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没有硝烟的战争>>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没有硝烟的战争>>

13位ISBN编号：9787543017382

10位ISBN编号：7543017385

出版时间：1998-3

出版时间：武汉出版社

作者：王巍，马杰 等 著

页数：17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没有硝烟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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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刚刚结束，“冷和平”悄悄降临。
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促使民族国家对权力实行再分配。
新的国际生产和劳动分工，使得跨国公司成为权力再分配的最大受益者。
纵横捭阖的跨国公司的经营者们，把政治和经济编织成为一条条一道道的经纬线，在世界秩序的大舞
台上把它们交织在一起，正在上演一出出惊心动魄的悲喜剧⋯⋯跨国公司——这个带有浓厚政治色彩
的特殊经济“巨兽”，正以其超越民族和国家的力量主宰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人类的幸福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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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什么是跨国公司10多年前，一本名为《全球经济大战》（THE REALWORLD WAR）的美国畅销书
，开篇便写美国工业力量的急速下降。
作者路易斯和阿里森把这种下降形容为“美国的崩溃”。
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在描述这种“崩溃”时，作者并没有采用通常的一系列统计数字来说明问题，
而是给出了一个被认为从哪个角度看都证据确凿的例子。
那个例子说，1965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收入总额是联邦德国30家最大工业公司和日本30家最大工业
公司加起来的两倍；到了1983年，仅日本的6家最大工业公司的收入总额之和就超过了通用汽车公司。
在这里，通用汽车公司已经不仅仅是一家跨国公司了，而是美国经济实力的代名词。
跨国公司无疑不是从天而降。
下面就让我们看看一个巨型跨国公司的成长史，并以此作为理解跨国公司的铺垫。
1863年，洛克菲勒买进了美国的一家小炼油厂——克利夫兰炼油厂。
15年后，1882年8月的某一天，洛克菲勒的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注册开业。
它在不断吞并其他石油公司的竞争中逐步得到发展，活动地区由美国的西海岸扩展到东海岸，业务经
营范围扩展到原油的生产、冶炼和销售。
洛克菲勒据此创立了著名的美孚石油托拉斯，从而几乎控制了美国整个石油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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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跨国公司与世界和平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
跨国公司在不远的将来真会成为我们所居住的地球村的村主？
在近些年来颇为流行的、并把此类问题纳入职业讨论范围的所谓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著述者眼中，见仁
见智，并无定论。
用他们常用的术语说就是：国家间相互依存度日趋提高，既可能导致世界的持久和平，又可能引发战
争。
支持前一种判断的论据，实际上类似本书的核心，即由于“你中有我”或“我中有你”，从而使战争
的成本过大。
这样一来，和平便自然产生了。
支持后一种判断的论据，则在于人们对相互依存过高的担心或恐惧，因为这意味着本国经济的脆弱性
。
显然，这对那些相互依存度过高的国家来说尤甚。
克服随过高的相互依存度而来的经济脆弱性，大致有两条道路：或改变现存体系，或回到闭关自守。
无论走哪一条路，其后果均构成对现存秩序的威胁。
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们的论述不无道理（也正因此，我们这些读者才倍感迷惑）。
在他们的理论背后，隐含着这样一个基本假定：和平问题属于政治问题，对它的取舍是政治家的事，
与民间性质的公司无关。
换言之，国家才是世界舞台的主角，跨国公司再努力，也只能扮演配角。
如果仅从历史上看，此话的真实度很高。
如果从动态或发展的角度看，真实度可能不得不打些折扣。
这样讲的理由就在于跨国公司迅速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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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没有硝烟的战争:跨国公司·和平·发展》：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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