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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四川大学（以下简称川大）是中国近代创办的最早一批高等教育机构中的一个。
近十余年来，又经两次“强强合并”，成为学科覆盖面较广、综合实力较强的综合性大学。
一百多年来，川大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学校日益壮大的过程中，从国学研究起步，接受现代科学的洗礼
，不同的学术流派融合互动，共同成长，形成了今日既立足于中国传统，又积极面向世界的学术特征
。
作为近代教育机构，四川大学的历史要从1896年设立的四川中西学堂算起。
但具体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则可以追溯到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由张之洞等人创办的四川尊经书
院。
在短短二十几年的办学历史中，书院先后培养出经学家廖平、思想家吴虞等一大批在近代中国学术思
想史上影响巨大的学者，也因此使四川成为国内研究经、史、文章等中国传统之学的重镇。
此后，在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以国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近代“蜀学”成为川大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的主流，拥有张森楷、龚道耕、林思进、向楚、向宗鲁、庞俊、蒙文通、刘咸忻、李植、李培甫
、伍非百等一大批国内知名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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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南亚次大陆经济发展与区域安全》从资源条件、文化传统、制度安排、地缘政治、全球视角等
方面入手，深入研究介绍了南亚次大陆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现状、前景及其与区域安全之间的互动
以及这种互动对中国经济及中国与南亚各国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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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邓常春，女，1973年生，博士。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发表论
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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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南亚次大陆经济发展与区域安全背景下的中国南亚政策
结论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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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巴基斯坦特殊的地理位置，对于当前中国的能源战略格局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中国从波斯湾进口石油的路线大致是经过波斯湾、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海、台湾海峡及东海。
一旦中印关系有变，这条路线出现问题，可以考虑利用巴基斯坦的铁路、公路等交通干线，以最大限
度地解决应急问题。
2006年2月，巴方表示愿意作中国的“贸易走廊”和“能源走廊”。
我国应以此为契机，大力推动与巴基斯坦的能源合作。
第三，巴基斯坦是中国反恐怖、反分裂的重要合作伙伴。
自发生“9·11”事件后，毗邻阿富汗的巴基斯坦在反恐方面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阿富汗在塔利班时期，是各国恐怖分子、分裂分子的集中地，其中包括“东突”组织。
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至2001年，“东突”至少制造了20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162人死亡，440
多人受伤，严重破坏了我国新疆的安宁与稳定。
在此新形势下，应把“反恐”提升为中巴关系新的战略基础，以“反恐”为中心加强中巴关系。
这既包括对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东突”势力的遏制、打击乃至肃清，也包括对危害巴基斯坦国家安
全和政局稳定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等势力的遏制和打击。
其具体措施：一是继续保持两国高层的接触、磋商与协调，为反恐合作创造良好的政治氛围；二是建
立制度化的中长期反恐合作机制，扩大人员和情报的交流（包括双方反恐人员的互训），实现技术、
设备及其他反恐资源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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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为200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南亚次大陆经济发展与区域安全》的最终成果。
在此，首先要感谢负责本项目审批的各位专家学者。
没有他们对一位初人学术殿堂的年轻人的鼓励，我就没有机会对这一课题进行如此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
其次，我要感谢我的硕士导师刘晓凤教授和博士导师罗志田教授和陈廷湘教授，他们是我的授业恩师
，我将终生感念。
再次，我要感谢四川大学经济学院的诸位领导和师长：李天德院长、游光中书记、陶宏书记、朱方明
副院长、蒋瑛副院长、刘用明副处长、张红伟副处长、张衔教授、邓翔教授、蒋和胜教授、马德功教
授、肖慈方教授、李航星教授、官忠明教授、文富德教授、李涛教授、张力教授、陈继东教授、邱永
辉教授，雷启淮教授、罗祖栋教授等。
十几年来，他们在我求学和为学的路上所给予我的许多指导、关心和帮助，点点滴滴都铭记在心。
再次，我要感谢四川大学社科处的先后诸位领导和老师：潘显一处长、徐开来处长、蒋永穆副处长、
龙慧拓老师、文萍老师、查庆老师、孔又专老师、王艺老师、杨希炀老师等，他们在本项目的申报、
批准和完成的过程中给予我许多的帮助和指点，谨致谢意。
本书的顺利出版，也得益于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出版基金的支持！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南亚次大陆经济发展与区域安全>>

编辑推荐

《南亚次大陆经济发展与区域安全》为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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