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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以金融为切入点,从权力的生产和消耗方式入手,探

讨霸权是否衰落、为什么衰落等问题。大多数的文献认为金融是霸权的坚

实基础,而本文认为金融也可能有损于霸权,成为霸权衰落的内生原因。金

融分别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上依照国家与市场的两种逻辑对霸权产生联

动效应。按照霸权护持的目的进行推断,金融应该是受国家逻辑驱动的,要

生产权力资源,维系影响力;而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中,金融追求利益,遵循的

却是市场逻辑。一旦国家的逻辑与市场的逻辑之间的相对稳定平衡被打

破,金融就可能损害霸权稳定的国家权力基础,破坏权力的生产机制,乃至

消耗霸权并导致其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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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随着保护主义思潮泛滥、贸易壁垒涌现、贸易战阴霾笼罩,经济全

球化进程看似遭受重挫。这些变动在当下美国政坛上尤为明显,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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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明显,核心博弈方是金融派和民粹派。① 金融派支持全球化,代表资本

自由派;民粹派反对全球化,要求对不受约束的资本加以约束。随着金融派

及其主张的超级全球化相对失势,美国的内外政策趋向于保护主义。在经

济上,自由主义收缩,主张经济民族主义;在外交上,以“退出外交”为代表,

反对不利己的多边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美国以往倡导的自由主义

霸权治理理念和行为传统。作为霸权国的美国似乎失去了对自由主义世界

秩序抑或全球化走势的掌控力,做出了以上反常举动。

其实,美国国内长期以来就对霸权护持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是

要求维持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护持霸权②,以稳健、熟悉全球秩序和游戏规则、

呼吁金融自由化、支持全球化的金融派为代表;二是要求关注国内事务、对

外强硬,减少霸权的外部消耗③,具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

这两种态度相互博弈,在不同历史阶段力量此消彼长,塑造出各不相同的美

国对外政策特征。在美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孤立主义,后又被历史冲淡。

现阶段,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霸权护持态度博弈的阶段性结果是强硬派暂时

胜出,美国国内将对霸权衰落的不满情绪发泄到金融派身上,并对其执政理

念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搁置。那么,美国金融派代表的金融因素与美国霸权

①

②

③

特朗普政府内部的派系也是相当复杂的,主要包括:以班农(Steve
 

Bannon)、罗
斯(Wilbur

 

Ross)、纳瓦罗(Peter
 

Navarro)和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为代表的民粹

派或称鹰派、强硬派,他们坚定反对经济全球化,反对美国维持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不同

意继续支 付 高 额 治 理 成 本;强 调 干 预 与 执 行 力 的 军 方 派,以 麦 克 马 斯 特(Herbert
 

McMaster)和马蒂斯(James
 

Mattis)为代表;较为稳健的高盛金融帮,以姆努钦(Steven
 

Mnuchin)、科恩(Gary
 

Cohn)为代表,他们相对来说更赞成全球化,希望通过参与国际事

务,维持美国国际影响力,而且他们熟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等经济治理

规则,行事风格稳健而中性。高盛派的科恩并不支持特朗普的“退出外交”,曾多次劝阻

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但未果。此外,科恩主张金融去监管、推动全球贸易,因此并不

赞成贸易鹰派主张的严苛关税,这也与特朗普现阶段的主导政见不一致。另外一支处于

中间派的力量是以伊万卡(Ivanka
 

Trump)、库什纳(Jared
 

Kushner)为代表的亲友派,他
们无所谓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进与退,关心的是特朗普的执政稳定,同时因具有和特朗

普一样的经商背景,较看重商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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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究竟有何关系,作用机制如何?

我们有必要捋顺纷繁复杂事实背后的基本逻辑脉络,从问题的根本上

去回答霸权的权力生产方式和消耗方式是什么,进而厘清金融派代表的金

融力量与美国霸权之间的作用机制。这有助于准确理解当下美国霸权护持

的手段,及其将把美国和世界秩序带向何方,避免战略误判。本文假设在霸

权护持的目的下,金融应该是国家逻辑为主,主要行为体是国家,追求的是

权力;而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中,金融遵循市场逻辑,主要行为体是资本、企

业、利益集团乃至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追求的是利益,甚至在某些情境下

超越国家逻辑成为霸权国行为的主导驱动。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矛盾竞争

关系,市场驱动的金融可能损害稳定霸权的国家权力基础。本文要探讨的

恰恰是国家与市场两种逻辑驱动下的金融与霸权(衰落)之间的作用机制。

在历史的长河中,由于主客观条件的改变,影响霸权兴衰的主要变量以及金

融之于霸权兴衰的影响机制也随之改变。本文仅关注二战后至2017年特朗

普当选这个时间段内的美国霸权的兴衰。

一、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金融之于霸权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大多数文献认为,金融权力是霸权

的坚实基础。① 然而,本文研究发现,霸权与金融之间的关系是“成也金融,

败也金融”———金融既内生于霸权,又能消耗霸权,即“金融与霸权的悖论”。

金融在什么情况下又是如何从霸权的“奠基者”转化为“掘墓人”的呢? 这正

是本文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涉及众多变量、层次和行为主体,且彼此之间的

作用机制错综复杂。

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将搭建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当然,

该框架的理论价值与实践应用价值还有待后续研究予以检验。本文借助国

际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两种逻辑来探讨金融与霸权衰落的关系,即市场逻

① Reed,
 

Howard
 

Curtis,
 

“Financial
 

Center
 

Hegemony,
 

Interest
 

Rates,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Banking
 

and
 

Financial
 

Center,
 

Dordrecht:
 

Springer,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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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与国家逻辑。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弥合了经济原则和现实国际政治

之间的差异:经济学更认同市场逻辑,讲求通过有限配置资源,最大限度地

追逐利益;而政治学注重国家逻辑,追求和管理公共秩序。相应的,两类权

力来源分别是经济权力(以市场为主要动力和基本逻辑)和政治权力(以国

家政府为主要动力和基本逻辑)。两种逻辑共享一个基本假定:市场与国家

都是理性行为体,以自身效益最大化为目的作出理性行为决策。

市场与国家逻辑的互动平衡构成了霸权的基础。正如《国家与市场:全

球经济的兴起》一书认为,英美两国霸权地位都是建立在确保国家有能力创

造和控制市场的基础之上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两者互动和塑造霸权

的路径不断演化②,影响力各有消长。

本文延续并发展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路

径③,明确政治和经济、国家和市场两类权力和权力逻辑的分野与互动,试图

进一步探讨霸权兴衰的内生作用机制。图1中,S为国家逻辑,M 为市场逻

辑。其中,金融、安全和生产属国家逻辑相关变量,而知识、生产与安全属市

场相关变量。在现实国际社会中,两类变量常有交叉,例如金融对国家而言

作用极为重要,知识结构和技术竞争力对国家和企业两类行为体来说也很

重要,但只有两类变量各司其职,图1中的天平才能处于平衡位置,趋近最优

均衡。④ 霸权国的权力体现在以上各因素的诸多方面,相应的,霸权衰落可

①

②

③

④

探讨市场与国家关系的不止国际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国家主

义和新国家主义的文献和历史事件中皆有揭示两者的互动关系。由于文章聚焦于两者

互动及与霸权之间的关系,采纳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更为契合。
赫尔曼·施瓦茨:《国家与市场:全球经济的兴起》(徐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

版社,2008年。
斯特兰奇关注了安全、金融、生产和知识四个结构性因素,本文不仅关注了四个

因素,而且以金融为起点观察了几个相关因素的联动效应及其对霸权国权力兴衰的影

响。参考: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杨宇光等译,北京:经
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

金融可以放大霸权国的权力,但霸权国并不能完全掌控金融、适度监管金融或

将金融平衡在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之间的“相对均衡点”上,这也是霸权衰落的内生性原

因。测量这个均衡点具有很大的难度,本文关注的重点并不在此,而是失衡的作用机制

和相应结果。这个均衡点究竟在哪里是另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选题。本文初步推断这个

均衡点指的是霸权国得自两者差额的边际收益率为正(需观察得自金融国家逻辑的收益率

减去得自金融市场逻辑的收益率的差额),但这个推论是否准确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金融与霸权关系的悖论 5    

图1 斯特兰奇分类与权力平衡机制图①

能表现为任何一种形式。国家与市场两种逻辑的目标并不相同,因此平衡

起来颇具难度:国家逻辑在国际层面追求维持霸权影响力、等级秩序,在国

内层面追求维持霸权国本身实力增长、维持国内秩序,具体包括提供安全保

障和维持经济社会稳定、政治支持率等;市场逻辑则最大限度地追求利益,

希望在世界市场配置资源,并不关心国内产业分布与财富再分配,在国际层

面不重视安全因素,支持经济全球化和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因此可能会淡化

国际秩序中的等级结构。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金融因素(不受约束的资本)逐渐发生

偏离,天平重心慢慢从国家一端向市场一端移动,这一因素(即国家对金融

的控制力)失控意味着国家失去对权力生产方式的主导,进而陷入权力失衡

的状态之中,霸权国就可能逐渐丧失维持霸权的能力。后文会具体阐释这

种失衡状态:维持霸权意味着国家对内要储备大量可以动用的金融资源,维

持生产与安全;对外要具备提供公共产品、维持国际秩序的能力,在维持等

级秩序、护持霸权的同时,保持系统的安全与稳定,维系霸权合法性的可置

信空间。否则,霸权的权力生产机制失灵,最终霸权就会衰落。

金融究竟是国家属性还是市场属性,霸权究竟是遵循国家逻辑还是市

场逻辑呢? 以埃里克·赫莱纳(Eric
 

Helleiner)为代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

认为,金融领域的复杂性和技术性本质使其具有一定的市场独立性,但金融

常常无法单纯依赖市场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金融全球化(市场行为)

实际上也需要政府监管和调控,也高度依赖政府的支持与参与。同时,金融

① 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杨宇光等译,北京:经济

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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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反过来影响政府政策的独立性,使政府无法诉诸有益本国的货币和金

融政策。① 不同于赫莱纳等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本文聚焦在研究金融与霸权

之间的关系上,但他们采用国际国内两个分析层次的做法依然颇具借鉴意

义。在国际国内两个层面上,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的矛盾互动共同决定霸

权的兴与衰。结合现实案例,支持经济全球化的美国金融派虽长期执掌美

国政坛,但他们也并没有明确回应这个问题。一方面,在国际层面,他们认

为金融和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是美国霸权的基础;另一方面,由于金融派对放

任资本市场行为的后果没有加以关心和重视,加之经济全球化导致国内收

入差距拉大等问题,国内普通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累积,霸权的悄悄褪去更

是使他们饱受质疑。因此,与之持相反政见的强硬派抬头,并为具有民粹主

义精神的特朗普当选积累了一定的政治基础。

如表1所示,金融具体指内生于美国霸权下却不受国界约束的资本,它

既是美国霸权的主要塑造者(国家逻辑S),又扮演了美国霸权瓦解者的角色

(市场逻辑 M)。特朗普获得支持率(A2)和成功当选恰恰是利用了普通大众

对不受约束的资本,即金融力量(B1),以及对经济全球化下国内财富分配不

均(B2)的憎恨。同时,美国既成霸权的基础(A1)正是经济全球化及其配套

的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制度体系。特朗普推行以“退出外交”为代表的对外

政策,撤换秉持自由主义、建制思想且支持全球化的“成熟派”,通过将国内

问题转嫁国外赢得国内政治支持,其结果却降低了美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信

誉度,有损于霸权合法性,致使霸权消耗。表1展示了市场与国家两种逻辑

关系,其中的矛盾互动是本文理解霸权衰落内生根源的重要依据。

全球化的逻辑是市场的,国际国内秩序的逻辑却往往是国家的。这两

种逻辑的错位与失衡是导致霸权消耗乃至衰落的内生原因。其中,兼任两

种角色、遵循两类逻辑、置身矛盾互动中的因素正是金融。金融的角色是双

重的,一方面包含资本逐利的私人部门利益,另一方面又包括了支撑霸权的

① Eric
 

Helleiner,
 

“Post-Globalization:
 

Is
 

the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Trend
 

Likely
 

to
 

be
 

Revised?”
 

in
 

Robert
 

Boyer
 

and
 

Daniel
 

Drache,
 

eds.,
 

States
 

against
 

Markets:
 

The
 

Limits
 

of
 

Globalization(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p.193-195;
 

Helleiner,
 

Eric,
 

“Explaining
 

the
 

Globalization
 

of
 

Financial
 

Markets:
 

Bringing
 

States
 

Back
 

I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2,
 

No.2,
 

1995,
 

pp.315-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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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

国际层面目标 国内层面目标 参与主体

国家逻辑

A1:权力驱动

维持霸权影响力、等级

秩序

A2:权力驱动

维持霸权国本身实力增长、
维持国内秩序(安全保障、经
济社会稳定、政治支持率)

国家

市场逻辑

B1:追逐利益

淡化秩序等级、不重视

安全因素、支持经济全球

化、自由主义世界秩序

B2:追逐利益

在世 界 市 场 进 行 资 源 配

置、本国制造业空心化、不
关心财富再分配

资本

(金融力量)

国家利益。如果市场的逻辑高于国家逻辑,就会导致类似图1中展示的霸权

失衡状态。我们在追溯失衡的过程中发现,霸权权力生产的金融渠道失灵

是霸权衰落的内生原因。为了解释上述逻辑失衡与转化渠道失灵的作用机

制,我们提出两个基本假设。

假设1:
 

在国内层面,当金融的市场逻辑高于国家逻辑,金融生产和放

大国家权力资源的能力下降,随着霸权消耗,天平失衡,霸权衰落。

假设2:
 

在国际层面,当金融的市场逻辑高于国家逻辑,金融减损了霸

权影响力,随着霸权消耗,天平失衡,霸权衰落。

二、
 

基本分析变量

(一)
 

作为结果变量的霸权衰落

  研究需要从结果维度回答霸权是否真的衰落了、怎么衰落、从何时何事

在何种程度上衰落、为什么衰落等相关问题。有学者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

崩溃标志着美国霸权的衰落;也有学者认为,只要美国在高技术领域和知识

经济内的绝对领先地位未变,加之既成国际制度持续发挥作用,就意味着美

国霸权并未被彻底动摇。①

①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译,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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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文献所分析的霸权衰落的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霸权

的自然衰落,如基欧汉认为,霸权维持世界秩序会带来自我消耗。霸权国为

维持世界秩序而创制了一套制度体系,并为维持秩序和既成制度提供公共

产品①,支付超额治理成本,从而使霸权消耗乃至衰落。这在以往表现为过

度军事扩张②,在现代表现为海外驻军等形式的实力消耗。此类消耗对霸权

而言是外生的。第二类是权力转移论。作为守成国的美国受到崛起国的实

力挑战,在力量的相对竞争中衰落。这种衰落可能带来权力转移,导致原有

秩序走向崩溃。权力转移理论强调霸权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实力上升对既成

秩序产生“破坏性”是霸权衰落的外生原因。③ 奥根斯基(A.F.Kenneth
 

Organski)认为,维持和平的最佳方式是保持霸权国家和弱势国家之间的实

力差距;秩序的挑战者往往是对秩序不满的弱势国家,而非强势国家。④ 第

三类认为国内分利集团是霸权护持的内部掣肘,例 如 奥 尔 森(Mancur
 

Olson)谈及国内利益集团阻滞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技术进步,成为国家兴

衰的内部动因。⑤ 与第三类原因相似,本文旨在探究霸权衰落的内生原因。

在研究之前,有必要明确作为本文结果变量的霸权衰落的工作定义。

既有文献中的霸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实力,表现为权力资源、权力

来源和权力形式,基欧汉总结的“基础性力量模型”的基本要素包括“一个国

家必须能够自由使用关键的原料,控制主要的资本来源,维持庞大的进口市

场,以及在高附加值商品的生产上拥有比较优势”⑥;二是影响力,即主导国

依赖权力资源,提供公共产品、维持秩序稳定、在某种程度上增进既成规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Charles
 

Poor
 

Kindleberger,
 

Power
 

and
 

Money
 

(New
 

York
 

and
 

London:
 

Basic
 

Books,
 

1970);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金德尔伯格:《经济霸权1550—1990》,高祖贵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03年,导
言第10页。

朱锋:《“权力转移”理论:霸权性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3期,第

37页。

Organsky,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Knopf,
 

1958),
 

Chapter
 

1.
奥尔森:《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李增刚译,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7年。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译,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9—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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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对国际事务施以影响力的能力①,而国际制度体系则是传递权力影

响力的中介。围绕什么是霸权,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存在分歧。米尔斯海

默等学者认为物质利益是核心②,倾向于从权力资源的维度定义霸权。也就

是说,美国在军事等方面的物质优势决定了其霸权地位。相对而言,“自由

主义者倾向于将霸权设想为权力与规范的混合体”,而基欧汉等人进一步将

这种混合体理解为一种领导权,或维持领导权的能力③,认为影响力或领导

力下降才是霸权衰落的体现。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也认为,让别人

做自己本不想做的事情之能力才是影响力层面的权力。罗伯特·达尔区分

了权力影响力和权力资源④,后者转化为前者的机制非常复杂,包括思想、观

念和其他非物质权力资源在内的因素都会影响转化过程。综述已有霸权衰

落的相关文献,治理成本消耗和权力转移说都是针对霸权国的权力资源下

降而言的,虽然这是霸权影响力下降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因此,

还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权力资源和权力影响力之间的转化机制,剖析霸权的

生产或消耗机制。

这种理解方式是结果导向的,即关注霸权兴衰与否更在于权力资源是

否得以持续积累,且是否实现了实力向影响力的转化。在某种意义上,这种

理解关注到了激励问题,但这个问题在以往常常被忽略了,即使基欧汉提到

的“力量激活模型”⑤也未能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激励问题需要从受动者和

施动者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系统中其他国家需要受到什么激励而选择

信任,并乐意服从霸权国家领导下的国际秩序;其次,能力不等于意愿,那么

霸权国在什么激励下有意愿诉诸或承担领导权。此外,主导国家权力资源

不足,并不足以说明影响力不高,例如历史上的英国在权力资源体量上并没

有其他时期的秩序主导国大,却能够在相当长时间内维持大英帝国的主导

①

②

③

④

⑤

西蒙·赖克、理查德·勒博:《告别霸权! 全球体系中的权力和影响力》,陈锴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9页。
同上,第19页。
同上,第19页。
冯维江、余洁雅:《论霸权的权力根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2期,第

4—13页。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译,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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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身份。可见,仅仅从权力资源的维度出发,是无法解释霸权是如何产生和

衰落的。因此,理解霸权的来源还需要进一步解释“基础性力量”(权力资

源)和“力量激活”(实现影响力)之间的关系,以及权力是如何被生产、维持

和消耗的,而此作用机制失灵正是霸权衰落的内生原因。本文从金融角度

切入,将有助于打开这一“黑箱”,来探究霸权衰落的原因。

霸权的工作定义包含了权力资源(实力)和规范层面的影响力两个方

面。霸权具体表现为运用权力资源实现影响力的能力。言下之意,一方面,

就物质基础而言,要有充足的可被调动的权力资源;另一方面,就结果而言,

权力资源需能转化为影响力。在物质层面衡量霸权衰落与否相对简单,例

如采用GDP等单一指标或者采用国家综合实力等复合指标。然而,衡量规

范层面的霸权衰落与否则比较抽象、难以实现,可以尝试借助一些可视的指

标予以测量,例如霸权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量,包括承担联合国等国际组

织会费、在主要国际组织中的投票份额、国际维和费用和海外驻军数量等。这

些指标都是霸权国维持所谓霸权地位下的全球秩序的重要开支,但是它们只

能约等于影响力,例如以缴纳会费等形式分担公共产品并不意味着霸权国可

以直接获得相应的影响力。因此,本文进一步拓展了此类指标,例如霸权国是

否能够充当主要债权人———这不仅标志着其他国家是否愿意信任美元,并且

标志着站在美元背后的霸权国是否拥有对其他国家施以影响力的置信空间。

(二)
 

历史上的金融变量:
 

市场逻辑还是国家逻辑?

从国内层面上看,对霸权国家来说,金融具有直接或间接放大权力资源

的作用,增加了权力资源转化为影响力的基数。国家强弱、权力对比乃至战

争的制胜因素伴随历史发展而逐渐演变。在每个历史阶段,每当一种新的

制胜因素出现,谁率先拥有了它,并将之转化为生产性因素,谁就能获得大

国博弈(乃至战争)的阶段性胜利。按照上节的模型,若金融遵从国家逻辑

推动生产进步与确保国家安全,就能够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在不同的历史

发展阶段,金融不管是对于霸权国,还是对于其他类型国家,例如金融力量

并不那么强大的崛起国,对权力消长的作用机制也是不同的。

在古代,金融作为权力生产机制主要是通过战争融资实现的,在图1中

表现为对安全的追求。强大的融资能力和财政后盾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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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码,例如,“欧洲国家间的战争创造出能在短期内充分调动国家力量的现

代金融体系,可为国家战争及时供血”①。具体来说,征税、借债甚至直接掠

夺都是历史上战争融资的手段。作为金融帝国的英国的融资体系发达,多

次成为其在权力博弈中制胜的关键。英格兰银行成立之后,向政府提供的

长期国债,为英国赢得对法战争提供了财力保障。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国家

逻辑之于金融是主导逻辑,能够促进霸权生产。

随着历史的前进,金融放大权力资源的能力不断增强。军事技术和物

资补给都是有限的物质能力,都受到本国物质实力的辖制,但是,战争金融

可以通过贷款、借钱补给战争的方式,进一步放大本国实力:“建立军事—金

融体制的国家,就是一个能够随时借到或更快借到钱的国家,往往握有发动

战争的主动权;而能够以更低利息融资的国家,则可以在战争中坚持得更

久。谁离资本更近,谁就可能获得战争的胜利。”②凯恩斯在《如何支付战争

开支》一书中曾言及英国参加一战的经费有一半是依靠征税。此外,还有举

借外债等方式进行战争融资,都体现着政治权力的生产。③ 霸权国由于在融

得军事物资上占据优势,可以威慑、恐吓和直接军事打击敌手、秩序挑战者,

维持利己的秩序。不管来源如何,战争融资的确放大了国家的战争能力,进

而增进了国家的权力。

在现代社会,金融生产和放大权力资源的方式不再仅限于战争金融,而

是表现为支撑生产和技术进步等现代竞争方式,或为保障国土或境外安全

提供足够的融资,金融放大权力资源也逐步演化成为更多元的途径。由于

生产和技术等因素更受市场逻辑驱动,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的矛盾互动也就

愈发明显。因此,辨别金融的国家属性和市场属性成为一件愈发复杂的任务。

从国际层面上看,霸权国家维持影响力依赖于金融手段:金融的意义在

于能够“影响世界财富分配和流动的方向,为美国霸权提供财富支撑,分摊

美国维持霸权的成本”④。霸权的历史存在形式与帝国不同,后者可以通过

①

②

③

④

王湘穗:《币缘论:货币政治的演化》,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94页。
同上,第94页。

J
 

M
 

Keynes,
 

“How
 

to
 

Pay
 

for
 

the
 

War,”
 

in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Vol.9:
 

Essays
 

in
 

Persuasion
 

(London/Basingstoke:
 

Macmillan,
 

1972),
 

pp.367-439.
梁亚滨:《称霸密码:美国霸权的金融逻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年,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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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手段来实现权力资源向影响力的转化,但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

题,霸权国家诉诸军事手段实现影响力的合法性和可行性日益下降。基欧

汉认为,“霸主和帝国是不一样的,它不通过臃肿的政治超结构来主导社会,

而是通过等级控制和市场力量运作相结合的方式,来监督各个政治上独立

的社会之间的关系”①。因此,霸权国需要依赖一套区别于以往的方式来护

持霸权,而这套方式本身融合了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的矛盾互动,因此必须

基于一套相对完备的(经济)思想进行制度设计,从而有效地规制系统内行

为体的行为。以全球经济治理为例,进行宏观经济协调、维持汇率稳定、倡

导自由贸易等公共产品的供给本身就需要一套令人信服的、精心设计的和

慎重考虑的经济原则予以支撑。过去几十年间的治理经验还仍未让这套经

济理论和原则成熟起来。

这套规范各国行为的制度框架以国际社会上的集体行动为治理对象,

协调全球系统内各国的公共选择行为,平衡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全球公

共利益是这套体制的利益聚焦点,但事实上,这套霸权稳定制度在设计之初

就被打上了政治意图的烙印,特别是受到主导国家政治意图的牵制,因此很

难说是出自公允的规制集体行动的公共意志。这使得这套制度体系的公信

力下降,其指导经济原则更是深陷非议,后来有了美元失信和布雷顿森林体

系瓦解的历史结果,显示出霸权在一定程度上的衰落。如前文所述,只有当

系统中其他国家受到相关激励,信任并乐意服从霸权国家领导时,霸权的影

响力才能得以体现。综上,某一套治理体系得以运行的重要支撑是赢得系

统中相关国家的信任,而金融恰恰也是这样一种基于信任的系统性因素。

由此,霸权稳定的重要标志是霸权国兑现其承诺的治理义务和治理目标,维

持全球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为全球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反

之,霸权将会因失信而影响力下滑。

然而,从全球金融治理的历史看,仅就这一治理目标而言也是不清晰且

不确定的,市场逻辑和国家逻辑交替主导着历史上该领域内的主流治理思

路。当国家逻辑遭受市场逻辑的冲击时,霸权国会因无法有效履行治理义

①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译,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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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而丧失信誉,面临霸权衰落的风险。上述逻辑之间的矛盾互动可以体现

在历史上全球金融治理经历的四个阶段中:国际货币体制监管期(1994年—

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银行业监管期(20世纪70年代初—20世纪80年

代末)、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时期(20世纪80年代末—1997年)、全面监管期

(1998年至今)。① 市场逻辑并非一直压倒国家逻辑,它也可以等于或服务

于国家逻辑,还可以因为国家强势介入逐步成为“势均力敌”甚至从属于国

家逻辑。1997年金融危机前的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时期就是以市场逻辑为

主流治理理念的,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理念是自由主义和金融全球化。此

外,当市场逻辑等于或顺从于国家逻辑时,金融服务于霸权稳定,新自由主

义盛行。② 随着资本过度逐利,金融逻辑超越国家逻辑的程度最终打破了两

者的相对均衡,乃至触发危机,这就需要重新反思与调试两者之间的关系

了。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基于对市场逻辑膨胀导致系统不稳定的反思,治理

理念又逐步向国家逻辑回归,重视市场监管,避免市场逻辑压倒国家逻辑致

使治理失灵。③ 对系统内其他国家而言,国家逻辑是维护国家利益不在危机

中受损;对霸权国而言,国家逻辑是维持霸权稳定。本文主要聚焦分析的是

市场逻辑压倒国家逻辑并带来霸权不稳定的情形。

从霸权国的国家逻辑出发,维持金融体系稳定是霸权国向系统内其他

国家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赢得其他国家的信任从而维持系统秩序和护持

霸权的手段。但是,霸权国的这套治理原则融合了等级控制(霸权为核心的

等级体系)和市场力量(资本逐利、借助双层博弈影响国际结果),霸权国常

常难以确保金融在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之间保持相对稳定平衡。所以,当

后者超越前者达到一定的限度,系统性的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爆发,霸权会

因失信影响力下降,进而走向衰落。这也是近代历史上全球性金融危机爆

发的根源之一。

①

②

③

张发林:《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演进-美国霸权与中国方案》,《国际政治研究》

2018年第4期,第9—36页。

Emilios
 

Avgouleas,
 

Governance
 

of
 

Global
 

Financial
 

Marke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64-69.
Eric

 

Helleiner,
 

“Understanding
 

the
 

2007—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Lessons
 

for
 

Scholar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No.14,
 

2011,
 

pp.67-87.



14   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1期)

三、
 

情境与案例举例分析

我们从国内物质和国际规范两个层面细分和充实斯特兰奇的分析框

架。在国内层面,安全指国家需防范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生产指国内生

产,知识指技术和知识结构,国家逻辑指霸权国谋求物质层面的权力资源和

规范层面的权力影响力,市场逻辑指利润和利益最大化。在国际层面,金融

指国际金融,安全主要指全球系统内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生产指满足全球

大生产,知识指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和知识结构,市场逻辑指资本逐利且带来

系统去等级化的结果,国家逻辑指霸权国维持国际等级秩序、霸权稳定(系
统稳定与治理)及其影响力。后文研究发现,国内层面主要体现了金融之于

霸权的物质准备作用,即是否有助于生产权力资源,积累霸权的物质基础;

而国际层面则主要体现出规范和结果导向的特征,讨论的关键是霸权国借

助金融因素实现了霸权影响力还是消耗了霸权影响力。

金融之于霸权(衰落与否)的作用机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霸权国是

否能够确保自身国力强大,即国家层面是否有能力对金融资本有效调控,使
资本投入生产部门,进而确保霸权权力的生产和提供安全保障;另一方面,

在国际层面,霸权国是否能够借助金融力量而非被金融力量凌驾于其上,进
而维持等级秩序和霸权影响力。按照国家逻辑而言,金融手段服务霸权护

持的方式是追求系统稳定、提供安全环境力证霸权合法性、维持世界生产的

分工与秩序;而在某些市场逻辑和国家逻辑相契合的情况下,金融的首要目

标是确保资金安全、在世界大市场内追逐利益,并非维持霸权国在国家层面

关注的等级秩序。因此,等级秩序和市场力量是一对既相互促进又相互消

耗的矛盾逻辑。金融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因素。为了更为深入地剖析

其中的作用机制,本文分别在国内国际两个层面上进行情境分析①,找出解

释霸权兴衰的金融根源。

① 在分析中,我们主要讨论了图2和图3中的a、b、d而省略了c即知识因素,主要

原因是知识和金融两个结构性要素不一样:金融存在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的矛盾互动,
而知识结构和技术进步对于国家和企业来说同样重要;因此对知识而言,国家逻辑与市

场逻辑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将该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暂不予讨论,仅讨论国家与市场逻辑

两者之间存在矛盾互动的主要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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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金融与国内权力资源生产

各种权力表现形式背后的权力生产机制各异,但源源不断、经久不衰地

生产权力资源才能保障比较优势。金融作为重要的权力生产方式,也正是

霸权兴衰的内生原因。用图示将这种作用机制表现出来(如图2):当分析层

次是国内,金融之于霸权的作用机制主要表现在促进物质层面上权力资源

的生产和积累。其中,S代表霸权国的国家逻辑。

图2 国内情境与作用机制①

本节涉及的主要作用机制包括以下四种情境:

(1)
 

a→b→S;

(2)
 

a→b→M;

(3)
 

a→d→S;

(4)
 

a→d→M。

首先,情境“a→b→S”讲的是金融遵从护持霸权的国家逻辑,在安全领域

进行战争融资;但这种传统的作用机制在现代社会并不显著,且前文已作解

释,因此不是本节阐释重点。情境“a→d→b→S”讲金融力量进入生产领域,带

来权力资源的扩张,间接导致了国家军事能力水平的提高,更加有助于维持系

统安全,确保霸权国在安全领域的比较优势,而该作用机制可归入情境“a→

b→S”,因此不作赘述。其次,由于金融本身并不关注安全问题,“a→b→M”指

在市场逻辑指导下一国的金融机构完全可以借款给自己的敌对国,甚至导

① 该图在参考和发展斯特兰奇模型的基础上由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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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出现敌对国战胜本国的情境。但是,由于在现代社会这种与军事战争相关

的现象对霸权衰落的影响并不十分显性,此处也不作详述。再次,情境“a→d→

S”讲的是金融力量进入生产部门,产生乘数效应①,充实霸权国的国内权力资

源,这将是本节讲述的重点。最后,在市场逻辑中,“a→d→M”讲的是金融遵

从市场逻辑配置生产资源,并不关心国内的福利和就业问题,从霸权国内部

滋生出经济社会问题,消耗霸权国权力资源,对此本节也将予以重点论述。

1.
 

现代版“美洲金银的两种结果”:
 

作为生产性权力的金融?

“美洲金银的两种结果”说的是“a→d→S”和“a→d→M”两种情境。前者

是国家逻辑驱动,后者是市场逻辑驱动。这两种情境分别讲在国内层面和

在物质维度,金融是生产权力资源,并为霸权国护持霸权所用;还是追逐利

益,消耗霸权国的权力资源,进而导致霸权衰落。

国家能否获取持续性经济权力,积累权力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在

国家层面能否形成有效的经济组织,将经济资源转化为生产性权力。经济

组织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保护、调控、配置和管理核心经济资源,而其中最

为重要的经济资源即金融力量,也就是资本。对有效经济组织的追求导致

了产权制度的诞生。一方面,需遵照市场逻辑调控、监管和保护私人资本;

另一方面,又需遵照国家逻辑适当地配置和管理私人资本。道格拉斯·诺

斯(Douglass
 

C.North)与罗伯特·托马斯(Thomas
 

Robert)认为,历史上西

方世界的兴起需要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寻求有效平衡,依托强有力的产权制

度组织生产;当生产组织低效,经济资源进入不了生产领域,增长乏力,国家

可能因此走向衰落,例如伊比利亚半岛和当代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大部

分地区。② 可见,只有国家(例如霸权国)有效地平衡了国家逻辑与市场逻

辑,有效地引导、约束和利用私人资本,才能获得持续性生产经济权力的能

力。然而,一旦国家没有掌握平衡两种的主动权,金融力量则很难被置于监

管之下,更不用提转化为生产性权力。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美洲金银。美洲

①

②

来自金融渠道的资金虽然只是产生乘数效应的因子之一,但它对经济总量乃至

国家实力的贡献非常明显。
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等译,北京:华夏

出版社,2009年,第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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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涌入欧洲大陆,在不同国家却产生了截然不同地结果。张宇燕与高程

在《美洲金银与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搭建了“外生货币→财富重组→阶

级兴衰→制度变迁→经济增长”的分析模型。① 随着大量美洲金银的流入,

有些欧洲国家实现了阶级更替和经济腾飞,而有些国家却没有,例如西班

牙。大量涌入的外生货币并没有被转化成经济生产力,反而导致严重的通

货膨胀,对本国经济造成破坏。在前面一种情境,美洲金银产生了持续性地

生产权力资源的能力;而在后面一种情境中,美洲金银没有借助进入生产领

域,获得(或最大化)生产权力资源的能力,没有转化为这些国家获取相对权

力优势的结果,甚至事与愿违地破坏了当地经济系统的安全与稳定。因此,

同是涌入欧洲本土的美洲金银却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历史上,大国通过战争塑造国际秩序,决定如何分配权力和财富;如今,

大国竞争的方式与内容随时代发生了变化,塑造秩序的动因更为多元化,获

取权力和财富的渠道亦然。因此,权力资源的生产机制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美洲金银现象”更为凸显。在现代,作为重要的权力生产机制,金融依然表

现为生产和放大权力资源,但是其实现方式更加多元,不仅仅表现为放大战

争能力、诉诸国家安全进而护持霸权,还表现为扩大生产、促进生产部门的

技术进步、保证竞争优势。但是,如果缺少对金融资本的管制,资本只想迅

速套利、赚热钱和快钱,而非投入生产领域,不仅无法实现权力的可持续性

生产,还会危及本国经济系统的安全与稳定。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曾将这种资本的流动趋势概括为经济霸权国的生命周期,即

一国的经济重心从贸易到工业再到金融部门发生转移,表现为资金逃离生

产部门进入金融部门,而该过程也是经济霸权衰落的过程。② 这就是下节将

集中讨论的经济金融化问题(图3展示了1973年到2017年之间金融业占美

国GDP比重大幅上升、制造业占比大幅下降的情境)③,也是现代版的“美洲

①

②

③

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与西方世界的兴起》,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年,摘要。
金德尔伯格:《经济霸权1550—1990》,高祖贵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

二章。
本文研究发现,不仅是金融和金融相关部门的占比不断攀升,非金融部门企业

的金融行为也在不断增加,这就意味着目前的各类数据还远远不能展示出美国经济乃至

全球经济的金融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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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现象”,即资本偏好于市场逻辑,在利益驱动下进入非生产部门。其原

因正如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描述的,相比而言,

资本部门的收益率更高。①
 

美洲金银进入不了生产领域的历史现象再现。

得自贸易的收益、货币霸权和金融霸权等其他非战争手段的作用日益

凸显,改变着财富分配和权力地位,战争的边际收益愈发下降。金融这种

“非传统”的博弈形式逐步成为霸权兴衰的核心作用机制:霸权衰落不仅源

自外部崛起国的挑战,还可能是内生因素所致,因为权力的国内生产方式发

生了转变。如某国获得了得自金融的生产性权力,就意味着它将能够以此

作为提升国家内部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两个层面的融资保障。以往被忽略的

内生性解释同样且更为显著:如果原秩序领导国在国内培育生产性权力的

能力下降,霸权国就无法在国际国内两个层面上生产足够的权力资源,这将

可能导致全球系统内出现公共产品赤字加剧、治理失灵和世界失序,也从侧

面反映出霸权国影响国际秩序能力的下降。

2.
 

霸权的内部消耗:
 

经济金融化、超级全球化与不平等加剧

如果金融力量没有进入生产部门转化为生产性权力资源,而是遵照市

场逻辑追逐利益最大化,其后续结果是什么? 本节将进一步展示“a→d→M”

的后续场景。具体来说,当金融违背国家逻辑、遵照市场逻辑,会产生一定

的后续效应:首先,经济金融化导致资本很少进入本国的生产和技术部门,

无法生产和放大权力、护持霸权;接着,经济金融化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加之

税收和财富的再分配能力不足,社会不平等现象更为凸显,动摇国内政治局

势或影响选举的舆论走向,消耗了霸权国的国内权力基础。这种霸权国的

内部消耗机制存在于当下的美国。美国的应对方式是,特朗普政府借批评

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从全球化中获益,而回避应对全球化的负面溢出

效应,转嫁国内不平等的社会矛盾,以获取政治支持。实际上,问题是霸权

国内生的,而非仅源自后发国家的外生竞争。

首先,市场逻辑青睐超级全球化,可能损耗国内政治的权力资源。前文

提及金融派长期主政美国国内政坛,一方面,他们试图借助自由主义世界秩

①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

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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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及等级化的治理体系维护美国霸权;另一方面,在市场逻辑驱动下,他们

代表的金融力量欲借超级全球化之东风,寻求利益最大化。但是,当逐利的

超级全球化与国内政治发生矛盾时,霸权国的赌注往往是压在后者身上的:

“超级全球化和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矛盾。追求超级全球化就必

须削弱国内政治势力,没有这么多代表社会各界的团体,技术官员也就不用

那么顾及民意要求了。弗里德曼犯的错误是高估了超级全球化的好处,低

估了国内政治势力的力量。”①

近年来在美国国内政治博弈中的现实情景是,支持超级全球化的金融

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打压,质疑全球化、反对自由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民粹

主义抬头,吸引了包括大批工人在内的在超级全球化中利益未被代表的普

通民众阶层,最终塑造了特朗普上台的政治基础,并或多或少促成了特朗普

政府较为强硬、具有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特征的美国内外政策。虽然围绕

这些政策是否真正有益于美国实现霸权护持的目标,学术界还存在争议②,

但在某种意义上,这至少已经凸显出市场逻辑和国家逻辑之间的矛盾关系,

即如若过分遵从逐利的市场逻辑,忽视对国内诸如不平等问题的治理,霸权

国会丧失普通民众的理解,进而消融霸权所依赖的国内政治基础。

其次,金融业的繁荣或曰经济金融化挤压了普通民众寻求就业的制造

业领域,造成不平等程度上升,加剧了霸权国内部的经济社会矛盾。经济金

融化的衡量指标是金融相关比例,但其涉及的部门庞杂,包括货币、银行、证

券、信托、期货、保险等各个广义上的金融业部门。因此,所谓的经济金融化

是指金融及金融相关的高端服务业占国家GDP比重不断攀升,并相应地对

该国的经济、政治、社会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皮凯蒂曾证明,资本的逐利

能力远远超越人力资本。换句话说,资本收益率远高于增长率。③ 随着资本

的无休止套利,它与其他生产部门的营利能力差距不断拉开,进一步扩大了

①

②

③

丹尼·罗德里克:《全球化的悖论》,廖丽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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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

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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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部门和生产部门从业人员之间的贫富差距。随着制造业等生产部门对

GDP的贡献不断下降,它们所能够提供的工作岗位数目也会不断下降。

图3显示,在过去的近50年里,金融业行业增加值占美国GDP比重由

1973年的14%上升到2017年的20%,而制造业的行业占比持续下降,从

1973年的22%下降到2017年的11%。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金融业

的总占比已经超越制造业。可见,随着金融业的强势发展,美国经济的金融

化趋势明显,对制造业产生显著的挤压效应。单纯看金融业占比的上升不

足以显示经济金融化的程度,图4不仅揭示了宏观层面上金融资产占美国国

家总资产的比重攀升至70%(1997年金融危机后有所回降,但随后迅速恢复

增长态势),还揭示出在中观层面上,非金融企业的金融资产占比也处于大

幅增加的态势,与前者的增长趋势同步。与此同时,非金融企业的金融资产

占国家总资产比重大幅下跌,从40%多跌至25%。可见,经济金融化的程度

远远超乎直观印象。此外图中没有显示出的是,在微观层面,个体家庭的金

融资产占比也在不断提升。由此,经济金融化使金融及相关部门占据了大

量金融资产,使资本无法有效回流到制造业等生产部门。

图3 1973—2017
 

年美国制造业和金融业行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变化趋势①

① 图表原出处:王守义:《经济金融化趋向及其对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启示———基

于1973—2017
 

年美国经济发展数据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
 

年第10
 

期,第

62—73页。数据由美国国家经济分析局网站(http://www.bea.gov)
 

和 WIND数据库

提供的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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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973—2017
 

年美国金融资产占国家总资产及非金融企业总资产比重变化趋势①

这种经济金融化的挤压效应在图5中进一步显示为,美国制造业从业人

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从1998年的近14%持续下降到2017年的8%。相

反,服务业从业人数有上升趋势,特别是在资本密集型的金融等高端服务

业。然而,即使以金融业为核心的服务业就业岗位有明显增加,然而商业服

务、专业技术服务对技能要求很高,从制造业流出的普通工人并不能直接转

移到这些就业方向。普通工人由于教育水平相对低、技术培训和知识能力

弱,对传统制造业的就业依赖性更强。而就业机会被挤占是产生高失业率

和贫富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由于相比国家逻辑维持经济社会与政治稳定

的治理目标,遵照市场逻辑的金融力量更为关心抢占更多的经济收益,最终

反映在国内政治层面上,过高的失业率则可能危及经济社会稳定,冲击霸权

的国内政治基础。

此外,国家为了避免资本外流,吸引金融力量留在国内,并产生权力的

生产效应,反而会间接地产生向普通工人身上转嫁税率的现象,这又进一步

① 图表原出处:王守义:《经济金融化趋向及其对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启示———基

于1973—2017
 

年美国经济发展数据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
 

年第10
 

期,第

62—73页。数据由美国国家经济分析局网站(http://www.bea.gov)
 

和 WIND
 

数据库

提供的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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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1998—2017年美国部分行业从业人数及占就业总人数比重情况①

地加剧社会不平等问题。《全球化悖论》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

应该反映了这个国家的需要和偏好,但是企业和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迁

移,就限制了国家这方面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因为资本是可以迁移的,这

就给企业税率造成了下行压力,将资本应付的税赋负担转嫁到工人身上,因

为他们的迁移不是那么容易。”②制度本来应该是权衡和约束市场与国家两

股力量的,但在现实情境中,制度失效也让市场和国家两股力量失控,冲击

经济社会稳定,造成财富分配不均等问题,进而消耗霸权。资本积累得越

多,它拥有的这种“破坏性”力量也就越强大。

最后,按照国家逻辑,对任何类型的国家而言(霸权国和非霸权国),权

①

②

笔者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库(https://www.bea.gov/data/gdp)整理,访问

日期:2019年2月5日。
丹尼·罗德里克:《全球化的悖论》,廖丽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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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护持都需要和发展福利机制相配套,本着公平原则在国内进行财富再分

配,通过抑制金融力量扩张所导致的不平等现象,平复经济社会领域内的矛

盾。然而,这往往并不在金融力量的考虑范畴之内,毕竟在市场逻辑的驱动

下金融趋于把逐利放在首位。当国家丧失对金融力量的掌控,金融向市场

逻辑方向发生偏移,资本流出生产部门,引发产业结构变动,加之税收转移

效应和二次分配调节不利,导致了美国国内的不平等现象加剧。综上,在金

融利益集团的影响之下,市场驱动占上风,金融没有被置于国家逻辑霸权护

持的目标约束之下,不但没有被用来生产权力,还会消耗霸权国家的国内权力

资源和国内政治基础。因此,霸权衰落的根源可以是内生的,而在金融领域是

否实现了国家逻辑之于市场逻辑的相对优势是霸权兴衰的重要决定性因素。

(二)
 

国际金融与霸权影响力

历史上,资本的全球性流动曾是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

力。在市场逻辑的驱动下,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追求利润的无限增长。经济

全球化及其配套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随之成形,逐步形成霸权稳定的基础。

霸权国主导全球经济秩序的方式是通过某种经济思想搭建一个全球经济治

理体系,例如曾经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等全球经济治理架构,该经济治理思想

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在其指导下能否维持全球经济增长与稳定。历史上,美

国公共基金和私人资本输入世界经济,带动贸易、工业、投资,在一定程度上

推动了西方乃至世界经济的增长,确保了世界经济秩序的稳定运行,从而使

全球经济治理所依托的这套经济思想获得了一定的合法性依据。源自霸权

国的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全球大生产和世界经济的增长,但这种局面

是在霸权国斡旋于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之间,达成暂时的微妙平衡时才得

以实现的。在平衡状态下,金融力量穿梭于世界市场追逐最大化的利益属

市场行为,并不一定有悖于霸权国护持霸权的国家逻辑,甚至还曾一度塑造

了部分国家对霸权国的信心,起到维持影响力的作用。然而,这种微妙的平

衡很可能会被打破,因为资本无限追逐利益既可能会消融霸权国苦心经营

的等级秩序体系,尽管实际影响程度可能还有待推敲;还可能会降低全球治

理机制的功效和合法性,戳破国际社会对霸权治下秩序的薄弱信心,进而动

摇霸权国的影响力基础。图6描述了在国际层面,金融之于霸权影响力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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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机制。S代表了霸权国维持霸权影响力,具体表现为霸权国企图维系其治

下的等级秩序和规范体系。

图6 国际情境与作用机制①

具体的作用机制包括以下几种情境:

(1)
 

a→b→S;

(2)
 

a→b→M;

(3)
 

a→d→S;

(4)
 

a→d→M。

首先,情境“a→b→S”展示出的作用机制是:如果霸权国有效监管金融

力量,提供必要的全球性公共产品,避免系统性安全风险(例如金融危机),

即从霸权国的国家逻辑出发,通过维持既成秩序的合法性和稳定性,避免霸

权因失利或失信而丧失影响力。在现代社会,直接战争不再是显性安全问

题,安全更多是指非传统、系统稳定与安全的范畴。由于金融本身并不关注

系统安全问题,很可能因逐利而摆脱监管,随即引发金融危机等系统性安全

问题,因此,“a→b→M”可能替代“a→b→S”成为金融运作的主导机制。在这

种情境下,金融并不关心护持霸权的国家逻辑,市场逻辑凌驾于国家逻辑之

上。其次,情境“a→d→S”展示的作用机制是霸权国规范了金融行为,从霸

权国国家逻辑出发配置生产资源,保持其在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中的优

势地位,最终有助于维持霸权国治下的等级体系。相反,在市场逻辑的驱动

下,金融之于霸权的作用路径是“a→d→M”,该情境描述的是,由于并未被置

① 该图在参考和发展斯特兰奇模型的基础上由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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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有效的监管和规范之下,金融无限度地追逐利益,致使市场逻辑超越了国

家逻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价值链的构成结构,进而牵动等级体系,

触及霸权国的影响力。

1.
 

去等级化:
 

价值链地位变动?

在国际层面,两条关乎“金融—生产”关系的逻辑链条分别对应两种基

本情景:情境“a→d→M”讲金融力量按照市场逻辑追求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

源,进而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情境“a→d→S”讲金融力量按照国家逻辑

在追逐利益的同时,兼顾了霸权国的国家逻辑,即在生产领域内保持比较优

势,在全球价值链上保持高端地位不动摇,亦即在系统内维持等级化结构。

前一种情境往往是去等级化的,而后者却强调固化等级的重要性。就霸权

国的国家逻辑而言,维持等级化秩序是为了护持霸权。

究竟能否将霸权衰落归咎于市场与国家两种逻辑的博弈呢? 一方面,

金融力量按照市场逻辑在全球范围内扩散,追逐最大化资本收益的目标,客

观上固然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直接或间接地给它们

在价值链上继续攀升创造了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去等级化的趋势是存在

的。另一方面,去等级化又是相对的,毕竟资本是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按照

市场原则在全球经济系统内配置资源,并不意味着放弃资本母国在价值链

上的优势地位。相反,霸权国和资本都希望保持其在价值链上的高端地位,

进而确保高额利润。尽管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对地提升了自身在全球

价值链上的位置,美国的绝对霸权优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所以,去

等级化现象虽有发生,但霸权由此衰落的程度并没有像权力转移等霸权衰

落相关理论所认为的那么严重。

以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为例,一方面,大量的外资企业(包括美资

企业)来华投资,带来大量的资金,客观上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提供了重要资

金、技术和知识支撑,并逐步推动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攀升。但另一方

面,美国依然居于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相对而言,大量资本和技术流入中

国并没有彻底消除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上地位的差距。源于世界经济系统内

的产业分工和资源配置,中美之间在贸易“量”上的确出现了逆差,但从主要

商品单项来看,美国依然在“质”上占据比较优势,这正是得益于其资本技术

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数字表面上的逆差背后,利润的大头依然是被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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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占据。商务部出台的《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美国居于

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对华出口多为资本品和中间品,中国居于中低端,对

美出口多为消费品和最终产品,两国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双边贸易呈互补关

系。2017年中国向美国出口前三大类商品为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附件、机

械器具及零件、家具寝具灯具等,合计占比为53.5%。中国从美国进口前三

大类商品为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附件、机械器具及零件、车辆及其零附件,

合计占比为31.8%。机电产品在中美双边贸易中占重要比重,产业内贸易

特征较为明显。中国对美出口的‘高技术产品’,大多只是在华完成劳动密

集型加工环节,包含大量关键零部件和中间产品的进口与国际转移价值。”①

见表2。在这个意义上,等级化体系并没有随着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而发

生“质”的改变。虽然在数字层面的绝对值有所改变,但霸权国的相对比较优

势依然存在。得益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这种等级化在一定程度

上反而得以固化乃至强化。在这个意义上,金融力量不仅遵循了市场逻辑,

也并未与国家逻辑产生严重冲突,因此导致霸权衰落的主要原因并不在此。

表2 2017年中国对美国主要进出口商品②

进口产品
占从美货物

进口比重/%
出口产品

占对美货物

出口比重/%

第85章电机、电气、音
像设备及其零附件

11.3
第85章 电 机、电 气、音
像设备及其零附件

24.9

第84 章 核 反 应 堆、锅
炉、机械器具及零件

10.7
第84 章 核 反 应 堆、锅
炉、机械器具及零件

21.3

第87章车 辆 及 其 零 附

件,但铁道车辆除外
9.8

第94章 家 具,寝 具 等,
灯具,活动房

6.8

①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商务部正式发布<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

2017年5月25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705/20170502581448.
shtml,访问日期:2019年1月19日。

表格原出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商务部正式发布<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

研究报 告>》基 于 海 关 数 据 提 供,2017年5月25日,http://www.mofcom.gov.cn/

article/ae/ai/201705/20170502581448.shtml,访问日期:2019年1月19日。另见:海关

统计: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74/302275/index.html,访问

日期:2019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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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进口产品
占从美货物

进口比重/%
出口产品

占对美货物

出口比重/%

第12章油籽,子仁,工
业或药用植物,饲料

9.5
第95章玩具、游戏或运

动用品及其零附件
4.3

第88章航空器、航天器

及其零件
9.2

第61章 针 织 或 钩 编 的

服装及衣着附件
3.7

第90章光学、照相、医
疗等设备及零附件

7.6 第39章塑料及其制品 3.6

第27章矿物燃料、矿物

油及其产品,沥青等
4.7

第87章 车 辆 及 其 零 附

件,但铁道车辆除外
3.5

第39章塑料及其制品 4.5
第62章 非 针 织 或 非 钩

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
3.3

2.
 

IMF 债券:
 

霸权失信的结果?

过去的世界秩序往往与战争有关,主导国塑造世界秩序的手段主要是

战争。进入20世纪,一系列的多边制度被创造出来,成为维持世界秩序的重

要手段。以往谈及权力的维持、霸权的兴衰,讨论的是如何获得持续的战争

资源,而如今讨论霸权兴衰则指的是主导国家是否能够提供公共产品、维持

秩序的安全与稳定,以及保持其影响力。霸权的这种影响力往往表现为霸

权国是否是主要债权人或融资来源。这是系统内其他国家对霸权国的信任

来源,也是霸权国维持权力合法性的基础。由于权力资源直接向权力影响

力转换的难度高、资源损耗大,借助治理秩序的合法性护持权力成为最“低

廉”的手段。① 拓宽信任空间是塑造权力合法性的重要渠道,置信空间的大

小反映了霸权影响力的大小。

按照国家逻辑(a→b→S),在当代,在国际多边制度框架下建立有效的

融资体系,是霸权国确保自身福利、实现各大领域内全球治理、确保系统稳

定与安全的关键保障,也是霸权的制度基础。二战后逐渐形成了以联合国

① 西蒙·赖克、理查德·勒博:《告别霸权! 全球体系中的权力和影响力》,陈锴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3页,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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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框架的治理体系,包括 WTO的贸易体系、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货

币体系乃至安全领域内的联合国维和行动等安全治理体系。当主导国只追

求收益,不乐意承担治理成本或者滥用这套治理体系时,就很容易失信于

人。国际制度要在国际社会中国家与国家之间达成的契约关系,其核心是

信誉。所以,按照国家逻辑,霸权国若想护持霸权,则需约束国际金融行为,

确保系统稳定,维护自身信誉。

按照市场逻辑(a→b→M),有些金融资本家等利益集团的逐利行为可能

会动摇霸权国支撑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治理秩序的稳定性,因为市场逻

辑主导下的货币政治并不一定相融于国家逻辑的霸权护持。① 例如,20世

纪70年代欧洲美元市场的诞生②,就是美元逐利的一个重要体现。虽然它

最终促使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产生,但当时金融体系曾一度陷入混乱甚至达

到崩溃的边缘。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要求拉美金融自由化,以阿根

廷为例,美国金融力量借机大肆掠夺,破坏了阿根廷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发

展,甚至危及全球金融系统稳定与安全。这看似是得了便宜、赚了快钱,实

则是增加了国际社会对美国金融霸权的不满,并致使美元依托的全球金融

系统的治理思想和治理秩序逐步丧失国际社会的信任。最后,按照市场逻

辑追求金融全球化“使得撤销监管后的金融体系更为脆弱。它让银行、企业

和政府大量增加短期借款,整个金融体系的借贷率大大增加。它也使得金

融危机更容易在各国之间传播开来,因为一个国家的金融困境很容易给另

一个国家的资产负债表带来问题”③。在此场景下,维持全球经济系统稳定

与安全变得更为艰难,这是有悖于霸权国想要确保其信誉和影响力的。

不仅如此,霸权稳定的融资体系一直被滥用,表现为霸权国要求监管其

他国家金融状况,却不进行有效的自我约束。斯特兰奇在《国家与市场:国

①

②

③

Jonathan
 

Kirshner,
 

“Money
 

is
 

pol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10,
 

No.4,
 

pp.645-660,
 

DOI:
 

10.1080/09692290310001601911.
美国银行家将美元带到伦敦的货币市场,换取短期高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在

美国国内货币市场上是不被允许的。货币的自由流动更是意味着美元大量流入欧洲货

币市场,信用过分扩张。参考: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杨
宇光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23—124页。

丹尼·罗德里克:《全球化的悖论》,廖丽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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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政治经济学导论》一书中就曾批评美国没有做好一个中立的仲裁者和制

度体系运营者,而是表现出一个不负责任霸主的做法。按照霸权稳定理论

所言,霸主国家应该是为全球经济体系提供贷款,但美国却是不断地借款。①

更有甚者,这个体系被美国用来打压竞争者,例如20世纪70年代借助这个

体系打击贸易强敌日本和西欧国家。通过美元贬值,消除对日和对欧的贸

易赤字。但是,过分贬值会让人们对美元丧失信心。如此一来,美国可能因

失信而逐步丧对全球融资的主导能力,没有人愿意涌入美国市场购买美国

的债券;而为了规避美元和美国的负面溢出效应,各国就有了诉诸更值得信

赖融资渠道、创造流动性的动因,以多元货币而非单一美元为基础债券的

IMF债券由此诞生。

IMF债券是指IMF向成员国政府及其央行发行的债券,该项授权始于

2009年7月初。IMF债券经由执行董事会批准,以特别提款权(SDR)标价和

计息,最长期限可至5年。在SDR篮子中,美元不再是单一主导货币,三种非

美元货币占到总权重的一半以上,符合了各国多元化外汇资产的诉求。显然,

在金融危机发生后,这种对多元货币的诉求明显增强了。IMF债券产生的背

景是金融危机后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来自不负责任霸权的“负面溢出效

应”,认为仅购买单一美元债券具有极高的不可控风险。这是IMF自成立后首

次尝试发行债券,尽管在诸多方面仍然不够完善,发行量不大,也同样具有一

定的不可控风险,例如利率和汇率风险等,但这种多元化债权国、融资渠道和

外汇储备的发展趋势却是非常明显的。当然,美国依然在IMF拥有一票否决

权,IMF债券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的全球金融秩序和美国的金融霸权地

位,各国也并未因此彻底摆脱美元独大的束缚,但它象征着美国不再是唯一主

要的债权人或融资来源,显示出世界各国谋求通过多元化国际债券市场摆脱单

一美元债券的市场风险。这标志着基于信任的霸权影响力呈现出下降趋势。

金融的债券市场、股票市场、货币市场都如同一个信用体系,“是一个自

我实现的预言机制”②,没有了好的声誉就意味着丧失稳定性。同样,包括国

①

②

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杨宇光等译,北京:经济

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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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货币体系在内的全球治理体系也具有同样的性质。一方面,金融过分偏

重市场逻辑,不受约束的资本流动未能受到必要的管制,所谓霸权治下的治

理秩序由此失信,霸权影响力下降。另一方面,国家逻辑内部也出现了分

裂,表现为霸权国滥用规则体系的霸权行为破坏了自身的国际信誉。霸权

主导下的制度非中性现象主要指治理成本背后还有非公共利益治理的消

耗,包括制度的设计不善、不受约束的资本、利益集团的干扰、主导国滥用制

度等情况。既成的全球治理制度框架及其配套的融资体系在初始阶段就没

有被谨慎设计出来,这预示着霸权治下全球金融治理结构中经济思想的破

产;且随着制度背后的融资体系一再被霸权滥用,甚至成为霸权国打击对手

的工具,霸权的置信空间逐步缩小,失去国际声誉,霸权影响力随之下降。

从权力资源的维度上看,美国经济实力相对其他大国的比较优势虽有

衰落,海外军事存在也有减少,但其GDP仍是全球第一,世界整体格局仍是

一超多强,其主导地位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但从影响力的维度上看,尽管

绝对领先地位还没有发生改变,但美国未能有效地预警、控制和应对自20世

纪70年代至今的几次全球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折射出美国霸权对于全球秩

序的影响力的确是相对下降了。2007年至2008年在全球系统内爆发的金

融危机再次削弱了“由美国主导的、以美元为中心的、自由放任的全球金融

秩序的合法性”①。随着霸权国主导下的秩序逐步丧失国际声誉,霸权在借

助秩序主导权对世界事务和全球治理施加影响力方面衰落了。这一现象在

较为依赖信用体系的金融治理领域内尤为突出。

四、
 

结 论

本文试图以金融为切入点,从探讨权力的生产和消耗机制入手,回答霸

权是否真的全面衰落、霸权为什么衰落、世界秩序今后将走向何方等问题。

这一尝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有可能提供一个理解霸权衰落的新视角。

霸权国对于市场逻辑和国家逻辑的平衡失败导致霸权衰落,而非仅仅是由

① 乔纳森·科什纳:《货币与强制:国际货币权力的政治经济学》,李巍译,上海人

民出版社,2015年,序言第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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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提供公共产品的霸权消耗和大国权力转移等外生因素所致。

本文的两个基本假设都被证实,但每个假设下的子项目却也存在被证

伪的情况,例如金融在生产领域的去等级化对霸权具有消融作用。这种消

融作用虽然存在,但程度并不足以引起质变,全球价值链的基本结构以及霸

权国在全球大生产结构中的绝对优势地位没有改变。综合来说,霸权治下

世界秩序的核心基实力和影响力的国际领导权,权力的生产来自国内和国

际两个层面。具体的分析脉络见图7。

图7 全文分析脉络图

在国内层面上,金融(利益集团①)忽视国内权力生产之国家逻辑,追求

无限度的超级全球化,与国家主张有节制全球化的立场产生分化。当天平

过度偏向市场一侧,流入制造业等生产部门的资本不足,经济高度金融化、

制造业空心化,导致普通民众就业不足,收入差距拉大,加之税收的二次分

配能力下降,国内政治压力加增,民众质疑以霸权稳定为基础的超级全球

化。当市场与国家两种逻辑的失衡趋近极值时,支持全球化和霸权稳定的

金融利益集团就处于阶段性失势。

在国际层面上,一方面,市场逻辑“超重”,天平失衡,霸权衰落:不受约

① 本文不详述双层博弈中利益集团的影响机制,但金融利益集团是本文言及的金

融力量之重要组成。



32   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1期)

束的资本(国家金融力量的消长)导致国家失去对金融的绝对掌控,全球陷

入金融危机等系统性风险之中,霸权及其治下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失去有

效性与合法性,例如从单一美元债券到IMF债券的演变体现出霸权国的国

际信誉下降。霸权因缺乏对国际金融的有效监管而导致国家权力资源消

耗,全球融资能力下降,危及其国际领导权所依赖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

国家逻辑内部矛盾也会导致天平失衡,霸权衰落。霸权国滥用制度红利,借

助国际制度非中性将本国利益凌驾于系统内其他国家之上,甚至将制度作

为打击对手国的工具,导致信用赤字、治理赤字,实质上会导致霸权国丧失

全球融资所依赖的国际信誉基础,使得霸权因缺乏置信空间而影响力下降。

综上,霸权(权力资源和影响力)的权力生产机制失灵才是霸权衰落之内因,

并非以往霸权衰落相关理论围绕外生原因的论述言所能尽。

本文分析的切入点是来自霸权国的金融力量受到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

的双重驱动。霸权衰落具体表现为:霸权国利用金融渠道积累权力资源、形

成霸权影响力的能力下降。前者是霸权生产的基础性力量,而后者是霸权

生产的力量激活机制,或者说是权力资源向影响力的转化。因此,就影响评

估而言,当金融的市场逻辑超越国家逻辑,消耗了霸权国国内的权力资源、

阻滞了国内权力资源的生产,抑或是影响到霸权在国际层面的可置信程度

时,金融不再是巩固霸权,而是在侵蚀霸权,由此折射出在国家与市场两种

逻辑的驱动下金融之于霸权的生产和消耗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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