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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对信息技术革命为特征的全球化背景的简要介绍，针对新的国际形势，指出文化冲突本质

上是利益冲突，社会主义中国应该如何审视自己意识形态，加强自身理论建设，自觉进行社会改革，认清

当前的机遇和困难，最后提出了简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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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当今天下大势，科技革命正风起云涌，人类正逢又一次的机遇和挑战。此次革命以

信息技术为核心，以经济全球化为主体，以政治全球化为表象，世界各国普遍感到这次革命

雄健的脉搏的跳动！静而观之，在这纷繁复杂的表象后，潜伏着深刻的动机——各国自身的

利益。马克思曰：“离开了利益，思想就要出丑。”可以说人类的进化史，就是一场利益的追

逐史、创造史。然而，由于各国利益主体的相异，于是就难免彼此产生争斗、欺压、甚至屠

杀，回首历史长河，此类事件俯仰皆是。然而踏着铁与血的洪荒时代，唱着凄凉的哀歌，穿

过幽暗的历史丛林，步入气势磅礴的当今时代，世界各国逐渐已认识到：只有走可持续发展

的道路，人类才有未来。丹尼斯在《增长的极限》中写道：“人类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地

从根本上调整目前不平衡的和危险地恶化着的世界形势”。人类确实有着许多伟大的梦想和

无限的欲望，但若整个人类不注意调节平衡自身的欲望及由此衍生而来的各种社会利益关

系，那么人类就如其它地球生命形态一样，还没等到完全创造和享受尽生命存在的快乐，就

匆忙的奔向了阴森的墓窟。“如果人类要开始新的进程， 就必须有空前规模的国际上大力协

同的办法和长远规划”（丹尼斯语）。其实这种变革，正在实现。无论是科技领域，还是政治、

经济、文化、卫生等等领域，世界各国正加强合作，建立互信，相互理解，实现双赢。这已

成为历史的潮流，势不可挡。这种基于人类长远利益的一旦形成思潮，就势必快速的革新着

国际政治经济权力结构。这就是当今的大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信息技术革命是这次潮流的最终驱动机，它极大的降低了整合成本，使实现“无摩擦的

市场经济”成为可能。在 IT行业里代之以所谓的“报酬递增率”起作用，人的知识成为最

终稀缺资源，创新成为社会进步的终极动力，这此刻才使人真正感到了自身的价值和尊严！

人成为人自身的第一推动力。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所热望的人文和科学结合是不是正在成为

现实了？是耶非耶？ 

然而，通向“无摩擦的未来”并非坦途，当今国际形势并不容乐观。列国纷争，民族矛

盾，领土纠纷，恐怖主义，强权政治，环境恶化，资源枯竭⋯⋯一系列危害人类总体利益的

严重问题层出不穷。就拿世界政治格局来说吧，美国在打赢了冷战后，挟其威势，建构战略

系统，雄视全球，步步为营，处处得利，高歌猛进。伊拉克战争，不过是美国称霸世界战略

的试验田，积贫积弱的伊拉克，注定要成为美国称霸世界的一个里程碑，在美国的名单上，

将不断会有国家成为这样的里程碑。从地缘政治上来看，美国确是上天赐予的宝地，雄踞广

阔的北美大陆，北边是温和的加拿大，南边是软弱而分裂的拉丁美洲，东临辽阔的大西洋，

西濒浩瀚的太平洋，两洋构成了美国安全的天然屏障。美国控制了全球的咽喉要道，控制了

全球海权，掌握着制空权，而且正在争取全力控制太空。美国有着充满活力的制度，领先的

科技水平，雄厚的经济实力，虽然对全球（尤其是那些粗俗的青年）颇具吸引力的文化，而

这些又以遥遥领先的军事实力为后盾，美国的统治集团，深谋远虑而又坚决果断。苏联的突

然崩溃，使美国成为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一个空前的全球性帝国。美国的统治集团，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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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授棋手的深切使命感，正在稳步推进其世界战略，第一次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

战争，伊拉克战争，⋯⋯，美国一直在打仗，在他们称霸世界的帝国之路上，留下了一个个

坚实的脚印。这一切，似乎显示了一个美国一极独大、独霸全球的时代正在来临？作为第三

世界的又是最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该有何所反思了？这不能不说是当前面临的不可回避的

严重课题。研究社会主义就必须和现实相结合，以国家利益为基点，与世界历史同脉搏，以

民族复兴为已任，以海纳百川的胸襟，与时俱进，传承文明，开创未来，推动社会主义研究

高潮的到来，此所谓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说道：“世界未来的冲突，是文明的

冲突。”其实在我看来，文明的冲突，即文化冲突，本质是利益的冲突。亨廷顿先生或许不

想说得更加赤裸，以遭人厌恶。说得好啊，这是文明冲突，不是别的；再加上美丽的民主、

自由、博爱的甜言蜜语，惹得多少热血青年心花怒放，心往向之，演绎了多少浪漫的悲剧啊！

总是看到外国的月亮更圆，这等人有何责任感？！诚然，美国作为超级大国，有许多现代的

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我们应做学生。然而，美国人无视其它国家的国情和历史现状，打

着“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不断干涉别国内政，从中渔利，甚至绕开联合国，置世界舆论

于不顾。这不是一个世界所希望的美国。世界文化生态本应是多元的，共生的，互补的，也

即儒家所倡导的“和而不同”的思想，而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中国，凭其“和为贵’的先天

文化品质，顺历史潮流而动，积极地与西方文明对话，勇敢的开拓，势必在世界史上有所作

为。 

虽然社会主义是为了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而产生的，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超越。但是面

对现实，在"全球资本主义"时期，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它们

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我认为我们必须考虑如下问题：如何去掉过去理

论中那些看似符合、实则违背社会主义的原则？如何坚持理论中依然正确符合现实的原则？

如何面对现实社会发展和世界格局进行现实性理论思维创新？要解决这些问题，依然要坚持

三个面向：（1）面对现代化。“不是我不明白，这社会变化太快。”社会正急剧转型，各种思

潮互相激荡，社会主义理论应加强科学修养，积极进行理论创新，构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

具有现代品格的社会主义理论。（2）面对世界。要有世界胸怀，全球视野，不能坐井观天，

多关注国际形势和科技动向，企业状况，阶层分化等，以政治家的胸怀关注世界。（3）面向

未来。理论作为一个系统，总是要不断进化完善，不能枯守教条，要以开放的气魄，加强和

世界各国优秀文明的对话交流，共生互补。历史证明，一个理论越是丰富，越是包容外物，

其生命力就越强，抗震性就越好，对外在冲击就越具有消解力。所以，在加强理论的深度的

同时，也应扩展理论的包容度。其实二者本来就一致的。 

但客观来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国势日上，但有些问题人不容

乐观，如两极分化严重，城乡差别过大，东西发展极不平衡，腐败较为严重等问题，特别是

当前的三农问题(正如温总理所说：“三农问题已成为重中之重”)，都是当前社会工作者不

可回避的现实问题，这当然不是社会主义本身的产物，而是社会体制和具体机制不完善的产

物；相反，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这些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这些问题时能逐渐解决的。识

时务者为俊杰，中国的理论工作者应该普遍认识到这点。 

知已知彼，百战不殆。除了加强自身理论建设的同时，中国必须对自己的现状、发展前

景以及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已经有的和将会有的作用要有完整的清楚的认识。国际上对于目前

中国的世界地位以及它在 21世纪可能会发生的变化，作了很多不同的估价和预测，其中的

观点有善意的，也有恶意的，既不乏客观性，也存在着很明显的偏狭性。但撇开动机和目的

这一点不论，几乎所有的国际观察分析家、评论家都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如果能在长时期

里保持 8％以上的增长率，那么在即将到来的 21 世纪，中国将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从

而为中国同时成为政治、军事大国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为此，西方舆论都认为必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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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认识中国”。 

从国际政治和全球化的角度看，中国社会超大性意义上的“大国”决定了中国必然会成

为世界关注的对象，但它同时也可能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沉重负担。巨大的农村市场至少到

目前为止还处于潜在的状态中，主要原因在于农民购买力低下。另外，中国有着良好的国际

环境，这是机遇，然而稍不注意就转瞬即逝，当前的朝鲜核危机，sars 的爆发等，构成了

对新政府的挑战，这又为政府提出一个严峻的课题：在新形势下，如何处理紧急事件，革新

陈旧思想，构筑神经网络的社会？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相信政府一定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所面临着的严峻挑战和机遇。由于全球化的规则和秩序是由西方

发达国家所制定的，中国才刚加入 WTO，在国际竞争中，中国依然处于不利的地位。除此之

外，对中国的不利的国际因素还表现在：第一，原苏联与东欧剧变之后，中国与西方的政治

意识形态的对立变得突出起来，美日欧战略同盟共同遏制中国的形势并未改变；第二，在跨

世纪的世界政治格局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战略联盟采取诸如“经济制裁”、“加强全方面的

思想渗透”、“人权外交”等等手段对我国进行遏制；第三，我们面临着全球性的经济挑战。

第四，近来我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有所恶化，各种势力蠢蠢欲动。 

当然，也潜伏着巨大机遇，正如胡锦涛所说的“本世纪头二十年是重要战略机遇期”。

中新网评价有不容错过的八大机遇：A.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安宁期”， B.确立中国在

世界新格局中战略地位的“孕育期”，C. 在世界科技新高潮中加速腾飞的“推进期”， D.

利用经济全球化和产业转移高水平调整我国经济结构的“成熟期”， E.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

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磨合期”， F.解决我国现行体制和结构深层次矛盾、加快制度创新

的“突破期”，G. 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中国人力资源优势的“成长期”，H. 不同文明的融合给

弘扬中华文化带来的“拓展期”。总之能否把握这机遇迎头赶上关系到社会主义中国的生死

存亡和祖国统一。最近看了《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深感现实意义重大，可谓投放及时。

浑然不觉“外面的世界”而沉浸于“天朝上国”迷梦中，是导致清朝错失重大战略机遇的主

因，突然从所谓的同治中兴一下子跌到任人宰割的凄凉地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国人当

勿忘啊！如果我们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能对全球化作出积极回应，那么我们自身将会使

中国的发展面临更大的困难。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国民心理文化素质尚未得到充分的历史锻

炼，还不具备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所需要的国民心理文化素质，虽然时常因一些事件而表现出

十分激烈的民族情感，然而还处于政府引导和保护状态下。中国要在 21世纪能否拥有我们

所希望的世界地位，还必须加强国民教育，改变那种肤浅的远离现实的短视的教育。 

总之，我们必须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方面，在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中，坚

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加强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迎接挑战，反对

西方大国借全球化推行的“西方化”，反对西方大国任意干涉他国内政，反对强权政治与霸

权政治。另一方面，在维护世界和平、争取现代化建设的稳定有利的国际环境的过程中，要

加快国内自己的建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

合国力和经济实力。同时，也应重新审视自身文明，审视自己的原生文明不是虚幻的发思古

之幽情，它完全可以成为创造新的历史的出发点，一个民族在她从涓涓细流发展为澎湃江河 

的过程中，必然有一段积淀凝聚进而升华的时期，这个时期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文化方式、

生存谋略等一系列稳定的存在方式，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基因那样改变， 将长久的影响着一

个民族的生命轨迹与发展潜力。这就是一个民族的原生文明。要解密中国民族在无数次生死

存亡关头的求生奇迹，以开拓我们的战略视角，就要从我们的原生文明中理清那些生存大智

慧、抗争大技巧的基本方面。这是文化建设的一个方面之一，也是增强民族自信的必要手段。

另外，鉴于当前社会状况，应加强忧患意识，一方面可以一定程度上遏制社会腐败之风，过

度享乐之风，因为这不良风气不仅加强了边缘阶层的被剥削感，也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胡锦涛同志在西柏坡发表重要讲话，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牢记毛泽东同志倡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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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务必”，为我们党执政后抵御腐朽思想的侵蚀，克服官僚主义，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

肉联系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今天，重温并牢记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两个务必”，认

清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对我们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十分重要。这样

就深深的赢得人心，凝聚了力量！ 

“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归”。有着漫长历史和璀璨文明的中国，必将赢得世界各国认同

和尊重；中华文明以它特有气质，必将融进世界的主流。作为最大社会主义中国，必将为构

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做出应有贡献。因此，一个光明的未来是可以期待的。 

 

http://www.pssw.net/essays.asp?id=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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