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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研究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理论上的多样化以及互为渗透的综合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个学科以前由少数主流学派统驭的
局面。
研究的内容和视野得到空前的拓展，并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一些传统概念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面对全球化发展对人类社会生活之影响的日益彰显，国际关系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把他们所从
事的学科领域称之为“世界政治”或“全球政治”，而不再满意于过去的“国际政治”。
18世纪晚期英国哲学家边沁当初创造的“intcrnational”这个词，反映的是他所处时代欧洲国家间政治
的现实，即由建立在领土疆界上的民族国家之间关系构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而今200多年后，还继续用原来对国际体系的认识框架来解读这个跨国性和全球性的世界，显然不相适
应了，尽管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
这种认知的变化源于时代的变迁。
全球化是一个恢宏和漫长的历史进程，但它的当代表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昭示了全球性与国
际关系研究这个学科的关联意义。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全球视域对于促进国际关系学科的知识进步是必不可少的，无论对于审视历史
上国际关系的演变，还是认识当今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的变化与趋势，都是如此。
这也是本丛书题名为“全球视域下的国际关系”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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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关系评论(6)》分为国际论坛、全球化与国际关系、国际史和地区研究、欧洲国际关系、美
国对外关系、亚太国际关系、国际形势年度报告选载、国际关系史学与理论等辑，讨论了国际关系中
的一些重要问题，论述了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东亚国际关系，探析了中国对东盟的能源安全合作战略等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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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垒球视域下的国际关系》丛书总序国际论坛对“普林斯顿计划”最终战略报告的解读从“阿米蒂奇
报告”看美日同盟新动向全球化与国际关系当代主权概念及其内在统一性：一种综合主权观未雨绸缪
——布热津斯基后冷战时期地缘政治思想研究全球化与全球正义的可能——一种基于规范理论视角的
分析赫尔德的世界主义民主治理模式分析国际史和地区研究欧洲国际关系英国与欧安会“第三只篮子
”的谈判美英法三边关系与英国第一次申请加入欧共体美国对外关系从“贸易而非援助”到“亚洲经
济开发总统基金”的建立——艾森豪威尔第一届政府对外发展援助政策的渐进转变美国约翰逊政府与
世界无核区的建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954-1965年美国对越决策中的作用亚太国际关系北洋政府时
期的“国民外交”——以巴黎和会为个案的考察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现状和前景中东国际关
系英国与“大外约旦计划”黎以冲突和以色列安全战略伊朗核问题与美俄关系伊朗核问题僵局是否可
以被打破？
——关于现状与走势的分析国际关系史学与理论论国际关系理论重构中的综合化趋势观念形态下的地
缘政治学：一种理念与伦理的视角国家环境安全——概念的演进试析林克莱特的“世界主义伤害协议
”——一种批判历史社会学视角社会性别视角下的权力政治和关怀政治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重建
国际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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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后起的区域经济合作当今世界，地区主义思潮推动下的区域经济合作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壮
大，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到2005年，正式生效的区域贸易协议达到300多个，其中以欧盟和北美自由
贸易区最为突出。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与一体化进程就显得滞后和缓慢。
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才促发东亚各国通过区域合作增强抵御风险能力的设想。
同年12月，首届东盟和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吉隆坡举行，就东亚发展前景、亚欧会议及金融危
机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1998年，在第二次“10＋3”会议上，韩国总统金大中提议建立由民间学者组成的“东亚展望小组”，
研究东亚合作问题。
该小组在2001年的首脑会议上提议签署“东亚自由贸易协定”，这次会议之后，由各国政府官员组成
的东亚研究小组进一步研究.了这个建议，并在2002年的首脑会议上提出了《东亚研究小组最终报告》
，报告提出将东亚自由贸易区作为一个中长期的课题进行研究。
中国政府积极响应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倡议，在2001年中国与东盟“10+1”会议上，朱铬基总理正式提
出了建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议，东盟各国领导人表示赞同，决定用10年的时间建成自由贸易
区，同时商定了新世纪初双方重点合作的五大领域。
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以自由贸易区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一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同时，为了使双方尽早享受到自由贸易区的好处，在这个框架协议中还附有一个“早期收获计划”
（Early Harvest Program）。
所谓“早期收获计划”，就是指双方就某些容易达成一致的领域提前实现自由化的计划，2004年1月1
日起开始启动这一计划，其中中国与东盟六个老成员国不迟于2006年将关税降为零；东盟四个新成员
国不迟于20lO年减至零。
2004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货物贸易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
根据协议，2005年1月1日起全面启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降税进程，大约7 000类商品将逐步实现零
关税。
2005年7月20日，《货物贸易协议》开始实施，标志着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入了一个实质性的
阶段。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关系评论>>

编辑推荐

《国际关系评论(6)》是朱瀛泉编写的，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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