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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教科书来源于近年来我在浙江大学教的一门国际关系史的核心课程。
从20世纪末浙江大学设立国际政治专业以来，我就开始讲授国际关系史这门课。
同时，我还在全校开设当代国际关系的选修课。
在几年的教学过程中，我有机会较为系统地阅读和搜集了当代国际关系方面的书籍和史料，逐渐形成
了教这门课的一些想法和思路。
本书的框架结构就是在我多年教学的基础上，并吸取国内外同行的一些研究成果逐渐形成的。
为了适应国际政治专业教学发展的需要，我组织编写了这本教科书，希望以此作为我这几年教学的一
个初步总结。
全书共有十一章。
前面第一章 至第九章 ，以战后美苏冷战为主线，以美苏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与中国、日本、
西欧、东欧国家之间关系的互动为主要内容，系统地概述了战后国家间关系的演变过程以及由此形成
的国际关系状态。
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苏冷战是如何影响战后国际格局的变化以及制约各自阵营内部的关系的
，而其他国家实力的不断壮大以及它们与美苏关系的变化又是怎样对东西方关系产生影响，并最终导
致国际关系状态从两极向多极方向发展的。
本书的最后两章即经济全球化及其挑战、当代全球公共问题，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
全球公共问题的分析，阐述它们对当代国际关系的挑战和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跨国公司数量和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使“低级政治”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明显提高，而且对传统的主权观念和国家的作用构成了严重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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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国际关系》的最后两章即经济全球化及其挑战、当代全球公共问题，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
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全球公共问题的分析，阐述它们对当代国际关系的挑战和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跨国公司数量和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使“低级政治”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明显提高，而且对传统的主权观念和国家的作用构成了严重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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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欧安会的三阶段会议中，东西方就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吵。
苏联认为确保欧洲安全的基础是战后的欧洲边界现状不可侵犯，“只有在任何人也不侵犯现有边界的
情况下，这一地区的和平才能得以维护”。
苏联的目的是西方承认和接受欧洲的现状，即雅尔塔会议确立的体制。
而西方则强调东西方人员、思想、信息的自由交流是促进相互信任从而也是保障欧洲安全的基础。
他们不同意苏联关于欧洲现有边界不可侵犯的主张，认为不应妨碍一国通过自决和平改变其边界。
争论最为激烈的是在“第三篮子”，即“有关人道主义及其他领域的合作”上。
西方国家在会议上先后提出了40多个提案，涉及家庭团聚、亲属互访、联姻、体育、旅游、新闻媒介
流通、改善记者工作条件及文化交流方面的许多具体问题。
鉴于无法拒绝讨论这些建议，苏联采取了加以限定的策略，确认这些方面的活动应以不干涉内政、尊
重主权和遵守有关国家法律与习惯为前提。
欧安会的主要成果是1975年8月1日35个国家的首脑在赫尔辛基签署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
》，它将欧洲缓和进程推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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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国际关系》：浙江省高等教育重点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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