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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高 鑫 贾秀清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文化本土化 媒介意识┊阅读：547次┊ 

[内容摘要] 本文就经济全球化的由来、核心理念及对世界文化格局的影响，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 媒介意识的影响作了

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述。全文将分两期在本刊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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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媒介技术的发展，使世界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地球村”。依靠媒介技术，世界不仅在空间的感觉上变小了，小到可

以被纳入尺幅荧屏，而且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经济关系、文化关系方面也大大贴近了，近到“一体化”的理念越演越

烈。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军事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不一而足，甚嚣尘上。  

然而，现实摆在我们眼前：经济全球化的态势越明朗， 

发展中国家文化本土化的呼声越高涨。经济全球化，已然构成了世界文化多元化共存、民族文化以本土特色传衍的危

机。 而这，正构成了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媒介行为尤其复杂的背景：媒介技术把人类推进了一个公共生存空间，而当人类

越来越依赖于媒介化生存时，我们的媒介又必须担当起复兴民族文化个性的大义。 

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出发，考察当今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动态，我们也许不难认识到这样一种事实 

或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出现的这一事实：在经济全球化、文化本土化呼声的复杂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媒介行为是否有益

于民族文化的成长，是否有助于世界先进文化的形成并最终促进民族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显然取决于其清醒的媒

介意识。 

发展中国家媒介意识的清醒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 

一、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态势 

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无非是将世界看作一个统一的大 

市场。它要求突破地域间、国家间的文化、政治藩篱，在全球一盘棋的统摄下通过资源重组、资源共享建构新的世界经

济秩序。这是西方发达国家本着资本运作规律、顺应世界潮流而掀动的一场从经济领域开始，关系政治、文化观念的革

命。 

如果溯源求本，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全球化意识早在15世纪海疆开拓时代就已经出现。500年的风风雨雨，经济全球化在

经历了资本输出初期依靠国家机器，以坚船利炮开辟殖民地的历程后，世界政治体制的多极化和发展中国家在“冷战”

后经济力量的迅速崛起使其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与“冷战”期间两大社会制度间的壁垒所导致的世界经济竞争的

两极：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经济竞争不同，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经济全球化显然是以冲破不同政体对经

济活动的相互封闭式运作，以共同发展跨国经济为目的的发展策略。它使以强硬手段扩张资本市场的原始经济全球化进

入了以研发为主导，以知识经济抢占市场份额的现代经济全球化。 

虽然，经济全球化顺应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是发达国家寻找可持续发展的契机和发展中国家摆脱落后与贫困的诉求

之间的接轨与互动，但它“自西向东”的基本流向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深刻的经济文化根源却需要冷静地审视。经济全球

化，几乎同原本以地域或社会体制为原则组建的各种经济联盟在“冷战”后所展开的积极重建或开放过程同步。特别是

“世界贸易组织”、 “欧洲经合组织”、“亚太经合组织”、“欧佩克石油贸易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向不

同政体的发展中国家扩展，一方面的确使经济全球化的态势日益明朗，一方面也潜在地反映出发达国家在新的国际形势

下调整经济战略的主动和经济意识转型的自觉。 

随着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变故、前苏联的解体以及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实施，“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力量发生

了重大变化：竞争的两极开始了一定程度的沟通和合作，“对话”成为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意识形态达成共识的主题。

但沟通与合作，并不消解竞争，而是在沟通与合作的前提下层开新一轮的竞争。通过合作来竞争，传统经济“你死我

活”的竞争法则转向了竞争与合作交叉的边缘性秩序， “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同样成为经济活动的规律。从某种意义

上说，经济全球化等于发展的新概念，等于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划出了一条统一的起跑线，也就是以“竞合”意识重组世

界经济活动的秩序。“竞合”意识，虽然直接塑造着世界经济活动的新秩序，但它首先是文化集团或社会意识形态领域

的一场观念变革。因为“竞合”意识首先是一种文化态度，它意味着没有永远的朋友或者永<远的敌人，而只有永远的利

益；不同的利益关系决定地域间、国家间竞争态度和竞争机制的调整与重建，它体现出文化价值观念对经济利益的服

从。 

因此，文化“竞合”意识的本质在于竞争是绝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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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

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 媒介管理之可持续发展战略观 

作者：罗晓娜┊ 2006-05-29 

  一、 媒介与管理  媒介管理，顾

名思义即是指存在于媒介领域内的管理

问题。媒介是一种复杂的实体，其性

质、类型及功能的定位都是随着不同的

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与之对应

的一切管理与营运也是应势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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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是相对的。合作是竞争的手段，竞争是合作的目的； 

为了最大限度的获取利益，竞争关系可以灵活调整。资本垄断时代一方消灭一方而获得单方利益的竞争方式，在知识经

济时代必然转向在理解与合作中通过资源共享和重新配置展开竞争的方式。竞争是无条件的，合作是有条件的： 

合作，一方面要求合作者必须具备一定的诸如市场、劳动力、资源、科技、黄金储备等合作实力；一方面要求合作者必

须放弃地区或民族的局部利益，接受国际经济竞争的共同“游戏”规则。合作的前提，说到底是让世界经济统一于相对

一致的活动规则，而规则的一致并非活动利益的一致，只要民族没有消亡、国家没有完结，不同政治、文化集团间的利

益之争就不会终结。所以，“竞合”意识不是合作对竞争的取消，而是竞争方式的趋向隐蔽和竞争结果的更加残酷。因

为，合作的目的是竞争，竞争的目的是发展。在经济竞争中取得发展的方面，必然赢得相对明显的文化优势，必然占据

支配世界文化的强势位置。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是加快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传播新技术和提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 

的有效途径，但也是一个可能侵犯国家主权、侵蚀当地文化传统、威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一个存有争议的过程。由于对

其正效应的过于乐观，往往使其负效应所潜伏的危险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从而使经济全球化貌似世界的大同，貌似国

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冲突与矛盾都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的共同利益中被化解了。亨廷顿在其《文化冲突论》中所谓文化竞

争将全面取代意识形态冲突的荒谬论断正是出自对这一经济格局的静态分析。现实中，难以平息的民族战火和民族国家

对发达国家的敌视，也许恰恰说明经济之<争终究是文化之争，是意识形态之争，是国家或民族利益之争。 

所以，经济全球化的复杂性必然影响国际文化交往的复杂性，可以说文化本土化正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文 

化交往活动中出现的一个尤其复杂的侧面。而发展中国家的媒介行为，说到底正是必须在两者之间的矛盾地带为自己定

位。 

二、文化本土化过程中的文化流变 

如果说，发展中国家的媒介因为肩负着本民族经济崛起的大义，在经济全球化面前往往显得比较激动、比较易于从表面

上去直接选择对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迎接，那么它关于文化本土化的言说，又同时表明其对自身所负有的民族文化责任并

没有因之而消解。但是，认识文化本土化的本质往往比认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更困难，因为在经济强势面前，文化的状

况一般会趋于被遮蔽状态。 

经济的本质是流通，文化的核心是固本。文化构成与经济构成的本质区别，决定了文化全球化只是一些文化强 

势国家一厢情愿的自言自语。文化建构的固本性核心，决定了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和存在都鲜明地打着自然、地域、民

族的印记。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本土性差异越鲜明， 

人类文化的内涵才越丰富，世界才因此而更精彩。亦即，任何文化本身都具有鲜明的本土性，离开了本土性，也就无所

谓文化。经济全球化的态势越明显，文化本土化的要求就越强烈，其实这正是人类文化理性的体现。人类的文化理性所

要求的“文化全球化”，是指各民族带着各自的文化背景，带着各自的伦理道德，带着各自的价值观念走到一起，实现

文化相互兼容、相互理解的理想，也就是马克思所预言的大同世界的本义。而决非全球人类被“化”为同一种肤色、同

一种毛发、同一种面孔才叫全球化。这在物种的保持上也是反科学的，更不用说它正是文化沙文主义、文化殖民主义、

文化霸权主义的体现。 

文化本土化，是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概念的升温而流行起来的一种文化意识，有它内在的可贵价值。但是，就在发展

中国家倡导文化多元、文化本土化的时候，我们也同时听到了来自经济发达国家“文化本土化”的主张。显然，文化本

土化已不是一个单向取值的文化学概念，经济利益的渗透，使这个概念的内涵也复杂起来。这种复杂性，尤其体现在文

化本土化过程中各种文化的流向与交错中。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透过它所走的发展道路，我们就不

难看出文化本土化的复杂结构。 

文化本土化，对中国人来讲是一个最熟悉不过的老概念。对内而言，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封建大国，民族间

的冲突往往导致封建集权的易位或封建王朝的更替。 

在这个层面，文化本土化是在民族之争中夺取政权的少数民族君主维护江山一统，稳定社会局势的传统治国策略： 

说汉语、着汉服，学习农耕，鼓励不同民族间通婚等等。 

在元朝、清朝，少数民族君主通过对自身民族文化在中原大地上的自觉本土化，使其得之于马背的皇权得以相对稳 

固地发展，也同时增加了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和生命力。对外而言，文化本土化是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一种把握方 

式或者至少是一种传统态度。盛唐时期，李唐君主以博大的胸襟包容多种外来文化，穿“胡服”、跳“胡舞”、吃“胡

食”，使中国成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地，而各种外来文化在中国的生存是以本土化为前提的，其中佛教文化的本土化过

程及结果尤其具有代表意义。中国佛教来自印度，但与印度佛教有着鲜明的区别。在西藏，印度佛教被本土化为藏传佛

教，又叫喇嘛教；在中国内地，佛教的中国化催生了佛教领域一个重要流派--禅宗的诞生。中国佛教， 

总体上可以说是印度佛教与中国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三位一体的结晶，甚至其中还包容了一定含量的基督教文化。 

像凌空飞动了千余年的“飞天”造型，就是印度佛教中的“天乐神”、基督教中的“天使”和中国道教中的“羽人”在

文化本土化过程中相互碰撞出的宗教艺术精灵。 

所以，文化本土化在中国历史上一方面往往是中国文化把握其他文化的一种积极方式，它意味着在与其他文化的碰撞中



对其他文化的同化气魄。也正是这种文化胸襟，才使中国文化在过去漫长的社会变迁中具备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对其他文

化的整合力；但另一方面，文化本土化也意味着对自身文化根底的本能保护意识。随着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封建

的文化本土化观念发生了危机。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获得解放的生产力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文化

发展，其在世界经济领域内取得的霸主地位，使其文化观念也赢得了一种向外扩张的强势。 

文化的动态播迁其实和水一样，总是从高处往低处流，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其他文化的本土化力量日渐衰微，外来文化

对中国民族文化的侵略似成难逃之数。中国封建的文化本土化观念开始倾斜：本土文化可能被异化的忧虑导致了闭关锁

国、以封闭保存自己的消极态度。在这个层面不难看出，文化本土化的核心语义实则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异化，而

改变其他文化的代价就是同时改变自己的文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出现了新文化运动。所谓新文化，其实就是以西方文化更新中国传统文化。从“诗界革

命”、“小说界革命”、“白话文运动”激荡开来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说到底是“西学东渐”、“洋

为中用”，将西方文化思想同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的过程，是“拿来主义”态度下对西方文化加以本土化运用的文化自

主意识，所谓“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新文化运动，使中国封建的文化本土化观念

有了一次大的转型，其目的不再是改造西方文化，而是以改造西方文化的方式改造中国文化，乃至重塑国民精神。这是

中国首次以开放的态度将中国文化置放于世界文化洪流中的审视，是封建的“中国文化中心论”的结束。 

但也就是从那时起，文化本土化同时意味着弱国意识在中国文化深层的痛苦萌芽，文化本土化等于以一种文化改变另一

种文化的作用不仅得到丁认可，而且成为实践。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再度出现的文化本土化呼声，虽然不等于中国封建的文化本土化观念的重演，也不等于新文化运动

的轮回，但作为不同文化的一种碰撞方式，它必然具有其历史发展的内在延续性：也就是其中不可避免地 

包含着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整合；也就是本土文化异化外来文化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外来文化异化本土文化的过

程。文化本土化，从来都不可能是一条单行线。 

对于经济发达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本土化，是新时期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必然和经济全球化过程的需要。

曾经以坚船利炮攻取市场的战略变成了以文化本土化开路的市场谋略，它体现出知识经济时代文化消费意识的畅通无

阻。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本土化主张，某种程度上是一剂解除不同文化间戒备心理的幻药。法国导演

吕克-贝松在谈到他为什么坚持用英语创作时说：“《悲惨世界》有了日文版以后，日本人很快就接受了法国的雨果。如

果我们坚持让日本人读法文版的《悲惨世界》，那日本人恐怕到今天也不会认识雨果。雨果并不因为日语而变成日本文

化。”他认为，让别人接受自己文化的最好途径就是采用别人的方式--为了不让语言成为传播法国文化的障碍，就用更

多的人能接受的英语创作。吕克-贝松所坚持的英语创作方式其实就是用“文化本土化”的方式让法国电影突人北美电影

的堡垒。它意味着消费意识不仅是经济活动的特征，而且成为文化活动的特征；市 

场不仅是经济的，同时也是文化的； “市场”不仅就是经济，而且同时也是最大的文化。由经济全球化而言说文化本土

化，可以看出经济和文化的关联日益紧密，终将成为不可相互剥离的整体，“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在经济上，政

治上都存在价值观或利益机制不尽相同的利益集团， 

反映到文化上就有不同的主张，就有不相同的甚至十分对立的文化”(何祚庥《(科学与人文对话>序：呼唤科学精神和人

文精神的结合)》。所以，文化本土化的结果不等于民族文化本身，而是民族文化的异化或者消费化。经济全球化语境下

的文化本土化，在消费意识的主导下一般具有两个方面的倾向： 

一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自觉送出的“本土化文化”。这是经济“竞合”关系中，以文化谅解取得经济优势的进攻性

策略，是以文化改造方式掩护经济上的全面出击。 

西方发达国家生产符合中国交通法规的左方向驾驶车辆，生产符合中国电视制式的PAL制电视产品，生产符合中国语言特

征的计算机操作软件，生产符合中国饮食习惯的咖啡、汉堡等等。这种本土化，并非从根本上将西方文化改造为中国文

化，而是西方经济以迎合中国文化习惯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实现其获取中国市场份额的目的。试想，谁会认为左方向的

“宝马”、“三菱”，PAL制的“索尼”、“飞利浦”，中文版的“微软视窗”是中国文化呢?在这个向度， 

文化本土化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竞争手段，而且是以经济竞争完成文化竞争的双赢途径。当散发着中国本土文化气息的

发达国家的商品被中国人心平气和地接受时，发达国家的文化观念也同时被植入了中国文化的土壤，并且它的茂盛必然

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缺氧。 

二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文化的“拿来式本土化"。经济全球化语境下的“拿来主义”与新文化运动中的“拿来主义”

根本不同，它不再是改造国民性的方剂，而是以消费的态度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轨。在这个方面，文化本土化往往

意味着两难选择：既希望通过对外来文化的本土化刺激本土文化的发展，又希望相对保护本土文化的权益。在这个方

面，文化本土化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必要条件和对本土文化的保护策略，是发展中国家对文化消费

意识的接受，也是对文化经济化的认可。因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 

如果经济全球化等于文化“竞合”意识的成熟，那么文化本土化则正是经济“竞合”关系在文化领域的必然产物。它是

经济全球化的需要，是经济竞争向文化竞争的转化。不同的本土化向度，体现着不同的经济地位。它一方面有利于科学

技术的交流，以先进的科技文化带动落后的生产力；一方面，它也制造带有一定迷惑性的伪民族文化，并在潜移默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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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食或异化民族文化，其结局可能诱发民族文化间的隔阂、冲突，甚至敌视态度。这就是为什么世界经济越融为一体，

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反而更趋尖锐的原因。 

因此，文化本土化实质上最终体现着经济全球化态势下，文化走向消费、走向经济，成为经济竞争手段的意识。 

经济全球化的竞争终将是文化创造力的竞争，经济资源的合作与重组必然蕴含文化资源的合作与重组。在经济竞争中占

优势的方面，必然通过文化本土化策略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倾销其文化观念，而在经济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的方面，

终将在文化本土化策略的聊以自慰中。为了经济利益而放弃一定的文化利益，所谓以文化的开放而“参与世界的事

业”。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加入WTO之后，其所面对的文化经济动态正是经济全球化和文化本土化的复杂纠结。中

国经济在各个领域高度开放会产生许多重要的文化后果。在我们讨论的深刻的经济冲击后面，也同样存在着文化的冲

击。经济变化会带来文化的变化。这种变化当然会进一步造就中国文化的国际化发展。在一个新的平台上，我们必须在

深刻了解经济更新的国际规则的同时，了解和借鉴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了解和借鉴其他民族文化走向国际文化的经

验和策略，以激活自己的民族文化。与此同时，不断改造自身文化的局限于弊端，使得我们能够以更为开放的心态面对

世界，在全球经济发展的洪流中，让本民族的文化与时俱进，而不至于消极、落伍。特别是在新的冲击下保持本民族的

文化特色，发出自己的文化声音，并创造一种具有全球眼光的本土文化。 

(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北京广播学院) 

[责任编辑：胡智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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