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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衍生的不平等世界 
——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资本主义研究 

孙登峰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93) 

摘要：沃勒斯坦以“世界体系”作为研究的单元，重新定义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经济体，就是现代 

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它是一种攫取剩余产品的新形式，包含两个方面的属性，即世界经济体和资本主义。世界 

经济体指其运用世界市场机制方面的特征，而资本主义则是指无限制资本积累的驱动力。在这两个条件的基础上 

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形式结构特征， 即核心—半边缘—边缘的不平等的世界体系。 而这种不平等的世界体系的产生、 

维系和发展是奠定在政治和军事权力的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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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从世界体系视角出发重新 

阐释资本主义，但关于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沃勒斯坦 

并没有集中的论述。或许是他有意避免如此，他在一 

篇文章中把学术界现有的考察资本主义的方法分为三 

种，通过对它们的考察分析他得出的结论是：“迄今所 

假定的有关资本主义/现代历史性制度的结构和运行 

过程的所有独特性， 在实践中都不如在理论中明显。 ” [1] 

所以，他把资本主义看作一个世界体系，通过考察它 

的起源和历史发展来说明资本主义是什么。而由于这 

个原因，国内学界在把握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时 

总是显得模糊、混乱，或者说不够深入。因此，作者 

试图通过对沃勒斯坦散见在不同著作和论文中的论述 

进行清理， 从而勾勒出一个完整的逻辑。在此基础上， 

分析沃勒斯坦逻辑中的问题。 

一、社会体系作为研究的单元 

在研究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沃勒斯坦首先做的是 

一种方法论的突围，他不再以主权国家或者国家社会 

作为研究的基本单元，而代之以社会体系，因为“人们 

仅能谈论诸社会系统中的社会变迁”。 [2](6) 沃勒斯坦认 

为社会体系的特征便是其内部存在劳动分工，这导致 

各部门或各地区依赖于同其他部门或地区进行经济交 

换，以源源不断地、稳定地满足本地区的内部需要。 

社会体系包含局部体系和世界体系。一个局部体系就 

是一个内部拥有完全的劳动分工、且拥有单一文化结 

构的实体。世界体系则是一个带有单一劳动分工和多 

元文化的单位。世界体系有两种变体，分别为是世界 

帝国和世界经济体系，二者的区别是世界帝国有共同 

的政治体系，而世界经济体则没有。 [3](5) 沃勒斯坦认为 

在  16 世纪以前的历史上也存在过世界经济体，但它 

们总是转化为帝国。唯一没有转化为帝国的世界经济 

体是 16世纪产生的欧洲世界经济体， 它是一个世界经 

济体，“各个部分之间的基本联系是经济的，尽管这种 

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文化联系而加强的，并且最终 

(我们将会看到)是由政治安排甚至联盟结构而加强 

的。” [2](12) 这个欧洲世界经济体没有转换为帝国，这是 

因为它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而在 16 世纪，“欧洲不是 

当时唯一的世界经济体。还存在其它世界经济体。但 

只有欧洲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从而使它能超过 

其他的世界经济体。” [2](14) 而“在 19 到 20 世纪时，仅 

存在一个世界体系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 [3](5) 沃 

勒斯坦把它称为现代世界体系或现代世界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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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本主义：政治权力 

衍生的不平等的世界 

前面已经谈到资本主义，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 

呢？笼统地讲，沃勒斯坦认为作为一个实体的资本主 

义就是现代世界体系，就是现代世界经济体，就是现 

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和现代 

世界经济体是一种共生事物，它是在  16 世纪和当时 

出现的欧洲世界经济体相伴而生的，二者的产生是现 

实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同一过程。这个过程 

可以表述为，在  16 世纪欧洲出现了一个欧洲世界经 

济体，而这个欧洲世界经济体在产生过程中由于某种 

长期局势的因素造成它天生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它是 
“建立在资本主义方法上的欧洲世界经济体”。 [2](125) 这 

个建立在资本主义方法上的欧洲世界经济体正是由于 

它的资本主义性质使它没有转化为帝国，它逐步巩固 

下来并扩展到全球，它延续了 500 年，形成了今天的 

现代世界体系，今天的现代世界经济体，即今天的资 

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沃勒斯坦也曾经使用相反的逻 

辑，他说：“明确的一点是，在 16世纪‘资本主义时代’ 
出现了，它采取了一个世界经济体的形式。” [2](128) 也 

就是说，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结构实体在逻辑上首先产 

生，它采取了一个世界经济体的形式，因而我们把它 

称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称为现代世界经济体，或 

者称为现代世界体系。当然，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 

体在 16 世纪只是一个欧洲世界经济体，在 19 世纪到 
20  世纪它才扩展到全球。这种表述当中隐含着一个 
“一般的世界经济体”概念，而沃勒斯坦也确实讲过， 
“以前也存在过世界经济体”，但是作者认为，沃勒斯 

坦在这里很大程度也仅仅是一种逻辑的表述，因为沃 

勒斯坦首先讲的是： “世界经济体是现代世界的一个发 

明。” [2](13) 合理的解释是，沃勒斯坦认为，世界经济体 

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现实中提炼出的一个概 

念，然后把它反用到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去，从而产生 

一个一般的完整的社会分析图式，即“世界体系分 

析”。然而，现实的世界经济体只有一个，就是现代资 

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所以，他说，以前的世界经济体 

总是转化为帝国，这种世界经济体是存在了多长时间 

之后转化为帝国的？沃勒斯坦没有讲，所以他的意思 

应该是，这些世界经济体根本没有在完整的世界经济 

体的意义上存在过。稍后他说，即使在 16 世纪，“欧 

洲不是当时唯一的世界经济体。还存在其它世界经济 

体。但只有欧洲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从而使它 

能超过其他的世界经济体。 ” [2](14) 那么当时存在的其它 

世界经济体又是什么样子呢？他也没有明确讲，而从 

他后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他是在一种涵义非常弱 

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即存在一个“贸易中心”。 

所以说，现代世界经济体并不仅仅是和以前可能出现 

过的世界经济体相对而言的一种特指，它是一种专 

指，世界经济体本身就是现代的。这样我们才可以理 

解沃勒斯坦为什么说： “资本主义和世界经济体系是两 

个相对应的共生事物，就像硬币的正反面一样，两者 

之间无因果关系。我们仅仅是在用不同的特征定义相 

同的、密不可分的现象。” [3](6) 之所以指出这一点，是 

为了说明，沃勒斯坦在后面论述什么是资本主义时， 

常常是把世界经济体的特征作为资本主义的特征的， 

因为历史上只存在一个现实的完整意义上的世界经济 

体，就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世界经济体的特 

征也是把资本主义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区别开来的 

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标志性特征。 

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重新发问，这个 16世纪 

诞生的欧洲世界经济体，为什么称它是一个资本主义 

的呢？或者说，资本主义为什么被称为是资本主义？ 

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中讲：“欧洲发展和维护 

的是占用剩余产品的一种新形式，是资本主义的世界 

经济体。它不是建立在对剩余农产品的直接占用上， 

不是以贡品的形式(如在世界帝国的情况下)，也不是 

以封建地租的形式(如在欧洲封建制度下)。现在发展 

的是另一种攫取剩余品的形式，它建立在更扩大的生 

产力的基础上(先在农业方面，然后又在工业方面)， 

运用世界市场机制，并有国家机器的‘人为’的协助(即 

非市场的)。” [2](28) 由这里可以看，资本主义就是指一 

种新的“攫取剩余品的形式”，沃勒斯坦在另外一个地 

方表述为“提供另外一种更加有利可图的攫取剩余的 

来源。” [2](13) 这个新形式包含两个方面的特征，一个是 

作为世界经济体的，一个是作为资本主义的，二者又 

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仅仅能做一种逻辑上的分离。 

作为一种新出现的世界经济体，资本主义的特征 

是：“它建立在更扩大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先在农业方 

面，然后又在工业方面)，运用世界市场机制。”沃勒 

斯坦说：“我们正在揭示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 

的本质特征：即生产是为了在市场中销售，目的在于 

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3](15) 他又说：在 16世纪到 18世 

纪的欧洲“产生了一种世界经济体系。这一体系伴有 

单一的劳动分工，并存在着一个世界市场；在这个市 

场中人们为了出售和利润而大量生产农产品。我毫不 

犹豫地将此称为农业资本主义。 ” [3](16) 建立在单一劳动 

分工基础上的“世界市场机制”是现代世界经济体，也 

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核心特征，在这个机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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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以世界市场为取向。只有它才能把资本主义和前 

资本主义社会从根本上区别开来。前资本主义社会也 

存在某种意义上的世界市场，但沃勒斯坦说：“仅仅是 

随着  16 世纪欧洲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的出现，我们才 

看到了市场贸易的充分发展及其在经济中的统治地 

位。” [3](6) 这种市场贸易的充分发展及其在经济中的统 

治地位的重要表现是，远程贸易不再是奢侈品贸易而 

是寻求最大利润的“必需品”或“大宗物品”的贸易，还 

表现为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被广泛地分散地形成的一 

种长长的商品链，而这种商品链正是沃勒斯坦世界体 

系理论要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作为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这个体系的特征 

又是什么呢？或者我们换一种提问方式，这个新出现 

的世界经济体为什么被称为资本主义的呢？沃勒斯坦 

讲，在这个经济体中，资本的使用(投资)方式发生了 

重大变化， “自我扩张成为资本使用的首要目标或首要 

意图”，使用资本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本，即无限制的 

资本积累。 [4](1) 而“最根本地定义资本主义的是资本的 

无限制积累的驱动力。” [5](311) 因为正是在资本的无限 

制积累的驱动力的驱动下，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 

中，面向市场寻求最大利润的生产逐渐得到充分发展 

并占据统治地位。同时也正是在资本的无限制积累的 

驱动力的驱动下的资本主义的扩张中，资本主义产生 

了它的第二个特征，而且是更重要的特征，这就是建 

立在不平衡发展基础的“核心−半边缘−边缘”的体系 

结构。正是这种不平等的体系结构为西欧提供了一种 

更加有利可图的攫取剩余的方式，即核心国家与边缘 

地区的不平等交换。所以沃勒斯坦讲：“资本主义不 

仅包含所有者对劳动力的剩余价值的攫取，也包含核 

心地区对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剩余价值的攫取。 

这在农业资本主义阶段和工业资本主义阶段无不如 

此。” [3](18−19) 

所以总体上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 

是一个建立在不平等交换基础上的不平等体系，它使 

体系内的核心国家可以不按比例地占有这个体系内生 

产出来的剩余价值。而这个体系的形成是体系内部国 

家和地区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不平衡发展的结果，资本 

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休戚相关最终是建立在这种不 

平衡发展现象上的”。 [1](97) 那么问题是，这样一种建立 

在不平等基础上的体系是如何建立起来并保持它的内 

部稳定发展呢？最终原因在于这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的国家政治权力层面。 

在分析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形成时沃勒斯 

坦说：“这个体系建立在两个主要结构上：‘世界’范围 

的分工和某些地区的国家官僚机器。” [2](50) 这里“世界 

范围的分工”属于这个世界体系的经济层面，它是世 

界市场存在的前提， 它们属于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 

经济体”的特征。这种世界范围内的分工和体系内的 
“核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相对应。那么国家官僚机器 

在这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首先是避免这个新产生的世界经济体转变为帝 

国。因为核心国家官僚机器的加强的结果是现代主权 

国家和国家体系的建立，而“这种国家间体系的运行 

原则是所谓的权力平衡，即被设计用来确保没有一个 

国家能够将这种国家间的体系转换为单一世界帝国的 

制衡机制。” [5](305) 沃勒斯坦说：在  16 世纪，“人们曾 

试图用旧方式获利，但是技术的进步和资本主义成分 

的增长已经走得太远，已不可能再建立一些能与经济 

舞台相匹配的政治帝国了。” [2](226) 

其次，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政治结构是由主 

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在这个世界经济体中，发展 

了强大官僚机器的核心国家与国家机器力量相对削弱 

的边缘地区本身就是构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核心− 
半边缘−边缘”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种与经济 

因素并列的政治因素。沃勒斯坦讲：“现代世界体系的 

制度化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现代主权国家和国家间 

体系的缔造，这两者的结合提供了资本主义劳动分工 

赖以出现的政治框架。” [5](304) 而这种政治因素在结构 

形成期它推动了这种不平等结构的形成，在形成之后 

它维持了这种结构的相对稳定。沃勒斯坦讲：“核心国 

家的强大的国家机器是用来削弱别国的国家机器的。 

这个原因在现代世界体系发展史上是相当重要的。因 

此，许多边缘国家的命运就是遭到外部的介入，介入 

的主要形式是战争、颠覆与外交干涉。” [3](21) 他又说： 
“一旦我们注意到国家机器力量上的差距， 我们便能明 

白强大国家对弱小国家、核心国家对边缘国家强制进 

行的‘不平等交换’的运作。” [3](18) 

再次，某种意义上说，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中， 

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交织在一起，是无法完全分开理 

解的。传统意识形态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要素是自 

由流动的，政治机器不干涉市场，而沃勒斯坦通过世 

界体系分析恰恰认为：“资本主义是由生产要素的部 

分自由流动来定义的，是政治机器有选择地干涉市场 

来定义的。霸权是后者的实例。” [5](311) 他讲，在早期 

资本主义形成时期，专业化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特定 

的和不同地理范围出现，“这些地区之所以能够专业 

化，是因为那些市场中的经营主体在其利润不能再扩 

大之时，企图阻止市场的正常运行。这种利用非市场 

工具以保证短期利益的企图使经济主体们便转而求助 

于能够实际上有权对市场发生影响的政治实体——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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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国家。” [3](17) 而通常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内，“政 

治力量被用来保证垄断权力(或尽可能如此)。国家减 

弱了作为中央的经济机构的作用，而更多地变成在其 

他经济交易中保证一定的进口交换比率的手段。这 

样，市场的运行(不是自由运行，但毕竟是市场运行) 
刺激了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了现代经济发展所带来的 

各种后果。” [2](13)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政治因素是作为资本主 

义世界经济体之被称为资本主义的最主要特征存在 

的，他说：“资本主义是建立在政治实体使经济利益分 

配到‘私人’手里的同时，又不断关注经济损失的基础 

之上的。” [2](462) 因此，沃勒斯坦才会认为：“‘世界经济 

体系’是巨大的由各种政治结构分割的一体化生产的 

不平等的链条。其基本逻辑是积累的剩余价值被不平 

等地加以分配，以支持那些在市场体系中能够获得各 

种暂时垄断的人。 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逻辑。 ” [5](174−175) 

这里起中心作用的是权力，因为垄断获得的不平等分 

配的基础是不平衡的政治权力，它是这个不平等的资 

本主义世界经济体能够产生、巩固、并不断发展的根 

本原因。从这种意义上，资本主义是一个政治权力衍 

生的不平等世界。 

三、过去、现在和不确定的未来 

上面我们集中论述了沃勒斯坦从世界体系角度透 

视的资本主义的内涵。本节我们将在沃勒斯坦论述的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发展过程、发展规律以及发展 

趋向方面进一步阐述沃勒斯坦的资本主义理论，并进 

一步证明上面的结论。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一个社会历 

史体系，有自己的规则和结构，其发展是一个历史的 

过程，有开始也有终结。他认为周期是资本主义世界 

经济体的一种主要制度性结构。沃勒斯坦讲：“资本主 

义世界经济，就像任何其他体系一样，既有周期性的 

节奏，又有长期性的倾向。” [5](253) 他说：“我们感兴趣 

于周期，是因为它们既是一种解释历史体系生命的机 

制，又是这种体系得以运行的机制。” [5](256) 沃勒斯坦 

的资本主义运行周期理论来源于弗朗索瓦∙西米昂德 

的经济周期理论(约  250 年经历一个上升和下降周期 

的趋势)和两阶段(A 和 B)的阶段划分。它主要指的是 

一种康德拉捷夫周期。有一个扩张阶段，紧接着是一 

个紧缩阶段。在周期的 A、B 两阶段中，沃勒斯坦尤 

其看重第二个阶段， 即 B阶段或者说收缩阶段， 他说： 
“从作为历史体系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这一角度来看， 

B阶段是其存在的本质。 ” [5](265) 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 

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的第一个收缩阶段即  17 世纪的 

分析中找到答案。他说：“如果把 17 世纪视为大体上 

覆盖着从 1600 年左右到 1750年这一段时期，它首先 

就是一个扩张与紧缩的周期模式的范例。 ” [6](序言, 6) 通常 

人们把 17世纪的经济收缩称为资本主义的一次危机， 

而沃勒斯坦并不这样认为，他说：“17 世纪的紧缩并 

不是这个体系的一场危机。正相反，它是该体系巩固 

的时期。” [6](序言, 34) 17世纪的危机“不是一场灾难，而是 

使那些从资本主义体系获益最多的人的财富不断增加 

的一个重要因素。” [6](序言,  34) 因为经济衰退导致开支紧 

缩，剩余价值也因此相对减少，所剩空间也只容得下 

一个核心国，各国运用国家机器进行斗争，结果就是 

资本主义历史上霸权国家兴起。霸权国家进一步推动 

了体系内部的不平等同时又巩固了这种不平等。由此 

可以看出，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仍然在于一 

种体系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在资本主义的扩张阶段 

在地理范围上扩大，而在收缩阶段进一步巩固这种新 

的不平等。巩固的途径就是建立在国家官僚机器基础 

上的政治权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中存在结构性 

的周期运动，但由于它是个历史体系，周期并非循环 

的，而是上升的。他说：“既然这个体系是历史的，该 

体系的有节奏运动就不会回到一个平衡点，而只会使 

这个体系在一个持续点上运动，这被称为该体系的长 

期趋向。这种趋向，又因为回复性机制的结构混乱所 

包含的进一步修复的不可能性而达到顶点。” [5](305) 资 

本主义经济的周期运动中，存在着两种上升趋势，这 

两种趋势决定着这个体系的发展方向是最终走向解 

体。首先是无产阶级化趋势，就是一种完全的自由劳 

动，雇佣劳动。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延缓这种趋势， 

因为在一种半无产阶级的社会结构中，工人能够接受 

的工资最低限度更低，这有利于资本主义的资本积 

累。沃勒斯坦讲：“自由劳动确实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界 

定性的特征，但并非所有的生产企业里的自由劳动都 

是界定性的。它是中心区各国对熟练工作所使用的劳 

动力控制形式，而强制劳动则应用于边缘地区较不熟 

练的工作。 因此， 两者的结合体现了资本主义的本质。 

在各地的劳动都是自由的时候，我们将看到社会主 

义。” [2](126−127) 但无产阶级化却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 

的客观趋势，这就造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中的利润 

率逐渐减少。第二种趋势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地 

理位置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扩张。这根本上是资本 

无限制积累的内在驱动力作用的结果，它延缓了体系 

内的无产阶级化趋势。沃勒斯坦讲：资本主义世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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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的扩张首先“不是寻求市场，而是寻求半无产阶 

级的劳动力”，“世界体系的地理扩张，通过把注定只 

能达到半无产阶级化的劳动力纳入进来，对无产阶级 

化不断发展条件下的利润降低过程起到制约作 

用。 ” [4](20) 而资本主义地理范围上的扩张在根本上也是 

以政治国家机器为后盾的，并经常以政治国家军事力 

量为先导。 

今天资本主义已经扩展到全球，这某种程度上预 

示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已经开始进入到了不稳 

定时期。沃勒斯坦讲：“我们并非处于资本主义胜利时 

期，而是处于资本主义混乱的告终时期。” [2](中文序言,  1) 

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反体系运动的兴 

起。沃勒斯坦为打破建立在政治权力基础上的资本主 

义世界体系提供的解决方案首先是一种政治方案，当 

然这种政治药方包含道德因素。沃勒斯坦明言：“不是 

世界体系分析能使我‘发现真理’，而是世界体系分析 

能使我按照我认为更加有利于我们大家作出政治和道 

德决定的方式，对社会现实作出我认为是比较合理的 

解释。” [5](导言, 5) 反体系运动是一种政治运动，它要获得 

成功首先要夺取国家政权。 

沃勒斯坦提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瓦解在于它 

内部的固有矛盾，他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运作过 

程中存在两个基本矛盾。首先是  19 世纪主要的马克 

思主义者指出来的矛盾。具体内容是：短期内要获得 

最大限度的利润就需要从大多数人的即时消费中最大 

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而长时期内剩余价值的持续生 

产需要大众需求，这种需求只有对所获取的剩余价值 

进行重新分配才能被创造出来。……第二个基本矛 

盾：不管特权者如何想用扩大特权的享受范围的办法 

来处理反抗运动，他们都无法在短期内消除反抗运 

动；但是他们能预见下一次世界经济危机所产生的下 

一个反抗运动。因此，‘增补’的代价会越来越高，而 

其好处却似乎会逐渐减少。” [3](35) 

沃勒斯坦认为，反体系运动的结果，很可能建立 

一个相对较为平等的体系，即社会主义世界政府。当 

然它未必会必然出现，沃勒斯坦讲：“当 21 世纪中叶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让位于后继的体系(一个或多个) 
时，我们将看到这后即体系是否会更平等。我们不能 

预测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但能通过我们目前政 

治的和道德的活动来影响其结果。 ” [2](中文序言, 2) 从这里我 

们再一次看到了政治权力在沃勒斯坦资本主义世界逻 

辑构架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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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unequal world derived from power 
——the theory on capitalism of worldsystem by Waller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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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llerstein  redefined  capitalism,  using  “worldsystem”  as  the  basic  research  unit,  that  is,  capitalism  is  a 
worldeconomic system, which is the modern capitalist economy. It is a new form of surplus products, and contains two 
attributes, namely, the world economy system and the capitalism. The worldeconomy system refers to the using of the 
world's market mechanism, while the capitalism is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Based on  the two 
conditions form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capitalism are brought about, namely, the unequal world system consisted 
of corehalf edgethe edge, of which produce, maintain and development is built on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ower. 
Key Words: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worldsystem;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capitalism;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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