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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立世界新秩序是美国政府早在20世纪初就已确定的战略目标，但直到20世纪末冷战结束时才得
以全面推行。
冷战后，美国政界和学界为建立世界新秩序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和原则，美国政府也采取了包括经济制
裁和军事干预在内的各种具体措施。
《美国冷战后世界新秩序的理论与实践》正是通过对世界新秩序相关理论的阐述，并结合对美国政府
各种具体措施的分析来全面探讨美国冷战后世界新秩序外交政策的缘起、内涵、环境、性质、目标以
及实施过程。
　　在20世纪到21世纪的美国外交政策中，建立符合美国价值观念，并能维持世界稳定和有利于美国
代表的西方国家利益的世界秩序是美国冷战后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和总体走向。
《美国冷战后世界新秩序的理论与实践》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就世界新秩序冷战后的缘起，世
界新秩序理论的架构、现实要求，军事干预理论在建立世界新秩序中的作用、效果、实践等问题进行
了深入的阐述，同时分析了国家反恐战略与世界新秩序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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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波，政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郎溪人，1955年生。
　　1983年获安徽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86年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95年获美国圣迭戈加
州州立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99年获武汉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
2002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政治学系完成博士后研究，2006年在美国乔治城大学外交事务学院
完成富布赖特研究项目。
并多次赴美国、欧洲、东亚和中东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目前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
个人已出版的专著有《美国当代文化透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美国外交政策的政治文
化分析》（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美国冷战后世界新秩序的理论与实践》（时事出版社2005
年版），并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30余篇。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美国冷战后世界新秩序的理论与实践>>

书籍目录

导论 世界新秩序冷战后的缘起(1)一、美国冷战后提出世界新秩序的背景和条件(3)二、美国冷战后提
出世界新秩序的具体过程(6)三、美国冷战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初步设想(10)第一章 世界新秩序的传统
观念与现实要求(20)一、美国世界新秩序体现的外交政策传统(21)二、冷战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现实要
求(32)三、建立世界新秩序存在的现实问题(38)第二章 世界新秩序的理论依据(50)一、“历史终结”论
与世界新秩序(51)二、“文明：中突”论与世界新秩序(67)三、“接触和扩张”论与世界新秩序(74)四
、“民主和平”论与世界新秩序(81)五、“无赖国家”论与世界新秩序(95)第三章 世界新秩序面临的
现实环境(104)一、全球范围的：中突和战争问题(106)二、全球生态环境问题(117)三、全球经济环境与
安全问题(130)四、全球种族与民族问题(141)第四章 世界新秩序中的经济制裁理论(155)一、经济制裁
的一般理论(156)二、经济制裁的运用方式和效果(167)三、经济制裁在建立世界新秩序中的作用(171)第
五章 世界新秩序中的经济制裁实践分析(189)一、对前南联盟的经济制裁(189)二、对伊拉克的经济制
裁(201)三、对伊朗的经济制裁(216)第六章 世界新秩序中的军事干预(237)一、后冷战时代军事干预的
世界环境(238)二、美国对外军事干预的思想基础(241)三、美国冷战后的军事干预立场(245)四、美国冷
战后军事干预的主要形式(253)五、美国冷战后的军事干预原则(269)六、美国冷战后军事干预中存在的
问题(287)第七章 世界新秩序与国家反恐战略(301)一、国际恐怖主义兴起的背景和特点(301)二、美国
国家反恐战略的主要内容(308)三、美国国家反恐战略与世界新秩序之间的联系(315)后记(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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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美国冷战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初步设想　　世界新秩序作为美国冷战后处理海湾危机过程中形成
的外交政策原则，其中包含的具体内容实际上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总体而言，世界新秩序战略的内容主要包括了布什在制止伊拉克侵略时采取的各种立场、方式和手段
。
作为一种整体的构思，布什提出的世界新秩序中包含了三个相互关联的基本设想，那就是反对武装侵
略，构造集体安全体系和建立大国合作机制。
这三种设想虽然还不足以为美国冷战后的世界新秩序这个宽泛的概念确定一个含义清晰、计划周密的
和结构完整的框架，但却能够在不断扩充和具体应用的过程中，发挥一种把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的意
图转变为美国全球性外交政策的功能。
另外，这三种设想虽然也无法明确界定世界新秩序的内涵，或是以某些事实为基础对这一概念作出明
确的解释，但还是大致上体现了布什行政当局提出的世界新秩序战略在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包含的主要
观点。
因此，世界新秩序不但在美国政府处理世界事务时具有各种不同的作用，而且还包含着不同层次的多
种意义。
从理论上说，世界新秩序是一种理想化的概念。
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它又是一种实用的具体手段。
如果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它又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具有哲学意义的政治战略，所以，世界新秩序正
是在这三个层次的基础上，把政治的名义、法律的依据和战争中集体行动的原则等不同方面，依据美
国政府最大限度地实现其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融合成为一个整体。
　　根据世界新秩序的逻辑，制止武力侵略可以说是这一概念中最重要的内容。
在具体措施上，世界新秩序强调，制止侵略并不主要依靠军事力量，而应该依靠建立法律规则。
因此，布什在处理海湾危机时指出：“在我们解决海湾危机的目的中，最为重要的是建立起相关的法
律规则。
”可见，布什在解决海湾危机的过程中，真正关心的问题并不是海湾危机本身，而是如伺通过这场危
机来建立一种法律规则，以维护冷战后的全球安全。
有关这一点，布什在1991年1月下旬发表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现在处于危险的不仅是我们的能源或
经济安全，也不仅是一个重要地区的稳定，而是冷战后时代的和平前景。
所以，世界新秩序的前提，应该建立在法律规则的基础之上。
”①　　冷战后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从某种意义来说，是在一个最恰当的时候为美国试图制定一
套维护国际社会安全的“法律规则”提供了机会。
在美国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国际社会很快对伊拉克的侵略行动作出了反应。
1990年8月2日，联合国安理会就伊拉克问题通过了第一项决议（决议660号）。
决议谴责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并要求其全面无条件退出。
为了让联合国顺利通过这项决议，美国政府事先做了大量幕后工作。
据当时的国务卿贝克后来回忆说：“我们运用了极其明确的语言，有意识设计好两种选择，让大家对
这场侵略只能表示反对或赞同。
”②在联合国通过了这个代表国际社会法律规则的决议之后，布什立刻表示，美国政府将不会允许这
场侵略“继续下去”。
美国政府同时还发表声明，如果伊拉克拒绝从科威特和平退出，美国将采用军事行动来反对伊拉克。
P10-11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美国冷战后世界新秩序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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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