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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球化是一个全球信息系统化的过程，它的实现是必须依赖一个以新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社会，

同时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分化。这个全球化过程对中国的影响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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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一个深刻的结构性的变化，这个变化被命名为全球化。全球化使得世

界的各个部分更加相互依赖，但在谈论全球化的时候出现了很多的概念上的分歧与混淆。而

这种混淆部分地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作为学者，我们的使命首先就是使用分析性的概念，

在经验性观察的基础上，重新理解和澄清对全球化的界定和认识。其次，我们必须在一个比

较的视野中，关注不同的地区的多样性的经验来理解全球化，而要避免将全球化简单地与西

方化、甚至美国化等同起来。因此，今天的讨论必须建立在可观察的基础上，通过对事实性

材料的细致分析，把全球化的讨论推向更加坚实的平台。 

  全球化是一个全球信息系统化的过程，它的实现是必须依赖一个以新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

术社会，这个信息社会的形成又有赖下列条件：首先是基础设施的建立，而这个设施的建立

不仅仅意味着互联网、计算机化和移动电话，而且也意味着运输，既包括空中运输也包括海

洋运输。它使得全球形成一个网络。全球化的另外一个条件就是新组织形态的产生。任何新

的社会结构的形成都与一定的新组织的诞生密切相关。这个新组织就是指在一个网络化的社

会结构，各个公司内部形成网络，而不同的公司之间也通过新技术连接成网络。全球化的核

心，在我看来首先就是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在全球化的时代，金融市场必然是一个全球化的

金融市场，不存在相互间隔绝的金融市场。这个核心活动的第二个因素是信息的全球化，主

要是指货品和服务业的一体化，而这个一体化的过程主要有跨国公司及其网络来完成的。从

统计数据来说，跨国公司的雇员不过是两亿人，虽然这个数字只占全球劳工数量的很小一部

分，但就是这两亿人对全球的 GDP 贡献达到 40%。这个 40%并不是说它的生产完全在本土完

成的，而是通过跨国公司与不同地区性、国家间的合作形式展开的。那么，中国的全球化并

不仅仅是意味着中国向国外输出了多少商品，而在于中国的生产、销售等已经建构性地成为

全球化体系的一部分。  

  新的信息和传播技术是全球化的关键之一。一个趋势是新的通讯技术可能使全球化的触角

延伸到甚至非常边缘和贫困的地区。比如中国最近出现的"小灵通"服务就是如此，使得一些

相对边缘的地区也可以廉价地获得无限通讯服务，而在某种程度上融入了一个全球化的网

络。传媒对现代生活有着重要作用。现在有几个大的传媒公司掌控着全球的 75%的传媒产品

的生产，而且其中很多的公司设立在美国。但我们不能仅仅根据这个现象就草率地认为美国

在控制着全球的传媒生产，事实的真相要比这个简单的结论复杂得多。传媒生产在不同的国

家、文化形态间决不是相互隔离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的。传媒的全球化

生产事实上是与本土化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当传媒公司在制作它们的产品时必须充分考虑

产品的目标受众的接受心理，即必须把产品的文化诉求"在地化"，通过修饰、增删、变换等

各种方式充分地吸纳本土文化，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大公司对当地文化怀有真诚的尊重，而是



出自市场的需要，是为了传媒产品在文化心理上更容易被当地消费者所接受。比如默多克集

团，在制作面对中国、印度观众的节目时就采用了与它们在西方的节目不同的举措，以满足

特定文化形态的观众的消费心理需求。新闻报道的全球化也同样如此。美国 CNN 的 24 小时

滚动播出的新闻模式令人印象深刻，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世界的新闻报道就被 CNN 所垄断。

目前在中国、印度等其他国家都地出现了这种 24 小时的新闻服务。因此可以说，新闻生产

一方面在全球化，而同时由于各国的意识形态、政治力量、国家投入的差异，这个全球化并

不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差异甚至紧张感的过程。 

  与此相关的是文化的全球化，在价值和规范的领域中，整个世界日益陷入相互依赖、制约、

穿透的文化互动进程中。但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描述为一个所谓"文化帝国主义"进程，事实

要比这种描述复杂得多。文化全球化往往创造出新型的混合文化。这种混合文化既保留了一

些共通的基本要素，却又获得了各种特定的本土文化特色。比如"hip-hop"（街舞）这种文

化形式在加利福尼亚、在韩国、日本、香港和中国大陆都有各自的形态，是一种全球性的流

行文化形式，彼此之间共享着某些基本元素却又不是同质化的。所谓文化的全球化并不仅是

指芭蕾舞等高雅艺术的世界化，同时也包括足球、体育、互联网上大量的可以免费下载收听

的流行音乐等各种流行文化。 

  全球化的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分化。新的全球网络的逻辑同时具有

"吸纳"与"排斥"这两个方面。这种逻辑吸纳、整合一切对这个网络有价值的东西，而拒绝、

摆脱一切对它没有价值或贬值的东西。而吸纳还是排斥的标准是依据全球网络体系种出于支

配地位的资本、信息和权力。这是一种新型的权力关系，造成了一种新的断层。这个世界不

在是传统的"南"与"北"的分化，而是全球网络"之内"与"在外"的分化。的确，在非洲大量的

人群被排除在全球化网络之外，但也存在着被一些被网络所吸纳的人群。在美国既有与全球

网络密切联结的人群、也有在这个网络之外的人群。比如，美国加州的帕罗尔多（Palo Alto）

是斯坦福大学的所在地，在这里聚集着一批相当富有的生活在全球网络社会中的知识精英。

但仅隔一条高速公路的东帕罗尔多（East Palo Alto）是南美人聚居的拉丁区，生活处境完

全不同，高失业率、高犯罪率，经济贫困，这个地区就完全处在全球网络之外。这个问题对

中国也极为重要，因为中国正越来越深地卷入全球化的进程，但不是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地区，

中国的一部分人和地区进入了这个全球体系，而另外一些地区和另一部分人群被排斥在外。 

这种吸纳与排斥不仅仅是经济上和社会性的，而且还是文化的。有些身份认同被全球化所排

斥，被视为"非现代的"。因此，一个具有高度生产性、创造性与发展动力的全球化体系，又

同时引发出"被吸纳者"与"被排斥者"之间在经济、文化与社会的方面的分化。这就是全球化

过程重要的内在矛盾。正是由于这一矛盾，过去 10 年中在整个世界都出现了日益增长的反

全球化的力量，形成的不同类型的社会运动。它们有各自不同的特征与形态，但总的来说是

来自那些被目前这个全球网络所排斥的人群对全球化的反应。在这个意义上，反全球化运动

与全球化过程恰恰是密切关联的而不是彼此无关的现象。比如，1999 年在美国西雅图的抗

议活动被媒体报道为一次反全球化运动，其实这个标签并不准确，他们的抗议并不是反对一

切全球化，而只是反对某种特定形式的全球化，反对目前这种资本主义全球化，他们完全可

能支持其它形态的全球化。许多抗议运动是以捍卫人权价值为旗帜，来反对目前这种形式的

全球化所导致的某些群体的贫困和被排斥。这种价值是西方社会广泛认同的。西方社会的大

多数人可能并不一定支持抗议运动本身，但支持这些运动所捍卫的价值。还有一些反全球化

运动是文化性的，是试图保存在全球化运动中被迅速边缘化的本土文化。另一些运动主要是

捍卫那些被全球化过程所排斥的身份认同，这些认同包括国家认同、文化认同，种族认同，

当然更重要的是宗教认同。不用说其它国家，我们就举美国的例子，在美国出现了强劲的反

全球化运动，成千上万的民族主义者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反对全球化所导致的文化变迁。

所以，并不是美国就支持全球化、拉丁美洲就是反对全球化，事情远不是如此简单。当然，



最重要的反全球化的宗教性力量来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他们的反对运动主要是宗教性

的，虽然也有社会的原因，主要是反对那些与全球化相联系的西方主导价值观念，以捍卫自

身的宗教认同。其中一些伊斯兰极端主义者采用暴力和恐怖主义的反抗形式，者对整个世界

都造成了非常明显和严重的后果。因此，反全球化与全球化并不是互不相干的两个独立部分，

必须将前者看作是后者的一个结果。 

  现在我们谈谈这个全球化过程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当然是一个经济奇迹，也是全球化的典

型。这个奇迹使中国很多人的生活条件发生了变化，也因为中国的转型使整个世界的经济形

态也发生了转型。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中国伟大文化传统的结果，是其本身潜力的释放。但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又不是那么简单。中国在 15 世纪的时候，技术上比欧洲要发达得多。但

因为当时及以后的帝王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了与世界隔离的方式，导致了中国以后几个世纪的

衰落。现在中国重新进入全球化的进程与世界协同发展，那么可以说，中国现在的发展是因

为逆转了过去相对封闭的历史传统所带来的结果。当然，中国经济的崛起有许多复杂的方面，

在此我们只简要地指出几个因素。首先是，中国企业的诞生似乎是复活了古已有之的企业文

化，这在中国南方，特别是上海、广东等地得到了充分的表现。第二个政府的支持，特别省

级政府、地方政府积极促进经济发展，在推动当地经济融入全球化的过程扮演了相当活跃的

角色。第三个的方面是外商投资，事实上直到 1990 年代中期，对大陆进行投资的主要还是

海外华人企业，他们通过台湾、香港积极地在大陆投资。随着经济的活跃，越来越多的跨国

公司选择到中国来投资，但是他们并不是直接与中央政府打交道，而是与一个个地区性的地

方力量接触和合作。当地企业家、当地政府与跨国公司形成了复杂的网络。另外，中国存在

大量的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群体，这是一个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性结构。虽然中国同

时也有很多的只能接受基础教育的人群，但是不容否认，中国良好的工程师传统和受良好教

育的群体的存在促进了中国的全球化。前几年美国伯克利做过一个调查，他们发现在美国的

硅谷，中国人和印度人占全部的执行总裁的三分之一，而这三分之一中大部分是中国人。从

这个角度来看，硅谷若没有中国人和印度人，是无法实现它的繁荣的。 

  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有一个很好经济政策来平衡和调节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关

系。中国进入全球化是一个渐进的谨慎的过程，而不是突然的全面的全球化。我认为在全面

的全球化和完全的拒绝全球化之间采取这样一种相对保守的策略是非常关键的，尤其在金融

政策方面更是如此，而且这种策略不应是一种短期行为，我认为这种政策应该在以后相当长

的时期内得到延续。对于中国来说，用市场来交换跨国公司的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非常重要，

事实上它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在 1990 年代后期腾飞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然，目前中国的发展

也有一些需要警觉与应对的问题，特别是社会经济与文化的两极化，以及部分人群的边缘化。

对于中国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要避免在生产性不发达的国有经济区域与发达的外资领域的两

极化态势。地域上的两极化--即在沿海与内地的断裂--也应该尽力去避免和弥合。发展并不

简单地就是一个经济发展，而是调节市场与社会关系的动态化进程。全球化必然导致社会转

型的发生，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我们要面临很多的问题，主要是公共服务的建立，尤其是整个

社会的卫生防疫系统的有效形成。中国现在整个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相对于 20 年前的状况

并没有明显的进步，虽然药物生产的水平在突飞猛进，但许多药品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支付能

力。此外，中国的全球化还可能导致出现一种不可控的城市化现象，就是城市人口急剧增加，

但却无力为他们提供居住和生活条件，甚至会造成许多人无处可居的状况。许多到过中国的

专家学者都认为中国的全球化发展需要吸取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从而避免它们遭遇

的危机。事实上在很多单纯"发展至上主义"盛行的国家，消费主义流行，整个社会分裂为"

原子化"的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产生危机的征兆。中国的发展状况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

上似乎在重蹈覆辙，也就是重现了 15 年前某些"发展主导一切"的国家中曾经出现的一些负

面现象。社会变迁也是一个政治能力发展的过程，需要通过发展政治能力来妥善应对和安排



可能出现的危机。所谓政治能力主要是指两个方面，首先，因为中国领土非常辽阔，必须加

快去中心化的进程，加强地方自治的能力，从而培育出一个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不仅仅

是市场经济的共同体，而是处于政治能力体系中。 

  在卷入全球化和发展经济两个维度中，中国是一个极为突出的个案。我们都需要思考这样

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这样高速的经济发展，从社会、政治、文化以及生态等方面而言是可持

续的吗？这也是我需要求教于大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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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lobalization is a process of information systematization, whose realization depends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ociety rooting on new-tech.  the globalization promotes the divis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which is of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to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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