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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2.2.1. 二战后的世界局势 1.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困

扰因素。 1）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二战结束50年代初。

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削弱了除美国以外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

。50年代初，西欧国家凭着原有的经济技术基础，借助马歇

尔计划的援助，工业生产大体都已恢复到战前水平。 2）资

本主义经济的相对稳定和高速发展时期（50年代初70年代）

。50年代初到7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加强国际经济联系

，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新成果，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管

理，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促使经济进入一个相对稳定和

高速发展时期。此阶段日本经济高速发展，60年代末已经是

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 3）资本主义

经济进入滞胀阶段（70年代）。1973年底，中东国家在同西

方国家的斗争中，大幅度提高石油价格，激化了资本主义国

家经济发展中的固有矛盾，引发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最严重

的一次经济危机。70年代后期，经济危机结束，但经济发展

再也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速度。从此，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

济结束了稳定发展时期，进入了滞胀阶段，经济发展缓慢，

甚至出现停滞现象，与通货膨胀并存。 2.资本主义各国经济

发展的不平衡。 二战以后，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空前膨胀，

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拥有最雄厚的工业实力和

最丰富的黄金储备，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货

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又倡议成立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



企图控制更广阔的世界市场。50年代初到70年代，资本主义

各国中日本经济发展速度最快，西欧（尤其是联邦德国）的

经济也持续高速发展，并成立了欧洲共同体，加强了各国间

的联系。70年代后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越来越不平

衡，欧洲共同体国家和日本的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它们在很

多经济领域已经赶上并超过美国，同美国在世界市场上展开

了激烈竞争，并占据了有利地位。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

崩溃，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地位严重动摇。 3.殖民地问

题和民族解放运动。 （1）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

阶段（1945年50年代中期）。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地区在亚

洲和北非。亚洲的重要事件有印度尼西亚的独立（1954年）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治和独立（1947年）、以色列的建立

（1948年）；在非洲，苏丹、突尼斯、摩洛哥和利比亚在50

年代先后取得独立，埃及于1956年收回苏伊士运河的主权，

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在1962年独立，结束

了法国的殖民统治。1955年，在印尼的万隆召开了第一次亚

非会议，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没有殖民国家主宰的，由亚

非人民自己解决问题的国际会议。会议提出了和平协商、求

同存异、独立和平、友好合作的原则，被称为“万隆精神”

。 （2）殖民体系的崩溃和第三世界的兴起（50年代中期以后

）。从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出现了以非洲为中心，席卷整个

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的独立新浪潮。70年代，葡属非洲殖民

地，如莫桑比克、安哥拉相继独立。80年代到90年代初，是

帝国主义在非洲的殖民体系最终崩溃的时期，其标志是津巴

布韦和纳米比亚的独立。90年代初，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宣

告结束。战后非洲国家的纷纷独立，标志着20世纪形成的世



界殖民体系的最终瓦解。在拉丁美洲，古巴于1959年摆脱了

美国的殖民统治，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巴拿马人民经过长

期斗争，同美国签订条约，规定到1999年年底，巴拿马运河

区的主权和管辖权全部交还巴拿马。 （3）不结盟运动的兴

起和第三世界的崛起（50年代末60年代初）。第三世界是指

摆脱了帝国主义压迫或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亚洲、非洲和

拉丁美洲广大发展中国家。随着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

发展，第三世界崛起，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

。1961年第一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召开，标志着不

结盟运动正式诞生。不结盟运动的兴起，标志着第三世界的

崛起和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国际政治舞台。 4.亚洲

经济的发展。 当代世界发展中国家中，有少数国家脱颖而出

，走上新兴工业化道路，代表有东亚、东南亚的新加坡、韩

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同时西亚的海湾地区出现一批因石

油资源而致富的国家。 （1）新加坡、韩国经济高速发展

（6070年代）。新加坡和韩国迅速转变为新兴工业化国家，

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70年代的奇迹”。 （2）东南亚地区的

经济发展（80年代）。80年代，以泰国、马来西亚为代表的

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异军突起。 （3）印度经济的发展。印

度政府推行国营经济和私营经济共同发展的政策，逐步建立

起部门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实现了粮食的基本自给，特别

是科学技术发展迅速。 （4）西亚国家的经济发展。第二次

世界大战以后，西亚经济发展最大的特点是石油工业发展迅

速，产油国日益富裕。 5.当代社会国家的曲折发展。 （1）社

会主义力量的发展和社会主义阵营形成（1945年1956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医治战争创伤，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



了恢复和振兴经济的巨大成就，但是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

制的弊端也日益显著。在苏联强有力的援助下，东欧各国无

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建立了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照搬苏联

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广泛实行银行和工业国有化，在

中央的集中领导下制定统一的经济发展计划，开展农业集体

化运动。这种体制在一段时间内为恢复和发展东欧各国的经

济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为这些国家日后的发展埋下隐

患。在亚洲，蒙古于1945年独立，并逐步完成了社会主义改

造；1948年朝鲜北部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越南人民

进行了长期抗战，迫使法国签订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

协议，越南北方获得解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极大地增强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至此，地跨欧亚的社会

主义阵营形成。 （2）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1956年20世纪80

年代）。 1）苏联的改革和挫折。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

在1956年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苏联最高领导人

赫鲁晓夫在内政和外交方面提出了一些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

思想不尽符合的新观点，并在秘密报告中批判斯大林的个人

崇拜。此后苏联展开了批判斯大林的大规模运动，同时对冤

假错案进行平反工作。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进行了广泛的经济

改革，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它基本上是纠正斯大林时

期的某些偏差，是在维持原有结构基础上的局部改革，加之

赫鲁晓夫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与

目标，导致改革并不成功。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仍未对高

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做出根本性改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

措施，使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明显增强，成为与美国匹

敌的超级大国，但人民生活水平低、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等问题愈演愈烈，70年代初期以后，苏联经济发展逐渐陷于

困境。 2）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80年代末90年代初）。①东

欧剧变。1989年至1990年，东欧局势发生了激烈的动荡，各

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纷纷丧失政权，社会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

的变化，在政治上实行议会民主制和多党制，在经济上实行

私有化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剧变后的东欧各国，已背离了社

会主义方向。②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后，

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由于经济领域内改革阻力重重，他

于1988年要求先进行全面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以“人道的

、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提倡民主化、公开

性和新思维，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1990年，苏共宣布放

弃执政党地位，实行多党制。此时，苏联经济滑坡，民族矛

盾激化，苏共党内的斗争也日趋尖锐和公开化。1991年，苏

联公布《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条约》，决定把国名改为苏

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并把它变成一个松散的联盟。在此条

约即将签署之际，党内一些干部发动“八一九”事变，试图

接管国家权力。政变失败后，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派影响大

增。不久，苏联共产党被排挤出政权，国家政权性质发生了

根本变化。各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其中绝大多数加入了独

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是国家的联合组织，而不是一个

国家。苏联完全解体。 6.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变。 （1）战后初

期的国际关系。 1）雅尔塔体系的确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希望凭借强大的军事经

济实力更多地干预世界事物。苏联成为惟一能够与美国相抗

衡的政治军事大国。在美苏实力均势的基础上，世界版图和

势力范围被重新划分，新的国际关系格局雅尔塔体系建立起



来，这标志着以欧洲为中心的传统的国际关系格局被美苏两

极格局取代。同时，由于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方面的矛盾

，美苏两国的同盟关系开始破裂。 2）联合国的成立。1945

年10月，联合国正式成立。联合国的主要宗旨是维护国际和

平和安全，发展各国间的平等友好关系，促进国际合作，协

调各国行动。在成立初期，联合国实际上为美国操纵。 3）

对德日法西斯的处理。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战犯进行审

判，法西斯分子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苏、美、英、法四国分

区占领德国。日本实际上由美国单独占领，一些法西斯战犯

被免于起诉，天皇制也保留下来。 （2）冷战。 1）美国对苏

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是指除战争以外的一切敌对活动

和对抗方式。1947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宣读一篇咨文

，声称希腊和土耳其正面临“极权主义”的威胁。宣称世界

已经分为两个敌对的阵营，美国负有领导“自由世界”的使

命。这就是杜鲁门主义。它既是美国在全球扩张势力的宣言

书，也是对苏联发动全面冷战的宣言书，又是冷战全面开始

的标志。为了稳定西欧各国资本主义制度，从经济政治上进

一步控制西欧，并由此对苏联进行遏制，美国提出了“欧洲

经济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它是杜鲁门主义一次大规

模应用，对恢复战后西欧经济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并以经

济手段为美国控制西欧铺平了道路。1948年，这一计划开始

实施。1949年，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等国代表在华盛

顿集会，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

织。这一组织是由美国控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军事政治集团，

在欧洲大陆组成了一个遏制苏联和东欧的弧形包围圈。北大

西洋公约组织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华沙条约组



织的建立，标志着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对峙局面的形

成。 2）柏林危机和两个德国的形成。1947年美英在德国的占

领区合并，以后法国占领区也合并进来。1948年西方国家占

领区单独实行币制改革，这是正式分裂德国的第一个重大实

际步骤。苏联封锁西柏林，全面切断了西方国家占领区同西

柏林之间的水陆交通，并在苏占区也实行货币改革。1949年

，在美国的策划下，德国西部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接

着，在苏联支持下，德国东部建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3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北朝鲜分裂

成两个制度不同的国家。1950年，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操纵

联合国宣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并宣布

援助韩国，同时命令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插足中国领土

台湾。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决议，给美国为首的各国部队披

上“联合国军”的外衣，入侵朝鲜。战火很快烧到了中朝边

境，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1953年，美国不得不在停战

协定上签字。50年代中期，美国企图取代法国在越南的地位

，在越南南方扶植建立了越南共和国，形成同北部的越南民

主共和国对峙的局面。60年代初，美国在越南进行美国出钱

、出枪、出顾问，用越南人打越南人的“特种战争”，1964

年，又把战火扩大到越南北方。不久，大批美国军队进入越

南，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美军成为战争主力。1973年，美

国被迫签订《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议》，侵

越美军陆续从越南南方撤走。 （3）美苏争霸。 1）美苏争霸

的开始（20世纪50年代20世纪60年代初期）。20世纪50年代，

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上台后，提出了一套争取同美国平起平

坐，实现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基本战略目标。但是由



于苏联在实力上仍较美国有一定差距，美苏争霸的战略战势

在美国一方。此阶段，美苏关系缓和的事例有：50年代初期

，苏联和西方大国签订对奥地利和约，结束对奥地利的占领

；苏联承认联邦德国；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美苏关系

紧张的事例有：“柏林墙”的修筑和“古巴导弹危机”。后

者发生在1962年，美国发现苏联在古巴秘密建立导弹基地，

认为此举严重威胁美国在西半球的势力范围，美国对古巴实

行军事封锁，以阻断苏联与古巴的武器运输线，结果苏联自

知军事上仍处于劣势，被迫撤走导弹。 2）美苏争霸的继续

（20世纪60年代中期20世纪70年代末）。主要特点是苏联处

于攻势，而美国转攻为守。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由于二战

后长期推行全球扩张战略，尤其是深陷越南战争不能自拔，

其国力的鼎盛时期到60年代末终于告一段落。同时西欧、日

本经济高速发展，与美国展开了激烈的经济竞争，政治方面

的独立自主性也日益加强，美国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的地位开

始动摇。在美国国力相对削弱的过程中，苏联加紧发展自己

的实力。1975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相当于美国的80%.苏联

还常年保持巨额的军费开支，在核力量和海军方面美国都感

到威胁。苏联一方面用“缓和”战略麻痹西方，一方面在亚

洲和非洲进行扩张。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实行直接的军

事占领，直接威胁海湾地区和印度洋地区。1969年尼克松担

任美国总统后，迫于形势的变化，对美国的对外战略进行了

重大调整，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这一调整在亚洲的主

要步骤是从越南撤军，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还同苏

联就战略核武器等问题达成一系列协议。 3）20世纪80年代的

美苏关系。1981年里根担任美国总统以后，开始对苏联采取



强硬态度。一方面立足于在军事上打小规模的局部战争，同

苏联争夺第三世界，一方面提出“战略防御计划”，即所谓

的“星球大战”计划，打算通过以高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军

事竞赛，拖垮经济力量相对落后的苏联。苏联由于与美国的

全球争霸，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自70年代中期起，经济增长

速度明显放慢和陷于停滞，在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上，同美

国的差距出现重新拉大的趋势。面对严峻的形势，苏联领导

人戈尔巴乔夫开始放弃争夺军事优势的作法，转而裁减军备

，同时从对外扩张转向全面收缩，从阿富汗撤军，同中国实

现关系正常化，而最为重要的是把势力从东欧等地区退出。

4）两极格局结束和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趋势。东欧剧变和苏联

解体后，两极中的一极自动崩塌，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

，两极格局随之结束。两极格局结束后，国际局势的发展明

显呈现出缓和与紧张、和平与动荡并存的局面。由于两个超

级大国、两个军事集团对抗局面的结束，新的世界大战可以

避免和世界和平得以维护的可能性增长了。和平与发展更突

出地成为时代的两大主题。但是，建立在东西方力量平衡之

上的世界旧格局一旦瓦解，国际关系中一系列新的失衡、紊

乱、矛盾和冲突便出现了。只是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些动荡

和冲突尚属局部性质，不会导致国际局势的全面紧张，不会

引发世界大战。苏联的消失，使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

其综合国力居世界榜首，但同时，美国国力相对下降的趋势

仍在继续，以美国、西欧、日本三极为主体的西方国家之间

的矛盾还在上升，俄罗斯仍是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和巨大

经济潜力的大国，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在国际社会的

影响日益加强，这些因素制约着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梦



想，“一超多强”的力量格局在90年代中期已经初步形成并

将长期存在，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仍在发展。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