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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变局与中国前沿》是一本高学术价值高、现实针对性强的力作。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从地缘政治学和依附经济学角度，对现阶段世界变局条件下资
本主义基本矛盾和与此相联系的全球地缘政治矛盾进行了较深入的剖析，在此基础上分析揭示了现阶
段中国贸易、金融和国家安全领域存在的矛盾和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
本书主题重大，立意高远，视野宏阔，内容厚重，思想深刻，见解独到，许多地方能高屋建瓴，且能
言人之所未能言，未敢言，读之让人眼前为之一亮，颇受启发，表现出作者厚实的学术功底、强烈的
现实关注和深刻的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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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彪，浙江金华人。
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现任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国际问题和软实力研究，在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学、地缘政治学和
中国软实力等学科领域提出较系统的理论、创新性观点、方法和有关政策思路。
主要专著：《世界变局与中国前沿》(2012)、《中国软实力：决定中国命运的两种思路》(2010)、《中
国国际政治经济学》(2008)。
主要译著：《苏联经济史》(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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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从13世纪30-40年代开始了蒙古人对罗斯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残暴统治，而几乎是同一时期，西
欧正遭遇长达200年之久的黑死病、大饥荒和兵连祸结的社会经济危机。
摆脱这场大危机是推动西欧国家从15世纪末开始通过发动殖民战争和大航海运动进行大规模海外扩张
的地缘政治动因。
而罗斯遭受蒙古人的长期统治，也经历了一场灾难深重的民族危机。
东西欧几乎同时经历一场地缘政治危机，又都是通过地缘政治扩张找到了摆脱危机的出口。
西欧是海洋国家，一开始就能向非洲和美洲扩张，后转向东南亚，都得益于海路；俄罗斯是内陆国家
，出海口成为地缘政治的生命线，沙皇俄国于是先后向西、东两个地缘方向扩张。
向西是通过发动对波兰、瑞典、立陶宛和克里米亚的战争，打开波罗的海的门户，追赶西方文明，向
东则越过乌拉尔山（1581年），一直打到太平洋东岸和黑龙江，将海参崴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俄
语意为“控制东方”），这是从俄国第一代沙皇（伊凡四世，也称伊凡雷帝）就开始的事业。
由于西欧领先于东欧崛起，沙皇俄国向西方的扩张受到限制，而且一直承受着西欧资本主义迅猛发展
带来的巨大地缘政治压力。
而18世纪俄罗斯流行“西化”，大力引进西方文明，“上流社会、教育系统（甚至神学系统）都嘲笑
自己本民族最健康的东西，贬低自己‘落后的’农奴制下的人民。
拿破仑的入侵，实际上是他在1812年联合起来的整个欧洲的入侵，使俄罗斯‘文明’社会部分地清醒
过来”。
在这种条件下，到19世纪俄国表现出对全盘西化的地缘政治觉醒，学者达尼列夫斯基（著有《俄罗斯
与欧洲》）认识到由于俄罗斯规模巨大和强悍，西欧列强无法像对待非洲、印度和中国清政府那样攫
取好处，故俄罗斯与西欧的地缘政治关系具有对抗性，因此俄国的文明发展（现代化）道路具有独特
性。
这种观点经过20世纪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在全球主要以东西方关系为主轴的地缘政治结构中俄罗斯存
在着特殊的地缘政治矛盾和地位，这个矛盾客观上决定了它要么追随西方文化，最后融化在西方文化
中，结果必然是俄罗斯作为地缘政治主体不复存在；要么俄罗斯必须确立自己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特殊
的地缘政治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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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界变局与中国前沿》是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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