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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借鉴国际关系理论不同学派的研究方法，从中国人的立场和中国外交
的实际出发，宏观综合与微观关系相结合，系统研究了影响中国外交决策的国际环境、法律体系、意
识形态、组织结构和传媒与民意等五个方面的决定因素，其中对法律体系、意识形态的分析有一定的
独创性和新意。
本书的出版将促进世人对中国外交及决策整体和实际的了解，推进我国外交决策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
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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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建华，女，1956年生，北京外交学院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国语言文学学士、蒙彼利埃法学院
政治学硕士、巴黎十一大政治学博士。
出版有《金融全球化》等多部译著；先后在中国和法国的专业期刊上发表《中国外交的宪法原则》等
政治、外交、语言文学方面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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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联系外部世界的发展来认识自身问题的性质、特点和趋势，才能形成符合实际的科学认识。
时代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大阶段、大时期。
时代本质上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又是认识的对象，存在着主观的形式。
就是说，时代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又是人们认识的结果。
人们在不断地认识世界，探索社会历史的发展，并得出不同的结论。
那么应当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划分时代？
什么是划分社会历史时代的科学标准呢？
现有最简便最常见的划分时代标准是所谓编年史标准，就是以自然或社会的时间划限。
例如以重大事件的发生与重要历史人物的出现为标志，把社会历史划分成不同的时代。
此外，还有其他划分标准。
如生产力、生产关系、意识形态、文明类型、社会主体等种种标准。
我们认为，以上有关划分时代的标准以及由此形成的时代理论对人们把握社会的时代及其变化均有一
定的认识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观。
历史唯物论从人类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出发，认识社会发展的本质及其规律，认为人类社会是生产力
、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产物，从而从静态与动态的结合上深刻地说明了社会的
本质及其发展的原因和根据。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具体分析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历史过程，把社会历史划分为不同的社会形态。
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从人类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出发，把时代与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过程联系起
来，着眼于综合分析社会生产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性质及其体现的阶级状况，这就为科学地划分历史
时代，为无产阶级政党认识时代提供了指南。
马克思生前曾用时代概念说明过许多问题，在其著作中对时代的内容也有多种表述，但其时代观是始
终如一的，就是从经济社会形态去说明社会的历史发展和发展阶段，认为在一定生产力基础上的占主
导地位的生产关系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划分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标准；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说明社
会发展不同阶段的社会本质和特征，才能认识人类社会所面对的时代的主题，才能更好承担起阶级的
历史使命。
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把经济社会形态作为划分时代的根本标准并不否定其他的标准。
实际上，马克思为说明人类早期历史的发展，就曾以主要生产工具的特征作为划分不同发展阶段的标
准，如旧新石器时代、机器时代、电气时代，但是他们不同意把那些标准作为反映整体历史发展社会
本质的标准。
也就是说，可以用不同的标准如技术经济形态认识社会的不同形态，但只有用经济社会形态才能说明
时代发展的社会本质及其规律。
此外，马克思生前还曾以一个独立的阶级主体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准，这又如何解释呢？
应当说，主体标准实际上与前面的经济社会形态标准不仅不相冲突，而且是以它为基础的，是它的一
个展开和补充。
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关系是阶级关系的基础。
总之，在认识时代问题上，马克思的经济社会形态标准并不排斥其他标准，而是以其他的标准作为补
充。
时代内容非常广泛，现实比理论更丰富、更具体、更复杂，我们要有更开放的时代观，这样，才能适
应实践的需要，适应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时代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
邓小平是伟大的战略家。
20世纪80年代，他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时刻关注世界风云变幻和历史起伏发
展。
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进行正确分析，做出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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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重要的科学判断。
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为基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做出新的分析，并
且明确指出了当今时代的主题，从而把握了时代的新特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
。
时代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时代理论也要不断地发展，我们要研究新问题，形成新观念，坚持和发展马
克思主义时代观，以更好地指导实践。
总之，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有很强的实践性，它在实践中产生，是指导实践
的理论武器；二是具有科学性，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历史及其发展阶段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的，是对时
代发展的正确反映；三是具有与时俱进和不断发展的品格。
2.我们所处的时代及其特征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特别是自上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
来，世界历史经历了重大发展，时代发生了新的变化。
我们仍处在大的历史过渡时代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列宁时代观的内涵之一是说明时代的“过渡性”。
他认为时代过渡性的经济基础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其标志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
“过渡性”的含义：一是指时代过渡的现实性，二是指时代过渡的长期性。
列宁逝世迄今已近一个世纪了，从世界历史的进程上看，我们的时代变化了、发展了，但时代过渡性
这一基本方面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越来越清晰，就是说我们时代仍然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仍
处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阶段。
这表现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虽然经历了从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世界资
本主义虽然又在经历着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或世界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但世界资本主义体
系占主导地位，而且该体系内部的基本矛盾非但没有消失而且在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新社
会因素也在不断地增长。
不仅如此，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也经历着历史性的飞跃，为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具体地讲，世界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理论变为现实、从一国胜利到多国胜利，今天正经历着从传统模式
向现代模式的转变。
尤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获得了巨大成功并且在世界上和平发展。
总之，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的长期共存仍然是21世纪初的国际关系一个基本现实
，两种社会的长期共存与激烈竞争构成我们时代矛盾运动的基本内容，这个矛盾仍然是推动当代世界
历史发展的动力。
因此，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仍然是当代世界发展的一个基本态势和总趋势。
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从此开始了资本主义向
社会主义过渡的伟大时代。
然而，向社会主义过渡如同一切事物发展一样，也是波浪式的，也要经历飞跃和渐进不同的阶段。
从总体上看，20世纪上半期是以资本主义危机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凯歌行进、“战争与革命”为特点
而载入史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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