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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逆向全球化思潮在西方发达国家蔓延ꎬ它是相关国家在激烈的全球市场

竞争中遭遇挑战后的非理性反应ꎬ也是其国家认同面临严重危机的显著症候ꎮ在后西方时代

的世界格局上ꎬ逆向全球化思潮无法扭转经济全球化的积极进程ꎬ却会导致相关国家在内部

的认同裂变和社会冲突中遭受更大的挫折ꎮ
关键词:逆向全球化ꎻ国家认同ꎻ后西方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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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经力倡经济全球化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中ꎬ近年来出现了一股强劲的逆向全球化国际政治

经济思潮ꎮ这股思潮具体表现在近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ꎬ例如英国脱欧公投成功、美国新总统的贸

易保护和反移民政策、法国总统大选中的极右翼势力崛起、德国及意大利的难民政策激烈辩论等ꎮ由
于西方发达国家一贯宣扬的贸易自由、人权关怀、国际合作等原则立场成为这股思潮的摒弃对象ꎬ因
此贸易保护主义、排外主义和抵制全球气候治理等成为一些西方政府的最新国策ꎮ这一思潮的背后是

多年积累的白人民族主义和社会民粹主义正在高涨ꎬ其矛头所指则是多元文化主义、全球市场竞争和



世界民主秩序ꎮ文章意图分析这股思潮的远缘近因ꎬ剖析其导致西方国家认同危机的因果关系ꎬ指出

其实质是西方霸权失落后出现的一种非理性焦虑症候ꎬ是其国内社会矛盾和认同解体的突出表现ꎮ

一、新世纪全球化进程与西方逆转

自２０世纪末冷战结束以来ꎬ经济全球化势头在世界各地蔓延发展ꎬ到了２１世纪初更是在信息技术

和互联网的推动下改变了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面貌ꎮ由于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原则的推广ꎬ世界

各国形成了一体化的大市场ꎬ资金、商品、人员和技术的跨国界自由流动构成了国际秩序的新景观ꎮ在
２１世纪初ꎬ不少西方学者一度认为由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前景大好ꎬ因为“美国已经大大受益于全

球化ꎬ并因此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支持者和管理者” [１]ꎮ事实数据也显示了当时的西方经济强盛图

景ꎮ例如２０００年的世界 ＧＤＰ 总量为３３. ２８万亿美元ꎬ其中美国的 ＧＤＰ 为１０. ３万亿美元ꎬ日德英法意加

等六国的 ＧＤＰ 为１１. ５万亿美元ꎬ即西方七国(Ｇ７)的 ＧＤＰ 总和是２１. ８万亿美元ꎬ占据当年全球 ＧＤＰ 总

量的６５. ５％ ꎻ而当年中国(１. ２万亿美元)、巴西、俄国、印度和南非(即后来所称的金砖五国)的 ＧＤＰ 总

和仅为２. ７４万亿美元ꎬ占全球总量的８. ２％ ꎮ同时ꎬ２０００年«财富»所列全球５００强企业中ꎬ前５０名全是美

欧日等地的跨国大公司ꎬ而在５００强排名靠后的位置上只有９家中国公司上榜ꎬ占比不到２％ ꎮ①正是看

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ꎬ影响很大的«帝国»(２０００)一书作者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

格里指出ꎬ全球跨国公司巨头利用全球化进程来实现资本帝国的统治ꎬ“大的跨国公司已经有效地超

越了民族国家的管辖和权限ꎬ国家已被击败ꎬ而公司现在正统治着地球!” [２]３５５在他们看来ꎬ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正是通过跨国公司削弱了各民族国家的约束ꎬ从而形成了新的全球帝国统治ꎬ而经

济全球化则是西方大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有效途径ꎮ
可是ꎬ经济全球化进程要求各国的资本、商品、人员和技术的自由流动是跨越国界的ꎬ并且把全球

气候、环境和反恐等视为国家间协商处理的紧迫问题ꎮ这也意味着各个国家都要遵守共同的国际市场

规则ꎬ参与相关的国际政治经济组织的协商互动ꎬ放弃保护主义、排外主义或单边主义的狭隘政策ꎮ最
重要的是服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原则ꎬ放弃世界霸权的政治迷思ꎮ从倡导人类共同发展和社会进步的

历史视野中看ꎬ当今的全球化进程在思想上延续了启蒙运动以来出现的世界主义思想ꎬ把现代社会的

发展和进步观念提升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高度ꎮ在全球市场关联紧密快捷的今天ꎬ全球化进程也

意味着世界各国需要在同一个平台上公平竞争ꎬ但是资本的趋利性往往导致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了

降低税负和人工成本而让资本流向国门之外ꎮ这种资本外流既是跨国公司巨头扩大利润的重要手段ꎬ
也是全球资源和市场重新分配的推动力量ꎮ在这样的环境中ꎬ曾经的霸权无法固步自封ꎬ因为国际市

场竞争和自由贸易机制对于勤劳奋发的民族是一种奖赏ꎬ而对于懈惰保守的民族则是一种惩罚ꎮ在
２００８年西方金融危机发生之后ꎬ西方发达国家遇到了非西方国家崛起的强劲挑战ꎮ格卡伊等人在２０１２
年指出ꎬ以英美为轴心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在衰落ꎬ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等新兴集团正在出

现ꎬ“一种引人注目的、新型的全球经济秩序正在当前系统性危机边缘隐隐闪现” [３]ꎮ如果说ꎬ当时人们

对全球化趋势还看不清楚的话ꎬ那么ꎬ近年来的经济数据可以说明格卡伊等人的观察没有错ꎮ根据世

界银行的统计ꎬ２０１６年西方七国的 ＧＤＰ 总量是３５. ９８万亿美元(美国１８. ５９万亿)ꎬ占世界总量７５. ２８万
亿美元的４７. ８％ ꎻ而金砖五国的 ＧＤＰ 总量达到了１８. １３万亿美元(中国１１. ２２万亿美元)ꎬ占世界总量

的２４％ ꎮ在«财富»列举的全球５００强中ꎬ中国的大企业就达１１０家ꎬ占比达到２１％ ꎬ而在前５０强中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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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１２席ꎬ占比达到２４％ ꎮ①这些重要的经济数据有效地说明了世界经济形势的东西方力量转化ꎬ而这

些重大的变化正是西方逆向全球化思潮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ꎮ正如２０１４年４月７日美国«时代»周刊发

表拉纳弗鲁哈尔的«全球化逆转»文章所云ꎬ“至少从目前形势看ꎬ全球经济一体化正在逆转” [４]ꎮ弗
鲁哈尔使用了“逆向全球化”(ｄｅ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一词来提醒人们ꎬ西方国家近期非议全球化的原因在于ꎬ
非西方经济的崛起正在迅速地挑战西方曾经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宰地位ꎬ或者如格卡伊所说是新的

全球秩序对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形成了挑战ꎬ因此西方国家意图逆转这一“反噬”趋势ꎬ维护既有的帝

国霸权ꎮ
近期的逆向全球化思潮不仅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付国内经济低迷和国际激烈竞争的一种权宜手

段ꎬ而且是其国内各种社会矛盾正在加剧的一种危机症候ꎮ在欧洲ꎬ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地的保守集

团或极右势力要求退出欧盟ꎬ驱逐移民ꎬ抵制全球自由贸易和世界气候公约ꎮ在美国ꎬ新任总统特朗普

的去全球化主张更是激烈ꎮ特朗普提出ꎬ要以国家保护主义来反对国际自由贸易ꎬ以美国优先的立场

来重建国际经贸合作ꎬ要减少美国对全球事务的干预ꎬ严厉控制移民特别是穆斯林难民的流入ꎬ而他

的支持者甚至主张美国退出世贸组织和联合国等极端的要求ꎮ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宣称:“我们必须

保护我们的边界ꎬ防止其他国家的掠夺ꎬ这些国家正在生产我们的产品ꎬ偷走我们的公司ꎬ毁掉我们的

工作ꎮ保护主义将使我们走向伟大的繁荣和强盛ꎮ” [５]这一番激愤演说抨击的对象正是跨国公司巨头、
新近崛起国家和全球市场机制ꎬ其主张的保护主义政策明确显示出逆向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意图ꎬ而实

质却是西方发达国家自身的国家治理出了问题ꎬ国内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ꎮ在对外政策剧烈转型

之时ꎬ西方发达国家同时要面对国内各种社会问题ꎬ例如失业、犯罪和经济低迷等造成的不同社会阶

层和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加剧ꎮ这些现象在其本质上还是社会失序的症候ꎬ尤其是贫富阶层差距不断

扩大所造成的矛盾ꎮ在族群矛盾、宗教矛盾、本土居民和外来移民矛盾、精英和大众矛盾等现象的背

后ꎬ国家权威的合法性衰落ꎬ统治精英和社会大众的身份认同出现裂变和冲突ꎮ人民不再相信政府和

资本的所作所为ꎬ他们在为自己的生存和安全而质疑国家认同的政治正确性ꎮ例如在２０１１年美国爆发

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期间ꎬ许多参与者认为“在大西洋两岸ꎬ政治经济精英们已经使维护平安和造福全

民这两个根本的意识形态支柱信誉扫地”ꎻ在２０１２年举办的一次皮尤(Ｐｅｗ Ｐｏｌｌ)民意测验也显示ꎬ７７％
的受访者认为极少数富人和大公司掌握了太多的权力ꎬ另有６１％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经济体系不公

正地使得富人获利[６]ꎮ可以说ꎬ在西方发达国家近期出现的逆向全球化思潮虽然有着国际因素的影

响ꎬ但实质上却是这些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族群矛盾和文化矛盾尖锐化的反映ꎬ而这些矛盾的不断

加剧和公开化则直接导致了国家认同的裂变危机ꎮ这种认同裂变在思想观念上主要表现为左翼和右

翼政治主张对立的尖锐化ꎬ民粹主义和排外情绪高涨而精英主义的普遍人权观念消退ꎮ在经济上表现

为国家利益至上而排斥全球合作发展ꎬ维护本国经济发展而不顾全球市场运行规律ꎮ在社会秩序上则

表现为白人群体和其他族群之间的对立ꎬ而这种对立经由民粹主义的发酵甚至导致新的种族主义和

宗教冲突ꎮ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ꎬ不少西方国家的本土居民和近期移民不再对所居住国抱有共同的认同立场ꎬ

不少本土居民在民粹主义情绪影响下放弃了普遍人权的原则而排斥外来移民ꎬ而外来移民或难民又

因为受到了歧视而产生了怨恨心理ꎮ在各国经济并不景气的形势下ꎬ本土居民和外来移民之间产生了

近乎生存竞争的敌对态度ꎮ在思想观念上ꎬ不少本土居民认为国家和政府应该保护他们的利益免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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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移民的侵害ꎬ所以普遍人权不应该高于国家主权ꎻ外来移民或难民则往往苦于自身困境而发展出极

端主义的反社会心态ꎬ造成各种社会犯罪和暴力冲突ꎮ在这方面ꎬ德国处理中东难民的政策变化是一

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ꎮ对于从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地涌入欧洲的众多难民ꎬ德国总理默克尔曾经采纳了

普遍人权的观点ꎬ认同哈贝马斯等人关于普遍人权高于国家主权的主张ꎬ因此接受了很多中东地区的

难民ꎮ但是默克尔很快认知到ꎬ经济的、宗教的和政治的矛盾导致德国民众对于外来他者的不安ꎬ少数

难民的反社会犯罪行为又加剧了本土居民的抵制意愿ꎬ于是为了弥合国家认同的分裂ꎬ她采取措施加

强了难民入境的人数限制和背景审查ꎮ但是ꎬ对于已经容纳了过多的外来移民或难民的西方发达国家

来说ꎬ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加剧只会激化其反对全球化的态度ꎬ特别是对人员迁徙自由和文化多元共

存等全球化意识产生了很大的逆反心理ꎮ

二、全球化思想的渊源与认同危机

从西方政治文化思想史来看ꎬ与全球化相关的思想理念来自于古希腊罗马文化中的世界主义观

念ꎮ古希腊原子论创立者德谟克利特和犬儒学派代表人物第欧根尼都主张ꎬ自由地跨国旅行交往是人

类社会的需要ꎬ而城邦国家的地域疆界却限制了文明的传播ꎻ前者于是提出“全世界都是我的故乡”ꎬ
后者则宣称“我是世界的公民”ꎮ古罗马斯多葛派创始人塞内加和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等人也对世界主

义有所论述ꎬ形成了初始的世界主义思想谱系ꎮ１５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得欧洲人理解到ꎬ世界的边缘

始于自己脚下的国度ꎬ因为地球是圆的而不是平的ꎬ因此从这一边缘出发可以周游世界并返回此地ꎮ
１６４８年威斯特法利亚和约签订以后ꎬ西方人的民族国家意识迅速觉醒ꎬ但另一方面又积极开展跨国间

商业贸易ꎬ并在乌托邦思想影响下逐渐产生了世界主义的大同意识ꎮ在启蒙运动时期ꎬ欧洲各国文人

学者经常游历各国ꎬ或为躲避贵族君主的迫害ꎬ或为交流传播启蒙主义思想ꎬ逐渐形成了“文人共和

国”和世界主义的思想(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ｉｓｍ)ꎮ康德在１７８４年撰写的论文«世界主义

视角中的环球史观念»中提出ꎬ世界主义和跨国自由贸易是通向人类社会持久和平的理想之路ꎮ康德

的论述把世界主义理想和国际自由贸易联系了起来ꎬ显示了经济全球化愿景的萌芽观念ꎮ当代历史学

家纳斯鲍姆梳理了从第欧根尼到康德的世界主义思想脉络以后认为ꎬ为了获得和平与正义ꎬ“我们就

不应容许民族、阶级、族群或性别差异在我们和其他人类伙伴之间竖起隔墙” [７]ꎮ这就清楚地阐释了超

越民族国家疆界的全球视野ꎬ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主义理想ꎮ正是源于世界主义和乌托邦思

想的传承ꎬ尤其是在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社会变革影响下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１８世纪以

来大力开拓了全球市场ꎬ为经济全球化的实施做出了许多努力ꎮ经过两个多世纪以来的战争硝烟和科

技进步的洗礼ꎬ经济全球化进程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重新起步ꎮ«全球化简史»的作者艾利克斯麦克杰弗

雷指出ꎬ“全球化”一词首先出现在１８９２年的«哈珀斯杂志»上ꎬ由法国人沃古耶在一篇游记文章中使

用ꎬ１９６１年韦伯斯特英语大辞典收录了“全球化”一词ꎮ但只是在冷战结束打破了东西方藩篱时才使世

界市场完整建构起来ꎬ而此时由于美国的霸权独大导致“许多人断定全球化就是帝国主义、殖民化或

美国化的代名词” [８]１０ꎮ
确实ꎬ冷战后东西方对峙格局解体和信息高速公路建立使得世界各国互相依存度日益加深ꎬ而在

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体的参与下ꎬ尤其是美国霸权的主导下ꎬ全球金融市场、国际贸易组织与跨国公司

巨头等形成了超越国家主权的全球力量ꎮ这种力量就是哈特和奈格里所谓的新型帝国势力ꎬ“今天ꎬ帝
国正作为一种中心出现于世界ꎬ它支撑起生产全球化之网ꎬ试图把所有权力关系都置于它的世界秩序

之下”ꎻ而海湾战争则标志着布什所宣称的“新世界秩序的诞生” [２]２１０ꎮ当时在十分乐观的氛围里ꎬ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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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要不断强调经济全球化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围墙的世界”ꎬ在各民族国家间“形成不可抗

拒的贸易和信用的纽带” [９]ꎮ这种说法似乎与康德所谓的世界主义理想异曲同工ꎬ是在为全球化的进

展而呐喊ꎮ但是ꎬ这些言说实质上却是为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提供了话语的合法性ꎬ促使西方霸权随着

全球化进程的扩展而在世界各地扩张开来ꎮ事实上ꎬ在世纪之交的国际政治格局中ꎬ美国为首的西方

发达国家在经济上占据了主导地位ꎬ尤其是 Ｇ７国家的经济实力直到２１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仍然具有压

倒性的优势ꎮ在国际政治文化上ꎬ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为冷战结束后的世界进程做出了西方阐

释ꎬ从而把全球化进程的话语转变成为西方化、美国化进程的言说ꎮ在这样的语境中ꎬ西方人的国家认

同和全球意识成为并行不悖的两种话语ꎬ而西方人长期形成的文化中心意识更是加强了对于全球化

乐观其成的心态ꎮ对于作为西方发达国家领导者的美国政治家来说ꎬ全球化就是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

化ꎬ也是把美国价值观念推向全球的重要途径ꎮ正如卢赛尔邓肯等人所指出的ꎬ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等机构“对其他国家制定了借款规则ꎬ由此来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方式引起了极大的争

议ꎬ而当全球化进程由西方老牌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势力所掌控时ꎬ那就成为一种破坏性和剥削性的

体制” [１０]１３７ꎮ邓肯的分析十分深刻ꎬ而实际上２１世纪初的西方国家对于消解民族国家意识、宣传全球一

体观念大多抱着肯定的态度ꎬ并借助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积极推

进全球化的市场机制ꎮ
然而ꎬ经济全球化在推动世界市场形成以后ꎬ国际资本和跨国企业为了减低成本、获取利润而在

全球寻租ꎮ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和工资薪酬降低了本国制造业的竞争力ꎬ进而导致资本和技术向

其他国家尤其是非西方国家转移ꎮ西方大国在这种全球竞争形势下为了保持自身的优势ꎬ于是采用了

金融投机的方式来制造虚假繁荣ꎬ并从国际金融市场上大举借债ꎮ例如早在２００５年ꎬ美国所筹借的国

际债务就接近当年 ＧＤＰ 的３０％ ꎻ金融资本的投机代替了制造业的增长ꎬ金融利润达到全部利润的

４０％ ꎬ而制造业的利润不到１５％ [１０]２４０ꎮ过度金融投机很快导致了金融危机ꎬ即２００８年从美国开始向其

他西方国家蔓延的国际金融危机ꎬ由此导致了西方国家内部的经济和社会危机ꎮ例如欧盟成员国希

腊、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地的经济低迷ꎬ美国、法国和英国等地的失业率上升ꎬ诸如此类经济问

题导致了国内民众对于国家认同的分歧和抵制ꎮ２０１１年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西方国家

内部危机的集中体现ꎬ而中东和非洲等战乱地区产生的数百万难民涌入欧美诸国进一步激化了其国

内既有的社会矛盾ꎮ
与此同时ꎬ非西方国家经济的崛起通过全球化竞争机制进一步影响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ꎮ西方

金融危机以来出现了西方和非西方(Ｗｅｓｔ ＶＳ Ｒｅｓｔ)之间经济力量的对比转化ꎬ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等传

统东方国家的经济崛起给西方社会造成巨大的挑战ꎮ这就形成了一种全球化发展的悖论:民族国家为

了自身经济发展而支持经济全球化ꎬ经济全球化越发展则民族国家经济越受其影响ꎬ此时的新兴国家

力量很可能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强大对手ꎻ当原先的西方发达国家受到国内外因素影响而失去竞争

力时ꎬ他们的国家利益与全球契约就产生了矛盾冲突ꎬ他们的国内福利体系和社会开放政策难以抵挡

全球化带来的世纪挑战ꎬ而空洞的价值观说教并没有扭转这种非西方资本对于西方国家的“反噬”趋
势ꎮ于是在２１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ꎬ西方国家对于全球化的言说就不再那么乐观ꎬ曾经宣称历史终

结的福山也改口认为历史尚没有终结ꎮ在近来的西方政治文化语境中ꎬ世界主义、全球主义受到了民

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批评或攻击ꎬ保护国家利益成为逆向全球主义的合法理由ꎮ从国际政治经济性格

局变化来看ꎬ不管是英国脱欧还是特朗普新政ꎬ其实质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遇到了全球

市场竞争的挑战ꎬ然而他们长期形成的西方中心意识或帝国意识却遮蔽了其认知真相的理性眼光ꎮ由
此引发的国家认同裂变和社会矛盾激化更是一个严峻的问题ꎬ例如西方国内左右翼政治力量的矛盾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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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种族群之间的矛盾ꎬ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矛盾等ꎮ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了许多重要事件ꎬ如法国

大选期间出现的“两个法国”论ꎬ美国大选前后出现的建制派和民粹派之争ꎬ英国脱欧所导致苏格兰独

立势力再起等ꎬ这些都显示出西方国家内部的国家政治认同产生了危机ꎮ
但是ꎬ西方发达国家选择的解决之道却是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等极端措施ꎮ在一度高调宣传普遍

人权和自由民主等价值观的欧美诸国ꎬ国家利益的考虑取代了全球共治的理想ꎮ如果说ꎬ英国脱欧支

持者反对自由跨国旅行的申根条约有着维系国家领土安全考虑的话ꎬ那么ꎬ美国近期废止国际多边条

约、禁止若干穆斯林国家移民和启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等新政却发出了明确的排外主义信号ꎮ帕特里

克在最近一期«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特朗普和世界新秩序”一文指出ꎬ特朗普“明确表示他要追求

狭隘的国家利益ꎬ以此指导他的政策ꎬ显然不顾这会对１９４５年以来美国所支持的自由世界秩序产生冲

击” [１１]ꎮ帕特里克的看法批评了新一届美国政府的狭隘国家主义的立场ꎬ针对性地指出美国在处理国

家利益和世界秩序关系上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倒退ꎮ他的批评对于其他西方国家如法国、荷兰和奥地利

等地极右翼势力也是有针对性的ꎬ而正是这些西方政治势力(不论是执政还是在野)的逆向全球化言

行告诉人们ꎬ西方国家认同正在遭遇严峻的内部分裂危机ꎮ正如近期«纽约时报»网站的一篇文章所警

告的ꎬ“共同的国家身份认同感正在分崩离析ꎬ美国正在丧失国家身份认同” [１２]ꎮ正是这种国家认同的

危机才是当今西方国家面临的最深刻挑战ꎬ而逆向全球化思潮却是以错误的全球经济政策来处理复

杂的国内社会问题ꎮ

三、后西方时代的一次全球化事件

逆向全球化思潮和国家认同危机主要产生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里ꎬ其在数百年来的全球化历史

中只能算作一次重要的进程事件ꎬ却不可能真正逆转全球化的历史进程ꎮ«全球化简史»的作者乐观地

认为ꎬ“民族国家正在复兴ꎬ而全球聚集增强了它们的力量去寻找支点来处理全球交易ꎬ而信息技术的

新进展必将使得多民族全球治理成为可能” [８]２９０ꎮ如果我们重温马克思有关世界市场的论述的话ꎬ就
会感到上述看法是有道理的ꎮ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过ꎬ随着世界市场的开拓ꎬ各民族国家之间的

疆域门户势必随之开放ꎬ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势必产生重大的变化:
资产阶级ꎬ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ꎬ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ꎮ新

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ꎻ这些工业所加工的ꎬ已经不是本地

的原料ꎬ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ꎻ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ꎬ而且同时供世界各

地消费ꎮ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ꎬ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区的产品来满足

的需要所代替了ꎮ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ꎬ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

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１３]ꎮ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论述是对今日经济全球化形势的一种预见ꎬ也是对世界、全球、民族和国

家之间现代经济关系的精辟概括ꎮ当今世界的商品、资本、技术和人员的跨国流动在规模上和速度上

都极大地超过了１９世纪的水平ꎬ而闭关自守的民族国家从那时以来就不断地消亡或转型ꎮ几百年来的

世界历史证明全球化进程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ꎬ各种国际战乱、帝国解体或社会革命都只是一时延

误了全球化的进程ꎬ并没有完全阻断其发展的延续ꎮ所以说ꎬ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逆向全球化思

潮只是一时的现象ꎬ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难以持久生存下去ꎮ
如今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不断适应了全球市场机制ꎬ所以西方国家必须摈弃霸权

思想或西方中心主义ꎬ适应后西方时代的世界新秩序ꎬ维护并完善世界市场和全球治理ꎬ这才能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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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现实困难ꎬ促进本国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进步ꎮ近期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出现的逆向全球化思

潮虽然有着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支持ꎬ但在这些国家的诸多政要话语中ꎬ保护主义和排外主义

的言词之下却包含着自我身份的认同焦虑ꎬ隐含了国家内部社会分裂或冲突的危机意识ꎮ从近现代世

界历史演变的视野中看ꎬ西方发达国家似乎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非西方国家的竞争压力ꎬ这种压力不

是由两军对垒式的武装冲突引起的ꎬ而是在西方长期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突然遭遇非西方国家政治

经济上的迅速崛起ꎬ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遇到了全球新兴资本力量的强劲挑战ꎬ由此而产生了丧失霸权

优势和畏惧全球竞争的一种危机感ꎮ这种危机感使得一些西方学者开始考虑“后西方”时代的来临ꎮ尽
管从“西方主导”到“后西方”的时代话语转换似乎有点突兀ꎬ但是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却不会因为一时

局部逆流而停止ꎬ西方和非西方(Ｗｅｓｔ ＆ Ｒｅｓｔ)也将在全球合作中相互助力、共同进步ꎮ在一个信息化

日益普及的全球村里ꎬ世界市场的运行规则将促使民族国家不断进行自我调节与更新ꎬ以便获取更多

的市场机遇和竞争优势ꎬ更大程度地赢得实际的国家利益ꎬ更好地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利益ꎮ
但是ꎬ近年来全球化进程中的逆转事件确实反映了相关西方国家的认同危机ꎬ而这种危机的扩大

又是现实社会各类矛盾激化所造成的ꎮ西方国家认同裂变甚至解体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ꎬ即国家

利益和全球治理的冲突ꎬ国家统一文化与多元民族文化的冲突ꎬ白人群体与非白人群体的社会冲突ꎬ
新左翼群体与极右翼势力的冲突ꎬ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冲突ꎬ基督教社群与伊斯兰教社群的

冲突等等ꎮ从思想观念上看ꎬ近期西方国家认同的危机集中体现在国家发展繁荣与世界主义理想之间

的矛盾ꎮ杰克希特林等人认为ꎬ“对于增强国家认同的潜在威胁来自于全球化ꎬ不管全球公民权

或人性普遍之爱如何有益处ꎬ‘一个世界、一个家庭’的人道主义理想在目前似乎过于空泛ꎬ其在感情

上的吸引力并不能满足大多数民众的需求” [１４]ꎮ这就是说ꎬ人道主义理想或普遍人权观念并不能解决

有关国家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ꎬ特别是对于解决失业率居高和暴力犯罪等紧迫社会问题没有什么帮

助ꎬ也更不会解决深刻的国家认同危机ꎮ希特林等人的忧虑来源并非理论上的论述推导ꎬ而是来自于

对西方诸国国内社会矛盾和威胁的深刻观察ꎮ例如ꎬ近期欧美多国发生了中东难民或移民极端分子与

本土白人群体的暴力冲突ꎬ其中有在德国发生的中东男性难民强奸当地女性事件、瑞典出现的中东移

民卡车撞人事件、美国加州的非洲裔枪击白人事件和法国香榭丽舍大街的袭击警察事件等等ꎮ这些犯

罪实例集中折射了族群矛盾、宗教矛盾、左右翼矛盾以及开放和闭关等多重社会危机ꎬ其严重后果是

在相关国家内部直接造成了阶级、社群和文化的认同分裂ꎬ进而使国家权威和统一身份遭到削弱和破

坏ꎮ直截了当地说ꎬ这些矛盾冲突甚至将会引发西方国家的大规模内乱等现实危机ꎬ就像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欧美发达国家曾经出现过的社会反叛运动那样ꎮ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我们是谁» (２００４)这本书里分析过美国人的国家认同危机源

头ꎮ他认为ꎬ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的文化反叛运动推动了美国认同的解构ꎬ其主旨是“把宪法上的单数美

国人民改写为美国‘各族人民’ꎮ他们主张在法律上承认各群体的权力和种族权力ꎬ使之居于‘美国信

念’强调的个人权力之上ꎮ他们提出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其效果就是要使三百余年来逐渐建立起来的

美国认同解构ꎬ让亚民族认同取而代之”ꎮ而由于“亚民族身份在全球崛起ꎬ在世界各国都引发了国家

认同的危机ꎬ这是与经济全球化以及交通运输和通讯联络大发展相关联的” [１５]ꎮ亨廷顿的看法指出了

西方发达国家认同危机产生的一种根源ꎬ即多元文化和多族群认同的崛起ꎬ另一方面也承认了全球化

进程对于西方白人文化主导地位的巨大挑战ꎮ亨廷顿代表的是白人保守主义价值观念ꎬ他主张在盎格

鲁￣美利坚￣新教观念基础上建构国家认同ꎬ尤其反对拉丁裔西班牙语族群对于美国认同的分裂倾向ꎮ
他的论著为今日西方逆向全球化思潮提供了相关的理论话语ꎬ但是ꎬ他没有意识到白人殖民主义或帝

国霸权思想已经好景不在ꎬ而世界市场信息化和非西方国家崛起等历史进步必然使得全球化进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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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逆转ꎮ
雅克布赫尔布鲁恩在近期的«国家利益»杂志上撰文指出ꎬ特朗普关于退出全球化和奉行美国优

先的政策实际上是在重复一个老问题ꎬ即美国建国之际就出现的孤立主义政治ꎬ这在１９世纪初和２０世
纪初的美国外交政策中都有体现ꎮ他认为ꎬ近年来最先反对世界主义和全球化的声音来自亨廷顿的论

述ꎬ因为亨廷顿认为那些嘲弄国家和传统的“金领工人”(即金融精英)“没有什么国家忠诚感ꎬ视国家

边界为正在消失的障碍物ꎬ国家政府是过去的残余物ꎬ其仅有的职能就是推动精英们的全球行

动” [１６]ꎮ确实ꎬ近期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逆向全球化等保守主义思潮的理论源头主要来自于亨廷顿的

文明冲突论和国家认同危机论等著述ꎮ这些论著出现在１９９６年和２００４年ꎬ但是它们系统地阐释了今日

欧洲极右翼保守势力和美国新保守主义等政治文化的理论脉络ꎬ其中也形成了今日逆向全球化思潮

的重要思想来源ꎮ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来看ꎬ这种思潮的根源在于西方霸权逐渐失落之际产生的国家

认同焦虑甚至解体、世界秩序的重组和后西方化ꎬ而其症结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国家认同和全球治理

之间关系上产生的不安、困惑和恐惧心态ꎮ这种心态对建构后西方时代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没有

任何益处ꎬ正如赫尔布鲁恩的文章所指出的ꎬ“特朗普已经当选ꎬ但是二战以后帮助美国取得全球优势

的格局安排正被质疑ꎮ新保守主义和自由国际主义已经在华盛顿退却为一种内部流放的形式” [１６]ꎮ这
段话其实道出了一个事实ꎬ那就是逆向全球化思潮正在引发西方主流思想观念的内在分歧ꎬ在其国内

政治生态上造成了重大的冲击ꎬ而世界秩序的重组正在引起这些国家内部社会认同的分裂ꎮ
工业革命以来数百年的世界经济发展一直由西方大国所主导ꎬ如今开始出现了“后西方”的时代

转折ꎬ即在西方主导工业革命和现代文明发展数百年以后ꎬ非西方国家开始整体性地在经济、政治和

文化上崛起ꎬ并对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形成了现实的挑战ꎮ对这种转折的认知在后现代思潮兴起时已

经出现ꎬ即罗蒂所谓的西方文明对全球社会的救赎已经力不从心ꎬ而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ꎬ“西方已经

穷尽了它的各种可能性” [１７]ꎮ但是ꎬ正如２１世纪以来后现代思潮已经逐渐消退那样ꎬ逆向全球化思潮

也将逐渐消退ꎬ因为一些西方国家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拒绝接受移民、强制跨国公司内迁、反对多元

文化、抵制国际义务如全球气候和环境条约等措施并不能解决其国内的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ꎮ正如马

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提示人们的ꎬ采用闭关自守的政策来逃避世界市场的竞争ꎬ在全球信息网络和跨

国资本流动日益迅捷的时代无异于经济自杀ꎮ所以说ꎬ如今的逆向全球化思潮只是一次短暂的历史事

件ꎬ它不会阻遏全球化进程的继续发展ꎬ但是却会对相关国家的身份认同产生威胁ꎬ甚至产生难以预

料的社会政治后果ꎮ

四、结　 语

欧亚集团主席依安布莱曼在２００９年写了一篇文章提出ꎬ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对于西方主宰地位

形成了挑战”ꎬ且“一种新的全球竞争被触发ꎬ这种竞争不是在对立的意识形态之间而是在对立的经济

模式之间进行的ꎮ一种全然不同的输赢模式正在形成” [１８]ꎮ布莱曼的看法有助于我们认识全球化进程

的真实状况ꎬ也有助于我们认清西方国家认同危机和逆向全球化形成的深层原因ꎮ实际上ꎬ西方文明

在殖民主义时代一直在制造自己的对立面ꎬ即非西方的他者ꎻ一旦这个他者借助全球化进程而日益壮

大起来以后ꎬ世界格局就不应该是西方主宰或一国独霸的情势ꎬ而应该是各国平等、合法竞争、民主共

治的局面ꎮ如果西方人能够形成这种“后西方”时代的全球治理共识ꎬ那么他们各自国家的认同矛盾和

心理焦虑就会得到缓解ꎬ不会使一些国家的政要在“要么独霸”“要么闭关”的非理性心态中犯下战略

性的错误ꎮ从近现代世界史的视野中看ꎬ逆向全球化思潮是２１世纪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一种焦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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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ꎬ是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市场和国家利益之间矛盾冲突的体现ꎬ其实质是西方长期主宰的现代国家发

展模式受到了挑战ꎬ其霸权地位的削弱导致了自身抗拒性反应ꎮ由于当今世界格局的重心已经开始转

移ꎬ西方国家必须调整自身的政治文化心态ꎬ顺应全球化的历史进程ꎬ正确对待新兴国家崛起形成的

市场竞争ꎬ采取理性的国内外政策以避免进一步的经济衰退ꎮ唯有如此ꎬ逆向全球化思潮才不会发展

到相关国家社会认同解体的危险处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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