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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学》

内容概要

《全球学》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人为本、人人共享的新的理论高度，对全球化做了本质规定和方
向判断，从而对解决什么是全球化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做了有益的探索。在分析了全球化理论流派、发
展历史、科技、经济、文化、政治、问题、治理、价值、道路等各方面的内容之后，第一次创立了全
球学这门新学科，提出了18个方面的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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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国强，公务员，研究生学历，业余理论工作者，贵州大学客座教授、贵州师范大学客座教授、
贵州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被业内人士称为“业余理论家”、　“循环经济第一人”。　　其主编
、合著、专著的理论著述主要有《城市街道工作纲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l989年8月出版）、《城
市街道财政理论与实践》（中国财经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二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生态工业：原理与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
）、《循环经济的新范式》（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等等，部分成果获得相关奖项。　　在
国家级和省级报刊上发表过数百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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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全球统治与全球治理
第二节 全球治理的起因与本质
第三节 全球治理的普世价值
第四节 全球治理的条件与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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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全球治理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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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加强全球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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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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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全球化问题　　第一节　全球贫富分化问题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给全球带来最大威
胁的问题就是发展的极不平衡以及所带来的贫富极为悬殊，两极绝对分化、财富分配极不平等的问题
。全球化是在一种分配极为不平等的过程中出现的，这种不平衡的后果是两极分化。极少数国家获利
，而多数国家和社会集团受损失被挤到了边缘。所以，全球化、两极分化、财富集中化和穷人边缘化
彼此联系在同一过程中。不仅如此，在应对债务与危机的结构调整中，更是出现了“新贫困者”。他
们是由错误的经济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紧缩计划造成的破产和落伍的中产阶级。尤其妇女的边缘化更
为严重。两极分化及新贫困化的问题是全球一切动乱、危机、暴动、冲突、战争等一切政治、社会、
文化问题的总根源。几乎所有的研究机构、官方机构和数据实证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问题。根据
联合国的统计和划分，最不发达国从1971年至2006年，已经由25个增加到50个，而走出最不发达国家
行列的只有一个国家——博茨瓦纳。而穷国则达到l05个，占联合国成员国的50％以上。同样的时期内
，全世界每人每天生活费不足l美元的穷人从7．5亿人增加到9．5亿人，而每人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
的穷人则达到l5亿人。因此，如果全球仍然是在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绝对方式，在剥削和以广大发展
中国家的贫困为代价来增加财富的话，那么，这个世界是永远不会安宁的。因此如何用社会主义的价
值观及制度来安排使全球财富得以公平分配，以缩小差距、减少分化，如何共同面对危机，坚持“能
力原则”来承担责任，共渡难关，让全人类都能共同发展，共享发展的成果，这是全球化所必须面对
和解决的头号全球问题。很明显，只有富国俱乐部的发达国家采取主动行动，履行自己援助和支持发
展中国家的责任；只有发展中国家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加快发展，增加财富；只有建立起公正合理的
全球经济新秩序才能逐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全球化要解决的不仅是如何加快发展和增加财
富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如何公平公正地获取和分配财富的问题。否则，贫富对立超过一定的限度
，导致全球经济毁于一旦，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任何人都得不到任何东西。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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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自从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发表以来，“文明冲突”理论就受到了很大的关
注，由于文化和宗教的原因，形成的非意识形态的文明和文化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它将决定这世界
未来的走向。这种理论看上去似乎一种悲观、危险的论调，但如果从历史和实际来看，许多实际现象
又印证着这一理论的合理性。人类文明的成长史几乎是伴随着战争和冲突史而发展的，这是历史事实
，不承认这一点，等于是掩耳盗铃。但这一现象决定不了历史发展的主流。冲突和战争是一种例外，
是一种表象和怪胎，而共同协作和融合则是发展的主流。尤其是在现今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趋势下，各
种文化和文明交流和融合的机会越来越多，互相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这将不断从整体上提升人类文
明的水平和高度。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都是对这一潮流的反
动。事实上是，绝大多数冲突都是由文化霸权主义所引起的。如果真正做到和而不同，各种文化和文
明并行发展，取长补短，互利共生，将会是一个共赢的美好局面。孙国强的《全球学》一书致力于构
建一个全球视野的全球学体系，对待文明的冲突，他提出了以下几个原则，值得我们借鉴。首先是互
相尊重和包容原则。任何一种文明都有其产生的背景和传统，也有其自身的客观特点，我们应该认识
到，文明之间的差异不是壁垒，而是互相对话的基础。无论文明发展历史的长短，人数的多寡，它都
是人类文明宝库的有机组成部分，学会互相尊重和包容是最起码的前提。其次是互相学习交流。任何
文明都有其不同于他文明的内在特点和核心价值，任何冲突和争论都来自于对他文化的误解和偏见，
只有加强学习和对话，在对话中尽可能地去了解对方，求同存异，最终才能消除误会和争端。再次，
寻找和确定共同的价值原则。普世价值的寻求是现代学者共同努力的目标，因为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
有着共同的利益基础，在此基础上就会有共同的价值根基。确立了共同的价值基础和普世原则，其他
任何问题原则都可以在这一指导性的前提下得到解决。第四，要“兼容并包法”文明，不要“割裂狭
隘法”文明。第五，文化的问题必须要在文化的范围内解决。应积极多途径地寻求在文化范围内解决
合作和冲突的方式，武力和强权只能加深冲突的程度，而不能促使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未来世界
将向何方发展，我们拭目以待。
2、孙国强的《全球学》一书以恢宏的篇幅、缜密的体系、广阔的视角，勾勒出了一个“全球学”的
理论体系框架，作者在书中表现出了一种大气和高远的立场，透露出了一种为国为民、忧国忧民的知
识分子情怀。读完全书，受益匪浅。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科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与人、
群体与群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越来越紧密，世界正逐步变成一个“地球村”，“全
球化”成为一个使用最频繁、热度最高的概念。正是由于热度高，关注的人多，所以才出现了众口难
辨的局面。事实上，关于什么是“全球化”，它具体包含哪几个方面的内容，以及如何实现“全球化
”，现实世界中对实现“全球化”构成的障碍有哪些方面，等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关心这一问题的
人士、学者所必须面对的。“全球化”是一个大概念，是关于未来社会、世界发展的一种构想和预测
，既然带有一定的未来性，那么它就必然会有不确定性和猜测性，这也正是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争论
的原因所在。全球化又是一个体系庞杂的系统概念，它是一种关于未来社会总体蓝图的概括，必然要
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价值、教育等。对于任何一个系统理论来讲
，其中最基础和前提的问题，是对于核心概念的定义和解释，因为对核心概念的定义决定着其他方面
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正如对于全球化问题，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关于全球化内涵的解释。在《全球学
》中，作者讲到，全球学的研究目的就是立足于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实现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
的发展。全球学的本质、主题、规律可以用16个字来概括——和平、合作、改革、发展、共享、进步
、和谐、文明。全球化的过程势必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都牵涉其中，而不是某一个方面、某一个领
域的“全球化”，是作为人类“类”的生存和发展。书中概括、评析了九种关于全球化概念的优缺点
，它们分别是：科学主义技术的全球化，一元中心主义的全球化，全球化改革及替代主义，全球化反
对主义，全球化问题与治理主义，全球化指数体系的统计主义，全球化的历史主义，全球化三种力量
的分析理论，综合分析全球化前景的理论。每一种理论都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着力点，都有着某一
方面的积极意义。作者进而指出，之所以会造成这种概念上的混乱，一方面是因为全球化进程过程本
身复杂，另一方面是学者的研究又往往从自身的学科出发，主观化概括全球化认识，形成杂乱无序的
标签。事实证明，从以往单一学科的角度出发定义研究全球化都是片面的，而必须以一种新的高度、
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综合学科的角度出发，才能求得这一问题全面合理的解释。这也正是作者试图努
力的方向——创立全球学的尝试。作者给全球化的定义是这样表述的：全球化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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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全新的、性质完全不同的历史状态和趋势，在新的多元化和全球问题的基础上，产生出了人类社会
的共同利益。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也包含其中。我们必须以全球合作进步的全球治理为手段，正确处
理和解决多元化与传统一元化之间的矛盾及全球问题，促进多元主体在相互竞争的基础上推进合作共
赢、人人共享、民主平等、社会和谐。通过全球改革走向共同化，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全球政治经济新
秩序，实现全人类社会的共同和平、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同文明和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
是一个充满了斗争、曲折、复杂和风险以及希望的漫长的历史转型过程，它仅仅是开始。全球化的目
的就是为了把人塑造成“全球人”，进而成为“自由人”，全球化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
全面发展，它的出发点是人，目的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切优秀成果人人可以共享。当然这个过程一直漫
长曲折的过程，虽然现在实现全球化的条件已初见端倪，但阻碍因素还有很多，但这并不妨碍学者理
论的眼光和深度。理论并不就是完完全全的现实，理论的价值在于对现实的解释和批判，在于指明一
个方向。社会需要理想，正如人需要梦想一样。理想的价值在于给予我们光明，指引我们前行。但愿
《全球学》能带给我们光明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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