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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积累逻辑下的美元与新帝国主义

邱海平 赵 敏

【内容提要】世界货币天然具有两个方面的内在矛盾，即所有货币都具有的一般矛盾，以及世

界货币的质与量之间的特殊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建立

了以美元为核心的世界货币体系，注定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必然以美国的帝国霸权为基础。美元

的世界货币地位与美国的帝国霸权互相结合、互相作用，使得美元资本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地进

行国际剥削和财富掠夺，这是新帝国主义的重要特征和本质。然而，作为主权货币的美元，在执行

世界货币职能时存在着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这种新帝国主义资本积累模式本身存在的资本逻辑与

权力逻辑之间的矛盾也注定了美元必然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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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20 世纪初，帝国主义问题就引起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广泛关注。列宁、卢森堡、希法亭、布

哈林等人对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和本质①、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②、帝国主义与金融资

本③的关系等问题就作了深入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领土占领、殖民统治逐渐被经济控制、

政治威胁等取代，帝国主义以新的面貌呈现出来。美国著名学者大卫·哈维关于权力的 “领土逻

辑”和“资本逻辑”的理论分析④、加拿大学者埃伦·伍德关于“超经济控制”和 “经济法则”的

历史研究⑤等都充分表明，虽然帝国主义采取了新的形式，但其剥削和掠夺的本质没有改变。列宁

关于“在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形式变化的这一经济科学的领域中，帝国主义问题不但是最重要的问题

之一，简直可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⑥ 的判断，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

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掠夺财富、行使帝国霸权，关键是得益于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特殊地位，并通过

这一地位不断强化美国的帝国霸权⑦。货币归根到底是社会关系的体现⑧，美元并非生来就是世界货

币，也不是“天选之币”，不可替代，它的权力和地位不过是美帝国主义的外在表现。本文通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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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内在矛盾，探究新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内在矛盾。

一、脱 “锚”的美元: 世界货币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

世界货币天然存在着两个方面的矛盾: 第一个是所有货币都具有的一般矛盾，即商品的使用价

值与价值之间、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内在矛盾以及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外在矛盾①，这一矛盾在

世界货币中表现为世界货币与外贸商品之间的矛盾; 第二个是世界货币所特有的矛盾，即世界货币的

质与量之间的矛盾。世界货币的质是指主权货币所代表的价值量。作为世界货币，它所代表的价值量

必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是世界货币能够执行其职能的内在要求。世界货币的量一方面是指世界货

币的生产量或供给量，另一方面是指世界货币的需求量。随着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的快速

增长，世界货币的供给量或生产量始终赶不上世界货币的需求量，不仅产生了金本位制向金汇兑制的

发展，而且最终产生了黄金的非货币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世界货币的质与量之间的矛盾。

当一国发行的主权货币即纸币成为世界货币之后，为了保持其币值的稳定性，要求该国所发行

的货币与其所拥有的黄金储备量相匹配，否则，如果一国发行的主权货币量大大超过它所拥有的黄

金储备量，虽然这能够使主权货币发行国获得一定的 “铸币税”，但同时也会产生世界性的通货膨

胀，并使主权货币的可兑换性受到质疑，从而引发挤兑风潮，并将抽空主权货币发行国的黄金储备，

最终使主权货币的世界货币地位被动摇。正是由于主权货币作为世界货币所具有的这一矛盾，决定

了主权货币的世界货币地位的维持和币值的相对稳定，必然以一国的世界霸权为基础。这是因为在

发行国的黄金储备增长量无法与世界经济活动的快速增长一同增长时，只有通过建立霸权，才能一

方面维持国际经济活动的现有秩序，另一方面维护主权货币发行国的根本利益。

从世界货币的实际发展历史来看，英国最早建立了金本位制世界货币体系。英国当时是世界上

最大的工业国和贸易国，与黄金自由兑换的英镑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从 19 世纪末期起，英国经济

地位相对下滑，工业产品出口长期逆差，威胁着英镑的可兑换性。为维持其他国家对英镑的信心，

英国通过从殖民地 (尤其是印度) 掠夺财富、进行非法贸易等方式结清赤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后，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已是强弩之末，黄金储备所剩无几 ( 约占世界黄金总量的 6. 23%)②，经济、

军事实力更是一落千丈，海外殖民地纷纷独立，英镑难以维持与黄金的自由兑换，被迫让出世界货

币的位置。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不仅未受战争拖累，反而大发战争横财，在战后集聚了大约

占世界 75%的黄金量。凭借着强大的黄金储备和世界最大债权国的地位，美元成为世界主要的结算

货币，建立了金汇兑本位制，即美元与黄金保持可兑换性，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各国货币

间维持一定的汇率。但是这种看似可行的货币体系并没有摆脱世界货币的内在矛盾。随着德国、法

国、日本等国家在战后经济的逐步复苏和快速增长，这些国家在国际贸易市场上获得了大量的美元

外汇，短期美元债务甚至超过了美国的黄金储备。对美元可兑换性的质疑引起了金融市场对美元的

投机及欧洲等国手中的美元结存成黄金的要求，导致美国的黄金储备不断外流。1971 年美国决定放

弃美元的可兑换性，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1973 年以美元为核心的金汇兑本位制崩溃。

美元脱离黄金，宣告了可兑换 (黄金) 的世界货币体系的彻底结束，在没有其他货币可以与美

元的信用相比拟的背景下，美元的地位不降反升，美元取代黄金成为世界各国的主要储备货币 (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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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1)。在黄金非货币化的世界货币体系里，浮动汇率合法化。但是浮动汇率并没有解决世界货币

的内在矛盾，相反，由于脱离了与黄金的可兑换性，美元丧失了维持其所代表价值稳定的外在约束。

美元虽然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但是美元的发行量完全由美国决定。对于主权国家来说，货币发行

往往以本国经济目标为首要考量。一国的经济目标除了币值稳定之外，还有就业、经济增长等其他

目标。当不同的目标发生冲突时，美国政府很有可能 (事实证明也的确如此) 牺牲币值稳定这一指

标。这就决定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随着德国、日本等国家的迅速崛起，不稳

定的美元迎来了德国马克、日元等强有力的竞争者。为了维持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美国与曾经的

英国一样，走上了国家霸权之路。

表 1 世界货币储备的构成 (单位:%)

1938 年 1948 年 1958 年 1978 年

黄金 82 33 45 －

美元 5 13 27 82．1

英镑 13 53 21 1．6

其他 0 1 6 16．3

数据来源: 根据 IMF 的黄金储备、外汇和贸易数据以及年度报告统计，不包括国际组织和苏维埃国家的数据

二、帝国的 “新衣”: 平等交易掩盖下的不平等

充当世界货币的美元按渠道划分可以分为两类: 官方渠道的美元和用于私人交易的美元。官方

渠道的美元是指包括各种类型美元债券在内的、由各国央行所持有的美元类资产。对于除美国外的

其他国家来说，这一类美元的获得主要有三种方式: 一是直接购买由美国国会批准发行、经美国财

政部设计的美元债券; 二是在国际外汇市场上购买美元或美元债券; 三是直接申请美元贷款。通过

官方渠道获得的美元直接形成该国的外汇储备，用于调节国际收支、本币汇率等。私人交易的美元

主要以票据和现金储备等形式存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通过以美元计价的商品出口、接受美元资

本投资等形式获得美元，这些美元被私人持有，或经由商业银行结汇、换汇，在各国央行形成外汇

储备。私人渠道的美元虽然是美联储印发的，但本质上是美国政府以未来税收为抵押，从美联储借

来的、需要支付利息的债务。可以看出，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本质上是美国政府的一种债务关系，

所谓的“美元本位”实质上是“债权本位”。

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它的运动路径可以看作是以美国政府为中心、在世界各国央行之间往返

的循环运动。但是这种运动是非对称的，对于通过贸易顺差等方式获得了大量美元的国家来说，这

些美元在本质上是债权，美元汇率的变动会严重影响该国外汇资产的市场价值。为了保证所持有美

元债务资产的安全，这些国家被迫成为美国债券发行的固定买主。截至 2016 年 1 月底，美元国债在

我国外汇储备中占据一半①。自 1976 年首次出现贸易逆差后，美国一直是持续逆差 (如图 1 所示)。

随着美国贸易赤字规模的不断扩大，美元在美国与其债权国之间的运动表现为不断加强的、背离美

国的单向净流动。而对于美元外汇严重不足的国家而言，为了获得足够的外汇储备用于外汇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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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等需求，只能用抵押本国资产的方式来获得美元贷款，从而成为美国的债务国。这些国家

为还本付息往往最终只能出售本国资产，从而进一步丧失在国际贸易中通过出口盈利获得美元的能

力，债务规模不断累加。美元在美国与美国的债务国之间的运动表现为持续加剧的、面向美国的单

向净流动。在这两种运动中，美国都是绝对的受益者。在前一种运动中以低息获得无须偿还的贷款，

在后一种运动中以低成本发行的美元获得高额利息。

图 1 美国国际收支表经常账户借贷差额变化趋势 ( 1960－2014 年)

数据来源: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发布的数据整理

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在全球范围内运动，其本质是美元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获取各种经济利益。在

国际贸易市场上，新自由主义鼓吹的自由贸易的背后是以美国为核心的不平等交换体系的建立。美

国推动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张，说服或强迫发展中国家放弃对商品、服务市场的保护，以使

美元资本可以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占有被私有化的资产。凭借着庞大的资本规模和技术

优势，美元资本通过直接投资或外包生产、垂直分工等方式，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到以美元资本为轴

心的全球生产和经营体系中。发展中国家成为廉价劳动力和商品的供应者，美国在享受廉价商品的

同时，以美元资本回流的方式占有其他国家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①。

这种不平等的交换体系不仅体现在产业分工上，还体现在美元对商品定价、货币单位的垄断上。

因为即使在美国工业生产能力、可供贸易商品总值不断下降时，美元依然能够广泛参与到与美国无

关的国际交易中，充当最主要的定价和交易货币。这样，在美元汇率发生大的波动时，本国资本也

不受影响，甚至可以损人利己。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 1982 年撰写的 《动乱年代》中写道，20 世

纪 70 年代的两次石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美国推动的。美国政策制定者利用石油输出国组织施行的禁

运，推动石油价格猛长，这种大幅度的价格上涨并不是该组织所计划的。美国的目的是改变欧、美、

日三大经济区的收支平衡状况，美国估计在对付石油价格猛升的问题上，日本和西欧都会遇到比美

国更大的困难。美国从亲手制造的危机中攫取了巨大的好处，在这一过程中成功地缩减了其收支

赤字②。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的自由流动成了财富再分配的工具。美国利用多种手段促使发展中国

家开放金融市场，把其他国家纳入到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中，进一步强化了以美元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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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推动金融自由化的实质不是促进财富生产，而是对世界财富和收入进行再分

配，从而实现“掠夺性的积累”①。在全球日渐统一的金融大市场中，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所

有国和投资国，可以通过利息、汇率的调整，影响资本的流动方向和世界财富的再分配。美元降息，

美元资本对外流向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的国家，以产业资本或生息资本的形式瓜分其他国家工人创造

的剩余价值; 一旦美元升息，这些资本将携带所瓜分的剩余价值回流到美国，实现财富的跨国流动。

美元升值，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将会增加，债务国将不得不出售本国资产以偿付本金和利息; 美元贬

值，以美元计价的债权将会缩水，债权国所持有的以美元计价的资产遭受严重损失。考虑到美国既

是债务国又是债权国，既是资本输出地也是资本回流目的地，美国可以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需求相

应地调整本国货币政策，以转移其他国家财富的形式实现其货币政策的目标。20 世纪 70 年代，为

改善美国国际收支状况，美元大幅贬值，导致了两次石油危机和世界性的通货膨胀; 20 世纪 90 年

代，为刺激低迷的国内经济，通过美元加息吸引资本回流，致使东南亚资本外逃、债务增加，进而

引发亚洲金融危机; 2007 年爆发金融危机后，相较于欧盟、日本货币政策效果的有限性，美国量化

宽松政策成效显著，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得益于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量化宽松政策产生美元加息

的预期，促使国际资本向美国流动，拯救了因次贷危机而深受影响的美国资本市场，在美国国内经

济有所好转后，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又使得美元利息提高，推动了美元升值，减轻了美国政府的对

外债务负担。与此同时，在美国经济恢复的过程中，其他国家可能因为资本突然大量流出、国际债

务巨额变化而产生巨大损失，甚至陷入危机。

金融资本形式的美元不仅是转移其他国家财富、对外输出危机的工具，而且进一步保护了美元

的世界货币地位。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的金融化程度不断提高②，美元资本渗入到其他国家的

产业部门、金融部门之中，使各国相互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使得即便美国经济实力下滑，由于其他

国家金融市场与美国深度相关，也难以放弃美元选择其他货币作为世界货币。这一点在 2007 年金融

危机后表现得尤为明显，即使美元的不稳定和衰弱已成为共识，但其他国家因为持有大量的美元资

产，被迫继续维持美元廉价的信用③。

需要指出的是，美元在其世界货币的不对称运动中，能够通过跨国公司、金融资本等形式在全

球范围内掠夺财富，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霸权的支撑。在国际贸易市场上，美国的核心地位并非仅

仅依靠技术优势，更重要的是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的支撑。正是在美国军事实力的胁迫和攻击下，

美元保证了其在世界贸易中主要的商品尤其是石油等大宗商品的计价单位地位④。为了确保海外美

元资本的风险回报，美国通过政治施压，以严格的知识产权制度、弹性的市场准入规则等方式，对

美国的海外投资者利益进行强势保护。也正是因为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

国际机构受到美国政府的控制，当美元资本的利益受到威胁时，其他国家政府承受着多方面的压力，

美国投资者在海外可以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在金融市场上，美国政府通过威逼利诱等手段，迫使

发展中国家开放金融市场，给予美元资本畅通无阻的通行权; 在强行对其他国家金融市场干预的同

时，不顾其他国家的利益和抗议，根据美国资本的利益诉求调整美元利率、汇率等。可见，强大的

国家霸权正是维护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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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参见 David Harvey，The New Imperialis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 183。
参见 Gerald Epstein，Financialization and the World Economy，MA: Edward Elgar，2006。
参见 Ann E． Davis，Marx and the Mixed Economy: Money，Accumulation，and the Ｒole of the State，Science ＆Society，Vol．

74，2010，No． 3，pp． 409－428。
参见 Ｒamaa Vasudevan，From the Gold Standard to the Floating Dollar Standard: An Appraisal in the Light of Marx’ s Theory

of Money，Ｒeview of Ｒ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 41，2009，No． 4，pp． 473－491。



三、末路的美元: 资本无限积累的欲望与美国不断衰落的实力

为了应对主权货币执行世界货币职能的内在矛盾，美国以霸权支持美元的地位，产生了一种新

的资本积累模式，即在全球范围内通过收取铸币税、不平等交换、操控金融市场等方式，掠夺其他

国家生产的财富，但是这种新帝国主义的资本积累模式所具有的一系列矛盾也注定了美国霸权地位

的必然衰落。

首先，美元债务增加与保持国内低通胀的需求之间存在着矛盾。上述对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运

动路径的分析表明，为了满足国际贸易投资对美元的需求，美国需要对外借贷美元，或者通过长期

保持贸易逆差释放美元。布雷顿森林体系期间，美国经济实力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国，再加上美元与

黄金挂钩，美国更倾向于通过对外贷款和援助的方式输出美元，再通过贸易顺差将美元回收。20 世

纪 70 年代后，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滑，再加上没有了黄金的束缚，美国更依赖于通过贸易逆差输出

美元，再通过资本回流收回美元。此举虽然有效地保证了其他国家对美元的需求，但是随着美元赤

字规模的不断扩大，促使美元发行量持续增加，相应地增加了美国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为了释放

通胀压力，美国除了借助于美元外流向外输出通胀外，还极力控制国内物价水平和工资的上涨趋势。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里根政府开始打压工会、压低工人工资起，美国就把压低工人工资作为防通胀

的重要工具。为了有效控制工资，美国甚至不惜牺牲本国实体产业，以全球化产业分工等方式将产

业资本转移到海外，再以进口的形式获得海外生产的廉价商品，以降低本国工人劳动力再生产所需

要的成本。而此举导致了美国实体经济的衰落，进一步加剧了经常项目的赤字，进而推高了美元的

债务规模 (如图 2 所示)。这种以债务维持经济繁荣、以压榨全世界工人阶级来维持本国资本利润

的运作模式，使得通货膨胀的风险蔓延至全球。当通胀压力达到世界经济可以承受的临界点时，美

元崩溃的大危机必然席卷世界。

图 2 美国政府负债总额及占 GDP 比例

数据来源: 世界宏观经济数据库

其次，美元资本过剩与国内投资不足之间存在着矛盾。因为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美元资本可

以不劳而获，无须经过商品生产和流通过程，而以金融资本的形式参与全球剩余价值的分割，获得

高额利润①。追求剩余价值或利润的最大化是资本的唯一目的，参与金融市场成为美国产业资本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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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Greta Krippner，The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Economy，Socio－Economic Ｒeview，Vol． 3，2005，No． 2，pp． 173－
208。



策的出发点，由此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 一方面是资本积累服务于金融利益而不是社会再生产，美

国国内的实体经济处于停滞甚至是衰退状态; 另一方面是金融资本吸收的巨额财富产生了大量的投

资需求，却没有足够多的实体财产供金融资本以证券化的方式进行投资、交易，形成了大量的由于

看不到有利可图的出路而被闲置的过剩资本 (与过剩的劳动力相伴随)。20 世纪 90 年代后，在宽松

的金融管制环境下，这些过剩资本不断创造出以股票、利率、汇率等虚拟物为标的的期权、期货、

掉期等金融衍生品，造成了经济繁荣的假象。次贷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出这种依赖虚拟资本的资本

主义经济秩序的脆弱和美国 “去工业化”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相较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

国制造业产值占世界的比重超过 40%，2015 年这一数值不足 20%①。虽然奥巴马在任期内一直呼吁

海外资本回流，以实现“再工业化”，但是效果并不明显。美国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在 2010 年到

2015 年之间从 13. 2%下降到 12%。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寄希望于通过优惠的税收制度鼓励本国

实体产业的复兴，但是美元资本会主动放弃过去那种依赖金融资本运动的不劳而获的盈利模式吗?

最后，居高不下的军费开支与高额的预算赤字之间存在着矛盾。大卫·哈维曾引用德裔美国政

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的观点指出: “资本的无限积累必须建立在权力的无限积累之上……资本的

无限积累进程需要政治结构拥有 ‘权力的无限积累进程’，以通过持续增长的权力来保护持续增长

的财产。”② 资本的本性就是积累，无限积累的资本必然要求不断扩大的国家权力来支撑。为了满足

美元资本不断积累的欲望，美国以世界货币资本的形式在世界范围内掠夺财富，不断扩大军费开支。

特朗普在写给国会的信中所说的 “没有安全，就没有繁荣”，深刻地暴露了美国经济繁荣的背后支

撑就是强大的国家军事实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保证美元地位和海外美元资本的利益，

美国的国防预算支出在整体上一直保持着增长趋势。虽然 2010 年到 2015 年期间美国的国防预算支

出略有下降，但是仍然远远超过其他国家。2016 年美国国防预算支出再度上涨，高达 6050 亿美元，

比中、俄、德、英、法、印等国家的总和还要多。与不断增长的巨额军费开支相对应的是不断刷新

纪录的国家预算赤字 (如图 3 所示)，预算赤字的增长所带来的国内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的压力意

味着美国的赤字规模不可能无限制增加，留给美国军事开支进一步扩大的空间越来越小。通过军事

强权维持本国资本无限扩张是充满矛盾和危险的，除非美国的经济实力永远保持在超级大国的水平，

否则一旦政治权力的积累落后于资本的无限积累，美元资本的时代就将结束③。

图 3 美国国防预算开支额与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 1949—2010) 规模及占美国总资产的比例

数据来源: 根据美国白宫预算报告的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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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整理而得。
David Harvey，The New Imperialism，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 29．
参见 David Harvey，The New Imperialism，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 34。



四、未来展望: 新秩序的建立

美元作为一种主权货币，从其作为世界货币之日起，由于其固有的内在矛盾，始终与美国国家

权力结合在一起。美国以政治霸权和强大的军事实力支持美元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掠夺和积累，

是偶有战争、压迫长存的新帝国主义。这种看似平稳的资本积累模式因其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注

定了“帝国长存”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这个矛盾激化并最终使美元为核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崩溃之

前，这种不平等、不合理的资本积累体制仍将在一定时期内维持和延续。

尼克松政府时期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有一句“名言”: “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

问题。”中国目前作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美元外汇储备国，却没有相应的

货币认可度和规则制定权，可以说是“美元问题”的最大受害者之一。在目前这种不平等的、并在

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仍会存在的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中，中国需要继续保持改革开放以来的

全球性思维，积极主动地融入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全球化过程中。在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

权货币篮子后，必须继续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提高人民币在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这不仅是为了确保我国的国家利益，更是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改革不平等的国际货

币秩序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世界的和平发展需要建立一种平等互利的世界货币新秩序。这种新的世界货币秩序不仅要克服

主权货币执行世界货币职能的内在矛盾，超越单一主权国家发行世界货币的局限性，而且要克服因

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掠夺性积累所导致的矛盾，超越资本积累的逻辑。新帝国主义本质上仍然是资本

主义，反对不平等的新帝国主义，从根本上来说仍然必须以批判和反对资本主义为前提。作为社会

主义国家，中国需要为完善世界货币体系提出 “中国方案”。另外，新帝国主义在促进资本积累的

同时，也加剧了资本与劳动、帝国主义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因此，未来新秩序的建立，也将有

赖于全球劳动阶级的团结斗争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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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Jinping＇s Thoughts on State Governance and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inicized Marxism

Liu Huanming and Chen Xuxin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s its
core has presented a series of new concepts，ideas，and strategies of state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require-
ments of the times and grasping the overall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On the basis of th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three laws，”Xi＇s thoughts of governing have yielded a series of fruitful results，inclu-
ding the all－round planning on the practice of strict disciplining of the Party，an overall response to the prom-
inent problems in the field of ideology，systematic innovation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integral design for
modernizing the system and capacity of state governance，and the general layout and systematic demonstration
of big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Xi Jinping＇s ideas of state governance have carried for-
ward the development of sinicized Marxism，ushered in a new age for the great course of socialism with Chi-
nese characteristics，and initiated the new journey trowards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US Dollars and New Imperialism under the Logic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Qiu Haiping and Zhao Min

Two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exist within the world currency，the general one possessed by all currencies
and the particular one between its quality and quantity． After the WWII，the United States established an in-
ternational currency system centering on the US dollar through its storng economic and military power，which
means that the central role of US dollar necessarily requires the American hegemony． The combination of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US dollar as the world currency and the imperialist hegemony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en-
abled the US dollar capital to engage in world wide exploitation and plundering，demonstrating th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and nature of the new imperialism． However，as a sovereignty currency，the US dollar has inex-
tricable inner contradictions when exercising its function as the world currency． Such contradiction between
capital logic and power logic within the mode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the new imperialism indicates the in-
evitable decline of the US dollars．

The Three Flaws of Mainstream Western Economic Theory
Song Xiaochuan

The Great Ｒecession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2007－09 call for a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
nomic theory． Indifference to and rejection of social reality by the mainstream economic theories，along with
the consequent misleading of both the public and policy makers，reveal three of its serious flaws: perfect pre-
diction and coordination，ad hoc“shocks”as the cause of economic variation，and superioity of equilibrium
and omnipotent marketplace． This kind of procrustean framework reflects their innate predilection for method-
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precision over real－world accuracy． The only way out of contemporary economics lies
in a return to reality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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