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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关系史》是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作者以国际关系体系与格局的演变为主线，把国
际关系的阶段性变化有机地串联起来，以使读者对16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史有一个基本的把握。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国际关系史》分四编：现代国际关系的缘起；“均势”格局的兴衰；美苏主
导下的两极世界；转型中的国际关系。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国际关系史》在编写体例上进行了大胆创新。
主要特色是线索清楚，文字流畅，信息含量高，不仅可以作为历史学、法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等学
科的教材，而且也是专业人士和党政干部必备之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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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第一编 威斯特伐利亚：现代国际关系的缘起第一章 现代世界的历史背景第一节 1500年前后的世
界一.东亚封贡体系二.穆斯林世界三.欧洲秩序第二节 走出中世纪——西欧的兴起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
革二.民族君主国的出现三.经济技术的发展与地理大发现第三节 现代国际关系的孕育一.商业资本主义
时期的殖民扩张二.西班牙的衰落与尼德兰革命三.王朝战争与商业战争第二章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第一
节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产生一.三十年战争的国际背景1.17世纪初的欧洲各国2.宗教纷争与王朝利益二.
三十年战争1.战争的导火线——“掷出窗外事件”2.战争的四个阶段三.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1.威斯
特伐利亚会议2.《威斯特伐利亚和约》3.现代国际关系原则第二节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多极“均势”
格局一.17-18世纪欧洲的纷争1.《航海条例》与英荷战争2.法国大陆扩张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3.欧洲
列强争霸与七年战争二.奥地利.普鲁士与俄罗斯1.奥地利的转变2.普鲁士的崛起3.俄罗斯的海陆扩张第
三节 17-18世纪的欧洲与世界一.美国独立战争1.美国独立战争与欧洲列强的反应2.美国独立与全球性国
际关系体系二.欧洲.拉丁美洲与非洲1.拉丁美洲与殖民制度2.非洲与奴隶贸易三.亚洲：一个相对“独立
”的世界1.中国的“康乾盛世”和清朝的对外关系2.印度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侵略第二编 从维也纳到
凡尔赛-华盛顿：“均势”格局的兴衰第三章 维也纳体系第一节 维也纳体系的产生一.法国资产阶级革
命时期的两极国际关系格局1.法国大革命及其外交原则.2.反法同盟与拿破仑帝国的兴衰二.维也纳体系
的建立1.维也纳会议2.神圣同盟与四国同盟第二节 维也纳体系的多极“均势”格局一.欧洲协调体制的
确立1.四次国际会议2.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与“东方问题”二.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的国际关系1.1848年欧
洲革命2.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建立3.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第三节 维也纳体系的衰落一.克里米亚战争
时期的国际关系1.圣地和宗教保护权问题2.克里米亚战争3.克里米亚战争后的欧洲国际关系新格局二.意
大利.德国的统一1.意大利的统一2.德国统一的背景3.“铁血政策”与统一战争4.德国与“东西方政策”
的选择第四节 “欧洲体系”的全球扩张一.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1.工业革命对欧洲和世界的影响2.工业
资本主义时期的殖民扩张3.殖民地的反应二.美国的加入1.内战前的美国对外政策2.美国内战时期的国际
关系3.内战后的美国对外政策三.中国的衰落与日本的崛起1.中国的衰落2.日本的崛起第四章 俾斯麦大
陆联盟体系第一节 大陆联盟体系的形成一.近东危机与柏林会议1.普法战争后的欧洲格局2.近东危
机3.1878年柏林会议二.大陆联盟体系的建立1.德俄关系和1879年德奥同盟2.1881年三皇同盟3.1882年德.
奥.意三国同盟第二节 大陆联盟体系的调整与解体一.大陆联盟体系的调整1.保加利亚危机2.德法关系危
机和《三国同盟续约》3.两次《地中海协定》与《再保险条约》二.大陆联盟体系的解体1.俾斯麦下台
与德国外交策略的转变2.法俄同盟的形成第三节 欧洲列强瓜分世界的斗争一.列强瓜分非洲的斗争1.英.
法.德的扩张与竞争2.瓜分刚果河流域3.1884——1885年柏林会议及列强在非洲的冲突二.列强在中亚的
争夺1.英俄在中亚的争夺2.1894——1896年近东危机3.巴格达铁路问题三.列强在远东的角逐1.英.法.俄在
远东的角逐2.日本侵占朝鲜与中日“甲午战争”3.三国干涉还辽第五章 从多极均势到两极对抗第一节 
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和战前危机一.第二次工业革命与帝国主义的形成1.第二次工业革命与帝国主义时
代2.美西战争及美国的扩张政策3.英布战争与日俄战争二.一战前的大国关系1.英德关系的转变2.《英法
协约》3.《英俄协约》三.一战前的国际危机和局部战争1.列强的军备竞赛与两次海牙和平会议2.波斯尼
亚危机与摩洛哥危机3.意土战争和巴尔干战争第二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国际关系一.第一次世界大
战爆发1.一战前欧洲列强的力量对比2.萨拉热窝事件和“七月危机”3.大战爆发二.战时国际关系1.列强
的战争计划2.交战国争取盟国的外交斗争3.日本和美国参战三.俄国革命的发生和大战结束1.俄国十月革
命与《和平法令》2.威尔逊“十四点计划”的提出3.大战结束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第六章 凡尔赛-华
盛顿体系第一节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形成一.巴黎和会与凡尔赛体系1.巴黎和会的争端与问题2.凡尔赛
体系的形成3.国际联盟：理想主义的尝试二.华盛顿体系的建立1.帝国主义在远东及太平洋的争夺2.华盛
顿体系的形成3.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总结三.多极“均势”格局1.欧洲霸权的衰落与两极格局的先兆2.
苏俄的外交政策第二节 “二十年危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动荡一.“洛迦诺时代”1.德国的赔
款问题与安全问题2.洛迦诺会议与欧洲政局的变化3.《非战公约》和裁军问题4.国际社会的动荡二.大萧
条与欧亚战争策源地的形成1.大萧条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2.德日法西斯统治的确立与欧亚战争策源地
的形成3.寻求集体安全的政策调整三.20——30年代的亚非拉革命浪潮1.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与土耳其凯
末尔革命2.中东委任统治地与巴勒斯坦问题3.拉丁美洲与欧美世界4.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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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两极对抗格局的形成一.三国轴心的形成1.德意关系的协调2.罗马-柏林轴心的形成3.柏林一罗马一东
京轴心的形成二.侵略与绥靖1.绥靖政策的历史背景2.德国侵占奥地利3.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三.战前
世界力量的重组1.法西斯集团的内部矛盾与德意钢铁同盟2.英法同盟的建立与日苏关系的调整3.英(法)
苏德的三角谈判第三编 雅尔塔：美苏主导下的两极世界第七章 雅尔塔体系的建立第一节 二战的全面
爆发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一.浩劫难免：二战的全面爆发1.德国进攻波兰与“奇怪战争”2.法国
的沦亡与英国的抗战3.(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与英美联盟的形成二.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1.苏
德战争的爆发2.太平洋战争的爆发3.同舟共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第二节 全球战略主导权的转
移一.美苏掌握全球战略主导权1.二战战略形势的根本转折2.开罗会议与德黑兰会议3.二战中的中东与拉
美4.德日五条件投降与二战胜利结束二.二战对国际关系的影响1.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2.欧洲霸权
的终结3.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兴起第三节 美苏与雅尔塔体系的形成一.盟国对战后世界新秩序的设想1.
罗斯福的战后世界蓝图2.布雷顿森林体系3.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二.雅尔塔体系的形成1.雅尔塔会议2.波茨
坦会议3.联合国的诞生4.雅尔塔体系的形成第八章 冷战：两极对抗下的国际关系第一节 冷战的起源与
东西方阵营的激烈对抗一.从盟友到敌人1.美苏对外战略的根本冲突2.五国和约的缔结3.战后美苏矛盾的
激化4.美国冷战政策的出台5.冷战的起源二.大西洋联盟的形成1.马歇尔计划2.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
立3.伦敦一巴黎协定的签订4.英美特殊关系5.战后西欧的联合三.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1.东欧人民民主国
家的建立2.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与经互会的成立3.华沙条约组织的建立4.苏南关系的破裂四.东西
方阵营的激烈对抗1.第一次柏林危机和德国分裂2.冷战中的热战：朝鲜战争3.越南抗法战争和日内瓦会
议4.第四点计划与亚太军事体系的建立第二节 美苏关系的缓和.冲突与僵持和东西方阵营的分化一.美苏
关系的第一次缓和1.美苏对外战略的调整2.东西方关系的解冻3.美苏在柏林问题上的斗争4.美苏戴维营
会谈二.美苏关系的再度紧张与僵持1.“箭与橄榄枝”的外交战略2.走到战争边缘：第二次柏林危机3.一
触即发：古巴导弹危机4.走向僵持的美苏关系三.东方阵营的动荡与分化1.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2.波匈事
件3.苏联干涉东欧国家内政四.西方阵营的分化1.欧共体的发展2.戴高乐的独立外交3.美国“多边核力量
”计划的破产4.日美安全条约的修订第三节 新中国外交一.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1.战后初期美国对华
政策2.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政策3.新中国“一边倒”对外战略二.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1.新中国积极发展
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2.新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3.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4.中日关系5.新中国积
极参与国际事务6.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外交1.“两条线”的对外战略与中苏关系
的恶化2.中国与邻国的边界问题3.中国印尼关于双重国籍问题条约的签订4.周恩来总理十四国之行第四
节 冷战中的第三世界一.战后初期的亚非拉1.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2.印巴自治与克什米尔问题3.
巴勒斯坦问题与第一次中东战争二.第三世界的联合1.万隆会议2.不结盟运动三.全球殖民体系的崩溃1.
非洲的觉醒2.苏伊土运河危机与第二次中东战争3.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4.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5.西
方的非殖民化第九章 缓和：由两极到多元化时期的国际关系第一节 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与中.美.苏战略
大三角一.东西方关系的缓和1.美苏对外战略的调整2.美苏关系的第二次缓和3.欧洲局势的缓和二.中.美.
苏战略大三角1.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与中国“一条线”对外战略2.中美和解与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的形
成3.中美建交4.20世纪80年代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变化第二节 苏联的战略扩张与美苏争夺的新态势一.苏
联在缓和中的战略扩张1.苏联的扩张战略2.苏联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与在第三世界的扩张3.美苏第二次缓
和的终结二.美苏争夺的新态势1.从人权外交到卡特主义2.里根主义：美国重振霸权的新起点3.戈尔巴乔
夫的外交“新思维”4.美苏关系的第三次缓和第三节 多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一.国际关系中的新因素1.
新技术革命与新的国际力量对比2.70-80年代的跨国公司3.国际组织的发展变化二.多元化时代的来临1.
欧洲联合的发展2.欧共体对外关系的发展3.日本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4.20世纪印年代的中国外交三.
多元化时代的第三世界1.亚洲的地区热点问题2.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3.拉美的债务危机与反霸斗争4.第
三世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第四编全球化时代：转型中的国际关系第十章 冷战的终结与全
球化时代的来临第一节 雅尔塔体系的崩溃与冷战的终结一.东欧政治地震与欧洲新局面1.东欧剧变2.德
国重新统一3.华约解散与北约调整4.欧安会特别首脑会议二.美国的战略安排1.“超越遏制”下的美苏伙
伴关系2.海湾战争：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的区域演示3.布什的“世界新秩序”三.苏联解体与两极格局的
终结1.戈尔巴乔夫改革与苏联解体2,两极格局“和平”终结的原因第二节 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一.经济全
球化的深入发展1.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追溯2.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图景3.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4.反全球化
运动二.非国家行为体的增多1.90年代跨国公司的新发展2.政府间国际组织3.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三.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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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问题1.恐怖主义问题2.民族主义问题3.人口问题4.生态环境问题5.贫困问题6.毒品问题第十一章 美国霸
权与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第一节 冷战后美国霸权的增长一.20世纪90年代美国实力的增长1.美国经济
的持续增长2.美国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二.软权力：美国霸权的新形式1.何谓“软权力”2.美国的新式霸
权三.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1.克林顿政府的全球战略2.“9·11”袭击与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第二节 “
多强”力量变迁与对外关系一.欧盟：扩大与深化1.欧洲一体化的新进展2.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3.欧
盟共同外交的实践二.日本：政治大国的努力1.日益强化的日美同盟关系2.“大国外交”实践三.俄罗斯
：从叶利钦到普京的大国复兴之路1.政治经济转轨中的困难2.从“亲西方”到全方位外交3.普京的大国
外交实践四.中国：努力构筑稳定的大国关系1.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2.中俄关系的稳步发展3.中欧.中日
关系的发展五.印度：从南亚走向世界1.印度的大国意识2.印度大国梦的实践3.印度崛起的潜力与禁锢第
三节 冷战后的第三世界一.危机与嬗变1.非洲经济困境与政治民主化浪潮2.拉美民主化进程及金融危
机3.东亚金融危机与政治动荡二.地区冲突1.波黑内战2.科索沃问题3.巴-以冲突4.印巴冲突5.朝鲜半岛6.
两次车臣战争7.阿富汗问题8.非洲地区的动荡三.加强合作：第三世界的自强之路1.东盟的扩大及其一体
化新进展2.拉美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3.非洲联合自强结语附录一：参考书目附录二：大事年表附录三：
译名对照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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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封建大帝国，与周边各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联系，儒家
文化在东亚各国有着广泛的影响，因而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过程中，形成了以封贡制度为交往模
式所表现出来的天朝大国与藩属之间的封建关系。
这种制度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先秦时代，周天子分封诸侯，建立了朝贡制度。
它最初是特指天子与诸侯之间隶属交往的模式，其后被运用到处理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交
往层面，再后来被推广到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上，最后又推广到同一切来访的国家，包括同近代西
方国家的交往方面。
历代中国封建王朝用这种制度维护其“天朝至尊”的地位，而把朝贡国视为藩属。
1368年，明朝建立后，以中国为核心的独特国际关系体系日趋完善和成熟。
15-16世纪，明朝开始将外商当作朝贡使团来接待，将外商来中国进行贸易与朝贡联系起来，又将朝贡
关系同“册封”朝贡国君主联系起来，结果形成了封贡关系。
在1587年编纂的《大明会典》中，共列举了123个朝贡国。
1764年编纂的《大清会典》不仅列举了朝贡国，还对各国朝贡的时间及手续作了严格规定。
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访华时乘坐的船只，在开进中国内河航道时，负责接待的官员，硬是下令
在船头挂上“英吉利贡使”的旗帜，使傲慢自大的马戛尔尼觉得大伤体面。
在中国周边地区，朝鲜和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较深。
朝鲜早在反抗契丹（辽）和女真（金）的统治和压迫时，曾承认宋朝为宗主（996-1123），名义上臣
属于中国。
1259-1356年，朝鲜臣服于蒙古，在摆脱蒙古人控制后依附于明王朝，1392年李氏王朝建立时还向明朝
遣使请封。
“朝鲜被中国人看成中国北部极重要的‘外藩’，它在明、清两代又是中国的头等朝贡国。
”据统计，“从1637至1894年，有507个朝鲜使团到过北京，也有169个中国使团出使到朝鲜。
”②朝鲜每个国王登基，都必须有中国皇帝的册封。
琉球群岛虽离中国的台湾较近，但远离中国大陆，所以属国地位较朝鲜稍差。
③日本在公元239年，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向魏王进贡，并接受了魏王授予的“亲魏倭王”称号和金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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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关系史》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之一。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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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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