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冷战后经济

全球化的政治影响

阎学通

经济全球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世界政治发展趋势的影响是

不完全相同的。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影响受到经济发展的历史阶

段及国际政治格局等因素的制约, 因此我们无法对经济全球化

的政治影响作太长期的判断。而且除了经济全球化外, 世界政

治的发展趋势还受到许多其它因素的影响, 如果只从经济全球

化的角度分析世界政治发展趋势会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本文

侧重分析冷战后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近期政治影响。

一、曾在历史上促使战争发生的经济全球化

冷战后有关经济全球化的讨论越来越多, 因此有些人误以

为经济全球化是冷战后的现象。其实,自大工业生产方式出现

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就开始了。工业化生产从两个方面推动

了经济的全球化。一是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人类有了克服

地理障碍的能力,将地球上分散的经济体系联系起来; 二是工业

化生产使一国产生了对海外资源和市场的需求, 促使工业化国

家将本国的经济活动范围扩展到全世界。随着工业化水平的不

断提高,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总体上呈现不断加快的趋势 ,但在具

体的历史阶段或具体的地区则有快有慢甚至还有倒退的现象。

例如在冷战时期,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立使得世界经济分为两

个不同的国际市场, 使经济全球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停

滞。1

苏联的解体使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得以恢复。苏联的解体使

原苏东国家间的市场无法再与世界市场上的其它部分隔绝, 于

是这个市场并入了西方的国际市场, 形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

与此同时,苏联解体使计划经济模式失去了政治吸引力 ,许多发

展中国家放弃计划经济模式转向市场经济, 于是出现了市场化

浪潮。市场经济要求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冷战后世界市场的

统一以及市场化浪潮使得经济全球化的地理范围和产业领域都

突然增大。

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是最大的政治影响

还是表现在战争上。经济全球化初期的政治影响十分野蛮。最

初, 经济全球化的政治表现是工业化国家以战争方式将其经济

活动扩展到全世界的过程。先是工业化国家对非工业化地区和

国家进行殖民主义战争, 而后欧洲工业化国家在向海外扩张经

济活动范围中发生冲突, 又引发了许多帝国主义战争。经济全

球化的进程也将欧洲现代文明思想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于是非

欧洲地区的人们有了民族自决和阶级不平等的概念, 培植了民

族独立和阶级革命的要求,于是出现了独立战争和解放战争。

二、冷战后的经济全球化有助于降低

大国间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

冷战后的经济全球化是在世界经济进入信息化阶段后发生

的, 因此其产生的政治影响与工业化初期有所不同。世界经济

走向信息化时代, 意味着科学技术知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

素, 因此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动力已不再是寻找廉价自然资源,

而是使用廉价的有科技知识的劳动力。这一变化意味着经济全

球化的进程不必要依靠武力来推进。

冷战后世界战争危险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东西方两大军事集

团对抗的结束, 但是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也不能否定。第二次世

界大战之后, 西方国家之间战争危险的下降主要是因为需要对

付苏联的威胁, 但经济利益的相互交织也使得他们越来越难以

使用武力解决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当两个国家的经济利益相

互交织在一起时, 使用战争手段打击对方的结果将不可避免地

伤害自己的经济利益。如果这种伤害超过了进行战争所能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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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 则能有力地约束国家作出战争决定。冷战后经济全球

化使得世界上所有大国的经济利益紧密交织起来, 用战争手段

解决利益冲突的结果很可能是得不偿失。战争成本大于战争红

利的迹象越明显,大国使用武力解决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就越下

降。90 年代中期以来, 大国之间建立起种种不同性质的战略伙

伴关系,表明大国正在试图达成一个不使用武力解决它们之间

分歧的战略默契。只要大国之间不进行战争,世界大战就不会

发生。

经济全球化有促进国家间经济安全合作的趋势。目前民族

国家仍是国际政治的主体, 因此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要造成

大量的非法移民,因为民族国家的政府多采取排斥外籍人的政

策。非法移民没有生活保障, 因此必然造成严重的社会犯罪现

象。为了减少非法移民所造成的社会不安定,有关国家的政府

会加强在打击非法移民方面的合作。经济全球化扩大了世界市

场,加大了人员流动量, 这也给跨国犯罪提供了一定的条件。走

私、海盗、金融投机等对许多国家的经济形成共同威胁, 为了共

同的经济安全利益,各国政府将乐于参加维护经济安全的地区

性或全球性的安全合作。由于经济安全合作比较容易开展, 因

此经济安全还能成为军事安全合作的起点, 促进国家间的军事

安全合作。

三、冷战后的经济全球化将加快不同政治文化的融合

经济全球化使各种文化趋同的速度加快。人类的文明发展

过程是一个多种文化不断融合的历史。不同地域的文明有着矛

盾,而且这种矛盾曾在人类历史上引发过严重的军事冲突。然

而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大趋势不是文化冲突日益加剧而是不同

文化不断融合。回顾人类的历史可以发现,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

化差异不是越来越大, 而是越来越小。文化差异的缩小不仅表

现在物质生活方面人们使用的生活用品和娱乐方式越来越相

似,而且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伦理道德的标准也在不断接近。例

如一夫一妻制和自由恋爱已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道德标

准。经济全球化通过跨国投资、劳务出口、商业往来、聘任外籍

专家等多种经济活动,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混合到一起 ,使各种

不同的文化相互影响,从而在世界上创造着一种真正的 世界文

化 。这种文化拥有各种不同文化的特点, 但又无法确定其根源

是何种文化。

经济全球化正在创造混合型宗教。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

深化,跨国的人口流动速度也会加快, 其中合法与非法移民的数

量都会不断增长。伴随人口移动产生的不同信仰人群的混居,

会产生宗教信仰的同化。人们从其它的宗教中博采众长, 加以

综合, 从而形成一种混合型的宗教信仰。这不仅是宗教习俗的

变化, 而且会改变宗教的伦理。这种现象在北美洲已经相当普

遍。这些自称为 唯灵性论者 愿意像佛教徒一样尊重生命, 又

像天主教徒一样相信天使的存在,还像摩门教徒那样重视家庭,

也像路德教徒那样讲究礼仪和传统。有些人甚至将印第安人的

习俗也纳入宗教仪式。
2

经济全球化在冷战后促进了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经济全

球化使搞市场经济的国家相互借鉴经济发展经验, 于是这些国

家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管理方法的相似性就会越来越强。经济体

制与经济管理的相似性不可避免地要求有相似的政治体制来支

持。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各国人民的直接交往, 这不可避免地使

民主思想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较快的传播,增强社会对民主生活

的要求。冷战后出现的民主化势头,不完全是苏联解体所致, 经

济全球化也是动力之一。到 1997年, 世界上不接受多党制的国

家只有朝鲜、利比亚、古巴、越南等极少数国家。冷战后不仅多

党制成为普遍的政治制度, 政治选举也成为一种普遍的政治领

导人变更方式。

四、冷战后经济全球化影响着人们的民族观念

经济全球化淡化了工商人士的民族观念。全球化使跨国公

司的国籍变得越来越不明显。一家跨国公司在世界许多国家设

有分公司, 公司的股份来自许多国家,公司的雇员也来自许多不

同国家, 而且公司向许多国家同时纳税。跨国公司国际化的程

度越高, 就越无法确定这一公司的发展实际有利于哪个国家。

例如, 上海桑塔纳汽车集团的发展既是中国的利益也是德国的

利益。全球化使股民可以将资本投入外国企业,于是投资者的

利益与外国企业的利益共存亡, 投资者的国际联盟变得日益紧

密不可分割。投资者只关心企业的利润而不在乎企业的国籍。

经济全球化促使企业向国外投资。为了尽快进入外国的市场,

企业家愿意选择与外国企业合作的方法,因为合作的方法最为

保险。这就加快了本国企业与外国企业的合并。在各个不同的

阶层中,工商人士的国际倾向性是最强的。他们的天职是哪里挣

钱到哪里去, 他们希望做一个国际人,普遍倾向于拥有多重国籍。

经济全球化强化了发达国家雇员的民族观念。冷战后经济

全球化的发展加快了资本的国际流动。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

议 世界投资报告 统计, 1995 年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增长了

40% , 1996年增长了 10%。3 全球国际资本流动量增加,但其流

动方向却是不均衡的, 有的国家得到的外国投资多, 有的国家则

得到的少, 有的国家外资增长得快, 有的国家外资增长得慢。从

经济学角度分析, 任何投资决定都是从获取最大经济利益的角

度作出的, 因此向海外投资是有利于本国经济利益的。但是从

政治角度分析, 人们就很容易将对外投资与失业问题联系起来。

发达国家是主要的资本输出国, 所以发达国家的失业者特别容

易认为是外国人抢走了他们的就业机会。例如,美国一些人就

宣扬, 美国向中国投资使西方工业受到冲击, 造成西方人失去数

以万计的就业机会。4 有 48万会员的美国国际机械和航空航天

工业工人协会, 就反对波音公司与中国进行合作。5

经济全球化还加快全球范围内的移民, 从而强化了蓝领阶

层的民族矛盾。移民涌入的国家如果出现较严重的失业问题,

失业者很容易把失业的原因归咎于外国移民。新移民多数是蓝

领阶层, 而所在国失业的蓝领阶层不可能以经济学家的思路来

认识其失业的原因, 于是失业者很容易产生民族仇恨心理。冷

战后德国新纳粹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美国反移民的风潮都是典型

的例子。生活在政治排外的社会里, 外籍劳工和移民也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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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敌对的民族情绪。

五、冷战后经济全球化使阶级关系模糊

发展中国家雇员与发达国家雇主的利益互补性增强。发达

国家向全球扩展经济活动的目的由主要寻求廉价的自然资源转

变为寻求廉价的劳动力。外国企业的进入为发展中国家增加了

就业机会, 这受到当地劳动者的欢迎。为了招聘到当地高素质

的人才,外国企业多采取高工资的方法, 这使得本地劳动者乐于

受聘于外国企业。而在本国企业的职工也以此为由要求本国企

业雇主提高工资。在发达国家,雇主可以利用发展中国家劳动

力工资低的砝码,压制本国雇员提高工资的要求。于是在世界

上形成发达国家雇主与发展中国家雇员的跨国界相互利用关

系,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利益已难以分辨。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开始为雇主提供保护和服务。冷战

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和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国家开始从计划经

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以适应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的需要。经济体

制的转变促使这些国家的政府改变了对阶级关系的认识。市场

经济需要私有企业的大力支持,市场经济需要引进外来的私有

企业,于是政府不再认为私有企业的雇主是其专政的对象,而认

为是其服务和保护的对象。私有企业经济状况的好与不好直接

关系到政府的财政收入,为了保证私有企业上缴的税收越来越

多,政府需要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服务。在发生劳资矛盾时,政府

不能以阶级身份为标准制定政策, 而需要根据国家的利益来制

定政策。当雇主的利益与国家利益一致而雇员的要求不符合国

家利益时, 政府将采取有利于雇主的政策。

根据本文对冷战后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政治影响的分析,

我们可对今后 10 年内的世界政治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

趋势做四个预测。( 1)经济利益的进一步融合使大国之间发生

大规模战争的危险较小; ( 2)经济联系的进一步扩大使国家间的

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相似性更强; ( 3)阶级关系更加模糊使意识

形态的作用进一步下降, 东西矛盾趋于消失; ( 4)国家经济利益

的跨国发展将使南北矛盾进一弱化。

注释:

1 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只有在全球范围

内的经济一体化才与经济全球化是一致的。冷战时期东西方两个国际

市场内部都有一定程度的一体化发展,但这种一体化对于经济全球化来

讲是一种阻碍,而不是推动。冷战后出现的地区经济一体化也同样是对

经济全球化的反动。

2 罗恩 塞勒斯: 全球宗教九大趋势 , [美 ] 未来学家 1998年 1

- 2月号。

3 叶利夫 考班: 新兴国家投资流量大量增加 , 路透社日内瓦

1997年 9月 21日英文电。

4 格雷格 马斯特尔: 美中关系:越来越大的贸易危机 , [美] 商

业日报 1995年 11月 3日。

5 蒂姆 肖罗克: 波音公司的工人抨击中国 , [美 ] 商业日报

1995年 11月 1日。

(作者系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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