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热点怎么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国际热点怎么看>>

13位ISBN编号：9787501244188

10位ISBN编号：7501244189

出版时间：2013-1

出版时间：《国际热点怎么看》编写组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3-01出版)

作者：《国际热点怎么看》编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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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热点怎么看>>

内容概要

《国际热点怎么看》内容简介：近年来世界形势风云变幻，国际和地区热点频发，中国崛起加速，引
发国内公众的极大关注和热议，但在很多涉及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的问题上，大家看法不一。
为此，作为外交部下属的外交与国际问题专业出版机构，我们首次策划了《国际热点怎么看》一书，
邀请权威国际问题研究机构、著名外交智库的专家学者，就近年堪称热点的十一个问题进行了深度阐
释。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热点怎么看>>

作者简介

《国际热点怎么看》编写组，系由世界知识出版社邀请权威国际问题教学与研究机构、著名外交智库
的专家团队组成，他们将用简洁生动的语言与理性权威的观点梳理和阐释年度最为关注的国际和地区
热点问题。
本次邀请的撰稿人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专家团队。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简称“国研所”）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直属专业研究
机构，主要对当前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等领域的重大问题进行中长期战略研究，亦对国际事务中重要
的现实和热点问题做出及时分析，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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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刚柔并济／81 朝核风云，有解无解 ——怎么看东北亚形势和各方关系／85 一、接连核试，美国
犯愁／85 二、框架协议，共同声明／89 三、针锋相对，曲折艰难／92 四、目标不变，努力不懈／98 
原则之争 ——怎么看西亚北非动荡及中国立场／102 一、政局动荡，非一日寒／102 二、滥用“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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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14l 三、你追我赶形势紧，争取主动促安全／149 走出去平安归 ——怎么看海外中国公民权益保
护／153 一、大胆走四方，他乡频遇险／153 二、风险敞口大，威胁多元化／156 三、情为民所系，领
保需跟上／159 四、体系待完善，防范要加强／162 危中求机有所作为 ——怎样看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
经济调整／168 一、美国的“次贷”和欧洲的债务／168 二、蝴蝶效应殃及全球经济／171 三、加快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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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010年，欧盟27国预算赤字占GDP比率平均为6.4％，政府债务占比平均为GDP的85
％。
日本的政府债务接近GDP的200％，是所有发达国家中债务水平最高的；美国的公共债务也接近GDP
的90％。
在美、欧、日三大主要经济体中，欧洲是总体债务负担最轻的。
但问题是这些借来的钱并未直接用于促进经济增长。
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和意大利等国先后陷入债务危机，其共同因素就是在过度依赖“借债
经济”的同时，未能实现促进增长的目标，而被市场抛弃，因为借来的钱迟早是要还的。
 西班牙、葡萄牙两国与希腊情况较为相近，都是属于所谓的南欧模式，即实体经济萎缩严重，主要依
靠房地产、旅游业和农产品出口等服务型、出口型产业，而且社会福利投入过高，导致财政入不敷出
。
爱尔兰曾被誉为“凯尔特之虎”，是欧洲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但为将IT业和金融业打造成主要经济
增长点，信贷扩张过快，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很容易演变为债务危机。
相比其他南欧国家，意大利的经济基础雄厚、部门齐全，但也存在着地区发展不平衡以及政治环境脆
弱等重大隐患。
 反观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德国，就是通过发展实体经济而不断推动经济增长，同时提前进行福利制度和
劳工市场改革、抑制过度投机，所以反而能在欧债危机的冲击下脱颖而出，巩固了其在欧洲经济中的
霸主地位。
 在以国际资本和国际评级机构为代表的市场力量冲击下，这些有福利、无增长的经济结构和模式，就
成为了欧洲经济的薄弱环节，各国政府还未能做出反应，就被市场推高了融资成本，形成借不了新债
来还旧债的恶性循环。
 福利民主，制度缺陷 欧洲的高福利体制，是欧债危机爆发和蔓延的另一症结所在。
以希腊为例，一方面是实体经济萎缩导致财政收支恶化，另一方面是社会福利水平不断被推高。
据媒体报道，希腊的码头工人属公务员，一个初级工人的月薪在3000至1万欧元之间，一年还可以领14
个月的工资。
同时，希腊人口的老龄化程度很高，其养老金支出的财政负担为全欧洲最高，占到GDP的16％。
如此巨大的福利开支，需要政府用高经济收入来维持。
但希腊的经济产出远远低于政府支出，经济效益与公共开支严重失衡。
作为其支柱产业的旅游和航运业，在全球金融危机中遭受沉重打击，导致国内失业率和通胀率居高不
下。
希腊GDP年增长率长期在1％至2％左右徘徊，但实际工资年增长率却平均在5％左右。
财政收入不断下降，社会开支则节节攀升，终于导致这种通过借债来维持高福利的模式崩溃。
 但更严重的问题是高福利体制和过度迎合选民的“民主体制”相结合，使得欧洲的重债国很难承受来
自救助条件、国内民意和市场的多重压力。
危机爆发至今，欧洲已有11国政府因不堪重负而下台。
已经习惯了高福利生活的希腊等国民众，过不了苦日子，对紧缩政策的承受力低，罢工、示威和抗议
活动更是未曾停歇。
针对危机救助措施，一些国家政府为逃避政治责任，还动辄使用“全民公决”来转移矛盾，实质上是
延误了对危机的反应时机。
这种挟民意推责任的做法，加大了欧债危机的解决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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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热点怎么看》编写组，系由世界知识出版社邀请权威国际问题教学与研究机构、著名外交智库
的专家团队组成，他们将用简洁生动的语言与理性权威的观点梳理和阐释年度最为关注的国际和地区
热点问题。
本次邀请的撰稿人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专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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