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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全球化与普世价值追求

第一章　全球化与普世价值追求

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在１８０６年９月１８日的一次演讲中说：

我们正站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时代，一个骚动的时代，思想在飞跃地向

前，超越它过去的境界，形成新的面貌。所有过去的形象概念和把世界连

在一起的纽带犹如一幅梦画般正在分崩离析。①

的确，当代人类就处在这样一个重大转折时期，这就是 “全球化时

代”。无论人们是欢迎还是拒绝全球化，无论人们如何认识和看待全球化，

诸如全球化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美国化还是中国化，“全球化是当下的

进程还是古已有之，是发展趋势还是已经终结，现实是全球化的危机还是

全球的神话”② 等等，全球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是一种不可逆转

的历史潮流和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全球化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全球

人类的生活，当今世界一切重大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安全问题以

及各个民族国家的利益和前途命运都与之密切相关。正如当代英国著名的

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说：

我们有更充分更客观的理由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历史变迁的重要

时期。而且，这些对我们产生影响的变迁并不局限于世界某个地区，而几

乎延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③

伦敦经济学院研究员马赛厄斯·柯尼希－阿奇吉布曾这样描述道：

中美洲的血汗工厂中的工人，东帝汶的人权积极分子，过渡经济中的

企业家，北极家园正受到气候变暖威胁的因纽特人 （即爱斯基摩人），南非

一

①
②
③

〔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４４页。

程光泉：《全球化与价值冲突》，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８页。
〔英〕安东尼·吉登斯： 《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塑造我们的生活》，周红云译，江西人民
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页。



的受艾滋病感染的人，更不用提伦敦和东京的股票经纪人，都感觉到了他

们的命运部分地取决于正在地球上遥远的地方发生的事件。①

全球化正以一种非常深刻的影响方式重构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在此背

景下，对全球化问题的讨论成为当前世界范围内最引人注目的话题，也是

当前我国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从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始，国内外经

济学、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文学的不同领域的学者，从各自不

同的学科背景出发，围绕全球化的相关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和讨

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化’已经成为一块透镜，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商

人、记者、学者和公民透过它来观察和理解一个正在变化中的世界”②。尤

其是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者们来说，“全球化”无疑为他们的理论

研究活动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社会背景、研究思路、理论视野、解释原则和

分析框架，简言之，提供了一个新的 “范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

《世界社会科学报告》指出：“全球化理论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次主要范式的

转换，社会科学绝不可能再与从前一模一样了。”③ 本书正是把全球化理论

作为理论视野和分析框架，对普世价值以及儒家价值的普世意义等问题展

开讨论。

　　一、全球化的实质及主要表现形式

无疑，“全球化”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一词是当今使用频率很高的概念，而

全球化问题也成为当前人们谈论的最时髦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然而，究

竟什么是 “全球化”？它起自何时？对此，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

从生产力尤其是科学技术和全球交往活动方面来理解，认为全球化是人类

二

①
③
② 〔英〕戴维·赫尔德等：《驯服全球化》，童新耕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５年版，第１页。
〔法〕阿里·卡赞西吉尔、大卫·马金森主编：《世界社会科学报告 （１９９９）》，黄长著等译，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４８１页。



第一章　全球化与普世价值追求

利用先进的通信技术，克服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进行信息的自由传递，近

些年来，随着电脑、国际互联网的普及，这种认识更加具有代表性；有的

认为全球化还包括人类利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冲破自然空间和时间的阻

隔，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自由交往活动，并对交通工具的发展在全球化

中的作用做了历史考察；有的从经济角度来理解，认为全球化是经济活动

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依赖，是世界市场和国际劳动分工的全面形成，是金

融资本、物质财富和人员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在全球的自由流动，其

明显标志是众多跨国公司的存在；有的从政治意识形态或社会体制方面来

理解，认为全球化是全球资本主义化，是晚期资本主义；有的从文化方面

来理解，认为全球化是文化或文明全球整合，其间既有文化的冲突，也有

文化的融合，各种跨文化主义者均持此观点；有的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

认为全球化是西方化甚至美国化；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全球化是人类社会

经济、政治、文化在全球范围的一体化。

依笔者之见，“全球化”实质上是对人类近现代交往形式、范围及方式、

结果等方面变迁的指称，即人类在工业化、现代化的推动下，不断跨越空

间障碍和制度、文化等方面的社会障碍，在全球范围内逐渐沟通和达成共

识与共同行动的历史过程，它表征了原本处于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以及属

于不同民族的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需要的增强，以及建

立在此基础上的共同意识、共同行动日益增多。正如里斯本小组指出的

那样：

全球化由两种不同的现象构成：作用范围 （或横向扩展范围）与作用

强度 （或纵向深化程度）。一方面，这个概念用定义诠释了一系列发展进

程，这个进程席卷了这个星球的大部分地区，或者说在世界范围内发生影

响，所以这个概念具有一种空间的内容。另一方面，它意味着形成世界共

同体的众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横向联系和相互依赖性都在

不断加强，横向的扩大与纵向的深化同时进行。……因此全球化远远不是

三



一种抽象概念，而是现代生活的一个众所周知的典型特征。①

全球化从其内在意蕴来看，它是多样的、多维的，而不是单一的、一

维的。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学者Ｊ·米特尔曼的观点似乎是可以接受的：

“全球化概念是相互渗透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② 吉登

斯也说：“全球化是政治的、技术的、文化的以及经济的全球化。”③

经济全球化。全球化最突出、最重要的表现是经济全球化，毋宁说，

经济全球化是整个全球化的基础和决定方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般人

把全球化就理解为经济全球化。全球大市场的形成、全球贸易的扩大、全

球性资源配置的展开、各种国际经济组织的建立和运行等，都标志着经济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具体而言，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为生产的全球化、贸

易的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和企业经营的全球化。当然，经济全球化的内

涵绝不仅仅指经济活动方面，而且包含着更广泛、更深刻的意蕴，比如，

经济观念的全球化，随着国家的经济和市场界限越来越被突破，无论是政

府、跨国公司还是国际组织都树立起了全球性的经济视野，日益重视把国

家经济利益放在全球范围内来考虑；经济规则的全球化，世界经济的运行

日益向规范化的方向发展，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的国际经济活动日益被要

求在统一的规则范畴内进行，１９９５年成立的世贸组织 （ＷＴＯ）标志着经济

规则的全球化取得了空前的突破；尤为重要的是，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或

导致诸如贫富差距拉大、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粮食危机、人口爆炸等经

济问题和经济灾难的全球化。尽管这些问题和灾难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副产

品出现，但是，它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存，需要全球的共同努力和协作才能

解决。

尽管经济全球化是当今全球化进程的基础和决定因素，但我们不能把

四

①
②
③

里斯本小组：《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中央编译出版社，第３９—４０页。

蔡拓：《全球化与当代世界》，《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９年第６期。
〔英〕安东尼·吉登斯： 《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周红云译，江西人民
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６页。



第一章　全球化与普世价值追求

全球化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全球化。在我们看来，把全球化仅仅理解为经济

全球化，这是对 “全球化”概念的狭义解释，广义的 “全球化”概念，应当

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全球化。

政治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并不是指全球政治制度和政治模式的一体化，

或者建立一个统一的 “世界政府”，而是指各国政治交往的扩大与频繁以及

各国政治生活相关性的空前加强。具体表现为国际政治机制和国际组织在

全球和地区的大量出现和不断拓展，从而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进程；民

主、自由、人权等观念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认同；国际事务中协调与合作的

增多，对抗和冲突的减少，从整体上改变了国际政治的放任自流和混乱的

状态。

政治全球化是从经济全球化中必然衍生出的一种现象。“政治是经济的

集中体现”，正在迅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必然要对人们的政治生活产生广泛

而深刻的影响。它首先向传统的国家主权提出挑战，削弱和侵蚀国家主权。

正如德国社会学家乌·贝克所说，“全球化就意味着非民族国家化”，“全球化

的一个结果是，政治上得到合法性认证的民族国家，在实践中经常受到无

合法性认证的非国家行动者的制约和误导。因此，任何国家为了重新获得

国家主权，必须放弃国家主权”。① 的确，在当前的全球化境遇下，有效的

政治权力所在地已不再是单纯的国家政府，而是被国家层面、地区层面和

国际层面上的各种力量和代理机构所分享。一个自决的民族或决定命运的

政治共同体再也不可能单独定位于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的边界之内了。决

定人们生活机会性质的基本力量和过程已经超出单个民族国家的范围，以

至于出现了所谓的 “全球政治”的新现象。在今日全球化态势下，任何两个

民族或国家的互动并不仅仅是彼此之间的事，而是必然涉及全球关系，世

界上一个部分作出的政治决定和行动能迅速蔓延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正

是在此背景下，“主权有限论”、“主权过时论”乃至 “人权高于主权”等强权

五

① 〔德〕乌·贝克等：《全球化与政治》，王学东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５、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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谬论纷纷出笼，而无视他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的事件一浪高过一浪。全

球化使国内政治和国外政治的界限模糊化，国内政治不断 “国际化”。

全球化导致国家主权弱化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非国家因素对国家主

权的侵蚀。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主体大量涌现，

并日益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民族国家主权正发生着潜

移默化的弱化，对以国家政府为国际关系主体的国际政治模式产生着深远

的影响。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俨然像一个 “世界政府”，影响或干涉各

国的经济政策和活动。为此，有人认为，今后各国的企业将受共同利益的

驱动相互结合，而按地理和政治划分地区和国家范围的传统观念将逐渐淡

化，国家产业政策的干涉作用将因此而不断减弱。

政治全球化还表现为民主、自由、人权等原则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

认同。全球化正在形成日益密切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为了维护共同利益，

各国需要消除各种障碍和壁垒，加强合作、沟通、对话、协商，而民主、

自由、人权等是合作、对话的纽带，因而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报告指出：“在一体化的世界中，这些民主原则具有全

球的向度，因为全球规则和行动者经常像民族国家一样影响着人民的生

活。”① 当然，不同的民族、国家因其文化传统、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差

异，对民主、自由、人权等原则的理解可能会不完全相同，但这些原则所

蕴涵的基本精神和理念，诸如 “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得到尊重，容许他

们有尊严地生活；人民在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中享有发言权；人民能够使

决策者为其决策负责；人民免受基于种族、民族、阶级、性别或其他任何

形式的歧视；经济和社会政策符合人们的需要和愿望”② 已经得到世界各国

政府和人民的普遍共识。

六

①

②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２００２年人类发展报告———在碎裂的世界中深化民主》，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８页。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２００２年人类发展报告———在碎裂的世界中深化民主》，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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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霸权主义和政治多极化并存是当代政治全球化的又一景观。当代

的全球化过程无疑受西方强势国家的主导，这些国家想把自己的政治制度

和价值观念普世化，所以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大搞政治霸权主义，

想建立一种受他们支配的全球性单一政治组织。比如，怀特就认为，全球

化要求我们要 “形成一个将波及整个地球的全部人种在内的单一政治组织。

我们强大的动力技术正在推动我们迅速实现这样一个结局”①。当代西方国

家把全球化作为其推行霸权政策的工具和借口。尤其是美国自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以来，一再宣称要用美国的价值观念来改变世界，这就对发展中国家和

落后国家构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并在某种程度上使全球政治具有同质化、

一体化的倾向。但同时我们看到，西方列强强力推行的霸权主义遭到世界

各国各民族的强烈反抗，激发了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加之世界经济格

局的不断变动，新的经济中心和利益集团崛起，必然使全球政治向多极化

态势发展。也就是说，政治多极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当然也是世

界各国人民长期反对霸权主义的结果。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加

深，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我行我素，更不能把自己的意志任意强加于他国。

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必将遭到群起而攻之，结果是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

脚”，美国的 “赫尔姆斯—伯顿法”和 “达马托法”，在全世界遭到谴责和

抵制，就是最好的例证。在当代，政治全球化使人们在处理国际关系时，

相互协调成为主旋律。各国相互协调是客观上的需要。在相互依存的世界

中，没有协调必将天下大乱；只有在尊重对方合理利益和要求的基础上，

有关国家作出相互妥协，才能达到各得其所的目的。

文化全球化。今天，人们差不多都认同经济层面的全球化，并不认为

全球化在文化以及政治上的可能性。然而事实是，“无论站在什么立场上，

人们都无法否认，全球化已经越来越在文化领域显示出它的特殊效应。文

七

① 〔美〕Ｌ·Ａ·怀特：《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研究》，沈原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版，第３７２页。



化的冲突和融合构成了全球化时代特有的文化景观。在这个文化的地图上，

普世主义与原教旨主义、文化的同质性与异质性、全球性与地方性、世界

性与民族性、一元性与多样性的争论，像一个个幽灵都从潘多拉的魔盒中

来到我们这个星球上，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厮杀”。①

实际上，文化的全球化是一种更为感性的全球化，更能为大众感同身

受。因为文化本身就是人们的 “生活样法”，文化的全球化表现为不同生活

方式、消费模式、观念意识的相互认同、相互渗透、相互吸收，从而呈现

出文化发展的某种同一化趋势。在当代，借助于信息技术、传媒手段和发

达的交通工具，世界各民族、各地域的文化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传播与

交流，从而使全球社会生活方式和内容趋同化。比如，不同国度的人们穿

戴同样的名牌，吃着同样的食品，饮着同样的咖啡，听着同样的音乐，跳

着同样的舞蹈。

一个人在自己的国度里，就可以穿到皮尔·卡丹时装、阿迪达斯运动

服、耐克运动鞋等名牌服饰，吃到汉堡包、比萨饼、麦克唐纳快餐、肯德

基炸鸡、日本料理和高丽烧烤，喝到雀巢咖啡、可口可乐、蓝带或贝克啤

酒，听到或看到美国最新好莱坞影片、英国摇滚乐唱片、维也纳新年音乐

会、迪斯科或霹雳舞比赛……②

凡此种种，都反映出人们生活方式、日常消费的趋同化。当然，在此

我们必须谨慎地指出，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强势力量，把

其生活方式也推向了全世界；或者是由于西方文化的优越势能，不发达国

家的人们会主动自觉地吸收、崇拜、模仿西方发达国家人们的生活方式、

消费观念。当今弥漫全球的 “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就是这种双重行为的后

果。消费主义鼓吹人活着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消费，消费是人生的意

义；引导人们互相攀比、追求名牌、追求享乐、追求虚荣，从而使人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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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金民卿：《文化全球化与中国大众文化》，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２页。

韩洪涛主编：《当代世界与中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７５—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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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生存困境，并引发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导致了全球性的环境危机。

文化的全球化更主要地表现为全球性的共同文化观念与思维方式的生

成。文化全球化的确带有普遍主义的外观。经济全球化摧毁了旧的民族的

阻碍文化传输的各种壁垒，使得各民族文化密切地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相互交流，成为一个整体。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中所说：

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

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

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

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全球性交流和融合已经形成不可阻挡之势，文

化的同质化也在所难免，一种普世性的、全球性的文化将成为这个时代的

共同诉求。人们在保留民族文化、国家意识的同时，开始从人类整体的角

度考虑问题，承认人类文化的某些共同性，于是产生了 “地球文化”、“全球

意识”等新的文化观念。显然，这种新的以人类整体为对象的文化观，是文

化全球化中更为本质的东西。当然，也不排除西方强国在推进全球化的进

程时有意识地推行文化霸权，把西方文化作为一种普世文化在全世界强力

推行。比如近年来，西方国家在全球化中高举着 “世界主义”、“普遍主义”

的大旗，在 “普遍性”口号下取消文化多样性价值，使弱势民族及其文化重

新整合到一个由强势国家和民族所控制的 “同质的”世界文化之中。菲利

浦·英格哈德曾指出：全球化就是 “通过市场使世界同质化，从而消除民

族国家和民族文化”。② 但另一方面，弱势国家的人们又担心民族文化在全

球化所形成的文化整合中被稀释或泯灭，从而丧失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根

基，因此必然会激起他们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和固守，甚至会策动与同质化

相对立的文化分离运动，这就形成了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世界各民族之间的

文化整合运动与文化分离趋势并存的局面，正如阿帕杜莱所说：“当今全球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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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７６页。

王德胜：《文化帝国主义：“全球化”的陷阱》，《东方文化》２０００年第５期，第３６—４１页。



相互作用的核心问题在于文化趋同与文化分离的紧张对峙。”① 因此，全球

化所滋生的文化的同质化、世界性与民族国家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和固守所

形成的冲突、张力，构成了文化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综上所述，全球化不等于经济全球化。全球化既有经济的内涵，又有政

治和文化的内涵；既是一种经济现象，又是一种政治现象和文化现象，是一

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历史进程。经济全球化仅是全球化进

程中的一个领域、一个重要的内容。全球化是以经济全球化为基础，对世界

范围内的政治、文化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各个方面都产生着深

刻影响的历史进程。研究全球化，如果我们仅局限于经济全球化的领域，就

很难观察到全球化对各国在经济方面以及在政治、文化等社会各个领域所产

生的影响，并且也难于全面把握和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同样，全球化也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或工业化、现代化，而是一

个内容丰富、结构复杂的社会运动和历史趋势，表现为人们的普遍交往的

空前扩大，生产和贸易的相互依赖进一步加强，经济、文化以及政治的联

系日益紧密以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相互影响不断加深。

全球化更不是全球一体化或趋同化。“一体化”是指结构的整体性、质

的单一性、体系的统一性。“趋同化”只是一种普遍的质的一致性，其追求

的是内容与方式的完全的同一。而全球化是一种世界普遍的相关性，是单

一化与多样性、一体化与碎片化、集中化与分散化、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统

一。② 因此，全球化在本质上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运动过程，而且，其

包含的矛盾是复杂的多样的，但从总体上看，这些矛盾的实质是全球化趋

势与地方性利益、文化之间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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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日〕星野昭吉：《全球政治学———全球化进程中的变动、冲突、治理与和平》，刘小林、张胜
军译，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９０页。

俞可平：《全球化研究的中国视角》，《战略与管理》１９９９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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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全球化的当代形态及其社会效应

（一）全球化的缘起及发展阶段

全球化究竟起于何时？目前人们的认识很不统一，概而言之，有下列

几种观点：第一种看法，认为全球化开始于１５世纪，标志是１４９２年哥伦布

发现新大陆，从此之后，全人类才真正知道了彼此的存在，世界上不同地

方的人才开始了全球范围的相互交往。因此从哥伦布远航美洲使东西两半

球的人们会合之时起，全球化过程即已开始，迄今已有５００余年的历史。随

之而来的是探险的热潮 （地理大发现）与贸易的热潮 （商业革命），终于导

致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地球上彼此隔绝的各个民族、国家，也终于进

入了 “相互依存与相互作用”的时代。第二种看法，认为全球化开始于１８

世纪，标志是工业革命，因为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完全确立起

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打破了农业经济时代的地方狭隘性，表现出一种

向外的，突破国界、洲界限制走向全球的趋向。工业革命所提供的强大的

物质技术基础，以及资本全球扩张所形成的世界市场，开辟了真正意义上

的全人类普遍交往的时代，是全球化的历史起点。第三种看法，认为全球

化开始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标志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出现

了金融资本的统治，并形成了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第四种看法，认为全

球化开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标志是１９７２年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美

元与其他货币实行浮动汇率，西方资本跨国自由流动，这时才真正实现了

资本流动的全球化。第五种看法，认为全球化开始于冷战结束以后，标志

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以及中国宣布实行

市场经济，因为从那以后，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范围才取得了绝对的优势，

全球一体的市场经济才得以形成。① 更有甚者，戴维·赫尔德在 《全球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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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丰子义、杨学功：《马克思 “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８０—１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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