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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一位教授一同受中国国

务院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邀请

来到中国
,

评估和分析中国

政府的技术政策
,

尤其是针

对跨国公司和中国的关系
。

但

是
,

我们的研究是独立研究
,

不拿中国政府的酬劳
,

但是会

将研究结果送交政府
。

那时
,

我们跑了许多地方
,

包括北京
、

上海
、

西安
、

深圳
、

广州这些

中国主要的发展城市
,

也直接

访谈了政府部门
,

跨国公司
、

技术公司以及银行等等—因为中国大陆政府提供了特殊

的管道
,

我们得以接触到社会

的方方面面
。

我们的结论是
,

当时中国大陆吸引外资和技

术的政策是并不完全妥当的
。

那时中国大陆所做的是
,

用地

方的廉价劳动力吸引外资
,

让

外资进来生产
,

然后将产品外

销
,

而不是开放中国大陆的内

卡
: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

中国的发展
,

是特殊的一个个案
,

而不是简单的资本

主义的发展
。

外界常常认为
,

中国就是

资本主义发展
,

但我认为
,

中国是由国

家所引领的市场经济的发展
,

市场经济

并不完全等于资本主义
,

市场只是一切

都要用金钱
、

货币来计算
,

因为市场并

不等于社会
,

社会还有其它的目标
。

这

些年
,

中国发展的成功在于
,

政府不仅

要把市场打开
,

联系上世界的经济
,

然

后让市场来创造财富
,

而且还来负起对

社会的责任
。

也就是说
,

中国政府一方

面要考虑经济发展
,

又要考虑社会正义
。

开始中国处理这些问题是成功的
,

但现在种种社会问题就出来孔 比如医

疗保健
,

比如住房问题
,

尤其是农村的

农民
,

要承受各种压力
,

还有巨大的环境

问题
,

比如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虎跳峡

大坝等等
。

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讲
,

有发展就会有社会冲突与不稳定
,

当社

会冲突一升高
,

投资停止孔 经济也会随

之停滞
。

所以
,

制订好的社会方面的政策
,

呼唤市民社会

《南》: 您刚才谈到了中国政府应该更

多地关切社会和人民
,

您是否能在这方

面提供一些具体的建议?

卡 : 我认为
,

中国的广裹农村地区

出现的问题
,

并非中国政府的政策不好
,

而是有些地方官僚
,

为了捞到自己的好处

而伤害了人民的利益
。

我的建议呢
,

是政

府需要进一步放开
,

不要担忧
,

让大家

可以埋怨
,

这样政府反而能够看到问题
。

另外
,

我要谈到公共医疗方面的问

题
,

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在健保方面大

力投资
。

20 年前
.

中国还是贫穷的国家
,

那时的医疗技术并不是很好
,

但是大多

数人都有保障
,

可现在情况却比以前要

糟糕了— 医疗技术很好
,

价钱却十分

昂贵
,

以致许多人无法支付
。

现在
,

美

国的公共医疗系统根本就是破产了
,

但

似乎中国在这方面追随的正是美国模式
。

其实要改变这种状况并不困难
,

你只要

从税收中抽取一部分投资到公共医疗系

部市场
。

另外
,

当时中国大陆认为自己

有好的科学和技术
。

这里确实有好的科

学
,

有好的工程师与学生
,

但是没有好

的技术
,

因为技术并不直接等同于科学
,

它需要科学来转化
。

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
,

我们建议的

内容最终在中国实现孔 当然我不能说

一定是我们的报告起了作用
,

重要的是

变化确实发生孔 总之
,

现在的中国已

经成为世界的一个部分
,

而不仅仅是提

供廉价劳动力
。

《南头 2 0 04 年 11 月 22 日你在华东师

范大学的公开演讲是以一个疑问作为结束

的

— 中国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社

会在政治
、

文化
、

生态等方面是可持续的

吗? 的确
,

中国大陆近几年来
,

恰洽在你

提到的某些方面受到一些质疑
,

你认为目

前中国的发展进程中有哪些值得关切的

问题 ?

不仅可以维护社会公正
,

从长远眼光来

看
,

也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
。

因为政府的

目标是要使每一个公民生活得幸福
,

而

不仅仅是为了吸引外来投资客
。

《南》: 作为一个国际观察家
,

你认为

发展中国家最紧迫的问题足什么?

卡 : 从西方的角度来看
,

很多人都

认为中国有了快速的经济发展
,

但是却

没有民主
,

尤其是西方式民主
。

但在我

看来
,

当下中国真正重要且紧迫的问

题
,

是社会政治的问题
,

许多外国观察

家都不明了这一点
。

联合国去年在拉丁

美洲进行了一项研究
,

我们知道
,

拉丁

美洲推动民主很多年了
,

但是研究表明
,

55 %的多数人是不那么关心民主的
,

他

们更关心是否有更好的生活
,

也就是说
,

在一些地方
,

生活的改善远比民主还要

急
,

但这并不表明我认为民主不重要
,

只是说它不像社会问题这么紧急
。

统就可以孔

我喜欢上海
,

但一个大都会不仅仅

要有宏伟的建筑
,

国际性的宾馆
,

同时

也需要有健康的公民
,

从长远来看
,

这

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

《南》: 你似乎反复提到 2() 年前中国

较之现在更为完善的医疗保健体系
,

那么

你觉得中国应该从社会主义经历中汲取哪

些东西呢?

卡 : 中国不是一直在强调
“

要走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

吗
,

这是很重

要的
。

中国不可能变成一个大的资本主

义国家
,

因为这样会不稳定
,

相反
,

今

天的中国要更加强调有社会主义特色的

发展道路
,

不然
,

矛盾就会爆炸
。

中国

要有社会主义的特性
,

可是不能封闭市

场
,

不能断绝跟外面的接触
,

也不能只

采纳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
,

西方的制

度不仅不适合中国
,

也不适合西方自己
。

为了社会与政治的稳定
,

中国需要制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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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政…
~社会主义性质的公共政策

,

尤其是在医

疗
、

住宅
、

教育和环境等方面
。

《南 ) 你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中曾经

提到的 N G O 的组织作用能详细谈一下吗?

卡 : N G O 一般是指
“

非政府组织
’ , ,

为了解决社会上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

基层的人们组织起来自我管理
,

因而这

样的组织有利于发展
,

并使得社会更加

有序
,

也能够有效解决人们面临的具体

困难
。

依我所知
,

中国其实有成千上万

草根的
、

基层的组织
,

中国可以尽可能

地鼓励这些基层组织
,

对它们放权
,

让

它们享有更多的资源和权利
,

让它们参

与管理地方的学校
、

保健中心以及地方

事务等等
。

总之
,

市民社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社会建制
,

市民社会的形成当然需要历

史和社会的条件
,

但是我们所要注意的

是千万不能将市民社会与国家政府简单

地对立起来
,

事实上它们是交织在一起
,

而且相互发生作用
。

市民社会能够拓展

社会交往的公共空间
,

而政府应该鼓励

这种空间的生成
。

生产
、

销售等是否已经建构性地成为全

球化体系的一部先 新的通信技术可以

使全球化的触角延伸到非常贫困的地区
。

比如小灵通服务就使一些相对边缘的地

区可以廉价地获得通信服务
,

而在某种

程度上可以说融人了全球化的进程
。

《南》: 您认为
,

在一个全球性的网络

中
,

人们的价值观念是会 日趋一体化
,

还

是反而更多分殊
,

更多元?

卡 : 举个例子
,

现在有一些大的传

媒公司掌控着全球 75 % 的传媒产品的生

产
,

其中很多的公司设立在美国
。

我们

不能仅仅根据这个现象就草率地认为美

国在控制着全球的传媒生产
,

事实的真

相要复杂得多
。

媒介生产在不同的国家
、

文化形态间绝不是相互隔离的
,

而是相

互影响
、

相互制约
、

相互渗透的
。

传媒

的全球化生产
,

事实上是与本土化同时

全球化不是同质化过程

《南》: 听你的演讲
,

感觉全球化更多

是一种世界的结构性变化……

卡 : 全球化是一个全球信息系统化

的过程
,

它的实现必须依赖一个以新技

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社会
,

这个信息社

会的形成又有赖下列条件
:

首先是基础

设施的建立
,

而这个设施的建立不仅仅

意味着互联网
、

计算机化和移动电话
,

而且也意味着运输
,

既包括空中运输也

包括海洋运输
。

它使得全球形成一个网

络
。

全球化的另外一个条件就是新组织

形态的产生
。

任何新的社会结构的形成

都与一定的新组织的诞生密切相关
。

这

个新组织就是指在一个网络化的社会结

构
,

各个公司内部
、

以及不同公司之间

通过新技术使得他们的连接成为可能
。

所谓核心的全球化
,

在我看来首先就是

金融资本的全球化
,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

代
,

金融市场就必然是一个全球化的金

融市场
,

不存在相互间严格的区先
中国的全球化并不仅仅意味着中国

向国外输出了多少商品
,

而在于中国的

进行的
,

也就是说当媒介公司在制作它

们的产品时必须充分考虑产品的目标受

众的接受心理
,

必须把产品的文化诉求

再地方化
,

通过修饰
、

增删
、

变换等各

种方式充分吸纳本土文化
,

以便使消费

者能够在心理上接受这种文化标准
。

比如默多克集团在面对中国
、

印度

观众时自然会采取不同的举措
,

以满足

来自不同文化形态的观众的消费需求
。

而新闻的全球化一样地存在这样的生产

模式
。

如美国的 CN N 并不意味着整个

世界只有这样一个能够提供 24 小时新

闻服务的机构
。

其实在中国
、

印度等其

他国家一样地出现了这种新闻服务
。

因

此
,

可以说
,

新闻生产一方面在全球化
,

而同时由于各国的意识形态
、

政治力量
、

国家投入的差异
,

这个全球化并不是一

个同质化的过程
,

而是一个充满差异甚

至紧张感的过程
。

《南》: 那你怎么看待文化帝国主义这

种学说?

卡 : 在价值和规范的领域中
,

整个

世界日益陷入相互依赖
、

制约
、

穿透的

文化一体化进程中
。

我不想简单地把它

界定为一个文化帝国主义的进程
,

事实

要比这种描述复杂得多
。

文化全球化创

造了一种新型的混合文化
。

这种混合文

化往往借助一些本土文化的特色
,

同时

又保留了它最基本的方面
。

所谓全球化

并不仅仅是指芭蕾舞等高雅艺术的世界

化
,

同时也包括足球
、

体育
、

互联网上

大量可以免费下载收听的流行音乐等各

种流行文化
。

全球化过程并不意味着必

须而且能够包括每一个地区
、

每一个人
,

而是说这个进程是被权力关系所主导的
,

也就是说这个全球化的网络会吸收那些

对其有利的元素
,

而尽量抵制
、

排斥那

些对其不利的因素
。

在非洲存在与全球

化网络密切相关的人群
,

而在美国一样

地存在被网络排斥在外的人群
。

帕瓦尔

多是斯坦福大学的所在地
,

在这里聚集

着一批相当富有的在网络化社会中生存

的知识精英
。

仅仅一街之隔的对面是南

美人聚居的拉丁区
,

在这里有着高犯罪

率
,

经济贫困
,

他们就完全处在这个网

络之外
。

《南》 : 你认为有一种反全球化的浪

潮存在吗 ?

卡 : 199 9 年
,

美国西雅图的反全球

化运动往往被媒体当作反全球化运动的

典范
,

其实当时这个运动并不是完全的

反全球化运动
,

而仅仅是反对资本的全

球化
。

比如说通过人权运动来反对全

球化导致的某些群体的贫困化
,

这在西

方社会得到了大量支持
。

还有一些反全

球化运动是试图保存在全球化运动中迅

速地被边缘化的土著文化
。

另一些运动

主要是反抗被全球化过程所排斥的认同

感
,

这些认同包括国家认同
、

文化认同
,

当然最核心的是宗教认同
。

如伊斯兰社

会的反全球化运动主要是宗教原因
,

同

时也包括社会原因
。

伊斯兰运动反对的

是以西方价值为主导价值的全球化过程
。

反全球化与全球化并不是互不相干的两

个独立部分
,

必须将前者看作是后者的

一个结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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