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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的编写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以问题为主线、以观点为主题。
在总结“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教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走向以及中
国外交的发展变化，突破此类教材以往的体例模式，加强对世界经济与政治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的分析，力求对一些重点、难点问题的处理更加科学合理。
     本教材重点关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背景下世界主要力量的发展特征及走向，探讨影响21世纪
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及应对措施。
    本教材适用于各大专院校的学生和教师，也适用于社会上对国际问题、中国外交感兴趣的广大读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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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卫灵，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中国外交。
曾主编教育部重点学科教材和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讲授”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近20年。
     先后主持司法部、教育部的研究课题若干。
主要学术代表作有：《邓小平外交思想探究》、《关于当前中国安全环境变化的分析》、《全球化与
当代民族主义》、《全球化语境下的国家主权问题》、《对国际政治领域中的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的
认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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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冷战时期的世界经济与政治1.1 冷战时期的世界经济与世界经济格局世界经济是指由不同发展水
平的国家和国家集团所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共同运动的经济有机整体。
它在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基础上，将各个国家的国民经济通过国际商品流通、资本和资金的国际运
动、劳务的跨国界交换以及技术转让等多种形式和渠道联系在一起。
世界经济是国际社会政治生活的物质基础，是世界政治发展的最根本的推动力量。
企业、跨国公司、国家、区域和国际经济组织是当代世界经济的主要行为体。
世界经济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不断运动和发展的，它有着不同于各民族国家国民经济运行的特殊发
展规律。
1.1.1 促进冷战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1.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战后世界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动力
源。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具革命性的推动力，对世界经济发展起着决定
性作用。
以蒸汽机技术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和以内燃机、电动机的使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对世界
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则根植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
战后，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空间技术的
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
这次科技革命是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从美国开始的，后来逐步扩展到西欧、日本及其他国家。
这次科技革命对人类生产、生活影响之深为以往任何一次科技革命所不及。
科技革命推动了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国际分工的深化，世界贸易和市场的扩大，给世界经济的发展
创造了广阔的空间。
科技进步导致运输和通信成本不断降低，为具有区域或全球运行能力的经济实体进行经济扩张创造了
条件，为国际交往提供了高效、便捷的通信方式和运输手段，使得各国经济能够冲破时间和空间的障
碍，进入了更为密切的相互交往和依赖的状态，从而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据日本《科学技术》白皮书称，1955-1960年，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为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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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重点关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背景下世界主要力量的发展特征及走向，
探讨影响21世纪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及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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