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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世界经济月政治（第二版）》在介绍了相关国际关系基础知识的前提下，较为系统全面地
阐述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1世纪初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的基本状况、演变进程和最新的发展态
势，具体分析和介绍了当代世界主要力量如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政
治概况、对外关系的战略等，回顾和分析了我国对外关系和对外战略思想的发展历程，对一系列重大
事件作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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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现阶段大国关系调整的基本动力 现阶段大国关系的调整始于冷战结束。
冷战结束的过程，也即现阶段大国关系调整开始的过程。
这一过程延续至今，并继续发展，尽管伴随着新因素和新特点的不断产生，但其基本方向没有改变，
而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拓展、加深。
推动这一进程的动力既有传统因素，又有时代特定因素，而后者往往决定着现阶段大国关系调整不同
于其他时期的特征。
 首先，旧的世界格局的瓦解是大国关系调整的第一个动力。
冷战结束使延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两极格局瓦解，世界陷人结构无序状态。
理论界对冷战后国际格局的状态有多种描述，诸如多极化、单极化、一超多强等。
各大国失去原有结构的支撑，主动或被动地脱离原来的结构关系和次序，不得不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在
新国际格局形成的过程中重新选择和重新定位。
各大国在冷战之后国际格局中自我定位过程的不同特点使大国关系的调整具有复杂性。
 其次，大国力量对比关系的此消彼长是大国关系调整最深刻、最根本的动因。
力量对比在短时间内的重大变化深刻地影响了大国之间的关系。
以往大国对比的此消彼长往往导致大国关系的结构以及性质发生改变，而潜伏其下的、更深层次的游
戏规则并不一定相应改变，变化了的大国关系依然循着原来的游戏规则运行。
在以两极结构为特征的冷战时期，大国关系形成的基础是地缘政治和力量平衡，基本游戏规则是“零
和游戏”。
而如今，大国关系的调整既有结构上、性质上的变化，也有游戏规则的变化，“零和游戏”不再是或
不完全是大国关系的基本规则，代之以互动和双赢规则。
 再次，全球化给大国关系带来了深刻影响。
全球化首先是经济全球化。
20世纪后半期，在通信和信息技术推动下，整个世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突飞猛进，而且其影响已开始
超出经济领域，渗透到政治、文化、国际关系等其他领域，并对这些领域产生深刻影响。
全球化对大国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经济交往和经济合作的极大增加造成大国之间经济利
益的大面积交叉或融合，导致国家相互依赖和共存共荣程度的实质性加深；另一方面，全球化引发了
一系列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如毒品走私、环境污染、非法移民等，其中对大国关系来说最突出的是恐
怖主义的国际化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威胁也成为各大国共同关注的焦点和
共同利益，尽管其程度各有不同。
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使大国共同利益在范围上越来越大，在程度上越来越深，并以大国相互依赖、相
互合作为基础。
 最后，大国内部政治和政策的变革形成了大国关系调整的国内动力，它对大国关系的影响极为巨大。
苏联国内政治的变化开始于冷战结束之前的1985年，即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
苏联国内改革迅速带来了对外政策的重大转折，并最终导致冷战结束，而冷战后全新的国际环境又反
过来促使大国国内政治发生更深刻的变化。
俄罗斯国内进行了革命性改造，接受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市场经济，并最终在政治和文化
上把自己定位于欧洲和西方的一部分。
这就决定了俄罗斯在外交上以融入欧洲和西方为导向。
其他大国国内政治虽然没有发生制度性变革，但在新的国际环境中都在对外政策上进行了不同程度的
调整，调整的共同特点是改变或减少敌对性，增加合作性。
大国国内政治变化与全球化作用相辅相成，不仅对大国关系而且对大国关系的游戏规则产生了深刻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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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院校网络教育系列教材: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第2版)》史料翔实，重点突出，融世界经济、政
治和国际关系于一体，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实用性和参考价值，有助于读者把握当代国际社会变化发
展的基本特征及面临的共同问题，认识中国改革发展的国际环境。
《高等院校网络教育系列教材: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第2版)》适合用作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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