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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论地缘政治在中国的几个基本问题
（一）什么是地缘政治？
什么是中国地缘政治？

（二）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地缘政治学体系
（三）对中国和外国一些地缘政治规律的初步探索
（四）中国地缘政治的大势和安西靠北争东南的三线地缘战
略体系
第一部分西方的地缘政治学
第一章西方地缘政治学说及其评价
第一节从政治地理学到地缘政治学
第二节麦金德及其地缘政治理论
第三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地缘政治理论与纳粹政权的
地缘政治政策
第四节战后西方地缘政治学的发展与演变
第五节对西方地缘政治学的评价
第二章20世纪西方大国及俄国外交政策中的地缘政治因素
第一节地缘政治与美国世界霸权的建立与巩固
第二节英国、法国和德国外交政策中的地缘政治因素
（一）从海洋到大陆―地缘政治与英国外交
（二）以合作求安全―法国外交中的地缘政治观念
（三）通过欧洲重返世界―战后联邦德国的地缘政治与外交
第三节俄罗斯（苏联）的地缘政治战略
第二部分 地缘政治在中国
第三章夏商周和春秋战国一地缘政治在中国的全盛时期
第一节 夏商周和春秋战国时代的地缘政治大势
（一）地理状况对中华文明的影响
（二）夏商周时的地缘略况
（三）春秋战国时的地缘大势
第二节《六韬》和姜太公的地缘政治思想
（一）仁义地缘
（二）敬众和亲地缘
（三）地缘战略思想
第三节地缘政治大家―管子与齐国称霸
（一）富国强兵乃地缘政治中立足之根本
（二）精辟地论述了地缘关系中的大国、小国及其关系
（三）提出了多种地缘战略和策略
（四）提出了对地缘接近的国家关系中的几个原则
（五）论述了天文地理对人性格和国内政治的影响
（六）提出了经济地缘思想
第四节春秋战国时期军事家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思想
（一）《孙子兵法》和孙武的地缘政治、地缘战略思想
（二） 吴起与四面皆敌的魏国的地缘政治思想
第二部分地缘政治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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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孙膑兵法》与孙膑的地缘战略思想
（四）其他兵书中的地缘政治思想
第五节老子、墨子等人的地缘政治思想
（一）老子的和平地缘政治思想
（二）墨子的非攻和平与兼爱互利思想
第六节连横合纵、远交近攻―纵横家的地缘战略
（一）鬼谷子的纵横术和地缘战略思想
（二）连横合纵的地缘战略
（三）范睢的远交近攻战略
（四）韩非子对连横合纵的批评
第四章秦――唐时期的地缘政治大势析
第一节 秦汉两朝的地缘政治
（一）秦朝的地缘扩张与秦之勃亡
（二）汉朝的地缘政治与西北经略
第二节 三国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缘政治
（一）三国和魏晋南北朝的地缘大势
（二）三国鼎立与诸葛亮的地缘战略思想
第三节 隋唐地缘政治之得与失
（一）隋唐时期中国地缘政治的主要特点
第二部分 地缘政治在中国
（二）隋朝重蹈秦朝地缘政治大失误之覆辙
（三）唐朝地缘政治的得与失
（四）《贞观政要》与唐太宗时期的地缘政治思想
第五章宋、元、明、清等朝的地缘政治
第一节 宋、西夏、辽―金时期的地缘政治
（一）两个“三国”时代的地缘政治特点
（二）《续资治通鉴》与宋朝时期的地缘政治思想
第二节 地缘大扩张与元朝的兴衰
第三节 地缘大患东移与明朝的地缘政策
（一）蒙古亡宋对明朝的地缘战略和地缘政治的影响
（二）明朝的和平睦邻地缘和进贡―怀柔体制
（三）明朝地缘战略前期以北线地缘为重点的目的
（四）明朝后期地缘政治的重点及其面临的局势
第四节 1840年前的清朝地缘政治
（一）清朝地缘政治的最重要的内容是中俄关系
（二）进贡―怀柔体制出现危机，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国家关
系趋于紧张
第五节 对中国古代地缘政治实践和理论的总结
（一）中国古代地缘政治的基本总结
（二）对中国古代地缘政治思想的基本总结
第二部分地缘政治在中国
第六章近现代中国地缘政治危机与统治者的丧权辱国
第一节 中国地缘政治的全线危机
（一）周边宗藩（朝贡）体系的瓦解
（二）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形成
（三）四面受敌，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地缘格局
第二节 近代中国地缘政治中的沙俄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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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沙俄：中国地缘政治的北部大敌
（二） 日本：近代中国海缘的大敌
第三节 清朝的地缘政策及其丧权辱国
（一）传统“驭夷之道”的破产
（二）“外敦信睦、隐示羁縻”的政策和洋务派“富国强兵”的努力
（三）“海防”和“塞防”之争
（四）“保藩固圉”政策的失败
（五）“以夷制夷”政策的运用及得失
第四节1911―1949年间的中国地缘政治和外交
（一）1911―1949年间中国地缘形势概述
（二）中华民国历届政府的地缘外交及得失
第七章 新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外交
第一节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地缘外交思想
第二部分地缘政治在中国
（一）毛泽东的地缘外交思想
（二）周恩来的地缘外交思想
（三）邓小平的地缘外交思想
第二节新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外交及其得失
（一）新中国地缘政治形势概述
（二）新中国地缘外交的总评价
（三）新中国地缘外交的若干重大举措及其得失
第三部分当代中国的周边地缘外交
第八章北一西北线地缘：变地缘大患为和平地缘
第一节北―西北线地缘的基本情况
第二节 俄罗斯在中国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和中俄关系
（一）俄罗斯在中国地缘政治中的地位
（二）地缘政治中的中俄关系的发展
（三）地缘伙伴的相吸与相斥
（四）中国对俄罗斯的地缘政策
第三节蒙古问题与中俄关系
（一）蒙古外交新战略
（二）蒙古在中俄关系新格局中的地位
第四节 中国与中亚三国关系及其俄罗斯因素
（一）苏联解体后的中亚形势
第三部分当代中国的周边地缘外交
（二）中国与中亚三国的关系
第九章东一南线地缘：中国地缘中的热线地缘
第一节 东―南线地缘：中国地缘中的战略衢地
（一）东―南线地缘的基本情况
（二）东―南线地缘的基本特点
第二节朝鲜半岛局势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地缘政策
（一）中国地缘政治史上的朝鲜半岛
（二）朝鲜半岛上的复杂局势和症结之所在
（三）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国家利益
（四）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
第三节 日本：中国东―南线海缘中的枢纽
（一） 日本的地缘特点及其与中国地缘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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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的地缘政治及其制约因素
（三）地缘政治中的日本对华政策的双重性因素
（四）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对日政策
第四节 中国地缘政治的展开地区―东南亚地带
（一）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特点
（二）大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角逐和中国对东盟的政策
（三）地缘政治中的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
（四）南中国海的争端与中国的地缘政策
第三部分当代中国的周边地缘外交
第十章稳定而和平的中国西线地缘
第一节 西线地缘的基本特点
（一）西线地缘的基本情况
（二）这一地区各国的内部较为不稳定，各种形式的冲突和矛盾较多
（三）南亚各国之间经常发生较大的对抗，甚至导致战争
大国在南亚地区的争夺相对其他地区来说要和缓
（四）大国在南亚地区的争夺相对其他地区来说要和缓一引些
第二节 西线地缘是中国地缘政治中的稳定地缘
第三节 中印边界问题、西藏问题和中印关系
（一）中印边界问题
（二）西藏问题
（三）90年代以来中印关系的改善和中国对印度的地缘政策
注释
后记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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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