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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安徽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通用教材：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修订版）》对当代世界经
济，当代世界政治及国际关系中的一些重要课题，如当代世界经济、政治基本格局的演变，世界经济
全球化与地区经济集团化，科技革命与经济信息化的地位与影响，两种社会制度和三种类型国家的经
济结构与政治体制的比较，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地位与作用，第三世界的崛起与发展变化，中国在世
界上的独特地位与作用，邓小平、江泽民国际战略思想，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与建立国际经济、
政治新秩序等问题作了深入浅出、细致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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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一、“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基本内容 二、“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特点 三、学习“当代
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意义 四、怎样学习“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第一章 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与
基本趋势 第一节 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与变化 一、当代世界经济的主要行为主体大为增加 二、战后世
界经济格局向多极化演变 三、战后世界范围内的生产、贸易和金融的迅速发展 第二节 当代世界经济
发展的趋势与特点 一、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 二、科技革命与经济信息化加快 三、综合国力竞争
不断加剧 第三节 当代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严峻 二、世界经济
发展不平衡加剧 三、全球性金融风险增大 第二章 当代世界政治的发展变化与基本趋势 第一节 第二次
世界大战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 一、什么是世界政治格局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世界政治格局演变
概况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影响 四、战后世界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 第二节 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
演变 一、雅尔塔体制的形成 二、两大阵营的对峙 三、美苏争霸世界 四、两极格局的终结 第三节 当今
世界政治发展的趋势与特点 一、世界政治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 二、大国关系的深刻调整 三、以联合
国为主的全球性、区域性组织作用的加强 四、国际形势缓和与动荡因素 五、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 六
、经济、科技因素的影响 第三章 当今时代主题与建立国际新秩序 第一节 当今时代主题 一、时代主题
的转换 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第二节 建立国际新秩序 一、国际旧秩序的特征与实质 二、
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不同构想 三、为建立国际新秩序而努力 第四章 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与政
治 第一节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 一、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及其原因 二、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经济结构与体制的调整 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和问题 第二节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 
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及其实质 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的变化 三、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的社会政治问题 第三节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战略和政策 一、战后美国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 二
、战后西欧的对外政策 三、战后日本的外交政策 第五章 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政治 第一节 发展中
国家的崛起及其意义 一、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与壮大 二、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与作用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
的经济与政治 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及其经验 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进步与存在问题 第三节 发
展中国家的对外政策与对外关系 一、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政策 二、南北关系 三、南南合作 第六章 战后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与政治 第一节 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及其巨大贡献 一、社会主义国家从一国发展
到多国 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政治的发展与贡献 三、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 第二节 社
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探索 一、苏联东欧各国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 二、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
革 三、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及其原因与教训 第三节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一、社会主义
发展是曲折性与前进性的统 二、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 三、社会主义建设本国特色化 第七章 独联体成
员国与冷战后东欧国家的经济与政治 第一节 独联体成员国与冷战后东欧国家的概况 一、东欧国家经
济与政治的转型 二、“独立国家联合体” 第二节 俄罗斯的经济、政治和外交 一、俄罗斯经济体制的
转轨 二、俄罗斯政治体制的转型 三、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调整 第八章 中国对外关系及在世界上的地位
和作用 第一节 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与调整 一、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进程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
对外关系的新局面 第二节 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原则和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及其新发展 一、中国对
外政策的宗旨和原则 二、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 三、新时期中国外交新思想、新理念 第三节 中国的国
际地位和作用以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与独特作用 二、中国现代化
建设面临的国际机遇与挑战 附录 复习思考题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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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苏联解体了，独联体为什么又能组成呢？
 从内部因素来说，独联体各国都是原苏联加盟共和国，70多年来同在一个高度集中统一、讲究“经济
分工”的国家中生活，由于历史渊源、地理条件、产业结构、资源分布、经济往来以及政治、文化等
因素造成的相互联系十分复杂微妙，形成了极为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
首先，经济上的共同需要促使各国维护某种形式的经济联盟。
各共和国自然资源、产业布局极不均衡，经济上各有长短，经过几十年有计划建设，生产力布局、工
业结构、经济流通都是由原苏联统筹安排，各种经济联系40％以上是跨共和国，各国相互依赖性较强
。
其次，各成员国民族杂居程度高，各共和国都不是单一民族，有几千万人居住在本民族国家以外的地
区，还有千百万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民族通婚家庭），如果人为地割裂各成员国之间的联
系，各共和国独立后，实行强制性的大规模迁移，甚至挑起对立，煽动民族情绪，都是不现实的做法
，将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
再次，独联体成立，是各共和国暂时妥协的结果。
在政治上，一些加盟共和国力图摆脱中央控制，逐步争得本国独立；在边界领土、军事力量以及控制
模式等问题上，需要彼此之间一起协商；在经济上分割联盟的财产，也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短期
内仍需要合作。
同时，独联体成立，也是各共和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俄罗斯创建独联体是为了取得前联盟中央权力，抛开戈尔巴乔夫，避免为苏联解体而承担责任的双重
目的。
乌克兰是为了达到自己彻底独立目的的权宜之计。
白俄罗斯是为了显示同俄、乌两国密切合作，捞到好处。
中亚等其他国家加入独联体，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如果拒绝加入，就会形成与“斯拉
夫”联盟的自然对立，这不利于他们发展；如果无条件加入，又会沦为三个斯拉夫国家的“小兄弟”
，所以它们最后以创始国身份加入独联体，以便维护自己的利益。
 独联体成立也离不开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支持。
前苏联是一个核大国，在各加盟共和国都部署有战略或战术核武器。
西方国家因担忧苏联的分裂、民族冲突会威胁核武器安全，故在一段时期内支持戈尔巴乔夫建立“主
权国家联盟”的主张，以利于统一控制和管理核武器。
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的独立意味着建立任何新联盟的努力，已不可能获得成功。
此后，美国明显改变了对戈尔巴乔夫的支持，更多地同各共和国直接打交道。
三国独联体成立后，美国认为独联体对控制核武器有利。
西方态度促使独联体由三国发展到十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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