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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问题的一部重要著作。
列宁首先立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全世界资本经济的情况，并由此上溯到更早的时期。
他既从发展到新阶段的资本主义的国际相互关系上、又以经济和政治的合和上对帝国主义的实质进行
了总的探索。
他不是个别地使用材料，而是全面地掌握材料。
  本书第一、二、三章《生产集中和垄断》、《银行和银行的新作用》、《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主
要论述金融资本的形成及其在国内的垄断。
  四、五、六章《资本输出》、《资本家同盟瓜分世界》、《大国瓜分世界》主工论述金融资本的向
外扩张及其在国际上的垄断。
  七、八、九、十章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对帝国
主主的批判》、《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主要是从整体上说明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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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于欧洲，可以相当精确地确定新资本主义最终代替旧资本主义的时间是20世纪初。
在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垄断组织的形成”的历史的综合性著作中，我们看到有下面几段话：　　“
我们可以从1860年以前的时代里举出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个别例子；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现在极常见
的那些形式的萌芽；但是这一切无疑还是卡特尔的史前时期。
现代垄断组织的真正开始，最早也不过是19世纪60年代的事。
垄断组织的第一个大发展时期，是从19世纪70年代国际性的工业萧条开始，一直延续到19世纪90年代
初期。
”“如果从欧洲范围来看，60年代和70年代是自由竞争发展的顶点。
当时，英国建成了它的那种旧式资本主义组织。
在德国，这种组织同手工业和家庭工业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开始建立自己的存在形式。
”　　“大转变是从1873年的崩溃时期，确切些说，是从崩溃后的萧条时期开始的；这次萧条在欧洲
经济史上持续了22年，只是在80年代初稍有间断，并在1889年左右出现过异常猛烈然而为时甚短的高
涨。
”“在1889—1890年短促的高涨期间，人们大力组织卡特尔来利用行情。
轻率的政策使价格比没有卡特尔时提高得更快更厉害，结果所有这些卡特尔差不多全都不光彩地埋葬
在‘崩溃这座坟墓’里了。
后来又经过了5年不景气和价格低落的时期，但是这时笼罩在工业界的已经不是从前那种情绪了。
人们已经不把萧条看成什么当然的事情，而认为它不过是有利的新行情到来之前的一种间歇。
　　于是卡特尔运动进入了第二个时期。
卡特尔已经不是暂时的现象，而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之一。
它占领一个又一个的工业部门，而首先是占领原料加工部门。
早在19世纪90年代初，在组织焦炭辛迪加（后来的煤业辛迪加就是仿照它建立的）时，卡特尔就创造
了后来基本上再没有发展的组织卡特尔的技术。
19世纪末的巨大高涨和1900 —1903年的危机，至少在采矿和钢铁工业方面，都是第一次完全在卡特尔
的标志下发生的。
当时人们还觉得这是一种新现象，而现在社会上则普遍认为，经济生活的重大方面通常不受自由竞争
的支配，是一种不言而喻的事情了。
”　　（综上所述，对垄断组织的历史可以作如下的概括：（1）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自由竞争发
展的顶点即最高阶段。
这时垄断组织还只是一种不明显的萌芽。
（2）1873年危机之后，卡特尔有一段很长的发展时期，但卡特尔在当时还是一种例外，还不稳固，还
是一种暂时现象。
（3）19世纪末的高涨和1900--1903年的危机。
这时卡特尔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之一。
资本主义转化为帝国主义。
　　　　　　这样，一方面是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日益融合，或者用尼，伊·布哈林的很恰当的说法
，日益长合在一起，另一方面是银行发展成为具有真正“包罗一切的性质”的机构。
我们认为有必要引用在这方面最有研究的作家耶德尔斯对这个问题的准确的说法：“我们考察了全部
工业联系，结果发现那些为工业工作的金融机构具有包罗一切的性质。
大银行同其他形式的银行相反，同某些著作中提出的银行应当专门从事某一方面业务或某一工业部门
工作，以免丧失立脚点这样的要求相反，力求在尽可能不同的地区和行业同工业企业发生联系，力求
消除各个地方或各个工业部门因各个企业历史情况不同而形成的资本分配不均现象。
”“一种趋势是使银行同工业的联系成为普遍的现象，另一种趋势是使这种联系更加巩固和加强；这
两种趋势在六大银行中虽然没有完全实现，但是已经在同样程度上大规模地实现了。
”　　在工商界经常听到有人抱怨银行的“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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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大银行像下面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发号施令”，那么听到这样的抱怨也就不奇怪了。
1901年11月19日，柏林所谓D字银行（4家最大银行的名称都是以字母D开头的）之一，给西北德—中
德水泥辛迪加管理处写了这样一封信：“兹阅贵处本月18日在某报上登载的通知，我们不得不考虑到
贵辛迪加定于本月30日召开的全体大会，可能通过一些改革贵企业而为敝行所不能接受的决议。
因此我们深感遗憾，不得不停发贵辛迪加所享有的贷款⋯⋯　但如此次大会不通过敝行不能接受的决
议，并向敝行提出将来也不通过这种决议的相应保证，敝行仍愿就给予贵辛迪加以新的贷款问题举行
谈判。
”　　其实，这也是小资本对大资本的压迫发出的抱怨，不过这里列入“小”资本的是整整一个辛迪
加罢了!大小资本之间过去的那种斗争，又在一个新的、高得多的发展阶段上重演了。
当然，拥有亿万巨资的大银行企业，也能用从前远不能相比的办法来推动技术的进步。
例如，银行设立了各种专门的技术研究会，研究成果当然只能由“友好的”工业企业来享用。
这一类机构有电气铁路问题研究会、中央科学技术研究所等等。
　　大银行的领导人自己不会看不到，国民经济中正在出现一些新的情况，但是他们在这些情况面前
束手无策。
　　耶德尔斯写道：“凡是近几年来注意大银行经理和监事人选变更情形的人，都不会不觉察到，权
力逐渐转到了一些认为积极干预工业的总的发展是大银行必要的、愈来愈迫切的任务的人物手中，于
是这些人和老的银行经理在业务方面，往往也在个人方面意见愈来愈分歧。
实质的问题是：银行这种信贷机构会不会因为干预工业生产过程而受到损失，会不会因为从事这种同
信贷中介作用毫不相干的业务，从事这种会使它比从前更受工业行情的盲目支配的业务，而牺牲掉自
己的稳固的原则和可靠的利润。
许多老的银行领导人都说会这样。
但是，大部分年轻的领导人却认为积极干预工业问题是必然的，正像随着现代大工业的出现必然会产
生大银行和最新的工业银行业一样。
双方的意见只有一点相同，就是大家都认为大银行的新业务还没有什么固定的原则和具体的目的。
”　　旧资本主义已经过时了。
新资本主义是向某方面的过渡。
想找到什么“固定的原则和具体的目的”来“调和”垄断和自由竞争，当然是办不到的事情。
实践家的自白，听起来和舒尔采—格弗尼茨、利夫曼之流的“理论家”的颂扬完全不同，这些资本主
义的辩护士是在用官场口吻颂扬“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美妙。
　　大银行的“新业务”究竟是什么时候完全确立起来的，——对于这个重要问题，我们可以从耶德
尔斯那里找到相当确切的答案：　　“工业企业间的联系及其新的内容、新的形式、新的机构即既集
权又分权的大银行，成为国民经济的有代表性的现象，大概不会早于19世纪90年代；在某种意义上，
甚至可以把这个起点推到1897年，当时许多企业实行了大‘合并’，从而根据银行的工业政策第一次
采用了分权组织的新形式。
也许还可以把这个起点推到更晚一些的时候，因为只有1咖年的危机才大大加速了工业和银行业的集
中过程，巩固了这个过程，第一次把同工业的关系变成大银行的真正垄断，并大大地密切了和加强了
这种关系。
”　　总之，20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
 　　　　　　希法亭写道：“愈来愈多的工业资本不属于使用这种资本的工业家了。
工业家只有通过银行才能取得对资本的支配权，对于工业家来说，银行代表这种资本的所有者。
另一方面，银行也必须把自己愈来愈多的资本固定在工业上。
因此，银行愈来愈变成工业资本家。
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变成了工业资本的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我把它叫作金融资本。
”“金融资本就是由银行支配而由工业家运用的资本。
”　　这个定义不完全的地方，就在于它没有指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即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了
会导致而且已经导致垄断的高度。
但是，在希法亭的整个叙述中，尤其是在我摘引这个定义的这一章的前两章里，着重指出了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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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组织的作用。
　　生产的集中；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
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
　　现在我们应当来叙述一下，在商品生产和私有制的一般环境里，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经营”怎
样必然变为金融寡头的统治。
应当指出，德国（而且不只是德国）资产阶级学术界的代表人物，如里塞尔、舒尔采—格弗尼茨、利
夫曼等人，完全是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的辩护士。
对于寡头形成的“内幕”，寡头所采用的手段，寡头所获得的“正当和不正当”收入的数量，寡头和
议会的联系等等，他们不是去揭露，而是加以掩盖和粉饰。
他们避开这些“棘手的问题”，只讲一些堂皇而含糊的词句，号召银行经理们拿出“责任心”，赞扬
普鲁士官员们的“尽职精神”，煞有介事地分析那些根本无关紧要的“监督”法案、“管理”法案的
细枝末节，玩弄无谓的理论游戏，例如利夫曼教授居然写出了这样一个“科学的”定义：“⋯⋯商业
是收集财富、保管财富、把财富供人支配的一种经营活动（着重号和黑体是该教授著作中原有的）⋯
⋯　这样说来，商业在不知交换为何物的原始人那里就已经有了，而且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将存在下去!
　 　　但是，有关金融寡头骇人听闻的统治的骇人听闻的事实是太触目惊心了，所以在一切资本主义
国家，无论是美国、法国或德国，都出现了这样一些著作，这些著作虽然抱着资产阶级的观点，但毕
竟还是对金融寡头作了近乎真实的描述和批评，当然是小市民式的批评。
　　应当作为主要之点提出来的是前面已经简略谈到的“参与制”。
德国经济学家海曼大概是第一个注意到了这一点，请看他是怎样描述问题的实质的：　　“领导人控
制着总公司，总公司统治着依赖于它的公司，后者又统治着‘孙女公司’，如此等等。
这样，拥有不太多的资本，就可以统治巨大的生产部门。
事实上，拥有50％的资本，往往就能控制整个股份公司，所以，一个领导人只要拥有100万资本，就能
控制各孙女公司的800万资本。
如果这样‘交织’下去，那么拥有11210万资本就能控制1600万、3200万以至更多的资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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