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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套为青年和干部编辑的丛书，因为他们对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前途负有责无旁贷的历史重任
。
再过几年，人类将进入二十一世纪。
二十一世纪将是人类更大发展和进步的世纪，也是竞争更加激烈的世纪。
　　世界各国各民族都在积极为争取自己的二十一世纪位置努力准备着。
谁作好准备，谁准备充分，谁将是胜者。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中华古训在这个时刻，字字尤其扣人心扉。
回溯我们中华民族，十九世纪是历尽屈辱的世纪，二十世纪是内忧外患的世纪，苦难的中国终于在二
十世纪末获得一次大发展的机遇。
现在站在新世纪的大门口，全民族都在深思：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将是什么样子？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又将是什么样子？
我准备为这个世界和我们可爱的中国贡献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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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个国际体系的稳定主要来源于两种途径：一个是均势，一个是霸权。
均势是多种力量的妥协，霸权是单一力量的支配。
霸权的兴起是一个国家财富和力量扩张进而支配国际秩序的结果。
但是，一个崛起的强国扩充其军力以保卫日益广泛的经济利益，寻求扩大领土的控制权，并扩展对国
际经济的控制，如果它所付出的成本超过了从其掌握的资源中的获利，进而削弱了它的实力，最后也
就导致了霸权的衰落。
中国的古训说：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
著名学者乔治·莫德尔斯基在《世界政治的长周期》一书中认为，历史上一场大的全球战争开始一个
长周期即霸权周期。
即经过战争，一个国家取得霸权并利用战后的和平协议使其获得的优势合法化。
根据莫德尔斯基的理论，霸权周期一般为一百年左右。
从16世纪开始，分别是葡萄牙、荷兰、英国和美国获得了百年周期的霸权。
但是，霸权从本质上说是一种零的博弈，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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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世界政治这门学问中，“三十年战争”（1618-1648）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
英格兰、法兰西和德意志的统治者们于1648年签订了威斯特发里亚和约。
从此一个以现代民族国家为行为主体的国际秩序开始形成，主权观念开始诞生。
民族国家及其相互关系形成了世界政治。
三百多年来，随着国家间权力、利益和价值观念的不断分化组合和交互作用，这个国际秩序也经历了
各种复杂的演变，其最终结果迄今尚无分晓。
但可以肯定的是，拥有领土、政府、人民的主权国家是最高权力的体现者，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支配
着我们生活于其间的国际体系。
　　近几十年来，世界政治中出现了一些变化，例如利益集团和跨国公司对国家行为和政策选择越来
越有影响力。
但这一趋势从全球角度看并未动摇和瓦解国家体系的存在和延续。
有些学者认为，应该将国际政治研究的重心放在对政策有影响的“个人”身上，以人的思想、意志、
偏好来取代民族国家这一抽象概念。
然而，个人离开某种团体则无法对政策产生作用，实际上还是一种利益集团行为。
国家安全与实力，战争与和平，这些与人民生活休戚相关的国家利益不是某些个人的事情，它们决定
了国家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基本事实，国家利益也是当今世界政治的主要动力源。
所以国家行为和国家利益是理解政治的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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