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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的创新性与重要性 

 本书的作者是罗伯特·吉尔平，本书出版于上个世纪⼋八⼗〸十年代，当时由美国主导的世
界格局正在逐步⽡瓦解，随着欧洲和美国从⼆二战的伤痛中复苏，美国的霸主地位受到挑战。⽽而
政治学者和经济学家往往不屑于在研究的时候把另⼀一⽅方的因素列⼊入考虑范围。与当时慢慢兴
起的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同，吉尔平采⽤用了政治与经济互动的动态分析模型。这
是吉尔平的研究路径的创新性，同时也为后来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奠定了基础。随着美
国跨国公司的不断发展，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创新能⼒力相对下降，美国进出⼜⼝口的构成也反映了
⼯工业经济的下降。⼈人们开始质疑对外直接投资的合理性。虽然对外投资为美国带来了丰厚的
收⼊入，但是伴随着跨国公司的扩张，美国在知识、技术层⾯面的优势被带到国外，使得美国与
别国的差距越来越⼩小，使得美国的霸权地位收到了挑战。这⼀一现象使得美国对于对外投资的
态度越来越政治化，美国担⼼心失去霸权地位。⽽而吉尔平这本书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一⽅方⾯面吉尔平分析了美国跨国公司产⽣生及发展的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一⽅方⾯面又对跨国公司
做了收益与成本分析，并对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挑战这⼀一现象给出了对策。因此，这本书是
极具重要性的。 

第⼆二部分：本书的逻辑脉络及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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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平的主要观点 
吉尔平认为“美国跨国公司的发展既体现了美国的权⼒力也会威胁到美国的权⼒力。在战后很长
的⼀一段时间⾥里，美国主导跨国公司的发展，对外投资被当做是美国的⼀一项国家战略，美国出
台了⼀一些激励跨国公司⾛走出去的战略，以此促进西欧地区的经济复兴。但是随着技术向第三
世界和其他发达国家的传播，美国的跨国公司有助于这些国家振兴经济，从⽽而使这些国家缩
短了与美国的权⼒力差距。如此⼀一来，美国外交的初始⽬目标将随着跨国公司增多⽽而失效。因此
吉尔平建议美国⽤用贸易或者援助的⽅方式，⽽而⾮非对外直接投资去拓展经济交易” 
本书每⼀一部分的观点和论证思路 
⼀一：是什么 
 吉尔平在第⼀一章、第⼆二章中不惜笔墨先分析了政治经济学是什么，跨国公司是什么，
他采取的分析⽅方法是什么。政治和经济的定义多样⽽而繁杂，在社会科学的分析中，如何定义
往往取决于可操作性。在本书中，吉尔平把政治简化为权⼒力，权⼒力可以体现在⼀一个国家的军
事、经济、⼼心理等因素上。权⼒力是⼀一种相对的概念，不管是“⽔水落⽯石出”还是“⽔水涨船⾼高”，⼀一
个国家总要⽐比另⼀一个国家更强⼤大才算是有权⼒力。⽽而吉尔平在本书中把经济简化为财富，这个
财富是指为了实现⼀一个国家对利润的追求和对发展的追求所需要的物质条件，财富这⼀一概念
是绝对概念。从两者的定义来看，在长期的分析框架中，权⼒力和财富的⽬目标是统⼀一的，这也
是为什么吉尔平认为政治和经济是两个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元素。 
 跨国公司是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吉尔平在选择分析⽅方法时，仔细对⽐比并分析了
已有的三种主义的前提假设和分析逻辑，并扬长避短，构建了⾃自⼰己的分析体系。这三种主义
包括⾃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重商主义。⾃自由主义追求全球福利的绝对上升，认为跨国公司
使得边缘国家获得发展，并使核⼼心国家的资本回报率更⾼高，是双赢的局⾯面。然⽽而⾃自由主义考
虑的经济⾏行为主体是企业、个⼈人，并没有考虑民族国家、同⼀一个国家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主
体，并且⾃自由主义忽视了政治秩序对经济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行为的⾏行为主体是⼀一
个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国家的决策是为最⼤大化这部分⼈人的利益⽽而服务的。对于美国⽽而
⾔言，资本家占主导地位，所以即使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得国内就业丢失，收⼊入分配不公平，他
们也在所不惜。⽽而资本主义的建⽴立是根属于⽣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的，⽽而重商主义认为经济⾏行
为的主体是民族国家，这有点像公民意志，认为整个国家的利益是最关键的，因⽽而跨国公司
的发展使得美国的优势被削弱，应该利⽤用出⼜⼝口来代替对外投资，从⽽而振兴美国的创造⼒力和经
济。在吉尔平看来，⾃自由主义忽略了政治和经济的互动，马克思主义忽略了政治秩序对经济
模式的决定作⽤用，重商主义虽然考虑到了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影响，却没有顾虑过国家利益⾄至
上这⼀一⽬目标的可⾏行性。因此吉尔平采取了三种主义的折中，“本书使⽤用的政治经济学意指国
际关系中追求权⼒力和追求财富的动态互动，短期来看权⼒力分配和政治体系的性质决定财富得
以⽣生产和分配的框架。长期来看，经济效益和经济活动区位的转移将削弱既有的政治体系并
使之转型，这种政治转型反过来导致经济关系的变⾰革，使其反映出该体系中政治上处于上升
势头的国家利益”。也就是这⼀一部分明确了吉尔平要分析怎样的问题，分析⽅方法又是什么，
属于问题研究中的“是什么”阶段。 
⼆二： 为什么 
 吉尔平在第三、四、五章分析了霸权国家对外投资产⽣生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并在
第六、七章分析了跨国公司为美国带来的收益和成本。也就是第⼆二部分分析了为什么跨国公
司获得发展，又⾯面临阻碍。在第三章吉尔平分析了英国的对外投资兴起的原因。因为英国获
得了霸主的地位，有权去引导整个世界的经济⽣生产与分配的模式，在这⼀一和平有序的国际制
度下，在资本缺乏的边缘国家投资显然会获得更⾼高的利润，因此是国际秩序为英国的对外投



资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条件。同样，美国在⼆二战后获得霸权地位，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
体系，在这样的环境下，美国的资本家去边缘国家投资会获得更⾼高的利润。同时这也解释了
⼀一战和⼆二战的爆发。由于英国的衰落，世界霸权后继⽆无⼈人，世界格局处于真空状态，因此想
要争取新⼀一届霸主的国家动⽤用战争展开争夺，在这样混乱的政治秩序内，对外投资会⼨寸步难
⾏行。 
 在第五章，吉尔平分析了美国的跨国公司发展的充分条件。除了国际秩序之外，还有
⼀一些因素为跨国公司铺平了道路。从经济因素来考虑，这些充分条件被认为是保护型、防御
型或者是进攻型的，具体包括寡头垄断论、产品周期论、组织理论及市场理论。以寡头垄断
理论和产品周期论为例，⼤大型跨国公司为了规模效应和市场份额选择扩张（寡头垄断理论），
同时为了在边缘国家发展之前抢占该国的市场，跨国公司抢在边缘国家⾃自⾝身的企业发展起来
之前就⼊入驻该市场（产品周期论）。另⼀一部分原因是公共政策，在上世纪跨国公司蓬勃发展
之际，美国出台了很多⿎鼓励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政策，其中包括税收优惠和税收延
期。 

 在各种条件下，美国的跨国公司迅速发展，富可敌国。在为美国带来丰厚的收获时，
也为美国的衰落埋下了伏笔。吉尔平在第六、七章分析了跨国公司为美国带来的成本与收益。
就收益⽽而⾔言，美国当时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对西欧、⽇日本等国家进⾏行⼤大量援助，并且
需要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这都需要⼤大笔的开⽀支。通过对外投资，美国不仅获得了⾜足够的外
来收益以抵消货物进⼜⼝口和美国旅游⽀支出，⽽而且还为美国的全球政治和军事地位提供了资⾦金。
换句话说，得⾃自对外投资的收⼊入成了美国全球霸权的重要因素。⽽而另⼀一⽅方⾯面，跨国公司让美
国失去了很多。显⽽而易见的是就业的失去，虽然有数据证明跨国公司发展之期，美国的就业
岗位有所提升，但是⽆无法论证如果没有跨国公司就业会不会更多。同时由于收⼊入分配效应，
美国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恶化，⽽而政府的转移⽀支付在这巨⼤大的差距⾯面前⽆无疑是杯⽔水车薪。同时，
跨国公司为边缘性国家带去了技术和管理知识，使得美国的⼯工业优势逐渐丧失，美国的贸易
地位恶化。⽽而这超出美国控制的经济因素又反过来恶化了美国的政治地位，使美国呈现衰退
的状态。 

三： 怎么办 

 为了应对美国的衰退，吉尔平提出了次优的替代⽅方案来尽可能的避免跨国公司的弊端。
“应对外国竞争者和美国经济相对衰弱的最佳⽅方案，应该是改⾰革美国的产业结构、资本市场
和税收体系，以此推动新的⽣生产能⼒力和资源进⼊入美国经济和社会中“投资不⾜足”的部门。这⼀一
解决⽅方案意味着⼀一项国家产业战略，强调提升国内竞争、发展新的技术和产业进程，⽽而不是
进⾏行防御性的对外投资。同时它也意味着⼀一项国家政策，推动⽬目前流到国外的资源进⼊入⾮非军
事的研发领域，进⼊入⼀一些被忽视的领域，例如城区改造、公共交通、能源发展以及环境保
护。”  总⽽而⾔言之吉尔平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要求重视贸易和复兴美国经济，⽽而不是对外直接
投资。 

第三部分：我的感悟、思考及疑问 
  
1.“历史往往是惊⼈人的相似”意味着我们要善于挖掘历史 



 吉尔平在写本书的时候并没有局限于上世纪的美国的发展，⽽而是从历史更替的“上帝
之眼”，分析并对⽐比了英美两国霸权的兴起和衰落，从⽽而得出了更⼀一般性的结论，⽽而⾮非仅适
⽤用于美国。英美两国的兴起都得益于重⼤大的科学技术的进步，英国得益于率先进⾏行了第⼆二次
⼯工业⾰革命，进⼊入⼤大机器⽣生产时代，美国得益于通信技术的重⼤大进步，即第三次⼯工业⾰革命。当
⼆二者获得霸权地位之后，如出⼀一撤地开始⼤大规模的对外投资，在吉尔平看来，这是由于两国
的在世界霸权地位使得国际关系处于⼀一种和平的、有领导的状态，在这⼀一国际政治秩序下，
对外投资才成为了可能，⽽而随着对外投资的发展，核⼼心国家和边缘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小，因
为这⼀一经济变⾰革又反向影响了国家之前的相对地位，因⽽而又反作⽤用于政治，正是在对英美两
国进⾏行细致的分析与对⽐比之后，吉尔平才得出了如此发⼈人深省的结论，可见历史的发展总是
具有相似性的，我们要善于学好历史，才能在历史的卷轴⾥里发现普世的真理。 
2. ⽴立场的多样性导致理论的多样性 
 真相虽只有⼀一个，但⽴立场却可以有很多。不同于客观事实，⼀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发
展战略的选择是随着决策者的⽬目标改变⽽而改变的。从数学的⾓角度来阐释，⽬目标函数改变了，
最优解或者次优解⼀一定也会改变。⽐比如吉尔平在本书中分析任何⼀一个问题时，都会指出不同
的学派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比如在第七章分析跨国公司的成本与收益时，在分析跨国公司
的扩张对美国就业率的影响时，吉尔平就同时分析了⽀支持者与反对者的观点和论据。吉尔平
对于不同学说不同⽴立场的态度让我明⽩白，就⼀一件事⽽而⾔言的不同理论不同⽴立场没有对错之分，
不同的理论只是侧重了不同的要素，具体选择哪种要看现实情况更符合哪种理论。 

3.吉尔平对于政治秩序决定经济的发展模式这⼀一观点的论证提出质疑 
 吉尔平从书的开头就开始强调这⼀一观点，认为就对外投资⽽而⾔言，是政治秩序决定了这
⼀一经济模式，⽽而经济发展反过来会作⽤用于国家的权⼒力，从⽽而政治和经济是互动的动态模型。
然⽽而我认为这⼀一结论成⽴立的前提是洛奇的起点是英美的霸权已经形成。但是再往前推⼀一步，
英美的霸权之所以形成是因为重⼤大的技术进步随之带来的经济的腾飞。所以这样看来，还是
经济的发展决定了政治格局，进⼀一步又决定了对外投资这⼀一经济模式，进⼀一步又影响了国际
关系。所以只能推出经济和政治是互动的，⽽而不能推出政治秩序决定了经济模式。 

4.对吉尔平在对未来模式的预测中采⽤用的⽅方法的疑惑 
 吉尔平在第⼀一章就分析了⾃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重商主义各⾃自的局限性，并指出⾃自
⼰己的分析⽅方法是在三者中的折中，尽可能多的取三种⽅方法的优点，规避三种主义的缺陷，⽽而
吉尔平在第九章预测未来的三种模式时，则是从这三种模式出发分析。为何吉尔平不采取⾃自
⼰己的理论体系来分析？这样按照他的逻辑体系分析出的未来的模式岂不是更有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