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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政治不仅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和权力关系，还表现为国际关系中所有行为体的复杂相互依赖
与作用。
了解当代国际政治的千变万化，是一个有趣、益智和无止境的学习过程。

《国际政治概论》旨在用生动活泼、平易近人的语言，引导读者走进国际政治学的学科大门。
作者王逸舟围绕“全球化”、“主权观念”、“民族主义”
、“地缘政治”、“国际冲突”、“恐怖主义”、“多边机制”、“意识形态”、
“生态政治”、“非政府组织”、“个人的作用”、“新安全观”、“世界趋势”和“重大争论”十
四个专题进行讲解，配以精彩插图，娓娓道来，深入浅出。
《国际政治概论》最为鲜明的特色是引领而非代替读者思考，希冀通过系统、科学的学术训练，可以
使读者奠定学习国际政治这一学科的理论基础，开拓解析国际问题的视野。

《国际政治概论》特别适合大学本科入门教学使用，也可供对国际政治感兴趣的读者作为自学的参考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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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逸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与政
治系主任、《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主编等职。
主要著作有：《匈牙利道路》（1987）、《波兰危机》（1988）、《当代国际政治析论》（1995）、
《西方国际政治学》（1998）、《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2003）、《中国外交新高地》（2008）。
译著包括：《经济体制》（1987）、《政治与市场》（1992）、《政治学概论》（1993）、《权力精
英》（1994）。
过去的二十多年间，先后到过四十多个国家访学、研究和参会；其中，1996年到1997年曾在美国哈佛
大学国际事务中心做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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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全球化
第三章  主权观念
第四章  民族主义
第五章  地缘政治
第六章  国际冲突
第七章  恐怖主义
第八章  多边机制
第九章  意识形态
第十章  生态政治
第十一章  非政府组织
第十二章  个人的作用
第十三章  新安全观
第十四章  世界趋势
第十五章  重大争论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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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显然，“意识形态”在这里并不具有特别的、专门的含义，它是指人的思想方式，
指与经济基础对应的“上层建筑”，指与哲学或宗教等形而上学同类的观念形态。
 狭义的定义 狭义的意识形态，从单一的法律、道德或生物学准则出发，指向正义、平等或命运等理
想目标，其实质却是政治服务或掩盖某项政策的真实性质，尤其是用来隐藏权力斗争的本质。
“特殊意识形态”一般都以国家（state）为服务目标和承载主体，总是带有抬高自我、贬低对手、通
过国家宣传机器向大众强制推广的特点。
在国际政治学中，用的多半是这类带有贬义的定义。
多数研究者认为，外交政策的本来目标，是在争夺权力与影响的斗争中获得更大的利益，但在公开的
场合或官方的文本中，却把这种目标说成是崇高的、美好的、符合道义准则的东西，使权力斗争披上
一件好看的外套。
 狭义的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着双重的功能。
它们用来说明政治行动的目标，或者替政治权力加以辩护。
两种功能可以是各自单独行使的，也可能是同时发挥的。
比如讲，声称追求某种道义或法理原则（“人权”或“自由”之类），或声称追求某种实际目标（“
提高本国和他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既可以是一项外交政策，也可能是转移人们注意力的托辞，或
许兼而有之。
 狭义的意识形态（也常叫做“政治意识形态”），并非某些个人伪善的偶然产物，也不是具体体制的
功能决定，它是权力政治本质的结果。
在国际关系里，国家对权力问题所持的态度，往往具有这种矛盾特点。
如果一国舍弃意识形态，直言说它想要权力，并因此而反对别国的类似愿望的话，它就会发现自己处
境不利。
为了调动全民族的能量支持政府的外交方针，国家的发言人必须借助于诸如国家的生存或伸张正义一
类的道德说辞，而不能显露出对权力和地位的追求。
 意识形态与宗教 意识形态与宗教有天然的相似性。
两者都确信自己掌握了真理的整个体系，懂得如何教化大众。
当然它们之间也有区别：宗教教谕是按照神的秩序规定的，它有时也许会呈现自己的社会见解，但通
常不制定实际的政治纲领；其重点放在信仰及礼拜方式上，希望呼唤人的本原、净化人的灵魂、提升
人的道德。
意识形态之所长，则在于向群众呈示现世的和可见的未来的美景，其宣传的对象和发挥力量的主体是
集团、民族、国家或阶级。
某些宗教启灵于特殊的默示和启迪，而意识形态论者则深信自我的理性。
两者都要求听众承担某种责任，虽然很难说宣传的对象是否真的具有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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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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