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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人类大步跨入21世纪之时，谁都不能否认，过去的这个世纪不仅是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文明带来空
前灾难的世纪，而且是人类文明进步最明显的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科技革命日新
月异，世界经济迅猛发展，各国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愈来愈密切，人们通常所说的
“全球村落”、“地球变小”愈来愈成为客观现实。
然而，谁也不能否认，在过去的这个世纪，即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整合与分裂、合作与竞
争、结盟与对抗、和平与战争、崛起与衰落等等，仍然是世界经济与政治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
进入新世纪的今天，大国关系似乎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世界经济与政治中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忧虑和
隐患。
在这个由近200个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虽然已形成了绝大多数国家都能认同的一些国际准则，但国际
社会仍然是一个不和谐的社会。
毋庸讳言，在当今世界上，国家利益是每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基本归宿。
当前，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时代的潮流。
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
但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仍然是影响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因素。
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
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
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
世界还很不安宁。
特别是2003年美伊战争的爆发已经对国际社会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冲击，主权原则受到严峻挑战，世界
秩序的走向更加令人担心，和平问题再度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关心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性问题。
就世界经济发展来说，一方面，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景继续看好，新科技革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
大，信息经济加速发展，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会。
另一方面，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还存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结构、
生产水平、贫富差距以及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差距还在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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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前，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时代的潮流。
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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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足点。
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和苦难历程，独立后又都面
临着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和发展本国经济，改变
贫穷落后面貌，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现实任务。
中国的根本利益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根本利益是高度一致的。
第三世界登上国际舞台后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促进世界发
展的重要力量。
所以，加强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不仅是维护中国人民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人民根本利
益的需要，也是维护世界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经指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国家有义务帮助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谋求独
立和解放。
中国加强和巩固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也是尽自己的神圣国际义务的一个重要体现。
中国一贯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
从政治上、道义上和物质上给予了大力支持和援助。
中国一贯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上求合作、求团结；同不结盟运动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组织
紧密配合，相互支持，为谋求第三世界国家平等参与国际事务而努力。
中国主张世界各国不论大小、贫富、强弱，都一律平等，反对以大欺小、以富压贫、以强凌弱的侵害
第三世界国家的强权政治行为。
中国一贯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对国际经济旧秩序、振兴民族经济的努力。
1974年，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专门讨论国际经济秩序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阐明
了中国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支持了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公正、合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
和谋求经济自立的愿望。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又提出要以第三世界国家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
经济政治新秩序的主张。
中国积极主张和支持南北对话，努力推动南北对话取得进展；积极倡导第三世界国家谋求集体自力更
生、促进南南合作。
同七十七国集团紧密配合，在联合国机构中，积极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正当权益，有力地推动国际经
济规则向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方向调整。
中国还遵循“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原则，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经济技术合
作关系，支援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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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增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的针对
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我司组织部分高校的专家学者根据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两
课”教学基本要求》，编写了这本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两课”示范教材。
本教材认真反映前些年的教学实践经验，借鉴和吸收了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学科研究领域的新成果。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由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主编为吕有志（浙江大学教
授）、戴德铮（武汉大学教授）。
各章执笔人如下：前言、第一章、第二章第一节和第三节，吕有志；第二章第二节、第三章，卫灵（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第四章、第五章，戴德铮；第六章，张森林（东北师范大学教授）；第七章，
丁军（南开大学教授）；第八章，陈德民（北京大学副教授）。
全书经集体讨论后由吕有志、戴德铮统稿。
教育部社政司司长靳诺，副司长徐维凡以及思想理论教育处刘贵芹、荆辉，《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编
委会副主任任大奎参加了本教材编写提纲的讨论和统稿工作。
教育部普通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景治受我司的委托，审
读了全书，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本教材在组编和统稿的过程中，得到了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写时间较为仓促，本书难免存在疏漏和不足，恳请广大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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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本科本)》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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