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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经济全球化对经济民主的影响

谢　冬　慧

[摘　要] 经济与民主密切关联 ,在全球化背景下 ,经济民主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并且 ,全

球化对经济民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使世界经济民主的观念有所增强 ,促进了经济民主制度

的发展。但是 ,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打破了传统的经济民主秩序 ,成为全球经济危机的诱导

因素之一。全球化时代 ,必须强化经济民主化进程 ,其路径很多 ,需要多方面力量的综合 ,增强

民主理念 ,贯彻以人为本 、完善体制 、建立制度等 ,以保障和促进全球经济的快速 、稳定 、和谐发

展 ,尽快恢复被经济危机所破坏的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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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 , “经济民主”一词频频出现 ,学界围绕“经济民主”大做文章 。单就“经济民主”的概念 ,学

者们理解不一 ,见解颇多 。美国的民主理论专家萨托利认为 ,经济民主的政策目标是重新分配财富并使

经济机会与条件平等化。国内最权威的解释是崔之元的“两层含义说” :宏观上 ,“经济民主”旨在将现代

民主国家的理论原则 ———“人民主权”贯彻到经济领域 ,使各项经济制度安排依据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

建立和调整;微观上 ,“经济民主”旨在促进企业内部贯彻后福特主义的民主管理 ,依靠劳动者的创造性

来达到经济效率的提高。在全球化背景下 ,经济民主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可以说 ,全球化对经济民主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实现经济民主 ,走出全球经济危机的困境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

一 、经济与民主的关联

“民主”作为一个政治词汇 ,经济作为经邦济世或经世济民的事业 ,它们之间有何关联而称之为经济

民主 ? “民主”一词起源于公元前 5世纪的古希腊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一书中最早使

用“民主”(democracy)一词 。在古代雅典 ,公民都崇尚参与政治 ,崇尚直接参与城邦的决策与管理 。因

此 ,最初的民主纯粹是政治概念 ,它用来表示一种政治思潮 、政治制度或体制 ,内蕴“主权在民”的精神。

正因为如此 ,最早提出民主基本概念的学者认为 ,民主是一种政治参与机制
[ 1]
(第 97页)。马克思主义也

认为 ,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 ,属于政体的范畴 ,实质是公民的独立自主和自由选择。民主就是广大人民

群众或者是参与决策的公民有权发表意见 ,参与政治生活。早在 17世纪中叶 ,英国的下议院提出了“主

权在民”的观点 ,宣称:“在上帝之下 ,人民是一切正当权力的起源”
[ 2]
(第 221 页)。而“到 18世纪早期 ,出

现在欧洲的政治理念和惯例成了后来的民主信念和民主制度的重要因素 。”
[ 3]
(第 25 页)18世纪中叶 ,法

国的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旗帜鲜明地主张“主权在民”的理论 ,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明确宣布主权

在民的原则 。从 19世纪起 ,民主观念在西方世界深入人心 ,并开始传入非西方世界。当代德国的民主研

究专家奥特弗利德·赫费认为 ,基本民主的普遍命令是:每种统治都必须是以人民的名义和为了人民的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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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 4]
(第 94 页)。在马克思主义那里 ,民主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不难推断 , “民主”一词的诞生源于人类的

政治诉求 ,它是人民拥有管理国家和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 ,主要体现在上层建筑 ,属于政治范畴。

然而 ,人类生存的基础是经济 。根据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对“经济”一词所作的解释 ,经济是指

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 ,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结成的 、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

总和或社会经济制度 ,是政治 、法律 、哲学 、宗教 、文学 、艺术等上层建筑赖以建立起来的基础。在经济活

动中 ,人作为主体的地位是主动的 、自由和平等的 ,也即处于“民主”的状态 ,“民主”的理念在经济运行机

制中得以体现。因此 ,经济与民主即产生关联 。现今 ,学界将民主定义为:在尊重个人权利基础上的多

数决定 ,或者说是以多数决定来防止共同体的人格化身为所欲为 ,从而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一种机制。

一般意义上的民主是如此 ,“经济民主”同样如此
[ 5]
(第 20 页)。鉴于此 ,有学者认为 , “所谓经济民主 ,不

过是人们在一定的经济关系中享有的某种自主的权利 ,是人处于主人的地位分享经济利益” [ 6](第 22

页)。也即“经济民主”强调人在经济领域的主体地位和自主权利 。

历史上的民主思潮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形式 ,它

遵循自由和平等原则 。对此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 ,即使是最为简单的商品交换本身也内

在的包含着自由原则和平等原则。因为交换行为首先需要商品交易人以平等的资格相对待 ,双方交易

人只有在有权随意处置自己的产品的情况下 ,才能体现主人的地位 。由此 ,“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

一开始就浸透着民主精神 。”
[ 6]
(第 22页)并且 ,人们普遍认为 ,西方近代的民主观念是商品关系的产物 ,

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对经济领域产生巨大的影响 。也就是说 ,民主虽然起源于政治领域 ,但并没有

停留在政治领域 ,而是延伸到经济 、文化等领域 ,与经济相关联。

关于经济与民主的关联 ,美国的一些学者依据大量的资料和事实 ,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进行了论证。

例如 ,利普塞特通过一些数据发现 ,在财富 、工业化 、城市化程度和教育水平的平均数较高的国家有着相

对较多的民主[ 7]
(第 33页)。达尔指出 ,在世界各国中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及与此有关的其它指数越大

时 ,则产生竞争性政治体制和政制的概率就越大[ 8](第 109 页)。亨廷顿通过一系列数字论证了经济发展

与民主的高度相关关系 ,他说经济发展与民主的联系是最强的 ,几乎所有的富裕国家都是民主国家 ,而

且几乎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是富裕国家。贫穷是或可能是民主发展的最主要障碍 ,民主的前途有赖于经

济发展的前途。在经济发展的程度与民主之间存在着一种全面的相关性[ 9]
(第 42-68页)。亨廷顿还具体

列举了两者相关的 5个理由:第一 ,经济的发展会导致有民主要求和行动的中产阶级和城市工人阶级增

加;第二 ,经济发展产生了更多的公共资源供各社会团体分配 ,政治就越趋非零和博弈化 ,从而有助于妥

协和宽容精神的提倡;第三 ,经济增长造就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经济体系 ,这样的经济越来越难以受到国

家的控制;第四 ,国家对经济控制的放松会导致独立权力中心的产生和成长 ,这些权力中心的民主要求

一般都很强烈;第五 ,尽管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常常加剧收入的不平等 ,从长期看 ,它又将导致更加平等的

收入分配 ,并促进民主的出现[ 9]
(第 3-4 页)。显然 ,经济与民主关系密切。

经济与民主的关联性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的理论 ,政治领域的民主需要有经济领域的民主作为基础和保障 。马克思主义认为 ,经济因素在三个方

面构成民主基础 ,即生产力 、生产关系和其他物质条件 。诚如恩格斯所言 , “人们首先必须吃 、喝 、住 、穿 ,

然后才能从事政治 、科学 、艺术 、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 ,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

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 ,便构成基础 ,人们的国家设施 、法的观点 、艺术以至宗教观念 ,就是从这个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 ,因而 ,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 ,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的相反。”
[ 10]

(第 574 页)可见 ,经

济因素对民主的建立与运行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由于经济与民主的密切关联 ,所以出现了“经济民主”一词 。1919年 ,经济发达的德国在《魏玛宪法》中

首次确立了“经济民主”的原则。“经济民主”可谓是民主精神在经济领域的体现 ,有学者认为 ,经济民主就

是把“人民主权”原则和思想运用到经济领域
[ 11]

(第 432 页)。如今 ,“经济民主”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

机制 强调生产方式与交易方式的民主化 经济民主化程度越高 经济活动的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就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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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这种“经济民主”的机制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和世界文明进步均具有重要意义。

二 、全球化对经济民主的影响

全球化是自上个世纪后期涌动的一股世界潮流 ,是新世纪发展的一种强劲趋势 ,而全球化首先是经

济的一体化。全球化最早出现于经济领域 , “全球化”一词最早就是由经济学家莱维提出的。并且 ,全球

化主要涉及的是经济领域 ,通称经济全球化 ,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组合和最佳配置所驱动的不断

进步的客观历史进程 ,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形态表现 ,具有不可逆转的趋势。与 19世纪末相比 ,世界

经济交融的条件发生了变化 ,劳动生产率 、资本存量等较以往大幅度提高 ,但对自然的破坏程度也明显

加剧 。与此同时 ,世界经济的发展动力得到解放并得到大力促进。因此 ,全球化背景下 ,经济民主化必

将成为时代的主流。

全球化使社会联系的增强和密切化[ 4](第 1页),甚至有学者认为 ,全球化会“改变一切” [ 12](第 597页)。

全球化对民主的影响是肯定的。如吉登斯所言:“现在 ,民主正在全球范围内传播 ,民主的扩张正是全球化

的结果。” [ 13](第 5 页)以致有“全球化进程中的民主”(globalizing democracy)的概念诞生。在经济全球化的

背景下 ,西方于 20世纪 80年代兴起了新的民主形式———协商民主。该民主理论强调理性立法 、参与治

理 ,它可以弥补投票民主的不足 ,重塑全球化条件下公民对民主的信心及责任感 。该民主理论也辐射到经

济领域 ,促进经济民主的发展。可以说 ,全球化为经济民主注入了新的活力 ,影响深远。具体说来:

首先 ,全球化对世界各国民众的思想观念产生影响 ,使世界经济民主的观念有所增强。我们知道 ,

全球化浪潮打破了社会发展的态势 、格局和规律 ,正在改变着人类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 。全球化不仅

为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提供了环境空间 ,而且唤醒了各个国家和地区民众的民主意

识 ,推动了各国的政治民主及经济民主的发展 。在市场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基础上 ,人的自由和民主制度

也产生了全球化的趋势。在全球化进程中 ,由于跨国公司等经济组织越来越自由地把资本从一个国家

转移到另一个国家 ,因而它在资本和民族国家的关系中拥有了迅速膨胀的权力 ,这种权力对很多国家和

地区的经济生活及民众的思想观念产生冲击 ,导致一定的经济变化 。为了顺应这种全球化时代世界经

济竞争的潮流 ,很多国家都在寻求建立平等的国际秩序 ,探索本国发展的模式。并且 ,全球性的挑战要

求由各国合作应对 ,即各国都有权参与决定国际事务 ,国际上的事情由各国平等协商 、合作解决 ,以实现

国际经济民主化的格局。

其次 ,全球化的过程也是经济民主化的过程。经济全球化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 ,它以资本运

动为核心 ,以市场经济为动力机制 ,以跨国公司等经济组织在世界各地的生产投资和贸易活动为表现形

式的全球经济相互影响 、相互依赖的动态过程 。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 ,世界利益重新调整 ,商品 、服务 、

生产要素与信息等跨越国界流动的规模与形式不断增加 ,通过国际分工 ,在世界市场范围内提高资源配

置的效率 ,从而使各国间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 。经济全球化形成了一整套规范的世界经济秩序

和规则 ,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试图游离于世界经济活动之外 ,排斥全球性的经济秩序和规则 ,都将会使自

己陷入灾难之中 。每一个国家要生存和发展 ,必须实行对外开放 ,参与世界经济活动 ,融入全球化进程

之中 。实质上 , “全球化”是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形成一个统一 、紧密联系的经济运行体系的过

程。这种相互依赖 、紧密联系的过程也就是民主化过程。德国学者认为 ,经济民主是基础民主化的中

心 ,作为“整个社会民主化运动的核心领域” ,经济民主只能被设想为一种民主化的过程[ 14](第 2 页)。它

是一个更大规模和更紧密合作的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 。这种密切联系的基础是国家之间或者经济组织

之间地位的平等 ,经济活动的环境自由 ,也即达到经济民主的状态。

再次 ,全球化促进经济民主制度的发展。与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相适应 ,各国的经济民主制度也出

现了融合或者趋同的趋势 。而经济民主既是崇高的价值追求 ,也是动态的发展过程 ,在资本跨国流动的

过程中必然要形成一些定式化的制度。例如 ,在全球经济运行中所遵循的非歧视原则 、透明度原则 、公

平竞争原则 自由贸易原则等 这些原则实际上就是体现民主精神的经济民主制度 这些经济民主制度

·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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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世界经济活动的准则 ,也是国内经济行为所应遵守的规则 。与此同时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利益重

新调整的过程 ,而利益调整离不开法律规则。而且 ,经济全球化要求对各类经济主体提供平等的法律保

护 ,这就需要制定一套超越国内对各类经济主体均适用的法律规则 。鉴于此 ,学界得出了“经济的全球

化必然会导致法律的全球化”的论断 ,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民主 ,正是建立在法律制度的基础上 。

但是 ,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打破了传统的民主秩序 。一方面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西方发达

国家的民主受到冲击 。作为全球化的发起国 ———西方发达国家在寻找资源 、获取利益的过程中 ,不断调

整经济结构 ,将资本转移到劳动力比较廉价的国家和地区 ,从而使本国的劳动者大量失业 ,处于弱势地

位。这种状况导致的结果自然是部分劳动者的参与企业管理等经济权利形同虚设 ,实际意味着对经济

民主的削弱或者损害 ,造成新的社会不平等。正如西方经济学家所描述的那样:“跨国大公司包围了这

个新的小世界:它们加速了各国工人的竞争 ,试图降低世界范围内的生活和工作成本 。在全球市场扩张

所带来的冲击下 ,人们强烈呼吁重建国际经济新秩序 ,为全世界人民服务。”[ 15](第 6 页)在这种背景下 ,

美国的一些劳动者及投机商面对住房贷款过度扩张 、风险控制不严的管理模式及金融监管不完善的体

系 ,开始铤而走险 ,疯狂地追逐利润 ,从而引发了金融危机 ,继而波及到世界 ,导致全球经济危机。

另一方面 ,西方民主的模式和理念随着经济全球化而向东方发展中国家扩张 ,对东方发展中国家民

主制度的选择和民主理念的培养构成强大的冲击 。可以说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民主产生了

重大影响 ,包括积极与消极 、正面与负面的。全球化不仅在经济层面上深刻地改变着各国的面貌 ,而且

在政治领域深刻地影响着各国的民主环境。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融入到全球化的大潮之中 ,加入

WTO 是最典型的表征和标志 ,这也是全球化的产物。伴随着全球化而来的西方民主观念 、自由平等的

经济民主思想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 、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经济民主的路径

在民主体系中 ,经济民主的内容和性质决定政治民主 ,成为实现政治民主和其他民主的基础。前文

已述 ,传统民主理论对民主的探讨主要囿限于政治民主 ,对经济民主鲜有涉及 ,致使“民主失去了一

半” [ 16](第 11页),也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正如戴维 ·赫尔德所说 ,全球化时代“在各个民族的命运

深深纠缠在一起的时代里 ,民主无论是在既已建立起来的国界范围之内还是超出这个范围以外 ,都必须

得到再造和加强”
[ 17]

(第 22 页)。的确 ,全球化时代 ,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同等重要 ,它强调人民对国家

经济事务和对企业经济事务的参与和管理 ,确保人民的经济地位和经济权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应实

现经济民主 ,尽快走出全球经济危机的困境 ,基本思路如下:

第一 ,增强经济民主的理念。经济民主在现代经济生活中作为一种理念 ,在提高经济效益 ,促进经

济发展 ,保护经济活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所以应将经济民主作为现代理念深入世界民心 ,让世界

各国增强经济民主的观念 ,将经济民主贯彻到法律制度及经济政策的运行过程之中 ,落实到经济组织的

管理体系里面。经济民主是观念 、制度与实践的综合 ,而在封建历史较长的国家和地区 ,往往人们的民

主观念淡漠 ,小农经济意识依存 ,导致很多人对经济民主认识不足 ,观念不强。对此 ,应该采取有效措

施 ,开展宣传教育 ,让他们坚定共同富裕的信心 ,增强经济民主的观念 ,积极投身经济建设实践 。在全球

范围内 ,国家不分大小和强弱 ,在国际社会经济事务中处于平等的地位 ,都有自主表达利益诉求的权利;

都有平等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国际治理的权利;都有权独立自主地谋求本国的经济发展路径 。但是 ,每

个国家也都有义务为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作出努力。就我国言之 ,经济建设已经步入了市场

体制 ,并参与全球化进程 ,理应树立经济民主的理念 ,让所有的市场经济主体在一个公平 、合理 、自由的

秩序中平等地竞争 ,共同推进经济发展 。

第二 ,贯彻以人为本 ,确立劳动者在社会生产等经济活动过程中的主人翁地位。经济民主离不开企

业的民主管理 ,民主管理的实质在于把劳动者的人力资源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主要生产要素 。劳

动者作为主要的生产要素和人力资源 ,确立他们的主人翁地位 ,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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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 ,人力资源正在世界范围内流动 ,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

力量 。从流动趋势看 ,经济民主化程度高的国家和地区吸引了众多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因为在

这些国家和地区 ,劳动者的经济权力得到保障 ,主人翁地位有所体现。就中国来看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

入发展 ,职工的民主意识越来越强烈。因此 ,企业民主建设的好坏 ,直接影响着企业经济的发展 。加强

民主建设 ,就必须贯彻以人为本 ,落实职工民主参与 、民主决策等权利 ,确立职工的主人翁地位 。

第三 ,发扬民主精神 ,推动市场良性竞争 。全球化条件下 ,市场经济得以充分发展 ,但也存在诸多问

题 ,必须按照“平等 、自由”的民主精神 ,遵循“权利公平 、机会公平 、规则公平 、分配公平”的原则 ,保障公

民在就业 、投资 、创业 、分配 、消费等方面的平等权利 ,促使市场中经济主体公平地参与竞争 ,形成良性的

市场经济竞争机制。这里 ,经济的民主化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本质上市场经济就是民主经济。全球

化发端于经济领域 ,建构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 。而市场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 ,契约的基本理念是自由和

平等 ,强调交易行为的意思自治和交易主体的地位平等 ,这恰恰是民主精神的内核 ,这已被西方发达国

家广泛运用到经济领域 ,取得较好的成就。我国市场经济历史较短 ,不妨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推动市

场良性竞争。实践证明 ,只有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 ,才能促进市场的良性竞争 ,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

第四 ,完善经济民主体制 。从体制上保证国内宏观经济决策的民主化 、科学化。“民主体制内在就

是一种权利体制 ,而权利是民主统治过程中最关键的一种建筑材料。”
[ 3]
(第 56 页)宏观经济决策主要指

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 ,诸如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战略方针的制定 、国家经济政策和重大

经济措施的制订 、国家重大经济建设项目的确定等 。在宏观经济决策的过程中应该广泛民主 ,集思广

益 ,程序规范 ,论证科学。国外有学者认为 ,经济民主只有在社会国家的条件下得以实现 ,如通过国民经

济的限制计划和控制投资 、从制度上规定各级机构参与决策的形式 、垄断市场的大企业的社会化 、其他

控制经济权力的方法以及劳动条件的人道化等措施[ 12]
(第 3 页)。只有这样做 ,才体现各国人民意愿和

利益 ,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 。

第五 ,建立经济民主制度 。有人说得好 , “发达与落后的根本区别主要还在于制度的区别 ,以一定的

文化传统为背景的政治 、经济制度的区别”
[ 18]

(第 56 页)。在全球化环境下 ,投资风险很大 ,必须有稳定

可靠的制度做保证 ,社会经济才能快速稳定增长 ,经济危机才能有效防范。因此 ,从宏观上看 ,只有民主

制度才能支撑一个国家的经济持续 、稳定地发展下去 ,只有民主制度才能使强盛的国家保持永恒。民主

制度之所以为民众所追求 ,不是因为它可以消弭差异 ,实现完全一致 ,而是因为它可以在平等对话的框

架内实现差异之间的妥协 ,从而包容了差异。在国际经济交往中 ,我们应充分考虑 、理性设计相关的制

度和规则 ,在“和而不同”的世界寻求共同发展 ,显现国际经济民主的力量 。在国内 ,也应广泛征求社会

各方意见 ,通过法律 ,建立合理而又严谨的程序机制 ,协调各种利益冲突 ,构建和谐的经济秩序 。

第六 ,实现经济组织的民主管理。也即在企业内部实行职工参与管理 ,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 ,建立

利益共同体。这里 ,日本丰田公司的民主化管理为当代企业民主管理树立了成功的典范。丰田公司通

过设立工人自制小组和制定各种工人参与管理的措施 ,创造了一套由工人 、技术人员 、管理者共同合作 ,

随时随地解决问题的民主化管理体制。在西方 ,公民参与是现代民主制度下公民所具有的一种普遍 、广

泛的权利 ,也是现代民主的重要表征。而“当社会成员有权利选择他们所要追求的经济目标及达到这些

目标的经济手段时 ,就算有了经济民主”[ 19](第 118 页)。全球化时代 ,经济组织 、社会组织在社会发展中

的作用日益明显 ,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必须有社会组织 、经济组织和公民的积极参与才能得到有效

解决 ,避免决策的主观性和随意性 。中国近些年来 ,一些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的民主化管理程度有所下

降 ,值得反思 ,应该重构当代企业民主管理模式 ,方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有足够的话语权 。此外 ,全球化

时代 ,实现经济民主还得借助于国家政权 、法律 、社会组织等多种力量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形成巨大的合

力 ,将有效地抵御经济运行过程中的风险 ,保障经济健康发展。

综上 ,民主理论虽然与政治学有着更为直接的关联 ,但民主的实践没有停留在政治领域 ,随着社会

历史的发展 ,它作为民众的追求和理想浸润到经济领域 ,对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全球化时代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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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经济民主的路径很多 ,需要多方面力量的综合 ,增强民主理念 ,贯彻以人为本 ,完善体制 ,建立制度等 ,

保障和促进全球经济的快速 、稳定 、和谐发展 ,尽快恢复被经济危机所破坏的经济秩序 。中国应在总结

发达国家经济民主建设经验的基础上 ,加强有中国特色经济民主内涵的建构和相应制度措施建设 ,营造

良好的经济运行环境 ,为有效抵御经济风险和防范经济危机发挥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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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Globalization on Economic Democracy

Xie Donghui

(Law Schoo l , Nanjing Audit Univ ersity Nanjing 211815 , Jiang su , China)

Abstract:Economy and democracy are clo sely connected.U nde r the w ave of g lobalization , the

economic democracy is given some new contents.A nd , the globalizat ion has made pro found influence s

on the economic democracy , enhanced the idea of g lobal economic democracy , and promo ted the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democracy .However , the g lobalization has also broken the

t raditional economic democracy orde r to some ex tent and become one facto r that leads to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In the era of g lobalization , the methods to reinforce the pro cess of economic

democratization are various and need contribut ions of dif ferent aspects , improvement of democratic

principles , emphasis of the impo rtance of human resources , establishment of st ructures , and so on.

These w ill cont ribute to rebuild the econom ic order caused by the crisis , and to pro tect and promo te

the g lobal economy in the fast , stable and harmonious w ay.

Key words g lobalizat ion;democracy;sy stem;economy deve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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