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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济，由政府扶持本国工业系

统地替代进口，进而推动有竞争

力的出口。通常的做法是，国家

首先把利益表达机制结构化，特

许甚至扶持若干个按照功能分化

组建的经济利益集团或功能性团

体，赋予它们近乎独占的政治代

表权，让它们垄断主要经济领域

的政策输入，从而形成法团主义

的利益代理结构；然后通过这个

结构引导并动员私人资本投入战

略性产业领域和配合执行产业政

策。同时通过干预阶级冲突和节

制工会活动等方式清除不利于资

本的外部性关系，以及巨额补贴

出口，政经两界合力推动经济转

型。

从历史上看，这种国家强

于市场的政府机制只能是威权主

义的。就像自由贸易在经济意识

形态中被说成“自然而然”，有

效的去边缘策略却是抵抗性的重

商主义一样，自由民主在政治意

识形态中被说成“人类历史的归

宿”，有效的去边缘策略却要求

威权主义，也就是由军人或准军

人主政的等级化的政治体制。不

必讳言，威权体制在构建过程中

都或多或少地诉诸暴力，但是，

威权体制能发展成为普遍性的威

权主义，主要依靠的却不是暴力

威慑或政治高压，而是全体国民

对国民经济高增长的愿望与期

待。而各类利益集团之所以甘于

让渡政治话语权给军人集团，则

因为它天然具备严格等级制度和

强大的集体行动能力，这种能力

是尚在发育的现代社会结构中的

任何阶级或政党都不具备的，能

在最大程度上契合国家发展主义

的客观要求。

当然，并非所有国家都能

成功地建构威权体制以推行有效

的去边缘策略。成功的基础前提

是，它必须在地理或心理上与霸

权国家保持足够的距离。而在这

方面，拉美可谓当今最不幸的

地区。美国在观念上只能接受

一个实行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的

拉美后院，这是地缘政治的基本

规则在发挥作用。相对于新自由

主义，美国更愿意宣称它在拉美

推进地缘政治项目和采取军事行

动是为当地输送民主。这是一个

听起来无可辩驳的说辞：哪一个

国家的人民不希望由自己来投票

决定自己的领导人和如何分配国

家资源呢？但回到“全球社会”

理论，民主地理与人民的意愿关

系不大，却高度关联于国家在全

球经济核心—边缘等级制中的位

置。因为民主选举在基层（基础）

选民那里不可避免地还原为“市

场的扩张”行为，选民通过出售

选票以换取被允诺的实质开支抵

押，从而使选举政治异化为接近

国家资源和进行大尺度（政治性）

再分配的手段。因此，选举政治

本质上建立在跨国结构中：如果

再分配只限于国家范畴，它就会

经由高福利消耗的方式破坏自身

的平衡，使自己无法维持下去。

但是全球化带来一种可能，就是

使一个国家的财政透过核心—边

缘结构向边缘地区无限制透支；

尤其是霸权国家，它的民主制度

及其民众福利制度的开支，都以

得到全世界的转移支付为前提，

最终都要落实到它对世界所行使

的战争权力。另一方面，被透支

的边缘国家则失去了实质民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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