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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实现中国梦的机遇与挑战

黄秋生,罗成翼淤

(南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摇 要] 摇 作为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无法回避和抗拒的历史潮流和发展趋势,全球化加速了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自

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客观上促进了全球生产力的快速增长。 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化,实现中国梦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全
球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很多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全球化也给中国梦的实现带来了包括意识形态、国家主权、经
济发展、人才资本等方面的巨大挑战。 只要正确对待全球化这一浪潮,只要积极面对、主动参与,就能够在 21 世纪一步步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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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1932 年 11 月 1 日,时任《东方杂志》主编的胡

愈之策划了一场征集社会各界名流的“中国梦冶活

动,并先后刊发了 144 位文化名流的“民族复兴之

梦冶、“世界大同之梦冶、“民主法治之梦冶、“民富国

强之梦冶。 八十年后,2012 年 11 月 29 日,带领新一

届中央领导集体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冶
的展览之后,习近平同志总结指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

想。冶 [1]今天,实现中国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

“中国梦冶不仅成为一个高频词汇,更是成为了响彻

中国大地的时代强音。 那么,在这个社会生活跨越

国家和地区界限的全球化时代,实现中华民族复兴

这一伟大梦想到底存在哪些机遇和挑战呢? 这无疑

是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和正确对待的问题。

一摇 全球化时代实现中国梦的机遇

全球化加速了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

动和优化配置,逐步形成了全球统一的大市场以及

公认的国际运行机制和国际惯例,在一定程度上保

证了行为主体之间的自由竞争,客观上促进了全球

生产力的快速增长。 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进程中,
世界一体化趋势更为明显,国际合作向多层次全方

位拓展,各国相互依赖进一步增强,人类共同发展的

全球意识日渐树立,相互妥协、相互协调、共同合作

成为时代主题,这就为日益增多的全球化问题的解

决创造了条件。 因此,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全球化对

本国发展的影响,应该正确对待和融入全球化这一

浪潮,趋利避害,在同其他国家的合作与竞争中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正如十八大报告中的准确判

断: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

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只要我们紧紧抓住和利用好

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战胜一系列重大挑战,就
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2]。
我们认为,全球化时代为中国梦的实现带来的历史

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球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了良好

的外部环境。 实践证明,良好的外部环境,是社会建

设顺利进行的必要保障。 全球化时代,军事对峙让

位于科技竞争,巧实力和软实力超越了硬实力,世界

各国共同利益在不断增加,对话、交流与合作已经成

为主旋律。 即便是发达国家,他们也需要从其自身

利益出发,同广大发展中国家扩大和加强交流与合

作,共同解决影响世界经济发展和整个人类安全的

全球性问题。 这种世界联系不断增强和国际交往不

断加深的现状,推动了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

素在全球的优化配置,从而促进了世界的和平与稳

定。 全球化时代新技术的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的

革命,将继续推动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球产业

的进一步调整。 这无疑为中国到 2020 年实现“两个

倍增冶 (国内生产总值倍增、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



增)和 “两个同步冶(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要和经济增

长同步、劳动者报酬要和生产率提高同步)营造了

良好的外部环境,为新世纪中国小康社会的全面建

成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第二,全球化为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创造了

有利的条件。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历来重视吸收和借

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 建国初,毛泽东同志就主张:
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长处

和经验我们都要借鉴,“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
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冶 [3] 邓小平同

志也说过:“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

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

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

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

营方式、管理方法。冶 [4] 江泽民、胡锦涛同样强调:在
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应该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

切优秀成果,应该认真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

切文明成果[5]。 习近平同志再次重申: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在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等各方面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愿意借

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冶 [6]。 当下全球化时代,随着

科技的进步和交往的便利,国与国之间的商品、技
术、信息、文化等方面的跨地区、跨国界的自由流动,
无疑为中国吸引外资,吸收高新技术、吸取管理经

验、吸纳优秀人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中国吸收和

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内的人类一切文明成

果提供了借鉴的机会。
第三,全球化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有益的

参照。 迄今为止,所有实现工业化的国家,都是靠资

源、能源的过度消耗和造成大量环境污染为代价来

换取的。 他们以物欲为旨归的生活方式对自然的无

止境的索取,造成了全球的灾难性生态危机。 1962
年,美国生物学家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就是控

诉环境污染罪恶的产物,而美国学者米都斯博士等

人 1972 年发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原名《论

人类的困境》)提出的零增长理论则进一步探讨了

保护资源和环境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

化进程就是在这样一个全球性环境问题凸现的时代

开始启动的。 为了以西方工业实现现代化所付出的

沉重代价为鉴,为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解决好环境

问题,为了在加快现代化进程中避免可能产生的波

动和灾难,我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先后推出科

教兴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发展观等。 正是以西

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为参照,十八大报告中强

调:“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冶 [2]

第四,全球化为凝聚中国力量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便利。 2013 年 3 月 17 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二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

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

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

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

比强大。冶 [7] 凝聚中国力量就是凝聚中国各族人民

的力量,就是中华民族的团结一心。 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中世纪的市

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团结,现代的

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冶 [8] 而处

于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信息公路

的高速畅通,中国各族人民之间联系、联合、团结的

条件更为优越和便捷。 如果说,中世纪的交往靠乡

间小道需要几百年,近现代的团结利用铁路仍要几

年,那么,当代民众的力量凝聚依赖网络在点击鼠标

的须臾之间便能达到。 全球化时代的信息手段和超

媒体技术为中华民族汇集理想、团结力量和凝聚正

能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二摇 全球化时代实现中国梦的挑战

全球化为我国走中国特色的、后发国家的现代

化之路带来了机遇的同时,随之而来的严峻挑战也

不可忽视。 目前,发展中国家无论在科技创新能力,
还是经济发展水平上,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都处于

劣势。 今天,尽管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经济上

彼此依存,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利益冲突与

观念斗争从未停止。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在全

球化时代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始终面临着来

自西方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国家主权、经济发展、
人才资本等方面的挑战。

第一,意识形态的挑战。 在全球化深入推进的

过程中,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不断

加快,这就要求各个民族国家把自己纳入世界的发

展轨道。 然而,由于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意识形态

领域的斗争并没有因为全球化而停止。 毋庸置疑,
今日之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发达国家的全球扩张过程,不可避免地打上资本主

义的烙印,体现西方的游戏规则,传播西方的政治制

度,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

影响。 在全球联系不断增强的过程中,西方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凭借在经济、技术、管理、军事等方面的

优势,为达到西化中国的政治目的,通过文化殖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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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霸权,试图把西方政治模式和价值观念强加给

中国,使得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受到威胁,使
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面临考验;在同中国

交流交往的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从未放弃扰乱中

国发展的战略图谋,他们寄希望于借助技术上的优

势取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最终胜利,总是将政治问

题与经济问题挂钩,以此来牵制中国的发展,干涉中

国的内政,严重影响了中国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人

民团结。 由此可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对
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来说始终面临着意识形态安全

的挑战。
第二,国家主权的挑战。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

来,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中超国界的因素不断增加,
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新的国际行为主体在人类生

活中的影响日益增强,“超国家权力冶渐趋膨胀,从
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其与主权国家的“国家主权冶
发生矛盾和冲突。 国家主权的作用、权威和完整受

到这些新的国际行为主体的挑战。 全球化是以生

产、交换、分配以及消费的国际化为表征,国际性经

济组织的运行是以参与国若干主权的让渡和转移为

条件。 在特定的领域内,主权国家必须服从于国际

机构的协调,势必在某种程度上对传统的国家主权

形成挑战。 由此可见,全球化增强了国际组织等非

国家行为主体的协调功能,却削弱了传统意义上的

国家主权。 与此同时,全球化进程中信息网络化又

给国家主权带来了新的挑战。 正如阿兰·伯努瓦所

言,对于全球化的理解,不再仅仅局限于商品和货物

的买卖,标识、声音、图像、软件和信息等同样也可以

买卖,这不仅将房间塞满,而且还统治着想象领域,
占据着交流空间[9]。 实际上,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

来,信息技术和网络开发逐渐成为美国国家战略重

点。 2010 年 10 月 25 日,英国《每日邮报》就报道了

谷歌的“街景车冶采集英国家庭无线网络的名称、电
子邮件和密码等信息。 2013 年 6 月,美国前中情局

雇员爱德华·斯诺登也向外界披露,从 2009 年起美

国国家安全局就一直在入侵中国电脑。 显然,随着

国家安全向“网络空间冶的扩展和延伸,除领土主

权、领海主权和领空主权外,“信息主权冶逐渐成为

国家主权的新领域。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由于信

息技术的相对落后,因而在“信息主权冶方面无疑会

受到严重挑战。
第三,经济发展的挑战。 2000 年 9 月 6 日,在

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在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各国的地位和处境应当是相

同的。 在发达国家尽享全球化‘红利爷的同时,广大

发展中国家饱受贫穷落后之苦。 发展资金匮乏、债
务负担沉重、贸易条件恶化、金融风险增加以及技术

水平落后,使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不利的地

位。冶 [10]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发达国家为主导

建立和制定的,不可避免地代表和反映着它们的利

益。 一方面,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和高端的

技术,把发展中国家变为他们的廉价资源(包括原

料、能源、劳动力)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另一方

面,为了维持经济优势,为了保护本国利益,全球化

时代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在不断抬头,
名义更为合理、形式更为隐蔽、手段更为欺骗的贸易

保护和贸易壁垒日益增多,中国逐渐进入对外贸易

摩擦的高发期。 自 2006 年以来,美国对中国产品进

行反倾销、反补贴完全成为了一种常态,仅在 2012
年美国开征的反倾销或反补贴税种针对中国产品就

高达近 41% 。 统计数据显示,2003 年 1 月到 2012
年 9 月的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中国总计遭受各个国

家贸易救济调查案件 758 起,涉案金额高达 684 亿

美元。 截止 2012 年,中国已经连续 17 年成为全球

各国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 6 年成为全

球各国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11]。 显然,全球

化时代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中国而言面临着经济

发展的挑战。
第四,人才资本的挑战。 21 世纪是知识经济的

新世纪,人才资本是核心资本。 人才作为技术与知

识的最主要载体,已经成为我国实现生产力跨越式

发展的有力保障,成为经济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
全球化催生了世界人才市场的竞争与合作,促进了

全球的人才流动,造成了大规模国际移民现象。 其

中,发达国家利用各种优惠条件吸引各类人才,特别

是利用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设立独资企业或合资

企业,以优厚的待遇吸引东道国的国内精英,成为人

才流动的受益国。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本身

经济实力的竞争劣势和移民制度的不够完善,不仅

无法有效地吸引国际高端人才,而且在吸引本国留

学人才的回流方面也面临着诸多尴尬,人才流失严

重。 尽管近年通过推出各种计划吸引人才,但现在

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

存在一定差距,因为相对落后的科技实力、相对较差

科研环境和相对较低的工作收入,始终处于人才输

出国的地位,每年都面临着大量人才流失。 2012 年

12 月 17 日,我国第一部年度国际移民报告《中国国

际移民报告(2012)》出版。 这部国际人才蓝皮书指

出: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交流的不断扩大,目前中

国正在经历“海外移民冶第三次浪潮,越来越多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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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移民海外,随着发达国家移民政策有目的性的

导向,中产阶级和精英人才成为新一轮移民的主

力军。
总之,作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和发展趋势,全

球化是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无法回避和抗拒的。 “对
于置身经济全球化潮流,正为实现现代化而努力的

中国来说,只要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正确处理对外开

放和独立自主、国际视野和民族情结、近期目标和远

期目标、民族梦和个人梦的辩证关系,善于抓住机

遇,发奋图强,我们就一定能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我们就有能力使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成真。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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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HUANG Qiu鄄sheng,LUO Cheng鄄yi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China)

Abstract:摇 Globalization is the tide of history and the trend of development which any country and nation is unable to avoid. The
tide of history and the trend of development not only created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but also
brought the huge challenge of ideology, national sovereig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alent capital. As long as we correctly deal
with the wave of globalization and correctly handle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opening up and independence, internationaliza鄄
tion and nationalization, lowermost creed and highest creed, we can realize national rejuvenation in twenty - first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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