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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全球化”“世界主义”“全球主义”等价值中性的称谓，全球资本主义思潮

的范畴重心是“资本主义”而非“全球”，它承载着资本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的战略部署，是西方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向全球推广其生产方式与普世价值的新殖民主义战略。全球资本主义在哲学上倡导独断的一元主

义、普遍主义，割裂事物的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否定各民族的个性化发展道路。偏信之、误信之，会削弱

我们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其危害不言而喻。要明辨全球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质，加强社会主义制度自

信教育和中国国家精神教育，从国家意识形态斗争的高度抵制这种错误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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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2018年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肆无

忌惮地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将中美关系拖入高度紧

张状态。2020年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

国政府更是公然借疫情问题对中国发起了一轮又

一轮的政治攻势，将中美关系带入21世纪以来两国

关系的最低点。在这些政治攻势中，美国多位重要

政治人物公开攻击中国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赤

裸裸地宣扬其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展示霸权主

义与强权政治。美国对中国的政治攻击早已见怪

不怪，这也是它污蔑和攻击非西方国家的最常见手

段。事实上，在美国这种强权背后，不外乎是所谓

的一元主义西式资本主义价值观，不外乎是“全球

资本主义”“全球自由主义”的错误意识形态观念在

作祟。因此，深入研究全球资本主义思潮的意识形

态本质，剖析其危害并积极批判应对，无疑具有非

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全球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与意识形态本质

所谓全球资本主义（global capitalism），有时也

被称为“全球市场经济”“全球自由主义”“资本主义

全球化”“世界资本主义”等。冷战期间就有了全球

资本主义的说法，但其成为一种具有较大影响力的

西方社会思潮，则是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

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苏东社会主义阵营遭

受重创，资本主义阵营一时间没有了对手，资本主

义全球化似乎指日可待。著名旅美日裔学者弗朗

西斯·福山在冷战结束后曾直言，世界文明的历史

将要终结于资本主义了，尤其是美国式资本主义，

因为它就是最好的社会①。美国激进经济学家和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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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罗伯特·海尔布隆纳也曾直言：“资本主义与

社会主义两种体制的竞争，在其正式开始后不到75
年时间内已经结束，资本主义获得了最终胜利。”②

福山等人的观点当然值得批判，但其背后透露着一

个不得不面对的历史事实，即随着科技革命的深入

开展，全球化日益深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托全

球化的历史契机，正试图悄悄地将整个世界纳入其

生产方式拓展与意识形态操控之中。

全球资本主义在左派和右派眼中是有所区别

的。不管左派还是右派都承认全球化发展趋势，也

承认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日渐形成，在这一点上两派

之间没有争议。但左派学者对全球资本主义持否

定态度，视之为西方新殖民主义，认为它是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新型全球化殖民。右

翼学者则对之持肯定和赞赏态度，认为这是全球发

展的必然趋势，无可非议，而且发达国家将最先进

的生产方式、意识形态带到世界各地，必将有利于

整个世界有序发展。

美国著名左翼学者阿里夫·德里克认为，全球

资本主义具有如下主要特征：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建

立在西方发达国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剥削之上，

它本身是不公平的，由此，它不仅不会在全球范围

内消除两极分化，帮助落后国家发展，反而造成新

的两极分化；它意味着阶级剥削走出国家层面成为

世界性矛盾，“资本全球化使得全球性的（而非仅仅

民族的）阶级第一次成为可能”③，“资本在所有方

面，尤其是在生产方面（‘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取

得了超越民族性（transnationality），跨过了地区和民

族的界限，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阶级”④；发达

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具有主导性话语权，它们

会通过跨国公司或各种国际会议、机构机制，去干

预落后国家的内政外交，侵犯其主权；全球资本主

义走出了传统的殖民方式，标志着几百年来的暴力

殖民时代的结束，但也开启了一个同样危害严重的

新殖民时代，即后殖民主义时代。

结合阿里夫·德里克的观点，一方面，尽管全球

资本主义不只体现在经济层面，但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及其商品、劳务的国际交换，仍然是其最为重要

的现实表现。正如金融大鳄索罗斯在其颇具盛名

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全球

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是资本的自由流动，其本质上

是经济的，是生产要素的全球性交换和流动。另一

方面，这也恰恰是人们对于全球资本主义本质规定

性的重要误解之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国

际舞台与世界历史领域，这一观点依然是成立的。

只不过，不少学者愿意且仅限于从经济层面解读全

球资本主义，将其简单等同于二战后所谓西方主导

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这样会窄化全球资本

主义的内涵与外延，也会在客观上掩盖其意识形态

本质。相比而言，我们更愿意超越一般的经济学层

面的意义，从更为宏大的意识形态视角及全球化视

野，对其内在意识形态结构进行整体性剖析和批

判。正如左翼学者、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萨米尔·
阿明、沃勒斯坦等人那样，他们将对新自由主义、全

球资本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剖析，置放于资本逻辑扩

张、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扩张、未来世界发展方向的

高度，深层、整体地揭示其意识形态本质。

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出发，笔者赞同从左翼学

者的观点来剖析全球资本主义的内涵、外延及其运

行机制。基于上述考虑，笔者认为：其一，所谓全球

资本主义，其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向全球范围内推广

其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构建一种新殖民主义，一

种国际经济、政治和文化新秩序。所以，如前所述，

全球资本主义并不仅仅是指经济层面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与市场机制，也包括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

各个方面。正如吉登斯所言，经济全球化越来越难

于抗拒，它虽然源起于经济一体化，但绝不是单纯

的经济现象，而是体现在方方面面，它正在改变世

界、重塑世界。事实也确实如此，全球资本主义已

不同于早前资本主义世界性殖民之时的全球化运

动，彼时主要是为了殖民入侵和开拓国际市场，今

时今日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与众多国际性事件或运

动息息相关，已超出了经济学、外交学的范畴，成为

资本主义国际性扩张行为的总和。也正基于此，它

囊括了诸如经济全球化、国际剥削、世界性劳资对

立、西方软实力扩散、新殖民主义、新自由主义全球

化、普世价值全球化等各个领域和范畴，因而也有

了各种不同的称谓。正如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文

化评论家詹姆逊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多种复杂定义

那样，它可以叫作“现代化、后工业或消费社会、媒

体或大观（spectacle）社会，或跨国资本主义”⑤。

其二，全球资本主义没有特定的组织者，西方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其事实上的推行者，为了重新

划分世界市场，推广自身意识形态和全球影响力，

它们会相互协作、相互妥协。它们通过跨国公司、

发达国家峰会、国际性金融协调机构、国际性人权

组织及各种非形式化的国际协作，来共同操控世界

格局的走向。正如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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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所说：“目前的全球化要求传统国家大幅度地削

减主权。相反，国家放弃自己的传统特权，就全球

资本的比赛者而言，是全球资本的支配不会受到挑

战的最可靠、最渴望的保证。”⑥这种不同于早期殖

民时代暴力殖民的“新殖民主义”，是新时期西方发

达国家继续主导和操控世界格局的新方式，这种新

殖民方式，效果并不比暴力方式差，反而更具操控

性和实用性。正如鲍曼概括的那样：“自由贸易的

实施，关税和消费税的废除，所有这些在当前足以

获得军事征服、政权交接和领土占领曾经获得的那

种支配。”⑦

其三，全球资本主义与众多西方意识形态思潮

一样，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推广自身影响

力、增强操控力的意识形态工具。如果单从意识形

态对峙的视角来说，全球资本主义算得上西方普世

价值全球化的一种理论总结。它不同于一般意义

上的“全球化”“世界主义”“全球正义”等称谓，如果

非要做一个价值判断的话，这些称谓更多是中性

的，不含褒贬，是对当前整个世界一体化发展趋势

的事实描述。而对于全球资本主义来说，顾名思

义，其关键词是“资本主义”，它特指资本主义对于

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及意识形态操控，它承

载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意识形态战略部署。从这

个角度来说，全球资本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并无本质

区别。如果说新自由主义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从

经济学层面向全球范围传播和拓展其经济管理模

式、社会管理方法，那么全球资本主义则代表着西

方发达国家从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多个维

度，系统地向全球传播和推广所谓的西方普世价

值。简单地说，全球资本主义是包括经济全球化在

内的西方普世价值的全球化。单就从经济学或经

济运行视角而言，它与新自由主义一样，倡导西方

式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国际一体化。简言

之，“全球主义是一种‘新市场意识形态’，与新自由

主义的主张并无区别，不过是用‘新意识形态之瓶

容旧哲学之酒’罢了”⑧。

二、全球资本主义得以流行的“时代依据”

如果将全球资本主义放置于冷战结束至今的

宏大世界历史背景中可以发现，它的流行是资本裹

挟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也是整个世界现代性之旅的

可预见性结果。全球资本主义具有很强的意识形

态隐藏功能，它与全球化、“地球村”等范畴混杂在

一起，很容易被曲解为一个中性化范畴，加之它与

新自由主义等社会思潮之间易产生联动作用，形成

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社会思潮群”，这使得它对某

些群体产生了不小的魅惑力和吸引力。

（一）确定性的全球化：全球资本主义得以流行的

历史性“际遇”

如前所述，不管左翼理论家，还是右翼理论家，

可能对全球化的性质好坏有所质疑，但没有人质疑

全球化本身。不仅对于理论家，对于绝大多数全球

普通百姓而言，全球化早已成为一项确定性国际事

件。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网络时代，每个人都可以

通过互联网轻而易举地了解各种国际大事。这种

愈加开放化、国际化的全球视野，为全球资本主义

提供了所谓的客观“时代条件”。联系到冷战结束

后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之争“尘埃落定”，即苏东社

会主义阵营遭遇失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

潮，相反，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占据明显的主导性

优势，这些似乎进一步佐证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趋势”。尤其对于一些年轻人而言，他们深受网络

时代的影响，其“国际化程度”很高，有些曾留学国

外，深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对欧美资本主义及其

社会运行逻辑较为认可。在这样一种宏观国际语

境下，对于全球资本主义这一范畴，将其分成两个

关键词，即“全球”与“资本主义”，那么一方面，人们

可以切实感受到“全球”的现实性；另一方面，有些

人对“资本主义”及其全球话语持肯定立场，由此来

看，它为何有一定市场也就不言而喻了。

（二）资本主义的全球话语权：全球资本主义

得以流行的国际格局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是资本主义的大本营，也

是全球资本主义最主要的倡导者。尽管冷战结束

后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意识形态

斗争已经不再是整体国际格局的核心问题，但资本

主义向全球传播其意识形态，试图实现全球资本主

义化的企图并没有改变。全球资本主义就是对这

样一种企图心的理论化表达。毋庸讳言，以美国为

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确在经济、政治、

文化等许多领域具有领先优势，在世界范围内具有

话语权。尤其对于当代年轻人而言，他们生长于典

型的全球化时代、颇具国际化视野，欧美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对其吸引力不容置疑。仍以求学深造为

例，绝大多数大学生将欧美发达国家作为留学首选

地，尤其对美国更是趋之若鹜。在这样一种国际格

局背景下，显然不难解释全球资本主义何以滋生与

流行。事实上，我们既要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也

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一方面，当前的国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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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政治、文化格局基本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推动构建，它们当然更具话语权，但这种话语权本

身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和压迫的不平等

关系之上；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

国家发展态势迅猛，必将在今后的国际舞台上获得

更多话语权、发挥更大影响力。

（三）网络与“地球村”：全球资本主义得以流行的

技术支撑

现代交通及网络信息技术，在空间上拉近了全

球各地的距离，使得整个世界成为一个触手可及的

“地球村”。尤其是基于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

用麦克卢汉的话说，整个世界“内爆”了，媒介成为

人体的延伸；用鲍德里亚的话说，社会熵不断增加，

“各个阶级之间、各种意识形态之间、各种文化形式

之间以及媒体的符号制造术与真实本身之间的各

种界限均告内爆”⑨，符码化时代到来了，整个世界

都成为无法区分的符码。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使

得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网络“走向全球”。尤

其对于很多年轻人而言，通过网络进行外语学习，

或收听收看西方娱乐文化节目，早已成为日常生活

的一部分。自媒体时代的到来，让信息传播与沟通

更加便利化，年轻人作为各种网络客户端和自媒体

平台的主力军之一，自发又自觉地扮演着“地球村”

理论的追随者和实践者。如果说很多年长者只是

用自媒体或其他网络渠道进行基本的信息交流、信

息接收，年轻人则有效开发了自媒体的各种有用

性，他们除了将其作为信息交流的工具，也用其进

行信息文化创造，进行信息再加工，更用其作为通

往外部世界的首选信息窗。他们会通过自媒体在

第一时间进行时空信息交接，相互传递和共享文化

体验，并通过相互之间的群体兼容性、共建性来创

造带有群体再生性的共有信息资源。简言之，在这

样一种时代条件下，很多人坚信自己对国际环境的

认知真实确凿，压根儿不会质疑全球化，而且无意识

地将全球化等同于欧美文化主导下的全球化，至多

只是对全球化的性质判定不一罢了。

（四）与新自由主义联动言和：全球资本主义

得以流行的国际意识形态氛围

近几十年，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

播，影响力颇大。新自由主义本身是西方发达国家

推进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工具，它在许多发展中国家

得以实施，客观上推动了一些国家经济的发展，但

也给一些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抛开

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造成的正反面影响不谈，其

基本经济学精神“贸易经济自由化、市场定价、消除

通货膨胀和私有化”⑩，已经推广至全球。虽然肇始

于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告诫人们新自由主义并

非全能，但它推广至整个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

管理方法和模式，早已影响深远并会继续将影响力

维持下去。对新自由主义等西方社会思潮的认可

或追捧，本身就暗含对西方意识形态的认可和追

捧，这显然影响人们对于全球化性质的判断。可以

说，全球资本主义晚于且影响力小于新自由主义，但

也因此，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后者的意识形态化理

论提升，它与后者紧密纠合、相互印证、“携手共进”，

制造出一种资本主义全球化已然成型且不可改变的

“福山式预言”。西方社会思潮的可怕之处就在于

此，各种社会思潮表面上看起来截然不同，实则都是

同一种意识形态观念的不同表述形式而已；它们看

似单打独斗，实则纠合在一起，拧成一股西方意识形

态的“触角”，不断伸向世界每一个角落。

三、全球资本主义的多重危害

现代性与启蒙、自由、民主、平等、工业化等范

畴相伴而行，但也与同一性悄悄密谋。资本主义的

现代性之旅伴随着世界文化的同一化之殇，正如埃

及左翼理论家萨米尔·阿明所言：“资本主义的出现

和现代性的出现是唯一也是同一个现实的两个方

面。”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深处，总

是试图将整个世界统一于单一的西式文明形态之

中，这虽然在客观上推动了整体人类文明的工业

化、现代化进程，但也隐藏着西方的意识形态暴政

与价值独占性。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世界发展是多

样性与同一性的辩证统一，每种文明有其文化的独

特性。因此，我们不反对现代性，我们反对被资本

主义价值标准垄断后的现代性。现代性不应当等

同于同一化，越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越应尊重

各民族的多元化发展道路，而不是单一化为某一种

发展道路或社会形态。全球资本主义抹杀世界多

元化趋势，不尊重世界各民族的民族个性，在哲学

上是一种独断的一元主义、普遍主义，它割裂了事

物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这种独断的一元主

义、普遍主义如若肆意传播，对于国人树立正确的

政治观显然是有危害的。

（一）鼓吹资本主义“文明终结论”，对部分人的

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造成干扰

如果说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西方社会

思潮只是隐藏着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隐性地向人

们传递资本主义价值观、政治观，那么全球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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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则是赤裸裸地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显性地向

人们强行灌输资本主义价值观、政治观。如前所

述，全球资本主义依托“资本主义文明终结论”，将

资本主义视作人类文明的最高和最后阶段，视其为

人类发展的极限。这种独断论的危害是显而易见

的，最直接的危害是影响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制度自

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

得了巨大成就，令世界瞩目，这使我们更加坚定了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可以说，

我们是有制度自信的，也理应有制度自信。然而，

有些人缺乏制度自信，尤其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面

前缺乏制度自信。一方面，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在经济方面存在优于我们的地方，这使得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受到一些人的误解。他们只是

一味地进行横向的经济数据对比，而忽略了中国具

有更为突出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社会改进能力，且中

国的现代化之路毕竟很短，当然与稳步发展了数百

年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尚有差距。另一方面，随着

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发展，一些社会发展难题

逐步凸显，这影响了一些人对国家的制度自信，他

们质疑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合理性；相对应地，他

们则对西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视而不

见。总之，在价值观、政治观上倒向全球资本主义，

势必削弱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认同。

（二）鼓吹西方优越论，造成民族离心力增大

全球资本主义赤裸裸地宣扬西方价值观及资

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将西方文明视作世界文明

的标杆，并相应地将所有非西方文明视作落后、野

蛮、专制的文明形态。偏信之，必然会削弱民族自

信心，造成民族离心力增大。中华民族历史悠久，

在 5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早已渗入我们的

民族血脉，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民族性格之一。

我们尊重每一种文明，坚决不搞民族沙文主义；但

我们也坚持民族自信，坚决不搞民族虚无主义。

问题在于，有些人并不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

们在发达的西方国家面前，缺乏民族自信，对自己

民族的发展现状和未来缺乏信心，最终走向民族

虚无主义之路。可怕的是，民族虚无主义并不会

单一性发生，它会引发一连串的其他问题。“在人

类文明史上，民族虚无主义总是与种族主义、大国

沙文主义、帝国主义以及殖民主义分不开。种种

现象表明，在新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虚无主义仍在

加剧。”

（三）易与多种社会思潮勾连，产生联动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各种社会思潮蜂拥而入，对中

国社会各个群体都产生了多元化影响。尤其是虚

无主义、存在主义、消费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

会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等，它们在理论上相互支撑、

相互论证，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西方意识形态群，将

西方的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历史观等勾连在一

起，一股脑倾盆而泻。例如新自由主义，如前所述，

全球资本主义与其在本质上并无二致，不同之处在

于，前者价值色彩更为显性，看似更多地体现为政

治制度层面的意识形态；后者价值色彩则相对隐

性，看似更多地体现为经济管理方法与模式层面的

意识形态。事实上，两者相互印证、协同作业，将西

方意识形态强行推广至世界各地。可以说，各种社

会思潮之间相互关联、混合作用，其破坏力巨大。

全球资本主义是近年才逐渐兴起的一股西方社会

思潮，较之其他社会思潮，它的产生时间短、影响还

不够，但其意识形态色彩更突出、更显性化，它早已

依托其他西方社会思潮在全球广泛传播，并且在具

备了一定社会影响之时，似乎进行了一个理论收

尾，将早先各种思潮进行了意识形态“大汇总”。

（四）后冷战时代客观上扮演“和平演变”的角色

冷战结束后，东西方尖锐对峙的时代已然成为

历史，国际社会的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

发展。但是，不能因此忽视各种外来意识形态的价

值渗透。当今国际社会，大国之间不会轻易发动铁

与血的大规模武力战斗，但相互之间进行文化软实

力比拼，进行价值观渗透，还是始终如一、从未停

止。第三世界许多国家遭遇的“颜色革命”“茉莉花

革命”“玫瑰花革命”“郁金香革命”“天鹅绒革命”等

“和平演变”也依然历历在目。尤其是近期以来，美

国不顾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悍然发动中美贸易

战，并且肆无忌惮地将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的责任归

咎于中国，甚至公然将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敌视

“摆上台面”。可以说，美国有意针对和敌视中国，

将两国之间的对抗不断引向深处，以至于很多人将

目前的中美关系称作新一轮“冷战”。这些事情告

诫我们，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抗并未

得到实质性和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等社会

主义国家心怀敌视和猜忌。同时可以看出，美国还

是将美式资本主义作为全世界各民族的“学习标

杆”，试图在全球范围强行推广其全球资本主义意

识形态。这是一种盲目的政治自大，也是一种危险

的强权政治和国际主义“政治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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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应对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的多维路径

应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危害，首先要剖

其根本、弄其究竟，要跨越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思潮，

对其内涵与外延进行全面的理论批判，并在此基础

上配合以正面的引导教育，用事实讲道理、用现实

析理论。即是说，我们一方面要通过学术史梳理明

辨其意识形态本质，将其放置于多元社会思潮的整

体框架中体悟其价值危害；另一方面，要结合中国

的社会发展现实、意识形态教育现状，加强对民众

的制度自信教育、民族精神教育，用现实的“中国之

美”教育来对抗消极的他者化“独断之殇”。

（一）通过系统的学术史梳理，厘清其意识形态

本质

全球化以及资本的国际拓展，并不是一个多么

新颖的概念，早在几百年前，就有很多学者预测过

全球化发展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作《共产党

宣言》时也曾对资本的全球化发展进行过深入的探

讨。只不过，马克思、恩格斯讨论的重点不是全球

化本身，而是预见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终会到来，资

本将整个世界联结成一个整体。他们指出，“资产

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

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

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

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

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由此可

以看出，全球化并不令人惊奇，资本全球化也不令

人惊奇，这是近代资本逻辑发展的可预见性结果。

问题在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打着全球资本主

义的旗号，试图将整个世界纳入其新殖民主义范

围，着力构建利于国际垄断资本的国际政治、经济、

文化新秩序，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国际剥削，是西方

发达国家最爱批评的所谓的“不人道”。因此，对我

们而言，要通过系统的学术史梳理，剖析其意识形

态实质，识别其虚妄的人道口号背后的不人道实

质。全球化固然不可置疑，当前它由西方少数发达

国家主导也不能回避，但我们要搞清楚，全球化不

应当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更不应当是美国全球化；

而应当是各个民族平等相处、共生共荣的全球化，

它应当包容多元文化，尊重各民族的历史和发展道

路。中国近年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化

战略设想，对如何构建全球化时代平等相处、共生

共荣的多元民族关系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思考角度，

目前该设想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传，得到许多

国家的认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全球资本主

义思潮具有截然不同的思想内核，它不仅反对对世

界文化的同一化认定，并且强调不同社会制度、文

化传统、发展水平的国家应相互尊重、互惠互利、共

同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讲，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

想是坚决反对全球资本主义思潮的一个有力思想

武器，也是解决当代国际问题的重要精神法则。

（二）将其与多种社会思潮批判相结合，推进

社会思潮的整体性批判

全球资本主义也好，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

义也罢，各种西方社会思潮实质上并无二致。尤其

是新自由主义，它与全球资本主义可以说是一种事

物的两个面向。单独批判某一种西方社会思潮当

然具有一定有效性，但这种效果显然不是最好的。

例如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如果结合对新自由

主义的批判，不仅可以从经济学层面剖析它们的市

场学本质，也可以从政治、国际外交、文化意识形态

等层面剖析其制度性本质和意识形态诉求，这种批

判效果显然更好、更系统、更立体。不仅如此，我们

甚至可以将对它们的批判同对西方消费主义、存在

主义、末世主义、个人主义等社会思潮的批判结合

起来，形成一个立体的批判图示。可以说，全球资

本主义思潮是众多西方社会思潮中具有代表性的

一种，但绝不是唯一值得高度警惕的一种，各种西方

社会思潮已经结成一个错落有序、层层递进的意识

形态网。只有开展对各种社会思潮的综合性批判，

才能从整体上做好意识形态防御工作，并实现意识

形态教育的整体化、深度化和系统化。

（三）加强网络意识形态管制，警惕各种意识

形态渗透及和平演变

事实上，相比早些年代，当前的意识形态管控

工作越来越具有挑战性。一方面，网络化时代，西

方社会思潮的传播速度更快、传播面更大，这使得

意识形态斗争看似无声无息，实则异常激烈；另一

方面，后冷战时代，意识形态斗争不再那样摩拳擦

掌、刀光剑影，但并没有因此停止，而是换成了更隐

性的方式。从这个层面来讲，网络化时代带给我们

最直接、最迫切的要求，就是加强网络意识形态管

控。帮助人们识别各种杂乱的西方社会思潮，要超

越普通的学术研究的角度，从和平演变的高度警惕

其意识形态诉求。当然，一方面，我们不能用极左

思维思考和处理当前的意识形态工作；另一方面，

对于网络管控，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方法将各种相

关网络一概封杀，或者设置极其苛刻的网络使用壁

垒，而要采用更为柔性化的管控方法，例如引荐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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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好的网络平台、网络App等，这些方法既不容易引

起人们反感，又容易起到积极有效的管控效果，值得

我们下大力气探索。

（四）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加强

制度自信教育

全球资本主义之所以有些许的市场，归根结底

是因为西方国家对年轻人具有一定的迷惑性。相

应地，对自己国家的不自信，对自己国家发展模式、

社会制度不自信，自然也是原因之一。事实上，中

国已经今非昔比，“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

新时代，我们理应有民族自信、制度自信。我们在

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

已经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所言，改革开放“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

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

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

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使中国赶上了时代，实

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当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

位，仅次于美国；中国的科技水平也日渐提高，一些

高科技领域在国际上颇具竞争力；中国的国际地位

也飞速提升，不仅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

国际舞台上发挥着正义大国的作用，也通过参与和

组织一系列国际峰会，日渐成为具有强大国际影响

力的大国。尽管我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尚有这样

那样的问题，但我们用短短几十年就实现了如此伟

大的成就，足以令我们自信、自豪。面对各种西方

社会思潮蜂拥而入，我们不能闭目塞听、假装无视，

而要正面迎战，用中国社会发展的事实说话，通过

加强制度自信教育，让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充

满信心。

（五）着力做好中国精神教育，增强民族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

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

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

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魄。”中华民族具有 5000多
年的悠久历史，5000多年中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

化。在此过程中，我们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

族精神。中华民族之所以几千年不倒，屹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靠的就是这种伟大民族精神。改革开放

以来，党领导人民群众努力奋斗，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又形成了以改革创新为核

心的时代精神。毫无疑问，中华民族不应该妄自菲

薄，华夏儿女应当有民族自信，应该为中国精神而

骄傲。不可否认，100多年来，中华民族受尽屈辱，

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发展一度严重滞后，但

时至今日，我们重新站起来了，我们仍然是值得自

豪的民族。某些西方社会思潮之所以对中国某些

人具有吸引力，说白了还是他们过于崇尚西方国

家，对本民族缺乏自信。基于此，加强爱国主义教

育、民族自信教育，势在必行、时不我待。一方面，

最为重要的是不能自我贬低，不能虚无自己的民

族，对自己民族和民族的未来要有信心；另一方面，

也不能盲目自大，搞大国沙文主义，鼓吹民族强

权。中华民族不畏强权、勇敢自强、爱好和平、睦邻

友邦，不管是过度自我贬低还是自我吹捧，都是不

可取的，都不利于爱国主义教育正确有序地开展。通

过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如果每个人始终心怀民族、热

爱祖国，那么无论哪种妄图诋毁中国、颠覆中国的社

会思潮，都必将汹汹而来、铩羽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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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陈 曲

The Ideological Nature, Harm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Global Capitalism”Trend of Thought

Song Dexiao
Abstract: Different from the value-neutral appellations such as globalization, cosmopolitanism and globalism

in the general sense, global capitalism is focused on capitalism rather than global. Carrying the strategic deployment
of the global ideology of capitalism, it is a neo-colonial strategy used by the western developed capitalist countries
to promote their production methods and universal values on a global scale. Advocating arbitrary monism and
universalism in philosophy, it separates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commonality and individuality of things, and denies
the individualized development path of various nations. Partial belief in it will weaken our confidence in our path
and system.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iscern its ideological nature, strengthen education to enhance our
confidence in socialism and national spirit so as to resist this erroneous trend of thought from the height of national
ideological struggle.

Key words: Global Capitalism; Ideology; Confidence in Soc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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