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东北亚地区政治与安全报告>>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东北亚地区政治与安全报告>>

13位ISBN编号：9787509733431

10位ISBN编号：750973343X

出版时间：2012-5

出版时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黄凤志 编

页数：281

字数：324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东北亚地区政治与安全报告>>

内容概要

黄凤志主编的《东北亚地区政治与安全报告》以专题形式纵横审视东北亚地区国际政治与安全局势的
发展，对东北亚政治与安全问题进行纵向历史透视和横向多维国际战略视野分析，以中国崛起、美国
重返东亚为背景的东北亚政治与安全局势变化为基点，探讨东北亚各国政治与安全战略与政策的特点
，分析中国崛起的东北亚地缘政治环境与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提出中国在东北亚应奉行的战略与政
策，对于我们全面、准确、理性认识东北亚政治与安全形势变提供启迪，为中国东北亚战略与政策提
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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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凤志，政治学专业国际战略学研究方向博士，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政治系主
任。
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信息化与当代国际关系重大战略问题研究、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研究。
承担了200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信息革命的国际政治效应研究”。
200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信息时代国际关系中高科技知识与政治霸权关系研究”
，曾获省级优秀社会科学论文奖和优秀教材奖。
在《世界历史》、《世界史研究动态》、《现代国际关系》、《亚太研究》、《国际展望》、《史学
集刊》和《东北亚论坛》等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主要学术观点被《历史学年鉴》、《中国
社会科学文摘》、《光明日报》、《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国际政
治》转载。
出版的学术著作有《当代国际政治问题析论》、《信息革命与当代国际关系》和《东北亚安全战略研
究》等。
主编的教材有《当代国际关系》、《中国外交史（1840～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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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007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萧条和主权债务危机对美国霸权的经济基石构
成重大冲击，2011年美国主权债务突破14万亿美元，美国连续3年国家预算赤字高达万亿美元以上。
美国全球战略目标与财政窘迫、债务庞大的矛盾迫使其采取收缩力量和削减军费开支的举措。
美国虽然受金融危机和国债问题拖累，在国际经济实力地位呈相对下降之时，被迫做出收缩战线和削
减军费开支的意向，但美国全球霸权的经济实力、高科技知识实力、军事优势和联盟体系四大战略基
石没有受到根本性损毁，全球战略格局和东亚地缘政治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在美国经济实力发生相对衰落的背景下，东亚地区中美关系结构性矛盾突出，霸权国和崛起国的冲突
呈强化趋势。
美国担忧中国迅速发展的经济军事实力不断改变美中实力对比关系，损毁美国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和利
益，采取了全球战略力量收缩，东亚战略投入加大的政策，采取了不断强化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不
断编织针对中国的政治军事同盟，不断鼓励中国周边沿海国家针对中国的领海纠纷，不断进行孤立中
国的外交活动，美中关系合作与冲突的矛盾体博弈性一面明显增强。
 2.美国在东亚战略同盟的强化 近代以来，世界霸权国的谱系均为西方列强，美国全球权势源于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中的实力施展和重要贡献，发挥在战后国际组织与国际规制建构中的组织作用，形成在对
苏冷战中成功对昔日欧日列强进行联盟与领导，在战后两极国际体系的权势争夺中，通过冷战击败竞
争对手苏联后，成为当代单极国际体系的主导者，获得西方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
文化方面的支持与认同，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权势超级大国，在东亚对日、韩和东盟各国产生了强大
的战略牵引与认同。
 从地缘政治的视角看，独特的地理环境（大西洋与太平洋安全屏障）使美国远离欧、亚、非大陆领土
与领海纷争，本土不受欧亚历史强国与新兴强国的地缘威胁，在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冲突中扮演了仲裁
者和救世主角色，中国崛起改变了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力量对比关系，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海纷争为
美国在东亚施展影响与权势提供了良机。
 冷战后美国全球权势存在的空间形式是通过联盟战略在欧洲进行北约东扩，挤压俄罗斯战略复兴空间
；在亚洲强化美日、美韩的联盟，阻遏新兴大国中国崛起；在中东维系美以战略联盟，控制世界油库
。
为了实施建构世界新秩序的战略部署，美国发动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
、颜色革命、反恐战争和利比亚战争，逐一清除世界各地存在的反美异己力量，对反美力量形成强大
震慑。
美国通过扮演世界警察角色四处出击，在彰显超级大国雄风的同时，也极大的消耗了自身实力。
世界金融危机后，美国主权债务危机不断深化与中国崛起态势形成反差，凸显了霸权国与崛起国的结
构性矛盾，美国收缩全球扩张战线，战略重心东移重点防范中国，特点是强化围堵中国的战略同盟网
络。
 2010年以来东亚安全局势骤变与美国重返东亚同步发生，东亚安全局势恶化呈从北至南变化特点，目
标指向对准中国，事态发展均与美国幕后推动密切关联。
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后朝鲜半岛局势恶化，中国在朝韩之间处境尴尬；钓鱼岛撞船事件后中
日矛盾升级，中国南海主权纠纷后，中国与东盟关系受损。
美国利用东亚各种突发事件高调介入，意在打压与孤立中国，趁机巩固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深化美
国与东盟关系，稳固美国与新加坡、菲律宾和泰国的同盟关系，改善同越南和缅甸的关系，在东亚的
外围则深化美澳同盟，援印反华，建构美日澳印多边安全协商机制，形成美国在东亚针对中国的战略
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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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北亚地区政治与安全报告(2012)》于2012年5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东北亚地区政治与安全报告(2012)》是"东北亚地区政治与安全形势年度报告"的首版，是我院国际政
治系与我校东北亚研究院国际政治所学者们集体合作的结晶。
报告体例周密、内容新颖、资料丰富，是吉林大学国际问题研究的最新成果，是我国东北亚区域研究
的前沿力作。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东北亚地区政治与安全报告>>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