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 卷第 1 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V o l. 4 N o. 1
2004 年 1 月 Journal of N o rthw est Sci2T ech U niversity of A gricu ltu re and Fo restry (Social Science Edit ion) Jan. 2004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发展问题

α 朱宏斌, 刘彬让, 王有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 经济全球化不仅包含了经济的一体化, 而且也蕴涵着诸多的政治意义与文化内涵, 一定程度上表现为

世界政治与文化的趋同化; 因此, 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所创设的环境和我国加入W TO 后发展模式的塑成, 势必对

中国民族文化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具体而言, 这些影响既包含了不同层面的强劲冲击, 也孕育着诸多的发

展机遇。立足这一客观背景, 应该从观念更新、文化自觉、文化转型等不同层面探寻弘扬民族文化的思路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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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全球化浪潮正在以极其迅猛的速度和强大

的生命力席卷全世界, 并逐渐衍化为一种生存环境

而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领域

产生了普遍而深刻的影响。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由于面临的不公平、不对等的等级模式, 全球化产生

的强劲冲击更不容低估。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 在经过多年的努力之后正式成为了世界贸

易组织的正式一员, 这既是经济全球化历史进程中

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也更标志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即

将完全参与到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体系与秩序之中。

这就使得中国的发展必将受到全球化浪潮更为直

接、更为强劲的影响和冲击。在此背景下, 中国民族

文化的发展问题再次凸显, 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

文化冲击与挑战, 并创造使民族文化进一步弘扬光

大的诸种机遇, 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而紧

迫的课题。

一、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内涵

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出现由来已久, 甚至可

以说与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相伴随。尤其是进入

20 世纪中叶以后, 随着世界市场的飞速发展和科技

创新的不断涌现, 经济全球化更是以其强大的生命

力而构成了一种不可遏止的时代浪潮。现代意义上

的“经济全球化”一词, 是 1985 年由 T·莱维率先提

出的。自此而后, 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相适应, 对这

一问题的理论探讨, 也就成为国际媒体和学术界一

直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尽管如此, 对于经济全球化

的准确定义和权威理论却依然阙如, 至今仍处在众

说纷纭的探讨阶段。如W TO 在 1995 年年度报告中

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不同国家的市场和生产日益变

得更加相互依存的过程, 这是由于货物和服务贸易

的发展以及资本和技术的流动所造成的”; 而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在 1997 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则认为:

“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

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 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

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

综观各种理论对经济全球化概念的界定, 虽然

各有侧重, 但总体而言, 就其所涉及的全球化涵义与

影响而言, 不外乎包括三个层面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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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经济全球化影响范围的广泛性。一方面,

就经济领域内部而言, 全球化涉及的领域包括了生

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投资全球化等

等, 可以说经济发展的诸种要素都被纳入了全球化

的范畴, 而且,“它作为一个经济的过程表现为经济

活动正通过生产、贸易、金融和资本的跨国网络, 以

空前的广度、强度和流动速度向全球扩张, 使世界上

一个地区的时间、行动和决定可以影响到距离遥远

的国家、群体乃至个人。整个世界经济空前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1 ]另一方面, 由于经济的基础地位, 经济

与政治、经济与文化有着“斩不断, 理还乱”的紧密联

系。所以, 全球化虽然是一个经济过程, 但不可能不

在社会文化层面上产生强烈的渗透与深刻的影响。

从目前的客观实际来看, 由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所

创造的诸种条件, 如全球通讯、交通领域的技术创新

以及“语言能力的全球化”[2 ]等, 实质上已经为经济

全球化内涵的拓展奠定了基础设施, 或者说已经使

经济全球化具有了相当的文化内涵。

其次, 从历史进程而言, 经济全球化不仅由来已

久, 而且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具有极为广阔的发

展前景, 即经济全球化不仅是一种历史状态, 还是一

种现在状态和未来状态。从某些程度上讲, 经济全球

化是资本固有的本性, 因此, 就其历史形态而言, 就

是指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发展过程。到目前为

止, 这一进程已经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商业资

本的全球化、借贷资本的全球化以及产业资本的全

球化。目前, 集上述三种资本形态于一体的现代意义

全球化, 以现代资本主义的技术创新与世界市场的

扩大互为因果, 正在以空前的广度、强度和流动速度

向全球扩张, 使得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回避。

再次, 就其作用而言, 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一把

“双刃剑”。从其积极意义而言, 全球化一方面可能加

速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促

进全球生产的增长、产业结构的新一轮调整, 从而促

进世界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 由于国际间合作的日

益加强, 这无疑对于诸如环境污染、人口爆炸以及国

际犯罪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也大有裨益; 此外, 经济

全球化过程中伴随的各民族文化之间交流、交融的

发展, 也显然有助于民族文化的转型更新以及世界

文明的整体推进。但是,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同样也存

在诸多潜在的矛盾、风险乃至问题与危机, 尤其在当

前非平等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下, 发展中国家和

经济弱势国家势必更大、更多地面临这些挑战与冲

击。某些发达国家往往利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凭籍

自身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既有的优势来谋取

世界霸权, 它们尽管有选择地输出经济和技术, 但却

无保留地输出其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 并以此为标

准, 谋取世界的“划一”, 这些必然会对民族的经济独

立、主权独立、文化独立等等方面产生严重威胁。

二、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民族文化发展

的冲击与机遇

　　从严格意义上讲, 全球化首先是一个经济概念,

是对经济技术资源进行的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 而

且, 就其发展的动因、本质、着力重点、历史进程以及

产生的主要影响来看, 也是集中于经济领域, 是围绕

着资本生产诸种要素而展开的, 这一点已经成为世

界共识。但是, 另一方面, 经济全球化的内涵与影响

又非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 而是具有诸多的内在文

化现象, 或者说“经济全球化本身就包含有和文化的

不可分割性”。[3 ]经济全球化既使得世界各民族文化

之间相互交流、借鉴、吸收以及交融更为频繁、深化,

也带来了世界各民族文化之间、民族性与世界性之

间、区域化与全球化之间、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冲撞与

冲突的深化与激化, 这些影响都深刻作用于制度、教

育、文化等方面, 使人们在文化心理、价值选择甚至

思维模式、生活习俗乃至情感方式等等方面都可能

发生显著的变化。

我国加入W TO 之后, 经济全球化对民族文化

的影响将更为直接、强劲, 而且更为快捷。

(一)经济全球化对民族文化发展的强劲冲击

1. 传统文化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将在很大程

度上遭到进一步地侵蚀与削弱。马克思主义告诉我

们, 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 都不是空中楼

阁, 而是立足一定的经济与社会基础。尤其是经济基

础, 更是处于决定性的地位。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的形

成与鼎盛, 与农业生产方式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密切

相关, 与农业社会的节奏相吻合。近代以来, 虽然我

国的社会与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 但由于文

化发展的某种滞后性特征、我国农业大国传统的某

种一致性所提供的民族文化发展依赖, 以及我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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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民族文化自身的生命力, 传统民族文化依然深刻

地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入世”后, 随着经济

一体化节奏的加速, 我国的经济结构将得到进一步

的调整, 尤其是城乡壁垒的最终突破, 都可能使传统

的生产方式、经济方式的影响日益弱化。中国文化

发展中这一基础的削弱, 势必产生某种消极的影响。

2. 全球化发展中非经济因素的强劲冲击将使

整个社会生活方式、习俗和心理发生变革。在经济全

球化强劲的冲击下, 除了引发这种经济基础的巨大

变革之外, 非经济因子的变化也将日趋猛烈。正如前

文所述, 经济不是孤立的, 在经济模式的背后, 肯定

包含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活方式、民族习俗

和社会心理。在推行经济模式的同时, 各种非经济因

素也就有意或无意地融入了另一种民族文化之中。

尤其在目前, 由于我国与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某

种对立, 更加剧了这种冲击的意识性和目的性, 他们

必定利用全球化提供的各种条件, 如信息传播途径

的多元化与快捷性、内容的不可封堵性与不可预测

性等, 加强“和平演变”的攻势, 这一特征在当前已经

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验证。从这一层面上讲, 经济全球

化的文化内涵甚至可以表述为西方社会以经济发展

模式为依托, 凭籍自身在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

方面已有的优势, 通过文化产业、文化商品等经济的

方式与手段, 力图把自己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价

值观念强加于其他民族, 进而削弱其他民族文化向

心力, 确立起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价值、伦理共识,

以便塑造、规划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世界及其秩序的

过程。“文化帝国主义作为一股强大的潜流顽固地盘

踞在文化全球化之内, 并且在文化全球化的外壳下

以新的文化殖民形式继续发展下去。”[4 ]从文化学的

角度而言, 经济全球化表现为西方社会运用一种思

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理念、情感模式对多元文化

的一种诠释、消解甚至于替代, 实质上是其对已经掌

握的话语权的运用。回顾我们社会生活改革开放以

来的社会文化层面的诸种变化, 这一影响也似乎并

非虚言。

3. 全球化导致传统教育理念与模式的转变, 使

得学校教育的主要功能之一——传承民族文化功能

受到了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智能化的发展, 学校

教育, 尤其是高等教育, 逐渐进入了社会发展的核心

地带。加入W TO 之后, 随着国际间互动的强化, 西

方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必将对我国传统的教育产

生强劲的冲击。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和实现自身的国

际化与跨越式发展, 我国高等教育势必在人才观念、

培养目标与模式、教学内容与途径等方面进行变革。

另一方面, 随着国际交流的日渐频繁, 高等教育资源

具有了更多的国际性。“入世”对于高等教育而言, 实

质上使其发展面临了一个生源的国际竞争、办学主

体的国际化以及教育资源共享的大背景。在我国目

前教育的相对劣势客观存在的前提下, 境外高校以

及其他办学主体来华独资办学或与中国教育机构合

作办学势头的更加猛烈, 使得我国的教育市场, 尤其

是高等教育市场, 必将面临日趋激烈的竞争与挑战。

(二)经济全球化为民族文化发展提供的新机遇

经济全球化和“入世”, 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

提出挑战的同时, 也提供了诸多难得的发展机遇, 主

要表现为:

1. 经济全球化强化了各种民族文化之间的交

流与融合, 为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创设了一个开放

的环境。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带来了全球通讯、交通

领域的技术创新以及“语言能力的全球化”, 迅速拉

近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的地理距离与文化距

离。因此,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民族文化之间的

国际交流必将日趋频繁, 领域将进一步拓宽, 形式将

更加多样, 这为我们全面了解世界各种民族文化, 汲

取丰富的文化营养, 实现民族文化的自我更新创造

了更多的机遇与条件。

2.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趋势, 为

民族文化特色的展现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不可

否认,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使人类社会面临诸多的

危机, 尤其是精神与文化领域内诸多的问题, 使有识

之士颇为忧虑, 当今世界邪教的猖狂、宗教与民族问

题的交织及狂热, 都是这一问题的反映。因此, 在全

球化背景下, 世界文化的发展逐渐具有更多的内省

性、伦理性、人文性等趋向与诉求。我国传统的民族

文化作为一种庞大精深的文化体系, 不仅源远流长,

而且在人文精神追求、伦理关系调整、修身养性等方

面具有诸多得天独厚的优势。随着我国加入W TO

后国际往来与民族文化交流的频繁, 这些文化特色

将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和认同, 也可能为其发展提供

更为广阔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 甚至有人认为, 21

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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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球化背景下的诸种冲突与矛盾, 激发了民

族意识的觉醒, 为重视民族文化发展创设了一种内

在动力。如前所言, 经济全球化伴随了一种文化模式

的认同, 也使得各不发达国家与地区的民族文化发

展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在这一形势之下, 民族意识的

觉醒是一种必然。保护民族文化、并为其发展创设诸

种机遇与条件, 成为这些国家与地区共同的历史使

命。在我国, 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冲击, 许多有

识之士已经从多个层面做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而且

取得了卓著的成果, 这无疑强化了民族文化发展的

应对性, 也更增强了民族凝聚力。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发展

的基本思路

　　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强劲冲击, 如何保持中

国文化发展的主体文化或特色, 并为其发展积极创

造各种条件与机遇, 实现民族文化的振兴发扬光大,

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期望和面临的神圣使命。这一

伟大目标的实现, 应该说是一个系统工程, 也是一个

历史过程, 需要各个方面、各种力量的共同努力。从

目前来看, 必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 立足当前形势, 确立文化自觉理念。所谓

的“文化自觉”, 是费孝通先生近年来提出的一个文

化理念, 对它的丰富内涵与积极意义, 学界已经做了

相当深入的探讨[5 ]。笔者认为, 在当前的形势下要真

正做到文化自觉, 必须解决好两个方面的问题: (1)

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发展所面临的环境与挑战

能否准确、清晰地把握。具体而言, 即能否保持清醒

头脑, 准确认识和估计全球化对民族文化发展的强

大冲击, 并能否相应树立一种文化危机观念。全球化

虽然带来了各种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共同发展的诸

种机遇, 但与其对民族文化发展带来的冲击比较而

言, 似乎并不能等量齐观的。从目前的客观现实来

看,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冲击的背景下, 我们的民族文

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说面临着一定的危机,

在有些方面甚至可以用“形势严峻”来形容。只要留

心我们周边社会文化的急剧变迁, 就不能不感慨民

族文化在诸多层面上的式微和西方文化在中国的盛

行。这一客观事实的存在, 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只

有这种背景意识和文化危机观念的确立, 才能在这

场前所未有的大接触、大交融的浪潮中理性思考, 积

极应对, 并采取有效措施, 真正抓住一些有利条件,

使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不仅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

而且有机会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2)能否对民族文化真正做到“自知之明”的问题。可

以说梳理民族文化, 正确把握民族文化发展的趋向

与走势, 这是做到应对挑战、弘扬民族文化的一个重

要前提。所谓文化梳理过程, 事实上就是一个整理家

底的过程: 即既要明白中华民族文化的渊源及形成

发展历史, 准确把握民族文化的发展脉络, 也要了解

其未来发展的趋势与走向; 既要完全廓清民族文化

的特性、成就及其张力, 也要明了其中存在的不足或

缺陷; 既要明了其他文化及其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关

系, 也要准确定位中国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的

地位。只有这样, 才能树立民族自知、民族自信、民族

自尊与民族自豪, 才能应对文化的冲击与挑战, 并真

正把握弘扬民族文化的机遇。

其次, 坚持“拿来主义”, 有效把握全球化带来的

机遇与条件, 积极探索民族文化转型以及振兴光大

的具体途径与方法。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一个文化体

系发展的基本动力, 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

是在自我封闭之中成长起来的, 这既是世界文明发

展历史的客观规律, 同样也是当今世界各国的共识。

因此, 我们必须摒弃文化封闭主义, 充分利用全球化

所创设的各种条件与手段, 尤其注意利用全球化背

景下的各种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频繁、快捷、便利的

机遇, 以开放的心态, 坚持“和而不同”的文化整合原

则, 积极汲取和融汇世界各种优秀文化的营养, 在强

化民族文化特色与个性的基础上, 不断地丰富民族

文化内涵和提升民族文化品位, 实现民族文化的转

型和超越, 从而使新时期的民族文化既具有悠久的

历史底蕴和独特的民族特色, 同时也要具有鲜明的

时代特征, 适应走向国际的需要。

最后, 奉行“送去主义”, 充分利用全球化所创造

的文化展示平台, 加大世界对中国民族文化的认同。

中华民族具有极为悠久和持续的历史文化, 这是一

个不争的事实, 也是其他民族文化所不曾具有的一

个重要特点。这一点既奠定了我们民族文化的坚实

根基, 而且亦积淀了诸多显在的文化优势与文化成

果。因此, 通过一定舞台的展示这些优秀成分, 既是

民族文化内在张力的一种表现, 同样也是世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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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发展的一种必然要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我们

既要加大向世界推介民族文化的力度, 进一步增强

民族文化的对话能力, 从而促进其向世界文明体系

的迈进。

全球化不仅是一个历史状态, 同时也是一个现

在状态和未来状态, 因此, 在迎接经济全球化冲击、

实现民族文化振兴的实践过程中, 必须切实抓住教

育这一重要的途径与关键环节, 把其作为百年大计、

千年大计来抓。要注意利用当前我国教育改革的历

史机遇, 特别是素质教育、“通才”教育方兴未艾之趋

势, 配合人才培养目标与模式的转型, 进一步完善教

育改革, 要求各类学校在适应国际教育发展趋势的

基础上, 适当加强民族文化教育的内涵, 培养学生树

立一种民族意识、特色意识, 尤其要适当加强民族文

化、民族精神的教育与培养, 并使其贯穿始终。只有

这样, 才能铸造民族文化之魂, 使民族文化的发展自

身具有无穷的潜力与前景, 并使其传承转合更具勃

勃生机, 真正在国际文化舞台上展现独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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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velopm en t of Ch inese Culture Under the Cond ition of

Econom ic Globa l iza tion

ZHU Hong2b in, L IU B in2rang, W AN G You2qiang
(Colleg e of H um an ities, N orthw est S ci2T ech U n iversity of A g ricu ltu ra l and F orestr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Abstract: T he tendency of econom ic globaliza t ion no t on ly includes the trend of econom ic un if ica t ion,

bu t a lso includes som e po lit ica l and cu ltu ra l con ten ts. To certa in degree, the globaliza t ion cou ld even be

looked on as the assim ila t ion of the w o rld po lit ics and cu ltu re too. So after W TO en try, w ith the rap id

developm en t of econom ic globaliza t ion, Ch inese cu ltu re w ou ld be influenced ex trem ely and deep ly by

globaliza t ion. It w ou ld p roduce strong impact, bu t a lso p rovide som e oppo rtun it ies fo r nat ional cu ltu ra l

developm en t. Based on th is, w e shou ld take som e act ion s to exp lo re the w ay of th ink ing and so lu t ion s to

expand the fo lk cu ltu re, such as to renew the trad it ional idea, p romo te the cu ltu re con sciou sness, and

accelera te cu ltu ra l t ran sfo rm at ion.

Key words: econom ic globaliza t ion; nat ional cu ltu re; cu ltu re con sciou sness; cu ltu re iden t if ica 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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