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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这本全国最畅销的书中，威廉·格雷德运用自己无与伦化的撰写报告作品的技巧，使全球经济中人
与人之间争斗的神话和现实得以曝光。由于其在全球范围内与工厂的工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经济
学家和政府官员进行过深入的交谈，因此，他认为，全球经济正处在到处播种“创造性毁灭”种子的
阶段，而与此同时，也使更大的财富集聚成为可能。格雷德进而发出这样的警告：如果这种全球体制
不进行变革，不仅会对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构成威胁，而且会危及社会安定，富国和穷国无一幸免。
    格雷德写了一本关于全球经济急剧变化的杰作。他认为，这种变化正在以慢速运动的灾难形式威胁
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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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译者序
《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疯狂逻辑》一书是美国最著名的纪实作家之一威廉·格雷德(William Greider)1997
年的作品。它的出版曾在美国引起一场轰动，因为格雷德笔下的全球化是充满革命性、残忍性、破坏
性、不确定性、扩散性、无法驾驭性和无法避免的过程。它既为人们带来充足的财富，使处于落后状
态的人们和国家迅速跨人现代化，也促使一度禁止的野蛮手段和生产方式得以复兴，为人们带来巨大
的痛苦，使一些人和国家陷入更为落后的状态。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既然如此，人们不禁要问，全球化到底是什么?格雷德给与的回答是“它是一部既无确定方向、又无法
受到控制、兼具革命性和破坏性且力量无比的机器”。这一回答虽不像社会科学家们从各自研究的角
度所做的定义那样清晰、明了，但他的确通过生动的比喻，说明全球化具有的威力、作用和可以推断
的结果。鉴于其结果具有两重性，因此，对其所带来的繁荣的真正价值有必要做出反思。
那么，这部威力无比的机器的内在动力又是什么呢?格雷德认为，其内在动力就是全球新的产业革命。
它如同先前生产力出现的迅速而剧烈的突破一样，会推动世界出现革命性的剧变。
迄今为止，在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中经历了三次产业革命。第一次产业革命以蒸汽机的发明和推广为标
志，第一次改变了近代世界文明的发展布局。由于英国人执其牛耳，故奠定了英国在世界的霸主地位
，但与后来发生的另一场技术革命相比，其所具有的推动力仍然是有限的。正如格雷德所分析的那样
，因为“18世纪初英国开始的产业革命最初也只涉及几个城市，至多也只涉及了几十万人；第二次产
业革命以电力的发明和推广使用为推动力，使世界现代化进程大大加快；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兴起以高
科技产品为标志，其所具有的震撼力是前两次产业革命所无法比拟的”。正如格雷德所描述的那样，
“从此，工业革命的号角源于美国并一直由它来推动”，而最初吹响这一号角的是鲜为人知的德州仪
器公司的杰克，基尔比(Jack Kilby)和费尔查尔德半导体公司的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他们发
明的“硅片”以及随后逐步出
现的各种新技术及其产品使正在走向整体世界的众多国家之间的联系变得日益紧密。
新技术及其不断涌现的产品至少在几个方面发挥着作用：
其一，它会带来资本的流动效应。资本的铁律是，哪里具有升值潜力，它就会流向哪里。资本的流动
又会带来新产品生产的移动(一般是流人欠发达的地区，因为其劳动力廉价，可以大大降低生产成本)
，而新产品生产的引入和资本的流入可以增加生产所在地的国内就业并满足其资金需求，因此资本输
入国或生产的引进国会给资本和生产的引入提供优惠。这又反过来推动了全球资本和生产的流动。这
种过去被界定为“新殖民主义”的做法在新的形势下似乎成了一种“双赢”的策略。但格雷德在本书
中提出了促进资本和生产流动动力的新说法，他认为，对资本和生产流动具有推动作用的另一重要因
素是，资本和生产的流动与资本和生产的拥有者摆脱流出国既定法律和社会责任的意图具有直接的联
系。这种分析虽有些牵强，但仔细想想也不无道理，因为资本和生产在受到诸多限制的情况下肯定会
流向限制较少的地区。格雷德的这一分析为我们观察资本和生产的流动提供了一种思路。不过，在这
一问题上，格雷德花费大量笔墨论证资本和生产的快速流动给美国造成的损伤。尽管他在本书中反复
强调不带有任何民族或国家好恶与偏见，但其所描述的内容和分析问题的角度仍存在好恶偏见之嫌。
然而，透过他的描述和分析，我们也不难看到全球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变化不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发
展中国家都具有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趋利避害就成为世界各国在全球化过程中赢得发展良机的重要原
则。
其二，它会给资本和生产的输出国和输入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带来巨大的冲击，甚至危
及传统的国家主权概念，正如格雷德所预言的，“正在形成的‘整体世界’的本质是一种相互依赖的
经济体系，旨在弱化国家的主权，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不例外”。“而促使这种变化产生的最重要
的原则就是保护资本和生产的所有权。”格雷德在本书中花费大量笔墨，描述了东南亚以及其他地区
、国家在这方面所出现的变化并分析了这种变化可能和已经产生的各种后果。而以不同的价值取向来
观察这些后果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在回顾分析前两次产业革命不同后果的基础上，格雷德没忘对第三次产业革命可能出现的灾难性后果
提出警告，他在本书中写道：全球体系面临的最危险的政治问题是：是否让历史沿着以前的工业革命
所走过的同一条血腥道路重演一次?20世纪的意识形态冲突已经被各种事件所淹没，但我们的“整体世
界”革命所固有的矛盾正在为大规模的社会和经济冲突播下新的种子。这反映出格雷滤对“整体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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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的担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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