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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球化是21世纪的主题，因其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生活，从而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之一。
政治发展是人类整体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关涉自由、民主、公正、权利的保障，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以及诸多政治价值与目标的实现，因而始终是人们的现实追求。
那么，这两者有何关系。
特别是对当代中国而言，融入全球化已成为一种历史选择，我们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就是在全球
化浪潮和背景下进行的，所以深刻认识与把握全球化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关系尤为重要。
一种比较普遍的见解是，全球化仅仅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机遇，但从政治上看则更多的是对主权的
挑战和社会稳定的威胁，换言之，无助于政治发展。
这种认识显然是片面而有害的，需要予以澄清。
否则的话，就会影响到人们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成就的全面认识与肯定，尤其是无助于人们对中
国融入全球化的历史选择有更坚定、更自觉地认同。
而恰恰是这种认同，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国策的持续性以及社会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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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球化与中国政治发展》从六个方面辨析了全球化认知中的理论症结，即全球化是意识形态还
是客观的历史进程；全球化是否被夸大；是否要强调和认识全球化的当代性；全球化能否仅仅归结为
经济全球化；全球化是同质化还是异质化；如何正确认识反全球化。
在当前的全球化认知中，正是上述问题引起争论，产生了种种模糊不清的认识。
只有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才能客观、准确地认知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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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全球化的理论定位及其分析　　全球化是21世纪的主题和大背景，将全面影响人类的社
会生活。
但至今为止，围绕全球化的争论仍然非常热烈，全球化的时代意义也在这种争论中模糊不清。
因此，要想对全球化及其在当代的作用有更深刻地把握，特别是对政治发展的影响有更全面地认识，
就必须认真梳理全球化的理论争论，揭示其时代意义，完成对全球化的理论定位。
　　第一节　全球化认知的理论症结　　一、全球化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还是客观历史进程　　全球化
认知中的一个首要问题是全球化是否具有客观性。
这里讲的客观性指的是某种现象或事物的产生与存在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内在的逻辑，而不以任何主观
的意志为转移。
　　作为一种现象，全球化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恐怕很难否认。
问题在于，这种现象是意识形态指导下人为构建的结果，还是自然的产物，这才是争论的焦点。
不赞同全球化客观性的观点认为，全球化是美英依据新自由主义刻意编造的意识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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