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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目的是幫助讀者認識全球化的意義。 

 全球化現象涉及很廣範圍，包括經濟、政治、地理、城市學、管理、國際關係、環

境生態、教育、傳理學、法律、文化、宗教等。本系列文章只是集中於與宣教有最接近關

係的範圍，特別是文化和宗教。 

 全球化可以有不同層面的意思。全球狀況（globality）是現今世界的情況，全球化

（globalization）是過程，全球化主義（globalism）是意識形態，可以是贊成或反對。 很

多文章書本是針對全球化主義，對全球化的認識沒有很大的幫助，所以本系列文章集中於

全球化的過程。 

 

全球化的理論 

 全球化理論的發展經過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

全球化這名詞開始流行。當時的學者主要從經濟角度來看全球化，提出超全球化理論 



(hyper-globalism)。在這理論中，全球化是有實質，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經濟。在現世代國

家經濟成為不重要，甚至不存在，被全球經濟取代。金融可以急速隨意的跨國界流動，企

業變為跨國企業，不受國家限制。全球經濟成為開放和整合。不單經濟，文化與政治也有

這樣的情況，全球取代國家成為經濟、主權和身份的根基。 因為這樣，全球化帶來社會

的時間空間一個基本的轉變，並且這轉變的劇烈性動搖了古典社會學的根基，帶來新的社

會學。1 

 很多學者批判超全球化理論，帶來第二階段。超全球化理論是本質化全球化，違背

了社會學的建構論，2並且沒有足夠的證據，而所謂證據其實在人類歷史已出現過。他們

認為國家在國際性關係上仍然有很重要的角色，全球化只不過是國際化，沒有取代國家的

角色。所謂時間空間的基本轉變沒有帶來新的社會學，仍然是在古典社會學的範圍內。3

而且全球化也帶來反全球化運動與意識形態。42008年的全球經濟大衰退引發緊縮政策、

福利瓦解、國界增強、權威領袖、單邊主義和民粹主義等現象，都是反全球化的，而九十

年代興旺的全球化組織，例如國際刑事法庭、聯合國、歐盟等都走下波，越來越沒有影響

力了。5 

 第三階段是現在後批判階段。全球化是可以辨證真假的話語 (discourse)，沒有歷史

必然性，沒有本質，是社會建構出來，但是可以藉著實質表現出來，例如如果政府接受全

球化觀念，定下勞工政策來應付，便對勞工有重要的實質影響。6另一方面，全球化的話

語可以對社會個人有強大影響力，雖然未到轉化的情況。7  

全球化的意思 



全球化的獨特性是什麼？為什麼不稱為國際化？舒爾特 (Scholte) 說全球化不單是

國際化 (internationalization)、普世化 (universalization)、自由化 (liberalization) 或西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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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raterritoriality）。8泛地球的關係是指跨越地理界線（例如國界）的關係，例如普世

的金融中心像紐約、倫敦、東京、香港的金融關係是跨越國界的。但是這些關係並沒有否

定界線的存在，還未能凸顯全球化的特點，因為以前人類歷史中也有發生。凸顯全球化的

是超越地域性。地域一定有界線，在超越地域性里界線不再存在，社會空間不再受地域界

線限制，甚至不受時間限制。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行為和形式不存在於地域，而存在

於超越地域的空間。例如金融交易、人口遷移與互聯網是存在於超越地域的空間，地域界

線再沒有作用。9 

 這個定義是宏觀的指出全球化的特點，全球化現象是超越國際組織（例如聯合

國），所以在本質上可以從其他系統分別出來。但是這從超全球化理論出來的本質論有還

未解答的問題，例如這概念是否違背了社會學的建構論，與全球化現象是否只是我們的意

識而不是有實質的存在。10並且所舉的例子都可以屬於泛地球的關係而不一定是超越地域

性的例子。11 

因為這樣，這幾年內學者不再嘗試立宏觀的定義，而是用中層的定義，就是全球化包含什

麼在國家內和橫跨國家的規範、期待和制度網絡。12由此全球化有以下特徵: 

一. 聯繫性 (interconnedness) 

 全球化使全球聯繫起來。這些聯繫好像水流一樣，可大可小的隨處流溢。這些聯繫

的領域包括錢財、人、科技、思想等。13 



 這些聯繫不斷的增強，聯繫速度不斷的增快，帶來越來越大的影響。因為這水流是

橫跨國界，國界是越來越模糊不重要了。14有些人甚至提出國界再沒有作用，現在是無國

境的世界。這個是極端的立場，也不符合現實，因為國家仍然有很重要的角色影響，15並

且世界各處都有發生反全球化運動和民族主義的興起。另一方面國界的模糊是不可否定

的。因為傳統的社會學是以國家為研究單位，全球化也因此帶來社會學很大的衝擊。傳統

宣教學也是以國家或民族為單位，全球化因此也帶來宣教學很大衝擊。16  

二. 壓縮性 (compression) 

 吉登斯 (Giddens)給全球化的定義是加強聯繫遠距離地方的社會關係成為世

界性關係，使遠距離地方的事情塑造一個地區的事件。17這定義表示出全球化的壓縮性，

地域的距離越來越不重要了。 

哈維 (Harvey)指出不單空間受壓縮，時間也受壓縮。工業社會帶來大量生產，每天

有定額的生產。現在後工業社會著重快速生產，科技的發展、資訊傳達的快速、運輸的發

達都是快速生產的有利因素。這樣時間的觀念被壓縮了，但壓縮的後果是懸空快逝的情況

和感覺。產品、技術、生產過程、意識形態、價值與習慣都是瞬息萬變，使人無所適從，

有無根缺乏安全的感覺。18 

隨著時間和空間的壓縮，社會關係也受壓縮了。人際關係變為短暫，隨時消逝，沒

有留戀。19 

三. 轉化性 (transformation) 



 因為時間、空間與社會關係的壓縮，社會組織和架構也被轉化。以前社會的認識是

以國家或民族為單位，全球化的後果是雖然國家或民族仍然是重要單位，但不再是唯一重

要單位，認識社會要考慮大區域甚至全球的影響。20 

不單如此，全球化帶來很多人意識的轉化，全球化不單聯繫經濟、政治、文化等領

域，並且使人類高度意識到全球的聯繫，也意識到以國家或地理來成立的經濟觀、政治觀

等是有限制的。21因此越來越多人採取世界性觀念 (cosmopolitanism)，意識到要以整人類

的關係來理解人際關係。 

四. 液體性 (liquidity) 

 現在全世界里人、物、資訊、甚至地方都不停的移動（地方移動是指一個地方的形

式例如快餐店被複製於其他地方），並且是不可預測和多方向的移動。22這移動就像液體

一樣，沒有定型，隨時轉變。當然不同事物有不同流動速度，資訊傳遞的流動速度是很

快，人和地方的速度則比較慢。雖然如此，所有事物的流動速度都快過以前很多。23 

五. 複雜性 (complexity) 

 全球的聯繫，加上領域的快速流動，帶來一個複雜的世界。這複雜的世界有系統

性，好像一個帝國。24但是與國家性的系統不同，有以下特徵： 

1. 非線性因果 (non-linearity) 

 在一個有線性因果的系統里，如果某些因素帶來某些後果，倍增這些因素便帶來倍

增的後果。因此可以預測會發生什麼事情，也由此可以控制環境社會，管理世界。在非線

性因果的系統里，這情況未必發生，倍增因素可能帶來遠超一倍的後果，或者同一個因素



會帶來不同的後果。25在現實的世界里，特別在全球化的社會現象中，線性因果通常不發

生，而是非線性複雜的因果關係。26在天氣預測中就有所謂蝴蝶效應，27小小的轉變就可

能帶來大後果。近代的歷史中就發生了柏林圍牆的破毀、鐵幕國家的瓦解、9/11事件等，

都是很突然發生，並且是大事件。9/11事件不單顯露出非預測性，並且顯露世界缺乏秩

序，少數弱者可以對強者報復。這些都是非線性因果的顯現。28 

 複雜性最能夠解釋全球化帶來的複雜的聯繫、混合的生活方式、與全球運動的流動

性，沒有統一領袖卻有聯繫網絡，沒有系統中心卻不是混亂。29 

2. 不平衡 

 平衡的系統不是停頓的，而是有回復原先狀態的傾向。複雜的系統是不平衡的，傾

向演變的。30這解釋為什麼社會系統有秩序也有混亂，在這兩張力中演變。 

 

3. 吸引因素 (attractor) 

 在線性系統里可以預測在轉變中什麼時候會有什麼後果。在混亂 (chaos)里沒有人

可以預測會發生的事情。在複雜的系統里，雖然不可以預測什麼時候會有什麼後果，但是

會發生的事情是可以知道的不同情況之一。這樣雖然不可以準確預測，但仍然可以為所有

可能發生的情況作準備。31 

 

 能夠知道這些不同的情況，是因為吸引因素的存在。一個動力系統在演變時，如果

經過一些階段而停留下來，這就是吸引因素帶來的後果。例如氣溫調整系統，調教的氣溫

溫度成為吸引因素。這些溫度不是準確的一點，而是一個臨界範圍，達到了負面回饋便會



啓動，停止噴出空氣。另外例子是當水溫升到一個臨界範圍，便變為氣體。又如農業社會

變為工業社會。在這些例子的轉變里，原因與後果不是成正比例的，不是線性因果的。32 

 

 到了臨界範圍，有很多回饋啓動，他們互相的關係是很複雜和非線性，因此不能準

確預測。在全球化的過程里，一個地方所發生的事情可能令另外地方達到臨界範圍，因而

有大轉變。33雖然不可以知道臨界點，但是可以知道達到後會變為什麼，所以在混亂中仍

有一些秩序，可以準備。 

 

 

天涯與咫尺 (glocalization) 

 要認識全球化，不可以忽略地方的因素。羅拔臣 (Robertson) 因此提出了天涯與咫

尺 (glocalization) 的概念。全球化和地方化 (localization)不是互相排斥，全球化帶來地方

化，也被地方化影響。兩者是相互影響，全球化包含地方化成分，地方化也包含全球化成

分。34下期將會更詳細討論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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