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政治经济评论

全球化与地域性
唐士其

　　内容提要: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各种超地域性因素发展的结果 , 但

与此同时 , 一些地域性的因素依然存在并且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 这体现为全球化

进程中的一系列不平衡现象:如利益分配的不平衡;各个领域的全球化程度各不

相同;西方明显的强势地位;发展中国家之间得失不平衡;超地域性与地域性因素

发展之间的不平衡。正确认识这些地域性因素的作用 ,并且在地域性与超地域性

因素之间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 ,是保证全球化健康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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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平衡的全球化

虽然全球化在一般意义上被人们理解为一种超地域性的现象 ,但在全球化

的实际进程中 ,地域性因素却作为全球化的一种具体的实现形式 ,或者作为对全

球化的一种应对方式一再表现出来 。总的来说 ,地域性因素的存在及其作用是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一个基本特点 ,并且使全球化出现了各方面的不平衡 。

首先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分配的不平衡 。如麦克格鲁所说 , “全球化具

有非同寻常的分配性影响:它不仅在国家间 ,而且在国家内部产生了明确的输家

和赢家 。在环境与影响极不平衡的情况下 ,全球化既产生了分裂也创造了整

合 。”①库珀则根据不同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具体情况将它们分为三个大类。

① [英 ]托尼 麦克格鲁:“走向真正的全球治理”, 俞可平主编:《全球化:全球治理》,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 ,第 146页。



第一类包括所谓的发达国家 、众多比较开放的发展中的小国以及转轨过程中的

一些东欧国家 ,在这些国家看来 ,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大于损失 ,或者它们没有选

择 ,必须接受全球化;第二类包括那些仍然把增强国民国家的地位作为主要目标

的国家 ,它们在近代都有过受到侵略的历史 ,更倾向于从权力平衡的观点看待国

际关系 ,愿意选择以有限的方式与外部世界整合 ,比如中国 、印度 、伊朗 、印度尼

西亚 、俄罗斯与乌克兰等;第三类包括那些比较贫困的国家 ,它们主要分布在非

洲 ,其共同特征是民族整合程度较低 ,同时经济贫困以及人口中的大多数处于现

代通讯系统的边缘这一现实处境限制了它们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可能性。① 因

此 , “全球化对不同的群体与不同的国家来说具有不同的内涵 ”, ②从而也决定了

它们对全球化不同的态度与反应。

全球化的不平衡性在另一个方面的表现就是各个领域的全球化程度各不相

同 。比如说 ,在今天 ,技术发展 ,特别是基础研究 ,比起制造和销售方面其全球化

程度仍然很低。在美国 ,尽管有多种跨国的流动 ,却只有 10%的美国公司的研

究发展资金投在海外 ,例如摩托罗拉一半的收入来自国际销售中 ,并且把 40%

的职工安置在海外 ,但只有 20— 25%的产品开发和 5%的基础研究在美国以外

地区进行。③ 下面图 1表明了不同经济部门全球化的不同程度 。在这一现实面

前 ,无怪乎有人认为 “世界经济中只有百分之二与实际经济相关 。在一个喜好

虚拟现实的世界中滋生着虚拟经济 。因此 ,全球化本身也不过是一种虚拟的现

实 。”④这种观点虽然不无夸张 ,但却生动地说明了全球化的一个侧面 ,另外也提

醒人们注意避免在认识全球化进程时出现一种错误倾向 ,即 “不是从对政治经

济实践的分析出发 ,然后找出所发生的变化的动力 ,相反 ,他们从全球化已经存

在而且已经产生了某些特定的结果这样一个假定出发 ,然后再去寻找证据 ,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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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确存在 。”①

图 1 20世纪 90年代经济各部门的全球化程度(年平均增长率 , %)

资料来源:V incen tC ab le,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Governance, London:The Roya l Institute

o f Internationa lA ffa irs, 1999, p. 5。

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平衡性第三个方面的表现是西方明显的强势地位。从一

个特定的角度来说 ,当前的全球化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是西方世界的一些地域

性因素不断获得超地域特征的结果。摩德尔斯基因而指出:“在大多数时候 ,全

球化体现为一个把外部世界纳入不断扩展的西方中心的世界政治的过程。”②也

有学者从另外的角度指出:“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够存在 ,是因为印度人 、埃及人 、

阿根廷人 、中国人 、波斯人和非洲人帮了它的忙 。这并非是因为他们的服从与温

顺 ,而是因为他们谋求自我更新的战略被整合进了欧洲人统治的全球秩序的网

络之中 。”③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平衡性第四个方面的体现 ,是在发展中国家之间也

存在得失的不平衡。总的来说 ,在 20世纪末开始的这一次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

东亚地区取得了比较好的业绩 ,但在东亚之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 ,比如说撒哈拉

沙漠以南的非洲 、拉丁美洲地区以及原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以及东欧地区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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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可能是失利的一方 。特别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国家。有一种基本估

计是 , “在 70年代 ,拉丁美洲和南撒哈拉非洲变得比东亚和南亚更加依赖外国

资本。当资本流动转而流向美国 ,这种依赖变得无法支撑了 。”①据分析 ,非洲陷

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不足 、缺乏训练有素的企业家阶层和完善的国民经

济结构 、外资的绝对匮乏等等 ,而在这些方面 ,东亚国家恰恰具有明显的优势。②

这一情况反过来又说明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种地域性因素对国家经济成就

的影响 。

上述两方面的不平衡表明 ,并不是所有的国家与地区都能够平等地享受全

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实际上 ,世界上有许多国家 、同时几乎在每一个国家中都有

不少地区是全球化的受害者 。以一种最保守的态度说 ,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也

是有地区性差异的。在世界范围内来看 ,当一些地区在经济上日益联系成为一

个整体并收获由此而得到的利益的时候 ,另外一些地区却被边缘化了 。这恰恰

是沃勒斯坦反复强调的一个主要观点 ,即中心国家的强化与边缘国家的削弱是

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③

全球化进程中不平衡性最后一个方面的体现就是超地域性与地域性因素发

展之间的不平衡 ,或者说两者之间的断层 。这种断层表现在人类社会 、经济和政

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说全球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断层 、全球交往的可能

性与人类生活的地域性之间的断层 、以及全球选择的可能性与人类生活世界本

身的惟一性之间的断层等等 。在这方面 ,一个具体的例证就是全球经济联系与

社会福利的地域性之间的矛盾 。经济全球化导致的资本流动性极大地削弱了国

家的税收基础 ,而且使国家往往不得不把税收的负担转移到劳动收入身上;而与

此同时 ,对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口的安全保障的提供并没有也不可能国际化。

总的来看 ,经济全球化由于具有其内在的不平衡性 、等级性 、差异性和排斥

性 ,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 ,这一进程不可能导致一个同质的 、均等的世界的产生。

无论从逻辑上还是实际上看 ,全球市场的出现正是以工资 、技术 、制度与政治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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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的差异为前提的。就此而言 ,甚至也可以说 ,差异即地域性本身乃是经济全球

化的前提和必要条件 。当然反过来 ,经济全球化也为对这一进程本身的抵抗提

供了技术基础 ,由此形成了一种 “反全球化的全球化 ”。

二 全球化的可逆性

反全球化的全球化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 1999年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

首脑会议期间来自全球各地的抗议者的示威第一次明确地向世人表明 ,对经济

全球化的抗议本身也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加入全球化反对者阵营的包

括工会 、环保主义者 、女性主义者以及其他众多所谓的新社会运动力量 。与此同

时 ,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是反全球化运动潜在的支持者。反全球化运动强调经济

全球化中的不平等关系 ,要求更加平衡 、更加人道的全球化。当然 ,反全球化运

动自身内部也存在着不平衡性 。因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实

际上是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 。在当前的世界政治经济结构中 ,它们要发展经济

就必须对外开放 ,并且充分利用其低成本的劳动力 ,但同时又常常没有办法充分

保护环境 ,而这又可能反过来使它们成为西方左翼 、工会以及各种社会运动批评

的对象 。因此 ,不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内在的新自由主义的逻辑 ,整

个人类的平衡发展可以说是没有前途的。换言之 ,新自由主义式的经济全球化

已经成为各种复杂的国际国内矛盾的根源 ,并且大大地增加了经济全球化的可

逆性。

在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中 ,态度稍微谨慎一些的学者都会提醒人们注意 ,全

球化并不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要认识到全球化的可逆性 ,首先就需要对构成

全球化现象的各种因素进行具体的区分 ,分清哪些因素对于全球化发挥着根本

的 、长远的作用 ,而哪些因素的作用则只是偶然的 、短期的;哪些方面实际上不过

是相关国家人为推动的结果 ,而哪些方面的确是经济技术的进步和人类超地域

性联系发展导致的必然;以及哪些方面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而哪些方面

则是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必须避免的等等 。或者如约翰 格雷所强调的 ,必须

把作为一种历史趋势的全球化与作为一种短暂的政治现象的自由市场的扩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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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开来 。① 另外还需要区分 ,在 20世纪末开始的全球化进程中 ,有哪些方面不

过是商品经济周期性的体现 ,而哪些方面则意味着人类经济活动已经进入了一

个新的发展阶段 。比如说 ,有学者就指出:“世界贸易是在周期中发展的 ,对于

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来说 ,总体而言都是如此 ,就这方面来说 , 80年代中期以

来这个进出口比例都很高的发展阶段可以看作是一次周期发展的反映 。”②

显然 ,如果把经济全球化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一个阶段 ,即扩张的阶

段 ,那么从逻辑上说它必然还会进入另外的一个阶段即收缩的阶段 ,而在这后一

个阶段 ,地域性的因素又会重新压倒超地域性因素占据上风 ,整个世界也就又有

可能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样 ,重新陷入一种相互封锁 、甚至相互对立的状

态 ,甚至走向国家之间的战争。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可能性 ,是因为资本主义的

全球化本身就是一种让不同的国家能够 “同甘 ”,但不能 “共苦 ”的进程。超地域

性因素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利益 ,但当既得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 ,真正能够

对人们提供保护的 ,仍然是地域性的政治机构 ———国民国家 。

从这样一种角度审视正在进行中的全球化 ,人们不得不承认 ,虽然人类的全

球性联系与交往的规模在新技术的基础上已经获得了巨大发展 ,全球治理机制

也更加完善 ,但与半个多世纪之前一样 ,在世界范围内仍然看不到一种可以有效

地阻止人类退回相互封锁乃至相互对立的状态的机制 。这就意味着 ,在世界经

济发生比较严重的危机的情况下 ,仍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每一个国家重新

拾起保护主义的武器 。因此 ,严格地说 ,只要世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存在 ,那么

全球化发生逆转的可能性就存在。赫尔德等人因而认为 , “没有理由认为全球

化一定完全沿着一个方向演进或者只能从单一理想状态 (完善的全球市场)来

理解全球化 。”③也就是说 ,全球化是可逆的 、同时也是多侧面的。没有什么力量

使它注定向某个方向发展 ,也不可能使它自然地走向单一的终点。因此也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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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 “所谓 ‘全球化 ’应当视为一种无方向的 、互动的 、结果未明的社会变革阶

段 。”① 美国政治经济学家莱希曾经分析并且逐一驳斥了关于全球化的五个假

设 ,认为全球化并非不可避免 ,也并非不可逆转;不可能指望全球精英带来生活

质量的不断提高;全球经济不可能保持稳定与繁荣;培训不可能使被边缘化的大

多数得到拯救;国家干预的恢复也并不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灾难。②

另一方面 ,这场带有明显新自由主义色彩的经济全球化所包含的明显的不

平衡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利益分配的严重失衡 ,也同样可能在任何时候对这一进

程提出重大挑战 ,而且事实上由于新形式的恐怖主义的出现 ,这种挑战已经摆在

了每一个国家的面前 。美国在 “9. 11”事件之后保守主义力量的明显上升 、以及

带有明显保守倾向的各种政策措施的出现已经为人们敲响了警钟 。

根据卡尔 波拉尼的观点 ,全球市场是惟一不受全面的政治控制的市场 ,因

而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的交易只具有最低的合法性。这就决定了经济全球化极其

脆弱的一面 ,使其难以经受任何较大的冲击。事实上 , 19世纪末 ,技术的进步 、

繁荣的扩展 、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 、国际合作的增加同样在世人中形成了一种普

遍的乐观情绪。这在昂格尔的《伟大的幻想》③一书中有充分体现 。该书作者认

为 ,世界市场的扩展和国际分工的发达已经使各国之间大规模的冲突在原则上

不可取 ,在实践上也不可能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这部著作发表一年之后就

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④

应该说 ,在认识当前经济全球化可能的发展趋势方面 ,深刻总结 19世纪末

第一次全球化的经验教训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为与当前一样 , 19世纪末同样也

是一个技术创新和国际交往加速发展的时代 ,而且其发展速度甚至达到了令人

目眩的程度 。按照波拉尼的说法 ,也正是在 1910— 1914年间 , “市场的逻辑 ”第

一次被全面地强加到人类社会之上。在这一时期 , “对自发进步的盲目信仰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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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人们的头脑 ,而那些智识之士也以宗教式的狂热在社会中推动一种无边界

的 、不受约束的变化。”①但是 ,这一次的全球化很快就无可挽回地以两次惨烈的

世界大战而告终 。在总结历史教训的时候 ,纳粹政权兴起的原因尤其值得每一

位全球化的乐观主义者深思 。在当时的德国 ,由于内外不利环境的影响导致经

济崩溃 ,社会变得分裂和失序 ,原有的制度和机构无法应对社会的要求与压力 ,

这正好为极权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机会 ,使其利用民众的要求 ,运用一切手段重建

秩序 、恢复经济活力 ,并且最终走上了大规模对外战争的道路 。

值得警惕的是 ,新的世纪之交同样也不乏波拉尼所说的那种乐观主义者。

他们相信市场的奇迹 ,相信全球共同繁荣 ,相信意识形态冲突的终结 ,相信西方

式自由民主主义的胜利 ,相信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能够得到控制 ,也相信新的科技

发展能够解决人类面临的环境 、资源以及各种社会问题 。总之 , “20世纪末的经

验让人们回想起 19世纪末的很多方面 。技术的高速发展与不断激化的国际经

济竞争相结合 ,使很多成熟的工业化国家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年代未曾

有过的压力之下 。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失业率的居高不下 ,以及另一些国家中临

时工和非全日制工人的增加反映了 20世纪末新的世界经济的一些基本特征 ,而

这些方面与 19世纪末的经济发展历程又表现出诸多相似之处。”②可以说 ,如果

人类不能创造出区别于第一次全球化时期的 、对经济全球化的后果加以控制与

约束的机制 ,那么历史的重演并非没有可能。

正因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存在着大量严重的不平衡 、新自由主义也存在着

明显的缺陷 ,所以当前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新自由主义所占据的优势地位并不意

味着这种政治和经济理论已经取得全面胜利 、意识形态已经 “终结”。虽然人们

会不断地听到类似 “资本主义正在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制度”③的过分乐观的宣

言 ,然而实际上 ,经济全球化中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和冲突是新自由主义 ,广而言

之是现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无法克服的 。与此相联系 ,全球化也并非如一

些新自由主义学者所预言的那样已经不可逆转 。不应该忘记的是 ,上一轮的经

济全球化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但它最终以战争和极端的保护主义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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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全球化与地域化

经济全球化引发的重重矛盾说明 ,这一进程中包含着一些自我否定的因素 ,

而最根本的一点 ,就是它所带来的严重的不平等 ,以及西方国家对世界上其他国

家和地域的霸权 。这本身是地域性因素在全球化这一超地域过程中的再现 ,与

其对抗的只可能是另外的一些地域性因素 ,比如区域主义和极端的民族主义 ,甚

至是以恐怖主义表现出来的对西方霸权的抵抗 。第一轮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被

这些地域性因素所埋葬的 ,而如果新一轮的全球化不能正视乃至解决这些问题 ,

那么它的逆转就仍然是可能的 。

这里之所以强调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地域性因素 ,是因为在对全球化的所

有讨论中 ,尤其是在带有浓厚的新自由主义色彩的对全球一体化的颂扬声中 ,一

个常常被忽视的问题是全球化过程中的地域化趋势。事实是 , “全球化对于社

会产生了两种完全相反的作用:它在分裂的同时也在推动着整合 ,在产生合作的

同时也在引发着冲突 ,在实现普世化的同时也在推动着特殊化 。”①或者说 , “全

球化并不意味着单一化或者一体化 ,它只意味着更多的相互联系与非地域化的

发展。”②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地域化趋势表现为四个方面 。首先 ,全球化本身是西

方社会地域性因素向超地域因素转化的过程 ,是一种地域性因素压倒另一种地

域性因素的过程 。这一点决定了全球化只要还在进行 ,那么地域性的问题就会

一再表现出来。米歇尔 曼一语道破了这个常常被有意无意掩盖住的事实:

“资本主义依然是一种地理政治秩序 ,发达国家的经济在其中占据支配地位 ,众

多的国家共同构成了一个分层的全球秩序 。 ……民族国民国家为资本主义的全

球网络提供了部分结构 ,以及部分分层化结构;如果说是商品在统治 ,那么这种

统治与公民权利 (主要是北方)的统治是纠缠在一起的。”③

经济全球化从某个方面来看就是资本这一超地域性因素发展的结果 ,但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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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 ,资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 ,又表现出与其他的地域性因素 ,特别是国民

国家相结合的倾向。换言之 ,资本本身就具有地域性和国际性两个方面的特性。

这双重特性之间的矛盾在当前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也同样表现出来。因此 ,经

济全球化并没有 、也不可能带来世界的真正一体化 ,全球化过程中仍然充满了国

家利益的冲突。不同国民国家之间的冲突仍然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一个客观存

在的 、不容否认的事实 。每一个国家都力图在以自己的方式接受全球化的同时 ,

通过对经济全球化进程施加影响以实现自身的发展。这方面最突出的体现 ,就

是西方国家利用其制定全球交往规则的优势为本国谋取利益 ,而其他国家则从

自己的利益出发试图改变这类规则。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地域化趋势第二个方面的表现是 ,全球化是一个通过地

域性得到彰显的过程 。虽然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了市场经济 ,但一

种真正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体系必定是内植于当地的历史 、社会和文化联系之

中的。这可以被认为是全球化进程中一种具有建设性的地域化趋势。按照罗伯

逊的解释 ,就是:“在 20世纪后半期 ,我们看到的并且参与的是一个广泛的 、双

向的过程 ,这个过程包括了特殊性的普遍化 、以及普遍性的特殊化的相互渗

透 。”①正如约翰 格雷所说 , “一种全球自由市场假设经济现代化在任何地方都

毫无差别 ,它把经济全球化 (即工业化生产在世界范围内扩展为一个相互联系

的市场 )理解为单一形式的资本主义即美国模式的自由市场不可逆转的进展。”

但 “我们时代的历史(与这种期望 )正相反 。经济现代化并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复

制美国模式的自由市场。它恰恰与自由市场相对抗 。它产生的是与西方任何模

式都基本无关的各种本土资本主义模式。”②

就此而言 ,经济全球化是以地域性的方式展现出来的 。它既反映了不同的

地域社会对全球化的应对方式 ,同时也是不同地域社会全球化的体现形式。也

就是说 , “全球社会并不是一个超级社会 ,在其中包含和消解了所有的民族社

会 ,它是一种世界视野 ,其特点是多样性和非整合性 ,后者一经产生就能够在其

中展开 ,并且在相互交往与行动中得到保存 。”③这就是所谓的 “全球地域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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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localization)现象 ,它具体指的是 “所有全球范围的思想和产品都必须适应当

地环境的方式。必须将这种考虑与认为世界文化正在迅速走向同质化的常见观

点加以对照 。”①正如米特尔曼所说:“全球化不是在世界范围内使文明社会达到

同一水平 ,相反 ,它是以不同方式结合地方条件 ,强调差异 ,刺激各种社会运动以

避免经济自由主义造成的分裂和分化的影响。”②

实际上 ,由于地域国家的作用 ,各国在应对全球化时进行的体制创新也各不

相同 ,因为各国具有不同的政治 、教育和财政基础。比如说 ,日本的汽车和电气

消费品生产 ,德国的化学和中间设备生产 ,英国的医药和金融产业 ,美国的计算

机 、奢侈品 、保健用品和金融产业 ,法国的高速列车 、核电力与通讯产业 ,丹麦的

农业 ,加拿大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产业等等。因此 ,全球化

并不意味着技术也将平等地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地区 。相反 ,全球化与地域化

并行不悖。③ 就此而言 , “在未来的世纪最成功的经济不会是那些把美国式的自

由市场嫁接到自身文化基础之上的经济 ,而只会是那些以独特的方式实现现代

化的经济。”④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地域化趋势第三个方面的体现却是以全球化的对抗力量

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对全球化的对抗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一种多元化

趋势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包含的强烈的一元化倾向的对抗 。这种对抗是从文

化与制度上保证全球化能够向着健康方向发展的重要力量。 “文化输入可能产

生对传统文化与价值观的重新强调和表达 。对全球经济的体验也可能鼓励一种

大众化的情绪 ,要求采取措施对抗或者限制其带来的压力 。在一个日益国际化

或者全球化的世界上 ,一种文化的‘双重运动 ’或者 ‘差异的辩证法 ’因而有可能

导致一个多样化的 、分裂的世界而非全体一致的回应 。”⑤事实上 ,全球化的发展

以及信息通讯技术的迅速进步也为各种多元化的主张和要求的表达与聚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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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史密斯所说 ,新的技术手段 “使拥有共同

的文化特征 ,特别是拥有共同语言的共同体的成员之间更为密集的 、更为深入的

相互交往成为可能”,从而有可能使 “民族共同体和民族主义”获得新的动力。①

这种 “双重运动”在一体化程度最深的欧洲具有典型的体现 , “在全球化和欧盟

所代表的超国家认同出现的同时 ,以公众社会的复兴和亚民族民族主义的兴起

为标志的地域化浪潮也方兴未艾。”②

第二个方面的抵抗则来自于那些全球化中的失利者 ,他们往往认为全球化

的任何扩展只会进一步剥夺他们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 ,他

们会倾向于通过一种甚至带有极端色彩的地域化乃至再地域化的方式对抗全球

化 。这种力量通常具有破坏性 ,它可能表现为极端的地方主义 、极端的民族主

义 、原教旨主义甚至恐怖主义等等形态 。这一类地域性因素的出现有可能导致

全球化的逆转 ,甚至埋葬这一场全球化。

这种抵抗运动的破坏性还来自它对人类社会现有的地域政治单元 ———包括

作为其核心形态的地域国家的完整性也形成了挑战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

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即 “全球整合的过程虽然不能消灭国家 ,但却也具有一

种绕开政治 、躲避国家层次的政治议程 ,以及挑战国家的政治组织能力即国民共

同体建设和组织复杂的社会联系的能力的倾向 。这样一种变化的结果不仅导致

了全球范围内人们对政治的幻灭 ,而且扩展和强化了家庭与血缘的纽带 ,进一步

说 ,一种建立在认同(族群或者宗教)基础上的共同体在世界的大多数地方会成

为国民国家政治的替代物 。”③罗斯瑙关于 “碎片化的世界 ”的概念表达的实际上

也是同样的内容 ,他写道:“显然 ,朝向全球化的强大趋势不只是以边界变迁 、权

威重构 、国家削弱和非政府组织的大量繁殖为基础 。从长远上看 ,它们也驱使了

朝向本土化的强大趋势。如果在无政府主义的世界上处于旧本体论中心的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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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国家之间的互动 ,那么处于新本体论中心的就是全球化力量和本土化力量的

互动以及一体化趋势和碎片化趋势的叠加 。”①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一种倾向 ,是因为在一些被边缘化的群体看来 ,地域国家

这种政治框架并不能真正表达并且维护他们的要求与利益 ,它们需要的是更具

体 、更贴近他们的生活实际的新的政治表达和政治组织方式 ,是一种地域性更

强 、更集中的方式 。或者说他们需要在一个变动不居的世界上寻求一种只有在

某个特定的 、具体的地点才能获得的安全感。② 这就提出了所谓的 “认同政治”

的问题 。换言之 , “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 ,争取自治的斗争已经转变为围绕全球

整合的条件的争论———人们不再争论世界是否应该进一步融为一体 ,而是争论

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个人 、社会群体以及整个社会的认同应该如何被定义。”③这

样一种过程在极端情况下会直接挑战地域国家的权威。如何对待这种以极端化

的方式出现的地域化倾向 ,无论对于地域国家 、还是对全球化本身都是一个巨大

的考验 。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地域化趋势第四个方面的表现就是区域经济合作的迅速

开展 、各种区域经济集团特别是自由贸易区的诞生 ,比如说欧盟 、北美自由贸易

区 、东盟经济区等等。区域经济合作意味着一种在比地域国家更大的空间范围

内的地域性联系的产生与发展 。对于区域经济合作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有

不同的看法 ,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那就是经济区域化是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

地域化进程 ,是对全球化的一种应对方式 。

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24条规定 ,国家之间可以建立关税同盟或

自由贸易区 ,或为建立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而采取某种临时协定 ,其前提是保

证区域性集团在区域内真正实现实质上所有贸易领域的自由化 ,同时针对区域

外非成员的关税不能比以前更高。这一规定使区域经济合作在一般意义上能够

与全球化并行不悖 ,也正因此有不少学者从区域化的发展并没有在实际上把全

球经济划分为激烈竞争的区域经济这一事实出发认为 ,区域化乃是全球化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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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实现形式 ,因为区域化并不会以牺牲经济全球化作为代价 。相反 ,区域化在很

大程度上便利和促进了全球化 ,因为它为国民经济提供了一种机制 ,使其能够更

具战略性地融入全球市场 。①

不过 ,对于自由贸易区产生过程背后的推动因素作一点简单的分析 ,倒也可

以得出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结论。一般来说 , “推动有关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最

主要的原因是参加国可以通过区域贸易自由化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从而加强

自己在整个国际贸易体系中的讨价还价能力。”②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在交通与

通讯因素已经不再构成全球经济联系的严重障碍 、地理距离已经不再发生关键

性影响的情况下 ,是什么因素使区域内的自由贸易成为可能而全球范围内的自

由贸易就比较困难呢  一个可能的解释只能是在已经形成的自由贸易区内 ,存

在某些能够使该区域内的人们具有更高的风险承受能力的机制 ,乃至存在着某

些关于分配正义的共同意识 ,换言之 ,一种经济联系的产生必须基于与之相适应

的共同的生活方式。在此 ,地域性因素再次浮现出来。

客观地看 , “当代超地域 (supra territo rial)趋势的出现非但不会导致地理地

域的终结 ,相反 ,全球空间将会与地域空间并存 ,并以复杂的方式发生相互作

用 。”③地域化或者再地域化会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伴随现象甚至全球化的

一种体现形式。正如斯图尔特所言 , “全球性与地域性并非截然对立 ,在某种程

度上 ,全球化趋势与许多重新地域化进程相关联 。在某些地域单位明显受到削

弱而其他地域重构形式变得日益重要时 ,重新地域化就出现了。”④当然 ,全面地

看 ,全球化并不必然 、也不应该以一个 “碎片化的世界 ”作为其最终结果。全球

化毕竟意味着更多的超地域性因素的产生和发展 ,意味着人类共有的思想方式 、

生活方式 、制度与文化的增加 。也就是说 , “全球化既可以产生分裂的力量 ,也

可以产生统一的力量……全球化既可以产生对政治差异的意识 ,也可以产生共

同的认同;国际交往的增加可能会加剧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冲突 ,当然也可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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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理解的障碍 。”①

作为结论可以认为:“没有先验的理由可以断定地方化或者区域化一定会

处在与全球化相反或者相矛盾的方向上 。”②当然 ,同样也没有理由断定地方化

或者区域化一定会在与全球化相一致的方向上发展 。问题就在于如何在这两种

相互对立而又彼此相联的趋势之间保持一种有利于全球化稳定发展 、使更多人

能够得到全球化的实惠的动态平衡 。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说 ,全球化与地域化以

及再地域化反映的是人类及其群体在其联系与交往的发展过程中公共视界的一

种调整与转换 ,因为 “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联系的世界中 (经济 、政治或者环

境 ),问题的广度 、强度以及影响给我们提出了这些问题在哪里解决最合适的问

题 。”③可以肯定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可能是惟一的 。

(作者简介:唐士其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责任编辑:宋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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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 lobaliza t ion and Territoria lity

TANG Shiq i
G lobalization is one of the results from the deve lopment of various trans-te rrito rial

factors in social and econom ical life of hum an beings;however, som e of te rrito rial

factors still exit and have deep influences over the deve lopment, and which are re-

flected in a series of disequilibrium in g lobalization process. Thus, to have a better

and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ro les of these territoria l factors, while trying to

keep a dynam ic equilibrium between territoria l and trans-territorial facto rs, is a key

condition for the hea lthy development o f globalization.

18 　 Nat iona l Identity and G lobaliza tion

DA IX iaodong
The build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is a process in which po litical integration and cu l-
tural incorporation am ong nation-states develop;and it has the ba lance be tween

national unity and ethnic diversity aswell as the reciprocal interaction between po l-

itics and cu lture as its key facto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national

identity has been cha llenged by a trend in which identities assume more relativity

and m obility and compete w ith one anotherm ore intensive ly, and is bound to em-

bark on am ission of self-reconstruction. Cosmopo litan-na tiona lism could be an a l-

ternative to national identity, since it could reduce the tension betw een ethnic

groups and national comm unities and facilitate the coordination betw een culture

and politics, while responding to g loba lization. The post-nation-s tate characterized

by its flex ible geography , partial transfer of sovereignty and multicu lturalism w ill

be the ma jor promo te r o fCosm opolitan-nationalism.

36　　 In ternationa lRelat ions:Never just an American Socia l Sc ience

A. J. R. G room
IR w as never an Am erican SocialScience:it remains a unity in diversity even if it

is still overwhelm ing lyW estern. F rom the historica l evolution of IR s tudies, th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