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德建交40周年回顾与展望>>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德建交40周年回顾与展望>>

13位ISBN编号：9787509739464

10位ISBN编号：7509739462

出版时间：2012-11

出版时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顾俊礼

页数：447

字数：4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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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德建交40周年回顾与展望>>

内容概要

顾俊礼主编的《中德建交40周年回顾与展望》是中德建交40周年纪念文集。
40年来，中德两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环保等各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日益深化，取得了丰
硕成果。
当前，中德两国分别互为其在欧洲和亚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德关系也已成为构建稳定的中欧关系
的重要支柱。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背景下，对中德两国在各领域的交流、交往作全方位的回顾和展望。
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和理解真实的中德关系。
《中德建交40周年回顾与展望》既有前任中国驻德国大使精彩的回忆录。
也有各界知名德国问题专家从自己专业角度对中德关系发展的分析和认识。
更有若干有份量的调研报告，以珍贵的一手资料为读者梳理了实践中的中德关系，最后本书汇集了中
德建交40年来重要的联合声明和新闻公报以及部分重要协定和文件。
本书集权威性、学术性、现实性、资料性于一体，对于研究德国问题的专家、学者及对中德关系感兴
趣的读者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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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俊礼，男，1939年12月生，江苏省泰兴市人。
1964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
1981-1983年留学德国慕尼黑大学，专攻国际政治。
曾任欧洲所研究室主任、研究生院欧洲系主任，现任欧洲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
授委员会执行委员、国际学部主任。
同时，他也是中国欧洲学会理事，德国研究分会理事、常务副会长。
顾俊礼研究员长期从事西欧政治的研究工作，专业特长为德国政治与经济。
他的主要代表作有：《西欧政治》（合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德国政府与政治》（台湾
，扬智出版社，2001年）、《福利国家论析》（主编、合著，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西欧政
党执政经验》（合著，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治体制》、《联邦共和国
的公务员制度》、《联邦共和国的政党体制》、《西方政治制度比较》（合著，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年）、《西欧区域政策》（合著）、《联邦共和国的产业政策》、《联邦共和国的社会保障制
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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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院系学科设置方面，洪堡在保留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和哲学院四大学院的同时，重点倡导
哲学院的研究方法，并将其课程拓宽至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等新兴学科。
就大学的核心任务，洪堡强调探索性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指出大学有别于中小学，主要任务不在于传
授知识，而是追求真理，倡导教授有权结合自己的研究来决定教学内容，并将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和
方法以理论化、系统化的方式传授给学生，学生有权自主选择参加的课程、导师和学校，大学的学习
不仅在于获得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而且更重在掌握独立获得知识和从事研究的方法以及养成探索科
学的兴趣与习惯。
为此，新创办的柏林大学大力推广“研习班”，将大学的教学变成一个师生对于某一课题的共同探讨
过程，使大学自然而然地成为科学研究和知识创新的园地。
　　洪堡独特的办学理念促进了德国大学在19世纪后的蓬勃持续发展，使得柏林大学很快成为当时德
国各地大学的表率，和英美法等诸多国家大学竞相效仿的楷模。
柏林大学因先后产生29名诺贝尔奖得主而闻名于世，在20世纪初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尤其是北
京大学的改革，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战后，在废墟上的西德高等教育面临恢复、重建和非纳粹化“再教育运动”的严峻挑战。
就大学发展的取向，“复兴”抑或“改造”，众说纷纭。
1948年，占领当局组织的德国大学国际研究委员会完成《鉴定报告蓝皮书》，肯定了德国大学的悠久
历史及其核心依然是“健康的传统”，提出了让大学恢复良好传统来为新时代服务的建议。
为此，建国初期的联邦德国高等教育基本延承了洪堡的大学理念，并恢复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办学方
针和学术制度，包括实施学术自治、教授治校、教研统一和专业教育与普通人文教育结合的传统。
大学不仅很快得到恢复，大批流亡归来的著名学者还对德国精神的重建作出了巨大贡献。
1960年代后，为了适应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高等教育开始一系列的改革，在指导思想、大学规
模、类型和学制以及管理权限等方面呈现出三大变化曲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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