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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西方媒体坚持认为“中国模式”的成功意味着对西方的威胁，还对中国与非洲加强合作妒火中

烧，最近几年别有用心地炒作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对海外市场尤其是非洲市场的拓展是所谓

的“新殖民主义”。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中国援非项目，在西方一些媒体那里简直就是“新殖民主

义”的代名词。 中国是非洲发展的“破坏者”、中国廉价的商品摧毁了非洲的传统经济、中国“空投”的工

人正在掠夺非洲人的饭碗、中国煽动非洲的种族仇杀，诸如此类的论调也不时见诸西方媒体。2008年

北京奥运会开幕期间，英国《金融时报》更是耸人听闻地宣称：“中国正逐步变成新的‘殖民主义者’，

中国的经济机器轰然运行，疯狂地掠夺这块富饶的黑色大陆的资源，它的胃口足以消化掉整个世

界。”（冯海闻：《西方联手逼中国退出非洲》，香港《太阳报》2009年10月15日）西方媒体大肆炒

作中国在非洲的所谓“新殖民主义”，当然是为了离间中国与非洲的友好合作关系。尽管大多数非洲国

家坚定地奉行中非友好政策，但是，不能不指出，也有少数非洲政要人士深受西方媒体所谓中国“新

殖民主义”观点的影响。 

  西方关于“中国模式”的上述观点，归根到底就是他们重新提出中国道路姓“社”还是姓“资”这样一个

问题。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引导世界关于“中国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的研究，是新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必要前提。 

  二、关于应对经济全球化问题之争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迅速而广泛地向前推进。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政治、文化

和社会各项事业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综合国力不断跃升，世界影响力与日俱增。因此，中国是经济

全球化的“赢家”之类的观点一时成了国内谈论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影响的问题时的“主流”观点。但是，

必须指出，这种充满乐观情绪的“主流”观点，如果与“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比起来，只能说是“小

道理”。 

  我们并不否认，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与同时期中国获得巨大的发展有密切关

系。但是，机遇从来都不是从天上自动掉下来的，它们并不偏爱某一国家或地区。可以说，在经济全

球化趋势面前，如果没有我们党对新的国情、世情的准确判断和科学把握，如果没有我们党抢抓新机

遇和化挑战为机遇的敏锐意识，一句话，如果没有我们党对这一时期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政治、

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深远复杂影响的正确应对，我国在这一时期是无从设想获得什么发展机遇的。我国

在这一时期怎样正确应对了经济全球化的复杂影响呢？最重要的当然是正确认识了经济全球化使我国

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日益与世界紧密相连，越来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一无法避免的

客观趋势。其表现主要是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上，谋划建立、巩固和完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积极部署推进我国深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因为这样，我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事业才能得到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我们党在同一历史时期才能成功

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才能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进入新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对我国的影响更为复杂。我国过去发展的一些有利条件和优

势或正在失去或不再有效，甚至成为不利条件与劣势，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和经济发展对外关联性太

高，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面临的资源、能源和生态环境的硬约束问题日益突出，我国所处新的历史发

展时期的阶段性特征更加明显，我国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变化日益深刻，人们就业方式、思想观念、

价值取向等方面的独立性、多样性、差异性、多变性日益增强，意识形态领域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尖

锐复杂。继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指导和解决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面临的重大而突出的问题，扎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要求我们必须正视和应

对好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带给我们的新的复杂影响。 

  社会党在欧洲普遍衰败的所谓“欧洲现象”尤其值得我们党在应对经济全球化的问题上引以为戒。

据统计，在欧盟现有27个成员国中，有23个成员国的社会党在选举中得票率明显下降。现在，只有英

国、西班牙等3个欧盟成员国由左派单独执政，其中还包括由共产党执政的塞浦路斯。主张社会主义

或社会民主主义的欧洲社会党为欧洲社会的发展曾经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当前的金融危机使现行资本

主义市场经济暴露空前的缺陷、失业人口和贫富差距增大之际，不仅没有获得政治上的好处，反而每

况愈下。这其中，虽然原因众多，但根本的也是共同的原因，无疑是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复杂影响措施

不当。尤其是当经济全球化浪潮导致欧洲福利主义社会模式难以为继、欧洲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和中产

阶级不断失落的形势下，欧洲社会党的现有意识形态越来越失去了其传统号召力和可信度。（参见于

时语：《欧洲社会党的困境》，新加坡《联合早报》2009年10月7日）美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

认为，在“20世纪中期对赤贫的恐惧已经被福利国家主义抚平，旧的阶级冲突已经被更为复杂的阶层

所取代，他们包括移民、女性临时工等，而这些人并不太适合白人、男性为主的政党。在欧洲的私营

部门，小生意者超过了加入工会组织的工人”的今天，欧洲社会党如果不坚决改变缺乏共同纲领、依

恋旧式观念、“怨言多，办法少”、脱离平民的左派政治、不能应对新的社会阶层带来挑战等自身形

象，“历史或许不一定站在他们一边，除非他们能够丢弃旧的外皮”。（李雪：《新闻周刊封面故事:经

济危机并未让欧洲左派崛起》，《环球时报》2009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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