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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世界市场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批判资本

的重要方面。从经济思想形成史与世界贸易发展史看，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世界贸

易的研究是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重要认识来源。同一时期，资本发展的实践为马

克思认识世界市场提供了现实依据。这些理论与实践共同阐发了世界市场发展的

动力机制及未来发展方向。研究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对于认识当前经济全球化，

引导经济全球化走向开放、包容、普惠、平衡与共赢，推动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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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世界市场理论是马克思重点研究的问题，但

马克思对世界市场的研究并没有完成。由于彼时

处于工业化时代，马克思对世界市场的认识带有

显著的工业化印记。从认识来源看，马克思世界

市场理论源自对英国重商主义的批判、对个别贸

易现象的思考以及对殖民地贸易的观察等，尽管

这些评论相对零碎，却从整体勾勒出马克思世界

市场理论的面貌。研究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有

助于运用马克思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升我国高

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外贸外资平稳发展，使经济

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

演进。

熊杰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电子邮箱：locodoco@whu.

edu.cn。感谢《国际经济合作》匿名审稿专家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习近平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论述研究”（项目编号：20BKS206）、国家社会科学

青年基金项目“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制度化及其基本经验研究”（项目编号：20CKS04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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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认识来源

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有时代发展的痕迹，古典

政治经济学为马克思认识世界市场提供了理论基

础，而同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实践为马克思认识世

界市场提供了现实依据。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为马克思认识世界市场

提供理论基础

19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马克思转向了政治经

济学研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中指出，“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是他研究

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动因。①马克思在《莱茵报》对

英国实行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的辩论便是其中一

件难事。为了解答心中疑惑，马克思从世界市场

发展史着手，并借助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相关

理论，开始分析世界市场、世界贸易的形成及发

展等经济学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

出，他所研读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是“威廉·配第以

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②由此，古典政治经济

学为马克思认识世界市场提供了理论基础。

1. 世界市场的概念源自于古典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之前，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已对世

界市场展开过相关研究。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

密从交换与分工的关系着手，论证交换对分工的

作用，提出绝对优势理论，认为国家之间可以形

成分工，生产自身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再通过

交换，便可以将世界各处相隔遥远的地区联络成

世界市场。大卫·李嘉图在斯密绝对优势理论的

基础上提出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比较优势能优化

国际贸易环境，以利害关系和相互交往的共同纽

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③

马克思肯定了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在发展世界贸

易、形成世界市场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认为李

嘉图在理解世界市场时舍弃了“世界市场的资本

主义性质”④，忽视了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贸易中

进行的不平等交换，并进行了部分批判。法国小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西斯蒙第提出世界市场的概

念，即资本主义的盲目生产（生产超过消费）必然

导致资本开拓世界市场，但资源的有限性依旧容

易激化资本生产与分配的矛盾，特别是随着新航

路的开辟、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地区市场的资

源将变得有限。当地区市场饱和后，资本向海外

进行的商品倾销，等于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生产者

宣布了死刑。⑤西斯蒙第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揭

示了资本盲目生产导致全球性生产过剩，阐明了

世界市场形成的动力机制，成为马克思世界市场

理论的主要认识来源；同时又暴露出其理论的缺

陷，即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

本矛盾，成为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继续深化的发

展点。

2. 世界市场理论主要内容的提炼源自于马克

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马克思在分析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关问题，特

别是在完成对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考察后，逐步

形成了他对世界市场的整体看法，进而建构了世

界市场理论。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

指出：“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顺

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

世界市场。”⑥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从分工与交换

及其相互关系展开对世界市场的探索，彼时重商

主义在经济学占据主流地位，认为交换是促进世

界市场发展的动力，分工是世界市场的表现形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88 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9 页。

③ [英]彼罗·斯拉法主编：《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113 页。

④ 黄瑾：《论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发展进程（19世纪50—80年代）》，《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第16页。

⑤ 赵景峰：《经济全球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7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第 5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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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交换与分工的相互关系使市场得以超越时空

限制，转变为世界市场。然而，马克思基于人类社

会发展的历史变迁考察交换与分工的关系，认为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关于交换与分工关系的认识存

在着一种共同的缺陷，即将交换与分工的关系颠

倒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都认为交换决定

了分工，马克思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认为所谓

的交换实际上根源于不同原始公社之间在不同生

产领域产生的相互依赖，分工决定了交换。

马克思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把人类

社会生产方式的变迁当作理论起点。通过分析个

人在市民社会中的生产活动来论证分工与交换的

关系，认为分工产生了需要，满足需要的过程又

是更大范围内分工的开始。如此循环往复的分工

过程与世界市场发展的方向一致，分工越细化，

世界市场发展的水平越高。总之，马克思认为分

工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表现为不同的生产形式

与性质，体现为不同阶级对生产资料和社会总产

品的支配关系。当分工跨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发

展成为国际分工时，给国际贸易的发展带来巨大

动力。因此，考察分工是理解市场形成的钥匙。

在马克思的研究视野中，世界市场概念至少

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国际社会借助对外贸易在世

界范围建立起的交易场所和区域，应具备地理空

间的交换概念；二是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经济

关系的总和，而这种抽象意义上的世界市场概念

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所带来的新变化。

（二）资本主义的发展为马克思认识世界市场

提供现实基础

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资本逐渐越过

民族与地区的限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扩

张。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特别是马克思在

19 世纪 50 年代初担任《纽约每日论坛报》驻欧洲

通讯员期间所目睹的社会现实，为他认识世界市

场提供了现实基础。

1. 资本发展带来的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

的思考是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实践总结

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紧紧围绕资本主义的发

展展开，并在资本发展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中深化

认识。资本进一步发展，必然越过民族和地区之

间的界限，与其他国家产生经济联系。这一过程

带来了一个问题，即资本发展与自由贸易及保护

关税的关系问题。1838 年英国反谷物法同盟建

立后，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在该问题上

爆发冲突，英国工业处于两难境地：英国的工业

品在欧洲市场并不具备比较优势，如果取消保护

关税将使英国市场出现大量欧洲大陆的产品；但

如果实行保护关税，则会拉高日用品价格和工人

工资，增加雇佣劳动力成本，进一步弱化英国在

欧洲大陆的工业竞争力。恩格斯于 1842 年就该

问题在《莱茵报》发表了《国内危机》《各个政党的

立场》《谷物法》等多篇文章，并在《关于共产主义

者同盟的历史》中写道：“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

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

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

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

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①至此，自由贸

易与保护关税等问题进入马克思的理论视野。

1845 年，马克思写下了《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

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手稿，这个文本

对李斯特提出的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本质提出

质疑和批判。马克思认为二者在本质上是资产阶

级利益的表现，而非李斯特所说的国家和民族利

益的体现。②马克思在 1858 年《〈政治经济学批

判〉序言》中曾阐发他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原

因，“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

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③由此可见，马克

思对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思考是其研究世界市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著作编译局编译：《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01 页。

② 黄瑾：《马克思恩格斯与李斯特——关于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问题》，《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 年第 3 期，第 41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第 5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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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认识来源。

2. 资本发展对殖民地贸易产生的影响为马克

思世界市场理论提供认识材料

19 世纪 50 年代，马克思担任《纽约每日论坛

报》驻欧洲通讯员期间，将目光转向了东方。他

搜集和掌握了很多关于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

开展殖民贸易的分析材料，并撰写了相关的评论

文章。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

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以印度为研究对

象，论述了英国资产阶级在落后国家的“双重使

命”①对世界市场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并讨论了落

后国家如何在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殖民经济体

系中获得发展条件。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

统治》一文中阐述了英国蒸汽机（大工业）和自由

贸易给印度家庭式的农村公社带来的破坏性，同

时又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②，在亚洲造

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

的一次社会革命”③。对殖民地来说，大工业生产

和自由贸易既打开了世界市场，又带来了先进的

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使得殖民地人民得以利用

世界市场完成社会革命。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

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从世界普遍交往的角度，

论述了资产阶级在消灭旧的亚洲式社会时，也负

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造成以人的相互依存为基本前提的世界

普遍交往；二是为亚洲带来先进的生产力，在此

前提下，印度或者亚洲只能在未来寄托于“伟大

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

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

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④马克思抓住资本扩

张对殖民地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论述世界市

场的形成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趋

势，是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对于落后

国家而言，要根据实际情况探索融入世界市场的

发展道路。

3. 资本发展带来的不平等交换与国际价值的

思考为马克思认识世界市场的本质创造条件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国别市场跨

过区域边界在全球形成世界市场时，商品的价值

规律便发展成国际价值规律。因国别价值量受到

一国劳动强度、劳动生产率、经济技术水平和贸

易量等相关因素影响，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

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在国际市场上表现为不同的

国际价值。在国际价值规律影响下，基于货币价

格的交换，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国家便能

在世界市场获得超额利润，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

位。而那些不具备技术、资本优势的不发达国家

将逐渐失去发展空间，直至被那些具有垄断倾向

的国家排挤出市场，沦为世界资本工厂的“产业

后备军”。⑤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对此也给出了解释。他们

认为，发达国家在技术、资本上具有绝对优势，而

不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是种植业，按照绝对或相

对优势产业的产品交换原则，双方都获利，因此

不发达国家应该为世界生产农产品，提供原材

料，形成垂直分工体系。马克思以（国际）剩余价

值为切入点，认为这种不平等来自国际资本与国

际劳动力交换的不平等。就生产力而言，国家之

间的生产是不同效率之间的生产，但资本的生产

却是为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在等价交换原则下，

资本与劳动力的交换体现为资本对劳动力的占

有，所以这是一种不平等交换。从资本国家内部

① 双重使命是指“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参见马克

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第 686 页。

② 同上，第 683 页。

③ 同上，第 682 页。

④ 同上，第 691 页。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 7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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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资本国家之间也没有实现平等交换，因为国

际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国家，最终占有超额利润，

并在国际价值规律影响下排挤其他资本的生产，

从而形成垄断。借助于国际价值理论，马克思从

不平等交换概念出发，认识到世界市场的发展过

程实质是资本生产方式在世界的扩张，世界市场

本质上是以资本为主导的生产体系。马克思曾在

《共产党宣言》中用“三个从属”描绘了世界市场

发展的方向，即未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

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

属于西方。①

资本主义的发展为马克思认识世界市场提供

了更多的实践基础，让马克思在资本发展中认识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对世界市场产生的影响，并在

国际价值理论的支撑下，透过自由贸易和保护关

税等现象，理解世界市场主体之间在国际贸易中

的关系。

二、马克思世界市场发展的动力机制及

未来走向

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前提和结果。②通过对资本生产方式的考察发

现，资本发展的运动规律深刻揭示出世界市场的

动力并左右世界市场的未来走向。

（一）世界市场发展的动力机制

世界市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形成了人

与人之间“普遍交往的状态”③。随着新航路的开

辟，商业贸易日趋繁荣，以商品为纽带的人与人

之间的交往开始扩大，世界市场缓慢形成。17 世

纪中叶，英国大力发展工场手工业，社会生产力

迅速提升。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

出，英国把工业和商业集中起来，给这个国家创

造了相对的世界市场。④生产力发展引致的生产

超过了居民消费需求，带来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

盾。为了缓和矛盾，资产阶级在国内建立了一个

机器生产的大工业体系，并在工业基础之上发展

现代交通，开启了早期的殖民扩张。

通过现代交通将全球联系起来，把地域性的

小市场联合成世界市场，扩大消费需求，达到缓

和矛盾的目的。通过殖民方式将资本的生产方式

带到殖民地，瓦解殖民地自给自足的生产状态，

使生产体系向以资本为核心的生产方式转型，并

在殖民地上建立资本生产的原料产地和消费市

场。马克思曾对大工业开创的历史评价如下：它

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需要的

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

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⑤

1. 资本属性

资本的价值增殖性是世界市场形成及发展的

内在动力。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所谓原始积

累》章节中认为，资本只要有 300％的利润，它就

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⑥资本对剩余

价值的攫取，产生了跨越民族界限的动力，进而

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

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⑦

使地域市场打破自然限制发展成为世界市场。在

此过程中，资本创造出了多个商品交易地点，同

时也意味着出现了更多的自由劳动力可供剥削。

整体看，资本价值增殖的过程实际上是世界市场

形成的过程。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第 36 页。

② 黄瑾：《世界市场与全球化——马克思对世界市场的研究给我们的启示》，《东南学术》2003 年第 6 期，第 33 页。

③ 把世界市场比作发展的状态，从结果上说，它是一定时期内相对固定的社会联系；从过程上说，状态不是形态，具有从一种状

态发展至另一种状态的可能。

④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65 页。

⑤ 同上，第 566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871 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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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

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①资

本在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将地域性

市场融合为普遍联系的世界市场，资本价值增殖

的本性是世界市场形成与发展的内在动力。

资本的集聚性是世界市场加速形成的催化

剂。资本的集聚加速了资本之间的竞争，推动了

世界市场的形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 年手稿）》中论述了资本的本质问

题，认为竞争无非是许多资本把资本的内在规定

互相强加给对方并强加给自己。②“强加给对方”

表现在每一个资本都力图通过排挤其他资本，在

世界市场上占据更多份额，以此占有更多的雇佣

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和消费市场，实现剩余价值的

最大化。“强加给自己”表现在用资本生产方式扩

大自身。在资本对剩余价值无限追逐与单个地域

市场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有两种缓和矛盾的方

法：一是通过扩大市场，使地域性的市场朝着世

界市场发展；二是通过资本的集聚，兼并其他资

本，但又不可避免地产生竞争和垄断。综上所

述，资本对价值增殖的追逐是世界市场产生与发

展的催化剂。

2. 资本运动规律

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加速了资本的生产

和流通进程，为世界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动

力。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在生产领域表现为资

本的循环过程，在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第一阶

段，即购买阶段，采取了货币资本的表现形式。

产业资本家需要以购买者的身份在市场上购买用

于从事生产的原材料和劳动力，转化为产业资

本。如果货币资本未转化成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那么剩余价值的生产将不能进行，进一步说明产

业资本的循环与市场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没

有市场的发展，资本便丧失了向产业资本转化的

条件；没有资本的循环运动，也无法让产业资本

在流通与生产之间循环，导致区域市场缺乏向世

界市场转变的动力。在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第

二阶段，即生产阶段，采取了生产资本的表现形

式。资本为了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在世界市

场上协作分工变成普遍现象，因为分工能最大地

提高生产效率，形成生产的全球化，加速世界市

场的形成。在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第三阶段，

即销售阶段，采取了商品资本的表现形式。资本

又以商品所有者和售卖者的身份回到流通市场，

准备把包含着预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产品卖出

去，通过流通转化为一定数量的货币。在收回投

资与成本的同时实现资本价值增殖。如果商品有

一部分卖不出去或全部都卖不出去，那么已经生

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就不能得到实现。因此，一个

广泛的世界市场是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实现资

本增殖的重要环节。

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转化，进一步加速了

生产与流通过程，为世界市场的扩大创造了更加

便捷的条件。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产业经济发展

繁荣的时代，对产业经济的研究是其主要关注方

向，而对金融资本的关注相对较少，未对金融资

本作一个相对完整的定义，直到恩格斯在完善

《资本论》时，才通过分析美国证券交易等经济现

象认识了金融资本。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生

息资本、借贷资本等词汇来说明金融资本对世界

市场形成与发展的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保尔·拉法格是最早

明确金融资本概念的研究者。他在《美国托拉斯

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中认为，金融资本是

指因工业资本扩张而导致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

融合渗透形成的一种新资本形态。③鲁道夫·希法

亭继承并逐渐完善这一概念，形成了相对完整的

定义。希法亭在其著作《金融资本》中，从流通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第 3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第 180 页。

③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9—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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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的货币和银行资本开始，指出货币资本和银

行资本以资本动员为中介实现了从流通领域向生

产领域的过渡，并将金融资本定义为产业资本与

银行资本的融合。①

3. 金融资本发展及运动规律

金融资本作为资本的一种特殊形态，与产业

资本相互交织，并借助于产业资本实现资本的循

环运动。具体而言，金融资本的运动规律是以货

币或者实物形式向产业资本家注入一笔用于再生

产的资本。这些资本经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

商品资本等形态的变化，完成了商品生产和资本

流通，由此产生可供资本家攫取的剩余价值。因

此，剩余价值的生产必然伴随金融资本的发展，

或者说金融资本激发了世界市场形成的动力。

金融资本促进了世界市场主体多元化发展。

产业资本时代，世界市场的主体是产业资本家及

雇佣工人，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转化过程促进

新的世界市场主体即跨国公司的形成，推动了社

会生产的全球化、国际分工、以生产要素为核心

的全球流通、世界消费及国际贸易的发展，并逐

渐形成世界市场，加剧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加速世界经济的融合。

金融资本的发展促进社会生产力与科学技术

的传播，推动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为世界市

场的形成提供有利条件。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

件下，资本总是流向平均利润率最高的产业。我

国工业化发展初期，国际资本流向我国劳动密集

型产业，从而弥补了我国经济建设资金短缺的问

题，产生投资乘数效应，使我国经济成倍增长。

国内企业在与外资的竞争中，通过不断学习吸

收，有效提高了自身的生产技术与管理水平，极

大提升了生产的广度和流通的速度，提高了国家

的产业发展水平，增加了市场的繁荣程度，为世

界市场的形成提供了持续动力和便捷条件。在工

业化发展初期，这种积极影响表现明显，但随着

资本流向平均利润率高的产业，资本越发趋向金

融产业及其他非实体产业，极大刺激了虚拟资本

市场的发展并使虚拟资本不断积累，实体经济受

到严重冲击，出现了“脱实向虚”问题，应积极规

避金融资本产生的消极影响。

（二）世界市场发展的未来走向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

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

了。②世界市场的走向必然符合社会生产力在新

时代的发展要求，符合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

经济发展实践的新要求。

1. 扩大国际经济合作的开放性，助推世界市

场稳步发展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是有机联系的开放系

统，世界市场未来走向也必然是开放的。开放的

世界市场包含两层含义：其一，世界市场的开放

性源自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随着社会生产

力的发展，个人、民族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国

别市场逐渐融入世界市场，只有当各个地域性的

市场走向开放时，人类才能全面而自由地发展；

其二，就市场主体而言，处在世界市场的任何国

家都应以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市场，开放使“一

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③，通过批

判性地吸收其他国家的技术、管理、经验、政治制

度、军事等，才能提升整体实力，实现更高层次发

展。因此，马克思曾反复强调开放对世界发展的

重要性，而现实的发展也印证了马克思对开放问

题的预测具有科学性。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时代，人类交往

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④因

而，推动世界市场的发展，要加大国际经济合作

① [德] 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福民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第 92—9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第 35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第 9 页。

④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4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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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放性，要坚持以开放的理念打造世界市场，

让世界市场成为一个开放的平台，吸引更多国家

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提升国际经济合作的广度

与深度。此外，还要用协商的办法解决开放中的

利益纠纷，正确处理地区间的发展冲突、应对全

球风险的权责分配，才能克服国际社会在开放中

出现的排他性、封闭性及单向性。

就中国经济发展而言，强化国际经济合作的

开放需做好两方面工作。第一，在发展内因上，加

强新时代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开放程度。继

续坚持实施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树立全球视野，

全面谋划全方位对外开放，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走

向世界。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统筹

开放型经济的顶层设计，加快制度法规建设，优化

营商环境，降低市场运行成本，提升国际竞争力，

在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前提下，逐步提升我国参与

世界市场的开放程度。第二，在发展外因上，为国

际经济合作搭建新平台。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

建设，寻求新的国际经济增长点与合作点，在政策

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方

面，通过务实合作开创发展新机遇、新动力与新空

间，实现国际产业的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2. 注重国际经济合作的包容性，推动世界市

场平衡发展

包容是指世界市场的参与主体按照平等原则

从事世界经济交往，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务

实合作，秉承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发展理念处

理交往中出现的纠纷和摩擦。在国际经济合作背

景下，包容性主要体现在发展机会的平等，发展

成果的共享，全球及区域经济均得到增长。

其一，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强化

国际经济合作的包容性。英国古典经济学派、重

商主义者早已证明自由贸易能增进各国福祉，而

贸易保护则会降低各国福利水平。世界市场发展

的实践同样说明，国际社会之间的贸易与投资相

互促进、优势互补，能够深化国际经济合作，筑牢

利益纽带。在世界经济下行、经济全球化遭遇

“逆风”时，强化国际经济合作是推动世界市场平

衡发展的关键。

其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让更多国家参

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世界市场的平衡发展体

现在通过全球经济治理方式赋予新兴市场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机

会。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倡导重

塑全球合作，建立新的合作模式，探索新的合作

路径，保持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主动地位。①要尊

重发展中国家的道路选择，更多关切发展中国家

的经济利益，真正推动世界市场朝着更加公正、

平等和包容的方向发展。②让每一个国家都有平

等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及决策的权利，享受国际经

济合作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发展红利。

其三，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扩大

国际经济合作的市场主体。习近平主席强调，全

球治理体系只有适应国际经济格局新要求，才能

为全球经济提供有力保障。③具体而言，国际社会

要坚持平等协商、互利共赢原则开展国际经济合

作。通过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世界贸易

组织改革，推动完善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

理体系。积极参与多双边区域投资贸易合作，推

动新兴领域经济治理规则制定，提高参与国际金

融治理能力。实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构建面

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3. 实现国际经济合作的共赢性，加速世界市

场持续发展

共赢是指世界市场的参与主体通过合作的方

式实现经济利益上的融合，进而推动世界市场的

建设，并以共享形式获得世界市场发展带来的红

利。共赢是世界市场发展的目标和落脚点，同时

① 陆燕：《精准把握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国际经济合作》2021 年第 1 期，第 56 页。

② 熊杰：《携手向着未来前进 读习近平总书记〈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学习时报》2022 年 6 月 1 日，第 4 版。

③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时代发展》，《人民日版》2017 年 1 月 18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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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世界市场未来发展的基本走向。一是要在全

球合作与贸易中挖掘新的利益增长点，以发展利

益共同体的形式吸引其他国家的参与，并在合作

的前提下实现劳动产品的公平、平等分配；二是

在发展自身利益的同时兼顾其他国家的利益，共

建合作共赢的发展模式；三是通过建设联动的世

界经济，发展合作共赢的产业链条，让世界市场

的发展红利为全体人民共享。

三、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与经济全球化

马克思将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本性看作世界

市场和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来源。一方面，建构了

二者解释现实问题的张力，突出了理论的开放

性，使理论有了自我调适、自我发展的可能；另一

方面，借助于资本的逐利本性，将世界市场与经

济全球化联系在一起，讨论二者的关系及其意

义。此类研究能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为中国参与国际经

济合作提供理论基础。

（一）加快推动经济全球化

中国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建设

世界市场的过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市场的空间载体，是建立在世界市场运行机制之

上的资源流通过程。同时，世界市场又将全球国

家联系在一起，从而使经济资源能够在世界范围

自由配置。从流通角度看，经济全球化能够使经

济资源在世界市场自由流通，并在资本的干预下

按照资本生产方式进行扩大生产，在最有利于消

费的地方进行销售。从民族地区的界限角度看，

世界市场扩张所达到的界限就是经济全球化所能

影响的地方，这说明脱离世界市场的生产、消费等

活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可能实现。因此，经济

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要在世界范围内建立

一个统一的生产体系、消费体系和流通体系。

中国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坚定

支持者。通过实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为积极融

入经济全球化创造条件；坚持以规则为基础、透

明、非歧视、开放、包容的多边贸易体制，通过实

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推动商签更多高标准自

由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议定，构建面向全球的高

标准自由贸易网络，着力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

化、便利化，推动世界市场发展；推进全球经济治

理向平等、开放、合作、共享发展，让更多国家通

过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促进世界市场主体多元化发

展，加快经济全球化的步伐。

（二）引导经济全球化走向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在发展困境中，经济全球

化因全球增长动能不足、全球经济治理滞后、全

球发展失衡等问题而遭遇逆流。从经济全球化的

动态发展看，经济全球化包括生产的全球化、贸

易的全球化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等许多方面内

容。①不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全球化，都涉及

世界市场的建设问题。没有一个相对完善、成熟

的世界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恐难形成良好的

发展趋势。

1. 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生产全球化

从资源的优化配置看，各个国家由于自然与

历史原因所形成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科

学技术水平有差异，导致区域发展不均衡，贫富

差距逐渐拉大。这种情况下，资本密集型国家便

会开启全球扩张，寻求本国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

内的优化配置，从而为世界市场的逐渐形成创造

条件。此时，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过渡使劳动密集

型产业平均利润率下降，生产要素逐渐流向要素

回报率更高的产业。因此，国际分工不再单纯局

限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开始形成，大量同

类异质性产品通过国际分工细化在不同比较优势

的国家完成生产，②造成全球产业结构的重组。马

① 吴声功：《国际经济合作的理论与实践》，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 页。笔者认为，资本的全球化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具有

相同的发展意义。

② 洪俊杰、杨志浩、芈斐斐：《研判新形势下经济全球化趋势》，《国际经济合作》2021 年第 2 期，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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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所认识的“垂直型分工”逐渐被“水平型分

工”所取代，核心科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压

缩了人类社会的空间限制，凸显了社会分工的优

势互补，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为世界市场进一步

发展创造了条件和物质基础。

从国际经济合作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

推进，世界经济的合作与竞争变得相对频繁。对

照我国产业结构发展的现状，虽然我国产业规模

大，但与世界工业强国相比，同工业高质量发展

要求相比，产业基础和产业链脆弱仍是制约经济

发展的短板。我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仍处于世界

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下游，从事低附加值的工业

生产，而在技术密集型的科技、航天、移动通信、

芯片制造等相关上游产业不占优势。具体而言，

我国要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

产业现代化水平，一是坚持产业转型升级，发展

高端制造、前沿科技，打造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

的产业链；二是加强自主创新以增强我国产业链

的韧性，提升产业链的制造水平，力争在国际经

济合作中形成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的产业

链；三是发展新兴产业，特别是科技含量高、国际

竞争力强、经济效益好的战略性产业，如生物技

术、新型能源、新材料、高端制造业等，为我国参

与国际经济合作创造新的增长点。

2. 发展自由贸易，推动贸易全球化

贸易全球化是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各国

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流通领域中国际交换的范

围、规模、程度得到增强。贸易全球化的前提是

技术的全球扩散，在国际分工发展的基础上，跨

国公司将一些成熟的技术和关联性技术扩散到世

界各地，加强了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从而引发

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在各国之间进

行梯度转移。随着全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技

术贸易的加速发展，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多边

贸易体制的形成，从而加快了国际贸易的增长速

度，为世界市场的形成提供了发展动力。

我国要继续推进贸易的创新发展，提升参与

国际经济合作的竞争力。在政策上，继续推行贸

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发展，同时培育贸易

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提升参与国

际经济合作的市场能力。在贸易进出口上，扩大

出口的同时稳定进口，保持贸易经常项目的收支

平衡，实现贸易平衡发展，增强我国参与国际贸

易的竞争力。在贸易税收上，通过降低关税，稳

步取消非关税壁垒，进一步开放市场，用足用好

出口退税、出口信用保险等合规的外贸政策工

具，引导企业开拓多元化出口市场。

3. 完善国际金融体系，推动资本全球化

资本全球化是指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

国家在资金往来、利用资本的过程中产生相互依

赖、相互影响并逐步融合，主要表现在资本的流

动、资金的融通、金融市场的建立、金融信息的流

动、金融机构的衍生、金融法律法规等制度的全

球化。资本全球化的过程也是资本追求剩余价值

的过程，特别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资金的

流通带来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导致资本必然越过

国界，迈向更广阔的市场。跨国公司的建立、国

际投资的增多、国际合作的开展，使国际资本逐

渐融合，为世界市场的发展提供契机。此外，资

本全球化的发展，有利于推动科学技术的创新，

深化国际交往，带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合作，

使各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高度融合，为世界市场

的发展增添活力。

我国应继续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引进来”

和“走出去”相结合，继续完善和发展我国金融市

场。一是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使资金的流通符

合社会生产与发展的需要，促进资源的优化配

置；二是利用好外资，保障外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为外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充分发

挥外资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

作用。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金融资本对国家安全

的冲击，特别是当前世界经济下行，金融性风险

依旧存在，例如虚拟资本、数字资本的出现对后

发展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导致资本在国际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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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中无序扩张、野蛮生长。因此，要在统筹发

展与安全的前提下，加强对国际金融的监管，继

续完善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国家技术安全清

单、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制度设计，制定并完善国

际金融市场的法律法规，通过安全审查、反垄断

审查等规范我国金融市场，如此才能促进国内国

外双循环，共筑国际金融市场。

（三）世界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过

程具有相似性

经济全球化指经济或资源的全球流动，不仅

包括国际间经济政策的协调、全球生产的组织化

安排、国际组织在经济全球化中的职能转化等，

还包括发达国家之间、不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

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集团成员国家与非成员国

家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等内容，经济全球化在发

展中体现出来的实际内容可能更丰富。世界市

场的建设与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在促进国际经济

的竞争与合作、加强世界贸易交往、防范化解国

际金融风险等方面存在相似性，经济全球化所要

求的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等特征，也正

是世界市场发展的内在要求，推动经济全球化的

发展也是建设世界市场的过程，而完善世界市场

的建设也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产生间接意义。

因此，我们要利用好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积极

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积极引导经济全球化发展的

走向。

（四）世界市场理论对经济全球化的贡献

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为经济全球化研究提供

了新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它不局限在经济事务中

谈论经济全球化，如从国际分工与贸易、跨国公

司、国际投资得出经济全球化的内涵；也不局限

于从单个国家的视野寻找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原

因。世界市场理论提供了一个世界性的视角和唯

物史观的认识方法，从世界市场形成与发展的历

史中审视经济全球化问题。

目前，经济全球化的主导权仍掌握在西方发

达国家手中，时常出现诸如国际生产的垂直分

工、贸易保护与逆经济全球化等现象，世界市场

的发展也不够均衡、不够平等、不够包容，从而引

起对经济全球化的质疑，认为经济全球化出现的

问题归根结底是资本在逐利过程中产生的盲目

性，并从依附论的角度把全球贫富差距的根源归

结为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实际上，经济全球化并

不是造成世界贫富差距的最大根源，相反，处于

世界市场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能从经济全球化的

发展中受益。随着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升、世界

市场的逐步建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潜能将超越

资本的驾驭能力。届时，资本所产生的自我否定

力量将变得强大，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将随着经济

全球化的推进而衰落。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

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具有内在缺陷，决定了世界历

史、世界市场发展的趋向只能是社会主义。①

（责任编辑：周旭）

① 聂志红：《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理论与经济全球化》，《理论月刊》2008 年第 8 期，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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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orld market theo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arx’s political economy and an essential aspect of Marx’s
criticism of capit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formation and world trade develop-
ment, the study of world trade by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ists served as an important knowledge source of Marx’s
world market theory. During the same period, the practice of capital development provided a realistic basis for
Marx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market. Thes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jointly elucidate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world market development and its future trajectory. A study on Marx’s world market theory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understanding curren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steering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oward openness, inclusiveness,
universal benefit, balance and win-win results, promot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and facilitation, and
advancing a broader agenda of opening-up across more areas and in greater dep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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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kraine crisis has changed the world geopolitical landscape, affected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trade chain and financial chain as well as reshaped the global oil and gas market in which the liquefied natural gas
(LNG) trade is viewed as a key variable. The Ukraine crisis triggers a sharp drop in Russia’s pipeline gas export
and a surge in Europe’ s LNG import, which also leads to a large increase in LNG exports from the US. As a
result, the competition for resources between Asia and Europe becomes intensified and the global natural gas
prices keep rising. As China is the world’s largest LNG importer, the reshaping of the global LNG market has a
great impact on China’s strategic goals of ensuring national energy security,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market
supply and demand and advancing stable growth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 study proposes that in order to
respond to the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global LNG trade, more efforts are needed including further expanding
channels for importing resources, optimizing resource structure,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natural gas market
mechanism and creating an independent natural gas benchmark price that is based on Chinese market rules and
reflects the demands of domestic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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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Outlook of China-Africa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Under Framework of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Yuan Xiao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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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Africa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has a long history and agriculture has long been a priority area
for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Based on past experience, China-Africa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initiative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FOCAC) have become more systematic and diversi-
fied. Guided by FOCAC, China and Africa have worked together to actively implement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initiatives and launch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in the areas of aid, investment and trade, which helps Africa im-
prove food security and accelerat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Th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and development space of China-Africa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have been further released. However, rega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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