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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4卷本《世界史》对这个过程从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两个方面予以说明。
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
马克思主义根据人类社会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矛盾的不同性质，把人类历史发展的诸阶段区分
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和共产主义制几种生产方式和与之相应的几种社会形态
。
它们构成一个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纵向序列，但不是所有民族、国家的历史都一无例外地按照这个序
列向前发展。
有的没有经历过某一阶段，有的长期停顿在某一阶段。
总的说来，人类历史由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的更迭发展，尽管先后不一，形式各异，但这个
纵向发展的总过程仍然具有普遍的、规律性的意义。
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为整体
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
推动历史横向发展的决定力量，同样是物质生产的发展。
在物质生产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人们对新地区的开拓，与相邻地区的交换和交往，必然不断扩大。
因此，历史的横向发展过程也具有普遍的、规律性意义。
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过程，是互为条件的。
纵向发展所达到的水平和阶段，规定了横向发展的规模和广度。
横向发展一方面受纵向发展的制约，反转过来又对纵向发展产生促进和深化的影响。
在历史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横向发展对纵向发展的反作用，表现得尤其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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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系齐世荣任总编的四卷本《世界史》中的第4卷
。
本卷系统阐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至21世纪初的历史；编者注意在原六卷本《世界史·现代史
编》（下卷）的基础上，吸取近年科研、教学成果，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从历史的纵向发展和世
界各国各地区的横向联系上把握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进程及其发展规律，在内容上适当增补了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国的有关史实和联合国维和行动及其改革的近况，战后科技和文化所占的比重亦有所增
加，力求为读者勾勒出当代世界历史的全貌。
本书主要供高校历史专业本科教学使用，亦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研究世界通史的最新读本。
与本卷配套的《世界史·古代卷》（第1卷）、《世界史·近代卷》（第2卷）、《世界史·现代卷》
（第3卷）将由我社于今明两年内陆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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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与当代世界历史的转折
　第一节　世界经济的新变化
　　一、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兴起
　　二、世界经济统一性的加强
　　三、世界经济多样性的新局面
　　四、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第二节　世界政治的新格局
　　一、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五大国
　　二、雅尔塔体系的确立
　　三、联合国活动的开始
　第三节　世界文化的新潮流
　　一、人类进步文化的胜利
　　二、世界文化思潮的多元化
　　三、国际文化交流的普遍性
第二章　战后初期国际关系与两极格局的形成
　第一节　盟国在处理战败国问题上的合作与斗争
　　一、对意、罗、匈、保、芬五国和约的缔结
　　二、对德国问题的处理
　　三、美国对日本的单独占领
　第二节　冷战的兴起和德国的分裂
　　一、美苏从盟友到对手的转变
　　二、美、苏冷战政策的相继出台
　　三、杜鲁门主义和冷战的全面展开
　　四、马歇尔计划与德国的分裂
　第三节　两极格局的形成
　　一、美国主导下的大西洋联盟的形成
　　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　
第三章　战后至50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
　第一节　苏联的恢复与发展
　　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国家地位的加强　
　　二、社会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的斗争
　　三、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与斯大林的逝世
　　四、1953年至1956年初的苏联
　第二节　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和政治经济建设
　　一、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
　　二、东欧国家转向和接受苏联模式
　　三、东欧各国的土地改革和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第三节　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巩固和经济建设
　　一、新中国巩固政权的斗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二、朝鲜抗美战争的胜利
　　三、越南人民抗法战争的胜利
　　四、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发展
　第四节　苏共二十大及其在社会主义国家引起的震荡
　　一、苏共二十大和1957年的“反党集团”事件　
　　二、1956年的波兰、匈牙利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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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战后初期的资本主义国家　
　第一节　日、德、意三国的民主改造与经济发展
　　一、日本
　　二、联邦德国
　　三、意大利
　第二节　西欧、北欧各国的政治经济重建
　　一、英国
　　二、法国
　　三、北欧国家
　第三节　美国的新政式改革
　　一、杜鲁门的“公平施政”　
　　二、艾森豪威尔的现代共和党主义
　　　　⋯⋯
第五章　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体系的形成
第六章　两大阵营的分化与第三世界的崛起
第七章　从经济繁荣到低速发展的西方国家
第八章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和变动
第九章　独立后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
第十章　世界多极化趋势与两极格局的瓦解
第十一章　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及其社会影响
第十二章　丰富多彩的当代世界文化
第十三章　世纪更替、千年交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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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空前规模与全面性，使地球每个角落都感受到它的影响，加速了世界一体
化进程。
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扩大和法西斯集团的崩溃，为重建世界经济的统一性创造了条件。
苏联加入反法西斯阵线，使得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空前地密切起来。
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经济是开放型经济，社会主义国家是从资本主义世界中产生出来的，在国际分
工、世界市场等方面它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历史联系是不能完全割断的。
社会主义国家也需要在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国际贸易，引进先进技术，
利用外资。
所以，两者的关系是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的关系。
但是，由于西方国家长期奉行反苏政策，阻碍着两种经济在统一性方面的发展，直到反法西斯战争开
始后，才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美国直到苏维埃政权诞生16年之后才承认苏联。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罗斯福宣布“美国决心在可能范围之内，全力援助苏联。
”同年9月29日至10月1日，苏、美、英三国代表团在莫斯科签订了在短期内向苏联提供援助的议定书
。
1942年1月1日，包括苏联在内的26个联合国家发表共同宣言，其中强调了经济合作问题。
接着，在5月和6月又签订了苏英条约和苏美协定，其中不仅规定了双方战时的相互援助，而且还谈到
了战后的合作互助问题。
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向战时盟国提供了约506亿美元的援助，其中供应苏联约110亿美元，约占22%。
虽然美、英、加拿大向苏联提供的军事工业产品只占苏联战时工业总产量的4%，但这对于世界经济的
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战后世界经济的范围真正囊括了全世界，形成了体系，并向着组织化和制度化方向发展。
经济的全球化浪潮一浪高于一浪。
这是一种在世界范围内广泛而又深入地流动与配置经济资源的活动。
它使各国经济更加相互依存，使世界经济最终形成和强化。
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了恢复受战争破坏的各国经济，稳定各国汇率，平衡国际收支，促进非歧视性贸易
的发展，在战争后期美国和各盟国希望在战后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际货币金融组织，利用其自身资金和
组织来的私人资本为各国生产项目提供贷款，也希望通过缔结统一的关税贸易协定，消除国际贸易的
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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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界史(当代卷)》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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