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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与出版文化的民族特色 

杨小岩 

摘 要: 经济全球化决不意味着文化趋同化，更不是“全盘西化”；坚持发展出版文化

的民族特色是惟一正确的选择；要从弘扬民族精神、坚持“三贴近”原则和深化改革、不

断创新等方面坚持和发展出版文化的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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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世界，人类已经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这既是社会生产力、信息技术和知识经

济发展的要求，又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于自身利益并利用自身经济、科技优势有意识地

进行操纵和推动的结果。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出版文化必须既能适应它，又能坚持

并发展自己的民族特色，才能为人类文化的丰富和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经济全球化不等于文化趋同化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

本流通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的经济相互依赖性增强”

［1］。这就是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由于生产力的发

展、科技的进步，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交流、相互依赖的程度日益加深，在这种发展态势

下，任何一个国家完全脱离世界经济而孤立地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 

    经济全球化是不是意味着文化一定要趋同化呢?回答应当是否定的。 

    首先，从现实情况来看，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复杂的，丰富多彩的，不可能是单一的，

趋同化的。且不说作为“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2］的文化要多

元化发展，就是正在全球化发展的世界各国的经济也是存在着一定差异的，而这种差异并

没有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而缩小。这里，不仅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资本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本质的区别，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也不尽相同。德国的市

场经济体制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就不同于英美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东亚的市场经济

则由于其严重的政府干预又有别于其他各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上是如此，反映在文化

层面上，其差异就更大了。 

    第二，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来看，经济全球化也不能使各民族的文化趋同化。按

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化是人类共同劳动创造出来的，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民族文化

特点，不同的民族文化特点是区别不同民族的重要标志。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本民族的文化

特点，它和其他民族的差别也就消失了，这个民族也就不复存在了。有人说：“无科技无

以强国，无文化足以亡种。”这的确是发人深省的。 

    第三，出版，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载体和体现，同样也不能因为经济全球化而走向趋

同化。马克思在批评普鲁士官方的书报检查令时说过一段非常精辟的话。他说：“你们赞

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和紫罗兰发出同

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的形式

呢?”[3]这里，马克思的批评是针对普鲁士官方企图通过书报检查令强制推行其“官方色

彩”的个案而言的，但是从中可以悟出一个普遍性的道理。那就是在普鲁士，作为一个民

族的精神太阳的出版文化，都不能推行千篇一律的“官方色彩”，为什么在今天，由多个

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大家庭中，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人先生们还要借口经济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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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极力鼓吹文化趋同化，强行给其他民族的出版文化涂上“西方色彩”，最后甚至用自

己的出版文化取代其他民族的出版文化呢?世界上每一片绿叶不同，每一朵鲜花也不同，

每一个国家的出版文化更是争妍斗艳，各放异彩。我们爱护每一片绿叶，爱护每一朵鲜

花，我们更应当尊重每一个国家的出版文化的民族特色，只有这样，世界出版文化才会随

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更加艳丽多彩，更加富有生命力! 

    二、发展出版文化的民族特色是惟一正确的选择    

    为什么要提出发展出版文化的民族特色是惟一正确的选择，这是由国内外经济政治发

展的形势和出版文化自身发展的要求决定的。 

    首先，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西方传媒巨头已通过或正通过各种各样的直接和

间接的手段插足我国出版市场，像英国的朗文培生集团、剑桥大学出版社、美国的麦克

劳—希尔、新加坡的泛太平洋公司等外资分销商已在积极申请书刊分销经营权，我国虽未

承诺要放开图书出版业，但是自2003年5月1日起放开图书零售业，2004年12月1日放开图

书批发业。这种图书出版市场的对外放开，一方面固然可以带来西方积极的进步的思想、

观念和精神文明，另一方面，西方一些不健康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文化垃圾也会纷至

沓来，腐蚀人们的思想，敌对势力会乘机利用这些东西加紧实施“西化”“分化”我们的

战略，形势的发展更趋复杂。由此可见，两种文明观和价值观的斗争，渗透与反渗透，

“西化”与反“西化”、“分化”与反“分化”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这对我们来说，既是

良好的机遇，又是严峻的挑战，而发展出版文化的民族特色正为我们正确把握机遇和迎对

挑战奠定思想基础，也是广大出版工作者应对“西化”“分化”斗争的需要。 

    第二，发展出版文化的民族特色，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纲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应当有繁荣的经济，也应当有繁荣的

文化。丰富健康的文化生活不仅是衡量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的决定性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长足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面对这种形势，根本的问题是大力发展出版

文化的民族特色，加快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多出精品力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方位、多

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只有这样，才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动经济社会进步

和人的全面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ID: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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