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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ory is the harbinger of category and practice is the harbinger of law. According to the path of 
narration, commentary and theory, we can master the meaning of the book “Research on China 
Path of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ization”. The first is to write the mechanism of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path”. Second, in response to the new topic selection requirements, we 
have created a framework of Marx’s work nature to analyz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strive to 
innovate in research methods. Third, we should take socialism as the “return of historical reason” 
and base on the world unification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 and further seek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and principles. Truth appears in a simple form and writes by hand my 
heart with m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theory in the new era needs to “take off from dusk” at 
the right time. However, “understanding the past with the past, understanding the present with 
the present, linking the past with the present, and connecting China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serve as the “heart law” for guiding the local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 and 
conducting academic dialogu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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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昔时中国风，今日中国梦；理论是范畴的先声，实践是规律的先声。按照述、评、论的路径，可掌握《全

球化视域下的中国发展道路研究》的题旨要义：一是书写“中国道路全球化”的机理机制；二是因应新

的选题要求，创设具有马克思主义工作性质的用作分析经济全球化的架构工具，力求研究方法上的创新；

三是以社会主义作为“历史理性的回归”，立足社会主义发展与运行的世界统一，进一步求取新的发展

理念和原理。大道至简，我手写我心，“新时代”的中国理论构建行动亦需要适时地从“黄昏时分”起

飞！然则以古解古，以今解今，古今贯通，中外会通，上述16字应成为指导中国政治经济学本土建构以

及进行中西学术对话的工作“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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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7 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中国人民喜迎党的十九大！它指示了社会主义事业新的发展航程：进

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它开启了伟大的征程，标示一点：以推动

“人的全面发展”为取向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永远在路上。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在

此阶段，践行“四个自信”，全面提升中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发展内涵与文化价值，向世界传播

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总结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发展与实践创新成果，就是一

项非常迫切的任务。毋庸置疑，这是一个时代课题！ 
何谓中国特色？它显然不是“形而上的逻辑”，不是古印度的因明学，更和实用主义“辩学”无关。

在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这一点上，我们需要采取全面出击的“行动”，坚持“道出于

一”和“道出于二”的内在一致性。回顾思想史，“《资本论》第二卷则仍旧是站在国家角度进行的知

识生产。该卷回望‘共同体’和‘社会’，从科学的叙述与现实运动的关系角度对资产阶级本质性的生

产和交换活动予以‘统一国家形式层面的概括’，开显自身存在形态的自我构型，揭露资本对劳动的绝

对统治关系，据以眺望‘生产的国际关系’与‘世界市场和危机’。总而言之，它是以‘研究+叙述’浑

然一体的结构体式开拓大写的资本逻辑，并以此开启以批判为规定的知识理论生产。”然则，“共同体(生
产一般)→社会(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特殊社会形态)→国家→国与国交往的经济关系形态→全球化生产

意味的整体关系模式，即世界市场之生成与运动构造，总之，这就是马克思最初在‘五篇工作计划’中

予以制订的历史辩证法，从思维形式上表达即‘抽象辩证法’和‘具体辩证法’。”[1]当前，全球化视

域下的中国发展道路正面临新的历史辩证法启程之际，“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深入人心，我们需要以此

为契机，深入展开理论和实践的对话，守正而创新，引领“新时代”的中国理论构建行动不断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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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理论是范畴的先声，实践是规律的先声。”[2]道阻且长，行则将至。中国人的国际之路任重道

远，但中国的和平崛起决不可阻挡。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国人的世界和平之旅由古及今，始终充满了

智慧的挑战，这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大国的责任担当和对世界民族的智慧给予。 

2. 《全球化视域下的中国发展道路研究》评议与启示 

由张建君教授所著的《全球化视域下的中国发展道路研究》一书 1 的一个较为成功之处，在于“中

国思路”与“中国方法”之创设；同时该著具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思维的特征，而能基于现实域、

又立足在国际的比较中清楚地说明“本土”与“国际”两大发展主题，将“中国经验”提升为来自中国

发展的“全球化道路的理论”。[3]由此看来，该著系统化的阐述可提炼之处有这么三点： 
第一，首创“中国道路全球化”理论术语，建立“历史进程”与“经济实践”的相辅相成的实体性

联系。一般人认为，中国道路和全球化之间乃是“个别”和“一般”的逻辑关系，其实不然。借助马克

思的工作用语，它应当是从“个别”上到“一般”的实践意味。所谓一般，盖指“总体”规定：既指的

是“实践总体”，也指的是“理论总体”。关于“全球化”，马克思持有的观点一向是：“世界史不是

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如果说社会主义重在建设，那么，世界史则是这一建设

行动的极为重要的载体。资本具有内在的否定性：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然而，中

国道路所体现者中国经济模式对“全球化时代”的应有贡献以及世界命运“却后余生”的力量引领。所

以，中国不可能像霸权国家那样，开辟殖民地和进行商品与资本输出，更不会推销无原则的以引发“金

融危机”为特征目的之经济自由主义，而旨在提供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竞争和发展的崭新模式。 
犹如张教授所言，“中国复兴，最最紧要的就是要坚决抛弃‘中国就是天下’的狭隘理念，认真学

习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始终走在全球化的前列。”中国道路的全球化进程研究的要旨固然

在于：“探讨的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侧重于中国经验、中国视

角和中国策略的研究。”但同时，我们亦必须体认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乃由“中国智慧”推动，所谓：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中国特色的全球化”深层次解决全球共生之生产体式问题。换言

之，它的战略构想乃是：与全球齐飞，包容而非遏制；与周邻共缘，互系而通变。此是合作共赢发展之

道，追求的是“命运共同体”而非霸权利益。所谓“百舸争流式取利之德”在于开放包容的发展的大视

野，在于“修己安人、内圣外王”的知行合一的国际交往主张，在于生生不息的绿色 GDP 观以及全球生

态文明的“天人合一观”。 
一言以蔽之，“中国道路的全球化传播和扩张，取决于中国能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持续健康发展，

全球化是中国不可能绕开的发展挑战和崛起机遇，中国的发展就是要将这种全球化的挑战转化为现代化

的发展机遇，而不是无所作为、甚至放任自由，这就使得中国道路全球化进程的研究要凸显中国模式在

全球化浪潮中发展的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这是一种实践的联结，更是一种人类命运的

有机共同体的联结，从而，它彰显道路的本质规定性。 
第二，以切入“机理”的理论勇气初创“中国道路全球化进程”的分析工具与框架。“中国道路全

球化”是动态的语义，而落笔于“进程”二字。因为“当前的全球化，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是美国利

益全球获得、美国模式全球推广的时代。美国是名符其实的全球霸主，居于全球化进程的主导地位。”

所谓：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然则，中国进程就是一个由“特殊”到“一般”的范

畴，其间充满“道路的辩证法”。“当前，中国的发展道路，在经济理论方面已经拓展了不同于西方市

场经济模式的市场经济理论新认识和转型经济新规律；在制度变革方面已经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制度创新和中国特色的民主框架；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正在形成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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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崭新现代化道路。”全球化让你放眼看世界。 
于是面对这样一个巨型的时间体和空间态，历史和现实的对接必然落实为“复合性的研究方法”，

以致，落实为从逻辑到理论的工作路线图；说细致些，就是以逻辑工具迫近活生生的这个具有复杂性规

定和丰富性形态的“巨型对象”，形成关于“进程”的理论化认知。为此，张教授别具匠心地设计了中

国道路全球化进程的分析工具箱：“所谓专门性的分析工具就是要针对全球化发展的实质性制度安排和

最新发展趋势提出适于全球研究的分析工具。”该著中，张教授集中提出并阐述和运用了两个专门性的

分析工具：一是市场经济制度层次性理论假说，二是财富指数化分析工具。盖因“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历程来看，全球经济秩序的形成最能反映市场经济制度层次性的理论假说”，以及“现代经济的根本特

点就是社会财富的指数化积累”。具体而言，前者能够综括地分析中国模式所面对的全球化复杂性因素，

例如，“在市场经济制度层次性的理论假说中，金融市场是市场经济微观层次制度安排市场体系的重要

构成部分，金融要素既受到微观价格机制的市场化配置，同时又作为市场体系的高级演进形式独立发展，

在中观和宏观层次分别受到企业组织形式的规范和全球金融秩序构建影响，其运行机制和全球化发展具

有很大的独特性，最能反映经济和技术融合成长的特点，又具有政治和文化的价值判断，如果不能对金

融全球化的发展浪潮加以专门性的研究，则很难就中国道路的全球化进程得出有前瞻性、针对性的研究

成果”；后者则有利于显示“不同国家、地区和人群的贫富差距最直接地表现为货币占有指数上的差距，

这种财富占有和积累形式的最大风险就是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这一运行性状与特征，例如根据这个工

具的刻画，可以说，“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一个快速的经济衰退过程，但其破坏程度取决于财富指数化

的虚高程度”，因而，“弥补财富指数的过程，则意味着实体经济长期缓慢的恢复和发展，平衡财富指

数虚高所带来的实体经济缺口，这将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据此形成对全球化“理论总体”的把握，

即它不应当被称之为“美国化”，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化是全人类的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 
这些内容包括：其一，必然认识到，“全球化是基于非零和博弈基础上的帕累托改进”，因此，“借

助全球化的发展机遇，形成全球各国平等合作的对话平台，推动全球国家的包容性发展，这是促进中国

复兴的重要基础。”其二，中国倡导全球合作、全球共享，但强调：“制度效率源自不同的发展道路及

文化积累特征。”其三是必须强调“制度是个复杂问题”，因此，它关切于“参与国际分工的强度导致

合作模式的可行性”，而“发展模式的成功源自嵌入全球化的阶段性进程”。其四是认识到全球化就制

度而言，整体经历了“市场经济制度全球化”到“金融全球化制度形成”的发展阶段，因此，“中国道

路正是经历了这样复杂的正、反、合发展历程，具有非常深邃的实践内涵值得深入探讨。”最后是肯定

“全球化发展依旧是崭新的道路”，因为“全球化的最大真理，就是共同发展。”但也需要认识到，“全

球化机遇与危机同时并存”(重要的不足点是“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缺乏成功范例”)，为此需要深入研究

“全球化浪潮中的各种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全球化浪潮中的模式兴起与危机冲击”等等发展现象，形

成对“经济模式是逻辑的母体”的通透性认识。 
总而言之，“一个基本的观点，即全球化是自变量，中国道路是因变量；中国的积极作为，将使得

21 世纪的全球化凸现出中国元素和制度影响，使得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具有典型的东西互动、和谐共享的

发展特征。如果背弃全球化的发展战略，其结果只能落得个孤家寡人、封闭落后的结局。”由此可以肯

定，它的实质应当就是“中国道路全球化进程的理论框架”。 
第三，以社会主义作为“历史理性的回归”，深度把握中国道路全球化在发展进程中的转型升级，

纾解实践难题。张教授以“中国模式”如何应对“大智移云”时代的议题开局，启智醒目，可谓开卷有

益、开卷有理！他以浪漫的笔调写道：“21 世纪，伴随大智 E 云的时代特征，直将宇宙看秭米，使得人

类清晰地看到我们共处一个地球村的世界景象。”“全球化正在以其独特魅力祛除不同国家、不同民族、

不同文化的相互隔膜、猜忌与敌意，推动一个美己之美、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大同世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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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尽管战争、仇杀、恐怖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结盟与背叛仍然在全球上演，但人类最终将走向公平

正义、相亲相爱、和衷共济、共享发展的全球化正道。”这其实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生产力(发展)
维度之所系。人类生产力的豪迈性的发展，使“全球化生产关系”作为现实对象迫近教科书中，成为理

论家、实践家不得不直面的工作规定。 
要之，在当前，“金融全球化的趋势，是中国所需要审慎对待的全球化挑战。中国道路的全球化发

展，既取决于市场经济制度安排的有效创新，也时刻要直面金融全球化的危机冲击。”“金融全球化的

发展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金融自由化，在现代经济中财富指数化积累方面，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事实上为

强者和弱者、富者和贫者提供了不公平的博弈机制和转移通道。”以及在我们急于推进全球化事业时，

又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和尴尬：“全球化，在当前之所以又被称为美国化，不仅仅是因为美国在国际

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超霸地位，而且是因为美国在其民主制度、价值观念等一系列方面的输出；

这都强化了美国攫取全球财富的能力。”因此，当张教授这样说时，是指示了制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生产关系维度”。这自然会引起人们的“许多的困惑”，“如制度的南橘北枳、福利社会的不同绩效、

财富指数化现象的社会威胁……”等等。冷静观察事实，仍然需要借助对国别的“宏观细审”，立足方

法创新，推进研究方法的本真化与综合化，于是有了对诸多模式立足经验比较研究基础上的甄别与对话。 
结论是，放眼“全球化”的发展依然是“有机的”经济与社会转型：多重路径的意蕴在于促成“有

机生产方式”之实践域，这是一种特别的“结构蕴涵”，从而，有了“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到“中

国道路”的术语转换。显然，这是学术规范的中国元素的不断纳入，是有中国参与的全球“学术坐标系”

的研究升级。于此语境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为“实践的姿态”出场，包括国家创新体系、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以及“建立国家主导的中国特色金融体系”、“造就内源经济的新发

展主义道路”、“推动中国特色的共享式全球化道路”等等，这些内容无不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

方面的特征，无不体现了“讲好中国故事”的大国实践与大国担当。 
总之，这是一个“与全球化共舞”的时代，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需要“横空出世，莽昆仑，阅

尽人间春色”，全球化“乱云飞渡”仍从容；中国通过坚定地走开放发展与变革求新的道路，必将能够

获得各国的尊重与世界的认同！关键是认识到：“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并非众国中的一国。因此，

直到 19 世纪，中国人民没有必要作为一个单位在国际事务中进行活动。他们是带着世界主义的传统而进

入现代的。”这种传统对于世界的将来终会有所贡献，这是社会主义的贡献，也必将是中国的贡献，因

为中国人的胸怀从来都是：“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

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最后，说一点方法论上的思考。大国须有理论。从新时代、全球化的实践中提炼理论，这是引领、

指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又一个“大国重器”。然则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业已有效连接

了中国和世界 2，连通了中国生产和物流的每一个角落(包括乡村乡镇)和世界大市场，它将有可能使世界

真正成为“新地球村”。一句话，“一带一路”不仅存在于国家领导人的倡议里，存在于国家的外交政

策里，存在于大公司的战略里，存在于学者的课题研究里头，而且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早就

融入了千千万万的普通民间先行者追求美好生活和个人全面发展的能力提升的实践中；很显然，只有这

样的“一带一路”，才配得上是扎根大地和人民，拥有强大生命力(规定)的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赵
月枝语)。 

3. 结论与展望——以“全球化思维”引领中国发展道路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这是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继续发展的基本前

 

 

2不仅是“今”的意义，也是“古”的意义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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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然则本土化行动、全球性思维、全球化思维，是三个渐进的行动思考方式，是经济外交中不可不察

的一项优先事项，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行动推进合作共赢的开放体系建设，积极参与全球治

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内在其中的研究事项。同时也需要认识到，在全球化浪潮与社会主义发展低谷双重

因素的作用下，经济外交在经验与理论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为求取本土和世界的贯通关系，需要以中

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工作境界因应之，特别强调唯物史观及其中国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

是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探索。要之，经济外交影响因素中的权力、观念与利益总是交织互动的，

涉及诸多分析性视角，除开马克思主义，诸如经济民族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建构主义等等亦被涉

及。例如在观察全球化时又不能犯“近视眼”的错误，不要以为经济全球化只是各国经济之间的联系，

而应当把国际垄断资本集团主导、操作的经济全球化同美国的“政治民主化”乃至“全球资本霸权战略”

和“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紧密联系起来，关切地缘政治的动向和若干地域性文化的最新进展。经济外

交同时是政治外交和文化外交，必须善用“中国辩证法”，强调整体的有机交往主义；即是说，在经济

外交领域，政治力量、生产力量与财富之间、物质与观念、利益与道德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与转化，

各种结构形式和力量具有矛盾与斗争的进程关系，具有必然性的有机体联系规定。须知中国业已跨入新

时代社会主义“大国外交”时期，是以天人合一的战略思维走入“西方资本论”场域内，这时候就必须

把多态的经济学理念和多态工作方法运用起来，发挥中华智慧学的特有优势，以全面拒绝与抵制资产阶

级普世价值观的种种不良影响。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国从‘天下主义’走向‘世界主义’的历史和文化架构彻底击破了

西方普世价值观。”[2]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突出的世界问题是，贸易保护主义、

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不断抬头。全球归心，再自绝于全球化世界，就是保守主义，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旗帜不能丢。“峰回路转，有人说 2018 年是注定要被铭记的一年，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悄然

开启了‘抗美’时代。2019 年中国更是在吐故纳新中扬帆起航。然则总书记称之为‘机遇与挑战’并存

并进的规定是，‘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

相互激荡’”[2]。 
在这一时代语境中重新思考“什么是全球化”，将它界定为理论与实践的复合工作规定，乃是“新

时代”语境的内在要求。“全球化不仅仅是要描述这个世界，而且还志在改造这个世界。”重新审视全

球化的内涵特质，则意味着“中国道路的新推进”，需要新的民族工作理念、新的经济文化观和新的社

会历史视角的引入，并在“双向研究视野”中把握它的发展逻辑的展开。这使得我们必然要寻找新的“全

球化概念”，用以解决中国道路深层构境的问题。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伟大中国梦，必须克服对于西方世界

的路径依赖，避免发展陷阱，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为此，需要以“全球化”的科学思维，以问题意识和

提升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为导向，看待国际工作；在分析国际问题时，既要坚持两点论，又要坚持重点

论，将全球化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对接起来，不断强化战略思考能力，以

历史思维和辩证思维充实全球化思考，增强底线思维能力，应对诸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事件。亦即，

“提高底线思维能力，就是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宁可把形式想得更复杂一点，把挑战看得更严

峻一些，做好应付最坏局面的思想准备。”[4]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新时代孕育新思想，

新思想指导新实践。昔时中国风，今日中国梦，今日中国梦必将迎来更为强劲之时代中国风，藉以引领

历史潮流和世界风。然则，我们认为张建君教授的专著比较好地解决了上述难题。 
中国是信仰“天人合一”的国度。从天人合一到万有相通，从天人合一到知行合一，中国的理论从

来都是实践状态的。惟日孜孜，无敢逸豫，中国人以努力的姿态一直向前；从而，这是保证中国同时是

“开放的国度”的文明基础和道德化的制度条件。最终结论是，经由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民的全体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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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与世界高度依存、共同发展，中国与世界确已形成紧密联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然则需要深

层次地思考中西发展道路和文化的学术互融以及一体化议题，适时地由“以西解中”转向“以中解西”。

“关键是如何把握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发生学和系统发生学。用一劳永逸的‘一般历史哲学’是永远也

得不到正确答案的。”“必须审视‘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在批判工作中的重大意蕴。”“行动议程包括：

(1) 突破单一路线的批判研究，实现‘主客体批判’并举；(2) 以总体研究方法和思维把握‘身份二重性’

与‘劳动二重性’之历史共生；(3) 以‘贯通’之法形成对产品和商品经济形态‘相互拱卫’之全方位、

系统研究；(4) 以《资本论》为‘体’践行和弘扬‘中国行动规定’，强调‘主体批判’的工作领衔为中

华体系所独有，等等。”[5]其中尤为关切之处是，“《资本论》实现了以批判为‘学科方法’对社会发

展理论的宏构，以致能够以发展为批判的工作指向性将‘批判’设定为发展规定之中心内容，奠基大写

字母之‘批判科学’方法论。”对这一点，必须予以承认。然则，“大道至简，我手写我心，‘新时代’

的中国理论构建行动亦需要适时地从‘黄昏时分’起飞！”[5]为此，必须从行动主义开始，坚决拒绝学

术神秘主义。“以古解古，以今解今，古今贯通，中外会通”16 字应成为指导中国政治经济学本土建构

以及进行中西学术对话的工作“心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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