認為因從中國的進口擾

亂到它的市場時,它不必要對所有其它國家設立起安全保護措

施,它可以只針對中國-國,這所有針對中國的特殊的不平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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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被美國的貿易代表稱為特別為中國而設的﹙China﹣specific﹚。

Lardy認為在過去關稅貿易總協和現今世界貿易組織中’這樣對

中國歧靦的作法是非常不尋常的特例（Lardy,2002:82﹚。

最後要提到的另外-個特別針對中國加入WTO所設的苛刻

條件。WTO在廢除多種纖維貿易安排後’達成了紡織與成衣的

協定﹙WTOAgrcemcntonT℃xtilesandC｝othing﹚。這個協定規在

l995年l月】日到200￠年l2月3l日之間’資本主義發達國家

必須取消對紡織品與成衣所設置的進口限額’但是中國同意對它

的紡織品和成衣的進口限額可以再延長四年,到2008年的年底

才廢除。

在霎斷資本的控制下中國的加工出口的發展與前途

在過去幾年的發展中’中國認識到要從跨國公司獲得先進的

技術是非常困難的。在-本中國工業報告﹙2003﹚的害中’報告

者們這樣寫著:「歐美企業對中國製造業的技術進步的帶動作用

還是很弱‧首先歐美國家在華投資企業的技術水平雖高於國內企

業’但基本上不是國際上最先進的技術。其次’歐美國家在中國

的技術擴散與適度的技術轉讓’在-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國企業的

技術水平,但這種作用非常有限。跨國公司對這些技術轉讓嚴格

控制’採取各種措施防止技術在中國擴散。歐美企業為了使其在

以後的投資活動與我國政府和企業談判時始終保持責力上的優

勢’以提供先進技術為條件而逼迫我國政府與企業做更多利益讓

步,同時又不影響母公司的先進技術向我國出口’必須保持母公

司與海外子公司的技術優勢’所以沒有能夠帶動中國企業的技術

進步」﹙《中國工業報告》’2003: 56﹚。這╴段話是中國由責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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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得出的總結’也正說明了落後國家在技術發展上所處的被動地

位’而且中國也不例外‧在參加由國際壟斷資本所控制的國際分

工中,目前也看不到這種在技術上的被動地位會有扭轉過來的可

能.

中國過去十幾年﹙特別是最近三年﹚中的發展導致工業的結

構極不健全,中國的製造業雖然增長很快,但是它的生產製造業

裝備的能力卻非常的薄弱。在這本工業發展報告中’報告者們這

樣說:「我國裝備製造業的生產能力利用率也只有50﹪多’國

內市場急需的許多重大技術裝備、專用設備、儀器儀表等技術密

集性產品每年大量進口」﹙《中國工業報告》’2003:28﹚。在這-

段的註解中’報告者們用兩個例子加以說明:在中國化纖製造設

備的進口佔國內市場需求的80﹪以上;石油化工裝備﹑轎車工

業裝備、數控機床等設備的進口佔國內總需求的70℅以上﹙《中

國工業報告》’2003: 28﹚。除了裝備方面的技術落後外’中國在

許多產品的生產中,許多重要技術和組件都得靠進口。這本報告

中這樣說:「我國是世界上第一個鋼鐵生產大國,但冷﹙軋﹚薄

板卻有巨大的供給缺口,自給率僅65﹪左右’不﹙鏽﹚綱的自

給率僅l5﹪」。這本報告更說雖然許多高檔的耐久消費品的生產

能力強大’但是在生產中的中間產品、配套產品和-些原料則要

依靠進口﹙《中國工業報告》, 2003:27﹚。

中國要靠國外跨國資本來提升技術不得成功’所以中國在世

界分工中’基本上還是只能站在加工出口的地位,從這-點來

看’中國與台灣和其它亞洲出口國家相比較’在世界分工中的地

位只是程度的差別’而在貢質上卻是很相似的’在-些加工的技

術中’中國還比不上台灣和南韓。中國趕」∣亡的將經濟全面開放’

進入了由壟斷資本所控制的世界分工。從表面看來中國成了「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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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製造業中心」,使得中國在全世界經濟蕭條中還可以繼績成

長’但是這幾年來的發展已經遇到問題’像在技術上不能追趕

美、歐和日本的問題’對外來資本依賴的問題,和其它在-些發

展上不能突破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今天全世界生產設備產能過剩

的問題比戰後任何時候都要嚴重,這就是中國未來的發展將走入

困境的原因‧

用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的落後國家在世界分工中的被動地位

就註定了它們很難逃出為國際壟斷資本加工的地位,從近幾年的

發展看來’中國也不例外。這種結果從中國出口的價格與進口相

比較﹙termsoftrade﹚不斷下降中顯示出來。這種現象與長期以

來發展落後國家在貿易中’出口農產品和原物料與進口工業產品

的比價持績下降所受到的損失是相同的。在這本中國工業報告

中,報告者們也看到了這個現象’並稱之為「量增價減」﹙《中國

工業報告》, 2003: 87﹚。他們認為造成這種結果是因為中國國內

企業壓價競爭所帶來的。其責出口和進口之間比價下降並不僅是

因為國內企業之間的競爭而造成的,而且出口價格下降也來自出

口同類商品的國家之間的競爭‧ 斗這樣價格向下壓低的!∣青況’在

越是勞動密集的產品中就越嚴重。Ross和Chan在〈從北-南

到南-南的國際競爭的真貌〉的文章中’談到發展落後國家之間

在爭取出口的競爭中’將工人的工資和勞動條件都往下拉的問題

﹙RossandChan,2002﹚。中國製的商品充斥在美﹑歐、日的消費

市場上’同類的商品在許多出口國家的競爭下價格持績的下降。

在大量供過於求的條件下’價格下降的趨勢特別嚴重。這本報告

4.報告中提到當前中國的企業因為不同的所有制,所以對祉會的承擔的大小

有區別’因而造成成本上差異,報告者們認為這是將出口價格壓低的主要

原因’其實這只是原因之－,而且不是主要的。



286 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危機

也提出降低成本的競爭是靠犧牲勞動者的利益而換取來的。

上面提過中國近年來的發展也將會造成與亞洲危機前後束南

亞國家生產設備過剩相似的問題。中國在製造業生產率快速上升

時’製造業的生產設備的投資增加的也很快,事貢上中國的大量

生產設備投資是國民總生產以高速度增加的重要原因之-,其中

包括外國資本與本國資本的投資。過高的投資就會造成生產設備

產能過剩和機器設備利用率過低的問題‧在這本中國工業報告

中,報告者們這樣說:「根據第三次工業普查結果’lgg5年生

產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的有半數產品’其中照像膠卷僅為

l3.3﹪ ,電影膠片25.5℅,電話單機5l.4﹪’彩電46」℅’家

用洗衣機43.4℅ ’空調器30﹪ ’自行車54.5﹪ ,內燃機

438﹪‧國家經貿委2002年上半年主要商品供求l∣青況調查表

明, 600種重要商品中,供過於求的商品佔86.3﹪’供求基本

平衝的商品佔】37﹪ ’沒有供不應求的商品」﹙《中國工業報

告》, 2003: 27﹚。在-篇紐約時報雜誌的報導中也強調中國生產

設備產能過剩的問題,這篇文章說中國近90﹪的產業都是供過

於求﹙紐約時報, 2004年7月1日,頁30﹚’這樣低的產能利

用率幾乎嚴重到美國經濟大恐慌時的程度,特別顯示出中國國內

市場的低落。這樣的現責跟今天主流媒體對中國經濟繁榮的報導

差距是極大的‧除了工業上的剩餘產能外,許多基本建設和像辦

公樓等建築的利用率也很低’這使人聯想到束南亞的-些國家,

在當年危機剛發生時’日資在馬來西亞興建的大樓和飛機場都空

空的見不到人影。同樣的情況在短期內也很可能發生在中國大

陸。

中國在未來的幾年內將會連績遭到各種難以解決的問題,在

世界上美元充斥,美元面臨大幅貶值的今天’中國為了維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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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民幣不升值必須大量購買美元的資產。在2004年的-年

中,中國購買了相當於本國總生產﹙GDP﹚l2℅的外國﹙大多

數是美國的﹚證券,其中包括股票、公司債券和美國政府的公

債.因此在罕枇界產能高度過剩下,中國用借錢給美國來維持它

對美國的出口。這種作法是極為扭曲的’也是不能繼績的。

因此在未來的幾年中-方面美國對中國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會

繼績加強,另-方面藉著中國在參加WTO時所接受的不平等待

遇的條款’資本主義大國很可能聯台起來抵制中國的出口。在不

久將來中國的出口增加速度必然要緩∣曼下來,甚至要下降。在這

之上,從過去三年美國外債增加的∣青勢看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

不平衡的發展在不久必然要經過調整,在調整中將會給全世界帶

來衝擊.從近年來中國對出口市場依賴的l∣肓況看來’中國將受到

的衝擊是會很嚴重的。

中國大規模的加工出口靠的是廉價的勞工’中國的勞動人民

和墨西哥、或其它落後國家的勞動人民-樣,高速度的出口成長

對他們來說只是工作的時間和強度都不斷的增加’而不會得到生

活的改善。在資本主義的改革中’城市裡大批工人被解雇,原有

的祉會幅利和保險全盤瓦解,使得很多人連最低的溫飽都不能維

持’生病求醫都成了最大的奢侈。更有-億以上的農民在農村生

活困難而到城市來謀生,他們的生活比起原來的城市居民更加困

苦.在這些城市中也同時出現最豪華的旅館和最高級的轎車。中

國在「全球化」下參加了壟斷資本控制的世界分工’中國新的達

官顯貴分到他們「應得」的權益,而中國大多數的勞動人民獲得

了什麼好處?

這-章總結了八○年代「全球化」之後落後國家發展的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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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丰義危機與「全球化」

總結過去展望未來

每一百美元從厄瓜多爾原始森林開抹的石油,石油公司拿去七十

五元’另外的二十五元中的四分之三必須用釆償還外債’乘II下的

大部分用釆做鳥政府的單事或其它閘支,僅剩下約兩元五角拿釆

做貧窮人的保健和教育費用。因此’從亞!曷遜（Amazon）搶走的

每一百美尢的石油中,僅有三芙元給這些因建水壩、油管和鑽孔

採油而受害最深的人。這些人常因食物與飲水供應不夠而兄亡。

】ohnPerkiI﹞s,Co／!允＄J／﹙﹚〃Jq／α〃Eco〃o加／cH／／Mα〃,2004

在第-章開始時,我就說明了「全球化」是-個被誤用的和

濫用的詞’但是我認為我們還是可以借用這個詞’來對它做我們

自己的詮釋。在本書的第二章到第十章中,我嘗試著去對資本主

義從上世紀三○年代以來七十多年的發展做解說和分析。在這論

述中我解釋了為什麼資本主義在三○年代的經濟大恐慌中到了崩

潰的邊緣’但是在二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卻又經過了

二十多年的繁榮和成長‧原因是資本主義大國在戰前存在的剩餘

產能在大戰中被完全的和徹底的消毀了。這次大規模毀滅性的戰

爭卻給資本主義帶來了新生的機會。戰後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中

存在著各種新投資的機會,大量的新投資和因新投資而來的技術

革新帶給這些國家空前的繁榮和成長。在這二十多年的繁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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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國內與國外的政治!∣青勢’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中’國家﹑資

本與工會的合作建立起了「幅利國家」‧使他們的勞動人民生活

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和保障。

除了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經濟繁榮外,戰後資本主義發達國

家更建立起以美元為中心的金融與貿易體系。這個金融貿易體系

促進了商品和資本的流通。各國之間的貿易和資本的通暢流動更

進－步助長了經濟的成長。在戰爭結束到六○年代底這-段日

子’因為各大國內尚不存在著大量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壓力,所

以它們之間的市場競爭也還不很激烈’因此這些國家之間可以經

國際金融貿易組織中的管道’用協商來解決它們之間不甚嚴重的

矛盾。

大戰結束後在經濟發展落後國家中,有半數以上的人民經過

了革命’進行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在其餘的落後國家中多數選

擇了用進口替代和國有化的政策來發展它們的經濟,它們希望能

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取得獨立於列強的資本主義發展。另外台灣、

南韓、香港和新加坡選擇了用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在戰後的前

期﹙lg4S╴lg72﹚ ’經濟發展落後的國家雖然未能取得獨立的資本

主義的發展’但是它們的經濟得到-定的成長。在這二十多年

中’國際金融貿易組織雖然沒有公平對待經濟發展落後的國家,

但是它們的侵略性尚不至於像 近的二十多年那麼強烈。

到了六○年代底’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生產設備過剩的問題

再度明顯化,資本主義大國間的競爭也因而激烈起來,它們開始

各自設立了非關稅的貿易障礙來保護本國的市場。到了七○年代

初’生產設備過剩的問題更加嚴重起來‧ lg73年時,以美元為

中心的固定匯率解體。l973年第-次石油加價後’世界主要的

資本主義大國的經濟同時進入了戰後第-次嚴重的經濟蕭條‧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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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美國﹑西歐各國、和日本都經歷了經濟上的滯脹,也就是經

濟蕭條和通貨膨脹同時發生的問題。經濟滯脹使得戰後用來調節

經濟的凱恩斯政策在這時失效‧戰後建立起來的「幅利國家」與

國際金融貿易體系’在新的情勢下不再適應資本積累的要求‧經

過了幾年的過渡時期’在國際壟斷資本的督促下’由美國和英國

的統治階級帶頭’做了為適應新」∣青勢的改革。從此開始了「全球

化」的資本積累的新策略。痘些存第六章到第九章中做了論述‧

︽
即

﹄
串 「全球化」帶來了什麼?

在這本書的論述中「全球化」被定義為壟斷資本在危機中新

的資本積累策略.這個策略是為了應付七○年代資本積累的危

機,因此資本主義危機是推動「全球化」的動力。在導論中對

「全球化」所作的定義中,說明了這個新的資本積累策略包含了

六個相關聯的部分,這六個部分是在「全球化」下建立起來的-

套資本積累的機制。在這套整體的機制中’壟斷資本進行積累。

壟斷資本「全球化」的策略並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的本質‧在「全

球化」的機制下,資本得以突破國界的限制向全世界擴張來進行

積累’因此暫時紆解了在危機中資本積累所面臨的困境。在「全

球化」資本積累的過程中’國際壟斷資本進-步集中和擴大。但

是因為「全球化」並不可能改變資本主義的本質’因此不可能改

變在資本主義下危機不但會要重覆’而且在過剩的產能無法銷毀

下’末來危機不但要加深’而且危機發生的頻率也會加快。事責

上從八○年代到今天的發展正是證責了這-點。

在「全球化」資本積累的過程中,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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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策略破產。在「全球化」中經濟落後的國家

被整台到世界資本主義的體系內’成為壟斷資本積累中的-個環

節‧在這個過程中’國際壟斷資本II頂利的將危機所造成的災害轉

嫁給落後國家’由落後國家的人民來承擔。因此在資本主義的危

機中,國際壟斷資本還是可以將危機﹟∣央速的轉移來繼績完成它們

的積累.而一個個落後國家在危機中’就像遭到颱風過境-般’

它們的經濟受到了難以復原的創傷’在最強的風暴過去之後,留

下來的是關閉了的工廠﹑失業的工人、農業的破產和逃到城市討

生活的貧民。危機後人民的生活常常倒退幾十年。經濟發展落後

國家在危機之後’除了本國經濟破產外’更欠下了IMF和跨國

銀行的外債以及被迫簽定的喪失主權的結構性調整條例.這就是

從八○年代到九○年代,更到二十-世紀初的歷史。

「全球化」-世界市場╴元化下的兩極分化

在第十章曾經說過經過了幾十年的所謂經濟發展,資本主義

發展落後國家與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之間的生活水平的差距越來越

大﹙瞿宛文, 2003 ’頁】l2﹚。在發展落後的國家內和資本主義

發達的國家內,貧富之問的差距也越來越大。今天這種因兩極分

化所產生的矛盾現象幾乎在世界上每個大城市裡都可以看到‧就

連貧窮國家的大城市裡也都有非常豪華的五星級旅館’但是在同

-個城裡也可以看到極為窮困的貧民窟和帶著全家老小無家可歸

的流浪者。重要的是豪華的旅館和貧民窟是同時的快速發展起來

的.-位存基隆坡為城市貧民工作的人對我說:「城市貧民和農

村小農破產是-回事’這是今天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的-個普

遍存在的現象」。當今落後國家為了某種農作物的出口’它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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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世界銀行常會援助它們來發展大規模的新式商業性農場.

農村的土地就因此集中起來。小農失去土地後就流離失所,只能

到城市來謀求-條生路‧但是城市裡也找不到工作’因此他們就

連最低的溫飽也無法維持。

當-個落後國家的經濟被整合到世界資本主義的體系之內,

傳統的生產方式就必然會逐漸破產’即使農村的小農還能保留下

-小塊土地,他們也無法進行生產。因為－切的生產元素,像肥

料、農藥、甚至於種子都變成了商品,都要用現金購買。而這些

生產原料的價格使得生產出來的糧食比市場上的價格還要高出許

多‧因為-方面大規模生產比小農生產要有效率’另外在糧食開

放進口後價格就更低﹙像墨西哥在NAFTA之後,從美國進口的

玉米將市價進-步壓低﹚‧因此這種小農的生產方式就無法維持

下去’到最後還是得破產。-些好心腸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常會建議-些脫離現貫的辦法,像用低利貸款來援助這些小農’

好像這樣就可以解決他們的困境。低利貸款或許可以幫助幾百個

或幾千個農民’但是沒有辦法可以解決百萬、千萬和億萬農民的

生產和生活.不但城市的貧民與農村農民破產有直接的關係,近

年來大批的跨國界的移住工人也和落後國家的農業破產有直接的

關係。今天祉會學家們注意到了在亞洲和美洲移住勞工。但是這

些研究移住勞工的學者們常常只是孤立的去觀察這些移住勞工生

活上的-些細節,而沒有去進-步去瞭解他﹙她﹚們從何而來和

為何而來‧

巴西是今天世界上最大黃豆出口國,也是雞肉的出口大國。

l998年在亞洲經濟危機後’泰國的養雞集團﹙CharoenPokhand

Group﹚將雞肉在泰銖貶值之後再降價促銷’因此奪去巴西原來

在亞洲﹙特別是日本﹚的雞肉市場。當時沙烏地阿拉伯﹙世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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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雞肉進口國﹚又因為石油降價使得雞肉的需求降低。美國和

歐洲國家又-向都抵制雞肉進口‧巴西生產太多的雞肉銷不出

去’按理說巴西的人就可以有雞肉吃了。但是九○年代末的亞洲

危機這時蔓延到巴西,工人失業、責質工資下降、必需品價格上

漲’-般人更吃不起雞肉﹙華爾街日報’I998年】0月2日,

A－l﹚。巴西是個農業出口的大國’但是巴西的兒童有-半營養

不良’在聖保羅城很多人靠撿垃圾過活。大量糧食出口和本國人

民吃不飽這兩個事責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個發展所同時產生

的結果。落後國家的農業出口增加的越!∣央’農村的破產也越快,

都市和農村的貧窮人口也越多,兒童營養不良的問題也越嚴重‧

巴西出口的是黃豆、咖啡、和雞肉’智利出口的是海產和水

果’印度和塞內加爾﹙Senegal﹚出口的是花生;墨西哥出口的

則是水果和蔬菜;哥倫比亞出口的是鮮花‧這些國家的出口並不

會給這些國家的工人和農民帶來更多的財富,反而使他們陷入更

深的貧困。當世界市場-元化之後’所有的食品都變成了商品。

就好像所有這些商品都集中在-家最大型的超級市場,在這個超

市裡的商品琳琅滿目,架櫃上陳列著各式各樣的食品’也擠滿了

來自各國的顧客。所有的顧客在選擇了他們要買的東西後’就到

櫃檯上去結帳。有錢的人就可以給他們的貓買Purina用魚粉做

的貓食,歐洲養牛的大企業可以買含有花生的高蛋白質飼料,城

市中階層收入的家庭主婦可以買新鮮的蔬菜水果和-束鮮花;但

是想買點食物充飢的窮人付不起帳,只好空手出來,他們的孩子

必須要忍住飢餓和因營養不良而帶來的疾病。雖然這裡的大超市

是想像出來的’但是智利出口的魚用來做Purina的貓食,印度

和塞內加爾出口的花生做成歐洲養牛的飼料’美國菜市場裡從墨

西哥進口的新鮮蔬菜和水果,和來自哥倫比亞越來越便宜的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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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以及這些出口食物國家買不起食物充飢的貧民,卻都是-元

化市場下發展出來的現責。

「全球化」不能解決資本主義的主要矛

盾

穴斤0 斤斤

弟╴目Ⅲ

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全球化」在某個程度上暫時的紆解

了國際壟斷資本積累的困境。到了七○年代之後’在世界上資本

主義發達國家中因為生產設備過剩,資本找不到新投資的機會’

面臨了資本積累的危機‧在八○年代初後二十多年的「全球化」

中’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和資本主義落後的國家中都進行了新

自由主義的改革。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中’新自由主義的改革

壓低了勞動者的報酬’降低了資本對國家管理上的負擔,增加了

國際壟斷資本的活動自由度。另外’八○年代以來的改革使得本

來已經進入主導地位的金融資本更加膨脹’進-步要衝破對它的

任何限制。在製造業因為生產設備過剩而投資困難的l∣青況下’金

融資本進入了各種從前不屬於牟利範圍的經濟活動’像醫療、教

育、甚至向政府包下學校和監獄的管理;也進入了各種金融方面

的投機’像股票、房地產、和各種期貨的投機.九○年代中後股

票市場的暴漲和dotcom公司上市帶來的瘋狂’和亞洲許多國家

房價和地價的飛勰’正是衝破了管制的金融資本到處亂竄的表

現。在股票市場大漲大落下’祉會的財富經過了重新分配,向少

數人手中集中。

在「全球化」的擴展中,經濟發展落後的國家在戰後前期的

進口替代發展破產’這些國家想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夢破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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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個個被納入了世界資本主義的體系內,爭先恐後的進行了-

波波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給壟斷資本提供了向世界各地擴張各種

有利的條件。這樣的改革是為了爭取外來投資和在世界分工中搶

-個小的角落.新自由主義的改革給國際壟斷資本提供了向外擴

張的好條件。它們在八○年代的危機後就從拉丁美洲的國家擴張

到亞洲﹙特別是東南亞國家﹚,也同時擴張到東歐的前社會主義

國家和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從lg7g年中國的資本主義改革開

始’國際壟斷資本看到向中國擴張的機會。跨國資本在過去的十

年中’特別是在200l年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大規模地

進入中國大陸‧在過去二十多年中’壟斷資本大量進入發展落後

國家暫時紆解了壟斷資本的積累困境‧

在「全球化」下國際壟斷資本不斷的擴張,隨著壟斷資本的

擴張’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問題也就從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擴張到

世界的各個國家。之後’危機也就隨著過來‧這-點在第八章和

第九章中都已經談過了。在第十章中也講到中國的國內市場現今

已經趨近萇罕紹過了飽和’它的大多數製造業生產設備的產能都

大量過剩。雖然中國的出口在近四年來增加的很快’但是在很近

的將來-定會緩慢下來。自從200l年日﹑歐、美的經濟進入蕭

條後’至今也恢復不起來。日本的剩餘生產設備在過去十幾年投

資緩慢中解決了-部分,但是還是產能過剩。大規模的新投資在

日本無法進行,因此它的經濟欲起又落﹙Sakakibara,2003: ix﹚‧

美國的經濟在所謂復原中’但是就業人數增加的極慢’被稱為不

增加就業的復甦﹙joblessrecovery﹚。在歐盟中’像德國這樣的經

濟大國在戰後快速成長的景氣→去不回’它的失業率高達l0﹪

以上。歐盟中其它的國家經濟成長也是緩I曼。在所謂經濟恢復中

的200￠年,日本經濟再度負成長l。資本主義各大國﹙日本、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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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和美國﹚的主要耐久消萱品都面臨市場滯銷的困境。

今天世界產能雖然已經極端過剩’但是大規模危機尚未爆

發,原因之-是美國還是不斷的用借債來支付它在貿易上大量的

入超’而美國的大量進□使世界的剩餘產品暫時有個去處。但是

從第七章和第十章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來,美國這種長期靠借債來

支付貿易逆差是不可能長期維持下去的。美元在過去-年中的貶

值就是反應了美國長期貿易逆差的問題。但是美元貶值的幅度和

其它相應的調整尚不足能解決它的國濟收支不平衡的問題。

因此,「全球化」雖然暫時舒緩了壟斷資本積累的困境,但

是卻無法解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做為資本它必須要不斷的投

入生產才可以增值’但是由投入生產所增加的生產設備卻因為市

場的限制而無法充分利用,因此才有產能過剩的問題。世界的幾

個大汽車公司-窩蜂的到中國大陸投資’幻想著中國有個買得起

汽車的中產階級。不到三﹑四年的時間就顯示出這個中國可以購

買汽車的中產階級可能並不存在,或是它們突然之間像泡沫-樣

的消失了﹙亞洲華爾街日報’2004年ll月24日’Ml﹚‧在各

大汽車公司爭先恐後的投資中’加速了中國經濟成長的速度,也

同時使中國的汽車業堆積起來與市場相比較大量的剩餘產能‧

當勞動人口的收入陷入長期停滯或下降時’他們的生活需要

無法通過購買力而成為市場的需求‧因此’生產設備產能過剩是

相對於市場需求而言’不是相對於人的需要而言。資本主義的生

產是為了資本增值’不是為了滿足人的需要。因此’只要資本主

義存在-天’生產設備產能過剩和人的生活需要不能得到滿足的

矛盾就不可能解決。而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問題除了靠戰爭來銷

毀外’就只有在長期的危機中才能將剩餘的生產設備逐漸的銷

毀。只有在剩餘產能銷毀後才能再次創造新的投資機會‧日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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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代的剩餘產能經過了九○年代初至今十幾年的時間’還有

不少的設備沒有被銷毀而閒置在那裡。因為各個產業中有閒置的

產能,所以即使銀行用近於零利率的貸款也沒法剌激起資本家投

資的興趣。

因此,「全球化」雖然在過去二十多年中協助了壟斷資本向

全世界擴張,暫時延緩了資本積累的困境,但是「全球化」並不

能解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在「全球化」下,跨國資本不但將

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問題帶到世界各地’「全球化」也把資本主

義的危機蔓延到世界各地。從七○年代到八○年代’更到九○年

代和二十-世紀初’危機也就隨著「全球化」連績不斷的蔓延和

加深。在危機的蔓延和加深中’國際壟斷資本將危機所造成的災

害轉嫁給發展落後的國家’由落後國家的人民來負擔。

斤斤－片斤

串╴目n 「全球化」就是帝國主義

當列寧在l9】7年寫《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這

本重要著作時,他看到自十九世紀末開始,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

中隨著生產技術的進步而擴大了生產的規模。列寧進-步分析生

產資本如何在工業的蓬勃發展中進-步集中在大規模企業中,而

且資本集中的速度越來越快。他根據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和

批判來進-步解釋當時的這個現象.他分析了資本主義如何從競

爭階段發展到壟斷階段’以及金融資本如何在這發展中與生產資

本結合而形成壟斷。列寧從這樣的分析中得出了資本主義發展到

了壟斷的階段就是帝國主義’而且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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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從他的分析中得出資本主義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發展

到壟斷階段後’壟斷資本改變了它在世界範圍內資本積累的方

式。列寧認為在十九世紀末之前,資本主義屬於競爭階段時’先

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輸出以商品為主。到了l880年後’資本經過

兼併而集中,生產和分配都集中在大的壟斷資本手中,這時先進

資本主義國家從以商品輸出為主轉為以資本輸出為主。列寧從資

本主義的這樣的轉變中來分析資本主義高度發展國家之間的關

係’和這些國家們與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之間的關係。他的分

析使他得出了當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壟斷階段時’落後國家在反帝

的鬥爭中可以得到解放。

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分析不像依賴發展理論只從交換關係中來

看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和落後國家之間的關係。列寧是從資本積累

來分析在資本主義競爭階段和在壟斷階段之間的差異。列寧不但

對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做階級分析’而且對當時資本主義發展落後

國家﹙像俄羅斯﹚做階級分析。最後得出在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

家內只有由無產階級領導才能反抗帝國主義的結論‧由無產階級

來領導的革命就只能以達成祉會主義為目的‧歷史的發展證明了

列寧對帝國主義的理論分析和由這個理論所指出的行動方向是正

確的。俄羅斯在】g】7年的「十月革命」成功之後’毛澤東繼列

寧對帝國主義的理論和對中國具體l∣青況的分析做了新民主主義革

命的論述‧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它

的目的是走向祉會主義。

蘇聯和中國雖然革命成功’但是它們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嘗

試都失敗了。它們向祉會主義過渡失敗的原因有待我們深入的分

析和檢討。蘇聯和中國向祉會主義過渡的失敗,使得由美國領導

的帝國主義勢力可以橫行全世界.他們宣佈「歷史已經終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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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資本主義外無它選擇」的狂言。像這樣資本主義全勝的宣言

是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宣傳的起點。資本主義日益深化和蔓延的

危機的現責就被這壓倒-切的新自由主義的宣傳淹埋了。事責上

在美帝國宣佈資本主義全勝時’也就是資本主義正陷入了更深的

危機的時刻。

從列寧的分析到今天這將近-個世紀中,資本主義是否又進

入另-個階段?或者是進入了帝國主義中的-個新的時期?這是

左派今天必須要嚴肅的思考和研究的課題’這裡無法對這麼重要

的問題做回答。這裡提出來對「全球化」的分析不但不是要質疑

列寧的分析是否仍然適用於今天,事責上這本害中的分析正是要

說明「全球化」並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的本質‧我在分析資本主義

危機時’今天資本主義的危機與-個世紀前的危機和上世紀三○

年代經濟大恐慌時的危機,在本質上並沒有不同。這裡對「全球

化」的分析只是要指出在過去三十年中’壟斷資本在危機中’改

變了它在戰後前-時期資本積累的策略’如此而已。因此最多也

只能說從資本積累的策略來看’在戰後可以分為前期和後期,而

「全球化」是指後期。資本主義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發展’仍然

是羼於列寧所分析的帝國主義的理論和架構中的。

因為列寧的分析是根據對資本主義本質的分析而得來的,我

並不認為在這將近-個世紀中,資本主義產生了本質上的變化。

從量的變化上來看’在資本主義的帝國中’資本比之前更為集

中,壟斷資本的力量也更大。同樣的,在資本輸出方面’資本輸

出的量也比-百年前更加龐大’資本輸出的方式也有所改變’但

是這些量的改變並沒有改變帝國主義的本質。所以我的結論是

「全球化」就是帝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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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落後國家人民解放與反帝國主義的鬥爭

從這本害的分析中’我的結論是資本主義的危機是不可避免

的’在過去二十多年中資本主義的危機不但深化而且更加頻繁,

而下-場危機爆發只是遲早的事。資本主義的危機是推動「全球

化」的力量’前面各章說明了「全球化」是國際壟斷資本在近二

十年來資本積累的新策略。在危機連績到來中’壟斷資本要用

「全球化」來繼績舒解它積累的困境將是未來發展的前景。

在「全球化」下,落後國家已經被整合到世界資本主義的體

系之中’落後國家的經濟已經與世界資本主義緊密的接連在-

起,所以當資本主義的危機到來時,-定會波及到所有的國家。

而且根據過去二十多年來的經驗’在「全球化」的機制下’發展

落後的國家在危機中所受到的衝擊和災害遠超過資本主義的各大

帝國。「全球化」使得發展落後國家進-步失去了抵抗危機的能

力,使得它們在危機中要承受各大帝國轉嫁過來的災害’而危機

帶來的災害,在落後國家中是由廣大勞動人民承受著’他們被逼

迫過著越來越艱苦的生活。

因此’我們今天要談落後國家的未來發展時’我們必須要考

慮到資本主義的危機仍將持績和擴大‧從這本書的論述中,我們

看到了經濟發展落後國家在戰後獨立的發展資本主義的嘗試與努

力在「全球化」下完全破產。這進-步證明了在帝國主義下落後

國家資產階級是軟弱的’因此由它們統治的國家就很難抵抗國際

壟斷資本的攻擊,這個階級從之前對國際壟斷資本在經濟上﹑政

治上﹑和軍事上的依賴’在「全球化」中更進-步對國際壟斷資

本做了退讓’它們接受了IMP所加諸在落後國家身上的各種喪

失主權的條件’這都說明了這個階級為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取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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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國際壟斷資本。

「全球化」發展到了今天,我們舉目看來發展落後國家中的

站在統治地位的大多數已經認識到獨立自主的發展資本主義是不

可能的’因此,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數都已經放棄了獨立發展資本

主義的道路。他們和他們的幕僚們只是眼巴巴的望著這個日益擁

擠的世界市場’想找到能夠容納下他們國家出口的-個夾縫,因

此他們也就無暇顧到人民生活的困苦’或是本國資源的浪費﹑流

失’和本國環境的摧毀。

落後國家的執政者彼此相互競爭的取消了-切對國際壟斷資

本擴張的限制‧它們大I隔降低了工業和農業產品的進口稅、取消

了對農民的補貼﹑取消了對外資的管制﹑給予外國投資者國民待

遇、給予壟斷資本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允許外資的服務業（包括

金融業的銀行、保險、證券交易,也包括醫療﹑教育文化、娛

樂、交通﹑通訊、資訊﹑零售等業﹚進入本國市場。除此之外’

並將原國有企業私有化,再將股份在國際證券市場上出售‧在簽

定結構性調整條例的同意書時’許多國家的執政者還承諾要將本

國的勞動市場彈性化來給跨國公司更大的便利。並壓低工資與取

消對貧窮人的食物﹑醫療和教育的補貼‧

過去近十年來的反「全球化」的運動就是世界上各地的人民

直接的受到「全球化」帶來的各種災害,聯合起來對「全球化」

抵制的運動。I參與反「全球化」的許多人都親身經驗到在「全

球化」下他們能夠生存的空間越來越小,農民失去了世世代代賴

以生活的土地’或者即使還保有-塊小土地,在廉價農產品進口

下也不再能生產‧工人的生活也因資本不斷的移去而使得工資﹑

幅利和工作環境經歷著-輪再-輪的下降。在這樣的發展下,國

際壟斷資本掌握了所有的有利條件,勞動人民失去了最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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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談什麼自由選擇?談什麼自由競爭?談什麼自由貿易?

過去近十年來的反「全球化」運動還只是在抵制「全球化」

在各方面的進攻‧但是在反「全球化」的運動中越來越多人瞭解

到只靠抵制是無法逆轉國際壟斷資本和各大帝國不會終止的進

攻’也有更多的人瞭解到「全球化」只不過是帝國主義的-塊遮

羞布。只要資本主義存在-天,帝國主義就存在-天,所以如果

要反壓迫、反剝削、求生存﹑求解放就只有反對帝國主義’對世

界大多數的勞動人民來說沒有其它的選擇.

就像第-章導論-開始所說的「全球化」是-個被誤用了的

名詞’「全球化」常會被看為在貿易交易上的頻繁或貿易自由的

程度,因此反對「全球化」就是要閉關自守’或是在貿易上採取

保護的貿易政策‧根據我在導言和本書其它各章中對「全球化」

的分析’「全球化」不只是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而是包括了國內

的階級關係。而且除了帝國之外,還有控制世界經濟的大型跨國

公司,和協助壟斷資本擴張的國際金融貿易組織。在導論中所談

的「全球化」的六個組成部分是-體的’那就是帝國主義。因

此’反「全球化」就是反帝國主義.

要反對「全球化」不是要回到貿易保護主義。貿易保護主義

只是對待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如果只用保護貿易來反對「全球

化」’我們可能會陷入資產階級的狹隘國家主義。美國工會的領

反「全球化」的正式揭幕應該是Ig96年在菲律賓舉行的反APEC大會。這

次的反APEC大會由菲律賓的群眾組織BAM4N所發動和組織的。BAYAN

以工農為主,聯合了國內的各個階層’包括進步的議員﹑天主教的主教﹑

教師、醫療人員﹑學生、新聞記者等,並邀請了來自歐洲﹑美洲和亞洲各

個國家的進步人士。這他I反APEC的大會在三天的會議中對「全球化」中

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取消對跨國資本的各種管制做了嚴厲的批判。最後

╴天遊行到Sl』bicBay﹙APEC開會的地方）去抗議。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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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人反對中國參加WTO不是考慮中國工人在入WTO之後所將

受到的剝削。他們是站在美國資本的立場來反對’認為中國參加

WTO後美國多了個競爭對手。但是以美國為基地的跨國公司在

中國加入WTO後將生產移到中國’因為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工而

變得更有競爭力。而美國的-些政客們也只會在表面上對工會的

這樣的抗議略表同’∣青而已。這說明了各國的勞動人民不能站在他

們本國的資本的這-邊來彼此抵制。資本打破了國界,我們並不

要重新用國界來阻礙各國人民的聯台。只有在各國勞動人民的團

結下才有力量來對付大型的跨國資本。

面對著「全球化」的六個組成部分,我們要反對「全球化」

時目標就應該清楚起來。我在下面將我認為的反帝運動應採的方

向做解釋’而反帝運動的具體策略則是要根據各地客觀的條件來

決定‧

當今美國是世界上的第-大帝國,美國依仗著它在世界上霸

權的地位為所欲為‧美國是全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最大的威脅者。

美國依仗著它在武器上的絕對優勢而橫行獨霸。美國不顧全世界

人民的反對而進侵伊拉克‧但是這場戰爭也充分的暴露了它侵略

伊拉克的真正目的與反恐無關,而是為了能有效的控制伊拉克的

石油。美國不顧伊拉克人民的生命﹑財產及文化’在伊拉克繼績

了它從九○年代以來殘酷的侵略戰爭’更充分的顯示出美帝國的

狂妄‧在這-年多的戰爭中’殺死了十萬個伊拉克人民’但是美

國的這種狂妄的行為也暴露了它即使擁有再高科技的武器’它也

無法征服伊拉克的人民.而且越來越多的美國士兵開始醒悟他們

不願再用他們的鮮血來換取石油和石油公司的利潤。美國的侵略

戰爭也證責了不管美國的軍事武力有多龐大’它將會陷於左右不

能兼顧的泥掉而不能自拔。這說明了美國不可能用武力來爭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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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美國在政治上的霸權表現在對有關人類未來存亡和安全的大

問題上’傲∣曼的拒絕與其它次級帝國的合作或協商。像世界其它

資本主義國家,為了遏止環境進-步惡化而達成了Kyoto協議,

美帝國卻漠峴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而拒絕簽署。美國在政治上的霸

權也表現在它在世界各地對主權國家內政上的干預‧美國在委內

瑞拉支持它的右派反Chavez就是-個最近的例子。在戰後的幾

十年中’同樣的例子’包括美國在世界各地顛覆合法的政府的例

子多不勝舉。與美國軍事霸權相結合的政治霸權威脅到了人類最

基本的生存權利和人類未來的存亡。所以在反帝的鬥爭中,我們

就必須要反對美帝國在軍事上和在政治上的霸權‧

美國在經濟上利用美元是世界貨幣的地位’和其它國家對它

的市場的依賴用借債來持績它在國際貿易上的逆差。美國用去全

世界可供經濟建設資本的四分之三來支持它龐大的消費與政府開

支。因為美國外債的擴張更引起了全世界金融資本的膨脹,以及

近在眼前的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對於美國在軍事上、政治上、

和經濟上的霸權’其它次級帝國看在眼裡氣在心裡’但是這些帝

國的利益已經與美國密切的牽連在-起’它們不會也不能對美國

的霸權積極的反對。但這也不是說將來在矛盾激化後不會有改

變。

美國在意識形態上的霸權使得它能把它在軍事上的暴行和它

在經濟與政治上的霸權台理化‧它以「自由世界」的領導者自居

來把它的橫行霸道說成是對「自由世界」的保護。但是在200l

年gll事件後,美國以反恐為藉口的各種行動越來越得不到其它

國家和人民的支持‧美國想用「反恐」來取得它過去在「反共」

中的領導地位的企圖與技倆並沒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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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害的著重點在於對經濟範籌的分析,但是在整個反帝的

運動中我們要特別重靦意識形態的鬥爭。美國在長期的反共和反

民族解放的鬥爭中,它對意識形態的製造和宣傳的操作不但是非

常熟練而且是非常有技巧。美國設立起表面像是民間的組織來宣

傳「民主、自由」﹙像NationalEⅡdowmentforDemocracy和

OfficeofDemocraticInitiatives﹚’但貫際上是完全由美國國務院

撥款支持的政府機構。另外’全部經費由美國政府支持的「美國

之音」,對事責做各種曲解來幫美國做宣傳。

除此之外’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更用大筆經費在許多國家中

來支持各種的非政府組織﹙Non﹣govemmentaIOrganiza『ions ’簡

稱NGOs﹚。目前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這樣的NGOs有五

萬個之多’僅在印度-個國家內就有兩萬三千個,它們每年接受

來自各國的共十億美元的援助﹙WSRDissentorDiversion?2003:

l9﹚。這些NGOs與當地的群眾組織競爭來吸納帶有理想的青

年’以便混淆當地國家祉會運動的目的。這樣的作法在祉會運動

本身就搞不清方向時最有效。

在導論中說過世界上500家最大的跨國公司是「全球化」的

-個主要部分。這五百家跨國公司是國際壟斷資本的代表。「全

球化」是它們過去二十多年來資本積累的新策略。在「全球化」

下它們藉助於帝國和金融貿易組織的協助以「自由貿易」為名,

進-步控制了世界上各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意識形態。

是它們在推動WTO中的保護它們的投資法’是它們要用智慧財

產權法來控制科學技術的發展。在它們以謀求最高利潤為投資﹑

生產、銷售的唯╴目標在全世界的每╴個角落永無止境的來剝削

勞動力、掠奪自然資源﹑和污染環境.在國際跨國資本的快速的

擴張積累中’經濟發展落後國家人民的生存空間急速地在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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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帝的鬥爭中我們要揭露並反對這些跨國公司的惡行。在反對

IMF和WTO的運動中我們要認清這些世界金融貿易組織與國際

壟斷資本之間的關係。

當然在反帝的運動中,我們必須要看清本國的統治階級和國

際壟斷資本之間的關係。在反帝的鬥爭中我們必須反對本國執政

者對國際壟斷資本的保護、對本國勞動人民的剝削與壓迫、對本

國資產與資源的掠奪、和對本國自然環境的摧毀‧

如果說資本國際化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反對資本對勞動人民

的剝削與壓迫’保護未來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資源與環境更是-

股不可逆轉的趨勢‧壓迫越深反抗也就越強’這是必然的道理。

在反帝的大方向下’世界各國深受「全球化」災害的人民正

策劃著在具體的行動中如何聯合‧在導論中說過的帝國主義的力

量是極強大的’但是也是極脆弱的。今後反帝的鬥爭將是-條漫

長的和艱苦的道路’其中將經過無數的挫折,但是在反帝的運動

中會有更多的人認識到他們所受的痛苦和災難的根源來自何處,

因此他們能發揮出來的力量將是極為龐大的,是真正不可阻擋

的’在今天這個烏雲滿布的天空裡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光明的未

來。歷史沒有終結’它正在向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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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美國在貿易上的單方制裁

八○年代以來,因為資本主義大國之間市場競爭更加激

烈’它們用非關稅壁壘來保護本國市場的花樣也越來越多’其

中美國所用的方法最具侵略性。美國靠著美元是世界貨幣的優

勢’和許多國家對美國市場的依賴’以及它在政治上﹑軍事上

和意識形態上的霸權’它隨意的使用單方制裁的方法來保護自

己的市場。第七章中談到美國貿易逆差到了八○年代後更加嚴

重,為了紆解它的貿易赤字問題’美國除了用政治手段來保護

本國的市場外’並且以單方制裁的攻擊手段來打開別國的市

場。

在保護本國市場方面,美國國會在lg74年通過貿易和關稅

法’這貿易和關稅法中的第30l條授權給美國總統,使他在必

要時對出口商品到美國的國家採取報復性的制裁。這條法律經

修正後,變成l98斗年貿易法中的30l條到306條和lg88年貿

易和競爭力大法﹙OmnibusTmdeandCompetitivencssActofl988﹚

中的第30l條到第3l0條（BhagwatiandPatrick’lg93: 】╴3﹚。到
了l988年的貿易和競爭力大法通過之後,美國在單方使用30l

條來制裁它的對手時’它完全以本國某個工業是否受到外來競

爭的威脅做為決定的根據’而不管對方國家是否違背了關貿總

協的規定。美國單方面決定在某-限期內’對方國家必須減少

對美國的出口,否則美國就用報復行動來制裁對方。制裁的辦

法之-就是提高來自該國進口商品的進口稅。這裡值得提起的

是,這條大法的30l條授給美國私人企業主動權’由它們向美

國國家貿易代表﹙UnitedStatcsTradcRcprcscntativc﹚提出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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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行業中’所受到的來自外國企業的「不公平的競爭」‧國家

貿易代表收到這樣的申訴後,必須做調查,如果認為申訴有理就

開始採取制裁。在此同時,美國貿易代表也特別選出－些國家,

專門收集這些國家的貿易資料以準備做未來報復之用﹙Bhagwati

andPatrick’ lgg3:2－3﹚‧

在擴張出口方面,美國經常施加壓力來迫使對方﹙特別是對

日本、南韓、台灣﹚保證它們在-定期限內,要增加從美國進口

某-商品的-定數額。美國和日本在半導體貿易糾紛就是-個例

子。日本和美國在半導體貿易的糾紛從七○代就開始了,到了

八○年代中美國貿易逆差的問題更加嚴重後’它對日本和其它國

家所施加的壓力也就更加強了‧美國的電子業因為在國防軍事上

的重要性-向受到國家的保護,電子業除了資本有-半來自國防

部外’在研究經費上也得到政府大量的支持’所以美國這個工業

的技術在世界上-直遙遙領先。但到了八○年代,美國的電子業

碰到日本這個勁敵,在國內和國外市場上都受到日本的挑戰。為

了對付日本的競爭’美國就用政治壓力迫使日本和美國簽定了半

導體貿易協定’這協定規定在lg86－l99】年有效期內’日本不但

要停止繼績對美國「傾銷」電子產品外’而且必須保證把日本國

內半導體市場的20﹪讓給美國的進口﹙Irwin’lgg4:54－56﹚。

美國也同樣對台灣施加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壓力’迫使台灣增

加從美國進口的農產品。在lgg0年時’台灣已經從美國進口近

六十億美元的農產品,進口額以個人平均來算,高達-百零-美

元’佔所有從美國進口農產品國家中的第-位’但是美國還是不

斷施加壓力’美國這-切作法不是靠市場競爭使貿易更通暢’而

是用政治手段來保證貿易的-定結果。目的是為了解決美國貿易

上巨額逆差的問題。另-方面也是為了保護以美國為基地的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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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

美國這種可以不顧國際協定,單方制裁競爭對手的作法專門

用來對付其它國家。-方面美國看準了這些國家對美國市場的依

賴。因此,只要美國做出制裁的警告’在還沒採取制裁行動之

前’這些國家就已經先屈服。另外,就是美國靠著它的政治和軍

事力量和國際金融貿易組織來協助它的跨國資本,因為這些受到

制裁的國家往往都是在美國的軍事保護網之下’所以它們是無法

真正與美國對抗的‧

在-篇討論台灣與美國貿易衝突的文章裡,文章的作者認為

美國因為要減少它在貿易逆差,而通過了lg88年的貿易和競爭

力大法,他並且認為這條法不但改變了前-時期美國的貿易政

策’也改變了美國對外貿易的程序’他把這樣的改變總結成下面

幾條﹙Chou,lgg3;206﹚ :

.增加政府對貿易的支持。

.政府用更快和更強的行動來對抗與其它國家的貿易進行方

式‧

.制定美國在世界貿易新回合﹙即烏拉圭回合﹚談判的目

標。

.在美國與日本談判中’用日本希望取得阿拉斯加的石油和

煤氣為條件來迫使日本在貿易上的讓步。

在同-篇文章的附錄中’作者列出了從1970年到lg89年之

間’美國國會通過的有關貿易的條文或決定。並例出在責施這些

條文和決定時’絕大多數都是向對方國家施加壓力。到了八○年

代後’施加壓力的措施的次數更加頻繁,從lg85年到1989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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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中就有四十八次之多（Chou, l993:2l5╴227﹚。另-點我們

注意的是:在美國國家單方面用強制的手段來保護它本國的市場

和本國的跨國資本的同時’它卻大力的提倡新自由主義,要其他

國家取消-切國家對貿易的管制、干預與保護的政策。

到了八○年代中,在資本主義強國之間的矛盾更加深化後,

為了使關稅貿易總協不完全解體,后些國家同意再嘗試做-次談

判。這就是l986年開始烏拉圭回台談判。烏拉圭回合談判從

】986年開始到l994年結束’進行了八年之久‧這次談判不但拖

延的久,而且曾經幾乎破裂’這個事責-方面顯示了資本主義大

國之間矛盾之深,另-方面也說明到了八○年代中以後’資本主

義大國之間以及它們與落後國家之間的經濟關係已經遠超出了貿

易上的關係。到了l9g4年底’資本主義列強終於達成烏拉圭回

合談判的協議’協議中的-個決定就是在次年成立-個永久性的

世界貿易組織。l9g5年成立的世界貿易組織的功能與它所替代

的關貿總協有所不同’它不再侷限於用降低關稅來促進貿易增

長,而是包含了貿易之外的國與國之間的各種經濟關係﹙參見附

錄二﹚。世界貿易組織的會員國也從關稅貿易總協六○年代肯乃

迪回台談判的48個國家,增加到ll7個國家‧

WTO成立後’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的爭執並沒有減少’美國

單方制裁的行為也沒有改變. 2002年3月美國布希總統將鋼鐵

進口稅提高30﹪。兩個月之後布希又經過立法將農業的補貼提

高80﹪﹙DuBoff,200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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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世界貿易組織與關稅貿易總協相異之處

世界貿易組織﹙WTO﹚與關稅貿易總協﹙GAIT﹚相比較範

圍要廣得多’只就貿易上來說WTO不僅包括工業品的貿易,而

且包括農產品和服務業的貿易。除了貿易之外,WTO還包括了

許多有關國際間投資的條例。除了貿易和投資之外,WTO的條

款還涉及有關智慧財產權的規定。下面就解釋WTO與G仙T相

比較不同的幾點:

第-點就是關稅貿易總協不是-個永久性的國際組織’它只

有在要解決國與國之間貿易問題時才聚在-起開會談判。每-回

合談判相隔好幾年。每個回合的談判在取得協議後就結束。這些

協議就成了在下-回合談判前,用來約束達成協議國家應該遵守

的條例。但是因為總協不是永久性的組織,所以在發生貿易爭執

時’無法即時制裁違犯協議的國家。而且關稅貿易組織對違犯協

議的會員國也沒有真正的制裁能力。當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的貿易

爭執越來越頻繁時,它們之間的爭執就不可能只靠幾年才進行-

次的談判來解決。世界貿易組織的成立是資本主義大國認為它們

需要-個永久性的解決貿易爭執的仲裁機構。所以成立世界貿易

組織的目的之-,是為了想要解決資本主義大國之間越來越困難

的、越複雜的、和越頻繁的貿易爭執‧

第二點是世界貿易組織的範圍擴大’到lgg5年它成立時會

員國有ll7個國家’之後有更多的國家參加’到2004年l0月

時’會員國的數目增加到l48個。因此’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都

變成世界貿易組織的會員。而且每-個國家在參加世界貿易組織

時必須全盤接受這個組織所有的規定’不像在關貿總協時’落後

國家還有-些選擇的餘地’不-定要接受總協的所有的條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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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貿易組織對會員國的強制力量大過總協。從這-點看來’世界

貿易組織不同於關稅貿易總協,因為關貿總協在戰後成立時主要

目的是為了促進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的貿易,而世界貿易組織除了

要為解決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的貿易糾紛外,更重要的是要打開新

興工業國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商品和資本市場‧

第三點是世界貿易組織所包含的貿易項目不再只限於工業品

的貿易,國與國之間的農產品的貿易也被列入烏拉圭談判的範

圍。將農業貿易列入談判範圍的主要原因,是為解決資本主義大

國的農業生產持績增加’和它們本國市場滯銷的矛盾。在第四章

中談過-些歐洲聯盟（EuropeanUnion ’在lgg2年成立前為歐

聯﹚和美國在農業貿易的爭執（參見附錄四﹚。美國和歐盟因為

對農產品的價格補貼’而造成它們財政上的沈重負擔‧所以在烏

拉圭回合談判時,資本主義大國都迫切希望用農業貿易的協議來

解決它們由農業補貼而帶來財政負擔的困境。世界貿易組織除了

要降低農業貿易關稅外,並且規定各國政府要取消它們對農業的

補貼。美國和歐盟因為無法根本解決它們本國的農業的生產過剩

的問題’而政府對農業補貼的開支負擔越來越沈重。lg86年美

國政府農業的補貼開支高達三百億美元’是lg80年時的十倍。

l9gl年時’OECD二十四個國家對農業的補貼達-千七百七十

億美元’補貼額佔生產的比例高達45﹪,歐聯是4g﹪,美國是

30﹪。

農業貿易的初步協議是要參加世界貿易組織的國家減少政府

對農業補貼﹙包括直接給農民的補貼或農產品價格的補貼﹚’並

且要在╴定限期內達成-定的目標。按資本主義大國自己的計算

它們在lg95年就已經達成減少補貼的目標’所以主要是要求第

三世界國家（中國和台灣也包括在內﹚遵守個這規定來減少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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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雖然談判中牙買加代表提出不同的方案,亞買加代表認為對

農業的補貼問題應該分別對待,在農產品生產過剩而必須將農產

品出口的國家應該限制和取消補貼’但是世界貿易組織應該允許

第三世界國家在達成糧食自給自足的過程中給予農民補貼。但這

方案受到農產品出口國-致的反對’而且又得不到其它的第三世

界國家的聯台支持’而沒有通過。這樣硬性削減第三世界國家對

農民的補貼,將會對這些國家-般人民的糧食自給問題有深遠影

響﹙Coote, Igg6: lg8－lgg﹚‧因為第三世界農民-方面失去政府

的補貼,另-方面又要面對因降低關稅而增加進口廉價的糧食,

使得他們牛犛糧食更加困難’也就使得這些國家更依賴糧食的進

口‧這個問題關係重大,所以第三世界農業補貼的問題到今天還

沒有解決。

第四點不同的是世界貿易組織對資本主義大國在貿易和投資

中智慧財產權的保護﹙Trade﹣RelatedIntellectualProperty

Rights ’簡稱TRIPS﹚‧資本主義大國的跨國公司掌握了全世界
95﹪以上的專利權’這條對國際貿易中智慧財產權的規定要求

第三世界國家的專利權法’和美國與歐洲國家對專利權的保護期

限-樣﹙Cootc’1996; 20l﹚.將這-點列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定

中’是為了保護近年來資本主義大國的壟斷資本在電子資訊、軍

事武器﹑航空工程、生物工程﹑藥品﹑電腦軟體、和電影音樂各

方面發展的成果。用智慧財產權來限制新興工業國在這幾方面的

發展’使資本主義大國可以保證它們的資本在這些產業中新發展

出來的技術壟斷.這點對新興工業國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影響也是

非常深遠‧世界貿易組織中對保護智慧財產權的條文都是由大型

跨國公司聯台起來寫成的.

從世界貿易組織對智慧財產的保護可以看出來發展落後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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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受制於國際壟斷資本。在歐洲國家和美國發展它們的經濟

時,它們對專利權的保障只限於本國的發明’並不包括對外國發

明的保護。它們的理由是為了經濟發展它們必須要抄襲和拷貝別

國的發明﹙《經濟學人》, 2002年g月】4日’頁75╴76﹚。也就

是說’美國可以抄英國的或抄德國的技術。因此,在資本主義大

國的發展過程中’-個國家對專利權的保護﹙是否要保護外國發

明﹚是以本國的利益為考慮來決定的。當-個國家發展到了-個

階段’本國的新發明越來越多時,這些新發明需要別的國家保護

時’這個國家才會以保護它國專利權作為交換。美國是在它的發

明需要歐洲國家保護時’才對歐洲的專利權給予保護。但是對目

前的發展落後國家,它們已經接受了世界貿易組織中所規定的智

慧財產權保護的條文,這個條文制定了世界性的對智慧財產權法

律保護的最低標準‧到2006年時它們就必須要按著這個條文來

保護所有外國的專利權﹙《經濟學人》’2002年9月M日’頁

75╴76﹚。這就是在表面看來似乎平等的條文’是完全不平等的

（Reddy,et.aI,2002: l08－ll8﹚.

第五點不同的是世界貿易組織增加了有關外來投資的新條例

﹙Trade﹣Re】atedInvestmentMeasures ’簡稱TRIMS﹚。八○年代中

期後在「全球化」下,美、歐、日的資本輸出不斷地﹜∣央速增加’

這些投資要求保護’新增的投資條例是為了要取消過去第三世界

國家對外資所做的-些規定和限制。根據WTO的這些投資條

例’接受外資的國家不能像以往-樣要求外資在生產中必須用-

定成分的本地材料’也不允許它們要求外資企業將產品的-部分

出口’或對外資進□零組件有任何限制（Coote, l9g6:

202－203﹚。這-條例取消了接受外資國家對外資限制的主權’使

外國資本享有本國資本同樣的權益。事貫上,外資比本地資本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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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到減免稅金和其它的優惠。壟斷資本所要求的對外來投資的

保護範圍比上面提到的要更廣也更深,目的是要外國投資享有國

民待遇。在第八章討論NAFTA和MAI時對外資的國民待遇有

解說’請做為參考。

最後’世界貿易組織不同於關稅貿易總協的-點是有關國內

服務業市場的規定﹙GeneralAgreemcⅡ〔onTradeinServices ,簡

稱GATS﹚,在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定下’參加的會員國必須開放

它們國內服務業的市場.允許外資進入廣告業、銀行業﹑保險

業、醫療業、電訊、教育業和娛樂業等。這些服務業對發展落後

國家的經濟民生影響重大’因此過去幾乎都是由國有企業經營’

或者是由私有企業經營但要受國家保護和規定。在WTO之前幾

乎所有國家對外資要進入這些行業不是禁止’就是加以嚴格限

制。但是,參加世界貿易組織之後’不但要將這些服務業向外資

開放’並且還要取消對外資限制的規定‧這-點對發展落後國家

的影響也是非常深遠。壟斷資本等著第三世界國家將-些重要企

業,像銀行、醫療和教育等私有化之後’它們就可以在這-條例

的保護下進來收買。

在lg95年WTO成立時’它與關稅貿易總協的主要不同的

地方就是上面幾點。另外在WTO的協議中資本主義大國同意廢

除多種纖維貿易安排’並達成了紡織與成衣的協定（WTO

AgreementonT℃xtilesandClothing﹚。這個協定規定從lgg5年l

月l日開始到2004年l2月3l日為止’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必須

對取消紡織品與成衣的進口限額。

lg95年之後每次WTO開會時’資本主義大國繼績代表以它

們為基地的跨國公司來對發展落後國家施加壓力以獲取更多的權

益。其中包括資訊技術’和通訊及金融服務業的協定‧在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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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名的會議中,發展落後國家將會持績的受到壓力來把它們的國

家再進-步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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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對國際收支帳目的解說

從－個家庭的收入＼支出、資產與負債談起

-個家庭的-筆帳﹙這裡暫時借用國際收支中的經常帳與資

本帳的用詞﹚

經常帳是記-個家庭的收入和支出

收入:工資收入、銀行存款利息收入、房子出租的租金等‧

支出:日常食物、衣飾、房租支出、購買大件消費品﹑或支

付房貸利息等支出.

資本賬是記-個家庭的資產和負債的增加或減少

資產:銀行存款、房屋、汽車﹑家具、首飾、股票等‧

負債:房屋貸款、汽車貸款、信用卡欠額等。

剩餘部分可以用來增加資產或減少負債。

不足部分可以用減少資產或增加負債來補

足‧

收入大於支出時

收入小於支出時

國際收支平衡表（BalanceofPayments）

國際收支平衡表是-個國家與世界其它國家之間的支付帳

目’其中又分為:經常帳（currcntaccount﹚和資本帳﹙capital

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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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I脹是記-個國家在某年度內外匯的收入和支出

外匯收入包括:

﹙l）商品出口:出口商品的外匯收入。

（2）勞務出口:包括航運、空運﹨觀光旅遊﹙外來遊客﹚、保

險和外移勞工匯回國的外匯等項外匯收入‧

﹙3）在外投資的收入:包括利潤、利息、專利和其它收費等

外匯收入。

（4）其它收入。

外匯支出包括:

（l）商品進口:輸入商品所付的外匯。

﹙2）勞務進口 :包括航運﹑空運、觀光旅遊﹙國人到外國旅

遊﹚、保險,和支付外籍勞工等項外匯支出。

（3）支付外資在本國投資所得的利潤、利息﹑專利和其它費

用。

（￠）其它支出。

資本帳是記-年內資本的外匯流入與流出

資本的流入包括;

﹙l）外資到本國的投資:包括外來的直接投資和股票投資。

﹙2）從國外借到的貸款:包括短期和長期貸款’包括在國外

發行的債券‧

資本的流出包括;

（l）本國到外國的投資或外資撤走。

（2）本國對外國的貸款或償還外國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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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收支的經常帳在-年中收入大於支出時﹙l∣偵差﹚’資本

帳可以支出大於收入。換句話來說,如果-個國家的經常帳中有

I∣偵差》lI偵差的部分就可以用來增加它的外匯儲存、對外投資﹙包

括購買外國股票或直接投資﹚、或增加它的對外貸款,以上這幾

項都是資產的增加。-個國家經常帳II偵差時也可以用來償還外

債’也就是減少負債。

相反的來說,如果-個國家的經常帳支出大於收入﹙逆差﹚

時,它的外匯儲存會減少’如果外匯減少尚不足支付經常帳的逆

差時’這個國家的逆差可以由外來投資﹙包括外資購買本國股票

或直接投資﹚﹑或向外國借款﹙銀行借款或發行債券﹚。外匯減少

和外來投資增加都是本國的資產減少‧向外國借款則是負債增

加‧

國際收支是-個國家與世界其它國家之間的支付帳目。其責

它跟-個家庭的收支I脹目沒有甚麼不同’-個家庭如果開支超出

收入’先用自己的儲蓄來補足,再不夠就必須得賣掉資產或借

債。-個國家如果經常帳有逆差也必須靠外匯儲存和資本的輸入

來支付’也就是說靠外資或外債‧-個家庭若是因收入不夠開支

而借了債’之後’這個家庭每月的開支就會因為要支付利息和償

還本金而更增大’就可能需要借更多的債,如此惡性循環下去債

越借越多。不但要本上加利還要利上加利‧-個國家也是╴樣’

像第三世界國家的外債就是因為利上加利而越滾越大‧

-個國家在經常帳上發生逆差時,除非有外來投資來補足就

-定要借外債‧唯獨美國不-樣。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元成為世界

貨幣’美國因此享有特權‧美國在經常帳和資本帳都可以同時有

逆差,也就是說美國在貿易上有逆差還可以繼績對外投資和對外

貸款’不足的部分’它只須用美元支付就可以了。在戰後以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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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心的世界金融貿易體系內,所有國家都接受美元做為貿易上

的支付媒介,美元也是各國中央銀行內的外匯儲存,因此美國可

以不斷的輸出美元,這些在美國國外的美元責際上就是美國的外

債。

在】g7l年前美國國外的美元可以要求向美國兌換黃金,但

是在】97l年美國宣佈不再兌換有黃金後’美元就只是美國這個

國家的紙幣而已。美國的貿易逆差自八○年代來擴大’在最近的

三、四年中它的經常帳的逆差增加的速度進-步加!∣央,到2004

年的經常帳逆差達六千億美元。所有與美國在貿易上有II頂差的國

家﹙包括中國、日本、台灣和其它亞洲出口國家等﹚拿到美元後

就拿美元去購買美國的股票和債券﹙包括國家公債和公司債﹚.

有關這方面的解說和討論,請見第七章和第十章。

瞭解國際收支帳目才能瞭解國際金融中的各種問題,像外債

問題﹑美元貶值問題﹑和資本主義世界金融危機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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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關貿總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對世界農業

的衝摯以及對全世界工人和農民的剝削

lg97年7月菲律賓世界農業大會發表

金賓瑜著陳信行譯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世界的農業生產和分配出現了兩

種趨勢:第-種趨勢是帝國主義國家國內生產和出口政策導致農

業剩餘產品的不斷增加;第二種趨勢是’在全世界範圍內’壟斷

資本對農業產品生產和分配的控制在不斷增強。這兩種主要的趨

勢的存在危及了第三世界國家農民的生產與生活’而且使食品這

種人類最重要的需要’對於貧窮國家的大批貧困人口來說變的越

來越難以得到。始於l986年結束於Igg￠年的關稅和貿易協定的

烏拉圭回合談判,第-次將農業貿易的自由化做為目標。 l9g5

年4月, ll7個國家簽署了烏拉圭多邊貿易協議的最後法案,成

立了世界貿易組織﹙WTO﹚。我們將從下面的分析中看到’這些

協議的目的是鞏固帝國主義國家和全球的壟斷資本在過去的幾十

年中的收益’並且為了嬴得更大的收益而進－步加強了他們的控

制.如果讓他們得逞,就會導致上億人蒙受更深重的苦難。

上面提到的主要趨勢之-源自於大蕭條時期的農業危機以及

後來的羅斯幅新政的農業政策,這些政策或者類似的政策主要為

二次大戰後的美國和西歐國家所採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採用

侵略的手段來為這些政策帶來的大量的剩餘產品開闢市場,並將

它們從原來六○年代的主要糧食淨進口國變為八○年代中期的主

要糧食淨出口國‧根據-位學者的研究’ 「在六○年代先進資本

主義國家佔了世界糧食進口的60﹪和世界糧食出口的50℅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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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八○年代中期,這些國家只佔世界糧食進口的￠0℅,

和世界糧食出口的70℅」﹙Tyers, l992:2l﹚。同-時期’第三世

界國家變成為依賴糧食進口才能養活自己人口的國家。 I
另-個主要的趨勢是農業生產的工業化和分配的商業化。大

型的跨國農業綜合企業將農業生產的每個步驟都結合進他們的資

本積累過程中‧大型的石油﹑化工、種子和農業機械公司控制了

農產品生產的原料,而大型的食品加工公司控制了產品的加工和

成品市場。在這裡我將討論這些發展趨勢’並揭示:為什麼說關

貿總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所訂立的規則是在保護全球壟斷資本的

利益’同時是建朮在損害第三世界國家工人農民利益的基礎之

上。

帝國主義國家農業政策對農業買易的影響

二十世紀三○年代’資本主義陷入空前深重和持久的危機‧

美國的農業生產出大量的食品和原物料’但是上千萬的人因為貧

窮而買不起他們所需的食物。農產品價格-落千丈,農場主們不

能賣出他們的產品;許多人因此而破產並失去了自己的農場。這

時,羅斯幅總統提出了新政的農業政策,對市場進行干預以圖找

到解決當時危急!∣青況的方案‧新政農業政策包括以下幾點:-、

通過限制土地的耕種面積來控制農產品的生產;二﹑通過提高農

產品的價格保護來扶持農場主。其中限制土地耕種面積的方法未

能湊效’因為農民捨棄了貧瘠的土地而種植較為肥沃的土地沛日

l983﹣l986年間’發達國家擁有全球g0℅的小麥出口, 80﹪的世界粗糧出

口,和95℅的奶製品出口。同-時期,發展中國家佔有58﹪的世界小麥進

口’43℅的粗糧進口,和35﹪的奶製品進口（Tyers,Igg2;24﹚。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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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施肥量’所以生產出的產品仍在繼績增加‧美國政府通過購

買市場中的剩餘產品來保持農產品價格較高的水平’但是這種措

施鼓勵了農民的生產’導致農民生產的產品更多。儘管這在二戰

中或者二戰-結束時並未成為大問題’但美國政府在五○年代的

大量剩餘農產品決定了美國保護國內市場同時侵略∣生地開發海外

市場的政策。為了保護本國市場,政府對各種農產品責施進口控

制以及徵收關稅‧ lg50年’美國對奶製品施加了第-個進口限

額﹙BragaandVasconcellos’l990: 258﹚。為了能輸出本國不斷積

累的剩餘產品,美國政府第-次推動以援助的名義將產品賤賣給

第三世界國家’而當第三世國家變的得依靠糧食進口時,美國轉

向了在國際市場上出售剩餘產品的出口補貼政策。

在西歐國家從二次世界大戰中恢複元氣之後,美國失去了出

口的主要市場。之後,歐洲國家也採取了與美國類似的農業計

畫,也同樣導致了過暈牛產和產品過剩。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共

同農業政策」﹙CommonAgriculturaIPoIicy ,簡稱CAP﹚通過在

經濟共同體間削減關稅和對從共同體外的國家進口進行控制和提

高關稅來保護其成員國。在八○年代後期之前’農業的貿易保護

政策在美國和西歐間時常引起貿易爭端和互相的威脅,然而儘管

如此,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很合作的。如-位作者所提到的,

美國支持歐洲的大麥和奶製品的保護政策,而做為回報’歐洲共

同體解除「共同農業政策」所規定的對進口美國的玉米和大豆的

控制﹙Priedman, lg93: 35﹚‧正是因為美國和歐洲共同體都採取

了保護國內農產品市場的措施,關貿總協定中╴開始沒有設立關

於農業的貿易自由化協定。】g5l年,美國國會修改了lg33年的

農業調整法案中第22款,修改的法案確立美國責行進□限額的

權利。並且「美國所簽訂的國際間協議﹙現存的或將來簽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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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得限制此法案中該章節的條款」﹙BragaandVasconcelIos,

l990: 259﹚‧這表明關貿總協定根本就不是恪守自由貿易的原

則;恰恰相反,貿易只有在對帝國主義國家有利時才是自由的。

因此,歐洲國家和美國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如貿易配額﹚限制

了第三世界國家的農業、工業以及其它主要產業產品的輸出。

限制進口的同時,美國必須為在「價格補貼計畫」下積累的

小麥和其它剩餘產品尋求出口渠道。根據-位作者的研究’美國

480號公共法（PublicLaw480﹚之下的「食品援助計畫」本來

是做為二戰後援助歐洲的馬歇爾計畫的-部分而制定的’後來也

推廣到了第三世界國家。然而’其中的區別在於’在對歐洲進行

援助時’執行者很小心的避免將美國的剩餘產品向歐洲傾銷（以

比國內低得多的價格銷售﹚,其目的在於避免阻礙歐洲的戰後農

業復興;但是在對第三世界國家援助時則是進行毫無忌憚的傾銷

﹙Rau’l957﹚。美國的這種政策 終結果是:在很多國家中’進

口的廉價小麥逐漸的替代了本國生產的糧食作物’即使在世界許

多地方小麥並不是傳統食品的-部分‧於是’ 「……整個第三世

界變成了世界小麥市場中主要的進口需求來源‧進口政策使得在

二戰結束時本來還是糧食自給自足的國家’在二十年之內變成了

糧食依賴型國家」﹙Priedmann,lg93:38﹚。

接著’lg73╴lg74年世界糧食危機爆發了,因為蘇聯大量購

買小麥導致世界的小麥市場價格猛漲。與食品價格上漲同時發生

的還有石油價格的上漲。因此,既要依靠糧食進口又要依賴能源

進口的第三世界國家必須為兩者支付更高昂的費用。與此同時,

這些國家中的多數由於傳統的出口熱帶作物及其它初級產品價格

的降低受到了出口收入的損失。這恰恰就是第三世界國家債務危

機的開始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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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和歐洲各國國內的農業政策-直持績到八○年代未期,

直到農業補貼計畫成為過重的財政負擔時才開始考慮改變它們的

農業政策。因此’在烏拉圭回合的關貿總協定會議中,農業的貿

易自由化才變成-項談判內容。下面將對此進行更多的討論.

箠斷資本對全球農業生產和分配的控制及其影響

二次大戰後的幾十年中的第二個趨勢就是壟斷資本在全球範

圍對農業生產和分配越來越強的控制。壟斷資本主義獲得了對農

業生產過程的-頭-尾的更多控制,也就是所謂農業生產的工業

化和農業產品分配的商業化。

農業產品的工業化生產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徹底的改變了農業

耕種方式,這並不僅限於二戰前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就已開始的

耕種機械化。所謂的「綠色革命」’就是在第三世界國家中的-

個早期的例子:石油公司研究培育出特殊的種子,而這類種子需

要大量的化肥。當帝國主義國家在第三世界國家推行「綠色革命」

時,那裡的農民為此吃盡了苦頭。這些高產量的種子需要佔用大

面積的土地、高資本投入和用來購買化肥的現金。在第三世界的

很多地方’「綠色革命」使許多小農破產,因為他們沒有能力與

裝備齊全的大農場主相競爭‧此外’過去的二十年中,壟斷資本

家通過對生物技術研究的控制,也在農業投入方面取得了更多的

控制。在農作物生產中’大型化工跨國公司採用生物和化學研究

相結合的方法’開發和控制新的作物品種及其生長所需的特殊化

肥、除草劑和殺蟲劑。大型的石油、化工、製藥和穀物交易壟斷

公司擁有附羼種子於它們的公司。這些公司兼併促成了有關生物

和化學研究的進行’研製出的新品種需要特殊配方的化肥、除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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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和殺蟲劑。lg88年世界上共有十家最大的殺蟲劑公司’它們

共擁有-百五十億美元的銷售額’並且控制了lg88年世界殺蟲

劑市場75﹪的份額‧從八○年代末開始’龐大的化工公司加強

了在生物技術上的研究,而且在過去的幾年中已經開始了從他們

的研究成果中獲得好處。華爾街日報l996年l0月的-篇文章報

導了跨國化工公司孟山都﹙Monsanto﹚如何大獲其利,其妙訣就

是控制新研製的「捕捉」牌除草劑﹙Roundup﹚’這種除草劑能

殺死任何綠色植物‧孟山都又同時控制了特殊培育的大豆種子和

棉花種子’這些大豆和棉花種子被從基因上做了手腳,使其對

「捕捉」牌除草劑有抵抗力.購買了新型基因的大豆和棉花種子

的農民同時必須同意孟山都公司來進行檢查,以防止他們將當年

收成的-部分收成留做來年的種子。孟山都公司的這種措施使它

能夠對每袋種子持績地要價二十美元’其中有五美元是所謂「技

術費用」, 「孟山都公司宣稱這種附加的費用就好像計算機軟件

的知識產權保護╴樣」。這種知識產權理所當然地受到了l970年

美國國會通過的「植物品種保護法案」﹙USPIantVarieties

ProtcctionAct﹚的保謹﹙Dickson, l985;Goodmanetall987:

ll3﹚‧ 2在同-篇文章中’評論家認為新型種子和除草劑對於環

境的負面影響是非常值得擔心的。化工公司沒有去研製需要較少

的殺蟲劑和除草劑的種子’相反’而是研製出了需要更多殺蟲劑

歐洲國家和美國都有法律保護「作物品種權」。在lg87年,「與美國不

同,在歐洲作物新品種不能立即獲得專利,儘管其所有權是受法律保護的

若對此有所改變,則必須對lg73年的「歐洲作物公約」做較大的修正。如

果這真的發生的話,傳統的品種培育者將面對更大的困難,因為大的跨國

農業企業會認為:為了保障它們的研究開發有較高的回報,有關專利不但

應保護研究出的新型基因,而且應保護與之相結合的作物」（Dickson’lg85;

Goodman,etal, 】g87: l】4﹣】l5﹚。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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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除草劑的新型種子。科學家們擔憂長期種植這種作物會加速產

生出抵抗力更強的害蟲和雜草品種。與此同時’孟山都公司已經

兼併了其它-些種子公司’並且準備在】gg8年銷售它們研製能

抗「捕捉」的玉米和蕃茄種子。孟山都公司的股票在lgg5年上

升了74﹪,在l9g6年的前十個月又上升了7l﹪﹙華爾街日報’

l9g6年l0月24日,A╴l﹚‧

這些跨國的大公司不但繼績而且擴張它們在「綠色革命」中

在第三世界國家所做的-切。農村祉會學家肯尼認為:「普遍公

認:商業化高產農作物品種向第三世界農業的大量輸入’代價巨

大;高產品種取代了傳統的作物品種’加深了單-栽培的作法’

從而貫質上導致了傳統作物中包含的基因信息無法挽回的損失。

這種結果貫際是-個在基因意義上的共同悲劇」。他還認為:

「發展中國家將會越來越多地發現自己從國外公司購買的專利種

子責際包含的基因本來是來自自己的國家的作物」﹙Kenny’

lg83﹚。

除了對農作物﹙和其它植物﹚生產的控制之外,壟斷的農業

綜台企業通過他們對生物技術研究的壟斷還控制了新品種的家畜

和家禽‧它們改變了家畜和家禽的基因構成,使它們需要特殊配

方的飼料和新的疾病防治方法’而這些飼料配方和疾病防治方法

只能從這些壟斷公司購買﹙Goodman, lg87:48－54﹚‧這些近來發

展,全都來自帝國主義國家’並以提高效率為藉口’使得壟斷資

本完全控制了農業生產所需的工業投入。

農業綜台企業﹙agribnsiness﹚還控制了農業終端產品的-

切’包括屠宰、冷凍和儲藏、食品加工和包裝、運輸以及推銷。

其結果導致了美國的農民大部分的獨立地位已經喪失。生產糧食

作物的農民依賴大公司來獲得生產原料同時依靠大的糧食公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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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他們的產品;養牛和蓑雞的農民責際是做為壟斷的農業綜台企

業的承包者,從這些企業購買原料’同時把自己的產品賣給這些

企業。由於買價和賣價都是由壟斷企業所控制的’農民失去了對

自己產品的控制’而被壓榨的很∣∣參‧與此同時,農民們還要對農

業所需的器具進行投資並且要承擔生產中可能出現的所有風險。

那些大的壟斷公司對本國的農民所做的-切,又都拿來對付第三

世界國家。世界貿易組織新的貿易條款正是針對那些新興的工業

國家’像台灣和南韓’和其它第三世界國家而制定的’在污些國

家裡壟斷的農業綜合企業能大打出手。

在農業生產的產出方面,跨國的食品公司諸如「尤尼賴佛」

﹙Unilever﹚、「雀巢」和「菲利普.莫里斯」﹙PhiIipMorris﹚

〔﹙該煙草公司購買了「-般食品」連鎖店﹙GeneraIDoods﹚和

「克拉幅特」（Kraf﹛﹚公司是世界三家最大食品公司﹞’再加上許

多快餐連鎖店’諸如麥當勞﹑漢堡王﹙BurgerKing﹚、肯德基炸

雞〔﹙百事可樂公司擁有漢堡王、肯德基炸雞、必勝客比薩餅和

塔科.貝爾﹙TacoBeⅡ﹚快餐店﹚﹞﹑以及世界上最大的飲料公司

可口可樂’它們通過食品的加工、包裝和大規模的廣告,控制了

巨大的食品供應來源。不僅在西方,而且也在東方,這些藹斷公

司通過樹立形象以及對大眾媒介的操縱’已經的的確確改變了我

們的飲食習慣。因而,它們能夠提高食品的價格來增加利潤。上

面所提的世界上最大的三家食品公司的年營業額都在數百億美元

以上’淨利潤在幾十億美元以上。這三家食品公司的經營範圍超

過八十個國家,員工達到幾十萬人‧其中雀巢公司在馬尼拉的工

廠虐待菲律賓工人’並日在去年╴月份將工人趕出工廠.菲律賓

工人們繼績堅持鬥爭,同時世界各地的人民通過抵制雀巢的產品

來聲援菲律賓的工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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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和世界貿易組織的影響

本世紀八○年代’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危機不斷地加深。美

國﹑歐洲共同體和日本都積極地為超過本國國內市場需求的產品

﹙製造業和農業的產品﹚尋找國外市場‧因而’它們之間的貿易

衝突激化了。關貿總協定從lg斗7年開始’到Ig79年東京回合

﹙第七回合﹚的結束’削減了製成品的關稅’然而帝國主義國家

建立了許多非關稅貿易壁壘﹙NTBs﹚來保護它們的本國市場。

其中-些非關稅貿易壁壘是直接針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比如「多

種紡織協定」﹙MuIti-FrebreArrangement﹚和出口自願限制

﹙VOlumtaryExportRestram’簡稱VERs﹚卻是為第二世界國家

而設置的‧據估計在「多種紡織協定」生效的期間’發展中國家

每年的損失都在500億美元﹙Cootc’lgg6: Ig7﹚。

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貿易緊張具有引發全面貿易戰的可能

性。為了避免貿易戰的發生,新的-輪貿易談判因而展開‧烏拉

圭回合的談判開始於lg86年,直到lgg4年才結束’這種不尋常

的持久貿易談判,以及中途幾乎談崩的狀況’說明了談判的關鍵

各方矛盾衝突的嚴重程度‧可是’考察烏拉圭談判的協議;我們
發現:當帝國主義國家需要給各自的跨國公司撐腰’索取新的條

則

款以在發展中國家進-步擴大經營時,它們就毫不猶豫地變得的

完全-致了. ﹨寬

烏拉圭回合簽定的協議範圍比前七回合要廣泛得多。除了和

以前相同的製成品方面的貿易協定外’烏拉圭回合還達成了農業

和服務業貿易自由化的協議〔世界貿易組織服務業貿易總協定

﹙GATS﹚﹞。而且協議並不像前幾輪-樣僅僅侷限於削減關稅’而

是擴展到其它與貿易相關的內容,如「貿易相關知識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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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lPS﹚和「貿易相關投資準則」﹙TR【MS﹚。同時烏拉圭回合

還建立了-個永久性的貿易組織--世界貿易組織﹙WTO﹚

-做為監督和執行新產生的貿易規則的機構。到lg96年的2月

份,世界貿易組織已經有ll9個成員國’任何申請加入該組織的

國家,必須「-攬子」接受烏拉圭協議的全部內容。從這-點來

說’與關貿總協定有很大的不同’因為關貿總協定中的許多條款

是自願遵守的準則﹙Coote, l9g6: l97﹚。

有關農業貿易方面’世界貿易組織的新條款-方面是為解決

帝國主義國家的剩餘農產品問題而精心設計的,從另-個方面來

看’他同時是為了保護跨國農業綜合企業和大型食品公司在過去

的幾十年中的收穫﹑並進-步增加他們的收穫.以下的討論將解

釋:為什麼說’如果烏拉圭回台協議得到貢施,將對世界農業生

產和分配產生嚴重的衝擊’而且也將說明這種衝擊如何給全球壟

斷資本帶來利潤’同時損害農民和工人的利益.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由於美國和歐洲共同體國家國內的農業

計畫,在前幾個回合的談判中農業始終被排除在外’美國和歐洲

共同體為了保護本國的農業,對進口徵收關稅’對-些農產品責

行進口限額’與此同時,他們還對國內農產品的生產和出口責行

貼補政策。美國和歐洲共同體﹙】9g2年後成為歐盟﹚之間的貿

易保護措施﹙關稅和非關稅的貿易壁壘﹚的競爭不斷升級。-則

統計數據表明,在lg7g-lg8l年間,經濟台作與發展組織

﹙OECD﹚的七個成員國政府對農業的資助從政府開支的293﹪

增加到38.2﹪;在lg84到Ig86年間’經合組織的九個成員國

對農業的援助從政府開支的34﹪增長到5I﹪﹙Rayneretal’

l990: 5﹚‧到八○年代末,美國和歐洲共同體都面臨不斷增長的

剩餘產品、疲軟的國內需求市場和對農業進行補貼計畫的巨大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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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等問題。大量的剩餘產品導致了混亂的交易’因為美國及歐洲

共同體都在瘋狂地尋找市場。它們之間的競爭降低了世界農產品

的價格’這對壟斷資本來說是很不利的。同時’補貼計畫的高昂

耗費加重了它們國內的財政赤字問題。

烏拉圭回合在農業貿易談判上的-個目標就是削減補貼﹙價

格補貼和出口補貼﹚並以此減輕帝國主義國家的財政負擔’與此

同時為不斷增加的剩餘產品減輕尋找市場的壓力‧減少補貼包

括:補貼總量減少2l﹪,以及出口補貼減少36﹪﹙Coote. lgg6:

l99﹚。由於估算時年份選取的不同,美國和歐盟都可以對外宣稱

他們的義務已經完成了’因此不必再進-步地削減補貼了

﹙Coote,】9g6: l9g﹚。

但是,削減補貼卻要強加到「新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

家’即使這些國家尚未能牛產出足夠的食品來養活它們的人口。

在烏拉圭回合談判期間,牙買加的代表試圖說明為什麼將削減補

貼條款強加到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是不公平的。牙買加的代表將生

產過量國家的補貼和生產不足的國家的補貼加以區別’並講到:

「擾亂了正常的貿易的補貼確責需要加以糾正,但是在那些根本

沒有農業生產或產量不足的國家中’我們認為有必要在全國鼓勵

生產……來增加自給自足的比例,而另-種∣胃況是:在超過了國

內的消費需求水平之後’仍採用補貼以增加產量和出口’我們認

為這是兩個根本不同的概念」﹙Coote, 】996: l99﹚‧Coote認為如

果牙買加的提議得到了那些正在為糧食自給自足而掙扎的國家的

支持,「它的提議就能構成為反對美國和澳大利亞尋求的全球市

場自由化而團結-致的時機。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等

國家的主食生產部門也具有同樣的意願’它們也在爭取保護自己

的糧食體系的權力。不過,這些國家的政府更為重硯出口商因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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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貿易而來的利潤,而不大重硯對防止缺糧的問題」﹙Coote,

】gg6: 】9g﹚。

「貿易相關知識產權」協議在它執行所及的範圍之內,將對

農業生產和分配產生嚴重的衝攣。本文前面提到’大型跨國農業

綜合企業使用新生物技術研究開發出新型種子品種,以及存種植

新型種子的過程中所必需的化工產品投入（化肥、殺蟲劑、除草

劑等等﹚。它們藉助擁有種子和相關化工產品專利的優勢,在過

去的二十五年中在帝國主義國家中控制了-系列農作物生產的投

入領域。它們在牲畜品種上也同時進行類似的開發,這些大型跨

國公司控制了改變了基因的牲畜,以及飼責它們所需的飼料配方

和醫療手段。因此,這些大型的跨國公司對於向新興工業化國家

和發展中國家不斷擴張它們對作物和牲畜生產的控制具有強烈的

興趣。這些公司所擁有的專利將得到世界貿易組織 新的貿易知

識產權條款的保護。事責上’它們向全世界擴張市場已經不是新

鮮事了。在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例如台灣,其島內雞的品種

早已接近滅絕’而被進口的品種所替代了.進口的品種必須用特

殊的飼料配方來飼養’而這些配方為-些大的穀物公司所擁有’

比如卡基爾﹙CargiI】﹚。於是’國際市場的自由化’與強化的知

識產權法這-世界貿易組織 新的貿易規則相結合,將增加新興

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農業生產對進口原料投入的依賴性。-

些小農因為缺乏購買這些投入產品的資本就會被淘汰’連他們-

些最基本的生存權利也被剝奪‧

根據「貿易相關投資準則」,發展中國家政府不能再對外來

投資加以限制’例如為國內產品設立標準’或者要求外國公司將

-部分產品出口銷售。而根據「服務業貿易總協定」﹙GATS﹚,

各國政府不得不開放它們的服務行業,而這在以前服務業是只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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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資本開放的。服務行業包括非常廣泛,從銀行、保險到醫院

﹙和其他醫療服務設施﹚、學校﹑餐廳、廣告和其它零售業。有了

這兩個協定,外國投資者就可以用來打開第三世界國家的廣闊領

域’並從它們的人民那裡擭取無數的利潤‧

這些新的貿易和投資條款結合在-起,對發展中國家的農業

生產和分配產生嚴重的衝擊。貿易自由化使那些跨國大財圍﹙指

擁有石油、石化﹑醫藥、種子和穀物交易子公司的企業﹚有能力

推銷靠生物技術研製出的種子、化肥、牲畜和飼料的-攬子搭

配。這些公司能夠以為農民「提供服務」的名義,建立他們的推

銷網絡。大型的跨國食品公司,如能夠將它們的生產更多地轉移

到第三世界國家’並在那裡打開更大的市場。美國、歐盟和日本

的大型超級市場和餐廳連鎖店將抓住在食品零售方面的機會。

即使在世界貿易組織之下的「貿易相關投資準則」和「服務

業貿易總協定」已經極大地開闊了全球壟斷資本穿越國界的自

由’但仍然不能滿足跨國公司擭取利潤的寅婪胃口。當這些協定

的簽字墨跡未乾時’經台組織國家又在為新的準則進行談判了。

他們從lgg5年5月就開始在秘密地磋商「投資多邊協議」

﹙MAI﹚。本來預定將在lg97年5月26日結束談判,而現在延長

到Igg8年5月。經合組織的談判不但將第三世界國家排除在外

-第三世界國家將在準則責施後蒙受直接的重大損失,而且對

它們本國的公眾也秘而不宣‧ 「投資多邊協議」的目的在於使外

國投資者跨越國界移動資產更為方便。它在有關「國民待遇」部

分,要求各國對外國投資和投資者與國內投資者-靦同仁

（Sfbrza, ct.aI., l9g7:9﹚。在「國民待遇」條件下’舉例說’各國

不得對外國投資者能夠擁有的產權種類加以限制,同時也不得制

定僅僅使國內公司受惠的經濟援助項目。更進-步’不得要求外

乙
叮
5
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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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公司雇用-定比例的當地人進入管理層。僅就目前經台組織已

經達成的協議內容來看’對於外國公司具有區別待遇的法律,無

論是故意還是無意的’都將被禁止﹙Sforza, ct.a】., l997: g）。協

議還禁止各國對利潤轉移作任何限制,或通過任何可能造成外國

投資者損失的宏觀調控性法律。如果這些規則被違反了,外國公

司有權控告當地政府賠償他們的損失﹙PublicCi【izanPreamblc

MAIInfbrmationPacket, lg9g﹚。

很明顯,經合組織成員國正在進行的「投資多邊協議」談判

是為全球壟斷資本建立理想的投資和貿易環境。協議中的條款將

使各國的主權完整變成-紙空文。在條款的規定下,將不再是由

丰權國家,而是由外國公司來決定通過的法律為依據。3

伊瑟爾（Ethyl﹚,－個在加拿大設有子公司的美國公司’根

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第十-章投資者與國家關係條款,起訴

加拿大政府對該公司造成的損失’這個例子顯示了-個外國公司

所擁有的凌駕於-個國家政府的權力.據環球郵報﹙l9g7年4

月l5日﹚報導,伊瑟爾公司專門製造汽油的添加劑MMT ’該

公司起訴加拿大政府,為其在加拿大的子公司被關閉所造成的損

失而索取三億五千萬美元的賠償;關閉的原因是由於渥太華通過

了-項法律禁止各省進口和交易MMT ’以減少它對人體健康造

成的傷害。伊瑟爾公司是北美唯-生產MMT的廠家,它聲稱政

府的禁令相當於對伊瑟爾加拿大子公司的未加賠償就加以沒收。

該公司還認為加拿大政府違反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中規定的

國民待遇標準’將禁令的矛頭專門對準伊瑟爾公司’因為該公司

3‧作者註: 「投資多邊協議」因為各帝國之間的利益衝突和-些民間組織的

反對沒有達成協議,但是在攏斷資本的督促下’「投資多邊協議」中的重

要條文將被列入WTO的談判中,一步步成為外來資本所享有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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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加拿大唯--家製造和銷售MMT的公司（環球郵報, l997

年1月l5日﹚。如果伊瑟爾公司在這場官司中獲勝,加拿大的納

稅人將不得不為此支付賠償費用。「投資多邊協議」中的「國民

待遇」就賦予了外國公司在各簽署國中具有和伊瑟爾同樣的權

力。

經合組織國家秘密進行「投資多邊協議」談判的責際情況很

少公諸於眾’柯林頓政府也在積極推動在國際貿易談判中的得到

「直通」﹙fasttrack,即總統的談判結果國會只能通過或否決但不

能討論或修改﹚的授權地位’這顯示了全球壟斷資本的巨大權

力’以及這種權力是怎樣被用來操縱政客們以達到它們的目的。

全球壟斷資本的戰略似乎是:首先在經合組織國家中達成協議’

然後將「投資多邊協議」向其它國家推銷‧由於大多數第三世界

國家的政府都在為獲得外國的投資而互相競爭’它們都可能很快

地向新的「投資多邊協議」規則讓步。「投資多邊協議」最令人

憤慨的地方是:本來應是由東道主國家向外國投資者酌∣青批准的

特權’現在名正言lI頂地變成了外國投資者的權利,本來應是各國

政府的自主權之內的保護自然環境和國民健康的法規’僅僅因為

這些法規會減少它們的利潤為理由’而澶到外國公司的反對.

柯林頓政府推動「直通」授權地位’是為了準備「投資多邊

協議」談判的最終完成,時間預計在這個春天。儘管「直通」授

權由於取消在美國眾議院投票而未被通過,但也沒有被徹底否

決。國際壟斷資本還將會繼績努力,去摧毀任何阻礙它自由流動

的法規,同時還將建立保護它的利益法規。第三世界的工人和農

民除了奮起反擊之外,沒有別的選擇。工人和農民必須督促本國

政府負起責任’保護自己國家的主權、保護工農的基本權利與做

人的尊嚴‧最近在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和南韓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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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潰’日本的危機仍在持績,在亞洲其它地區以及整個資本主義

世界即將發生的危機。證明我們-再重覆的觀點-世界資本主

義的危機正在深化。帝國主義的全球化﹙私有化和自由化﹚只能

給工人和農民帶來更大的苦難。上面提到的這些國家’當它們的

經濟瀕臨崩潰時’外國資本和買辦資本飛∣央地逃走避難’而由廣

大人民留下來承受-切痛苦的後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將以挽

救擂些國家經濟的藉口,對他們的人民施加了新的、更為苛刻的

結構性調整計畫。

因此’我們應當圍結起來去鬥爭’不僅要抵抗’而且要摧毀

帝國主義全球化所強加給我們的最殘酷﹑最不人道的統治!

﹙「投資多邊協議」在lgg8年談判破裂’參見第八章’作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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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台灣電子業發展問題

毛遠誠著

台灣的電子代工產業的發展起源’是lg6￠年美國通用電子

在台北新店設立電峴機的生產工廠’這是全世界第-個在美國本

土以外的工廠’在此之前’美國,甚罕奎世界的電子業者’都沒

有在海外設廠的經驗。

促成這個創舉的背景,是全球I生的電靦機生產過剩

當時的背景是’電靦機業者看好lg64年的束京奧運商機,

於是大量擴充生產線’其中’又以日本廠商最為積極。然而業界

對於電硯機的產能過剩情形卻相當擔憂’美國業者評估日本廠商

的產能擴充計畫後,認為日本國內電峴機牛產量’將在奧運之後

超過市場需求’而生產過剩的日本電峴機最有可能的出路就是以

低價銷售到美國。

美國的廠商開始思考應對的策略’最後決定要到美國本土以

外設廠,以更低的價格迎戰日本電靦機業者的挑戰,於是,通用

電子擔任開路先鋒,在新店設廠,繼通用電子之後,美國的電幌

機廠商也陸績到台灣設廠,∣促成了台灣電子產業開始發展。

l972年’台灣在高雄設立全世界第－個加工出口區後,這

關於通用電子設廠的過程’參見李國鼎〈通用器材公司來台投資的故事〉

收錄於《台灣的對外技術合作與外資利用》╴言’資訊工業策進會出版’

g9-l0I頁;另外,陳信行,〈打造第-個全球裝配線:台灣通用器材lg64﹣

lg90〉, 《批判與再造》’2004年8月’則說明了這個過程。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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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生產模式也出現在歐、美、日等國家所設立的工廠當中.之

後,為了更進-步的降低生產成本’這個模式也從零組件、原料

由歐、美、日等國家運到台灣組裝的方式’逐漸轉變成在台灣就

地採購。

甚至發展出’由台灣的工廠接單生產的代工模式‧生產的產

品則從消費性的電子產品,延伸到資訊電子產品。

電視機生產線由美國移轉到台灣的經驗’經過發展與修正最

後發展成七○年代的加工出口的模式,經過發展與修正之後,成

為我們所熟知的代工模式。

目前’資訊電子產業產值佔台灣的製造業產值的35.g℅’2
包括主機板,筆記型電腦各項產品在全世界也有相當高的市場佔

有率。此外’由資訊電子產品領域所延伸出的半導體晶圓代工,

佔全世界半導體代工的73﹪ ; ﹞液晶顯示﹙LCD﹚面板的產值

也佔全世界的3l﹪’和南韓、日本相當。￠

台灣電子業的發展,固然是台灣以低成本的優勢為基礎’經

台灣主要資訊電子產品罕世界市場佔有率（℅）

＼產品
﹨

諉年

筆記型

電腦

桌上型

電腦

液晶

顯示器

數位相機 投影機光碟機主機板 伺服器 顯示器

2002 6I.2 239 74’2 30 608 52 38.8 329 88

2003 67’2 26.8 7g 329 65’￠ 545 ￠2’3 37.6 l7‧5

資料來源:資策會MlC╴ITIS計畫（2001）。

數據為2002年的資料,參見《2003半導體工業年鑑》。

數據為2002年資料’參見《2003半導體工業年鑑》。

依據光電工業協進會（PIDA）與市場調查機構DispIaySearch的數據,參

見2004年6月7日工商時報第l3版。

,
＝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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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多年的努力後,才達到現有的成果。但是’從更大的範圍來

看,生產線從美國﹑英國、德國等國家外移到台灣等亞洲地區’

是資本主義體系對利潤率下降的反應。5此外,台灣電子產業的

運作型態’也和整個資本主義的結構有密切關係.

依照擴大再生產﹙SchemeofExpandedReproduction﹚的推

論,資本主義體系的擴大’是建立在生產設備、原料供應的增

加,而消費性產品的價格,則必須讓勞工的薪資能負擔的起,整

個生產的循環才能持績下去。6

對於從歐、美、日等資本主義國家外包到台灣生產的產品而

5.在此所提到的利潤率’是依照政治經濟學的定義,整體經濟的利潤率可以

從GDP、貿易額等統計資料進行估算。雖然學者所發展的計算方式略有不

同’然而’所得到的結果仍然呈現出大致相同的趨勢,資本主義的利潤率

在二次大戰後開始上升’到】96斗年左右達到高峰,之後逐漸下降’在

Ig80年代中期達到谷底,然後在lgg0年代中期開始回升,但是這-波的

回升也只達到l960年代中期最高峰時的-半水準。有關於利潤率的估算方

式,以及利潤率下降趨勢的討論’參見FredMoseIey（l9gg）’TheUnited

StatesEconomyattheTumoftheCentury:EnteringaNewEraofProsperity?,

Cαp〃α／α〃刨C／α‧『J, lgggSpring,25-45;GerardDumeni】,MarkGlick＆

DominiqueLevy﹙200l）,BrenⅡeronCompe〔ition,Capita】andCIass,200l

Summer,6l﹣77;EdwardN‧WOl什﹙200I）,Thc『ecentriseofprofitsintheUnited

States,ReⅥ2wq／尺αdicα／Po／「〃cα／Eco〃o加／c＄, 33（200l）3l5﹣324;Gerard

Dumenil＆DominiqueLevy（2002）,Theprofitrate:whercandhowdiditfa】】?

Diditrecover?﹙USAl918﹣2000）,RcviewofRadicalPoliticalEconomics,34

﹙2002）437﹣￠6l;EdwardWOl任（2003）,Whatbehindthcriseintheprofitabilityin

theUSinthe 】980sand】gg0s?,Cα加b／叱eJo〃γ〃α／㎡Eco〃o加icJ2003,27,

479-499 。

0參見資本論第三卷中《擴大再生產》的相關章節’以及PierreSraffa的

Produc【ionofCommodi【iesbymeaⅡsofCommodities所引發的利潤率轉換的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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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主要的消費者還是在資本主義先進國之內。然而’西方國

家在1960年代後期進入經濟不景氣、工人失業’再加上社會幅

利制度瓦解’使得西方國家民眾的消費能力降低。

個別廠商的期望透撾牛產外包,用更大的生產規模、更低的

生產成本來面對經營困境的思維’在這種結構性的生產過剩,卻

顯得螳臂擋車。更大的生產規模只是造成更嚴重的生產過剩,而

在購買力不足時’外包所降低成本也因此而被抵銷。

因此,從整體資本主義的角度來看,類似台灣這樣的外包生

產地的利潤,在結構上就是處在被擠壓的狀態。

我們可以在台灣的電子產業的例子,看到這樣的結構

台灣電子業主要是起源於七○年代早期’在台灣從事加工出

口的美、日﹑歐洲電子廠商’-開始的作法,是只將製程外包

﹙outsourcing﹚’由原廠提供所有的零組件﹑機器設備’只利用本

地的低成本勞動力組裝產品,而為了更進-步的降低生產成本’

才開始在台灣採購設備、零組件。而伴隨著這個模式’台灣的電

子產業才奠定了發展的基礎。

早期的台北中華商場的電子零組件供應商,甚至高雄大發廢

五金工業區的拆船蕾貨,就是為了適應這樣的生產模式’而發展

起來的經營方式。這樣的模式所提供的少量﹑多樣的電子零件,

顯示早期產業做為替代國外生產設備的特性’而藉由這樣的管道

所取得的儀器、零件’不但是生產電子產品的來源之-,也是工

程師藉以觀摩技術,甚至受到激發而開始摸索﹑學習新技術的路

徑.

這個模式-直持績到l980年代未期﹑lg90年代初期‧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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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由於台灣製造業的利潤微薄、不易積累資本’這使得技術

的研發,就無法比照國外的大型業者’用長期投入大量的資源’

由專門的研究部門來進行技術的累積,以及生產機具的開發。

在這樣的情形下’台灣的電子產業只能將西方、日本等國的

大型、跨國廠商的研發、生產的結構’壓縮在由工程師兼勞工的

方式來完成。於是,我們所最熟悉的台灣技術人員的典範,是在

長時間工作之後’還在工作以外的時間持績吸收新知。

這樣具有-部分的目的性’又帶有-部分純粹興趣的技術發

展體制’配合產業在資本積累上的限制時,讓台灣在面對-個發

展比較成熟的產品、技術時’能夠很快的學習、模仿,甚至有某

種程度的創新’更進-步的,還能用低成本的優勢’威脅到原有

的領先廠商;但是,-旦產品的競爭進入更深入的技術、資本競

爭時’台灣的廠商就會面臨瓶頸’甚罕退出競爭。

包括國外的電子業者,以及許多學者對於台灣電子產業的彈

性專業化’卻又不善於進行持久的競爭’都有很深刻的印象。追

根究底’台灣不善於進行長期的產業競爭’和整個產業在國際分

工當中所處的位置’以及產業的結構有關係。

而這樣的產業結構’在進入需要更多資本﹑技術投入的產業

時,例如半導體﹑液晶顯示器’就面臨發展的瓶頸。這些被歸類

為高科技產業的技術來源’主要不是來自於操作人員、工程師的

經驗,而是依靠生產設備的開發。

於是,我們在l980年代以前看到的「黑手變頭家」、「工程

師變成大老闆」的現象’就越來越少出現了。這不僅是因為要成

立公司的資本門檻變高,也是因為技術的研發已經不是工程師個

人的努力,就可以完成。

儘管政府曾經主導半導體產業的發展,也在相關科技產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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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育投入大量的資源,但是,相對於高科技產業需要資本家

長期投入資源進行研發的模式’台灣在lgg0年代以前’以個人

化的方式從事技術累積的結構,就力有未逮‧台灣的半導體與

LCD產業的設備自主率分別為7℅與g﹪; 7這使得台灣高科技

的資本支出在世界當中名列前茅’與台灣在整個世界的產值相

比,顯得相當的不對稱。

-般而言’建置-座l2吋晶圓廠或是-條液晶顯示器

﹙LCD﹚面板生產線的資本,都在二十億美元以上’而勞動力在

半導體以及LCD面板的製造成本’分別為l0℅與6﹪。8如果

再參照台灣在這個領域的固定資本支出程度,我們可以看到,以

現有的國際產業分工而言,台灣的產業運作的結構’仍然是由資

本主義的先進國提供設備、上游原料’然後在台灣生產消費性的

產品。

而由於生產設備﹑原料主要還是來自於歐、美﹑日等國’利

潤的獲取相當困難,在機器設備﹑原料相對於勞動成本極高﹙資

本有機組成高﹚的∣青形下’利潤的獲取,就只能用更高的勞動生

產力來達成。

然而,對於-個幾乎已經自動化的製程而言’提高勞動力的

效率所能提高的利潤相當有限,這也是台灣的科技業員工長期以

來-直存在超時工作的現象。我們雖然是用「敬業」﹑「打拼」

等正面性的語言來描述這種現象’但是從台灣的資訊電子廠商在

近幾年大喊「全球微利化」時代來臨時’美國卻是整體利潤率呈

7.參見2004年4月】l日工商時報第3版,〈拉抬兩兆產業設備自給率’經

部出招〉‧

8’半導體的資料參見200】年ll月l2日工商時報〈輸入登陸鬆綁’無助於晶

圓代工廠〉, LCD產業資料參見2004年5月電子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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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回升的狀態,兩相比較’更凸顯了台灣科技產業在全球分工的

尷尬付吉。

這種現象並不是因為「技術沒有自主性」,或是「製造的利

潤不如品牌、行銷」所造成的’而是來自於台灣在全世界所處的

分工位置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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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全球化陷阱》與《碰撞》附錄六

漢斯.馬丁、哈拉爾特.舒曼合著

《全球化陷阱-對民主和幅利的進攻》

德文原著:Rowohlt﹨／erlagGabh,ReinbekbeiHamburg’D／e

G／Obα／／s／Cγα〃gvtJ／／e

中國中央編譯祉出版’l998年

韓德強著

《碰撞-全球化陷阱與中國現責選擇》

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0年

八○年代末’蘇聯解體,中國在「改革」十年後資本主義的

發展方向已成定局,此時’保守右派在宣傳上採取了攻勢。他們

放出了「資本主義全勝」與「人類歷史已經終結」這-類的狂

言。到了上世紀未’世界資本主義危機進-步深化,這時囂張的

右派比較收斂起來了。隨著世界壟斷資本以「全球化」為名放肆

的在世界橫行,給世界上廣大的勞動人民帶來了難以解決的生活

上的困境.這時反「全球化」的運動在世界各地展開’跟著也出

現了-些反對「全球化」的言論‧

這些言論的發言人對「全球化」所帶來的災害研究和調查

後,並做有系統的整理與報告’他們在工作上的認真和努力是值

得我們敬佩的。特別是近年來知識界的主流都在高呼「全球化是

全人類的希望’是不可逆轉的世界潮流」時,他們站在弱者的立

場來質疑「全球化」的真理更引起許多人的共鳴。只可惜的是這

些言論雖然可以使我們有吐-口心中悶氣的快感’但是因為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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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不明確’因此沒有觸及到「全球化」背後的根本動力’所

以會造成讀者對「全球化」的誤解。這裡要評的兩本書就是這種

言論的代表。

l9g8年’中國的中央編譯社出版了德國漢斯.馬丁和哈拉

爾特.舒曼同著《全球化陷阱-對民主和幅利的進攻》-害。

到了2000年’中國又出版了由韓德強所著的《碰撞︺全球化

陷阱與中國現責選擇》。目前雖然用中文出版的有關「全球化」

的害和文章很多,但是這兩本言在有關「全球化」的論述中有

-定的代表性,因此在這裡提出討論。

這兩本都敘述了「全球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對「全球化」

會普遍的給所有人帶來幸幅的論點提出挑戰‧ 《全球化陷阱》所

談到的範圍較廣’兩位作者從資本主義發展先進國家談起,再談

到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在「全球化」下所受到的負面影響。韓

德強的《碰撞》則加重「全球化」對中國重要企業所產生的傷

害,以及中國在參加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可能受到的衝擊。在這之

前的十幾年中’中國和台灣的知識界齊聲高唱市場至上和競爭唯

-的歌聲’這兩本書對「全球化」下所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提出質

疑》因此,弓∣起了對這個議題關心人的注意。

漢斯.馬丁和哈拉爾特.舒曼同的《全球化陷阱》

《全球化陷阱》在書的第-章中就對「全球化」對德國的負

面影響這樣的形容著:「lgg6年的德國:有600萬以上希望工

作的人找不到固定勞動職位-數目之多是聯邦共和國成立以來

前所未有的,西德人的平均淨收入近五年以來持績下降」。他們

接著說:「在未來十年內僅在工業中至少將有l50萬勞動崗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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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績消滅掉」﹙第7頁﹚。這兩位作者更說:「﹙德國未來的﹚失

業率可能從當前的g.7﹪上升到2l﹪」‧除了德國之外,他們對

歐洲聯盟各國的就業情況都很悲觀。而美國則是更澶’美國的工

人在近些年來不但大批失去固定的工作,使他們變成了臨時工、

台同工’而且遭受到工資不斷的下降’和幅利不停的削減’因此

造成了大批的「勞動貧民」。漢斯.馬丁和哈拉爾特.舒曼更對

財富與所得分配不均而氣憤,他們舉證來說明不但在資本主義發

達國家內越來越兩極分化’而且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與資本主義發

展落後國家之間的差距也越來越大。

在書中’漢斯.馬丁和哈拉爾特.舒曼對在】9g5年的世界

金融危機前後做了詳細的敘述’並且分析了這次由墨西哥披索貶

值所引起的金融危機如何導致世界金融系統瀕臨崩潰。他們談到

今日世界金融資本和跨國企業的龐大’因此現今國家根本無法對

它們有所限制和約束。

在對「全球化」給世界勞動人民帶來猛烈的衝擊做了深入的

報導後’這兩位作者並且有力的批判了「自由貿易」和新自由主

義。但是使人不解的是:漢斯.馬丁和哈拉爾特‧舒曼卻把先進

的資本主義國家中’資產階級國家與壟斷資本的合作看成是件很

新鮮的事.而且’他們似乎認為當前資本主義大國的國家是萬不

得已才屈服在金融資本和跨國公司之下。在書的第l53頁,漢

斯.馬丁和哈拉爾特.舒曼這樣說:「生產和資本越是可以無限

制地、自由地加以支配’那些有-部分可以說是巨人般的組織就

越是強大和不可戰勝’這些組織使各國政府和它們的選民都感到

心驚肉跳和被奪去權力」。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這兩位作

者把選民和政府看成-體,他們錯誤的認為政府和選民同時感到

巨大的跨國資本所造成的威脅,他們沒有看出他們所說的政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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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代表這些巨大的跨國資本的利益。他們有這樣的看法也不奇

怪’主要是因為他們對資本主義缺乏深刻的認識’因此戰後在歐

洲的-段「幅利國家」的歷史’使他們誤認在資本主義的體制之

下’國家代表著人民的利益,而且在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下選民

和政府是-體的。

《全球化陷阱》這本害的兩位作者不瞭解壟斷資本與資產階

級國家之間的關係’他們看不出資本主義國家的權力是來自壟斷

大資本的支持’並非來自選民的支持。在戰後的前-階段由於各

種原因’「幅利國家」的政策有利於資本積累和資產階級的統

治‧但是到了六○年代底和七○年代初’資本主義進入戰後危機

後,資產階級國家在國內向工人階級進攻’在國外協助壟斷資本

打開世界各地的市場‧在壟斷資本主義下’對統治階級來說’這

些都是理所當然的事。資本主義的國家的職責是在資產階級的統

治下,使資本積累得以lI偵利進行。只有把國家的職責誤認是保護

全民利益的人’才會為這樣的發展而心驚肉跳。

這兩位作者難道看不見每-次七個超級大國﹙G－7﹚開會

時’都在協商如何進-步取消各國對跨國資本限制的事宜嗎?他

們難道看不見每年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開會時’超級資本主

義大國在這兩個金融貿易組織內,如何利用它們的特權來迫使欠

債的落後國家屈服於國際壟斷資本的宰割嗎?他們難道看不見在

世界貿易組織中’這些大國如何聯合起來迫使落後國家放棄最後

僅存的-些保護嗎?這兩位作者-方面唱著前-時期國家對國民

的保護不再的哀歌’而另-方面他們又向世人警告「全球化」是

個大陷阱’但是’為什麼他們卻完全看不到代表資本主義強國的

政府就是策劃「全球化」的主謀之-呢?

我想漢斯.馬丁和哈拉爾特.舒曼對「全球化」下廣大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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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群是同∣青的,但是他們反對「全球化」是不徹底的.他們認

為:「市場經濟要取得繁榮’就無論如何都需要有企業界的自

由」。他們只是覺得在「全球化」下企業界的自由太多了-點’

需要有－些節制’要能像西方戰後-段日子在國家的管制下達到

「」∣合當的均衡」就好了﹙3】l頁﹚。

這兩位作者認為美國雖然有能力重整世界次序來達成這個

「均衡」’但是美國為了自身的利益卻不會這樣做,所以這兩位作

者就把希望寄託在統-的歐洲上‧在2l頁上他們這樣的說:

「不要建立歐洲壁壘,而是要做出-種富有生命力的、充滿力量

的歐洲式選擇來代替那種具有破壞性的、盎格魯-薩克遜式的市

場激進主義」。他們接著說:「﹙歐洲﹚藉共同的幣制﹑多災多難

但已成過去的共同歷史組成-個政治聯盟’會在世界政治力量角

逐中不遜色於美國及未來的強國中國與印度‧經濟上的強大是世

界市場上唯-重要的力量因素’多年來美國的貿易戰略已經證明

了這-點」。

漢斯.馬丁和哈拉爾特.舒曼看不到所謂「全球化」貫際上

就是壟斷資本在帝國的協助下,在全世界擴張的「全球化」’就

是帝國主義。他們不滿美國稱霸的帝國主義,他們看到統-歐洲

有未來在世界稱霸的可能性’他們對歐洲稱霸的帝國主義抱滿了

希望,認為到了那時’將會能達成有國家管制的均衡式的「全球

化」。近年來歐洲不管是保守派還是社會民主派當政’他們同樣

的、亳不猶疑的銷毀了前-時期「幅利國家」所遣留下來的-些

對-般人的保護’這是有目共睹的’並且漢斯.馬丁和哈拉爾

特.舒曼在害中也講到的。難道他們真的如此天真的要我們相

信’歐洲牌的帝國主義真的比美國牌的帝國主義要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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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德強的《碰撞》

韓德強是個愛國的知識分子。在中國當權者領頭’知識分子

大力響應’把資本主義的新自由經濟政策推捧到砷聖的地位時,

他在《碰撞》提出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事。而且,╴個年輕人能認識到中國從lg4g年到lg7g年的建設

為當前的發展奠下了基礎’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韓德強花了很

多時間和很多精力調查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各行各業所受到外

資的衝擊,顯示出他對中國未來發展的關心和愛護,他在這些方

面的努力都很令人佩服。可惜的是韓對資本主義認識不夠深’因

此他看不出今天世界上的「全球化」背後的動力。這個-再被濫

用的「全球化」其實就是壟斷資本的全球化’也就是在壟斷資本

主義時期’各大帝國為資本積累找出路的必然結果’就是帝國主

義。

因為韓德強對資本主義的認識不夠’所以他不可能對資本主

義做出批判,因此他只能針對中國這些年來由當政者所提倡的,

受學界菁英所推崇的’經媒體所宣傳的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上做文

章。韓德強提出「撤除競爭而申話,破除市場迷信」,他提出反對

市場浪漫主義’但贊成市場現責主義這樣的說法。韓德強對市場

浪漫主義和市場現責主義有這樣的區分:「的確’十幾年來市場

浪漫主義已經深入人心’成了市場經濟的正宗解釋’以致離開了

市場浪漫主義’人們都不知道還有什麼理論可以指導經濟責踐。

其責’問題並不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樣非市場即計畫’非開放即閉

關鎖國’非競爭即壟斷’非資本主義即祉會主義,而是有許多中

間狀態,有計畫的市場’有保護的開放’有壟斷的競爭’有社會

主義的資本主義,與這些中間狀態相對應的理諭,即市場現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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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l60頁﹚。

要在資本主義和祉會主義之間找-個中間地帶或「-種中間

狀態」的說法或理論’並不是從今天才開始。在資本主義發展的

歷史過程中,總是有祉會上的好心人士,因為不忍心看到因資本

主義無計書牛產所造成的浪費’或是他們看不慣由資本主義發展

所造成的祉會上的兩極分化’以及工人階級因為時常被解雇和工

資的低賤而造成生活的不穩定,從相對的貧窮化到絕對的貧窮

化。但是’這些人認為資本主義的這些缺陷可以在資本主義體制

內找到補救的辦法。

十九世紀未的伯恩斯坦和他的追隨者’雖然並不認為在資本

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有-個中間地帶,但是他們相信在資本主義

體制內的改革可以漸進到祉會主義,而社會主義的這個嶄新的社

會是與資本主義完全不同的。歷史事責證明不但他們沒有成功,

而且,在漸進的過程中,把要向哪裡漸進的目標也改變了-大

戰後各國的社會民主黨派已經把他們追求的目標,從改革的祉會

主義轉向到改革的資本主義‧在轉向的過程中’祉會民主黨派也

就除了與資產階級共謀國事外’別無其它的選擇,他們於是致力

於找-個界於殘酷的資本主義和他們為不可能實現的祉會主義之

間的「中間地帶」’這個「中間地帶」就是戰後歐洲的「幅利國

家」。

在五○年代和六○年代時’在西歐-些國家中’祉會民主黨

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影響力。在戰後的前二十多年中’西歐的當權

者在社會民主黨派的影響下’用凱恩斯的政策來維持在經濟上的

繁榮,用國家的力量來設立各種幅利。同時在戰後二十幾年中’

美國的民主黨也在工會的壓力下提出對工人比較有利的政綱。在

這戰後的二十多年中’工人物質生活不斷提高,祉會上的所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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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比較平均,-般人的生活比較有保障。因此’如果我們只看這

-段歷史’祉會民主的確有它的吸引力’使人覺得改革的資本主

義很夠人道。這也就是為什麼到今天漢斯.馬丁和哈拉爾特.舒

曼還沒有放棄對社會民主黨派的期望。

但是到六○年底和七○年初時,資本主義面臨了大戰後第-

次嚴重的經濟危機’西歐國家和美國的統治階級都開始對前-時

期政策做修正。l979年,柴契爾被選為英國的首相’l980年’

美國共和黨的雷根當選為總統,他們都是戰後最保守的政治領

袖。他們用國家的力量向工人階級全面進攻’取消了工人階級在

戰後鬥爭所獲得的工資和幅利的增長’他們也取消了國家對公民

基本權力的保護’結束了戰後二十多年維護資本主義政權的「幅

利國家」政策。他們-上台就用-連串的立法來把前╴時期對人

民較有利政策--推翻’並且由國家帶頭來打擊工會。

lg80年美國雷根總統當選後’他開始對勞動階級進行全面

攻擊。雷根首先從以削減聯邦政府赤字支出為藉口’大幅度削減

國家的幅利支出’與此同時大量增加軍事支出。】98】－lg82年’

雷根藉著航空導航工會罷工的機會’將所有航空導航工人解雇‧

聯邦政府的這種作法給各大公司後來用強硬手段來攻擊工會創下

了先例‧ 】g84－l985年柴契爾鎮壓了英國礦工大規模的罷工’礦

工工會完全無法抵抗這樣由國家帶領發動的攻擊而投降。美、英

兩個大帝國的當權者帶頭把前-段與工會和平共存的政策倒轉過

來。

到九○年代,美國柯林頓總統就任後,就延績這共和黨的保

守政策。l994年,貝萊爾﹙TbnyBlair﹚繼約翰.斯密思﹙John

Smith﹚成為英國新工黨的主席。l997年’英國新工黨在大選中

得勝’英國貝萊爾以新工掌為號召當選為首相,社會學家安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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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紀登斯是隨著湯尼.貝萊爾當權而紅起來的。貝萊爾出任首

相’紀登斯和約翰.格唯﹙JohnGray﹚就成了新工黨的智翼和

它的政策的鼓吹者’安束尼.紀登斯寫的《第三條路,社會民主

的更新》為新工黨的政策提出了所謂學術上的依據。英國新工黨

所提出的第三條路’事賃上巳經脫離了前工黨的祉會民主的政

綱.新工黨的第三條路就是要在前社會民主和英國保守黨柴契爾

的新自由主義（完全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之間找出-條路。但

是新工黨的政策和做法卻很難跟過去保守黨的政策區分出來’它

同樣的要爭寵於英國的壟斷資本’在國際政策上它對國際壟斷資

本是徹頭徹尾支持的。2003年美國發動的侵略伊拉克戰爭時’

湯尼.貝萊爾不管英國人民的反對而全力支持美國’更顯示出新

工黨已經沒有任何進步性可言。

詹母斯.培徹斯﹙JamcsPetras﹚在他的-篇文章中對最近

-波的第三條路中,歐美這個支派有這樣的批判:「這個支派的

第三條路是由英國的貝萊爾清晰的表達出來,由美國的柯林頓總

統和德國及-些其它西歐國家的首相跟著推行的。他們將右派的

政治做了漂亮的修飾,但是他們所做的是延績柴契爾－雷根老右

派的教條,其中包括:私有化和促進資本集中﹙這可以從在活些

政權下’大型企業大規模的兼併看出﹚.雖然他們以代表勞工和

社會民主黨自居,但是第三條路在政治責踐上’他們跟老右派反

勞工和由國家來提倡供給面的經濟政策沒有區別。更重要的是:

這些以第三條路為號召的政權,遠比老右派更熱衷於促進和助長

跨國公司和銀行在全世界的擴張’與此同時,他們警告﹙本國的﹚

工人必須要接受幅利的削減和工資的降低。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增

加跨國公司的競爭力﹙利潤﹚」﹙Petras,Mo〃／蛐Rev／ew2000年3

月’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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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歷史現貫,而《碰撞》和《全球化陷阱》的作者們都不

去正視這個現貢’漢斯.馬丁和哈拉爾特.舒曼還對西歐資產階

級的政權寄予無限的期望,希望它們能在那-天會清醒過來保護

西歐的人民。而韓德強還在尋找他的「中間狀態」。

大約七、八年前,就聽到在台灣祉會運動中有些朋友中提出

-些接近社會民主黨政綱的主張。像「幅利國家」和「北歐經驗」

等等。隨後在】gg9年’《第三條路》的中文譯本也在台灣出

版。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比台灣要晚’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發

展,社會民主也同樣會對中國的知識分子產生吸引力’所以將來

有必要對社會民主在戰後的興起和近年來的退敗做進－步的探

討。

星格.丹尼爾﹙DanielSingcr﹚在他過世之前’完成了-本

害’這本書用-個很醒目的害名:《下-個-千年’是他們的還

是我們的?》﹙W／mSeM／／巴〃〃／〃〃!;Ⅷe／「soγOαγs?﹚,這本書的第

四章的標題是:〈社會民主的葬禮〉。丹尼爾在這-章中敘述了

歐洲的社會民主黨從戰後前三十年的興盛,到近二十年的衰退。

到了二十世紀末,歐洲各國的社會民主黨在右派的壓力下完全投

降,如果用丹尼爾的害做參考’那麼祉會民主都在舉行埋葬典禮

了’台灣和中國的知識分子若是再提出類似社會民主這類的主張

做為祉會改革的目標,那麼這些提倡者就落在形式之後不只是好

幾步了。

在韓德強的市場現責主義下’他正確的看到中國不能迷失在

市場浪漫主義之下’輕信自由競爭的萬能’他指出在自由競爭之

下’強欺弱、大吃小的事責和道理’因此弱的和小的必須要保護

自己。但是他在分析上犯了幾點錯誤,而這幾點錯誤是相互關聯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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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韓德強的市場現責主義呢?韓德強的市場現責主義由

三個部分組成:「-曰競爭論;二曰貿易保護論;三曰中心外圍

論」﹙l60頁﹚。首先’韓德強在競爭論和貿易保護論的分析中’

他主要說明-個落後國家要發展資本主義,必須要採用進口替代

的策略。因此’他用李斯特的保護貿易來反駁李嘉圖的自由貿

易,他用美國在十九世紀用保護貿易來發展經濟成功的經驗來說

明保護貿易政策的正確性。在他的分析中,韓德強看不到十九世

紀初美國所面對的與今天落後國家所面對的是完全不相同的世

界。他不知道或是不去理會戰後落後國家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驗。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選擇用資本主義發展經濟的國家’幾乎都

採用了進口替代的策略’用保護貿易來發展它們國家的工業。

﹙參見第五章﹚到了八○年代,所有這些曾經想要獨立發展資本

主義的國家都徹底失敗’完全屈服在帝國主義之下‧韓德強卻迴

避了這段歷史’因此,也就不可能去分析這些國家失敗的原因。

二次大戰之後’選擇用資本主義發展經濟的落後國家清楚的

知道它們的工業發展落後,無法和資本主義強國競爭。所以’它

們-方面用提高進口關稅來保護它們的弱小工業’另-方面用國

家的力量將-些重要的工業和企業國有化來對抗強大的外國資

本‧在這樣的保護政策下’大戰結束的前期,五○年代和六○年

代時,這些落後國家的工業得到相當程度的發展’經濟也在穩定

的環境中得到快速的成長。但是到了七○年代初’世界資本主義

面臨戰後危機時,壟斷資本的資本積累必須要進-步擴張到世界

的每-個角落‧代表壟斷資本的帝國’利用國際金融貿易組織逐

步的摧毀了痘些國家前一時期所設立的保護政策,這些國家在國

際貨幣基金的壓力下將國有企業私有化’並且取消-切對資本的

管制’因此’更削減了國家抵制外來資本的力量﹙參見第八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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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我要提出的是,我們不能不去分析歷史的現責’就不

負責任的提出-套許多國家在近年來曾經嘗試貢行過,卻已經徹

底失敗了的政策。

韓德強認為-個國家應該依照自己國家的利益來制定貿易政

策’這並沒有錯。他建議中國應該保護它目前沒有把握與外來產

品競爭的企業’而將已經有責力的企業開放,並參與世界市場的

競爭。但是他的這個建議完全沒有貫現的可能性。這樣的政策在

l97g年之前,中國在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發展下是可能的’

改革開放之後的二十多年中’中國從祉會主義和平轉變到資本主

義,放棄了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發展道路。中國的當權者-步

步將中國的經濟整合到世界資本主義之中’盡其可能將中國變成

依附在世界資本主義上的-個環節。二十多年具體政策責施的結

果’使得今天中國在資本上、在技術上、和在市場上都越來越依

靠國際壟斷資本。

國際壟斷資本到中國投資的目的就是要控制中國的經濟,它

們眼睛盯著中國將來有發展前途的,但目前尚經不起－擊的產

業,就是硬要中國開放這些產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在與國際

壟斷資本的談判中,中國除了退讓之外,能夠爭取到的自主性的

空間是很狹小的,像2002年中國將航空業進-步讓出給外資就

是-個例子:中國取消了本來在飛機場﹙原來外資被限制在

4g﹪以內﹚和航空公司（原來外資限制在35﹪以內﹚對外資的

限制,將航空這個有末來發展可能的大企業讓給了外資（華爾街

日報, 2002年’7月2日,Al4﹚。韓德強就是擔心在中國加

入WTO時對世界各大列強過度的讓步’但是他所擔心的事卻-

步步的發生了﹙參見第十章﹚。

韓德強的市場現責主義中的第三點是中心外圍論’他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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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圍論來分析落後國家經濟不能發展的原因’中心╴外圍論也

就是依賴發展理論。中心外圍論說明了中心國家﹙資本主義先進

國家﹚對外圍國家﹙資本主義落後國家﹚的剝削關係’因為中心

國家從外圍國家抽走了剩餘價值。中心國家得到了剩餘價值有助

於它們的發展’落後國家的剩餘價值被抽走了所以不能發展。因

此,中心國家的發展和落後國家的不發展是-體的兩面’都是資

本主義在世界上發展的結果。但是在七○年代曾經流行-時的中

心外圍的發展理論’今天已經隨著拉丁美洲自八○年代以來的發

展而破產了﹙參見第五章和第八章﹚‧

在韓德強調「有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但賃際上他所提倡

的市場現責主義就是資本主義’沒有所謂有祉會主義的資本主

義’而且壟斷時期的資本主義就是帝國主義‧韓德強認為在他所

提的資本主義中’可以責現「以國家為最高利益主體」這樣的理

想。韓德強這樣的主張和二次世界大戰後,拉丁美洲國家中由資

產階級領導的發展政策幾乎完全相同’這個發展的綱領也提出以

國家的利益為前提。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拉丁美洲國家中的民

族資產階級’有很強烈的要擺脫資本主義強國的控制’獨立的發

展資本主義的意願‧ l948年’在拉丁美洲國家推動下’聯合國

成立了隸屬在經濟祉會理事會下的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

﹙EconomicCommissiononLatinAmerica ,簡稱ECLA﹚‧拉丁美

洲經濟委員會的目的就是要在拉丁美洲國家和拉丁美洲這個區域

內發展資本主義。

中心-外圍論在這時就成了拉丁美洲國家資產階級獨立發展

資本主義的理論依據。因為如果落後國家不發展的原因,是這些

國家在交換關係上被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抽去了剩餘價值’那麼解

決的辦法就應該集中在改變它們與列強之間的交換關係上,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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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牽涉到落後國家或先進國家內的生產關係和階級關係。換句話

說’按照這樣的分析所得的結論是,只要落後國家可以排除資本

主義列強的干預和影響’它們就能II偵利的發展獨立的資本主義。

不管這些依賴理論學派理論家的原意如何,這樣的分析所得的結

論就正迎合了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特別是拉丁美洲國家﹚內

資產階級的意願’成了他們在二次世界大戰後貫行進口替代發展

政策的理論基礎‧因為如果對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依賴是不發展

的原因’那麼改變依賴關係就應該可以使這些國家II頂利發展‧於

是’這些國家就-面用提高關稅來保護它們的本國工業’另-方

面用對外資的管制來避免外資對它們企業的控制。這些國家同時

將-些有關民生重要的經濟部門,像交通、電力、石油﹑鋼鐵

等’收歸國有’以便用國家的力量來抵抗外來的壓力﹙參見第五

章﹚。

事責證明’這些保護的政策並不能使它們抗拒來自列強的壓

力。到了八○年代中期後’拉丁美洲在外債的壓力下,被迫完全

放棄了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意願‧而在這整個發展過程中’國際

金融貿易組織對瓦解拉丁美洲資產階級的力量有很大的貢獻。拉

丁美洲戰後三十多年的歷史經驗中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民族資

產階級雖然有反帝的進步性的-面’但是他們與國際壟斷資本相

比’是極為弱小的‧歷史的現責說明了’他們要發展資本主義就

必然會從對國際壟斷資本的依賴’到 後向國際壟斷資本投降。

這-段歷史也說明了’拉丁美洲國家戰後由資產階級領導的反帝

運動不是要解決階級之間的剝削’因此’工人階級和農民不可能

在反帝運動中得到解放,成為反帝的主力軍。

韓德強並不反對由美、歐所推動的「全球化」,他和崔之元

-樣,他們主要是憂慮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時機不夠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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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要中國等到責力更強時’再加入這樣的組織,那時就可以與

世界壟斷資本展開競爭‧他們並不反對現今由壟斷資本和資本主

義帝國所塑造的世界次序’他們只要中國也能建立起來抵得過競

爭的強大資本,所以中國也可以與世界帝國平頭並立。果真如

此,韓德強就必須放棄他站在弱者立場’為弱者抱不平的-面。

因為如果中國真能成為帝國之-﹙目前看來完全沒有可能﹚,中

國的大資本家也不會比歐美的大資本更有慈悲心,也不可能改變

這個強欺弱、大吃小的世界’也不能改變全世界大多數勞動人民

﹙包括中國的勞動人民中的很大部分﹚難以維持溫飽的殘酷的現

貢。韓德強有與其他兩位德國作者相同之處’韓德強要中國成為

世界-霸,那兩位作者要歐盟取代美國成為帝國之首;這三位作

者提出這樣的看法是他們的自由’這都沒有問題,只是我們要認

清這三位所提出的論點到底是站在誰的立場。

最後要提的-點是韓德強這本害的結論╴第七部分: 〈美

國霸權戰略與中國外交空間〉’在這結論中韓德強認為中國可以

在美國稱霸的世界中有技巧的找到-個外交的空間。在這-章中

特別明顯的是韓德強只看到世界的列強外交,看中國要和哪－個

強國聯台才好。他完全看不到人民的力量’他看不到只有人民才

是反帝最強大的力量’只有全世界受壓迫的人民團結的站起來的

時候’帝國主義才能被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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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主要研究的議題有兩個:首先是南韓是從l987年開始進

入政治民主化的階段,為何同樣是民選總統的金泳三在l993年至

l998年執政期間卻無法達成經濟改革的目標’而金大中卻反而能

夠做到?其次是南韓真正進行政治及經濟改革是在lgg3年金泳三

上台之後’而真正有大刀闊斧的具體改革措施則是在l9g8年金大

中上台之後’而從lgg3年至今有將近十年的時間’南韓的政經體

制是否有明顯的改變’而這種改變對於南韓政府、大企業與銀行

之間的關係會產生何種影響呢?本害將從政府與大企業當中的執

政黨-大企業-銀行之間的互動關係’來分析lgg3年之後南韓政

經體制的轉變‧

作者簡介:蔡增家’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博士（200l）,現任國立政治大

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ISBN: g57-732﹣204﹣2

郵政劃撥I悵號: 0l002323
戶名:巨流圖書公司

巨流新書介紹

中國與歷史資本主義:漢學知識的系譜學
ChinaandHistoricalCapitalism:Genealogiesof
SinologicalKnowledge

本害最初的計畫是要作為李約瑟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第

七卷其中的-個分冊,他計畫將中國的發展與西方資本主義的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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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有關中國社會的理論,避免以歐洲中心主義的詞彙來理解中國

歷史的發展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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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害作者認為逞本書對「全球化」提出了與主流不同的誧述與分析

r全球化」是壟斷貢本在面臨貢本主義危機時所策畫』的新的資本積累

策略。「全球化」為乘』餘貢本在世界各地尋找低｛賈自然貢源＼廉∣賈勞

動刀＼開闢新投資機會＼禾0擴大剩餘商品的銷≡市場’以便紆解貢本

積累的危機。

所謂「華盛幀共識」﹙WashingtonConsensus）即是國際壟斷資本’

和美國＼歐盟＼及B本之問的共識’再將它﹛門之問的共識由國際負幣

墓金＼世界銀行＼世界買易組織（T0在它之前的關稅貿易總協﹚等金

融買易組織所策畫∣的貝體政策來執行。

「全球化」塹時的紆解了貢本積累的危機’但不能解決貢本主義的內

在矛盾’因此貢本主義的危機不但要繼績而目要加深。在此同時’「

全球化」將貢本主義危機所造成的災害轉嫁給貢本主義發展落後的國

家’由≡些國家的人民來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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