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疫情时期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与中国机遇
−基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视角

杨小勇 ， 吴宇轩
（同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092）

摘   要： 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将导致后疫情时期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在马

克思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固有现象。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新自由主

义、经济全球化、金融化等经济发展模式的洗礼下，资本主义固有矛盾进一步激化，当出现新冠肺炎疫

情这种破坏力极强的外生冲击的时候，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迅速陷入经济衰退之中。新冠肺炎疫情

与此次经济衰退之间存在直接联系，但不存在必然联系，在同样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国能凭借社

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迅速控制疫情，并成为目前唯一复苏的主要经济体。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能对此

作出科学解释。在后疫情时期，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进一步发挥，世界经济的复苏将对中国经

济产生依赖，这将为我国的国际融资、产业升级、消费复苏以及数字经济等领域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我

国应制定针对性政策，以此来化危为机，实现“六稳六保”的重要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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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新冠肺炎疫情自2020年初爆发以来已过去一年多时间，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各国由于防疫措施的差异，受到疫情影响的程度也有较大的不同。那么，该如何看待新冠

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这种影响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契机还是挑战？针对这些问题，学

术界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探讨。朱青（2020）认为，疫情将对我国的整体就业以及中小企业的平稳

运行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国家应出台相应的财税政策纾解企业困难。王震（2020）从就业保护与

社会保障的角度出发，认为“稳就业”的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应当精准锚定目标对象，同时提升治

理效能。刘志彪（2020）重点论述了疫情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冲击，并指出防控疫情在中长期内可

能会对中小民营企业、市场结构、供应链生态、经济中期走势造成重大打击。廖茂林和张明源

（2020）的研究则着眼于疫情对我国总体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如果能够及时控制疫情，那么我

国后三个季度的经济将会有所好转，全年GDP增长不受太大影响。张杰（2020）重点论述了新冠

肺炎疫情对中美经贸关系可能产生的冲击，认为在当前的情境下，美国可能会利用中国处于

“脆弱”时期的机会，进一步遏制和围堵中国，损害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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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目前学术界有关疫情影响的经济研究从财税政策、就业影响、产业链发展、国际

经贸关系等多个领域进行了翔实的理论阐述，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学术参考。不过，疫情

影响下的世界经济形势瞬息万变，我国由于率先实现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有效控制，成为第一个

复苏的世界主要经济体，让我国具备了优于其他国家的先发优势。本文将从我国防控新冠肺炎

疫情取得决定性成果至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消失、全球经济摆脱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之间的这

段时期称为“后疫情时期”。目前看来，分析这一时期疫情的经济影响的现实前提与疫情初期已

有很大不同，具有新的理论研究价值。此外，对后疫情时期经济影响的分析不应忽视社会经济

制度因素。从世界各国抗疫的效果来看，我国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基本走出疫情危

机，而部分资本主义国家仍旧处于疫情蔓延的时期。可见，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不仅与外生性

因素有关，同时也与资本主义的内生性矛盾密不可分。现有文献对疫情危机的分析大部分基于

西方经济学视角，缺乏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进行的研究。同时，现有研究中对于疫情

危机产生经济衰退的历史性和趋势性分析还有所欠缺。

本文试图运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后疫情时期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进行分析，同时，将

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相结合，研判后疫情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趋势，进而论述我国经济发

展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世界经济格局

（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遭受重创

首先，西方国家疫情反复波动，经济复苏步履缓慢。回顾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疫情蔓延

过程，可以发现其新增确诊病例呈现一条清晰的U形曲线。经历了疫情初期严格的封城与隔离

措施之后，2020年6月份各国疫情形势均有所好转。然而，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在没有完全控

制疫情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纷纷迫不及待地重启经济，开始了复工复产。由于防控措施不到

位，之后疫情开始反弹。目前，欧洲的主要国家如英法德新增确诊人数屡创新高，美国疫情依

然呈现扩散态势。截至北京时间2020年12月26日，美国累计确诊新冠病例1900万例，累计死亡

超过33万例，依然是世界上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甚至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夫人均

已感染，白宫已出现多起聚集性感染
①

。之前的疫情冲击已经对经济发展造成重创，据统计，

2020年前三季度英国GDP同比缩减11.9%，法国前三季度GDP同比下滑9.5%，西班牙前三季度

GDP同比下滑11.5%②
。同时，2020年第二季度美国GDP实际下滑9%，2020年前三季度美国GDP

实际萎缩3.8%③
。目前，西方国家的经济在重创之下已经难以承受再次封闭的打击，控制疫情与

保护经济的矛盾难以协调，未来复苏之路遥遥无期。

其次，此次疫情冲击波及范围广，对经济的破坏力巨大，影响深远。目前，西方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的经济均以服务业为主体，在此次疫情冲击中遭受重创，并且影响不会在短期消失。以

此次疫情中受创最严重的旅游业为例：据欧盟的估计，2020年旅游业的损失将高达70%，并很

可能成为最后复苏的经济部门
④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尽管一些国家较好地控制了疫情，

但由于经济链条的传导，同样经历了经济衰退。例如，虽然日本疫情防控形势好于其他资本主

义国家，但是由于旅游及出口两大经济支柱均遭受毁灭性打击，依然陷入经济衰退的泥沼。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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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2020年1–8月，日本已有超过35 000家企业倒闭或破产，国内失业人口激增。根据已经发布

的数据，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2020年前三季度实际缩减达到6%①
。为了挽救经济，西方国

家普遍采取了激进的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这些措施不但让这些国家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

而且将导致下一轮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大大提高。

（二）主要发展中国家长期经济走势呈现不确定性

目前，除了美国之外，印度、巴西、俄罗斯是全球确诊人数前四位的国家。总体而言，俄罗斯

的疫情已经有明显放缓的趋势，而印度和巴西的疫情还远未看到拐点。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这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薄弱，政府治理能力不足，医疗设施短缺，未来的疫情防控与经济发

展前景更加不容乐观。对于我国而言，俄罗斯和印度是与我国领土接壤的国家，同时也是重要

的贸易伙伴。巴西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进口国之一，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2019年中国自

巴西进口的大豆占总进口的59.64%②
。因此，要特别警惕目前疫情在这些国家蔓延对我国粮食

安全、能源安全以及经济发展的影响。

与发达国家做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的“选择题”不同，这些国家既没能有效控制疫情，同时

又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疫情蔓延将直接影响各经济体内部的生产要素供给，进而影响经济的

正常运转，同时民众对疫情的恐惧和收入的减少会大大降低消费预期。除此之外，疫情防控措

施如封城又直接造成许多企业破产和大量失业，过度依赖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导致抗风险能

力严重不足，这些因素同时叠加将引发这些国家长期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③

巴西2020年第三

季度出口环比下降 2.1%，进口环比则大幅下跌9.6%，2020年1–9月GDP同比下跌5%。
④

（三）我国已经基本步入经济复苏的轨道

首先，我国的经济复苏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复苏。尽管仍然受到疫情的影响，但是各行各业

都呈现平稳向好的发展趋势。从整体指标来看，2020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增速由负转正，同比

增 长 0.7%， 是 全 世 界 唯 一 一 个 经 济 增 长 率 为 正 的 主 要 经 济 体 。 从 失 业 率 指 标 来 看 ， 2020年

7–11月我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5.7%、5.6%、5.4%、5.3%和5.2%，保持稳中向好的态势。从

消费指标来看，11月份我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增速相较于10月提高0.7个百

分点。与此同时，投资也在逐渐回暖，2020年1–11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提高2.6%，增幅比

1–10月提高  0.8个百分点。此外，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复苏，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7%，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11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8%，增速比上月

加快0.6个百  分点。与此同时，对外贸易也有所好转：2020年1–11月，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

增长1.8%。11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了7.8%，其中出口增长了14.9%⑤
。

其次，我国的经济复苏源于自身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广袤的国内市场，在未来有望继续保

持增长的势头。目前，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同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消

费市场。即使在当前世界产业链受疫情影响产生断裂、国际贸易受到重大影响的情况下，我国

依然能够凭借经济内循环维持自身经济的有效运转，实现经济复苏。在后疫情时期，随着世界

经济对中国经济依赖程度的加深，我国经济平稳向好的发展趋势有望持续。

总体而言，这场疫情危机已经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从产品市场来说，疫情蔓延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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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失业率升高，收入减少，进而引发消费萎缩，导致再生产无法顺利进行。从金融市场来看，

疫情扩散引发市场恐慌，资本外逃。另外，长期的生产停滞和金融紊乱必然会削弱一国的进出

口贸易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同时影响该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份额。由于世界各国

防疫成果的巨大差异，当下的世界经济格局与疫情爆发初期相比有了较大的改变。应对疫情不

力的国家可能会陷入较长时间的经济衰退之中，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必然有所下降。相

反，能够早日控制疫情的国家将会率先迎来经济复苏，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也将有所

提高。

三、  理论分析

本次疫情对各国经济形成强大的外生性冲击，它对世界经济体系造成的巨大打击与马克

思经济危机理论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内生性矛盾密不可分。因此，为了全面分析此次疫情危

机造成的经济衰退的成因和影响，同时分析后疫情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本文引入马

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进行分析。

（一）20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轨迹

为了说明疫情发生时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的内生性矛盾，有必要对20世纪70年代之后资本

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加以梳理。从历史逻辑可以发现，资本主义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不

同阶段：首先是倡导自由贸易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之后，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扩大，工业资

本和商业资本相结合，在20世纪初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国家垄断

资本主义兴起。1973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滞涨”危机，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新的经济发

展模式。目前看来，新自由主义兼有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部分特质，对资本主义政

治经济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的趋势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

张，它们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一起构成70年代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典型的三大特征。

20世纪70年代，面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滞涨”型经济危机，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

的西方经济学家将问题归咎于凯恩斯主义长期以来奉行政府干预经济的后遗症，主张回归自

由资本主义的传统做法，大肆宣扬“经济松绑”“企业私有”“减少政府干预”等经济举措，他们的

观点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和英国主导下，新自由主义理论形成了一套系统性的经济运

行方式、政治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新自由主义以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为核心，主要措施包

括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放松金融管制以及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减少社会福利支出、强化资

本对劳动的支配权、倡导社会服务和企业部门的私有化等。对于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实质，大卫•哈

维曾有过精辟的概括：“（这种国家机器）其根本任务是为国内外资本的高盈利资本积累创造种

种条件……这种国家所体现的自由，反映的是私人财产所有者的利益、企业利益、跨国公司的

利益、金融资本的利益。”①
可见，新自由主义制度的本质仍旧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

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制度框架下的政府放松资本管制、倡导自由贸易等举措助长了经济

全球化和金融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是一组相互联结的范畴，二者互为

条件且同时进行。20世纪70年代末，为了解决资本过剩、利润率下滑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选择

了两种不同的应对之策。第一种是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从商品输出变为资本输出，在全

球范围内攫取更多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资本投资等方式，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

力和自然资源投资设厂，将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外包。发达国家本土的部门总部凭借技术、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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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产权等优势以及资本的所有权参与剩余价值的分割，获取的利润通过货币形式回流本国。

西方国家通过资本扩张将发展中国家彻底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实现“经济全球化”。第二

种是将多余的资本投入金融市场中，通过资本运作实现增殖。英国学者本•法因（2019）指出，

“金融化是指虚拟资本在深度和广度上的积累，即生息资本在资本积累中的范围增加和程度提

高。”金融资本在经济各个领域大肆扩张，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逐步掌握了全世界的经济

命脉（鲁品越和姚黎明，2019）。随着经济金融化的发展，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发

生 了 巨 大 变 化 ： 1991年 美 国 、 英 国 、 德 国 、 日 本 服 务 业 就 业 人 员 占 就 业 总 数 的 比 重 分 别 为

72.07%、67.48%、58.93%、58.68%，而2018年四个国家的服务业就业比例分别增长到78.76%、

80.8%、71.41%、72.08%①
。金融化的过程同时是“去工业化”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兴

起“股东价值运动”，通过股权激励等方式，将企业CEO等高管的薪酬激励与股价牢牢绑定。企

业获取的利润不再投入再生产，而是通过企业并购、股份回购等方式不断推高股价来牟利。同

时，为了解决劳动者消费不足的问题，信用经济不断发展。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为消费者提供

各种类型的信用贷款刺激消费，以缓解资本主义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最终，发达国家

的资本结构彻底趋于虚拟化，国家的经济命脉、企业的主要资本和家庭的主要资产配置基本都

聚集在证券市场之中。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指出，价值就

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纯粹的流通环节不能产生价值。同时，他也明确地指出了金融市

场与实体经济脱离的倾向：“所有这些证券实际上都只是代表已积累的对于未来生产的索取权

或权利证书，它们的货币价值或资本价值，或者像国债那样不代表任何资本，或者完全不决定

于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②
在马克思看来，金融证券天生就具有投机的性质，它们的

价格波动是由预期的未来收入决定的。同时，生息资本并未创造新价值，货币资本家得到的剩

余价值是通过向产业资本家让渡资本使用权而获得。因此，在当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

以金融行业为代表的非生产性行业过度膨胀，并持续与实体经济抢夺资源，这将导致生产的价

值进一步减少，最终威胁到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20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发展的上述历史轨迹，致使疫情发生之时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

部存在三重矛盾：首先，全球化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

展，国内生产演变为全球产业链生产，分工的层级和深度大为加深，受到剥削的工人数量显著

增加，工人遭到产业资本家和货币资本家的双重剥削。同时，在金融化趋势下，由于可以借贷

消费，工人被剥夺的程度大大加深，国内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其次，社会化公共服务与私人

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在新自由主义的主导下，西方国家的国有资本逐渐从教育、医疗、基础

设施等公共服务领域退出。这些行业原有的公益性、服务性特征逐渐消失，最终沦为私人垄断

资本牟利的工具，损害大众利益。最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虚拟经济完全脱离

实体经济空转，并与实体经济抢夺资源。资本主义的生产从来都不是为了生产使用价值，而是

为了实现资本增殖和吮吸利润。因此，在新自由主义的支配下，资本倾向于从实体经济的再生

产过程中退出，转而进入金融市场牟取暴利。在这种趋势主导下，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出现了明

显的产业“空心化”特征，实体经济不断萎缩。尽管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的倾向进一步加强，

却又无法彻底脱离实体经济。虚拟经济本身并不能创造财富，只有实体经济的发展才能真正推

动一国的生产力进步。如果虚拟经济过分膨胀，将会使国民经济的泡沫和风险不断增加，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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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御危机的能力不断下降。

（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于疫情危机下经济衰退的解释

既然在疫情爆发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就存在上述内生性矛盾，那么疫情的到来对资本主

义经济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为了解释这一问题，有必要先回顾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

基本原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论述散见于多本著作之中，从不同角度剖析了资本

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他认为，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

制度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必将导致生产过剩，最终产生危机。从供给侧来看，这一矛盾导致

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的实际生产的各种产品的比例偏离由生产社会化决定的应该生

产的各种产品的比例，使不同产业部门之间比例失衡成为常态，最终导致生产过剩，形成经济

危机。从需求侧来看，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导致资本主义企业一方面不断加强对工人

的剥削，另一方面不断进行资本积累，造成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进而造成相对过剩人口，导致

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最终导致社会再生产因消费不足而形成的生产过剩。为了应对危机，资本

家不得不减少生产使供需平衡。等到社会经济秩序重新步入正轨后，资本家又会在利润驱动下

进行固定资本投资，盲目扩大生产，从而进入新一轮的经济周期。以上便是马克思经济危机理

论的主要逻辑。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相比，其本质区别在于：马克思是从根本

制度上分析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实质，并把经济危机视为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的固有现

象（胡莹，2015）。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中出现的短暂“繁荣”，只是危机风暴的前兆而

已。政府和企业采取的应对危机的措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弊端。与之相

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要么认为危机根本就不存在，要么认为所谓危机只不过是经济偏离均衡

状态的偶然表现，均否认其产生的必然性。在古典经济学家中，李嘉图认为“不存在普遍过剩的

可能性”，萨伊提出“供给将创造需求”，否认经济危机的存在。而凯恩斯虽然否定了萨伊定律，

但是他认为经济波动主要源于人们的心理因素（例如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导致人们不愿消费）。

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如哈耶克将危机主要归咎于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而造成的资源错配。

由此可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主要将危机归咎于制度之外的因素，导致他们对经济危机开出的

药方也与马克思完全不同。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暴力革命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施社会

主义公有制，才能最终彻底消除经济危机。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主要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

对经济政策进行局部修正，例如，凯恩斯主义倡导政府对经济实施有效干预，扩大有效需求以

推 动 经 济 复 苏 ； 新 自 由 主 义 主 张 国 家 放 松 对 经 济 的 控 制 ， 由 市 场 机 制 来 实 现 资 源 的 有 效

配置。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和根源，那么，该如何分析此次

疫情危机下的经济衰退呢？对此，可以明确的是，此轮经济衰退的直接起因是疫情扩散引起的

经济暂停。疫情初期，为了控制疫情，多国政府采取了严格的“居家令”和“隔离令”，暂停大部分

经济活动。由此，生产和消费同时缩减，部分企业受到重创，不得不通过裁员等手段控制成本。

很多劳动者失业，从而失去了直接收入来源。由于经济全球化，产业链分布于世界各地，所以

尽管疫情对各国的影响程度不一，但是全球产业链发生中断，国际贸易受到重创。此时，金融

市场出现恐慌性抛售，导致股市和债市暴跌。随着部分国家疫情逐步得到控制，经济进入逐步

解封的第二阶段。此时，生产逐步恢复，但消费不足仍然存在。许多劳动者由于第一阶段的失

业而导致收入来源中断，同时由于长期借贷消费而无新增收入周转。因此，人们消费欲望普遍

下降。同时，由于疫情仍在部分国家蔓延，产业链无法彻底恢复，制造商因为缺乏订单无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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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加之社会消费不足导致再生产过程再次中断。此时，实体经济缺乏投资机会，而金融市场

脱离实体经济存在牟利可能，因此国家释放出的流动性可能会被资本家重新投入金融市场获

取利润，从而不利于实体经济复苏。等到进入第三阶段，部分国家的疫情防控态势进一步好

转，国内经济活动逐步恢复，国内失业率逐步下降，劳动者的消费信心逐渐恢复。同时，产业链

的调整逐渐完成，国际贸易形势好转。最终，在彻底控制疫情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复苏。

以上分析的是此次经济衰退产生与演变的全过程。那么，内生因素（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与

外生因素冲击（疫情冲击）谁才是此次经济衰退的主导因素呢？如前文所述，在新自由主义、全

球化、金融化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存在三重矛盾，这些内在矛盾才是造成经济衰退的

本质原因。第一，全球化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由于资本倾向于全球化配置，

导致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失业人口激增，而资本家的财富却成倍扩张，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为

了缓解生产过剩的困局，借贷消费大行其道，工人被剥夺得更彻底了。所以，当疫情导致生产

中断，广大无产阶级失去收入来源，立刻陷入生存危机之中。可见此时的消费不足并不是源于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而是来源于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导致工人的购买力下降。第二，社会化公共

服务与私人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在此次抗疫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的私人企业并未彻底贯彻

国家的抗疫方针，相反在价值规律的支配下，作出了大量背离大众公共利益的行为。例如，企

业截留公共医疗物资，转手以高价卖出。同时，医疗私有化导致出现“天价账单”，使得人们不

愿及时就医。这些情况都不利于早日控制疫情。第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如前

所述，在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的作用下，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命脉、企业与家庭的主要资产配

置，大多聚集在金融市场之中。当疫情袭来的时候，就产生了选择悖论。要救实体经济，就需要

先控制疫情，要将大量资金投放到医疗系统之中，同时要对企业进行大量补贴。这种办法要耗

费较长时间才能见效，同时金融市场可能在这段时间被恐慌击穿，这将危害到大资本家的利

益，并可能引发国民经济崩溃。相反，如果要救金融市场，那么投入医疗和实体经济的资源就

不够，可能引发疫情扩散和实体经济的大幅衰退。这就是美国在3月份面临的困局。显然，特朗

普政府选择了救金融市场，以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可以看到，美国富人在此次疫情

中非但没有遭受损失，大部分人的身价还因此暴涨。据统计，2020年3月中旬至5月中旬疫情封

锁期间，福布斯榜单上美国亿万富豪总资产猛增4 340亿美元，从2.948万亿美元增至3.382万亿

美元，增幅高达15%。其中，亚马逊的贝索斯财富增长346亿美元，Facebook的扎克伯格身价增长

了250亿美元
①

，而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却愈加恶化。

综上所述可知：此次西方国家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生性矛盾，疫情

因素只是起到了导火索与推波助澜的作用。与之相反，中国在同一时期不但有效控制了疫情，

而且经济已开始复苏，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不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内

生性矛盾。目前看来，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救市措施也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相反，疫情之

后下一次危机发生的概率进一步增加。例如，美国的救市措施导致国家背负了沉重的债务负

担，使得政策空间大幅缩小。同时由于向系统内注入了太多流动性，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不

断提高。由于医疗系统的私有化，疫情之后许多人背负了沉重的医疗费用，变得更加贫穷。由

于失业与疫情的双重打击，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更加激化。

（三）资本主义经济的可能变化趋势

目前，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深陷经济衰退的困局之中，后疫情时期的资本主义

经济将会呈现以下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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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新自由主义向规制资本主义
①

转变。根据积累的社会结构（SSA）理论，资本主义积累

结构通过稳定性和可预测性、高利润率、推动需求上升三种方式促进资本积累（大卫•科茨等，

2018）。一旦现有的积累结构无法提供持续的经济增长，那么资本主义就会倾向于转变经济的

积累结构。目前看来，当出现疫情这种外生性冲击的时候，经济已经无法自主回到供需平衡的

位置。人们因为感染病毒或恐惧疫情而不敢外出消费，即使已经削减了产能，经济仍然无法实

现供需平衡。因此，新自由主义的传统做法无法彻底应对危机，反而会让经济陷入长期停滞之

中。从当前经济形势看，短期内民众的消费信心难以恢复，对外贸易也受到重大打击，增加政

府投资成了唯一可行的办法。可以预计，为了早日走出衰退，越来越多的国家会摒弃传统的新

自由主义模式，向规制资本主义模式转变。因此，政府可能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周期内维持扩张

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运用经济刺激政策恢复市场信心，重振经济。然而，这些政策

既会对本国和世界的金融市场和贸易市场造成一系列的影响，也可能会给其他国家带来新的

发展机遇。

第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将不会停止。根据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应对

经济危机，可能会采取两种措施：第一种是削减生产、控制成本，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个

别劳动时间。第二种就是尽可能地扩大市场。马克思指出：“先前发生的每一次危机都把一些迄

今未被占领的市场或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被商业榨取过的市场卷入了世界贸易。”②
所以，基于

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判断，在内生性矛盾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为了早日走出经济衰退，资本主

义国家将会保持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扩张趋势，通过增加在全球市场的投资来缓解国内经济

危机。因此，尽管部分国家在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的裹胁下，奉行“逆全球化”战略，但是孤立

和封闭不会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主流，合作和互利才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普遍趋势，这是由资本

的本质所决定的。在未来全球经济格局中，全球化以及国际分工将会长期稳定存在，并将为后

疫情时期全球经济复苏作出重要贡献。但同时，传统经济格局将会重塑，支持全球化的国家将

会赢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反对全球化的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影响力将有所下降。

四、  我国的发展机遇及政策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与此次经济衰退之间存在直接联系，但不存在必然联系，更没有本质联系。

在同样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我国能凭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迅速控制疫情，并成为目

前唯一复苏的主要经济体。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指出：“危和机总是同生并

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机。”③
在此次疫情危机到来时，我国凭借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克服了“危”，资

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弊端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双重作用必将为我国创造“机”。可以预

见，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将会为我国在后疫情时期赢得重要的发

展机遇。

（一）发展机遇

第一，金融市场将迎来新的发展机会。目前，各国为应对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均采取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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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卫•科茨指出，资本主义存在两种模式的SSA（积累的社会结构），即自由主义与规制。在他看来，自由主义的SSA更加强

调市场力量在经济发展中的效能，而规制的SSA更加注重非市场机构（如政府和工会）在调节经济活动方面的积极作用。当前的

SSA是自由主义的，不过他认为规制的SSA将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速。参见大卫•科茨、迪彭卡•巴苏、朱安东、陈旸：《经济停滞与制

度结构》，《政治经济学季刊》2018年第1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页。

③ 来源：新华社，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 662 905 906 227 528 548&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2905906227528548&#38;wfr=spider&#38;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2905906227528548&#38;wfr=spider&#38;for=pc


度的量化宽松，包括执行“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货币政策，海量货币被投入资金池之中，出

现了世界范围内的资本过剩。这些措施将会直接影响这些国家主要货币的币值稳定和相应标

的资产的投资价值。相反，中国的金融市场保持相对稳定，随着中国经济的稳定复苏，中国的

有价证券（如国债等）仍然保持良好的投资收益。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不断提高，外资投

资中国证券市场的渠道愈加通畅。对于资本而言，“它（资本）自己的生命力只在于此；它只有

不断地自行倍增，才能保持自己成为不同于使用价值的自为的交换价值。”①
资本会在全世界范

围内搜寻合适的投资机会，实现自身增殖。因此，预计会有更多的外资流入中国金融市场，为

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亟需的资金支持。

第二，为我国产业链的有效升级赢得缓冲时间。中美之间旷日持久的贸易战，暴露了我国

在核心技术方面存在缺失的问题。美国加紧对我国进行经济制裁和技术封锁，试图彻底遏止我

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步伐。然而，此次疫情危机的爆发，为中美贸易战增添了新的不确定因

素。随着经济格局的变化，一些国家疫情蔓延导致产业链断裂，大量跨国企业被迫暂停将“产业

链搬离中国”，相反，它们对中国产业链的依赖程度还有所上升。例如根据美国高盛公司的报

告，疫情期间大多数跨国公司反而开足马力扩大在中国的生产
②

。另据路透社的报道，在2020年

9月份有超过3 500家美国企业起诉美国政府加征中国关税
③

。对我国而言，后疫情时期是进行科

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的一个难得的战略缓冲期。在这段时期，国内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广袤的

世界市场和国内市场，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同时提升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国家一方面应当

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另一方面可以依托市场规模培育立足于国内

的新的产业链分工体系，最终彻底摆脱贸易战和技术封锁的桎梏。

第三，数字经济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由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我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

的话语权不断增加，这对于我国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壮大将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在

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广袤的国内市场将有助于孵化出技术更先进、实力更强的互联网企业。疫

情发生之前，我国的数字经济已经处于一个快速上升的时期：2019年，以新业态形式出现的平

台企业员工数已经达到了623万人，比上年增长了4.2%；平台带动的就业人数约为7 800万人，同

比增长4%④
。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3万亿元，名义增长20.9%，占GDP比重为34.8%⑤

。

而在疫情发生之后，数字经济在拉动经济增长、减少疫情影响等方面更是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

用，一些传统意义上的线下行业也纷纷启动了数字化转型。比如部分医院开展了“远程医疗”的

尝试，各地政府依托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型数字技术，应用尖端科技为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赋能，制造业通过将工业物联网、人工智能、远程办公等模式引入生产之

中，缓解了人力资源供应不足以及产业链上下游衔接不畅等问题，精准地匹配了原料商、制造

商、零售商等链条上各个节点的不同需求。可以预见，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新格局下，数字经

济将有益于我国持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改善我国的产业结构，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第四，国内消费复苏迎来光明的发展前景。据统计，2019年消费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率

为57.8%，而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仅为11%⑥
，消费已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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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页。

② 来源：参考消息网，http://www.cankaoxiaoxi.com/finance/20 200 913/2420495.shtml。

③ 来源：参考消息网，http://www.cankaoxiaoxi.com/finance/20 200 927/2421498.shtml。

④ 来源：澎拜网，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 763 374。

⑤ 数据来自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

⑥ 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 002/t20200228_1728913.html。

http://www.cankaoxiaoxi.com/finance/20200913/2420495.shtml
http://www.cankaoxiaoxi.com/finance/20200913/2420495.shtml
http://www.cankaoxiaoxi.com/finance/20200927/2421498.shtml
http://www.cankaoxiaoxi.com/finance/20200927/2421498.shtml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763374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2/t20200228_1728913.html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2/t20200228_1728913.html


擎。鉴于目前世界各国隔离停航的实际情况，旅游、教育、购物等消费需求可能会发生大规模

转移。据统计，2018年我国公民全年出境旅游人数达到1.48亿人次，同比增长14.7%，出国旅游花

费位居世界第一，高达2 773亿美元
①

。同时，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的行业分析，当前留学后市场

规模约3 000亿元，占整个留学服务产业消费的70%②
。鉴于目前部分境外国家与地区动荡的政

治经济局势和迟迟不能控制疫情的局面，人们可能会对原本的消费计划进行调整，很多消费会

转向国内。并且，这种需求上的冲击可能是长期性的，短期内国外消费会因为直接的停航等措

施而被迫停滞；长期来看，部分国家在此次抗疫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管理紊乱、治理能力较差、

种族歧视、阶级矛盾尖锐等负面影响会对我国国内消费者产生巨大的冲击。其中，国外服务业

的消费将首当其冲，而国内服务业很可能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二）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理论和现实分析，结合目前国家提出的“六稳六保”战略部署，特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构建稳定有序的金融新业态。增强金融风险的管理能力，强化对国内外金融市场的

风险预警。搭建完备的金融风险处理制度框架，完善风险对冲工具，控制风险敞口。加强金融

业的法律法规建设，规范市场秩序，打击投机倒把的套利者。把金融服务业与大数据、人工智

能、云计算等新技术结合起来，强化线上服务能力，构建数字金融新业态。着力培育更多新型

金融人才，增强金融服务能力。同时，创新金融市场机制，引导金融活水流向我国亟需资金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中小微企业，坚决避免出现金融市场脱离实体经济空转的现象。

第二，“内外结合”保障产业链稳定。对外加深与欧盟以及日韩的合作，尤其是强化中日韩

自贸区建设以及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联系。对外投资要强化对中上游原材料、关键零

部件企业的实际控制。对内要着力构建以东部地区为龙头、中西部地区为两翼的国内新型产业

链集群，发掘不同区域之间的比较优势，强化基于产业链分工的经贸联系（刘志彪，2020）。同

时，将产业链的发展与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结合起来，以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

第三，加强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核心技术攻关。增加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核心技术的研发经费

投入及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包括芯片制造、信息技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原创

性研究，为我国数字经济提供“国产化”的科技支撑和安全保障，摆脱掌握核心技术的发达国家

在数字经济领域对我国“卡脖子”造成的危害。同时，要加强全民数字技术应用能力的培训，提

升全民数字化素养，提高全民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消费能力和水平。另外，要加强政府在数字经

济领域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加强数字经济领域的立法和执法，不断优化数字经济的发

展环境。

第四，多措并举维护就业平稳。政府平稳推进复工复产，同时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的

效能，通过发行债券、减税降费等措施减轻企业负担。企业对部分就业人员采取留岗留薪补助

的帮扶办法。同时金融机构对部分经营困难的企业和个人实行续贷、延期支付等举措来保障就

业。另外，增强就业政策的靶向性（王震，2020），转变传统的职工劳动保障模式为全民劳动保障

模式，同时发动社会组织的力量，令所有劳动者都能享受国家的就业优惠政策。

第五，供给端和需求端双端发力，共同刺激消费复苏。供给端进一步改善服务质量，提升服

务效能。政府部门应联同社会组织共同发力，增强政府公共投资，制定行业标准，严格规范消

费市场秩序。同时，着力发展新型服务业，引入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发展线

上娱乐、网络教育、远程购物等新模式，激发消费欲望。加强公共卫生支出，强化公共卫生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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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自中国产业信息网发布的《2019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的发展及2020年出境旅游市场分析》。

② 数据来自中国产业信息网发布的《2019年中国留学行业发展现状及2020年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管理机制，与新兴科学技术相结合，构建人民满意的现代医疗服务业。需求端通过减税降费以

及财政补贴等方式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同时还可以在短期内放宽部分政策限制，刺激居民

的消费意愿。例如，可以在一些地区适当放松汽车限购的政策以刺激汽车工业的需求。

第六，积极参与构建更为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在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国应在

国际舞台上展现负责任的大国风范，积极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同时，我国应积极参与全球治

理体系框架的构建，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在世界多边框架体系之中倡导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倡导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倡导环境友好、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与

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共同振兴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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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of World Economic Pattern and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China in the Post Epidemic

Peri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Economic
Crisis Theory

Yang Xiaoyong,  Wu Yuxuan
( School of Marxism，Tongji University，Shanghai 200092，China )

Summary: The global economic recession caused by the new epidemic situation will lead to

great  changes  in  the  world  economic  pattern  in  the  post  epidemic  period：The  economy  of

Western  developed capitalist  countries  has  been severely  damaged，and the  long-term economic

trend  of  major  developing  countries  is  uncertain.  China  has  basically  entered  the  track  of

economic  recovery.  The  huge  blow  to  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  caused  by  this  epidemic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ndogenous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t  economy.  In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political  economy，economic  crisis  is  an  inherent  phenomenon  that  capitalism  cannot

overcome.  After  the  1970s，under  the  baptism  of  new  liberalism，economic  globalization，

financialization and other economic development trends，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were further intensified.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19 epidemic，which was a devastating

第 1 期 后疫情时期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与中国机遇 13



exogenous impact，the major Western capitalist countries quickly fell into economic recession.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epidemic crisis，most Western developed capitalist countries have adopted

expansionary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ies，trying  to  restore  market  confidence  and  revive  the

economy  through  economic  stimulus  policies.  This  will  have  the  following  impact  on  the

capitalist economy in the post epidemic period：The transition from Neo liberalism to regulatory

capitalism，and the reshaping of the traditional  pattern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will not disappear in a short period，and countries that are not in a good position to

deal  with the epidemic situation may fall  into a long-term economic recession.  The epidemic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economic  recession，but  not  necessarily.  Under  the  same  impact  of  the

epidemic，China  can  quickly  control  the  epidemic  by  virtue  of  the  superiority  of  the  socialist

system，and become the only major economy recovering at present.  Marx’s theory of economic

crisis  can give a  scientific  explanation.  In the post  epidemic period，with the further  exertion of

the  advantages  of  China’s  socialist  system，the  recovery  of  the  world  economy  will  depend  on

China’s economy，which will bring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to China：The continuously

optimized business environment is conducive to absorbing more international risk aversion funds，

the increasing economic anti-risk ability in the post epidemic period will boost China’s industrial

upgrading，domestic  consumption  recovery  ushers  in  bright  development  prospects，and  digital

economy will become a new economic growth point. In order to grasp these opportunities，China

should  take  the  following  measures：Build  a  stable  and  orderly  new financial  format，ensure  the

stability  of  the  industrial  chain，strengthen  the  key  technologies  related  to  digital  economy，

stimulate supply side and demand side jointly to help the recovery of consumption，take multiple

measures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employment，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re effectiv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Key words: post epidemic period; world economy situation; Marx’s theory of economic

crisis;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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