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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全球中国对话—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经验教训与其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比较
GCD I: The experience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一  活动简介

全球中国对话是一项系列活动，旨在从跨学科的和比较的视野，通过华人和非华人

学者、专家、专业人士、从业者以及感兴趣的者们的公共对话和讨论，提高 公众对当前

全球事务和共同感兴趣的话题的理解。每次活动将由一组专家，表达他们的观点和参与

活动，并与在场所有参与者进行互动，寓教育和启迪于娱乐之中。 除了大专院校、研究

部门和专业智库之外，全球中国对话/论坛也将与中国和其他国家政府、国际组织、媒

体和出版单位等密切合作，长期跟踪全球热点话题，在世 界各国举办论坛，为中国和华

人参与全球治理、推进全球公共利益等提供了一个平台。

二  组织架构

主办单位

• 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

• 全球青年企业家协会

赞助单位（按拼音顺序）

• 英国教育签证中心

• 英国互动媒体

• 英国全球中华视野智库

• 《中国比较研究》

• 全球中国出版社

       • 中国复旦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心

• 中国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

• 中国浙江传媒学院话语与传播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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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全球中国对话手册，2014年12月17日
Global China Dialogue I Programme, 17 Dec 2014

三  演讲嘉宾

(按拼音顺序)

• 马丁•阿尔布劳教授，英国社科院院士、德国波恩大学高研院院士

• 王斯福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著名中国专家

• 查尔斯•格兰特先生，欧洲改革中心 主任 

• 郭凤志教授，中国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副部长

• 郝斐先生，青年企业家协会 会长，英国UVIC集团 总裁

       • 项晓炜先生，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文化公参

• 薛欣然女士，英籍华人作家、记者，慈善机构“母爱桥”创办者

四  问题与主题

问题

• 中国近代开始的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对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的意义如何？

• 如何比较中国与东南亚、拉丁美洲或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的经历？

• 中国经验如何帮助欧洲及其研究？

•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分享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并协同型塑全球社会？

主题：对话的主题范围从教育、语言文化到政府和政治、移民、家庭、环境、气候变

化、全球公共卫生以及人类安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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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会议议程

主持人：常向群教授 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 会长

开幕词：项晓炜先生，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文化公参

• 全球视野:  马丁•阿尔布劳教授，英国社科院院士、德国波恩大学高研院院士

• 欧洲视野:  查尔斯•格兰特先生，欧洲改革中心 主任  

• 中国学者视野: 郭凤志教授，中国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副部长

• 民间视野:  薛欣然女士，英籍华人作家、记者，慈善机构“母爱桥”创办者

• 专业和从业人士视野: 郝斐先生，青年企业家协会 会长，英国UVIC集团 总裁

总结发言(西方学者视野): 王斯福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著名中国专家

提问环节

社交



6

第一届全球中国对话手册，2014年12月17日
Global China Dialogue I Programme, 17 Dec 2014

六  成果与出版

主要成果

• 通过跨文化的对话，寻找全球化语境下的新知识、新范式，以更好应对全球治

理面临的挑战，并探索互利互惠、共生共存共荣的可能

• 推动各国与中国的学术研究机构和智库的合作，共同关注“全球化与中国”话题下

的学术、理论和方法，建立各机构和智库之间的合作机制

学术出版

• 论坛的重要文章将在修改后，分别由全球中国出版社（GlobalChinaPress） 

和新世界出版社结集发表（中英文）

• 如有通过匿名评审的文章，可先在《中国比较研究》等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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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温馨提示

1. 为保障论坛顺利进行，请与会代表遵守会议作息时间及各项规定。

2. 会议期间，未经会务组批准，不得在会场召开新闻发布会，不得散发图书资

料、推销商品。

3. 会议地点在伦敦市区，与会代表请遵守相关法律及相关规定，注意人身及财物

安全。

4. 会议期间，敬请将手机设为振动或关闭，以便会议顺利进行。

5. 会议议程排得很满。务必严格遵守时间，以确保每位发言者若干分钟时间以及

规定的问答环节时间。

6. 免责声明：演讲者姓名，主题和时间在出版时是正确的。然而，在发生意外情

况时，主办单位有权更改或删除相关内容的权利。

7. 展台上的期刊和书籍是陈列品，请勿拿走。我们在会议期间不卖书刊，但是会

提供订单，欢迎索取。

8. 抵达伦敦前后若需帮助请与会务组工作人员联系方式:

•	 常向群: 07910716068

•	 郝斐: 07834039949

•	 陈楚廷: 07746883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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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地址地图

地址: 伦敦资本俱乐部: London Capital Club, 15 Abchurch lane, London EC4N 7BW

电话: 020 7717 0088

地铁: JUBILEE

公交: 147,  473, 474

九  联系

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

网站:  www.dialogue.global-china.org

电话：+442080994815

邮箱：event@ccpn-glob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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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首届全球中国对话报导

首届“全球中国对话”于2014年12月17日在伦敦伦敦金融城心脏地带的资本俱乐部 (London 

Capital Club) 举行，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会长常向群教授主持了这一活动 (左图)。首届

全球中国对话的主题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经验教训与其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比较。

该活动是由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 (CCPN Global) 和全球青年企业家协会 (YES Global) 联

合主办，并得到国内外多家单位的赞助，来自学术界、智库和企业的40余人应邀参加了

开坛仪式（右图）。

首届“全球中国对话”的专家学者小组由7人组成，他们是(中图自左至右): 伦敦政治经济

学院人类学教授、著名中国专家王斯福教授，英国社科院院士、德国波恩大学高研院院

士马丁•阿尔布劳教授，欧洲改革中心 主任查尔斯•格兰特先生，中国东北师范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部副部长郭凤志教授，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文化处公使衔参赞项晓炜先生，英籍

华人作家、记者，慈善机构“母爱桥”创办者薛欣然女士，以及青年企业家协会 会长，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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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UVIC集团总裁郝斐先生。

项晓炜公参在开幕词中说，2014年6月李克强总理访问了英国的

时候，英中双方同意举办中英文化交流年。根据双方协议，上

半年英国在中国举办文化季，下半年中国在英国举办文化季，

其活动的特点是创造性。英国学术界希望我们能够深化中英两

国之间的文化交流，鼓励对共同关心的问题的自由交流提供平

台。今年是中国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诞辰160周年，他不仅

将许多英国社会科学著作及观念介绍到中国，还发起了现代化

的运动，因此，回顾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曲折历程，并将中

国现代化运动和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运动做一比较，将可能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学术界和

各界共同关心的问题。目前我们正在和很多学术领域的有影响力学者合作，我们希望明

年10月能够在伦敦举办以中国与全球现代化问题比较研究为主题的论坛。

接着学者专家们分别从全球、欧洲、中国、民间和企业家视野谈了他们的看法。马丁·

阿尔布劳教授（左一）首先从欧洲现代化概念的起源加以回应，他说，历史上“现代”的

概念发生了很多变化，到18世纪变得更重要了，当时东西方关系已经进入一个关键性的

阶段：传教士将西方科学介绍到中国，并而将中国伦理学等介绍到西方国家。其实，“

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无关，“现代的”的意思就是“合理的”、“理性的”，是人类寻找共同的

人道（common humanity），它是我们当下全球治理的基础。从全球治理的角度上看，

中国是最年轻的贡献者，中华文明正在摆脱西方的阴影，一起加入到人类的文明进程之

中，共建一个普遍的全球化人类社会。查尔斯·格兰特先生 （左二）首先坦诚地指出，

虽然全球治理是一个好主意，即世界各国间的关系是按照谈判和法规规矩处理的，但是

目前其况状并不好，他列举了世界贸易组织、20国集团、安理会、北约等国际组织，认

为他们都是“清谈俱乐部”。他说，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对俄罗斯和中国在全球治理作了

比较，注意到中国想遵守全球治理的经济机构，例如，它很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是

对全球金融体系进行监管的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参与成员，并对全球安全治理采取谨慎的

态度。郭凤志教授（中）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对内要实现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的目

标，对外要解决在世界比较中我们相对落后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现代化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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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置于全球化背景中，一切发展问题只能在全球背景下去思考，发展能力和发展质量也

只能在世界比较中得到评价。薛欣然女士（右二）通过对她在英国BBC和《卫报》以及

创办“母爱桥”所扮演的作家、记者和志愿者的角色，以及在英国和世界许多国家的体

验，就中国与英与世界国家的差异提出了三个问题：（1）“先理解再思考，还是先思考

再理解”；（2）“人类历史及其秩序的根基和型塑是家庭还是宗教?”（3）“全球化还是英

语国家化？“她从家庭到社会举例说明每个国家和社会有自己的优秀的价值观，并借此

机会发文，世界能够从中国学到什么，学到多少？郝斐先生 (右一) 也讲了三点，他首先

倒过来说作为华人企业家，他向英国企业家学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的精神，不是简单的

纳税、雇员等，而是其组成和内涵，认为这是企业吸引人才、提高凝聚力、增加品牌认

可和确保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然后，他通过中国与欧洲的互联网企业发展状

况的比较，指出中国在这一领域远远优于欧洲的原因在于中国人有努力改变自己生活方

式的活力；最后，他通过中国与英国的语言习惯和教育体制的比较指出差异的存在，提

出，“让我们在一起，求同存异”。

之后，王斯福教授作了总结发言。他首先对上述嘉宾的发言依

次作了点评，认为在马丁提出的莱布尼兹的例子上还可以加上

康德关于永久和平的观点以及18世纪一批提倡全球话语和全球

治理的理论家及理性主义者的观点，需要把这些理性主义与查

尔斯提出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即探讨如何帮助这些清谈俱乐

部式的全球组织进行改革的问题。郭教授和项先生都把中国式

的现代化道路作为华盛顿共识之外的另一种选择，指出薛欣然

女士对中国和英国家庭的比较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王斯福认为

郝先生的讨论充满活力，欣赏他的”让我们在一起，求同存异“的观点，并对此加以拓

展。认为我们把中国与其他国家作比较研究要基于实证研究，得到关于其他国家的证据

的唯一方法就是试图质疑欧洲中心主义，在作出“你和我不一样”的假设时，要敞开自己

来接受他者不同方面的冲击，正如费孝通在作少数民族研究时最大的体会是受到不同的

差异的冲击。当我们在讲全球治理时，不是提倡大家都一样，而是要互相倾听，互相了

解并接受对方的不同，这是我自己对全球治理的理想主义的观点。

王斯福重点谈了他对现代化的看法，认为事实上没有一种现代化的定义。现代化是

国家形成的过程，包括军事化和安全问题，是工业化进程，是福利制度，是市场化，是

追求个人自由的愿望，不仅在在欧洲，也在中国，还有个人自由和集体责任的关系，以

及不同种类的爱国主义，如目前在英国奈杰尔·法拉奇在利用爱国主义，应该说爱国主

义也只是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上述问题可以一个一个地用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

比较，如把中国的爱国主义与英国等欧洲国家的爱国主义作比较研究也很有意义，还有

城市化问题，全球货币与地方价值转化的问题，以及关于国家与社会福利民营化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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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国在打造与西方现代化不一样的民营化路径，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现象。

最后，王斯福回答了欣然的世界向中国学习什么的问题，他认为就现代化而言，欧

洲正通过北京共识中涉及的很多问题研究中国经验，他还结合项公参提到的严复将现代

化和社会理论翻译介绍到中国的问题，与欧洲翻译介绍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作了对比，

认为从利玛窦和其他传教士把中国经典翻译成拉丁语以后，到了19世纪，许多欧洲人通

过阅读理雅各用英文翻译的儒家和道家经典，都成为佛教徒或道教徒，包括他本人也是

通过对中国的诗歌和文学的学习，走上了毕生都从事中国研究之路的。

在对话活动进入问答环节之前，专家学者之间对感兴趣的问题展开了一定的讨论，如常

向群教授介绍了中国与英国的家庭作经验的比较研究的案例的结果，并公布了现场田野

调查结果：两位女学者缺席的原因均与帮助儿媳妇生产有关，说明英国母亲或祖母通常

是把孩子和家庭放在第一位的。

在对话环节开始后，与会者提出了一系列感兴趣的问题，如：中国人口老龄化之后，中

国从欧洲和西方的社会福利能学到什么？与其他国家相比，为什么中国企业家更愿意

到英国来创业？在全球很多地方出现反全球化的运动中，许多地区都提出了现代化的新

观点，根据我对中国所做的发展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为什么那些观点对中国主流现代化

观点没什么影响？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要重视什么亚洲或中国价值，什么亚洲价值

会使中国现代化放弃西方化的过程？中国不仅与西欧不同，与东欧也有很多差异，如我

们说长期是四、五年，中国是上百年，在时期的长度的理解上差距非常之大，在世界变

得越来越小的时候，如何寻找到一种什么样的时间上的同步，对这样的全球问题如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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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在嘉宾与参与者互动之后，马丁·阿尔布劳教授的一席话对本次对话活动作了点睛之

笔，他说，从阐释社会学角度看，研究“他者”的过程是另人沮丧的，我们没办法完全相

互了解，人们永远不会完全了解一种外语，其实，也不能完全了解自己的母语，正如我

们不可能完全了解别人或家人，在已有的基础上，尽量完善全球治理，尽量合作吧！

最后，与会者和嘉宾进一步交谈。

裴可诗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