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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鼎定国疆——新中国成立60年中国边界问题研究》运用“权力转移”理论，采用历史文献法与
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从陆地邻国的政策属性对中国处理领土争端时的态度影响这一角度，系统地研
究中国与陆地邻国领土争端问题。
同时，运用统计分析与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案例进行统计分析，对影响中国态度成因的其他主要竞争性
解释变量进行逐一剖析，实证分析了中国在处理与陆地邻国领土争端问题时宽和与强硬两种截然不同
的态度成因。

 《鼎定国疆——新中国成立60年中国边界问题研究》由聂弘毅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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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宏毅，河北邯郸人。
2009年2月毕业于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2007年留学伊斯兰堡国立现代语言大
学，获英语课程A级证书(Diploma
Course ln
EnglishLanguage)；2002年毕业于国防大学，获军事战略学硕士学位；1997年毕业于第二炮兵工程学院
，获工学学士学位。
2009年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并获得全国法律职业资格证书；2010年通过国家心理咨询师考试并获得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书。
曾在海军北海舰队供职，现在总参谋部工作，曾荣立三等功—一次并多次受嘉奖。
先后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当代亚太》、《国际政治科学》、《国际展望》、《国际经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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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主要著作有《21世纪亚太安全问题纵横》、《反制高技术兵器招法》
(合著)等。
主要研究领域为军事战略、核战略、国际安全、领土争端、军备控制与裁军和军事法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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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二）改变现状国与维持现状国判定指标在国际政治的现实中，直接判断一个国家是
维持现状国或者改变现状国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一般需要依据外界的某些可以观察和测量的指标
来进行量度。
比如需要考察其对外政策偏好和行动。
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中，对一个国家的政策偏好的判断不可能完全依赖该国的外交承诺，界定一个国而
且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标系统，况且国家在不同时期也是不断进行偏好调整的，所以只能在某一
个时期，通过该国的国内政治过程来获取信息，并辅以该国的行为表现加以佐证。
即通常而言，可以依据国内政治过程的信息来形成对该被测量国的目标偏好的认知，这种认知可能会
随着该国所释放的行为信号的更新而不断调整，在对被测量国的行为偏好进行最终评定后，其他国家
的战略应对也就会随之产生。
当然，这种行为偏好与认知及相互间的战略调整是一个不断互动的过程。
而且国家的战略偏好对领土争端解决方式的意愿也是有影响的，具体到本研究，就是将着重于研究邻
国在特定的时间段内对外政策所呈现出的属性特征：是维持现状国与改变现状国，定位的研究状态是
邻国在某一时期所最终呈现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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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鼎定国疆:新中国成立60年中国边界问题研究》系统地研究中国与陆地邻国领土争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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