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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四个时期是冷战结束以来的十余年间。
两极格局的终结成为美国世界政治霸权的起点，它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凭借着雄厚的经济实
力极力谋求世界霸权。
美国奉行“单边霸权主义”，在国际事务中不与任何国家进行多边协商，而由美国自己独断专行来解
决问题。
而全球化使国家利益开始突破本土地理疆界向全球拓展，各个国家的利益，首先是经济利益，日趋在
更深刻、更广阔的层面上融入世界，国内和国外的经济利益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边疆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对各种形式的“利益边疆”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
，产生了“利益边疆”和“战略边疆”的概念，并在现实生活中首先涉及经济边疆和政治边疆。
西方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现了种种理论，包括“人权高于主权”、“国家国际化”和“国家主权
让渡论”等，这些冲击了传统的民族国家、国家主权及相关理念，人们由此开始思考：边界是否是绝
对的防线？
信息时代的到来又使“信息边疆”成为一种正在形成和崛起的新的国家边疆，即在遥感技术、卫星通
信、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等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的条件下，主权国家为了保护自身的信息
资源，同时获取和创造新信息的空间和领域。
它大大突破了国家的地理疆界，已经成为在陆疆、海疆、领空和太空之后的“第五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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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新航路开辟至今的西方边疆理论——其发展变化与全球化进程密切相关——为研究对象，旨在
揭示西方边疆理论的发展脉络和演变过程，并对这500多年间的主要观点、理论进行重点探讨。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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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民族和国家的出现虽然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许多民族和国家处于反复变化
的过程，不少地区并未形成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的出现是近代边疆理论的重要特征，也是近代西方各国边疆、边界的变化的重要前提。
在主权国家产生之前，国家只是奴隶主和封建王朝的私有财产。
直到1500年左右，世界政治地图还主要是由几个大陆封建帝国（王国）组成的，如亚洲的中国明王朝
、印度莫卧儿帝国、波斯萨菲帝国，地跨欧、亚、非二洲的奥斯曼帝国，非洲的马里帝国和松加依帝
国，美洲的印加帝国和阿兹特克帝国。
这一时期的西欧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各国正处于一个转折时代，但受生产力水平，尤其是交通运
输手段的限制，当时世界各国、各地区相对闭塞的状态依然存在。
　　16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开始解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日益发展，民族国家也逐步形成。
在欧洲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英国、西班牙、荷兰、法国、葡萄牙、俄国以及欧洲一些小国在扩张中
扮演了重要角色。
德国后来也加入了扩张的行列。
地理大发现的直接后果，不仅促进了世界各地区联系的加强，而且加速了世界各国的解体与重组。
在亚非等地的帝国衰落之后，民族国家逐渐成为主导的地缘政治形式，成为地缘政治中的实体。
它们之间为争夺土地、人口等资源，进行了长期争战，从而引起各国领土和疆界的起伏变化。
近代边疆理论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形成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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