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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客观过程，它是 一股不以人们 的意志为 

转移的巨大历史潮流。经济全球化在给各国带来空前发展机遇的同时，也警各国尤其是 

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我们必须认清本国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 中的地位，主动地接受世界市场的运行机制，按世界市场 的规则办事， 

屏弃传统的“国家迷信”，不断地根据世界市场的变化调整 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并且 

加强与世界市场中所有行为体的合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握住历史发展的潮流，使自 

己立 于不败之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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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似乎已经成为 目前国内学术 

研究中的显学。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正在持续不断 

地扩展 ，因此即使研究经济全球化已成显学，也依然需 

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继续广泛和探人地对之作 

考察和研究。本文拟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对经济全球 

化作些新的探索，在经济全球化对我们的挑战，以及我 

们应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作何选择等同题上做些新 

的分析，提出一些不太成熟但或许有些新意的看法，以 

期得到学术界同行的批评指正。 

经薪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在二战后的高新科技推动 

下，通过全球性的跨国直接投资和世界性金融市场的 

作用，不断实现一体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全球的 

政治、文化，乃至社会生活都探受经济一体化的影响而 

同样显示出一体化的倾向．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 

世界经济在生产、金融乃至知识等探层次经济结构上 

的不断一体化，固此，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一体化 

的世界经济行为对国际政治体系产生了根本性的影 

响，同时，后者又反过来对前者产生巨大的反作用 具 

体而言，经济全球化就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跨越 了政治 

上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家和地区的边界，超越了自 

资本来到世间后所形成的民蘸 国家政治体制的控制， 

从而使世界市场不斯地在探层次上整合，以形成真正 

意义上的全球一体化市场。在不斯整台 的世界市场 

中．全球的产品、服务和资本不仅通过国际贸易、更重 

要的是通过国际投资和国际化生产高速度大容量地跨 

国界流动，各种资源的利用和配置也因此而大大地越 

出民族国家的疆界 

实际上，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客观 

过程，它是一股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巨大的历史 

潮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鄢样．“不断扩大产品销路 

的需要 ，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 它必须到处 

落户，到处电4业 ．到处建立联系⋯⋯由于开拓了世界市 

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0在 

早期 自由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张的时候，世界市场主 

要通过世界性的贸易把世界联系在一起 随着世界市 

场经薪体系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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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世界市场不仅通过世 

界贸易的高速增长．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跨国直接投 

资，国际金融资本的跨国流动，以及生产的国际分工把 

世界从生产结构和金融结构甚至知识结构和文化结构 

等深层次上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谓的经 

济全球化或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自身内在逻辑就是世界市场的力量 

在全球性生产结构和世界金融市场的不断扩展中日益 

增大，以致极大地降低了国家调控经济的能力。跨国 

公司的全球性经营使得建立有效的贸易壁垒成为过去 

式，而新的技术和新的金融手段使各国政府难以控制 

金融的跨国流通。于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之下，经 

济资源不再被限于国界之内流动，而是 冲破国界在全 

球范围内进行配置，世界经济因此得以以空前的速度 

发展 ．因为生产要素的全球性流动给整个世界带来更 

多的资金、更低的成本、更先进 的技术和更广阔的市 

场。正因为如此，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国，不论是发达 

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加速发展的机遇 

但是 ，经济全球化在给各国带来空前发展机遇的 

同时，也给各国尤其是发展 中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挑战。首先，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世界市场的 

力量 日益强大．而国家对世界市场的宏观调控能力则 

往往力不从心．由此，世界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对介^世界经济的国家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由于发 

展中国家的经济底子薄，国家的经济调控能力本来就 

弱于发达国家，因此 ，在全球化条件下，每当世界市场 

失灵，受其负面影响最重的无疑是参与世界经济的发 

展中国家，1997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就是最好的 

倒证 。 

其次，经济全球化使世界性的贫富差距拉大。由 

于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场革命，而是 

世界经济在国际经济秩序不发生根本变化的条件下的 

某种新发展，因此 ，由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所造成的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以及发展的不平 

衡和机会的不均等等都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继续存 

在，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还有所加强。由于经济全球化 

通过对世界市场的深层次整合而加强了各国问的相互 

依存 ，因此，全球性的贫富差距，发展不平衡和机会的 

不均不仅主要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利，而且对发达 

国家也会造成负面影响，以至最终会影响全球的发展 

进程 。 

最后．经济全球化导致了全球性问题的出现，而现 

有的国际政治体系却依然是分裂的民族国家体系，国 

家依然是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主要行为者，国际体 

系在总体上仍是无序的，因此，全球性问题往往因得不 

到权威性的全球性机构的处理而恶化 在经济垒球化 

的发展过程中．环境问题 、̂ 口问题 能源问题、毒品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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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以及难民问题都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 ，单个的民 

族国家实际上很难独 自对这些 问题加 以解决。然而． 

迄今为止，建立超越国家，面向世界市场经济机制的垒 

球性权威政治机构依然只是某种理想境界，世界政治 

体系从本质上而言仍然是分裂而无序的体系，由此．问 

题的垒球化而解决问题的机制依然分裂化对人类构成 

巨大的挑战。0 

面枯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客观 

现实，我们应该作何反应和选择呢 躲避肯定不是正 

确的选择，因为经济全球化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抗拒 

的客观历史潮流。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 的推动下， 

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已成不可逆转之势。科学技术的不 

断进步，世界市场的日益整台 ．使世界经济从更探的层 

次上相互联结．而科学技术和世界市场的发展又是不 

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此，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是完全超乎于个人乃至国家控制的。由此可见，面对 

作为世界经济发展客观过程 的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 

展，有意识地去避免这一过程绝对不可能 实际上，现 

在我们要问的问题不应该是要不要介^经济全球化． 

而应该是如何介人经济全球化。这也就是说，在很大 

的程度上我们实际已经自觉或不 自觉地卷人了经济全 

球化的浪潮．目前最需要舸决的问题是用什 ，厶样的心 

态、方法和手段去抓住经济全球化所给予的机遇，迎接 

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将世界在深层次上整合的过 

程，但是作为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主要行为者的每个 

国家在这一不断整合 的世界 中的地位却是互不相同 

的，这也就意味着对每千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所给予 

的机遇和挑战都是既具有共性又充满个性的。正因为 

如此，处于经济全球化大潮中的任何国家．面对经济垒 

球化的机遇与挑战，首先所必须注意的就是认清本国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地位．因为只有明确 了自身的 

地位才能正确地认识经济全球化给本国所带来的机遇 

和挑战的特点，从而能进一步在此基础上作出正确的 

反应 t提出合适的政策。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孙子 

指出： 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剥战之，敌则 

能舟之，少则能守之，不若则能避之。⋯⋯故日：知被 

知己，百战不殆。 虽然孙子是诚兵法，但对我们今天如 

何应付全球化的挑战却同样有启发意义。这就是说， 

我们必须十分清楚地了解 自己的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 

中的位置，也就是明确我们的整体经济实力的大小，然 

后再由此出发决定我们在经济全球化进程 中的 攻 

守”，从而最终能够做副“百战不殆”。 

1999年美国《外交季刊》9—10月号发 表了题名 

《中国重要吗 》的文章。作者从其保守的国际政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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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观出发，一反过去某些西方学者所提出的“中国威胁 

论”的观点，提出中国是一个“被夸大了的国家”，因为 

“中国至多是全球经济中一个较次要的部分” 应该肯 

定，该文作者反对“中国威胁论”，但是却走向了另一个 

极端，视中国为无足轻重的国家，并提出，西方国家只 

有把中国视为类似于巴西或印度那样等级的国家，才 

能制订出连贯和长期的对华政策 0由于该文克瞒着对 

中国的偏见，因此文章的观点裉 明显是太失偏颇的。 

但是，这篇文章似乎也从某个方面提醒我们 ，我们应该 

对自己在世界政治经济体 系中的地位有一客观 的 

认识 。 

根据比较可靠的统计，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 

超过 l万亿美元，高于发达 的资本主义 国家加拿大 

(6180忆美元)和澳太利亚(3940忆美元)，但是比美国 

(80800亿美元)，日本 (41 930亿美元) 英国(10992忆 

美元)．法国(1 3lll亿美元)．德国(18448忆美元)，意 

太利(11819忆美元)等都要低，其中特别是与美国相 

比，差距近 9倍。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按人均计算．中国 

的国民生产总值仅为 ?40美元 ，不仅比加拿大和懊太 

利亚低许多．而且还低于菲律宾(1ll8美元)和印度尼 

西亚(1066美元)。0从上述的一系列数字可 看出，今 

天的中国既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因为中国的总 

体经济实力已与英、意等西方大国十分接近，但卫不是 

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发选国家，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程 

度目前仍处于新兴市场阶段。 

事实上，虽然经济全球化目前正在不断深人地发 

展，但是自 l6世纪 米逐渐形成的现代世界体系的结 

构却至今尚未有本质性的变化。现代世界体系迄今依 

然由核心地区、半边缘地区和边缘地区相互结合而成 

尽管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市场不断地在更探和更广的层 

面上整舍，生产要煮和产品跨国界流动的速度和数量 

不断加快和加大，整个世界因此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 

一 起，但是，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世界经济的紧密联系 

并不是平等或公平的联系，今 日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 

或相互依存是有主敞和高下之分的 毋庸讳言，现代 

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地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发达 

资本主义地区始终在经济垒球化的过程中占据着主导 

地位，并对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虽然 

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半边缘和边缘地区，尤其是处于半 

边缘地区的新 市场国家因经济全球化的作用而正在 

不断地增加影响。 

作为新兴市场的一员，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 

因此，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地位正在上升 ，经济全 

球化步了中国的参与就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 

化，反之作为新兴市场中的大国，中国也必然要参与经 

济垒球化。然而，由于中国毕竟还是发展中国家，因此 

迄今并不处于垒球化的世界经济的核心，中国对世界 

经济发展的影响力 自然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也就意味 

着，我们的经济实力尚未达到“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 

则战之”的程度。客观的现实告诉我们，在经济全球化 

的冲击下．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实际上处在“敌则能分 

之，少则能守之”，甚至“不若则能避之”的地位 

正是因为中国既是一个经济力量在不断上升的大 

国，但又是一个并不处于世界经济核心地 区的发展中 

国家，所 经济全球化所能给予我们 的机遇更太、更 

多，但同时对我们的挑战也更严峻、更重大。作为发展 

中的大国，中国在不断介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能罅 

比发展中的中小国家易于获得更多的资金、更新的技 

术，因为中国地大物博，入口众多，市场广阔，并且通过 

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长足的发展 = 

目前中国对国际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都有极大的吸引 

力 ，众多的跨国公司都希望能在中国找到发展的机会 ， 

1999年《财富》全球论坛在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举 

行，就是这方而最好的证明 ’9g《财富》论坛的规模是 

历届论坛中最大的，世界 600强企业中有 ∞ 家参加会 

议，300多位跨国公司的董事长、总裁、首席执行官 ，以 

及一些政界和经济界的名人欣然与台 ，由此可见，中国 

在很大的程度上要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多的、由 

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机遇。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 

注意到，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所面临的由经济全球 

化所带来的挑战也要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更为 

严蝗 

首先，在不断介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受世 

界市场不确定和不稳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会越来越 

大 遣一是因为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告随着融人世 

界市场程度的加深而 日益困难，而由于中国的经济总 

量要远远超过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因此一旦世界市场 

失灵，中国所可能受到的影响必然要更大。二是因为 

中国目前并不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地位 虽然中 

国的总体经济实力已有很大的提高，但是对世界经济 

运行的影响力却仍然不足 中国至今没有能够参与对 

世界经济运作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西方一b国首脑会 

议，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七国中的加拿大； 

尽管目前低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 ，国民经济总产值为 

4500亿美元的俄罗斯却能参与其中 中国在世界经济 

中既有分量叉影响力不足的实际地位决定了世界经济 

在全球化过程所发生的震荡会更严重地影响中国 三 

是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正在不断完善 的过程中= 

虽然从 1978年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 

国就开始了以市场经济 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并且 

最终已经确定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但 

是，应当承认我们的市场化程度迄今依然不高，尤其是 

与世界市场的接轨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由于 

中国介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恰与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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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同步，因此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眭问题．如环境 

问题、人口问题、能源问题，乃至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等 

对我们的挑战就更大，因为 自身机制的不完善会极大 

地影响处理这一系列全球性问题 

其次，但并不是欢要的严螋挑战是．在经济全球化 

的发展过程中．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不仅与发达国 

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以及发展的不平衡和机会的不均 

等等都有可能拉大和加强．而且具有因赶不上经济全 

球化不断变化的节奏而被抛人现代世界体系的边缘的 

可能。由于在现存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中国并不处于有 

利的地位，加之中国是在改革的同时实施开放的．也就 

是中国是在建立完善市场机制的同时不断融人经济全 

球化的．因此，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往 

往会导致国内机制变革的某种停顿。然而经济垒球化 

所造成的形势是，任何国家，尤其是处于世界体系边缘 

和半边缘地区的国家，只有不停顿地不断地适应千变 

万化的世界市场．才有可能抓住机遇．跟上潮流 否则 

中心和边缘、半边缘的差距只会拉得更大。 

众所周知 ，经济垒球化的主要推动者跨 匡公司通 

常是在垒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要素．设置工厂，组织杜会 

化大生产和进行全球化的经营和管理的。跨国公司的 

这种 垒世界为“工厂”，以各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 

国家为“车间 的经营行为需要各接受直接投资的国家 

通过不断改善本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相配合的。对那些 

市场经济机制比较完备的国家而言．适应跨国公司的 

全球性经营行为并不难．这也就是为什么迄今为止，跨 

国公司直接投资的重点依然在世界经济的核心地区 

然而，对市场机制不完备，或正在不断完备自身市场机 

制的国家而言 ，对跨国公司的适应性就比较差．尤其是 

在垒球经济发生动荡的时候就更不易于适应 ，有时甚 

至会走向极端 ，即停止对自身内在经济机制实行调整， 

拒绝走经济国际化的道路，乃至最终彻底排斥跨国公 

司的投资。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不断地失去经济全球 

化所给予的机遇，以至被完全甩 出世界经济的 主流。 

实际上 目前一些处于世界体系边缘中的国家已经几乎 

完全被逐出国际经济循环圈而成为赤贫国家 。就目前 

中国的改革开放程度而言，我们似乎不太可能陷入如 

此可怕的境地．但是 ，这样的威胁并非完全不存在。 

孙子云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 ；未战而庙 

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t少算不胜，而况于元算 

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庙算者，即在国家层面上 

的预测 、算计、谋划、决策和作出各种安排。面临经济 

垒球化的巨大挑占!l，我们只有不断地加强孙子所提出 

的庙算，全面地认识形势，正确地预测未来 ，提 出符台 

本国实际的政策，作出适应经济垒球化发展的安排．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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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被经济全球化的巨浪所击倒，才能不被推人全球 

经济的边缘，才能真正成为不断发展着的现代世界体 

系中的胜者 

就 目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现实而言，首先需要全 

面庙算的就是对世界市场力量的估价以及我们应该以 

什么样的心态和姿态对待经济全球化作用下的世界市 

场。世界市场的形成至今 已有三四百年，但是世界市 

场在生产结构 金融结构等深层攻上的整台．则主要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垒球化的作用下形成的。世 

界市场的深层次整台一方面对以国家为主体的传统国 

内市场形成巨大冲击．另一方面则极大地加强了世界 

市场在世界经济运作中的力量 在世界市场力量的推 

动下 ，世界资本不断地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在全球 

范围内高速流动，各目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莲接 

因此日益紧密、生产、流通乃至消费越来越具有国际 

性．因此，为了适应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各 国的经济 

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了国际化道路。总之．世界市场 

已经成为左右各国经济政策的决定陛力量，各国经济 

政策的成功与否，就根本而言是在于是否适应经济全 

球化环境中世界市场的变化。 

对我们而言，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世界 

市场力量不断强太的客观现实，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 

主动积极地融^世界市场，而不是被动消极地等待世 

界市场的冲击。所谓主动积极融人世界市场就是有计 

划、有准各地将车国的经济运作体制与世界市场经济 

的运作机制接轨 ，并且严格地按世界市场的规则办事。 

当然应当肯定，迄夸为止的世界市场运作机制和规则 

是对参与世界经济的后来者(主要为第三世界国家)极 

不公平的，因此，作为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后来者， 

我们希望改变不公平的世界市场运作机制和规则，建 

立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然而，问题的症结在于，如 

果不首先融人世界市场．就不可能拥有修改世界市场 

运行规则的发言权，更不可能凭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 

序 这就意昧着，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 ，只有主动地 

接受世界市场不公平的运行机制的现实，并且尽可能 

快地熟悉世界市场的运作规则和按世界市场的规则办 

事．才有可能参与对不公平的世界市场规则的修改，乃 

至最终在自己成为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强者之后， 

将建立符舍垒人类利益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理想付诸 

实现。 

为了不陷入边缘化的窘境，必须下决心自觉主动 

地融人世界市场．而融人世界市场的一十十分重要的 

条件就是不能以姓“社”还是姓 资”来作为制定经济政 

策的前提。邓小平同志说得好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 

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 

了资本主义道路。要 害是姓 ‘资’还是 姓 ‘社 ’的 问 

题 ”0今天虽然我们已经确立了在我国建立杜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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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体制的路线和方针，但是，由于原有的高度集 

中的计殳『经济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仍具有影响，因此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还有待于较长时间的 

努力。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必须 

搁置姓 资”和姓“杜”阔题，坚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 

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今天，只有让市场充分 

地发挥作用，我们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在经 

济全球化的冲击下真正确立起来，并且能够经受长时 

期的考验，因为经济全球化的最为基本的特征就是世 

界市场在探度和广度上前所未有地整合t而这种整合 

恰恰是既能为资本主义服务，也能为社会主义利用的 

如果我们在融人世界市场的过程中仍然不断地担心走 

什幺道路 的问题．也就是总是要探究姓“资”还是姓 

“社 的问题，那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永远 

是一句空话。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不论什幺样的国 

内市场经济体制终究要与世界市场紧密接轨，由此，在 

世界市场的庞大体系中坚持作姓“资”还是姓“社”的选 

择不仅无意义，而且很危险。 

在融人世界市场的过程中，我们还必须摒弃传统 

的 国家迷信”。过去我们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认 

为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国家所有制和由国家行 

政机构对整个杜会经济生活进行有计划 的控制。于 

是， 国家迷信”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成为我国社会 

主义经济建设的某种主导思想。在制定一系列经济政 

策时，我们曾经盲 目地相信 国家在经济建设中的绝对 

作用和能力．彻底地否认市场对经济发展 的推动和调 

节作用，片面地追求“一大二公 。结果干了许多违背客 

观经济发展规律的蠢事．授大地影响了中国经济的腾 

飞 艟着 8O年代改革开放的展开，我们终于认识到， 

“国家迷信 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等于国有制 

的支配地位加计划经济。但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前 

期，出于政治的、政策的．乃至认识水平的种种原因，我 

们在否定“斯太林模式”的同时，并没有迅速地完全放 

弃“国家迷信”，比如坚持认为“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 

有制经济的补充”，坚持相信国家在经济运作中的绝对 

力量等。 

然而经济全球化舶现实告诉我们．随着世界市场 

在跨国投资和国际金融 日益强大舶作用下不断地将整 

个世界在更深的层次上相联结，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 

国家对经济运作控制力 的下降，因此不论什幺样的国 

家，如果继续迷信国家舶力量，就有可能阻碍 自身的经 

济发展 正因为如此 ，经过 2O年的改革和开放，并且 

在经济垒球化的冲击下，我们终于名正言顺地提出“个 

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通过修宪，将这样 的提法放 

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十分雄辩地证明，我们对 

社会主义的认识基本上走出了 斯大林模式 的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宪法的如此修改．我们从法理上 

将我国的经济体制与世界市场有机地联系起来，为在 

经济全球化环境中，更多地接受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 

以及从国际金融市场上更为理性地引^间接投资提供 

了国内的法律保障。 

当然，在融人世界市场的过程中否定“国家迷信” 

并不意味着否定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作用。世界市场 

始终充满风险和存在失灵的可能．在经济全球化的作 

用下，世界市场的风险不是下降了，而是在一定的条件 

下变得更太，世界市场失灵所造成 的损失也因此更严 

重，近年来拉美的债务危机和东南亚金融风暴都雄辩 

地说明了这一点。由于市场的本质是无序的，而在世 

界市场之上迄今尚没有能够对之进行诃控的垒球性上 

层建筑，因此国家依然有责任尽可能地承担起经济运 

作“监管人 的重任。虽然，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国 

家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在下降 正因为经济全球化的 

现实是：国家的能力和作用不断地受到世界市场的冲 

击，但世界市场的无序性又同时需要国家继续进行宏 

观的经济调控，所以，在融人世界市场的过程中，我们 

既要放弃“国家迷信 但又不能否定国家的作用。由经 

济全球化所造成的这种充满辩证逻辑的国际经济政治 

形势无疑蛤国家的宏观调控增加了难度，而这就需要 

我们不断地根据世界市场的变化调整国家的宏观经济 

调控政策，使之能真正地起正面的作用。 

孙子云；“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 

胜者，谓之神。 0在垒球经济不断发展变化舶今天，对 

任何国家而言，事实上不存在任何永恒正确 的宏观经 

济政策。任何国家的经济政策都必须根据世界的经济 

形势．即世界市场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否则就不能适应 

世界市场的残酷竞争，以致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落 

伍者和失败者。当然．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经济 

政策的变化还必须同时从本国国情的实际出发．有理 

有节地实施。这也就是说，在某种时期对某十国家是 

适当的经济政策，在不同的时期对不同的国家也许就 

不适当。比如我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在亚洲经济危机中 

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就是符合当时我国实际的政策选 

择，并且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1998年和 1999年中国的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仍然高于 7 。当然随着亚洲经济 

的逐渐复苏．世界市场的进一步整合，经济垒球化的进 

程不断加速，我国的宏观经济谓控政策．必须也必然要 

根据变化着的世界经济而产生新的变化 

根据世界市场的不断变化而保持国家舶宏观经济 

调控不仅是规避风险的重要途径，而且是经济垒球 化 

进程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众所周知，市场 

经济的运作是以价值规律为决定性因素的，因此获取 

利润和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是参与市场竞争的任何企业 

的不二法门。为了资本利润的最大化，为了在世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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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澈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一公司盘业不论大小往 

往都以眼前利益为重而不重视全球的长远利益．其 中 

特别是不重视全球长远的环境和生态问题。由于不论 

世界市场如何在深度和广度上整合都不可能自动地节 

制企业追逐利润的行为而使之注意保护环境和生态， 

因此，市场机制本身不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和生态平 

衡遭破坏的问题 更有甚者，经济垒球化的不断发展 

在很大的程度上加剧了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对垒球环 

境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因为为了利润的最大化，跨国公 

司常常将在发达国家中受限制的污染企业原封不动地 

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从而使发展 中国家的发展持续性 

遭到严重的影响，同时全球 的环境和生态则继续整体 

性地恶化。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必须运用市场之外的政治力量来嗣控企业的行为，通 

过行政手段来保护环境和生态 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这是我们在融^世界市场中所必须十分注意的。 

然而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毕竟对国家宏观调控 

经济的能力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同时当前的环境和生 

态问题已经完全成为垒球性的问题，因此在世界市场 

经济的无序发展申，单十国家的词控和监管作用虽然 

仍很重要，但往往会失控。在这样的国际经济环境中 

就必须加强多边合作 ，其中包括在经济领域和环境领 

域的有效合作，但 同时更需要政治领域内实现合作。 

在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下，世界经济政治的主流 日益明 

显地表现出和平与发展的特征，虽然由于民旗国家与 

世界市场间的矛盾继续存在，民族国家阃的利益冲突 

因此依然很激烈。然而在世界市场不断一体化的运作 

中，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则确实已不再表现为传统的“零 

和”．而是由“双赢”取而代之。由此，在经济全球化的 

环境中，加强合作是各参与世界市场经济运作国家的 

必然选择 建立行之有效的国际经济合作机制，并且 

在处理全球性问题，其中特别是全球性环境问题方面． 

选择合作应该是我们确立宏观经济政策的导向，同时 

我们应该懂得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的有效合作是建立 

在合理妥协的基础上的，因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是有 

效的国际经济合作的前提。当然，我们在全球化发展 

过程中所作的一切妥协和让步必须是有条件的，过就 

是妥协和让步的结果应该是使自己获得更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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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conomic glohelizatlon is an objective process of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It is a great historical trend 

that is independent of maffs wil1．While bringing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economic glohalization 

also bring s serious challenges to every country，especially to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Facing opportunities and con— 

fronting challenges ，we must recognize our own status in the course of economic global／zation．conscientiously accept 

the mechanism governing the performance of world market，and act according to its rules and regulations
． W e ha ve 

to abandon the traditional“blind faith in state”and constantly adjust our I~Bclx3 economic policy along with the chart- 

ges of the world market．Only thus，are we able to catch up with the historical tide and remain invinc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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