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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第三版的基础上修订的，主要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社会
的发展变化。
本次修订在原版的基础上以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央的精神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分析和认
识当今的世界和中国。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第4版)》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一些重大问题，如大国关系的调整、世界经济危机
、发展中大国的兴起等，尤其是对中国外交的新理念、新举措等内容作了扼要的介绍。
　　本书主要内容：国际社会或世界全局的现状及其发展；影响和决定国际社会或世界全局的各种因
素，包括主权国家、国家集团等国际行为主体及其他非国家因素；国际社会或世界全局所面临的主要
问题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国际社会或世界全局发展变化的发展趋势；中国在当今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作用。
　　阅读此书，可以使读者对当今世界有一个总体的、基本的、正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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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球战略　　二、20世纪50年代两大阵营的全面对峙　　三、20世纪60年代的动荡、分化与改组　
　四、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激烈争夺，多种力量的迅速发展　　五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由美、苏缓和到两极格局终结　第二节 转换中的世界格局多极化是必
然趋势　　一、两极格局终结，新的世界格局没有形成　　二、大国关系的调整和多种伙伴关系的涌
现　　三、世界格局多极化是必然趋势　第三节 新世纪世界格局发展趋势的新特点　　一、经济全球
化对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影响　　二、美国的单边主义对多极化趋势的影响　　三、世界格局多极化趋
势不可逆转　　四、多极化进程将是曲折复杂的第二章 当代世界经济　第一节 当代世界经济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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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互竞争和协调中推进多极化进程　第三节 当今世界经济的主要问题　　一、经济发展不平衡，贫
富分化严重　　二、金融危机问题　　三、环境恶化问题　　四、能源短缺问题　　五、粮食危机问
题第三章 当今时代的主题和争取建立国际新秩序　第一节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一
、时代主题的转换：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　　二、“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提出的依
据和意义　　三、维护和平——当今世界的根本问题　　四、发展——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　第二节 
争取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一、国际秩序及其演变　　二、两种不同的“国际新秩序”观　
　三、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共同奋斗第四章 维护霸权地位的美国　第一节 美国的政治制
度及其演变　　一、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　　二、战后美国政治的变化　　三、“9·11”事件后
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的上升　第二节 美国经济的演变及趋势　　一、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　　二、美
国经济长期领先的原因　　三、次贷危机冲击下的调整与发展趋向　第三节 美国独霸世界的全球战略
　⋯⋯第五章　走向联合的欧洲第六章  追求“普通国家”的日本第七章　苏联的演变与俄罗斯的重
振第八章　艰难奋进的第三世界第九章　中国外交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在当今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
用第十章　当代世界中的国际组织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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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开设这门课程的背景、必要性及其发展历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们党和
国家的发展进入一个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确定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任务，并
且制定和实施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
1983年10月，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这是新时期我国教育事业进行改革的纲领。
它为教育战线的改革指明了方向，明确了内容。
1985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
《通知》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提出在大学的政治理论课中“应向学生介绍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基本状
况，国际关系的基础知识，帮助学生开阔视野，使他们在对外开放的环境下有坚定的立场和较强的适
应能力”。
这就是落实邓小平指示的具体行动和战略性的措施。
由此，就产生了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这门崭新的课程。
这就是这门课程产生的背景，它是改革开放的产物。
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要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要加快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贯彻实施对外开放的政
策，教育战线要实施“三个面向”，高等教育要为之培养合格的人才，在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该怎么
办？
这是必须正确回答的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全面对外开放的形势下，我们培养的大学生——未来各条战线的骨干，必须了解外部世界。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的30多年中，我们高校的政治理论教育比较重视系统的理论学习，但联
系实际少；比较重视帮助学生了解中国，但对比起来，了解外国少；比较重视宣传社会主义，但科学
地介绍资本主义少。
这样一种片面性，很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我们既然要全面对外开放，就需要使我们的学生、青年和未来各条战线的骨干对当今世界有比较全面
的认识，不只是对某种具体业务或某个重要问题要了解，还应该对整个外部世界有宏观了解，包括对
国际社会现状及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基本认识，对国际社会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在当今国际社
会中的地位、作用等的正确认识；不仅要加强理论学习，更要重视结合实际，并对实际有深刻的了解
；不仅要加强了解中国，更要把中国放在世界舞台上去作对比分析；不仅要加强社会主义的信念，更
要弄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长期共存、竞争共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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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第四版又和大家见面了。
这门课程是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后为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对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进
行改革的产物。
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
可以说，这该是改革开放大潮中绽放的一朵小花。
它有旺盛的生命力。
1985年秋我们开始系统讲授这门课程，经过几轮不同层次的教学实践并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建议与意
见，1987年我和杜厚文合作主编出版了北京市干部理论培训专用教材《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1988年1月我主编出版了高校政治课教材《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适应了当时高校广泛开课
的需要，为大家所认可，现已出第四版。
1998年1月上级决定课程改名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我又主编了《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高校
教材出版。
现在也是第四版，迄今已经20多年了。
这些年来世界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成
为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推动着历史前进；世界格局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两极格局终结了，新的格局
并未立即形成，一超多强并存是一种过渡状态，多极化是公认的趋势，现在日益明朗；经济全球化深
入发展，地区集团化也并行发展，由次贷危机引起于2008年爆发的金融经济危机重创世界经济，出现
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经济衰退，由于众多国家齐心协力积极应对，才得以避免继续恶化，迄今
仍未走出低谷；国际关系深刻调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断受挫和削弱，大国之间形成了多种伙伴
关系，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发展中国家相继兴起，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地位作用不断上升，并
为发达国家所承认和接受，对世界一些重大经济政治问题有了更多的发言权；联合国的作用得到加强
，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进行了有效的遏制和约束，推动着国际关系民主化缓慢前行，大有利于世界的
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问题尽管一个也没有解决，还面临着诸多挑战，但已经成为历史洪流，奔腾
澎湃，大势所趋，难以阻挡⋯⋯在此期间，中国的崛起也是世界变化的一部分，既是一个重要的依据
，也是一个深层的原因。
中国奉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实行改革开放，发生了巨大深刻的变化
：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由温饱向小康以至全面小康推进；独立自主的和
平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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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第4版)》是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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