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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反全球化运动研究——从构建和谐世界的视角分析： 全球化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我
　　们生活的世界，除此之外，我们无处遁逃。

　　从美国、加拿大、欧洲到澳洲，再到南美、南亚、东南亚、非洲，从不为人所知到人所共知，反
全球化运动波澜壮阔、世人瞩目。

　　反全球化运动是世纪之交规模最大的群众运动，它代表了一种的责任，也预示着一种的命运。
目前的全球问题，需要有人担当。

　　和谐世界将是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有机统一的平台，它是全球化趋于完善的方向，也是反全球化更
富有建设性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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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丹，女，厦门大学化共事务学院政治系副教授。
先后在南开大学获得哲学学士学位，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化与国际政治，共发表论文三十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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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海峡两岸女性主义学术论丛总序
导论
第一章　全球化的发展历程与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
　一　全球化的含义
　　1　从狭义、广义角度界定
　　2　从主观、客观角度界定
　　3　从生产力、生产关系角度界定
　　4　从综合、单一角度界定
　　5　从两种制度角度界定
　二　全球化的发展进程
　　1　“远古时段说”
　　2　“申长时段说”
　　3　“近时段说”
　　4　“现时段说”
　三　反全球化运动的发展历程
　　1　反全球化的含义
　　2　关于反全球化运动的起始
　　3　“9·11事件”之前的反全球化运动
　　4　“9·11事件”之后的反全球化运动
第二章　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反全球化运动兴起的根源
　一　经济根源：贫富分化
　　1　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
　　2　人口之间的两极分化
　　3　国家内部的两极分化
　二　政治根源：民主弱化
　　1　经济压倒政治
　　2　公司凌驾政府
　　3　市场高于社会
　　4　自由优先民主
　三　文化根源：价值同化
　　1　文化本身的退化
　　2　日常文化的同化
　　3　价值文化的西化
　　4　语言的单一化
　四　技术原因：科技鸿沟
　　1　科技实力上的不均衡
　　2　科技政策上的不公正
　　3　科技应用上的不平等
　五　环境原因：生态恶化
　　1　自然环境的恶化
　　2　人类安全的危机
　⋯⋯
第三章　　反全球化运动的主体
第四章　　反全球化运动的观点主张
第五章　　反全球化运动的性质与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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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构建和谐世界是解决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矛盾的出路
结束语：“内外和谐”是中国的整体治理观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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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全球化的发展历程与　　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　　一　全球化的含义　　反全球化的理
论源头在于全球化，研究反全球化必须从全球化谈起，首先要从全球化涵义入手，因为对反全球化运
动的讨论是建立在对全球化含义的明确界定基础上的。
全球化有着多元的、广泛的、不同层次、不同视域的多重含义，需要进行界定，界定的角度不同，内
涵就不同。
这是本书研究的一个逻辑起点。
　　1从狭义、广义角度界定　　狭义的全球化指经济全球化。
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它是全球化的基础，也是全球化的决定性因素。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含义，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一是经合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斯特雷的观点，他认
为经济全球化主要是指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流动，实现资源最佳配置的过程；二是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下的定义：跨国商品及服务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
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三是法国学者雅克？
阿达的观点，他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对世界的支配和控制。
还有许多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具体观点，如英国科林斯商务词典（第二版）把全球化说成是投资全球化
，尤其专指通过对国外的投资，建立生产部件的工厂、制造车间和销售子公司；英国学者赫尔德认为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货物、服务和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的速度、广度、深度、密度等方
面全方位的发展；德国学者卡尔？
海因茨？
巴奎强调全球化是以贸易联系的密切程度为基准的，“跨越国界的贸易额在世界生产中所占比例越高
，世界经济就越强烈地全球化”。
索罗斯显然更重视金融领域，他将全球化定义为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全球金融市场及跨国公司对各国经
济日益加强的支配。
。
香港全球化监察的编委陈敬慈把全球化简单定义为“一个全球资本垄断的过程”，包括量的变化——
跨国经济活动、商品、服务、资本和质的变化——生产弹性化、新的管理模式——后福特主义、新的
生产模式——跨国企业及跨国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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