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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多年来，经济全球化一直是国内外研究讨论的重点。《经济全球化新论》有两项任务：一是把有关这一问题的各种观

点，进行适当梳理和评介；二是着重对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新趋势，新问题进行研究和论述。这些问

题包括当前经济全球化所处的阶段；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波折；地区经济一体化趋势的特点，劳动力和人才跨国流动规模

扩大的趋势；全球化深入发展中的国家主权问题；反全球化运动的突起等等。 

    《经济全球化新论》这一新的研究成果已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所具有的几个鲜明特色给读者留下了很深的

印象。 

    特色之一：全面论述了新形势下全球化的内涵、发展阶段和趋势。该书认为，全球化应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

总体的全球化，但各领域全球化的进程并不完全同步，其中经济全球化居于领先地位。然而，即使是经济全球化，迄今也

只是处于其初期阶段，以后的路还很长。该书指出，由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间利益分配极不均衡，南北差距扩大，

矛盾激化，多边贸易谈判受阻。该书针对全球化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指出，人们在谈论经济全球化时，往往只限于贸

易、金融、对外直接投资和生产的全球化，事实上，除这些方面外，近年来，劳动力的跨国流动，特别是人才的跨国流动

迅速扩大等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特色之二：在关注全球化发展中的热点的同时，对不切实际的论点提出了质疑。该书指出，近年来在全球化深入发展

的同时，地区化趋势大为加强，特别是以缔结自由贸易协定为主要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遍及全球，其内容更加多样化；在

这方面一直相对落后的亚洲正在阔步前进，迎头赶上，其中中国起着积极推动作用，该书对区域化发展的新趋势及其与全

球化的主权关系进行了专门论述。对全球化发展中的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影响，该书认为，这种影响不仅在于全球化对国

家主权的削弱或“侵蚀”上，而且还由于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合作和斗争都在加强，矛盾愈益复

杂化，要求国家主权加强。特别是近些年来美国以反恐为名，变本加厉地推行全球霸权主义，肆意侵犯他国主权，引起他

国的普遍反对和抵制，维护主权的斗争遍及世界各个地区。该书对国家主权观的历史演变进行了叙述，同时对有关“国家

主权问题似乎已无足轻重”的种种不切实际的论点给予了有理有据的分析，并提出了质疑。 

    特色之三：重点强调了全球化为世界各国提供的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近些年来，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发展

中大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力日盛，成为世界发展的新推动力和促进世界多极化的积极因素。然而，与此同时，全球范围



内经济差距和贫富鸿沟仍在扩大，占发展中国家约1/3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占世界人口1/5的赤贫人口的悲惨境遇日益严重。

进入新世纪以来，反全球化运动突起，声势浩大。该书的一个亮点在于，以“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定位”为题，对中国

应对全球化的战略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中国是全球工业制成品的重要生产和供应基地的观点。但随着全球化和中国经

济本身的迅速发展，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也将不断发生变化。 

    特色之四：客观地评介了西方有关全球化的思潮流派及其影响。该书结合全球化发展的实际状况，对西方有关全球化

的思潮流派进行了评介。关于全球化的思潮流派，西方国家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划分，有人把它们划分为新自由主义、

改革主义和激进主义；有人则划分为极端全球主义、怀疑论和变革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大力宣扬下，一时成为

主流的新自由主义和曾盛行一时的极端全球主义，其政治倾向性和所产生的影响，已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 

    特色之五：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理论创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熟知并努力实践的重要

原则，但在科研工作中，真正处理好理论创新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之间的关系，却是十分艰苦的工作，该书在这方

面为读者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读过该书之后，获得的收益，不仅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态度和严格的治学精神

的感悟，而且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运用和理解。阅读该书不仅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思想，而且找到了坚持

正确政治方向，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科研工作的钥匙。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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