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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和谐世界理论基础探析：全球治理和目标建构的新范式》在概括基本内容并提出核心问题的基
础上，着重从思想资源和理论基础、历史条件和物质基础、规制建设和观念基础三个方面，对“和谐
世界”主张进行理论化探讨，努力揭示“和谐世界”理念作为一种新的文明范式所蕴涵的关于世界发
展趋势的规律性认识，尝试为推广这一重大思想丰富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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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中的和谐思想    一  基督教中的和谐理念    二  伊斯兰教中的和谐精神    三  佛教中的和谐思想第五章  
政策渊源  第一节  “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    一  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有助于推动“和谐世界
”的建设    二  “和谐社会”理念有利于推广“和谐世界”主张  第二节  “和谐世界”与外交政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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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理论  第五节  相互依存的全球体系第七章  转折时期的世界格局  第一节  基本概念    一  格局与极    二 
格局的基本类型  第二节  历史回顾：世界格局的演变    一  “二战”前    二  冷战中    三  冷战后  第三节  
现实分析：世界格局的发展趋势    一  世界可能形成怎样的格局    二  世界格局能否和平转型    三  世界
格局转换中的中美因素    四  超越“极化思维”的“新多极”第八章  演变中的世界矛盾  第一节  世界
矛盾基本分析    一  基本概念    二  几个重要关系    三  世界矛盾的时代背景  第二节  当代世界性矛盾浅
析    一  国际经济关系中主要矛盾体现为“南北矛盾”    二  国际政治关系中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强权
与反强权”的矛盾    三  国际文化中的主要矛盾表现为“东西矛盾”    四  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表现为
人类社会发展加快与生态环境恶化加剧的冲突    五  演化和发展中的若干次要矛盾    六  当代世界主要
矛盾是“南北矛盾”，根本矛盾是“发展失衡”第九章  构建中的国际秩序  第一节  国际秩序的演变和
理论研讨    一  基本概念    二  世界秩序理念的历史流变    三  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理论探讨  第二节  当代
国际社会的秩序观    一  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秩序观    二  美国的世界秩序观    三  中国的国际秩序观  第三
节  “和谐世界”理论与构建中的国际秩序    一  构建“和谐世界”与重建国际秩序存在内在关系    二  
“和谐世界”理论是中国国际秩序观的新表达第十章  走向未来的人类文明  第一节  文明的概念与规律
   一  基本概念    二  文明发展的特点  第二节  西方文明的崛起与困境    一  从文明角度看西方的崛起    二 
从资本主义的现代困境看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  第三节  发展中国家民族文化的境遇与出路    一  “新全
球化时代”与新竞争时代    二  全球化与现代化    三  文化竞争与文化冲击    四  社会进步与文化选择    
五  社会转型与文化现代化  第四节  “和谐世界”理论与人类文明进步    一  确立新的价值观念    二  倡
导各种文化和谐进步    三  促进入与自然和谐相处第十一章  探索中的全球治理  第一节  全球治理理论
的产生    一  全球治理理论产生的背景    二  “全球治理”理论简述    三  “全球治理”面临的问题  第二
节  全球治理与“和谐世界”理论的内在关系    一  “和谐世界”与“全球治理”的共性    二  “和谐世
界”与“全球治理”的区别    三  “和谐世界”对全球治理的贡献结语  第一节  世界历史的新时代    一  
全球化的新时代    二  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  第二节  人类文明的新理念    一  价值理念发生转折性变化    
二  时代呼唤新的世界观  第三节  中华文明的新境界    一  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    二  中西文化的融会贯
通    三  “和谐世界”的历史超越主要参考文献    一  著作    二  译著    三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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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周树春编著的《和谐世界理论基础探析：全球治理和目标建构的新范式》在概括基本内容并提出核心
问题的基础上，着重从思想资源和理论基础、历史条件和物质基础、规制建设和观念基础三个方面，
对“和谐世界”主张进行理论化探讨，努力揭示“和谐世界”理念作为一种新的文明范式所蕴涵的关
于世界发展趋势的规律性认识，尝试为推广这一重大思想丰富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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