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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非全球化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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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是一大潮流 

   首先，让我们来概括一下目前急剧发展的全球化潮流的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是资本的跨国移动和展开统一的跨国的企业活动。就是说，向海外直

接投资的潮流和以此为基础的企业的跨国活动是全球化的典型表现。 

    第二点则同国家利益这个概念的改变相关。在全球化的相互投资的时代，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不是限制外资，而是为吸引外资而提出许多优惠政策，

竞相完善投资环境，健全法律和行政制度。结果是国家的作用和机能发生了

变化，变成了“对外竞争的国家”。 

    传统的“国家利益”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跨国企业并不仅仅考虑本公司所

在国家的情况，而是基于海外子公司的布局，从全世界的企业战略出发考虑

问题和采取行动。因此，跨国企业的利益并不仅限于特定国家的利益，有时

企业利益同特定国家的国家利益相矛盾。其结果导致国家利益发生了变质。 

    第三点同上述两点也有关系。70年代以后频频发生双边贸易摩擦，受害的

一方无法启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贸易保护条款，往往只能基于双边的谈

判，靠加害方实行自主限制。在日美间发生贸易摩擦时，经常采取这种办

法。但是这种做法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有局限性的。为确立明确的原则，

乌拉圭回合原则上决定取消这种做法。 

    第四，冷战结束后，在目前的世界经济状况下，迅速出现了新的两极体

制。一极是美国，它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先导，以因特网为核心，在信息化方

面取得了成功。另一极是中国，它以世界上最丰富的劳动力为后盾，已经成

为生产产品的据点。即美国是世界“知识资本的集聚地”，而中国是“世界工

厂”，两者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两者间起桥梁作用的是巨大的跨国知识服务企

业，它们作为“孵化装置”，在世界工厂以低成本生产，利用品牌的力量使产

品拥有高附加价值，再以世界巨大的消费都市为中心，在全世界销售产品。

因此，美中两极一方面相互对抗，另一方面又相互补充和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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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是出现了巨大的消费城市。全球化及其进展将在各方面出现脱国家的

行动和机制，并导致出现了地区性的世界产业集聚地和巨大城市。 

    如上所述，今天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潮流，它渗透到生产、流通、

金融以及各种服务业，进而渗透到个人兴趣爱好、旅游、体育、保健等各领

域。 

现代社会面貌的改变 

    全球化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发展阶段，正在改变现代社会的性质。让我们

概括一下现代社会的特征和其变化。 

    第一，出现了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宣传、大量废弃体制的反省。

目前的这种“四大”体制产生了许多问题。单一的、标准化的大量生产体制始

终伴随着生产过剩的压力，其结果是开始实行适应个别需求的多品种、少批

量的生产体制。另外，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使环境遭到破坏，处理废弃物也

成为难题，人们现在提倡循环利用、重新利用和少废弃。在组织形式上也开

始出现了变化，过去是上意下达的垂直型组织管理；现在向分散型、论坛

型、弹性型组织管理的方向转变。特别是在向网络型相互交流以及双向型组

织结构的方向发展。由此也导致跨国企业的国际分工不是向企业内的国际分

工(内部化)，而是向企业间合作(外部化)发展。 

    第二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统治表现出局限性。 

    第三是工业化的局限性和其向信息化和服务经济化的转变，以及以知识和

信息为中心的社会的抬头。一般来说，国家实力是由武力、财富和知识这三

种要素构成的，随着时代的进展，三要素的比重逐渐由武力转向财富，而最

近几年其重心又开始逐渐向知识转变。这就是托夫勒所说的实力转变。并

且，工业制品同信息化的知识产品的交换迫使我们必须确立新的交换方式。 

    第四，旧殖民地的政治独立使脱殖民地化向前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

发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急剧的工业化不仅给国内带来了政治、经济以及社

会的各种问题，而且最近几年向开放经济的转变使世界掀起了市场经济的浪

潮，由此又引发了许多新问题。 

    伴随全球化的进展，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的软件化也急剧发展，结果又新

产生了在市场经济下的极端的贫富差距。这是与过去的殖民地统治不同意义

的贫富对立，并由此产生了国内各阶层以及国内舆论的分裂。 

    第五，民间活动团体以及一些公益团体在抬头。最近几年，民间活动团体

的言论和行动日益引人注目。不以收取报酬为基本目的的公益团体开始登

场，国际公益性这类的用语逐渐被普遍认同。它迫使人们开始对营利主义万

能的思潮进行反省，给人一种清新的印象。 

    第六，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其活动和控制中心由生产和流通等逐渐向证券化

所代表的金融方面转变。所有的商务活动都可以用股票来筹措资金，可以通



过股票把大量闲置的货币资本投入商务活动。同时，这个市场也是获得利益

的最好舞台，它有时甚至会成为投机的对象。过头的资金操作会给整个世界

带来不稳定，甚至变成欺诈性的可怕游戏。 

非全球化的尝试 

    全球化的发展并非没有曲折，抵抗全球化的力量也很强大。全球各地在进

行各种抵抗全球化的尝试。这些尝试可以概括成非全球化的尝试。让我们来

探讨一下其中有代表性的尝试和想法。 

    1、发掘社会的需求。全球化往往会表现出以市场原理的价格法则为根据

的倾向。但是，其中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必须把商品看成是综合体现价格、质量、性能及其他特征的物品。如果是

这样的话，应该由消费者对这些方面进行综合评价来决定商品的价值和价

格。这样一来，用过去的办法，即以使用价值和价值(劳动成果)来衡量商品

已经不够了。在商品的衡量标准中恐怕还必须加进在商品中体现的主观和客

观“效用”乃至“社会价值”的标准。 

    总之，应该发掘社会的需求，只以适当的价格和适当的量生产，流通和消

费拥有必要机能的好商品，并确立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的循环机制。 

    2、公平贸易的想法和尝试。在英国尝试进行的公平贸易的想法是，向消

费者提供高质量、低价格的咖啡，向咖啡豆种植业者低价格提供生活上必需

的发达国家的工业制品，也就是说进行易货交易。 

    这种交易并不仅仅依靠市场原理，从这个意义来说，它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是因为在今天依据市场原理的全球化中，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能得到好

处，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导致劳动条件恶化，并使生产者被迫接受一些带有强

制性的合同条件。而且，栽培和生产的产品几乎全被订货的庞大的跨国企业

以便宜价格收购，而发达国家的消费者也不得不以高价购买被以名牌包装的

商品。公平贸易的想法就是想消除全球化和市场原理给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

和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带来的不公平。 

    3、建立互惠的生产者合作网络的尝试。其前提是要形成产业的集聚地。 

    这是一种被大型厂家抛弃的承包业者同发展中国家当地企业间进行直接的

生产合作的尝试。 

    以往当地企业过分依靠跨国企业的市场运作能力。他们一直以为着眼于世

界市场，自己承担部分生产，这样会得到技术，在销路上也能得到保证。但

是跨国企业在实力上拥有压倒优势，在谈判能力方面同当地企业也有天壤之

别。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当地企业的想法经常落空。但是发达国家的中小

企业实际上拥有很高的技术水平，毋宁说正是这些中小企业掀起了技术革新

的浪潮。只有从平等，互惠的企业关系中才能产生更多新事物的萌芽；只有



根据个别需要开拓新领域，而不是着眼世界市场大量生产划一的、标准化的

商品，才有可能使企业长盛不衰。 

    4、银行向拥有很强的生产能力和技术但缺少资金的小生产者提供无担保

资金的尝试，这点同女性进入社会也有密切关系。一旦这种做法取得成功，

就可以建立长期的融资关系，它将促进当地产业的兴隆，其结果也会导致女

性社会地位的提高。 

    我们应该认识到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发展过程，作为推进全球化的方式，

不应该是单一的全球化主义，而应该允许丰富多彩、多种多样的非全球化主

义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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