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30 -

西方全球化新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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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最热闹的话题之一 本文重点对9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出

现的比较有影响力的全球化理论进行了介绍与探讨 他们分别是詹姆斯 罗斯诺的 全球化动

力说 赛约姆 布朗的 世界政体论 托马斯 弗里曼的 全球化体系论 肯尼思 华尔兹

的 全球化治理论 罗伯特 基欧汉和约瑟夫 奈的 全球化比较观 詹姆斯 密特曼的 全

球化综合观 同时 本文也归纳分析了全球化的不同定义 特点与动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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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 这个概念 是本世纪60年代由

罗马俱乐部 提出的 只是到80年代中下叶

全球化概念才在知识界 传媒界 商界和其它

各界被广泛使用 全球化理论的探索也因此成

为国际学术界的热点之一 冷战的结束又给全

球化的发展趋势以极大的推动 有关全球化的

著述与日俱增 学派纷起 众说纷纭 由于西

方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显然已捷足先登 因此

了解西方关于全球化的种种理论可以为我们思

考这一重大历史现象提供借鉴 对于加深我们

自身所处历史境遇的理解能有所帮助

关于全球化的定义 人们从不同的角度

进行了不同的表述 经济学家多指世界各国在

生产 分配 消费等方面的经济活动的一体化

趋势 主要表现在生产 贸易 投资 金融等

领域全球性的自由流动 或指生产要素的全球

配置与重组 及世界各国经济高度相互依赖和

融合的表现 政治学家往往指的是民族国家的

世界体系的最后形成及世界新格局的战略体

现 文化学家多指不同文化间的相互渗透与融

合 不同文明的全球整合和知识体系的全球传

播 或指人类利用高科技成果 克服自然界造

成的客观限制而进行的全球信息传递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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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 未来学家则更多关注的是全球性问

题 认为全球化是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在时间与

空间维度上的全球扩散

全球化作为一种现实运动 可以分为广

义和狭义 狭义的全球化是指 从孤立的地域

国家走向国际社会的过程 而广义的全球化

则是指 在全球经济 文化日益发展的情况下

世界各国之间的影响 合作 互动日益加强 使

得具有共性的政治 经济 文化样式逐渐普及

推广成为全球通行标准的状态或趋势 [1]在全

球化动因问题上 西方学者分为两派 一派主

张单因论 如技术或经济 另一派主张多因

论 单因论者强调某一特殊动因的首要性 多

因论者则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 非连续的

和偶然的过程 是由一系列不同的而又相互交

错的逻辑推动的 是一个不均衡的发展过程
[2]一般认为 全球化 特别是经济全球化 是

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必然 是世界经济发展推进

的结果 是 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进程 是在

现代高科技的条件下经济社会化和国际化的历

史新阶段 [3]国际分工 世界市场的扩大和深

化为全球化提供了体制上的保障 全球信息网

络化的发展为全球化提供了技术上的保证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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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构成了全球化的基本动因

全球化是一种偶然的辩证过程 一种矛

盾的过程 因为它不是把一系列变化总括起

来按照一个统一的方向来行动 而是由相互对

立的趋势构成的 [4]岳长龄教授曾分析了全球

化讨论中一般涉及到的五组对立趋势 即普遍

化与特殊化 U n i v e r s a l i z a t i o n  v e r s u s

p a r t i c u l a r i z a t i o n 同化与分化

Homogenization versus differentiation 整合与

分离 Integration versus fragmentation 中心

化与离心化 C e n t r a l i z a t i o n  v e r s u s

decentralization 并立与融合 Juxtaposition

versus syncretization [5]因此 全球化是一个复

杂的动态过程 它是时间与空间互动的多维度

过程 是参与者不平衡发展的过程 是一体化

与多样性 合作与冲突共存的过程 是概念更

新 范式转换的过程 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 它

并非一首田园牧歌 而是利弊都有 它既加快

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普及 又包含风险和

挑战 使 世界发展不平衡加剧 贫富悬殊拉

大 南北差距拉大 [6]全球化是加快经济增长

速度 传播新技术和提高富国与穷国生活水平

的有效途径 但也是一个侵犯国家主权 侵蚀

当地文化和传统 威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一个

有很大争议的过程 [7]

何方教授也曾列举了有关经济全球化的

十个问题[8] 即全球化与一体化 认为经济全

球化就是全球经济一体化 全球化与区域化

认为是矛盾的统一 全球化与民族化 认为

全球化一方面使主权行使受到限制 主权属性

受到削弱 另一方面也使民族化加强 全球化

与市场化 市场化是全球化的基础 全球化与

信息化 两者犹如 风助火势 火趁风威 互

相促进 相得益彰 全球化与均衡化 全球化

加剧不平衡- 平衡的互动发展 全球化与贫

穷化 在促进改革世界经济和增加社会财富的

同时 也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扩大 全球化与发

展中国家 全球化向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严峻的

挑战 全球化与国际经济秩序 相互影响 全

球化与时代特征 全球化是和平与发展的重要

支柱和推动力量 和平和发展是全球化的根本

前提 这十个问题为我们研究西方学者的全

球化理论提供了一个较完整的框架 这不仅进

一步证明了全球化为一个辩证过程 同时也暗

示了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全球化要求其

参与者作出一定的主权让步 特别是经济主权

的让步 但这并不等于民族国家的消解 甚至

有西方学者认为全球化可能带来民族国家的再

生或 重新安排的国际政治空间 [9]

如今 随着全球化现象的日益扩展和这

一概念的日益普及 对全球化的研究热情有增

无减 90年代中期 全球化成了西方国际关系

理论的一个热门话题 a buzz word 成为国际

问题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 一些有影响的西方

学者提出了以下几种主要观点

1.詹姆斯 罗斯诺的 全球化动力说

1996年 罗斯诺发表一篇重要论文 题为

全球化的动力 [10] 他文中列举了几种全球化

的同义表述 世界社会 国际化 普遍性 全

球主义 Globalism 全球性 Globality 罗

斯诺认为 全球化最具有动态特征 体现一种

强劲的动力 全球化的动力来自 条件 利益

和市场 的扩散 这些跨国扩散的内容包括六

个方面 即人们的活动 商品与服务 观念与

信息 资本与金融 机构的运作 行为的模式

与实践 他还认为 全球化是对地域化

localization 的超越 地域化是国界的限制

全球化则是国界的扩展 地域化意指分权 分

散和分解 而全球化意指集权 一致性和一体

化 此外 罗斯诺概括出推动全球化的四种基

本途径 1 通过双向的对话和沟通机制 2

通过大众媒介的变革性影响 3 通过榜样的

力量和效仿的过程 4 通过机构和制度的同

质化 而同质化往往又是沟通 媒介 榜样的

互动的结果 罗斯诺强调 从长远来看 全球

化的动力必然会持续下去 要做到这一点 关

键是逐步形成全球化运作的规范

2.赛约姆 布朗的 世界政体论

1996年 赛约姆 布朗的 变化中全球体

系的国际关系 一书经修改后出了第三版 布

朗认为 世界政体论 theory of world opolity

不同于国际政治理论 它是人们摆脱国际关系

中主要困境的需要 世界政体可界定为 处理

和解决冲突 制定和实施规则的全球的结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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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模式 或 关于强制性的社会关系体系的

世界结构 [11]如果说 全球化是对地域化的超

越 那么 世界政体就是对民族国家体系的超

越 世界政体是全球化的重要体现 它所涉及

到的全球问题包括 从无政府状态到世界有序

的治理 国际合作 战争与合作 财富与贫困

生态以及人权 [12]

3.托马斯 弗里曼的 全球化体系论

1999 年 在西方学术界发生了一场关于

全球化问题的颇有意思的争论 争论是由美国

纽约时报 外交事务专栏作家托马斯 弗里曼

的 凌志车与橄榄树 理解全球化 一书引起

凌志车是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生产的一种高级轿

车品牌 代表全球化体系 而橄榄树则意指古

老的文化 地理 传统和社会的力量 凌志车

与橄榄树表述的就是两者之间紧张的矛盾关

系

弗里曼指出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全球

化时代 从这个意义说 世界刚刚满十岁 他

认为 全球化并非一种选择 而是一种现实 全

球化不仅仅是一个现象 一个潮流 更重要的

是 它代表了取代冷战体系的一种新的国际体

系 弗里曼将全球化界定为 超越国界的资本

技术和信息的整合 它正在创造一个单一的

全球市场 从而在某种程度上 也在构建一个

地球村 全球化也涉及到 市场 技术和国家

的一体化 它 使个人 公司和国家能更进一

步 更快 更深入 更有效地接近世界 [13]在

弗里曼眼里 全球化就是自由化 市场化和资

本主义化

该书的有趣部分是冷战与全球化的比较

弗里曼认为 1 如果冷战和全球化都是一种

竞技 那么冷战可能就是一场柔道比赛 而全

球化则可能是一场百米赛跑 2 冷战的最大

忧患是担心被你非常了解的敌人所消灭 而全

球化的最大忧患是担心你看不见 摸不着的

敌人 的飞速变化    你的生活随时都可能

被经济和技术力量所改变 3 冷战体系的文

本是条约 全球化的文本是交易 4 冷战的

标志是一道墙 将人们分隔开来 全球化的标

志是世界网页 将人们联系起来 5 冷战期

间 人们依靠白宫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的热线联

系 因为尽管当时世界被分裂为两大阵营 但

至少两个超级大国在负责任 在全球化时代

人们依托因特网 每个人都彼此联系着 没有

人专门在负责任 6 在冷战时 提得最多的

问题是 你的导弹有多大 而在全球化时

代 提得最多的问题是 你的电脑调制解调器

速度多快

同年 外交政策 的秋季号以 全球化

的双重性 托马斯 弗里曼和伊格纳西奥 拉

蒙内特之间的辩论 为题 分别发表了两人的

争论文章 [14]弗里曼在 重新定义冷战后时代

全球化辩析 一文中进一步阐明了他关于全球

化的观点 他认为 后冷战世界已经终

结 一种新的国际体系现已明确地取代了

冷战体系 这就是全球化 全球化不只是

一种经济趋向 也不只是一种时尚 和所有旧

的国际体系一样 它直接或间接地改变着差不

多所有国家的国内政治 经济政策与外交政

策 他指出 全球化体系是建立在三个相互重

叠 相互影响的平衡基础上的 即民族国家间

的传统均衡 民族国家与全球市场间的关键均

衡 个人与民族国家间的协调均衡 弗里曼指

出 世界应该学会与全球化 平衡共存 他的

结论是 我视全球化为现实 意思是首先理解

全球化 然后研究如何从全球化中获得好处

并趋利避害 这就是我的政治学

法国 世界外交 杂志的编辑伊格纳西

奥 拉蒙内特认为 弗里曼关于冷战体系与全

球化的两分法是一种 令人厌烦的简化式 冷

战与全球化成为时代的主导并不能说明它们是

两种体系 他还指出 弗里曼未能观察到全球

化的负面强化了世界上两个相互矛盾的动力

源 融合与分裂 此外 弗里曼也未能看到全

球化会导致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增加 贫富的悬

殊和公共事物状况的恶化 他反对弗里曼提出

的 全球化即是美国化的扩展 观点 对弗里

曼的 政治是经济的结果 经济是金融 金融

即是市场 的观点提出异议 他认为 以弗里

曼为代表的全球化支持者将 一切权力居于市

场 变为一种教条式的主张 因此弗里曼的全

球化说教 便成了一种新的极权主义 [15]

4.肯尼思 华尔兹的 全球化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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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结构现实主义蜚声于世的肯尼思 华

尔兹也开始关注全球化问题 他在1999年 12

月的 政治科学与政治 杂志上发表了题为 全

球化与治理 的文章 从理论上来说 治理

governance 不同于政府 government 政府

是一种组织机构 而治理是一种管理和协调的

方式和过程 它可以是国家层次的治理 也可

以是国际或全球层次的治理 全球治理一般指

在全球范围内个人 公共机构以及私人机构用

以指导 决定和管理他们共同事务的各种方法

和规则的总和 是 对不同集团关心的共同事

务作出集体选择 [16]这种治理不是世界政府

它不存在一个凌驾于所有行为者之上的 至高

无上的权力机构 华尔兹在其全球化治理论

中 关于全球化的基本观点是 [17]

1 全球化是90年代涌动的趋势 它渊

源于美国 自由市场 透明度和创新性成了主

要口号

2 全球化不是一种选择 而是一种现

实

3 全球化是由市场 而不是由政府造

成

4 全球化意指同质化 即价格 产品

工资 财富 利润趋于接近或一致

5 全球化也意指跨国发展条件的相近或

一致

6 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现实的反映 而

且也是一种未来的预测

7 全球化实际上并不是完全 地球的

它主要是指地球南北关系中的北方 可悲的

是 南方与北方的差异依然很大

8 20世纪是民族国家的世纪 21世纪

同样也是 这是全球化条件下治理的出发点

9 过去的时代里 是 强者消灭弱者

弱肉强食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里 快者为王

慢者为败 败者遭殃

10 在全球化条件下进行治理 相互依

存再次与和平联系在一起 而和平又日益与民

主联系在一起

5.罗伯特 基欧汉和约瑟夫 奈的 全球

化比较观

1977年 基欧汉和奈合著出版 权力与相

互依存 一书 成为政治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

义承上启下的一本重要专著 10年后再版 加

了 再论权力与相互依存 的序 产生了很大

的影响 而2000年由朗门出版社出版的该书第

三版中 作者又加了全球化的内容 外交政

策 2000年春季号刊登了第三版的部分章节

题为 全球化 什么是新的 什么不是新的

[18] 对全球化与相互依存作了精彩的比较

基欧汉和奈认为 全球化在90年代成为

热门话题 正如相互依存在70年代成为热门话

题一样 但全球化所涉及的现象已完全不同

那么 相互依存和全球化是不是描述同一事物

的两个概念呢 有没有新的内容呢

1 他俩指出 这两个词不是同一概念

相互依存意指一种条件 一种状态 它可以增

强 也可减弱 而全球化仅指事物的增长或增

强 因此 在讨论定义时常常从 全球主义

g l o b a l i s m 开始 而不是从 全球化

globalization 开始 因为全球主义可指增强

或减弱 而全球化只说明全球主义的增强 全

球化是全球主义的一种特殊形态 自古以来即

有的 稀薄 的全球主义就是全球主义 只有

日益 浓厚 的全球主义才能称为 全球化

2 相互依存适用于以不同国家之间互动

为特征的种种情况 全球主义则是一种反映全

球相互依存网络的世界状态 因此 它实质上

是一种相互依存

3 相互依存和全球主义均体现多方位的

现象 与相互依存一样 全球主义或全球化呈

现出不同的形式 经济全球主义 军事全球主

义 环境全球主义 社会与文化全球主义

4 用全球化或全球主义的话来说 复合

相互依存是指经济 环境和社会全球化或全球

主义的水准提高了 军事全球化或全球主义的

水准降低了

5 参与复合相互依存 并不意味着政治

的结束 相反 权力依然重要 在全球化的条

件下 政治反映了经济 社会 环境的非对称

发展 这一情况不仅发生在国家之间 而且也

发生在非国家行为者之间 复合相互依存 不

是对世界的描述 而是一种从现实抽象出来的

理想式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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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詹姆斯 密特曼的 全球化综合观

詹姆斯 密特曼为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

学院教授 自1996年来 他先后出版了四本关

于全球化的专著或编著 全球化 批判的反

思 1996 全球化 和平与冲突 1997

全球化的未来 1999 和 全球化综合观

变革与阻挡 2000

密特曼认为 如今 我们生活在全球化加

速发展的时代 全球化已成了一个热门话题

这首先反映在各种不同的对全球化定义的综合

表述上 典型的表述有

其一 全球化代表一个历史阶段 它不断

地排除人员及其观念自由流动的障碍 把许多

不同的社会融入一个体系 [19]

其二 全球化实际上是全球政治经济一

体化的商品化形式的深化 是一种 市场乌托

邦 [20]

其三 全球化是不同的跨国过程和国内

结构的结合 导致一国的经济 政治 文化和

思想向别国渗透 全球化是 一种市场导向 政

策取向的过程 [21]

其四 全球化是减少国家间隔阂 增加经

济 政治 社会互动的过程 反映为相互联系

相互依存的不断加强 [22]

其五 全球化强调时间和空间的压缩 时

间和空间的旧模型开始改变 直接推动世界范

围内社会关系的强化 [23]

最后 密特曼强调 他的全球化核心观点

是 全球化不是单一的统合现象 而是过程和

活动的综合化 综合观 这个词意指全球化

的多层面分析 经济 政治 社会和文化的综

合分析 全球化是在全球政治经济框架内人类

活动环境特征的最高模式 [24]密特曼的独到之

处 是他关于 全球化本体论 the ontology

of globalization 的分析 他认为 从根本上来

说 全球化是 世界范围内的互动体系 [25]本

质是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的趋势 全球化涉及

到宏观区域 次区域 微观区域 也涉及到市

民社会对这一趋势的积极的或消极的反应 同

样地 全球化也反映了其对上述区域和社会的

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密特曼还提示人们要注意

全球化的 霸权思想意识 the hegemonic ide-

ology of globalization [26]

以上介绍了近几年来西方关于全球化问

题的六种主要论点与看法 从中可见 全球化

是世界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种趋势 全球

化新论则是对这一趋势的最新的理论分析 勿

庸置疑的是 大部分西方全球化新论均带有明

显的 西方中心论 或 美国中心论 一个突

出的例子是托马斯 弗里曼在 凌志车与橄榄

树 理解全球化 一书提出的 五个加油站 比

喻 日本的 美国的 西欧的 发展中国家的

共产党国家的 其中美国的 加油站 最好 油

价低 自助式 全球的车辆到后来都到美国的

加油站 加油了 因此 全球化就是美国 加

油站 遍布全世界 在作者眼里 全球化即是

美国化 更有学者尖锐地指出 全球化 不仅

增加财富 还扩展民主 美国克林顿政府战

略的核心是全球化概念 因此 在这些学者眼

中 全球化已经成为美国的世界领导作用的

同义词 [27]

但是 这并不说明所有美国学者都认为

美国全球化程度最高 最近 美国 外交政策

杂志和卡尼咨询公司合作 创建了一个全球化

指数 the A.T. Kearney and Foreign Policy Maga-

zine Globalization Index [28] 对全球化的性质

速度 范围提供了一种三维衡量标准 从而挖

掘了全球化问题的另一量化层面 依照该标

准 国家大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程度高 全球化

程度最高的国家一般是那些开放程度允许国民

能获得他们在国内无法直接得到的货物 服

务 和资本的小国家 新加坡因此被评为世界

上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紧随其后的是荷

兰 瑞典和瑞士 此种衡量标准的合理性还有

待进一步研究 比如说 各种不同侧面的权数

如何确定等 由此可见 虽然 全球化 这个

概念进入了各个领域 各门学科 对 全球化

的真正全球性讨论 其实才刚刚开始 对这个

充满了悖论的命题 还有待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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