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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魅力》是一部阐释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全球化条件下遇到的时代“困
惑”，系统地研究全球化中的国家问题，探讨全球化下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发展的学术专著。

作者郭宝宏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体系”作了梳理和界定，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出现时代困惑
的原因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作了深入分析；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变革，这一变革对国家、对
全球政治的影响进行述评的基础上二，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评析了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种问题。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魅力》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紧密结合当代实际，充
实_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政治与经济理论、阶级斗争理论、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理论
、国家利益理论、全球治理理论、典型国家示范效应理论以及国家消亡理论：是在阐释马克思主义国
家理论在全球化下遇到的种种疑难问题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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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宝宏，1952年生，历任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副处长(主持工作)、情报研究所所长，宁波大学研
究生院副院长，现为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方向负责人。
曾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重点课题、
浙江省教育厅科研课题多项；主要著作有《世界市场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发
展》、《跨国垄断资本主义简论》、
《论人的需要》等。
先后在《世界经济研究》、
《生产力研究》、《学术论坛》、《理论前沿》、《社会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刊物上
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其论文、著作曾获得多项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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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体系”
  第一节  从属于对社会发展规律科学认识的国家理论的“体系”
    一、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唯物论的理解  
    二、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理解
    三、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体系”的要点
  第二节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实践中不断发展的“体系”
    一、列宁对“体系”的发展
    二、斯大林对“体系”的发展
    三、毛泽东对“体系”的发展
    四、邓小平对“体系”的发展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时代困惑及其产生的原因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遇到的时代困惑
    一、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已不具备条件
    二、新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无由产生
    三、阶级斗争的阵线趋于模糊
    四、实现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受到质疑
  第二节  困惑产生的理论原因：对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研究与对单独国家问题研究的不协调“
    一、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体现
    二、列宁著作中的体现
    三、斯大林著作中的体现
    四、毛泽东著作中的体现
    五、经典作家国家理论面临的疑难
  第三节    困惑产生的实践原因：全球社会发展实践的制约
    一、经济全球化发展程度的制约
    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斗争占据全球政治的主要舞台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第三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
  第一节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展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扩展的历史轨迹
    二、跨国垄断下的全球社会化大生产
  第二节  当代科技革命的推动作用
    一、关于当代科技革命的一般理解
    二、当代科技革命与国际霸权
    三、当代科技革命与跨国垄断 
    四、当代科技革命与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节  全球金融体系的推动作用    
    一、全球金融体系的主导力量
    二、全球金融体系的功能
    三、全球金融体系与资本主义的腐朽性
第四章  全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对“国家” 的影响
  第一节  对全球政治的影响
    一、国家与全球公民社会
    二、全球化中的政治多极化
    三、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同世界无产阶级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
    四、国际阶级斗争主宰国内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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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对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
    一、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范围规模不断扩大
    二、福利资本主义得以产生和发展  
    三、国内阶级矛盾得到控制
    四、国家主权得以延伸
   第三节  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一、国家机器呈现明显的双重性
    二、国家机器成为国际阶级斗争的缓冲器
    三、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实现日益艰难
第五章  全球化中的国家利益
  第一节  国家利益及其阶级本质
    一、国家利益的概念
    二、国家利益的阶级本质
    三、国家利益与国家性质
  第二节  全球化中不同国家的国家利益
    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利益  
    二、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利益
    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利益
  第三节  国家利益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一、何谓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二、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矛盾
    三、铲除阶级统治与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
第六章  全球化中的全球治理
  第一节  治理与全球治理
    一、治理
    二、全球治理
  第二节  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一、联合国功能的演变
    二、联合国的当代影响力
    三、联合国的性质与历史局限性
  第三节  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一、非政府组织
    二、非政府组织的利益取向
    三、非政府组织的历史意义
第七章  全球化中典型国家的示范作用
  第一节  国家在国际社会的示范效应
    一、何谓国家的示范效应
    二、国家示范效应的扩展机制  
  第二节  霸权资本主义国家的示范效应
    一、经济(生产方式)示范
    二、政治(民主)示范
    三、军事(武力)示范
    四、文化(意识形态)示范
    五、示范效应将随着资本主义衰落而日渐减弱
  第三节  福利资本主义国家的示范效应
    一、收入分配体制示范
    二、社会保障体系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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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物质生活水平示范
    四、示范效应随着福利政策难以解脱的困境而减弱
  第四节  社会主义国家的示范效应
    一、苏联的示范效应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示范效应  
    三、示范效应将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不断扩大
第八章  全球化与国家消亡
  第一节  国家终究会走向消亡
    一、阶级的消亡决定国家的消亡
    二、国家对于全球资源科学利用的制约决定其必将消亡
    三、国家对社会成员全面自由发展的制约决定其必将消亡
  第二节  全球化不能导致国家消亡
    一、全球化不能自然地消除阶级统治
    二、全球化不能为所有国家创造国家消亡的物质基础
    三、全球化不能取代国家的公共职能
  第三节  全球化进程中国家消亡的历史走向
    一、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单独消亡
    二、无产阶级在全球阶级斗争中的胜利是国家消亡的前提
    三、大多数国家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是
    国家消亡的必由之路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索  引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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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斯大林对“体系”的发展 列宁于1924年1月去世了，随后领导苏联并成为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领袖的是斯大林。
尽管斯大林在1953年去世后被他的后继者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所否定，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者至今
仍在探讨斯大林的功过是非，特别是苏东国家解体后仍在全球各地活跃的“托派第四国际”从未停止
过对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的批判，但斯大林毕竟是列宁逝世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在
他领导苏联近三十年的过程中，苏联不仅实现了工业化，而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强国，粉碎了法
西斯德国妄图铲除社会主义苏联的猖狂进攻，支援和推动了东欧和亚洲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使社会
主义国家的数量从一个国家发展到十多个国家。
他在实践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而在理论上，他在坚持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同时，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
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也是不能忽视的。
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
斯大林坚持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可能首先在一国或数国取得成功的理论，考证了“1917年，世
界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在俄国比在其他国家薄弱”，因而被无产阶级革命所突破的历史事实。
他认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规律，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是这种革命的先决条件的规律，是全世
界帝国主义国家革命运动的必然规律”。
但他进一步强调，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暴力革命已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
使命了。
他写道：“从前，通常都是说某一个发达的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认为这是个别的独立的自在的现
象，而以个别的民族的资本战线为敌方。
现在，这种观点已经不够了。
现在必须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个别的民族的资本战线已经变成所谓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整个链
条的各个环节，必须全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总战线来对抗这个世界帝国主义战线。
”在《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开端和前提》一文中，斯大林进一步发挥这一思想，认为“最有可能的
是，世界革命将经过许多新国家的无产者在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援助下用革命手段使这些国家脱
离帝国主义国家体系的道路发展起来”。
而第一个获得胜利的国家将按照列宁关于“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的教导，成为“进一
步扩展世界革命的基地”，成为“进一步瓦解帝国主义的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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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魅力》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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