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热点问题透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当代热点问题透视>>

13位ISBN编号：9787307084780

10位ISBN编号：7307084783

出版时间：2011-1

出版时间：武汉大学出版社

作者：刘志刚，刘学健　主编

页数：220

字数：3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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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热点问题透视>>

内容概要

(1)热点问题一般能引起轰动与媒体的持续关注，如&ldquo;朝核问题&rdquo;、&ldquo;钓鱼岛问
题&rdquo;等就是典型的热点问题。
 (2)从热点问题的发生到降温、结束有一个持续的过程，热点问题不会随生随灭，比如关于应对气候
变化的国际合作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ldquo;巴厘岛路线
图&rdquo;就是一个过程。
 (3)热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换为热点问题。
 (4)热点问题一般都带有政治性，与大国息息相关，是利益所趋，如&ldquo;海权争夺&rdquo;、&ldquo;
海域划界争端&rdquo;就是典型的例子。
 &ldquo;当代热点问题透视&rdquo;课程集政治、经济、地理、历史、宗教、文化等为一体，属于社会
科学。
要学好这门课程，首先，对历史尤其是当代国际关系应有一定的了解；其次，要养成阅读新闻、关注
热点的习惯；再次，良好的英语基础对阅读、收听时政新闻十分有益；此外，要熟悉国际关系理论及
各种学派及其代表人物，学会用国际关系理论来分析问题。
当然我们最后要归结于用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观来认识问题、解决问题，进而服务于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
 全书共分十个专题，内容依次为&ldquo;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rdquo;、 &ldquo;台湾问题与祖国统
一&rdquo;、&ldquo;民族团结与宗教信仰&rdquo;、&ldquo;国际金融危机与我国的应对政策&rdquo;
、&ldquo;恐怖主义与反恐斗争&rdquo;、&ldquo;中国海洋划界争端&rdquo;、&ldquo;中国石油安全问
题分析&rdquo;、&ldquo;世界海权争夺&rdquo;、&ldquo;全球核安全状况透视&rdquo;&ldquo;气候、环
境与国际政治&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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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21世纪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纪。
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领域的交往日益深化，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程度不断提高。
对当代中国而言，融人全球化进程已成为一种历史选择。
为了在国际社会中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需要正确的外交政策的指导；而外交政策的制定
，又离不开对国际形势的清醒认识与准确评估。
第一节 当代国际形势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国与国
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国际形势总体稳定。
”“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
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
”认真领会这一重要论述是我们正确认识当代国际形势以及中国外交战略举措的基本前提。
国际局势虽然复杂多变，但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对外交往实践清醒地告诉世人，中国只有积极参
与国际社会，抓住机遇，迎难而上，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更好地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正如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明确指出的那样，“发展才是硬道理”。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下，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以及外交环境的不断
改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能够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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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热点问题透视》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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