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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去年夏天为本论丛撰写的序言中，我提到2006- 2007年度的国际形势相对稳定。
但自那时以来，特别是在2008年上半年，不论是全球政治和经济的客观环境，还是国际问题观察家的
心态，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这种变化中，似乎是忧大于喜。
                                                             相形之下，国际安全中的热点问题多数有所缓解，大国关系也相当稳定
。
这一年多以来，伊拉克的国内安全形势似乎得到控制，西方国家也尚未出现大规模的恐怖事件。
媒体热炒的美国和以色列军事进攻伊朗的可能性，其实正在下降。
美国和朝鲜围绕核武器问题的谈判取得较大进展，六方会谈的机制还在发挥作用，而且有望将这一会
谈机制发展为东北亚安全问题的多边对话机制。
俄罗斯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裂痕还在加深，美国在东欧部署导弹的计划受到俄罗斯的激烈抨击。
但是美俄严重冲突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2008年3月台湾领导人“选举”揭晓和“入联公投”破产后，台海形势出现了积极变化，中美之间因“
台独”问题而发生战略对抗的危险大大降低。
当然，若干安全热点问题依然值得担心，例如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国内局势不稳，恐怖活动有所加剧
，非洲一些国家政局动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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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去年夏天为本论丛撰写的序言中，我提到2006—2007年度的国际形势相对稳定。
但自那时以来，特别是在2008年上半年，不论是全球政治和经济的客观环境，还是国际问题观察家的
心态，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这种变化中，似乎是忧大于喜。
　　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中，人们最大的关注点大概是美国次货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安全问题，而金融
不稳定，又同石油价格飙升、美元贬值、粮食短缺等问题密切相关。
许多国家面临通货膨胀压力，全球经济增长步伐明显放缓。
同时，全球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带来的恶果日益显现，建设低碳经济的呼声升高。
节能减排、开发新能源等问题，成为近年来大国首脑会议中的首要议题。
　　本书是2008年《北大国际论丛》，内中具体收录了：《“告别冷战”：中国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
的历史含义》、《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寻求自主性的战略路径——以中国外贸体制改革为例》、《美国
国会涉华联线体制分析一以西藏问题为中心》、《论中东的水争夺与地区政治》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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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视角转换从海陆二分到海陆统筹——对中国海陆关系的再审视机遇与挑战：单
极世界与中国的和平发展“告别冷战”：中国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历史含义首脑出访与中国外交全
球化进程中国家寻求自主性的战略路径——以中国外贸体制改革为例新媒体和中国的政治表达中国：
现阶段的问题与前景展望美国与东亚国际体系的变迁六方会谈与朝鲜弃核：多边主义为什么能发挥作
用?论中美人权之争的根源与特性美国国会涉华联线体制分析一以西藏问题为中心试析日本在人道主义
干涉问题上的立场身份与权力：冷战后日本的海洋战略东盟的历史转折：走向共同体东盟与欧盟关系
三十年评析论中东的水争夺与地区政治全球化视野中的非洲：发展、援助与合作兼谈中非合作中的几
个问题理想与现实结合西倾与东向并举——坦桑尼亚外交特色与绩效评析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发展市
场经济问题关于西欧政治思潮研究的几个问题吉拉斯“异端”思想的发展历程有关世界环境与安全研
究中的若干问题从贾谊的民众主义看国际关系主体的重新定位“个人”、“个国”与现代国际秩序—
—心理文化的视角海军扩展与战略稳定：从英德竞争到中美关系大国过度扩张的国内政治机理——杰
克·斯奈德及其《帝国的迷思》宗教民族主义探析规范与认同的相互建构：社会建构主义的进展与难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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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这里强调“外部威胁”和“在国际上”，是有原因的。
从道理上讲，中国的国际战略同美国的“大战略”一样，应当是“对外战略”。
但中国的战略有其特殊性，即外部威胁与内部威胁经常相互转换，相互呼应。
在古代，王朝即国家。
远的不说，宋朝、明朝、清朝都是在外患内乱的夹击下灭亡的。
国民党政权被推翻，也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兴起的大背景。
中国真正有了现代国家意义上的“国际战略”，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国际战略旨在维护主权与独立，同时与内部
政治安全具有直接的关联。
战略敌国即是外部的安全威胁，同时也构成内部的政治威胁。
20世纪50 60年代的美国，60 70年代的苏联，对中国造成的威胁都是如此。
于是有了50年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全面“一边倒”的战略，以及“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反帝必
反修”的战略思想。
                                                                                        直至今天，中国内外政策密切互动的特点仍然相当鲜明。
比如“台独”问题、香港和澳门回归后的稳定繁荣问题、“藏独”、“疆独”等民族分裂主义和其他
民族宗教问题、抵御境外敌对势力的政治渗透问题等等，都涉及内外威胁的呼应与结合。
这类问题在主要发达国家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或是不致危害国家核心利益或核心价值观的，在中国则
可能因处理不当而产生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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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大国际论丛2008》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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