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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时代问题研究:资本主义危机论、自由主义衰落论与社会主义信仰论》的主题是
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时代观。
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从世界历史的高度，力图阐明当今时代的本质，尤其是世纪之
交世界历史发展的新趋势、新问题、新特点。
“资本主义危机论——自由主义衰落论——社会主义信仰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时代问
题研究:资本主义危机论、自由主义衰落论与社会主义信仰论》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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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获四川师范大学文学学士学位、西南交通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北京师范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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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
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京都议定书》，规定从2008—2012年期间，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温室
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其中欧盟将六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削减8％，美国削
减7％。
日本削减6％。
 1998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四次缔约方大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
大会上，一直以整体出现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分化为三个集团：一是环境脆弱、易受气候变化影响，自
身排放量很小的小岛国联盟（AOSIS），他们自愿承担减排目标；二是期待CDM的国家，期望以此获
取外汇收入，如墨西哥、巴西和最不发达的非洲国家；三是中国和印度，坚持目前不承诺减排义务。
 1999年10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五次缔约方大会在德国波恩召开。
通过了《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编制指南、温室气体清单技术审查指南、全球气候观
测系统报告编写指南，并就技术开发与转让、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型期国家的能力建设问题进行了协
商。
 2000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六次缔约方大会在荷兰海牙召开。
谈判形成欧盟一美国等～发展中大国（中国、印度）的三足鼎立之势。
美、日、加等少数发达国家执意推销“抵消排放”和“换取排放”方案，并试图以此代替减排；欧盟
凭借其人口和能源等优越条件，强调履行京都协议，试图通过减排取得与美国的相对优势；中国和印
度则坚持目前不承诺减排义务。
 2001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七次缔约方大会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召开，通过了有关
《京都议定书》履约问题（尤其是CDM）的一揽子高级别政治决定，形成马拉喀什协议文件。
该协议为《京都议定书》附件一缔约方批准《京都议定书》并使其生效铺平了道路。
 2002年10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八次缔约方大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
会议通过的《新德里宣言》强调抑制气候变化必须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内进行，这表明减少温室气体
的排放与可持续发展仍然是各缔约国今后履约的重要任务。
“宣言”重申了《京都议定书》的要求，敦促工业化国家在2012年年底以前把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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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时代问题研究:资本主义危机论、自由主义衰落论与社会主义信仰论》第一篇“
资本主义危机论”，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遭受的普遍危机，重点分析了金融危机、信用危机和气
候危机。
第二篇“自由主义衰落论”，进一步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普遍危机证明自由主义已经衰落，原因在于
它无法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
本篇包括四章，对新自由主义及其历史观、自由观以及社会主义观进行了批判。
第三篇“社会主义信仰论”，集中阐明在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自由主义衰落的世界历史背景下，只有
社会主义才能为人类和平发展、可持续发展，开辟一条新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这样一条
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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