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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中国新工业化全球合作发展战略研究
□山东社会科学院新工业化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

本报告主要研究和阐述2050中国新工业
化全球合作发展战略的基本理论、战略任务和
战略举措。

2050中国新工业化全球合作发展战略的
目的是团结全球各国共同推进新工业化进程，
促使全球人类进入一个一体化发展的新时代。
在新工业化全球合作发展中，中国理应发挥较
大作用，成为全球新工业化进程的引领力量。

一、新工业化：全球化的新时代

中国崛起在工业危机和新工业革命中。新
工业时代是人类建成全球化文明的时代，民族
主义、国家主义将在新工业革命中被突破，人类
将实现空前的统一。显然，中国崛起已决不再
是中国自己一个国家的事情，中国需在谋求全
球一体化整合中实现伟大复兴。所以，对于中
国而言这也是突破民族主义走向全球主义的一
场大革命。没有这场全球化视野的大革命，中
国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族复兴。

人类是从群体性极其突出的古猿群演变
而来的，社会性——高级的群体性成为人类
的一个基本特征。人类的社会组合形态及规
则，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等各个方面。
人类的社会组合像一切物质组合的发展趋势
一样，最终都是实现高度的有机化、整体化。
从总的趋势上看，人类的社会组合是逐步由
小变大、由松散变紧密，最终形成全球人类一
体化的社会。

工业时代形成的国际化社会是以民族国家
为主体的，所以，工业时代的国际政治的核心是
民族国家之间的斗争，尤其是占据强势地位的
西方发达国家强加于国际社会的帝国主义、殖
民主义、霸权主义的强势民族主义政治。当工
业危机来临时，全球社会中的民族主义的政治
体制也开始发生危机，例如全球资源危机、环境
危机、金融危机、文化冲突等都导致民族主义国
家主义的社会体制危机，亟需全球化的社会体
制和机制来解决。所以，新工业革命在国际社
会体制上带来了全球一体化的大变革，全球人
类开始步入真正高度整合化的新时代。

目前，随着工业化在全球范围的推进，许多
时代难题，如人口急剧增长、自然资源日益短
缺、环境污染等问题逐步加重起来，促成了工业
生产方式的危机。这些问题不再像以前那样只
是局部的社会问题或特定国家的问题，而是形
成了全球性问题。在今天，印度的人口问题不
再局限于印度自身，而是给全球带来了人口危
机；中国的环境污染也不再是中国自身的问题，
而成为全球污染的大问题；中国、印度的工业化
发展中的资源匮乏也不再是它们自身的资源匮
乏，而是全球性的资源短缺和争夺。这个事实
表明，工业化生产力已经具有全球性规模，它对
自然环境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在今天，工业化
带来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已不再是一个国
家内部的事物了，而是全球性问题，也是全球化
的一个重要内容。

为了积极应对全球性的人口、资源、环境和
发展问题，新工业革命已经在全球范围兴起。
工业革命曾首先在一个国家——英国兴起，而
新工业革命则在全球范围兴起。现在，谁能说
清新能源革命是在哪个国家发生，循环经济是
在哪个国家形成？我们只能说哪个国家在哪
个领域的新工业革命走在了前列，而且这种前
列位置是不断转换的。尤其是随着科技、产业
的全球化转移速度的加快，现在哪个国家也不
可能长期占据科技、产业的霸权地位，更不可
能永远封闭全球性交流。过去，工业化的全球
蔓延经历了几百年，时至今日工业化也未在全
球实现，但新工业化的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成
果会在几年时间里传播到全世界（当然不是在
全世界马上普遍实现）。所以，新工业革命是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化的新产业革命。面
对这样的革命，我们再也不应该闭门锁国拒绝
学习和交流，而应该积极参与合作。显然，那些
以种种借口拒绝科技、产业、经济甚至政治交流
和合作的行为都是逆世界进步潮流而动的落后
行为。

随着工业危机的出现和新工业革命的兴
起，人类物质生产方式正在经历一场新的革命，
人类的社会组合也进入了新的飞跃时期。目
前，全球性科技、产业、经济、文化联系不断加
强，全球性合作机制逐步完善，全球性组织更是
不断涌现。这都表明全球人类的组织性更加紧
密了，全球一体化社会正在形成。

1.全球循环经济体制。为了应对资源短缺
尤其是环境污染形成的危机，一种新型的经济
体制正在众多国家乃至全球范围形成，这就是
循环经济体制。造成资源匮乏与环境污染的主
要原因在于工业生产的“自然资源→产品→废
物”的单向生产模式。显然，克服资源匮乏与环
境污染的重要途径就是改变工业生产的单向生

产模式，使其转变为“资源→产品→废物→再生
资源”的循环生产新模式。在这个循环生产过
程中，生产和生活中的各种废弃物质都可经过
再生资源环节而进入再生产。由于资源的循环
利用，这就提高了资源使用率从而部分地缓解
了资源匮乏。同时，由于作为污染源的各种废
弃物质不断进入再循环利用，这就克服了把废
弃物质排放到环境中去造成污染的问题。目
前，世界广泛推进循环经济建设。在这方面，日
本、德国等国家走在了前面。例如，日本旗帜鲜
明地提出建立“循环型社会”，步伐扎实，独树一
帜 。 日 本 获 得 国 际 标 准 化 组 织 的“ 环 境
ISO14000”认证的企业总数，多年来一直在世界
上遥遥领先。以大企业为主的一批“零排放工
厂”已经建成，许多企业还编制了“绿色采购”标
准书。从全球范围看，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
循环生产国。这是因为，中国迅速发展的经济
对资源形成了巨大的需求，而许多发达国家为
了避免处理废弃物的成本过高而把它们转移到
中国，于是中国就成了废钢铁、废纸张、废木材、
废电器等废弃物质的进口国，肩负起世界性的
循环生产的重任，极大地减少了全球环境污
染。目前，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循环经济
体制正在形成。

2.全球环保体制。一是建立起一大批世界
性的环保组织，使原本少数人的环保行为成为
大多数人的有组织的活动，有的国家甚至把环
保活动转变为政治行为。例如，在德国就建立
了绿党组织甚至参与执政。二是形成了越来越
规范的环保机制，甚至使之成为正规的经济机
制，如全球性的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就极大地
促进了全球性减排。德国甚至把对外援助也环
保化，把对外援助资金列入到环保项目，把提高
受援国的环保水平视为全球性环保行动。显
然，这是极富战略眼光的新工业革命行为。现
在，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都纷纷把环境
保护视为义不容辞的义务。尤其是在一些事关
全球整体利益的环保大领域里，全球化的环保
机制更加健全。例如，为了应对全球变暖，联合
国组建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定期对
气候变化的科学、影响和减缓进行评估，不断提
交出重要的报告供各国政府制订政策作依据，
这也极大地提高了全球人民的环保意识。再如
巴黎气候协议的签订，更是提高了全球人民的
共同环保意识和行动。

3.全球资源合作体制。工业化所需的矿物
资源是有限的，面对有限资源必然形成激烈争
夺，这正是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局限和危机的表
现。但新工业革命的兴起带来了开发新能源新
材料的广阔天地，这个新天地正等待人类的全
球化资源合作。例如，石油、煤炭、天然气的开
发利用都是排他性的，由于资源有限国家之间
争得你死我活。但是，风能、太阳能、核聚变能、
太空能源都不具有排他性，既可由各国自己开
发，又需要合作开发利用。目前，在核聚变的研
究开发中世界主要大国就走在了一起，共同承
担这份可以彻底解决全球能源匮乏的重任。在
太空开发中，许多大国也走在了一起，中国还和
许多中小国家建立了太空研发合作机制。再
如，基因组和蛋白质组的研究和产业开发也一
直在国际合作中进行着。所以，发生争夺的是
工业化资源，而新工业化资源则需要全球合作
来开发。显然，新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具有更大
的全球亲和力。

4.全球经济一体化体制。在新工业革命
中，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进入到一个新阶段，过
去那种“资源国——生产国”和“资源国——加
工国——消费国”的区分越来越模糊。随着科
学技术的迅速交流、产业的快速转移、发展中国
家的迅速崛起以及国际合作的加强，世界的发
展会逐步趋于平衡。目前，全球经济区域化发
展十分突出，北美、欧盟、东亚、亚太、南美、非洲
等众多区域经济在崛起，合作的区域越来越大，
合作的深度越来越深。世界经济已到了牵一发
而动全身的境地，今后不会再有绝对的赢家，而
只有全球共赢或全球共输。例如，当前全球范
围的金融危机以及全球化的应对举措就完全证
明了这一点。

5.国际软实力交往体制。随着全球经济一
体化的加快加深，全球资源合作体制、全球环
保体制的建立，国家之间的交往不再以硬实力
为主，文化的软实力则日益突出，于是国际软
实力交往体制应运而生。巨大的经济实力和
军事实力曾经支配世界几百年，欧洲自古以来
就一直在战火中洗礼，尤其是20世纪的两次
世界大战血雨风腥，曾使人呼喊出“西方的没
落”的哀鸣。但二战之后，欧洲发生了谁也未
敢设想的变革，逐步走向了和平和统一。欧盟
各国建立起一种软实力交往和组合体制，大小
国家一律平等，以一种巨大的亲和力凝聚着新
欧洲。现在谁也无法再想象欧洲会走向战
争。究其实质，这是文明的整合力，而这文明
不再是工业化的传统硬实力，而是新工业化的

软实力。全球范围的整合，更必须依赖新工业
化的软实力。

6.全球政治协商体制。联合国的作用日益
提高，国家之间和多国之间的政治对话体制日
益健全。这种不再诉诸武力而是基于对话的体
制就是全球政治协商体制，它更为有效地协调
各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朝核问题的多国磋商、
伊朗核问题的多国协调，都是政治协商体制的
积极成果。今后还会有更多的问题纳入全球政
治协商体制中加以解决。表面看这似乎与新工
业革命没有什么关系，实则不然，这都是工业危
机和新工业革命带来的全球新变革，紧密的全
球科技、产业、经济、文化关联促使政治关系也
发生了软化转变，新工业革命更展现了全人类
广阔的前程，突破了目光短浅的你死我活的旧
政治体制。仅仅凭靠军事实力而争霸世界的时
代即将过去。

新工业革命还只是突破民族主义、国家主
义走向全球主义社会的过程，当新工业化完全
实现时人类就将建立起全球一体化社会，这也
就是人类的全球化文明。由此可见，采猎时代
是氏族部落社会，农业时代是乡村城邦社会，工
业时代是民族国家社会，新工业时代则是全球
化社会。

二、反全球化：强势狭隘的民族主义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30多年，全球
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成为一股巨大的历史潮
流，推动了全球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中国
在这场全球化浪潮中成为时代的弄潮儿，经
济社会在改革开放中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进步，
成为当今全球化进程的积极参与者、受益者和
引领者。

然而，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一股
反全球化的逆流逐渐兴起。2017年是在一连
串疑问中开始的：英国公投选择退出已经待了
43年的欧盟，作为昔日经济一体化标杆的欧洲
一体化进程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欧洲反建制、反
精英、反移民情绪日益接近主流；曾经的经济全
球化推手美国，在新一届总统选举中喊出了“美
国（利益）第一”的一系列反全球化口号和政策；
跨境贸易与投资持续低迷，贸易壁垒逐步筑高，
区域一体化进程横生波折；种种民粹主义、孤立
主义和保护主义迹象频繁显现。

这种反全球化的逆流不仅限于经济领域，
也必将扩展到政治社会领域。反全球化潮流是
暂时的，从实质上讲它是工业化局限性的产物，
这突出地表现为它归根结底来源于西方发达国
家的强势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工业化高潮时
期，这些获得发展先机的国家对世界落后国家
实行霸权主义，推行强势狭隘的民族主义，表现
为一种暂时的全球化推动力。当工业危机来临
时，这些发达国家受到了新兴国家的冲击，它又
想关起门来拒绝新兴国家经济浪潮的冲击。美
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一上任就提出要和中国谈
判，谈什么？归根结底就是向中国要市场、对中
国关大门。

为什么说目前的反全球化思潮缘起于强势
狭隘的民族主义呢？

西方国家对全球发展中国家的支配统治关
系，本质上是一种强势狭隘民族主义政治，或者
说是一种强权政治。所谓“强权政治”，指的是
强国凭借经济军事实力向外扩张，力图建立由
强国操纵的国际体系，以谋求霸权。在强权政
治中，推行的是“强权即公理”“弱国无外交”的
霸权主义原则，把大多数弱小国家排斥在国际
政治之外。西方列强在处理国际关系中所遵循
的“强权即是公理”的霸权主义原则，是1862年
9月普鲁士宰相俾斯麦在国会的一次讲话中首
次明确提出的。在国际关系中，以大欺小、以强
凌弱、弱肉强食的外交政策，都是基于这种强权
政治的具体体现。

我们把西方国家的这种强权政治称之为强
势狭隘民族主义，原因在于它是奉行本民族本
国家利益至上而压迫剥削别的民族和国家的对
外政策。在工业时代以前，社会政治如战争主
要发生在国内，进入工业时代以后，社会政治日
益提升到国际层面，如战争主要发生在国与国
之间。西方国家成为全球工业化的强势力量，
它们在国际关系中奉行强权政治，成为世界范
围内民族和国家关系的支配力量。所以，我们
说西方政治本质上是一种强势狭隘民族主义政
治。这种强势狭隘民族主义政治具体表现为多
种形式。

殖民主义是西方强势狭隘民族主义的一种
主要表现形式。在工业化过程中，西方国家采
取经济、政治和军事手段，占领、奴役和剥削弱
小民族和国家，将其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在
工业化发展的不同时期，殖民主义的表现也不
同。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西方强国主要
采取暴力手段，以武装占领、海外移民、海盗式

掠夺、欺诈性的贸易、血腥的奴隶买卖等方式来
欺压弱小民族和国家。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
西方强国则利用国际贸易的方式把欠发达民族
和国家变成原料产地、商品市场、投资场所、廉
价劳动力来源地。在帝国主义时期，西方强国
进一步把资本输出变成剥削落后国家和民族的
主要手段。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列强
的强权政治的统治下，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
地区形成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在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和国家的强烈反
抗下，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最终
世界殖民主义体系被彻底摧毁。但是，西方强
国并未有完全放弃其殖民主义政策，而是采用
了隐蔽而更具欺骗性的手段继续维护和谋求殖
民利益。

霸权主义是西方强势狭隘民族主义的又
一主要形式。霸权主义一词源于古希腊，指的
是大城邦对其他城邦的控制，现在演变为某些
国家凭借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干涉、控制他国
的主权，谋求主宰世界或地区事务的权利。近
代霸权主义始于“地理大发现”、新航路的开辟
和美洲大陆的发现，这也是工业化的孕育和兴
起时期。葡萄牙是欧洲第一个向外扩张的国
家，它最先开始了对非洲的掠夺。后来，西班
牙几乎囊括了中南美洲的开发。接着是荷
兰、英国、法国开始了对亚洲、非洲、美洲的掠
夺。西方国家在将近500年的历史里，成为世
界的支配力量，欧洲成为世界中心达400年之
久。欧洲依仗在工业化进程中先行获得的优
势，不断向落后国家和地区扩张自己的势力，
倾销自己的商品，掠夺贫弱国家和地区的资
源。在近代史上，充满了西方列强劣迹斑斑
的霸权主义争夺，参与这场持久的霸权主义
争夺的包括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比利时、英
国、法国、意大利、德国、沙皇俄国以及日本、
美国。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更是西方强
国争夺世界霸权而导致的人类史上空前残酷
的大杀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经济、
军事力量空前增强，成为超级大国，向世界各
地扩张以寻求自身的全球利益，走上了世界
霸权的顶峰。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发动了
侵朝战争，60年代发动了越南战争，80年代出
兵入侵格林纳达和巴拿马，90年代又发动了
海湾战争和参与了前南斯拉夫战争。21世纪
初，“9·11”事件促使美国先后发动了阿富汗
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些战争本质上都是美
国谋求全球利益而发动的战争，在战争背后
无不隐藏着各种各样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美
国无时无刻不把“美国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
地位，却对别的民族和国家的人民的生死存
亡置若罔闻。事实证明，当年布什政府信奉

“美国新世纪计划”，用它来回应“9·11”事件，
主要就是为了实现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
全球帝国。这个计划在伊拉克战场上惨遭失
败，虽然没有彻底消除西方中心的全球帝国得
以实现的机会，但大大降低了这种可能性。

西方强势狭隘民族主义充满着内在的矛
盾。一方面，它是工业化国际化的产物，具有走
出狭隘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特点。另一方
面，它依然存在着不可磨灭的狭隘民族主义本
性，处处表现了民族和国家的局限性。

客观上看，西方强权政治对于世界工业化
进程有着巨大的推进作用，西方列强对贫弱落
后的国家的突破促使工业文明得到了较快的扩
展。当然，这同时也是一个十分残酷的过程，因
为它充满了掠夺、蹂躏和杀戮。

尽管西方强势狭隘民族主义具有历史的合
理性，但它的局限性也不可抹煞。第一，西方强
势狭隘民族主义的本质对于社会的全球化发展
具有着内在的对抗性。西方发达国家虽然不断
推进经济全球化，但这是在有利于本国资本扩
张、市场占有率提高的前提下进行的，假如一旦
发生市场冲突就会出现贸易保护主义。像美国
这样的超级大国也并不是处处支持全球化的社
会进程，例如在全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这个问
题上，美国一直未能签署京都议定书。在许多
全球性合作中，美国也是为了本国的狭隘利益
而迟疑不决。美国至今以超级大国的身份处处
奉行霸权主义政策，成为全球化进程的反动力
量。第二，全球化对西方强势狭隘民族主义的
挑战日益增强。社会的全球化发展最突出的特
点是平衡化、全面合作化、合作的有机化，这些
特点坚决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以西方为中心的
强权政治不利于全球社会的广泛合作，更不利
于全球的一体化整合，在亚洲、南美洲、非洲国
家逐渐崛起的时代，西方中心论受到了巨大的
挑战。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
八国集团开始出现被20国集团取代的迹象，这
是全球化合作对西方为中心的突破。第三，全
球文化的多样化要求各种文化之间的相容性，
西方文化的普世性开始受到怀疑，其他民族文
化、区域文化受到尊重。

（下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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