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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不否认经济全球化趋势和某种进步性的前提下，首先客观分析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

点、利益分配和多种后果等，接看，提出我国若干应对之策，认为较囡满地实现利大于弊必须做到： 一 是加快建

立“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以应对
“ 海外兵团

”

的涌入；二是争取对半式双赢，以求在全球化过程中实现利益均

沾；三是尽快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以为本国企业争取好的竞争环境；四是加大科教投入，创造知识资源，

以确立应对全球化的根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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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正加速发展，全球的贸易、金融、投资等经济要素日益融合。

中外学术界关千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趋势和进步性的文献颇多，本文在不否认这类分析的前提

下，着重阐述经济全球化中被忽视或淡化的若千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并提出中国应采取的某

些主要对策思路。

一、经济全球化的若干理论与现实

（一）全球化是发达国家发动和主导的，是西方单线论的体现

新制度经济学表明，制度的变迁往往是那些从中得到潜在利益者推动的。 将制度变迁推

展到国际关系中自然可见，当前的全球化制度是由在国际事务上占支配地位的某些西方大国

组织实施的。 最有竞争力的西方强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垄断和霸权，力图将自身的生产方式逐

渐扩展到所有的国家。 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深刻而突出地影响了新的全球秩序的形

成。 从某些方面看，……它企图把美国的宪法条款推及全球
”

（吉登斯，1998)气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又表明，组织变迁的过程一般是从非正式的组织开始，但它必然会过渡

到正式的组织安排；而一旦正式的组织安排形成，必然会产生强制的作用以利规章的实施，因

而极易违反一致性原则；在各国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也会偏离多数意愿。 因此，全球化被看作

是世界市场上力量的解放，从经济上使国家失去权力，这种全球化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是一个

被迫的过程，这是它们无法摆脱的一个过程。 对于美国来说，这却是它的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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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识推动并维持的过程（马丁、舒曼，1998)。 这种主要由发达国家引导和控制的全球化进

程，其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实施资源和市场的不公平分配和竞争，并用西方强国资本主义的经

济、政治和文化制度与模式来统 一 全世界，实现不发达国家均步发达国家后尘之世界历史发展

单线论的主张。
（二）全球化制度充满了不平等，其利益分配也是不公平的

由于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不同，因而不可能有全球范围内真正的平等竞争。
事实上，全球化是一种权利的优劣序列，甚至这种序列特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即

排序靠前的发达国家是以其在资源配置和游戏规则制定方面的优势来推行全球化，并使其向

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结果正如马丁和舒曼所说的，由于全球化所释放的力量，它不久就会
有全新的解释：世界上 1/5 的最富有国家决定着全世界84.7％的社会总生产，他们的公民所
从事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84.2%，占世界各国国内储蓄额的85.5% （马丁、舒曼，
1998)。

那么，所有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是否都能从中得到好处呢？是否像西方的帕累托福利
理论所说的做大蛋糕呢？答案也是不确定的。 由于全球化的推动，西方7 国的平均增长率从

197 1 ~ 1982年的0.4％上升到1983~1994年的4.6%；而同时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整个生产增
长率从 1960~1973年的3.3％下降到1973~1995年的0.8%（赫尔曼，1999)。 马丁和舒曼通

过墨西哥和土耳其的例子指出，指望通过完全的市场 实现富强奇迹是天真的幻想。 一个欠发
达国家如果目标明确地促进工业发展并通过关税壁垒来保护自己，无论什么时候它试图与来
自西方发达工业国的占压倒优势的竞争者较量，失败都是可以预见的：自由贸易仅仅意味着实
现强者的权利一不仅是在中美洲（马丁、舒曼，1998)。 满怀希望而资本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无
防护地融入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的自由贸易区，其遭受的损失大于得到的利益（马丁、舒曼，
1998)。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甚至感慨道，全球化这个词不是被看成是客观实际的描述，而是一
种掠夺性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三）经济全球化使世界贫富差距加速拉大，形成世界新的 “ 中心—边缘“格局

世界各国的贫富差距拉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l）人均收入差距剧增。 据统计，1960
年全世界20％的最富有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占人口同样比例的最贫穷国家的30倍，30
年之后即1990年，这一差距已经扩大到60倍，而 1996年则进一 步扩大为78倍。2)大量发展

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在下降。 过去15年，100多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减少了，60多个国家的

人均消费以每年约1％的速度递减；1998年世界贫困人口又增加了4亿，共达 17亿。3)不发
达国家占世界贸易的份额也在下降。 据《1998/ 1999 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的资料，中低收入
国家在世界GDP的比重从 1980年的28.6％降到1997年的2 1%；它们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

重从27％降到了25%。4)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不断增加，屡屡爆发世界性的债务危机。 如
1996年发展中国家必须偿付的债务上升到1.94兆美元，是 10年前的2倍。5)发展中国家的

粮食危机、生存危机日益严重。 生活在32 个国家中的7亿多 人，要把80％的收入花费在食品
上，当粮食歉收时就难以生存。6)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 这不仅表现在以20 世纪50

年代初期著名的经济学家普雷维什和辛格等提出“

普雷维什—辛格命题 “ 上，更表现在集中体
现贸易条件真正内含的双要素贸易条件上。 根据斯普罗斯的研究，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所有的

衣产品的双要素贸易条件每年以2.0%~3. 5％左右的速度下降，而它们几乎占 了发展中国家

非石油初级产品出口的3/4 。 因此，他认为，在传统的国际贸易格局下，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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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的不平等地位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四）经济全球化使各国内部阶层又重新分化，收入差距也在加速拉大

首先，就发达国家来说，1980�1996年美国最富裕的 5％的家庭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的比

例从15. 3％上升到20. 3%；而最贫困的60％的家庭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则从34.2% 

下降到 30%（约翰·卡西迪，1998)。 因此，尽管1973�1995年美国的生产率增长了 35%，但

社会中层人们的实际平均工资率在最近几年还是很低，收入的不平衡上升到 70年前的水平

（赫尔曼，1999)。

其次，经济全球化导致发展中国家国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拉大。 墨西哥、印度和中国等实证

资料完全可以表明这一点。

（五）经济全球化同经济区域化和经济集团化并存

综观 世界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经济不平衡发展是全球发展的一般规律。 经济全球

化不是某一 时段上的状态，而是一种不断变化的过程，并与经济区域化和集团化共同发展与演

进。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迄今为止，世界上已出现了 144个区域性经济集团；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的调查数为68个；而日本贸易振兴会推算数为 101个。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公布的

数字则显示，从1948�1994年全世界先后出现过 109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其中2/3 是20 世

纪90年代的产物。 目前至少已经有 146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以上各种形式的区域性经济集

团。 在集团化方面，迄今出现的经济集团有：7国集团、 77国集团、24 国集团等。

（六）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国家利益的淡出，相反民族经济（国家经济）更加凸显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民族经济非但没有萎缩，反而更加凸显，民族利益也越发突

出。 全球化制度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这一 事实本身就内含了这种制度的利益偏颇性。 越来

越多的贸易战，日益严重的民族冲突等，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为此，汉斯·摩根索有经典之

语，只要世界还是由国家组成的，国家利益仍然是各国交往的最后语言。 像许多其他事物一

样，全球化也是一个二律背反：它既包含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包含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

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 目前，世界的一个重要特

点就是，全球化与本土化之争，而全球化与本土化两个动力之间的紧张关系构成当今世界事务

的核心。 因此，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变小，但世界各国彼此并没有更接近（基辛格语，参见

张西山，1998)。 拿美国著名的政治理论家亨廷顿的话说就是，全球化导致的不是统一 而是分

裂和混乱，民族国家依然很重要，而且在不久的将来仍然会显得重要（阿里夫·德里克，1998)。

世界经济的民族化倾向有三个层面： 一是区域性经济集团在发展。 二是发达国家贸易保

护主义抬头，特别是美国。 三是各区域集团以及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和经济矛盾越来越明显。

（七）知识资源在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性日趋加强，教育成为各国较量的重点

生产的主要资源是人力资本和知识。 从事知识工作和服务工作的人的生产力而不是制造

和运送产品的人的生产力，才是发达国家的生产力。 今天，只有知识和技能才是各种竞争中获

得优势的唯一胜利源泉。 彼得·德鲁克甚至认为只要各国重视知识的创造，那么在今后的 10

年或20年内很可能会出现新的、惊人的
｀

经济奇迹 ＇ ，贫穷落后的第三 世界国家几乎一夜之间

会使自己变成飞速增长的经济强国（彼得·德里克，1998)。

那么，获得知识这种资源的来源在哪儿呢？首先在于教育，科技及其制度的优劣是教育的

函数。 德国的卡尔·梅因茨·巴奎（巴奎，1998)认为，从长期观点来看，只有一个国家的教育

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与经济结构相配合的时候，才能使劳动力的供给获得保障。 日本和韩国高
• 5 .



度重视教育是众所周知的，两国教师在国内的相对收入位于世界同行的前列，从而在小学至大
学均确保了一流人才在培养和教育下一代。 瑟罗曾指出，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像日本那样良
好的教育，像日本人那样勤奋努力，有像日本那样大量的投资，就仍然拥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
的长期资源，以确保新的成功。

二、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应采取的对策思路

1.如何面对“ 十字军东征 ＂？首先是加快建立“三控型 “民族企业集团
所谓“三控＂，就是控股（资本）、控牌（品牌）和控技（技术），只有实行“三控＂的企业才是较

完全的民族经济气在全球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国家经济安全愈发显得重要，而对于发展中国
家来说，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在于民族产业的安全（程恩富，1998)。 所谓民族产业安全或国民
产业安全，是指在国际交往和竞争中由该国国民所有和控制的产业，其地位和权益可能受到外
国产业影响和危害的状态。 而民族产业的具体差别标准可以从资本、品牌和技术等多层面加
以设定。

从跨国公司产生的后果看，迫切要求我们建立“三控“企业。 一方面，外资控股的企业往往
将工业化的不良后果转移到设有子公司的国家。 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世界上绝大部分有
毒垃圾是发达国家造成的，美、英、德、荷、澳等 20 多个发达国家生产了占世界 95％的有毒垃
圾。 而且，这些国家每年以 5000 万吨的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危险废物。 中国作为一个外资
流入大国，也不能幸免于难。 另一方面，低技术、无品牌的竞争已越来越威胁到民族企业的生
存。 此外，从目前我国利用外资的效果来看，通常出现的是“反被外资利用＂的现象。

2.什么是参与全球化过程中的双赢？关键是争取对半式双赢
积极主张加入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参与全球化是一个双赢的行为。 但什么是

双赢呢？显然，多数人的所谓的双赢就是大家都有好处，至少不会变得更坏。 但是否是同等程
度地受利，就不再考虑了。 事实上，即使是几乎所有参与全球化过程的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从
中受益，也并不意味着利益均沾，因为作为资本和先进技术的主要拥有者，发达国家总是处于
全球化的中心地位，这种相对优势使它们在规则的制定方面具有主导权。

我们在参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不能仅仅强调与国际“接轨 ＂，不能只是跟
着发达国家制定的模式和规则走，而是要参与制定全球化运作的规则，积极谋求本国的利益。
我们旗帜鲜明的主张应是对半式双赢，即要努力争取获取同等比例的利益。 只有这样，才能防
止自己滑落到很可能来临的新一轮的中心—边缘世界格局的边缘。 在全球化的制度形成中，
我们要关注制度的定位，要关注本国获得的利益份额。

3.怎样为本国企业争取好的国际竞争环境？尽快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
在面临全球化冲击之时，各国政府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在于为本国的企业争取一个有利的

环境，对缺乏竞争力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尤其如此。 当前，我国政府首先能做并且应该做的
是，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 国民待遇是指对外资企业的待遇与本国企业相同。 一般来说，各个
主权国家为了民族的利益，都对民族产业实行一定程度的保护，对所谓的幼稚产业尤其如此。
但长期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能更多的吸收外来资本，反而对外资实行一种较国内资本更
有利、更优惠的政策，即“超国民待遇＂。 迄今为止，中国还在对外资实行这种“超国民待遇"。
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的存在，导致地区差距扩大、引起不平等竞争，反而恶化了市场环境，甚
至出现了大昼的假合资和被迫合资的现象。 简言之，只有尽快取消这种对本国企业不利的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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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待遇，才能更好地为本国争取更好的国际竞争环境。

4. 什么是应对全球化的根本之策？加大教育和科技投入，创造知识资源

面对即将
“

入世
”

的自由贸易大趋势，我国政府在扶持本国产业的方向和策略上就应有所

转变，应主要注重千提高本国的教育和科技。

注释：

O美国的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也承认，对全球化最热情的宜传是来自旧的权力中心，尤其是美国，全球化

也具有意识形态性（阿里夫·德里克，1998)。

＠当然这里用的是
＂

较完全
”

的用语，而不是用
“

完全
”

的词语，完全的民族经济应是所有的资本、品牌和技术都

是国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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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lobalization of Economy and China's Strategy 

—Also on Triple-control National Economy 

and Half-to-half Double Win 

CHENG En-fu, ZU Fu-qiang 
(School of Eco叩mies,Shanghai Univ叮sity of Finance and Eco初加cs,Shanghai,China,200433)

Abstract: Recognizing the unavoidable trend of the globalization of economy and its ad

vancement, we also discussed its characteristics,interest sharing and possible consequences. 

Particularly, we put forward some strategies for China to improve its situation in the process: 

first,to set up"triple-control national economy groups"to deal with coming foreign competi

tors;second,to create a half-to half double win condition upon which we can share the inter

ests of globalization with others; third, to treat foreign companies as to treat our national 

companies in the same way as soon as possible , which will help us to build a sound competi

tive surrounding for national companies; fourth, reinforce the input for science and education 

to create intellectual resource, which is most fundamental. 

Key words: the globalization of economy;half-to-half double win;triple-control nation 

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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