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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代大学生是祖国和民族的未来，培养合格的大学毕业生是高校的天职。
那么，怎样的毕业生才是合格的呢?也就是说高等学校应当培养什么规格的学生才能真正适合社会发展
的需要呢?现在我们国家在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上正面临着极大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果
要应对挑战就必须使未来的建设者们具备全面的素质：不但要有自然科学的知识，同时也必须掌握人
文科学的知识，只有具有这两方面知识素养的人，才能称得上是合格的人才。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为了摆脱国家积贫积弱的落后局面，从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起，就
把技术教育当成了教育的全部--至少是重要内容，由于人文教育相对技术教育来说，立竿见影的效果
不明显，所以人文学科的教育在过去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后来的教育方针实质上大多把高等教育的
目标定在了知识教育和技能教育上，过分强调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这种教育模式是功能性的和功利
性的，对当下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从长期来看却会产生人文危机。
我国现有的大学教学模式受原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影响很深，专业划分过于细化，出现了许多专科性
学校(学院)，这在当时的条件下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但这种教育模式忽视了学生
的人文素质教育。
大学不应当仅仅被看作是一个培养有较高规格的技术人才的“工厂”，一个国家的大学教育如果只能
“生产”一批批有工具理性而无价值理性的“技术机器人”的话，那么这个国家是不会有什么前途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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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
天下事，事事关心。
　　在新旧格局交替之际，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冲突局部化，构成了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和基
本趋势。
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主题，但是这两个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天下仍不太平。
地区热点不断，经济危机频繁，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继续存在，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
民族分裂主义不时兴风作浪，多极化和全球化在曲折中前进。
同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经济作刚不断增强，世界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正发生深刻变化。
中国作为一个开放的大国。
要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真正融人国际社会，成为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必须把握时代
脉搏，顺应世界潮流，辨清历史方向，迎接外部挑战。
我们需要与时俱进，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纵论天下大事，评点国际风云。
作为一门政治理论课，需要掌握四个如何认识，即如何认识当今国际形势和国际环境及其对我国的影
响，以及我国的外交战略；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重大
成就、历史贡献和困难挫折；如何认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以笫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世界经济与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为主线，对当
代世界经济、当代世界政治、当代国际主题与国际秩序三大全球性问题进行宏观概括和综合分析，对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等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治进行分类研究
和介绍，对世界主要战略力量的对外战略以及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外交战略进行重点研究。
　　本辂有利于运用科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观察世界，系统了解当今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的演变及
其发展趋势；有利于深入分析主要国际力量在政治、经济、对外关系和对外战略方面的作用、地位、
影响、发展变化及其原因，有利于学生扩大国际视野，增强国际意识，客观总结各国兴衰存亡之道。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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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第一章 全球化浪潮中的世界经济第一节 战后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一、战后初期至20世纪60年代末美
国称霸世界经济领域二、20世纪70年代后世界经济向多极化发展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三大区域
经济集团化加快发展第二节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与特点一、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与特点二、
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第二章 多极化进程中的世界政治第一节 战后两极格局的形成、演变
与终结一、雅尔塔体制与两极格局的形成二、20世纪50年代中至80年代两极格局的演变三、两极格局
的终结第二节 冷战后世界政治发展的基本特点一、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加剧二、经济因素对世
界政治的影响增大三、大国间政治关系进行深刻调整四、以联合国为主的各类国际组织的作用加强第
三节 冷战后世界政治面临的主要问题一、冷战时期掩盖的矛盾凸显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威胁
世界和平与稳定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趋突出第三章 当代世界主题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第一节 和平与
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一、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二、维护和平是当代世界的根本问题三、促进发展是
当代世界的核心问题第二节 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一、国际旧秩序的内容和实质二、发
展中国家最早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主张三、冷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不同构想四、
中国主张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五、建立国际新秩序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第
四章 意欲独霸世界的美国第一节 当代美国经济一、战后美国经济的发展概况二、战后美国经济保持
增长的原因分析三、战后美国经济地位的相对下降第二节 当代美国政治一、美国的政治制度二、美国
的政治文化三、当代美国政治制度的新变化第三节 当代美国外交战略的演变一、冷战时期美国的全球
战略二、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第五章 走向统一的欧洲第一节 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一、战后西欧的复
兴与联合自强二、西欧的政治军事一体化与欧盟的扩大三、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促进因素四、欧洲一体
化进程面临的挑战第二节 在欧洲和世界体系中寻求新定位一、欧洲新格局的塑造二、欧盟主导权的角
逐三、在世界体系中寻找欧盟的位置第三节 冷战后东欧地区的政治与经济一、冷战后东欧国家政治经
济转轨的特点和趋势二、科索沃战争与欧盟的巴尔干欧洲化战略第六章 迈向政治大国的日本第一节 
战后日本政治一、战后民主化改革二、天皇制的保留三、1946年“和平宪法”四、日本的政治结构五
、动荡的日本政局第二节 战后日本的经济奇迹与低迷一、战后初期日本经济的恢复二、日本经济高速
发展时期三、日本经济转入低速运行和泡沫经济的形成四、日本经济奇迹现象出现的原因五、冷战后
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第三节 日本外交战略的演变一、日本外交战略的演变二、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战
略第七章 苏联的盛衰与俄罗斯的复兴第一节 苏联发展道路与苏联模式一、苏联发展道路二、苏联模
式第二节 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与苏联解体一、二战后苏联外交政策的演变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苏
联解体第三节 俄罗斯的转轨与复兴一、叶利钦时代的经济政治转轨二、普京时代的经济政治改革三、
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和外交政策第八章 从独立走向开放的中国第一节 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调整和成
熟一、初创时期：“三大政策”的制定二、50年代末至60年代：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加强与发
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三、70年代：为形成国际反霸统一战线而努力四、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重
大调整第二节 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和原则一、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二、我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
准则三、我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四、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第三节 中国国际战略的新思路一、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二、中国国际战略四项基本主张三、21世纪初中国外交的展望第九章 面临挑战的
发展中国家第一节 第三世界的兴起与发展一、第三世界概念的由来及其基本特征二、第三世界的形成
与发展三、第三世界的作用和地位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政治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与政治
体制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面临的挑战第三节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关系一、南北关系的发展与变
化二、南南关系的合作与矛盾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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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亚太地区的集团化较之欧美起步较晚。
20世纪60年代日本就提出了建立“太平洋共同体”的倡议，但由于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经济体制
、悬殊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强烈的民族意识等因素，区域集团迟迟未能建立。
冷战结束后，在世界经济总体比较平缓的情况下，东亚经济活动非常活跃。
面对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所表现出来的排他性色彩，东亚地区也迫切需要加强地区经济合作。
1989年11月，在澳大利亚总理霍克的建议下，美、加、澳、新、韩、日六国以及东盟在堪培拉举行首
次亚太经济合作部长会议，成立亚太经济合作委员会，亚太地区有组织的经济合作正式起步。
1993年6月，正式启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简称亚太经合组织)的名称，每年召开一次非正
式首脑会晤。
其后中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墨西哥、巴布亚新几内亚、智利、俄罗斯、秘鲁、越南相继正式加
入。
在亚太经合组织的21个成员中，除了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五国之外，都是发展中
国家和地区。
1993年11月西雅图第一次非正式首脑会议确定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目标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1994
年11月在印度尼西亚的茂物召开的第二次非正式首脑会议确定成员分两步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即
发达国家在2010年以前、发展中国家在2020年以前实现既定目标。
1995年11月大阪非正式首脑会议明确宣布各成员有权结合自己的情况，按照自己的进度和方式逐步实
现自由化，不同的领域可以有不同的速度，确认经济技术合作也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重要目标。
2001年10月第九次非正式首脑会议在中国上海召开，通过了《领导人宣言》。
从严格意义上讲，亚太经合组织不属于欧盟那样体制完备的经济集团，而只是一种新型经济合作论坛
，它开创了区域经济合作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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