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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美国、欧盟（包括它成立之前的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家）和日本这三大经济体为主要分
析对象，阐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从1945年到2005年由长期繁荣到长期衰退的演变过程。
《全球动荡的经济学》既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也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它以大量数据和极为
详细的资料为基础，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之间的竞争和发展态势进行了深入研究。
作者认为，当前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在于过去30年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活力的持续下降，这一趋势跨越
各个经济周期一直延续至今。
资本积累与总需求长期衰弱的根源在于整个经济体系资本回报率严重而无可挽回地下降，其原因主要
是全球制造业生产能力的持续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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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当代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
现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教授，社会理论与比较历史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著作有《商人与革命》（1985）、《繁荣与泡沫：全球视角中的美国经济》（2002）、《全球动
荡的经济学》（2005）等。
布伦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也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十分活跃的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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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对制造业在制度层面推动过度供给在近些年已经由于中国国内的过剩产能的增长而被放大。
在2005年，中国固定投资估计上升到GDP的46%，超过了日本和韩国甚至是处在它们发展动力的顶点
的投资比例。
中国固定投资（以市场汇率计算）在2005年在前三季度以年度来计算几乎达到1.1万亿美元，高于美国
以年度计算的总额为9870亿美元的水平，高于日本总额为7330亿美元的水平，也高于欧元区总额6510
亿美元的水平。
这些异乎寻常的投资数据是使人回想起20世纪90年代早期东亚经济的情况，当时它们的资本积累像中
国一样由于低估的汇率和全球范围内的宽松信贷政策而大幅上升，也超过了主要的经济国家——不久
产生了过剩产能和地区性与国际性的经济危机。
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它意味着不仅在对中国而且在对世界经济的价格和利润率产生更大的向下的
压力，在进入周期性扩张的四年里，这种压力也表明不能充分恢复投资和就业岗位创造。
如果中国的资本积累和随后的增长减速——以应对过剩的投资、国内利润率下降和（或）紧缩的国内
信贷——结果是中国的进口下降，对日本和东亚生产商形成新的压力，因为它们依赖于中国市场扩张
，同时随之产生的压力和风险迫使美国经常项目赤字进一步上升。
中国作为世界的发动机，也对世界经济安全产生若隐若现的威胁。
　　另一方面，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如印度等，因为资本存量的回报率仍然不令人满意，也因为实际
长期利率仍然很低，资本家和工人——富人或不是太富裕的人——倾向于用手里的经济剩余购买金融
资产，而不是购买生产性的资产。
当然，使这种趋势成为可能的条件就是不仅美联储降低短期利率，而且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机构
都降低短期利率。
欧洲中央银行被迫长期使利率保持低位以应对在2001-2004年间的欧元快速上升。
日本银行在2003-2004年从事的信用创造（credit creation）历史性地爆发出来，目的是使经济走出最近
的经济衰退。
这些努力在多年里将借贷的实际成本在制度层面上降到零以下——达到自70年代通货膨胀以来的最低
水平——甚至在今天，在美联储实施紧缩政策的一年半以后，货币的实际成本并没有上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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