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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
发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自2010年始，设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每年
评审一次。
入选成果经过了同行专家严格评审，代表当前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水平，体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
界的学术创造力，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
《中国和平发展与构建和谐世界研究》是“国家哲学社会?学成果文库”中的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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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景治，1943年6月生于北京，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
际政治系，获法学硕士学位，随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至今。
1992年被评为教授，担任博士生导师。
曾任国际政治系主任、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兼《教学与研究》主编、校务委员、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
、校学术委员会委员。
现兼任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建设工程“当代国际政治”课题组首席专
家。
研究方向和重点之一是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版学术著作（含合著）《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战略学》、《反恐战争与世界格局的发展变
化》、《科技革命与大国兴衰》、《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当代资本主义的演变与矛盾
》等二十余部。
发表文章《全球治理的困境与走向》、《冷战后世界格局的演变和国际秩序的重构》、《中美日关系
与东亚安全》、《“和谐世界”：中国国际战略的新发展》、《中国国际战略的发展与面临的挑战》
、《中国如何实现和平崛起》等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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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第一节 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
　第二节 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的主要内涵与研究意义
　第三节 现有主要研究成果的梳理及评析
第一章 大国崛起模式的比较
　第一节 大国崛起的模式：近代大国争霸的历史启示
　第二节 大国崛起的模式：和平发展道路的早期探索
　第三节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特点
第二章 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秩序
　第一节 国际秩序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提供的机遇
　第二节 现行国际秩序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制约
　第三节 中国和平发展有利于公正合理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第三章 中国禾口平发展与世界安全
　第一节 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安全问题
　第二节 中国和平发展应对各种安全挑战的举措
　第三节 中国和平发展有利于世界安全
第四章 中国和平发展与经济全球化进程
　第一节 经济全球化为中国和平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第二节 中国和平发展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第三节 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的国际经济摩擦与问题
第五章 中国和平发展与全球资源环境
　第一节 全球资源环境压力与中国面临的资源环境形势
　第二节 资源环境问题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影响
　第三节 中国克服资源环境瓶颈的途径及意义
第六章 中国和平发展与中国外交关系
　第一节 加强与相关国家的战略互信
　第二节 谋求对历史遗留问题的理性解决
　第三节 增强中国外交的软实力
第七章 中国和平发展与两岸关系
　第一节 两岸关系问题：中国和平发展的必解之题
　第二节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顺应时势的必然选择
　第三节 国际视野下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第八章 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
　第一节 中国国际战略的基本思路
　第二节 中国国际战略的基本特征
　第三节 中国国际战略面临的挑战
第九章 坚持和平发展与推动建设和谐世界
　第一节 中国和平崛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二节 和谐世界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合理期待
　第三节 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有利于建设和谐世界
　第四节 中国和平发展的主要经验
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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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联合国作为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一直活跃在解决国际危机、应对全球性问题以及
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最前沿；欧盟凭借统一货币、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等先进的机制形式而成为世界上
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性组织，其和平发展模式为后来大国或国家集团的崛起提供了良好的范例；此
外，诸多区域性组织，如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东南亚国家联盟、非洲联盟等的创立和发
展也成为地区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尤其是中国参与建立、完善的上海合作组织、东盟“10+3”
机制、东盟地区论坛等地区机制对亚洲地区的繁荣和稳定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
供了良好的地区环境。
这些国际和地区机制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平台”。
可见，“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正是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和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渐渐形成。
这种理念从根本上颠覆了近代历史上殖民扩张和大国争霸的崛起思路，是适应当前国际价值体系的必
然选择。
在近代历史上，甚至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在丛林法则盛行的国际体系中，殖民扩张和战争
都是国家聚敛财富或实现外交目的的合法政策工具，因此诸多大国为谋求国家崛起而走上战争争霸的
道路。
而在当今世界，国际价值体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大国要实现崛起只能通过和平的方式进行，并
且需要通过国家和平形象的构建获得崛起的合法性。
因此，中国提出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和构建和谐世界，既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要求，也符合当今世
界的价值原则，是中国实现成功崛起的必然之举。
就中国的具体安全和舆论环境而言，冷战结束以来，尤其在现阶段，中国所处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
获得了较大改善，保证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基本环境条件。
首先，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的关系维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伙伴关系的确立与各层级沟通和合作机制的建立为双方的及时沟通保留了畅通的渠道，也有利于双方
各方面合作的顺利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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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和平发展与构建和谐世界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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