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卷）>>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卷）>>

13位ISBN编号：9787040053265

10位ISBN编号：7040053268

出版时间：1994-12

出版时间：高等教育出版社

作者：彭树智 编

页数：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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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卷）>>

内容概要

　　《世界史：现代史编（下）》为吴于廑、齐世荣主编六卷本《世界史》的第五卷，它以广阔的视
野和新的内涵展示了本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世界历史进程，集中体现了80年代以来我国世
界现代史研究和教学的成果。
　　《世界史：现代史编（下）》是与《世界史》配套的，为高等教育出版杜已出版的四卷中的一卷
，其他还有：《世界史&middot;古代史编》（上、下卷）、《世界史&middot;近代史编》（上、下卷
），《世界史》主要适用于高等院校历史专业，同时也是专业人员和广大读者值得珍藏的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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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当代世界的历史性巨变第一节 世界经济的变化一、世界经济统一性的加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世界经济的统一性趋势的增长布雷顿森林体系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二、世界经济多样
性的新局面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中国家及殖民地经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三、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资
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确立工业方面货币金融方面国际贸易与投资方面科学技术方面第二节 世界政治形势
的变化一、战争结束时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五大国国际政治舞台大国力量的消长美国独占鳌头苏联成为
世界一流强国英国开始依附美国法国大国地位的恢复中国加入大国行列二、雅尔塔体系的确立雅尔塔
体系的内容雅尔塔体系的性质三、联合国活动的开始联合国的成立联合国的早期活动第三节 思想文化
的新潮流一、和平、民主的思想文化潮流人权问题国际化世界和平运动二、亚非拉民族主义思潮的新
发展尼赫鲁主义苏加诺主义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泛非主义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传播与社会主义潮流毛泽东思想东欧社会主义的发展西欧和美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二章 战后国际关系
与两大阵营对峙格局的形成第一节 对战败国的处置一、五国和约的缔结五国问题的提出伦敦外长会议
巴黎和会五国和约的基本内容二、对德国的分区占领与纽伦堡审判盟国管制委员会纽伦堡审判战后德
国的去向三、美国对日本的单独占领盟国最高统帅受降区域划分远东委员会第二节 美苏&ldquo;冷
战&rdquo;的兴起一、美苏从盟国到对手的演变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美苏关系的变化二、美国对苏联
的&ldquo;遏制&rdquo;政策东欧、伊朗和土耳其问题丘吉尔的&ldquo;铁幕&rdquo;演说三、杜鲁门主义
和&ldquo;冷战&rdquo;的全面展开希腊和土耳其问题杜鲁门主义&ldquo;柏林危机&rdquo;第三节 两大
阵营的形成一、美国的全球性进攻态势杜鲁门主义的特点及其运用马歇尔计划的推行布鲁塞尔条约组
织二、世界性的军事条约网北大西洋公约的缔结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体系的建立三
、苏联的&ldquo;安全带&rdquo;政策苏联对外政策的两重性对外政策两重性的原因四、从&ldquo;共产
党情报局&rdquo;到&ldquo;华沙条约组织&rdquo;&ldquo;共产党情报局&rdquo;&ldquo;经济互助委员
会&rdquo;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华沙条约组织第三章 战后初期社会主义国家的巩固和经济建设第一
节 苏联的恢复和发展一、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国力的增强战后初期苏联面临的任务恢复国民经济成就和
问题二、社会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民主与法制被破坏意识形态领域的措施和问题三、联共
（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与斯大林逝世联共（布）十九大斯大林逝世四、赫鲁晓夫上台与苏共第二十
次代表大会贝利亚事件赫鲁晓夫最初的改革调整苏共二十大第二节 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政权巩固与经
济建设一、东欧各国人民政权的巩固东欧各国共产党的建设东欧各国的政权建设二、东欧各国的民主
改革与经济建设土地改革和经济恢复发展国民经济三、1956年波兰、匈牙利事件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
件第三节 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巩固与经济建设一、新中国巩固政权的斗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巩固政权和恢复经济过渡时期的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和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二、朝鲜人民抗美战争的胜利
美国扩大侵朝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朝鲜停战谈判三、越南人民抗法战争的胜利越法协定边界
战役和奠边府战役日内瓦协议四、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外蒙古宣布独立经济发展政局变化第四节 社
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关系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莫斯科会谈中苏条约和协定的内容与作用
二、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冲突与和解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的决议赫鲁晓夫时期的苏南关系三、苏联波兰
关系与苏联匈牙利关系苏波关系苏匈关系四、1957年莫斯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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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值得注意的是，在卫国战争年代，苏联在强调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同时，并没有把二者与民族
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严格区别开来，无论是在对待邻国的领土问题上还是在处理其他外交问题上
，都有背离马列主义原则的地方。
例如，1945年9月2日斯大林对自本投降发表的《告人民书》中，就将1904年的日俄战争说成是日本对
俄国的侵略，说：&ldquo;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rdquo;，俄国等待着&ldquo;污点会被清
洗&rdquo;。
这种说法与列宁当年揭露日俄战争双方都是为了&ldquo;争夺满洲和朝鲜&rdquo;，&ldquo;而进行的一
场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战争&rdquo;的结论是相违背的。
这反映了在苏联领导人的指导思想中仍然存在着老沙皇大俄罗斯主义的思想残余，这对苏联处理战后
国际事务有着消极的影响。
　　英国开始依附美国　　长期以来，英国一直是国际关系中的制衡国。
在整个19世纪，它是世界霸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在国际联盟和国际事务中仍处于领导地位。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它的国际地位，也改变了英国统治者的心态。
英国与德国法西斯作战时间最长，实力消耗极大。
尽管战时英军从130万人增加到510万人，但是与美苏相比则大为逊色。
还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期间，丘吉尔就已意识到&ldquo;英国是一个多么小的国家&rdquo;。
他曾这样描绘：&ldquo;我的一边坐着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的巨大的俄国熊，另一边是巨大的北美
野牛，中间坐着的是一头可怜的英国小毛驴&rdquo;。
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其主力是美国而不是英国。
战争虽然使英国获得了战胜国的桂冠，但其实力地位却大大降低了。
　　英国的决策者在战争后期就已预见到战后的国际舞台上将会出现&ldquo;两个巨人&rdquo;，一个
是美国，另一个是苏联，而英国将&ldquo;夹在两块大磨石之间，被置于最不舒适的处境&rdquo;。
丘吉尔对战后世界结构的第一个设想是实现在英国领导下的欧洲统一，建立欧洲地区联邦。
丘吉尔主张成立一个世界性组织，下面分设欧洲、美洲、太平洋地区三个委员会。
　　&hellip;&hellip;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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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