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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鲍 志 芳

(南开大学 哲学系 ,天津 　300071)

　　摘 　要 :经济全球化是一种以经济方式为杠杠 ,全方位影响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

现象和历史过程 ,它对世界经济和其它领域的发展具有双重影响。经济全球化发展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既形成巨大的挑战 ,也提供了历史上少有的发展机遇。30 年来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在迎接挑战、把握机遇中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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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Economic Global ization
Bao Zhi2fang

(Depart ment of Philosophy ,Nankai University ,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a historical p rocess and p henomenon which exert s all2round in2
fluence t hrough economic modes as levers upon global economy , politics , cult ure and society. It has

dual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 ment of world economy and other fields. To Socialism wit h Chinese char2
acteristics , economic globalization does not only constit ute great challenges , but also offers rare op2
port unities. During last t hirty years , Socialism wit 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been embracing un2
precedented enhancement by facing t he challenges and opport 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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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经济全球化及其“双蝶效应”
“经济全球化”,又称世界经济一体化 ,这个词

最早是由特 ·莱维于 1985 年提出的。经济全球

化有很多定义 ,经合组织认为 :经济全球化是用来

形容比此前 20 年间国际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 ,即

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在世界性生产、消费和投

资领域中的扩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认为 ,经

济全球化是“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

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 ,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

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 1 ]从其发生

根源来说 ,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

马克思曾指出 :“资产阶级 ,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 ,

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了”。[ 2 ]

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 ,是指国家之间在

经济上打破国界实行不同程度的合作、调节 ,和建

立经济运行全球机制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使各

国、各地区之间的生产、流通、分配等领域紧密地

联系起来 ,向着全球一体化的方向发展。经济全

球化推动了全球生产力大发展 ,加速了世界经济

增长。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 ,由于西方发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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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跨国公司利用科技进步 ,以自由化的名义 ,控

制世界经济 ,它造成了发达国家越来越富 ,发展中

国家越来越穷的世界经济格局。

经济全球化其实并非是一种纯粹的经济现

象 ,就其势态、构成主体及利益实现形式而言 ,它

是复杂的 ,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的变动过程和一

种全方位影响世界各领域的综合现象。它引发了

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方面的

深刻的全球性革命 ,并与政治、文化等方面交织在

一起向前推进的。俄罗斯学者艾莱拉 ·沙夫罗勒

娃 ( Elena Saf ronova)认为 :“当前全球化的进程不

仅是各个国家文化和文明一致性的增长趋势 ,也

是各个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一致性的增长趁势。”[ 3 ]

首先 ,经济全球化对各国社会生产力和经济

发展产生巨大的冲击 ,直接地影响各国经济基础

和社会基础。经济全球化以新科技革命为动力和

基础 ,彻底打破各国家之间的自然和社会界限 ,把

影响力扩大到全球范围。在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不

平衡状况下 ,它一方面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 ,但也

在更大范围内增强了国际经济的不稳定 ,特别给

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其次 ,因由资本主义主导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

中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权形成根本性的

威胁。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过程中 ,要求重新解

释主权、独立、人权、公民社会等概念 ,因而不仅增

强了各国之间经济、贸易和金融往来 ,也增强了各

国之间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关系与交往。[ 4 ]苏东剧

变后 ,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公然宣称历史的终结、共

产主义的灭亡和全球资本主义的胜利 ,宣扬只有

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民主模式 ,才是经济全球化惟

一的发展道路 ,借经济全球化之名 ,妄图以自由市

场民主模式取代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 ,

进行西化、分化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 ,其实质是要

瓦解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摧毁社会主义民主政权 ,

对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稳定构成一个巨大的威

胁。索罗斯就曾公然宣称“全球化经济就是全球

化的资本主义体系”。美国学者莱斯顿 ·瑟罗也

曾提出 :“当代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还占有主导地

位的时候 ,至少在理论上说 ,它可以梦想通过迫使

其他国家变得更像美国而让资本主义体系运作成

功”。[ 5 ]

第三 ,经济全球化对各国的国家主权、国家利

益和国家安全提出了挑战。虽然当今世界的主题

是和平与发展 ,发展中国家都需要一个和平的发

展环境 ,但是 ,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影响着

国际经济政治的动荡不安 ,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

仍未发生根本改变的状况下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弱化了传统的国家主权。而全球性跨国公司则正

是利用这些有利的国际条件 ,主导全球性经济发

展 ,不断向各国扩张和发展 ,甚至支配发展中国家

的民族经济主权 ,则更威胁着各国的国家主权和

国家安全。

第四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开放

制造了更大的困难、矛盾和风险。经济全球化客

观上要求发展中国家必须扩大对外开放 ,在多边

贸易自由化条件下全面参与到国际竞争与合作之

中 ,适应和遵从世界贸易组织法律体系的要求 ,参

与国际竞争与合作 ,不断满足国内经济政治发展

的需要 ,达到良性运行 ,保持国际国内经济政治发

展之间的和谐、平衡与稳定。但经济全球化下的

改革开放对各国转变政府管理职能、提高管理能

力、完善政治法律体系和治理机制、规范政府管理

过程都提出了新的政治要求和政治压力。

第五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国文化与思想观

念冲突 ,加剧了各国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不稳

定。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西方发达国家推行文

化霸权主义 ,使各国在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发展

方面不同程度上产生了认同性、合法性、合理性等

多个方面的危机。目前 ,新自由主义、享乐主义、

拜金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外来文化

思想 ,特别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思想 ,对各国政治

文化造成了直接的全面的冲击、影响和渗透。它

们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政治思

想和政治信念的变化 ,引发并加剧人们的思想观

念混乱 ,威胁社会的意识形态。

总之 ,经济全球化已经把各国家、地区之间联

系成为一个整体 ,由于存在着“蝴蝶效应”,国际社

会任何一个微小的波动都可能影响一个国家和地

区的各个领域。

二、经济全球化对中国色社会主义的

双重影响

目前 ,经济全球化已显示出强大的发展势头 ,

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和人们的

思维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经济全球化从根本

上来说 ,是一场深刻的全方位的全球性革命。事

实证明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产生

了双重的影响 ,它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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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社会主义向前发展 ,同时也给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带来较大的国际压力和负面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积极推动作用

第一 ,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

了开放条件。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 ,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赢得了有力的外部环境和宝贵

时机。经济全球化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又一个难得

的良好国际环境和条件来大胆吸引和借鉴资本主

义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商品生产规律

的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和经济调

节手段 ,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提高我国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增强适应经

济全球化新环境和在这种环境中积极参与竞争的

能力。

第二 ,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

了发展动力。经济全球化以科技革命为主要推动

力 ,以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广泛交往为纽带 ,这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向前推进提供了前所未有

的良好条件和广阔的世界舞台 ,使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既可以利用世界科技革

命的最新成果 ,又可以借鉴其经验教训以转化为

自身发展的动力 ,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

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第三 ,经济全球化进程有力地推动中国发展

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推动人们开阔眼界 ,转变价值

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 ,推动中国政治文化的

现代转型 ,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民主化。

经济全球化进程既打破人们僵化的思维模式 ,实

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使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融入到世界文明的潮流中得到发展 ,引导人

们在经济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中 ,对社会主义形成

了新的认识、新的判断 ;又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世界文化走向中国 ,把中华文明的发展推向新的

历史阶段。同时 ,经济全球化是在现代化与科技

革命的浪潮中展开的 ,这也为马克思主义与新时

代、与世界历史进程进行新的结合提供了巨大的

历史性机遇。

(二)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长期的、深远的消极影响

一是在经济方面 ,经济全球化通过市场经济

机制 ,直接、全面和深刻地影响我国的经济稳定 ,

即通过世界市场和中国市场的链接 ,转移资本主

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国际经济政治的风险、矛

盾和危机 ,直接引导到我国社会中来影响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主要表现为直

接影响我国的经济稳定发展状况 ,直接影响我国

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经济结构的稳定 ,即通过引发

我国固有的经济结构矛盾与社会利益矛盾 ,加剧

国际经济发展与我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矛盾。

二是在政治方面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 ,西

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打着自由化、民主化、私有化

的招牌 ,输出“自由民主市场模式”,采取政府管制

经济自由化政策 ,消融中国政府管制经济机制 ,制

约我国政府管理行为过程 ,影响我国的政策稳定

和政局稳定。此外 ,西方国家还一直企图通过操

纵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

国际经济组织 ,强调按照所谓的国际惯例和国际

法办事 ,奉行单边主义 ,把本国法律凌驾于国际关

系准则之上 ,胁迫中国。

三是经济全球化也会对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

形态形成冲击。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占主导地

位的西方民主价值观念和制度实践在全世界范围

内的拓展 ,造成我国社会价值标准、价值观念的多

元化和多样化 ,冲击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指导

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构成的冲击和挑战 ,实质是资本主义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构成的挑战。

四是在文化方面 ,经济全球化通过国际大众

文化传播媒介及其渗透整合机制 ,直接和间接地

影响我国公众的政治思想稳定和民心稳定。在经

济全球化过程中 ,发达国家推行文化霸权主义 ,推

销“西方价值”,展开妖魔化中国等活动 ,这都会对

我国社会公众的思想统一和心理稳定 ,产生无形

的渗透影响 ,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五是在社会方面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交

往普遍化和生活方式一体化 ,会影响我国社会不

稳定。中国与各国之间因存在一定的经济与文化

差距 ,人们在融入全球一体化的社会生活过程中 ,

会产生各种不适应性 ,这就会造成各种各样的矛

盾和不稳定因素 ,加剧我国社会的不稳定状况。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全球化

中阔步前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

义建设问题上的伟大创造 ,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经

41 石家庄铁道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 年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济全球化背景下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

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 ,实行改革开放 ,努力

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伟大实践中取得的

重大成果。它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三大方面的丰富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面向

经济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过程确立、在经济全球

化过程经受住了考验并得到蓬勃发展、显示强大

的魅力与发展势头的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是在经济全球化中提

出并定位的。1978 年 ,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

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路线。之后 ,以邓小

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科学

总结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教训、科学判断世界

发展趋势的基础上 ,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

和人民愿望 ,带领人民走改革开放之路。邓小平

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 ,就明确指出 :“现在的世界

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会成功的 ,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6 ] 这条改革开放之路 ,

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开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新路。这条道路既不同于我们过去所走的封闭

道路 ,也不同于当前资本主义国家正在走的道路。

由此 ,中国开启了思想的解放、经济的发展、政治

的昌明、教育的勃兴、文艺的繁荣、科学的春天 ,踏

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 ,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旗帜在中国大地上高高飘扬。党的十

三大第一次使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

论”概念 ,指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们党开

始找到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全球化中经受考

验。20 世纪 90 年代 ,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以

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准

确把握时代特征 ,明确提出顺应并利用经济全球

化进程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在各种严峻考验面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

思路更加清晰 ,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在参与

全球经济竞争中赢得发展的主动权 ,求得民族利

益的最大化。中国政府积极加入 W TO ,参与亚

太经合组织 ,促进东盟“10 + 3”合作和“10 + 1”会

晤 ,并在这一过程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了

新的高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全球化中越走

越宽广。新世纪 ,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入发展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30 年来 ,始终以改革开放为强大动力 ,在新

中国成立以后取得成就的基础上 ,推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取得举世瞩目的新的伟大成就。

在体制改革方面 ,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

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伟大历史转折。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 ,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

合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 ,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

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形成按劳

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形成

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

用的经济管理制度。在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

同时 ,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

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 ,不断形成和发展符合当

代中国国情、充满生机活力的新的体制机制 ,为我

国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有力制度

保障。

在扩大对外开放方面 ,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

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我国坚持对

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打开国门搞建设 ,加快发展开

放型经济。从建立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沿江、沿

边、内陆地区再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从大规模

“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利用国际国内两个

市场、两种资源水平显著提高 ,国际竞争力不断增

强。从 1978 年到 2007 年 ,我国进出口总额从

206 亿美元提高到 21 737 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 ,

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 ,对外投资大幅增长 ,实际

使用外资额累计近 10 000 亿美元。广泛深入的

国际合作加快了我国经济发展 ,也为世界经济发

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经济建设和提高综合国力迈上了新的台阶。

从 1978 年到 2007 年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

3 645亿元增长到 24 . 95 万亿元 ,年均实际增长

9 . 8 % ,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 3 倍多 ,

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四。我国依靠自己力量

稳定解决了 13 亿人口吃饭问题。主要农产品

和工业品产量已居世界第一 ,具有世界先进水

平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高新技术产

业蓬勃发展 ,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

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 ,

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 ,人民生活总体上达

到小康水平。这 30 年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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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快、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从 1978 年到 2007

年 ,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343 元增加

到 13 786 元 ,实际增长 6 . 5 倍 ;农民人均纯收入

由 134 元增加到 4 140 元 ,实际增长 6 . 3 倍 ;农村

贫困人口从 2 . 5 亿减少到 1 400 多万。城市人均

住宅建筑面积和农村人均住房面积成倍增加。群

众家庭财产普遍增多 ,吃穿住行用水平明显提高。

改革开放前长期困扰我国的短缺经济状况已经从

根本上得到改变。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更好地保障人民当

家作主权利的事业正稳步前进。政治体制改革不

断深化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日益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基本形成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有效实施 ,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公民有序

政治参与不断扩大 ,人权事业全面发展。爱国统

一战线发展壮大 ,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

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更加和谐。

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面 ,人民日

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更好满足。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马克思主义思

想理论建设卓有成效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公民道德建设、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全面推进 ,文

化事业生机盎然 ,文化产业空前繁荣 ,国家文化软

实力不断增强 ,人们精神世界日益丰富 ,全民族文

明素质明显提高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显

著增强。

大力发展社会事业 ,巩固和发展社会和谐稳

定的成效显著。城乡免费九年义务教育全面实

现 ,高等教育总规模、大中小学在校生数量位居世

界第一 ,办学质量不断提高。就业规模持续扩大 ,

全社会创业活力明显增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

快推进 ,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形成。

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不断健

全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全国。社会管理

不断改进 ,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7 ]

进入 21 世纪以来 ,经济全球化发展更加明

显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加关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外部环境的互动 ,提出中国的

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开放的发展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和平发展道路 ,在和平、发展、

合作中对内构建和谐社会 ,对外致力于推动建设

和谐世界。胡锦涛同志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

展与世界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宽广的全球

视域下 ,谋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党

的十七大报告满怀信心地指出 ,“一个面向现代

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

在世界东方。”[ 8 ]

因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从一开始就是

与和平发展的世界潮流紧密联系的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程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展开的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

中不断开拓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也必然

是在面向世界、造福世界的互动中继续发展的 ,是

符合中国世情、国情和民情的伟大创新成果。

2008 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严峻的全球金

融危机中经受住了考验。有理由相信 ,在未来的

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 ,必将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

下 ,化消极因素为发展动力和条件 ,稳步发展 ,取

得更大伟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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