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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球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互动关系》深入到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当中透视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历史性贡献。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探索中国特色的市场化道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通过社会整合寻求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力，在国家重建中把党建设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重新对市场、社会和国
家进行结构功能定位，推动负面的、自在的、单向的全球化转向正面的、自为的、双向的全球化，促
使片面的、外生的、被动的现代化变成全面的、内生的、主动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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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靳书君，男，山东曲阜人，1972年12月生，现为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马克思主义发
展史学科负责人，中共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广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民族地区发展”人才小高地主
要成员。
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项、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1
项。
已出版学术专著2部，主编研究生教材1部。
在《人民日报》、《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等报刊发表相关论文三十余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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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国内研究现状和走势 二、西方研究概况及学术范式转换 三、现实、理论和学术意义 四、篇
章结构 第一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 第一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一、一个科学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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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超越 一、实现主题的中国化，促使负面的全球化转换成正面的全球化 二
、实现主力的中国化，推动自在的全球化转换成自为的全球化 三、实现主体的中国化，引导单向的全
球化转换成双向的全球化 第三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现代化的历史性贡献 第一节现代化与中国化的
交汇与提升 一、全球化、现代化、中国化的交叉与汇合 二、现代化对中国化的提高与升华 三、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成为现代化的理论建设工程 第二节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展问题 一、缺乏现代市场经济基
础，造成发展内涵的片面性 二、社会内部活力支撑不足，引起发展动力的外生性 三、传统国家政治
权威衰落，导致发展战略的被动性 第三节从现代化视野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超越 一、通过
主题的中国化实现现代化由片面到全面的历史性超越 二、通过主力的中国化实现现代化由外生到内生
的历史性超越 三、通过主体的中国化实现现代化由被动到主动的历史性超越 第四章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历史性启示 第一节从理论品质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维度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解释
学自觉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机理的解释学透视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维度的解释学分析 第二节从
现实基础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视阈 一、把探索中国特色的市场化模式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主题 二、通过社会整合寻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力 三、在国家重建中把党建设成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主体 第三节从主体方面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特性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具体化和主
体化的统一 二、科学马克思主义观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性 三、科学国情观及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客观性 四、科学方法论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性 结论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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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我国资源和要素大量外流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大国通过巨额战争赔款和经
济政治特权对中国进行资源掠夺，仅庚子赔款一项，就需要岁人5两左右的劳动力每人负担2两一3两白
银，相当于全国人民半年的净收入，直到抗战爆发，中国每年的外资流人都小于中国偿还外债和外国
投资利润之和，存在着巨大的资本净流出。
洋行、外国银行、外资公司建立起从通商口岸到内陆城乡的经济渗透网，长期在中国现代化的经济部
门占据优势地位，在中国搜刮现代化需要的生产要素，到抗战前夕，外国资本已经掌握了中国的主要
资源和能源，建立起一条由中国向西方列强输出剩余价值和超额利润的依附性链条。
英国、德国和日本的洋行垄断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中国被动地接受世界市场进出口商品的种类、数
量和价格，输出农产品、矿产品等初级产品，输入工业消费品，生产资料的进口很少，外国资金市场
调剂的一小部分机器、技术、原料和能源，基本上流向那些为在华外资服务的行业。
西方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需要中国输出原材料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但进出口差价却越来越大，中国
需要输出越来越多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才能换回同等数量的外国工业品。
外国在华投资在中国采矿冶炼业、机器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居于显著地位，在煤炭、钢铁、电力等资
源能源产业，铁路、航运等主要交通运输业，以及卷烟、酿酒等重要制造业中，外资均居垄断地位，
基本控制了中国工业消费品市场，搜掠中国的战略资源和原材料。
以汇丰银行、花旗银行为首的外国银行通过钱庄操纵着中国的主要投资融资活动，几乎完全控制了中
国的外汇黄金市场，为外资收购国内资源承担金融保障，由这些银行经办的中国对外贷款，基本上是
支撑腐败政府的挥霍和军阀内战的财源，属资本的净流出。
 改革开放以来，全球化的发展改变了垂直和水平的国际分工形式，国际分工趋向网络化，中国逐步成
为制造业的“世界工厂”，但西方资本并没有放弃从中国收敛资源的全球战略目标。
在我国的对外贸易结构中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比例长期失调，货物贸易中高附加值产品比重过小，加
工贸易出口比重过大。
这种状况不利于我国通过参与全球化聚合现代性要素，近年来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特别是中海油
收购美国优尼克、中铝公司收购澳大利亚力拓失败的事实雄辩地说明，对涉及西方国家战略资源的跨
国并购，西方国家绝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在商言商，他们也“反全球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改变在华经营策略，逐步突破控股比例限制和转让技术的附加条款，从新
建转向并购，特别是收购各个行业的龙头骨干企业，从参股外销转向控股控市，从资金输入到品牌输
入，从合资合作到独资经营，取得越来越多的企业乃至行业的控制权，在诸如电子计算机、核能发电
、办公自动化设备等新兴行业已经形成外国品牌垄断，橡胶、轮胎、机床、家电、轿车、饮料等行业
也出现了外资垄断的苗头。
跨国公司在中国企业乃至行业控制权的扩大和上述外贸结构适应相结合，使我国被动适应西方逆工业
化发展的需要，沿着传统工业化道路，依靠资源、劳动力和环境成本为发达国家提供价格低廉的消费
品。
特别是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在全球形成了美元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即美国出口美元，通过购买股
权、设立企业、购买商品等方式，把美元换成这些国家的商品、资源和股权；中国出口资源和商品，
进l21美元，再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和次级债等方式把美元借给美国。
为了保证中国作为“全球工厂”始终提供价廉物美的消费品供应，发达国家对华滥用反倾销手段，征
收甚至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高的反倾销税，并借助技术壁垒进行贸易保护。
在全球人才争夺战中，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人才输出国，清华、北大被称为“为外国办的中国大学”，
有资料表明在美国工作三年以上的专业人才中，中国博士、硕士占97％。
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在起飞阶段有2／3的留学生回国效力，使回归率与滞留率保持2：1的“最佳回
归比数”，我国的情况却呈现1：2的倒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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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球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互动关系》由靳书君著。
全球化、现代化是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史视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全球化、现代化发展
的理论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应战全球化挑战的结果便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化。
所谓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国的实际需要，从最深层的理论逻辑来说，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国别化的思想径
路符合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现代化发展重构市场、社会和国家结构关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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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这本书出自学苑新秀之手，却能鞭辟入里、引人喜读，足见是作者的倾心之作、凝思之作，也是给力
之作、发微之作。
 ——杨金海（中共中央编译局秘书长、研究员、博士后导师） 除了对问题的结构化阐释，贯通全书
的概念、范畴、问题阈、方法论，显示出作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范式的追求和努力。
 ——钟瑞添（广西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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