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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感想 

吕金纹： 

新自由主义起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改革开放后传入中国，承接中国 80 年代的自由

主义，并将重点转向经济领域。恰逢西方社会新自由主义盛行期，在我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交流学习的过程中，新自由主义进入大众视野，并逐渐演变为一种社会思潮。这一思潮在

上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影响很大，对于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社会阶层重构有着深刻

的影响。但由于改革过程中所产生的贫富分化严重等问题及一些人的“激进”主张而引起反

感，于 2003 年后渐有式微之势。不过随着改革开放的红利越来越大，市场化，自由化，私

有化的观念依旧存在很大的市场。2012 年后，深化改革的方针在一方面也促进了这种思想

的抬头，新自由主义的思潮重新盛行起来，但比起当年一家独大的情形，已然是盛况不再。

我们小组对新自由主义从脉络，代表观点，典型实例，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收获较

为充实，但其作为一种思潮在很多地方还是有些难以把握，我们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市场化，

自由化，私有化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各界的共识，如何区分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与新自由主义的主张，这是需要我们以后继续探讨的。 

 

吴娇： 

    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一脉相承，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受到许多国家决策者及知识

精英的青睐，在传入中国时也一度被奉为经济发展的法宝。通过市场经济改革，中国在获得

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很多问题，新自由主义的弊端才逐渐为更多人熟知。在社会主义国

家，共同富裕始终应该是我们的发展目标，而不是在经济飞速增长的过程中淘汰底层民众，

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精英发展服务。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更要警惕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在全球的资本扩张与经济领域的侵略，坚守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底线。至于新自由主义

在未来如何发展，短期来看其影响是愈渐式微的，但在很多领域其影响仍然很大，我们对其

本质和危害的认识还需要进一步加深。 

 

 

秦泽： 

中国新自由主义思潮历经近四十年发展依旧具有强大生命力，究其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

能够创造巨大的财富。但不可忽视的是，“高收益”的财富创造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高风险”，

新自由主义构建一个由富有和贫穷、强者和弱者组成的不平等结构。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社会

矛盾，新自由主义企图通过向社会营造一种“中产阶级梦”来掩盖日益严重的阶级对立，宣

扬消费主义来操控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新自由主义最大的迷惑性在于，它让我们认为所

有东西都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看不到资本逻辑在背后的操控，因为我们身处其中，受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