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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黎诣远

    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学界使用频率最高的新词之一，但究竟什么是经济全球化，却众

说份纭，莫衷一是。有的重要内涵，的有重在过程，有的重要结局，有人说只是一种趋势，有人说

已经成为现实，有人则说尚未开始。无论如何，我们应当对此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并采取相应

的决策和对策。

    经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

    经济全球化（economic globalization）与经济国际化（economic

internationalization）、经济一体化（economic integration）究竟是什么关系？有人认为三者

是同义语，不加区分，交替使用。实际上，国际化是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开放门户，彼此合

作，互通有无，这在15世纪已经开始，全球化是各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

由流动、优化配置，这在20世纪80年代刚刚开始。而一体化是指民族国家已经消亡，全球已经成为

同质化、同一化的大同世界，这是非常遥远的事，现在尚未开始。可以说，国际化是全球化的前

提，一体化则是全球化的结局。

    全球化至少有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层次。经济从来就不是真空里的经济，而是与一定的民

族、国家、政治、文化紧紧相联的。试问：当代人均GDP只有几百美元的非洲与几万美元的美国如

何一体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如何一体化？基督文化、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如何一体化？

    当代此起彼伏的局部战争表明：民族国家具有极其强大的凝聚力，外压力越大，反弹力也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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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许多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都难于统一，许多处于适度对状态的国家都难于和平，就连经济、政

治、文化相其相似的欧共体（至少从目标上看是一体化的尝试）也困难重要，更何况全球一体化？

    当然，在全球融合的过程，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都会取长补短，发生变革。但在可以预期

的未来，变革的结果将是多元化、多样化。至少在阶段消灭以前，民族、国家不会消亡，全球也不

可能一体化。

    经济全球化=资本主义化？

    西方不少学者认为，由发达国家倡导、知识经济先导、跨国公司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将导致一

个资本没有国籍、公司没有祖国、国家没有边界的世界。协调世界经济的不再是一个个国家，而是

像WTO、IMF、WB这样的超国家机构。他们说，这是继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之后的一个新阶

段，叫作跨国资本主义或全球资本方义。据说，这就是"历史的终结"。

    当代确实出现某些全球资本主义的迹象：作为全球化的始作俑者，跨国公司遍布世界各国，国

际游资到处横冲直撞。主宰各国经济的不再是国家，而映射个全球化城市的全球化公司。他们不受

所在国控制，反而控制所在国。他们通过全球网络，不仅将可口可乐送往世界各个角落，而且将美

国文明送往因特网的所有终端。"因特网的力量最终表现在它让整个世界都像北美人一样去思

考。"（阿兰·伯努瓦：《硕向全球化》）可见，在经济全球化的名义下，美国搞的是世界主义--

美式一体化，有学者乾脆斥之为"帝国主义"。

    能否设想，在这种全球资本主义下，人类都能像美国人一样生活呢？遗憾的是，随着经济全球

化的进程，究国和富国的差距在拉大，究人与富人的差距在拉大，饥饿症与肥胖症在同比增加。要

知道，全球的游戏规则是由美国主导的，是从"美国利益"出发的，他们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开出的自

由主义"药方"，只不过将有关发展中国家更深地纳入这种美国化的轨道。也许，这种美国化能够

将"地球陷饼"做得更大，便分配份额必定越来越集中，相对的乃至于绝对的贫富差距已经并将继续

扩大。

    应当看到，在自由主义思潮迷漫全球的同时，社会主义思潮并未因苏东这种"现实社会主义"的

瓦解而偃旗息鼓，相反，以追求公平为主旨的各种社会的主义（包括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

义、以态社会主义、女权社会主义），此起彼伏，相互促进。当代由各种社会主义政党执政的国家

超过三分之一，就是一个明证。特别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正在成为那些既不想搞"现实社会主义"，又不想搞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心目中的可选

模式。经济全球化必定是全球市场化，但全球市场化不等于全球资本主义化。美国将社会主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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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假想敌，视为"最大威胁"也人反面证明：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经济全球化等于全球化的进程建

设全球社会主义。经济全球化窨导致何种一体化，取决于世界人民的斗争。

经济全球化=共产主义化？

    经济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化的观点相反，有学者认为，由知识经济先导的经济全球化，将是共

产主义化。这是因为，知识经济以脑力劳动作为价值的主要创造者，以共产党为先锋队的产业工人

行将消失，三大差别也将消失，它的高级阶段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经济。

    要判断经济全球化的结局是否是共产主义，关键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邓小平在论述共产主义

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质时，前两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讲的是生产力，后三句"消灭剥

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讲的生产关系。如果只从生产力来看，连克林顿也说：我们距

离共产主义比中国更近。

    当前出现一种极其反常的现象：在西方的经济学界，右派满腔热情宣布共产主义已经终结，左

派正在研究跨国资本主义时期的共产主义，而在社会主义中国，很多人却对共产主义忌讳莫深。中

国共产党章规定：党的最终目标，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最后必然发展为共产主义

社会。全体共产党员都立誓言：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少先队员也都在

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但是，对于共产主义，除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以外，我们还能说

出多少？在共产党干部的"三讲"中，讲出了多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上百年的时间，

那么，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是否仍然实际市场经济？共产主义社会呢？马克思主义者讲国家民族消

亡，自由主义者也讲国家民族消亡，马克思主义者讲自由联合体，自由主义者则讲市民社会，两者

之间有什么本质区别？如果说：《资本论》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论》是

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邓小理理论是跨国资本主义时期有马克思主义，中国的经济学者

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

    正确的舆论导向，首先是正确的理论导向，以理服人。对于共产主义，仅靠信仰是不够的，必

须做到信服。否则，一场"法轮功"便会使某些曾经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共产党员，去为"法轮

功"奋斗。在因特网无孔不入的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人都可以从任何网站获取任何信息，仅仅控制报

刊舆认是不够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真正深入人心，方不致为各种奇谈怪论所迷惑。

    在紧紧跟踪世界发展前沿、吸取人类一切先进经验的同时，我们要深入分析这些前沿有无政治

倾向，并结合我国国情形成社会主义特色。共产主义是必然趋势，但未必是自然趋势。只有首先明

确什么是共产主义，才能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的实质，顺应潮流，乘势而上，把它导向共产主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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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如果人云亦云，亦步亦趋，那就可能一觉醒来，都不知跑到那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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