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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亚冷战遗留问题研究》以冷战思维为主线，把众多冷战遗留问题串接成有机整体。
首先，把冷战概念界定为三个层级；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提出应该把冷战结束分为两种模式，即冷战
结束的欧洲模式和冷战结束的亚洲模式；其次，对具体的冷战遗留问题进行分析；再次，朝鲜半岛问
题、冷战遗留的美日同盟、台湾问题，等等，是显形的冷战遗留，而在其他领域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
的冷战思维和冷战外交，是冷战遗留问题的隐形表现；最后，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应对冷
战遗留问题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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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钮维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国际关系专业博士、世界历史专业硕士；曾在南京大学做第一站
博士后研究，现于中科院研究生院从事第二站博士后研究、在中共江苏省委党校从事国际关系专业硕
士研究生教研工作；已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科学》、《Comtepe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等刊物上发表文章40余篇。

　　主要研究国际关系理论与1990年以来的国际问题，尤其专攻冷战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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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中地体现在经济基础的对立、上层建筑的对立（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对立）以及对全球
影响范围的争夺。
可是，资本主义体系与社会主义体系在全球范围的实力较量以各自体系的载体——-社会主义国家与资
本主义国家的具体争斗来体现。
而苏联和美国又是特定的历史时空内成长起来的两大社会体系中最具实力和特色的代表，因而它们之
间的逐鹿集中地体现了两种社会体系的较量——尽管这不可避免地带有特定民族或国家的特点。
很多人习惯性地认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彻底结束。
按照这种论点，冷战只是美国与苏联之间的争斗，与其那样说，还不如干脆就说苏联解体就标志着冷
战结束更为确切。
社会主义运动与资本主义势力斗争，在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权出现后，常常以国家（集团）对国家（集
团）的对垒形式来体现。
而这种对垒和角逐又分别以这两个国家集团中最具有经济、军事、科技等实力的国家间的斗争来表现
。
这时的冷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进行的。
从整体上和长远观点讲，资本主义体系与社会主义体系之间的矛盾斗争往往更能够超越两种社会体系
内部不同国家的利益之争；一个社会体系内部的国家间即使出现分裂或者内讧，但是由于不改变主流
意识形态，它们仍旧不会彻底地把另一个社会体系看成是自己的同类或者归属——虽然也进行一定程
度的友好交往。
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过矛盾、裂隙甚至分裂，资本主义阵营也同样出现过这种现象。
但是，这种状况没有从根本上使同一体系内部的国家认同或采用另一体系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
因此，也就不能够根本改变两大社会体系的敌对状况。
具体地说，苏联领导了社会主义阵营，但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也与苏联进行过决裂，如南斯拉夫、中
国；但它们并没有能够规避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冷战指向。
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始终没有把中国和南斯拉夫视为非社会主义国家（即使美国曾经与中国、南斯拉夫
共处过）。
类似的是，英国、法国和日本，也与美国产生过深刻的矛盾，法国还一度因为与美国矛盾激化而把北
约驻法机构赶出，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并没有把英、法、日看成非资本主义阵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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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亚冷战遗留问题研究》完整地定义冷战遗留问题，从新的视角——冷战遗留的视角多向度地研究
当代国际关系：认为冷战结束具有两种不同模式；质疑“冷战后国际格局多极化明显”，认为当代国
际格局在两种趋势的三种力量相对消长中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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