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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研究“中国国际战略”的评论集，内中具体收录了：《默克尔的“价值观外交”冲击中德
关系》、《看不透的东方：西方视角下的“中国话题”》、《小布什的“反恐”大旗能打多久》、《
伊朗派系政治与伊美关系》、《食物、消费品安全与中美经贸关系》等文章。
　　 西方古代的战略思想源于古希腊、古罗马。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不朽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孙子兵法》诞生于同一历史时期。
近代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对后来的军事战略思想（包括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产
生了深远影响。
普鲁士德国政治家俾斯麦的外交战略为后人所仰慕称道。
    直到冷战时期，国际战略及该领域的研究，还基本上限定于传统的国家安全战略领域，特别是国防
战略、军事战略和着眼于结盟与反结盟的外交战略。
此前，罗斯福领导下的美国设计了以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为框
架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其实就是一种美国至今仍在执行的试图维护霸权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只不过当时还没有做这种界定。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主要内容，则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战略的延伸，即区分敌我友，
分析国际形势和力量对比，运用国际资源打击主要敌手，维护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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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缉思，中国当代一流国际政治学家，著名美国问题学者。
男，1948年11月生于广州。
现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3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2001年5月起兼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
，2005年起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其他兼职有中华美国学会会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副理事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经
济关系学会副会长，解放军国防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学术
委员，《中国社会科学》编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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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视角转换关于中国国际战略研究思维定式的一些思考看不透的东方：西方视角下
的“中国话题”中国的非洲战略：国家形象与对策研究中美战略互信：未来大国关系的风向标中日关
系：“福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默克尔的“价值观外交”冲击中德关系“乔治·华盛顿战略”：美为
台谋划之战略路线图“人联公投”将把台湾带到哪里？
2008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普京政治”与俄罗斯新的大国进程小布什的“反恐”大旗能打多久？
对《普林斯顿报告》的几点解读对韩国政治与外交的评价与展望伊朗派系政治与伊美关系巴基斯坦：
贝·布托的死和穆沙拉夫的生食物、消费品安全与中美经贸关系“贸易政治化”：中美博弈的背后中
美在能源、水资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中美能合作吗？
2007年科技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能源：2007年的“新热度”空问：未来大国角逐的新领域驶上快车道的
中国城市化：多维挑战与内涵定位联合国改革：新秘书长、新议程达尔富尔问题：为什么扯上北京奥
运会？
朝核问题与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建设台海安全形势现状及走势2007年哑太军事形势发展关系摩擦与美
口同盟日本：自卫队重返印度洋的背后美国为什么要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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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视角转换国际战略研究的视角转换建国以来，中国还没有成文的、可以被称为国
际战略的权威文件。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对外政策声明巾，连“国家利益”这个概念都不存在。
。
但是，这不等于说中国没有过完整的国际战略。
从建国初期毛泽东提出的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战略，到20世纪60年代同苏联进行意识形
态论战时提出的革命路线，再到70年代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都是阐述相当完整、逻辑相当严密
的、具有最高权威的国际战略思想。
我认为，1977年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文章《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贡献》，。
就其逻辑的完整性而言，在那个历史时期达到了国际战略思想的顶峰。
当然，改革开放之前的国内政策和整个国家发展方向，决定了当时国际战略所带有的时代烙印和局限
性。
当年中国的国际战略，从外延、内涵到表述方式，都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的战略思想的延伸
。
其咀显特征，是将国内阶级斗争的分析框架运用于“国际阶级斗争”，目标相对单一，敌我友营垒分
明。
往往被今人忽略的是，虽然在今天看来意识形态色彩浓厚，但当年的国际战略是以推进跨越国界的普
世价值为基础的，这些普世价值诉求不仅基于国家关系准则，更基于推翻帝国主义秩序的“无产阶级
国际主义”，让全世界无产者和革命人民翻身求解放。
它的逻辑起点是世界各国的“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同时强调国家的阶级属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战略思想大大丰富了。
思想樊笼被打破，相关的战略研究、学术研究逐渐发达，相互促进，相互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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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08》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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