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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政治安全》

前言

　　一、选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主要表现为全球性的商品生产、
产品销售、资本流动和信息传输网络。经济全球化使各个民族国家结束了彼此隔离、互不相干的发展
历程，彼此处于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和相互竞争之中。就相互依存程度而言，过去任何时代的经济活
动都不像今天这样，各个民族国家处于如此密切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状态。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
夫·奈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今天，中东等国家的石油出口将会影响发达国家
的经济增长；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利率调整，将会引起其他国家金融市场的起伏波动；纽约发生的恐
怖袭击事件，将会重挫日本、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的证券市场；欧元的汇率震荡，将会波及非洲国
家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将会对美国、日本和欧盟相关产业产生影响；印度的
工业发展政策，也可能因为环境污染而引起周边国家的抗议和干预⋯⋯全球范围内的激烈经济竞争和
频繁信息交流，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各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促进了全球多边经济规则的历史性生成，而
且对各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等几乎所有领域都造成了巨大冲击。正因为如此，经济全球化问题已经
成为各国理论界关注的重大热点问题之一。　　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使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加深
、共同利益不断增加，形成一个“谁也离不开谁”的经济关系格局；另一方面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和民主法制建设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
导和推动的，不可避免地要打上资本主义的烙印，体现西方的游戏规则，传播西方的政治理念、价值
原则，从而对我国的政治安全产生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和负面效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直有改变社
会主义国家性质的图谋与幻想。对此，邓小平早就指出：“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
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我国作为现今世界
最大的、崛起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被一些西方国家看成“眼中钉、肉中刺”，遭到西方敌对势力的极
力遏制，不断制造“中国威胁”论。美国一部分人认为：“中国，不论其具体前景如何，是一个日益
崛起的潜在的主导性大国。”②他们把中国当做潜在或长远的最大威胁和敌人。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
馆被炸、“南海撞机”事件都绝非偶然。中国加入世贸的艰辛历程，十几年来美国接连在联合国人权
会议上提出反华议案、美国把中国的人民币汇率等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些都表明，中美关系的发展是
坎坷曲折的。树欲静而风不止。无知也好，偏见也好，误解也好，国际上总有一些国家和一些人对中
国的和平发展心怀不满，千方百计地设置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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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政治安全》在梳理国内外学者关于政治安全的概念之后，在对安全、国家安
全和政治的概念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探讨了政治安全的具体含义、特点以及确保我国政治安全的重要
意义。指出我国政治安全是防止来自外部的政治干预、政治压力以及各种危险因素，维护我国的主权
独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及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保持社会政治稳定。根据政治安全的含义
将我国的政治安全分为主权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制度安全，分别论述经济全球化对我国主权安
全、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制度安全的影响，并就如何维护我国政治安全做全方位的对策思考。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历史潮流，但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是田园牧歌式的“携手前
进”，而是布满荆棘。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政治安全威胁下降，各种“主权过时论”“民族国家消
亡论”“历史终结论”等甚嚣尘上。而政治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灵魂和核心，是任何社会、任何时代
都绝不能忽视且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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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性质，我们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出发，通过对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内涵
和特征的分析可以看出，它既包含生产力因素，又包含生产关系因素。它既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结果
，又是生产关系或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产物。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决定着经济全球化的自然属性，生产
关系或国际经济关系的性质决定着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属性，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考察经济全球化性质
，否则把经济全球化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人为地割裂开来，只强调其自然属性或社会属性，就会产
生片面性，难以认清其本质。　　从经济全球化的自然属性看，它是现代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结果，是
生产社会化达到前所未有高度的表现，它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尽管经济全球化进程一直与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发展相伴随，似乎是资产阶级推进着全球化进程，其实，这主要是由于最高水平的
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被资产阶级所掌握控制，主导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但同时，在经济全球
化进程中，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日益全球配置和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能产生更多的社会财富和更大
的经济效益，从而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加快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尤其是当今世界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
家，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落后，如果不参与全球化，不但失去了分享全球化收益的机会，而且还会
脱离世界发展的主流，成为“外围”的国家。发展中国家也只有在全球化条件下，才有可能通过对外
开放，加强与他国合作，扩大对外贸易，引进国外资本和先进技术，学习和借鉴他国的先进管理经验
，从而发挥其“后发”和“赶超”优势，加快其经济发展，更快地改变其落后面貌，促进现代化进程
。从自然属性上讲，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和科技不断进步的结果，是不以人们主观意愿为转移的
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和潮流，各国只能面对，而不能脱离。　　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属性看
，它是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属性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内在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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