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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已经走过了二十年历程，从只有一个系、一个政治学本科专业和一
个政治学理论硕士点，发展到今天拥有四个系所、四个本科专业（政治学、国际政治、行政管理、公
共事业管理）、八个硕士点（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科学社会
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行政管理、公共管理），以及政治学理论和中外政治制度两个博士点的学
科齐全的学院。
成绩是毋庸置疑的。
在这些成绩中，最令人高兴的是，我们已经开始形成自身的学科特色与优势，从而为学科的进一步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指引了明确的方向。
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批学术著作，就是我院教师突出学科特色、促进学科发展的研究结晶，也是我们
实施“全球化进程中的政治发展与政府治理”这一“211工程”项目的具体成果。
在这批成果中，既包括几次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也包括不同研究领域的学术专著。
从这些研究成果中不难发现，我院学科建设的着力点：一是中外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
对文明与文化的关注，是增强当代人类社会生活人文内涵的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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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美同盟作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其走向对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稳定都会产生深刻的
影响。
冷战结束后，日美同盟在经历了短暂的“漂流”后不断走向强化，及至今天，其已由一个地区性同盟
发展为一个全球性同盟，受到的关注也越来越多。
本书对冷战后的日美同盟进行解读，考察其“漂流”、强化的历史过程、表现及深层次原因，并着重
分析其在不同时期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通过对日美同盟的历史考察和现实分析，提出了中国在21世纪的应对之策，并最终得出结论：日美同
盟在近期内仍会继续存在，但不排除未来崩溃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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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日美同盟形成的历史追溯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说过，在看未来时，向后看得越远，向前也
就能看得越远。
同样，我们在分析国际政治中的某一政治现象时，也应该具有历史感，从理解历史的角度人手。
日美同盟从1951年形成至今已有50多年的历史，其间经历了数不尽的风雨波折和修订发展。
如今我们研究冷战后日美同盟的演变及其影响，有必要对其形成背景作一个简单的历史追溯。
第一节 同盟的理论界定从历史上来看，自从有多国体系存在以来，国家之间结盟与反结盟的斗争便贯
穿于国家问关系的历史。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三国同盟和三国协议，到二战中的轴心国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从冷战期间
北约和华约的长期对峙到冷战后不断强化的日美军事合作，结盟可以说是紧密贯穿于近现代国际关系
史中，成为国际政治实践中的一种常见现象。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结盟政治也正在不断变化。
可以说，同盟已逐渐成为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个极其重要和普遍的政治现象，并由此而受到国内外
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的关注，成为国际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正如美国研究同盟问题的著名专家乔治·利斯卡所言：“谈论国际政治不可能不涉及同盟，这两者除
名字以外通常是融为一体的。
”一、同盟的定义理论研究首先要解决的是研究对象的定义问题。
正如其他国际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一样，关于同盟的定义在学术界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尚未有一
个统一的答案。
有的学者强调从结盟的目的来界定同盟，如格林·H.斯耐特认为“联盟（同盟）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条
件下，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为了利用武力对付外来的威胁而形成的一种正式的联合”。
其基础是正式条约。
而乔治·利斯卡和威廉·赖克则侧重于从结盟目的的角度来阐释同盟，他们认为，国家间成立同盟或
联盟的主要目的是“反对某人某事或顺带地反对某人某事”，获得安全、稳定和地位是国家参加同盟
的目的，一旦达到目的，同盟或联盟就会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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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岁月如梭，自迈出北京大学的校门，一晃已近5年，期间经历工作、生子等生活之繁琐，记忆林总，
不胜琐碎，而唯有北京大学之自由、开放学风仍记忆犹新，犹记课堂上大师们的精湛学识、宿舍里的
挑灯夜读、未名湖畔的莘莘学子，每午夜梦回，不胜唏嘘。
3年的燕园求学，有幸师从林代昭先生，从先生身上习得为人治学之道，受益终身。
2000年，正是世界舞台上的大国关系频繁互动的年代。
在恩师林代昭先生的指导下，我尝试研究冷战后的日美同盟关系，并着重分析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其时，国内外学者对大国关系尤其是中日美关系的研究正如火如荼，而我对这一研究内容尚处摸索及
入门阶段，幸得导师的悉心指导及热情鼓励，才得以对这一问题有了全面的了解和深入的认识，并最
终完成了以"从漂流走向强化——冷战后的日美同盟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为题目的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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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冷战后的日美同盟解读:兼论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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