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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校学术文库：后冷战时期民族分离主义研究》在政治思想史的视野内研究后冷战时期的民族
分离主义，将民族分离主义的零散研究进行整合并系统化、逻辑化、理论化。
这是对以往民族分离主义研究领域欠缺系统和深度的一个突破，也是对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拓展。
同时，对后冷战时期民族分离主义的系统研究对解决中国面临的民族分离主义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
价值和实践意义。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后冷战时期民族分离主义研究>>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民族主义的一般理论一、民族的概念与民族的形成（一）民族的概念（二）民族的形成二
、民族主义的定义、发展与类型（一）民族主义的定义（二）民族主义的发展第二章 后冷战时期民族
分离主义的缘起一、国际因素的影响（一）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存在（二）威权解体下的失控（三）全
球化进程的影响二、国内因素的诱发（一）政治因素（二）经济因素（三）文化与心理因素第三章 后
冷战时期民族分离主义的主要内涵一、后冷战时期民族分离主义的主要理论（一）“民族自决”理论
（二）“一族一国”理论二、后冷战时期民族分离主义的主要策略（一）进行文化疏离（二）强化民
族认同（三）策划民族动员三、后冷战时期民族分离主义的主要目标（一）“国家权力”概念（二）
民族分离主义的目标：最高国家权力第四章 后冷战时期民族分离主义的手段选择及其表现模式一、政
治运动一魁北克模式二、暴力恐怖一北爱尔兰模式三、军事对抗一泰米尔模式第五章 后冷战时期民族
分离主义的主要特点一、暴力手段恐怖化二、分离主义宗教化三、民族主义极端化四、外部干涉模式
化五、分离组织联合化第六章 后冷战时期民族分离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一、民族分离主义对新疆的影响
（一）“东突”的理论（二）“东突”分裂活动的历史发展（三）后冷战时期“东突”的策略二、民
族分离主义对西藏的影响（一）历史的回顾（二）手段与趋势三、启示（一）国际层面的协调合作（
二）国内层面的综合治理结语参考文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后冷战时期民族分离主义研究>>

章节摘录

　　一、国际因素的影响　　（一）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存在　　战后长期存在的国际政治旧秩序，是
在美苏两极对峙争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基本特征表现为：（1）划分势力范围，建立军事集团
，组织“大家庭”、“卫星国”或“联盟关系”；（2）在联合国，通过安理会中的大国否决权，垄
断国际事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联合国成为超级大国追求霸权的工具；（3）无视国际法和国
际关系准则，干涉他国内政。
两极格局终结后，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反而得到加强。
这种国际政治旧秩序的实质，就是以追求世界霸权为目的，以热衷干涉为主要内容，组织“大家庭”
和“联盟体系”，划分势力范围，在国际社会中建立国与国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支配与被支配的不
平等关系。
　　这种国际政治旧秩序是造成当今世界分离主义兴起的深刻历史根源。
在近现代时期，西方列强出于维护殖民统治的需要，有意识地在殖民地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其
严重恶果就是今天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积怨甚深的民族矛盾和教派隔阂。
例如，苏丹内战、印巴冲突、斯里兰卡内战等等。
原苏东各国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不少也是源于二战前后苏、美、德等大国强权政治所造成的遗留问题
。
而在苏东剧变前后，西方国家为了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极力诱导这些国家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加
剧其民族危机和国家分裂。
在原来的亲苏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反政府民族武装在西方的支持下向政府挑战夺权，造成许多带有民
族冲突与部族纷争色彩的战乱。
因此，历史上的“分而治之”殖民政策、大国强权政治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有意识支持，成为冷战
后民族分离主义产生的原因之一。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后冷战时期民族分离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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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