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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
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素质。
一个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熏陶和滋养；一个国家要在国际综合国力
竞争中赢得优势，不能没有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软实力”的强大和支撑。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哲学社会科学与
自然科学“四个同样重要”、“五个高度重视”、“两个不可替代”等重要思想论断。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哲学社会科学放在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
，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
2004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了新世纪繁荣发展哲学社
会科学的指导方针、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
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
世界。
”这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阶段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的重大战略目标和任务，为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提
供了根本保证和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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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课题研究在分析国际环境的影响的重要性时，强调国内因素的基础性作用，指出外部的因素通
过内部而起作用，也指出中国这样的大国通过内部的改变和变革来影响、改善、改变国际环境的可能
性：同时，也通过国内政治经济的变化来分析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影响，并通过国际环境的影响来分析
国内政治的变化。
由于国际文化环境的内容太过庞杂，因此在分析这一问题上采取了宏观总结与个案分析结合的办法，
通过中欧人权观、在华美国基金会、日本动漫和“韩流”在中国的影响等来进行分析。
     全书分为导论、第一～第十二章和结束语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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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与源于西方的均势思维相比，促进国家的合作思维更符合东方的传统文化。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以儒家为代表的文化是积极主张“和合”观念的。
孔子和儒家把“和”视为天下大道，认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①。
和，就是和平，协调，和谐，和合。
孔子因此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的观念。
孔子和儒家认为，“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和”，也不是什么都一致，“和”不等于“同”。
但对这种合作基础上的异，孔子又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宽容，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
于别人②。
因此，促进东北亚合作的思维可能比均势发展的思维更有利于维护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也更能维护
中国的国家利益。
东北亚的安全合作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进行来推进。
1.朝鲜核问题有可能成为安全合作的第一步，并形成最初的对话机制。
2007年2月，朝核会谈达成了《落实共同声明第一阶段共同文件》，2007年10月又达成了落实第二阶段
目标的共同文件，表明会谈取得了重大成果。
2008年，朝鲜按文件规定开始了弃核的实际步骤，虽然有反复，但最终还是取得了进展，美国方面也
表明将正式把朝鲜从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中去除。
这也是东北亚安全合作的一个重要成果。
2.东北亚安全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作为崛起的中国，开始在这一地区积极扮演调和者的角色。
中国对促成这一谈判所做的努力，对美朝双方起到了一定的沟通作用，中国与韩国、俄罗斯也保持着
较为密切的协商机制。
这一态势应当得以继续发展，也可能成为东北亚合作的因素。
当然，为了使朝核问题的和平外交努力进程得以向前发展，中国首先必须对双方进行说服工作，使朝
美双方调整自己的立场，寻找双方的共同点和解决分歧的办法。
如何整合中俄日韩四国的立场和作用可能是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努力的方向。
中国之所以能扮演调和者的角色，除了中国的地缘特点、与朝鲜和美国保持较密切的关系之外，也与
中国崛起，中国影响力的增强有关。
3.可以在现有的会谈机制基础上，形成多个双边、三边或四边关系。
由于朝核会谈的需要，中俄之间，中韩之间，美日韩之间，中朝之间，朝俄之间，朝美之间，韩朝之
间，已经有了多次的会晤和交换意见。
这也可能是东北亚安全合作的开始。
不管朝核会谈是否取得成果，都要积极发展和巩固这一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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