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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目的是帮助读者认识全球化的意义。 

 全球化现象涉及很广范围，包括经济、政治、地理、城市学、管理、国际关系、环

境生态、教育、传理学、法律、文化、宗教等。本系列文章只是集中于与宣教有最接近关

系的范围，特别是文化和宗教。 

 全球化可以有不同层面的意思。全球状况（globality）是现今世界的情况，全球化

（globalization）是过程，全球化主义（globalism）是意识形态，可以是赞成或反对。1很

多文章书本是针对全球化主义，对全球化的认识没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本系列文章集中于

全球化的过程。 

全球化的理论 

 全球化理论的发展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

全球化这名词开始流行。当时的学者主要从经济角度来看全球化，提出超全球化理论 

(hyper-globalism)。在这理论中，全球化是有实质，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经济。在现世代国

家经济成为不重要，甚至不存在，被全球经济取代。金融可以急速随意的跨国界流动，企



业变为跨国企业，不受国家限制。全球经济成为开放和整合。不单经济，文化与政治也有

这样的情况，全球取代国家成为经济、主权和身份的根基。2因为这样，全球化带来社会

的时间空间一个基本的转变，并且这转变的剧烈性动摇了古典社会学的根基，带来新的社

会学。3 

 很多学者批判超全球化理论，带来第二阶段。超全球化理论是本质化全球化，违背

了社会学的建构论，4并且没有足够的证据，而所谓证据其实在人类历史已出现过。他们

认为国家在国际性关系上仍然有很重要的角色，全球化只不过是国际化，没有取代国家的

角色。所谓时间空间的基本转变没有带来新的社会学，仍然是在古典社会学的范围内。5

而且全球化也带来反全球化运动与意识形态。62008年的全球经济大衰退引发紧缩政策、

福利瓦解、国界增强、权威领袖、单边主义和民粹主义等现象，都是反全球化的，而九十

年代兴旺的全球化组织，例如国际刑事法庭、联合国、欧盟等都走下波，越来越没有影响

力了。7 

 第三阶段是现在后批判阶段。全球化是可以辨证真假的话语 (discourse)，没有历史

必然性，没有本质，是社会建构出来，但是可以藉着实质表现出来，例如如果政府接受全

球化观念，定下劳工政策来应付，便对劳工有重要的实质影响。8另一方面，全球化的话

语可以对社会个人有强大影响力，虽然未到转化的情况。9  

全球化的意思 

全球化的独特性是什么？为什么不称为国际化？舒尔特 (Scholte) 说全球化不单是

国际化 (internationalization)、普世化 (universalization)、自由化 (liberalization) 或西方化 



（Westernization)，而是泛地球的关系（transplanetary relations）和超越地域性

（supraterritoriality）。10泛地球的关系是指跨越地理界线（例如国界）的关系，例如普世

的金融中心像纽约、伦敦、东京、香港的金融关系是跨越国界的。但是这些关系并没有否

定界线的存在，还未能凸显全球化的特点，因为以前人类历史中也有发生。凸显全球化的

是超越地域性。地域一定有界线，在超越地域性里界线不再存在，社会空间不再受地域界

线限制，甚至不受时间限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行为和形式不存在于地域，而存在

于超越地域的空间。例如金融交易、人口迁移与互联网是存在于超越地域的空间，地域界

线再没有作用。11 

 这个定义是宏观的指出全球化的特点，全球化现象是超越国际组织（例如联合

国），所以在本质上可以从其他系统分别出来。但是这从超全球化理论出来的本质论有还

未解答的问题，例如这概念是否违背了社会学的建构论，与全球化现象是否只是我们的意

识而不是有实质的存在。12并且所举的例子都可以属于泛地球的关系而不一定是超越地域

性的例子。13 

因为这样，这几年内学者不再尝试立宏观的定义，而是用中层的定义，就是全球化

包含什么在国家内和横跨国家的规范、期待和制度网络。14由此全球化有以下特征: 

一. 联系性 (interconnedness) 

 全球化使全球联系起来。这些联系好像水流一样，可大可小的随处流溢。这些联系

的领域包括钱财、人、科技、思想等。15 



 这些联系不断的增强，联系速度不断的增快，带来越来越大的影响。因为这水流是

横跨国界，国界是越来越模糊不重要了。16有些人甚至提出国界再没有作用，现在是无国

境的世界。这个是极端的立场，也不符合现实，因为国家仍然有很重要的角色影响，17并

且世界各处都有发生反全球化运动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另一方面国界的模糊是不可否定

的。因为传统的社会学是以国家为研究单位，全球化也因此带来社会学很大的冲击。传统

宣教学也是以国家或民族为单位，全球化因此也带来宣教学很大冲击。18  

二. 压缩性 (compression) 

 吉登斯 (Giddens)给全球化的定义是加强联系远距离地方的社会关系成为世界性关

系，使远距离地方的事情塑造一个地区的事件。19这定义表示出全球化的压缩性，地域的

距离越来越不重要了。 

哈维 (Harvey)指出不单空间受压缩，时间也受压缩。工业社会带来大量生产，每天

有定额的生产。现在后工业社会着重快速生产，科技的发展、资讯传达的快速、运输的发

达都是快速生产的有利因素。这样时间的观念被压缩了，但压缩的后果是悬空快逝的情况

和感觉。产品、技术、生产过程、意识形态、价值与习惯都是瞬息万变，使人无所适从，

有无根缺乏安全的感觉。20 

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压缩，社会关系也受压缩了。人际关系变为短暂，随时消逝，没

有留恋。21 

三. 转化性 (transformation) 



 因为时间、空间与社会关系的压缩，社会组织和架构也被转化。以前社会的认识是

以国家或民族为单位，全球化的后果是虽然国家或民族仍然是重要单位，但不再是唯一重

要单位，认识社会要考虑大区域甚至全球的影响。22 

不单如此，全球化带来很多人意识的转化，全球化不单联系经济、政治、文化等领

域，并且使人类高度意识到全球的联系，也意识到以国家或地理来成立的经济观、政治观

等是有限制的。23因此越来越多人采取世界性观念 (cosmopolitanism)，意识到要以整人类

的关系来理解人际关系。 

四. 液体性 (liquidity) 

 现在全世界里人、物、资讯、甚至地方都不停的移动（地方移动是指一个地方的形

式例如快餐店被复制于其他地方），并且是不可预测和多方向的移动。24这移动就像液体

一样，没有定型，随时转变。当然不同事物有不同流动速度，资讯传递的流动速度是很

快，人和地方的速度则比较慢。虽然如此，所有事物的流动速度都快过以前很多。25 

五. 复杂性 (complexity) 

 全球的联系，加上领域的快速流动，带来一个复杂的世界。这复杂的世界有系统

性，好像一个帝国。26但是与国家性的系统不同，有以下特征： 

1. 非线性因果 (non-linearity) 

 在一个有线性因果的系统里，如果某些因素带来某些后果，倍增这些因素便带来倍

增的后果。因此可以预测会发生什么事情，也由此可以控制环境社会，管理世界。在非线

性因果的系统里，这情况未必发生，倍增因素可能带来远超一倍的后果，或者同一个因素



会带来不同的后果。27在现实的世界里，特别在全球化的社会现象中，线性因果通常不发

生，而是非线性复杂的因果关系。28在天气预测中就有所谓蝴蝶效应，29小小的转变就可

能带来大后果。近代的历史中就发生了柏林围墙的破毁、铁幕国家的瓦解、9/11事件等，

都是很突然发生，并且是大事件。9/11事件不单显露出非预测性，并且显露世界缺乏秩

序，少数弱者可以对强者报复。这些都是非线性因果的显现。30 

 复杂性最能够解释全球化带来的复杂的联系、混合的生活方式、与全球运动的流动

性，没有统一领袖却有联系网络，没有系统中心却不是混乱。31 

2. 不平衡 

 平衡的系统不是停顿的，而是有回复原先状态的倾向。复杂的系统是不平衡的，倾

向演变的。32这解释为什么社会系统有秩序也有混乱，在这两张力中演变。 

 

3. 吸引因素 (attractor) 

 在线性系统里可以预测在转变中什么时候会有什么后果。在混乱 (chaos)里没有人

可以预测会发生的事情。在复杂的系统里，虽然不可以预测什么时候会有什么后果，但是

会发生的事情是可以知道的不同情况之一。这样虽然不可以准确预测，但仍然可以为所有

可能发生的情况作准备。33 

 

 能够知道这些不同的情况，是因为吸引因素的存在。一个动力系统在演变时，如果

经过一些阶段而停留下来，这就是吸引因素带来的后果。例如气温调整系统，调教的气温

温度成为吸引因素。这些温度不是准确的一点，而是一个临界范围，达到了负面回馈便会



启动，停止喷出空气。另外例子是当水温升到一个临界范围，便变为气体。又如农业社会

变为工业社会。在这些例子的转变里，原因与后果不是成正比例的，不是线性因果的。34 

 

 到了临界范围，有很多回馈启动，他们互相的关系是很复杂和非线性，因此不能准

确预测。在全球化的过程里，一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可能令另外地方达到临界范围，因而

有大转变。35虽然不可以知道临界点，但是可以知道达到后会变为什么，所以在混乱中仍

有一些秩序，可以准备。 

 

天涯与咫尺 (glocalization) 

 要认识全球化，不可以忽略地方的因素。罗拔臣 (Robertson) 因此提出了天涯与咫

尺 (glocalization) 的概念。全球化和地方化 (localization)不是互相排斥，全球化带来地方

化，也被地方化影响。两者是相互影响，全球化包含地方化成分，地方化也包含全球化成

分。36下期将会更详细讨论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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