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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公共管理类专业主干课程教材: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为国家级精品课程配套教材
。《高等学校公共管理类专业主干课程教材: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运用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参照、融合了当代国际政治学科中的行为主义、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等相关理论，构建了宏观与微
观结合的分析框架。全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主线，首先
从宏观历史角度把握当代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过程及其趋势，其次从微观行为主体的角度具体解读美
国、日本、欧洲、俄罗斯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并深入分析中国外交战略及其在
世界上的地位及作用，最后从宏观角度探讨国际组织与国际会议的地位与作用、当今世界的主题与国
际新秩序。宏观历史分析突出了国际政治研究的整体性、系统性、普遍性，微观行为主体分析突出了
特殊性、典型性、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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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及其演变 第一节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形成 第二节 战后初期至70年代世界政
治格局的变化 第三节两极格局的瓦解，一超多强格局的出现 第二章 战后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与经济
全球化 第一节战后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 第二节 当今世界经济的主要特点 第三节 当代世界经济面临的
全球性问题 第四节 中国的对外开放与世界经济 第三章奉行全球战略的美国 第一节美国是典型的资本
主义国家 第二节 当代美国经济政治的新变化 第三节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发展演变 第四章走向政治大
国的日本 第一节战后日本的政治与经济 第二节战后日本对外战略的演变 第三节 日本由经济大国向政
治大国迈进 第五章一体化的欧洲 第一节西欧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概况 第二节欧洲一体化 第三节战后
西欧的外交政策与对外关系 第六章苏联的演变及今日俄罗斯 第一节苏联的演变及其解体的原因和教
训 第二节社会转型期的俄罗斯 第三节21世纪俄罗斯的新变化 第七章奋进中的发展中国家 第一节第三
世界的兴起与发展 第二节第三世界的基本特征 第三节 国家道路的选择及政治经济的发展 第四节发展
中国家的对外关系 第八章崛起的中国 第一节 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 第二节 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第
三节21世纪初中国外交 第四节 中国的国际地位 第九章 国际组织与国际会议 第一节 国际组织与国际会
议概述 第二节 区域性国际组织与专门性国际组织 第三节联合国 第十章 当今世界的主题与国际新秩序 
第一节战争与和平问题 第二节和平、发展与人类进步 第三节建立国际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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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
开了由44国代表参加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会议通过了以“怀特计划”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协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的简称）。1945年年底，参加国际货币金融会
议中的22国代表在华盛顿签字，正式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亦称世界银行）
。布雷顿森林协定主要内容是建立一种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可调整固定汇率的国
际货币制度。在这种国际货币制度下，美元既是美国的货币，又是世界各国的货币，成为主要国际支
付手段和国际储备货币，确立了美元在战后世界货币金融领域中的中心地位，为美国进行对外经济扩
张、控制西欧等国家的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管理成员国汇率的确定与稳定、
国际收支的差额与弥补、外汇政策的制定与变化等。世界银行则通过组织和发放长期贷款来解决一部
分会员国对资金的需求。这两个组织内部均实行按缴纳资金份额的多少决定各国投票权力大小的原则
。成立之初，美国凭借资金优势分别掌握了27％和23.8％的投票权，保证了美国对这两个国际金融货
币机构的控制。协定确立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虽严重地损害了西欧国家的经济利益，但客观上对战后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2.缔结《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推动贸易自由化 为了扩大
国际贸易和增加就业，1945年美国呼吁召开联合国贸易与就业会议，建立世界性国际贸易组织。1946
年联合国多次召开会议，讨论美国提出的《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草案》。1947年4月23个国家参加会议，
会议主要有两个成果：一是通过了《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草案》；二是达成了123项双边关税减让协议。
与会国家将《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草案》中有关关税的条款与达成的关税减让表汇成一个文件，称为《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同年10月30 日 23个国家签署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为使谈判结果尽快生效
，部分国家同一天签署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临时适用议定书》，决定从1948年1月1日起临时适用《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待国际贸易组织成立后由《国际贸易组织宪章》取而代之。同年11月，在哈瓦
那56个国家的代表审议并通过了《国际贸易组织宪章》（又称《哈瓦那宪章》）。在随后递交各国政
府批准时，美国等有关国家没有批准该宪章，因此建立国际贸易组织的计划搁浅。《关税与贸易总协
定》作为缔约方调整对外贸易政策方面的法律准则和推行多边贸易与贸易自由化的唯一的、带有总括
性的多边贸易协定，一直临时适用到1995年。缔结《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谈判使各
国大幅度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和取消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努力达成互惠互利协议。《关税与
贸易总协定》作为一个多边性的国际贸易协定，在战后为美国的对外经济扩张提供了便利，也客观上
促使世界各国大幅度下降了平均关税税率、限制了各种非关税壁垒，对推动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发
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3.对西欧、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美国采取了扶持的政策 1947年6月5日，
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上发表了美国援助欧洲演讲，提出了“欧洲复兴计划”，后被称为“马
歇尔计划”。从1948年4月到1952年6月，美国共向西欧提供了约130亿美元的援助。对军事占领下的日
本，1949年美国为其制定了经济复兴的“道奇路线”并向日本提供了大量贷款和援助，同时迫使日本
在经济上对美国开放。上述举措，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处境困难的西欧和日本，有利于其经济
的恢复与发展，加强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联系；另一方面，也为美国的过剩产品和资本找到了国外
市场，为美国从经济上控制西欧和日本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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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公共管理类专业主干课程教材: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可以用于高等学校经济、政
治、法律和公共管理类专业的本科教学。也可作为工科专业的通识教育读本和政府公共部门在职人员
的培训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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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2013年新出版，内容规范且齐全。有一定特色，适用于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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