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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析历史概念和历史事件为主，为第三节提供了历史知识

方面的背景。根据考点，可以很清晰地勾勒出战后世界政治

格局演变的进程：雅尔塔体制一两大阵营的形成一冷战一苏

美争霸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一世界政治

格局多极化一大国关系的调整。 （一）雅尔塔体制 雅尔塔体

制是指美、苏、英三大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为了各自

的利益，就如何结束战争，处理战争遗留问题以及维护世界

和平与安全等问题，通过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

会议达成的一系列谅解和协议所规定的原则与机制的总称。 

雅尔塔体制的实质与作用。雅尔塔体制的确立，反映了第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形成的国际力量对比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

体现了和平与民主的原则，表明在战争期间社会主义国家和

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合作打败法西斯，在战后也

可以和平共处。雅尔塔体制的实质是美苏两国根据各自的实

力和利益划分了各自在欧洲和远东的势力范围，体现了大国

的强权政治，损害了一些国家的主权和利益。雅尔塔体制建

立后，美国和西欧之外的苏联，占据了国际政治的中心位置

，欧洲在世界政治中的中心地位丧失了、改变了。因此，它

为战后世界形成的美苏为首的两极政治格局打下了基础，也

为后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开了先河。 （二）两

极政治格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结果，就是彻底打破了以

欧洲为中心，由欧洲主宰世界的国际政治格局，形成了以美



苏两国为首的两大阵营相对峙的世界政治格局。 以美国为首

的帝国主义阵营的形成。l947年美国提出"杜鲁门主义"，反苏

反共，美苏关系由盟友变为敌手，标志着美国对苏实行遏制

战略和冷战政策的开始。随后美国又提出"马歇尔计划"，加

强了对西欧国家的控制，为建立统一的西方军事政治集团奠

定了基础。l949年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标志着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阵营的形成。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

营的形成。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攻势，苏联和欧、亚各人民

民主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各方面加强了联系，签订了双

边、多边和共同的协定和条约。l947年组成了欧洲九国共产党

和工人党情报局，l949年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l950年中苏

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l955年又建立了华沙条约组织，社会

主义阵营得以形成。 两大阵营形成后就出现了全面对峙，政

治上的对立主要表现为控制与反控制；经济上的对立主要表

现为封锁与反封锁；军事上的对立主要表现为局部战争，朝

鲜战争和越南人民抗法战争是其代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

主要是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 （三）美苏争夺世界

霸权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两极格局主要表现为帝国主义阵

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对抗，虽然其中也包含有美苏争夺

世界霸权的成分，但还不是主要的抗争因素。从20世纪60年

代开始，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苏联对外政策的变化和

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矛盾的加剧，两大阵营的对峙演变为美苏

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争霸。 20世纪70年代苏联在军事力量方

面大大改变了美国占优势的局面。1972年苏联的军费超过了

美国。l975年欧安会正式承认战后雅尔塔体系所规定的苏联疆

界，承认了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l975年以后，苏联更大规



模扩张，1975年在安哥拉，l977年在埃塞俄比亚，l978年在南

也门，随后支持越南出兵柬埔寨，l978年入侵阿富汗。美苏关

系处于苏攻美守的阶段。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苏联争霸

的包袱越来越重，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军事方面的不断对

抗，不断升级的扩军备战，几乎拖垮了苏联。1985年戈尔巴

乔夫上台，针对这种情况进行全面改革，结果由于推行了"人

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革路线，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国际力量的分化与改组。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战后世界政治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在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的基础

上形成了第三世界。1955年的亚非会议，1961年诞生的不结

盟运动及随后出现的七十七国集团是三个重要标志。还有第

三世界在联合国的斗争及其为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

争都震动了当时的世界，极大地冲击了两极格局，推动着多

极化趋势的发展。 中苏关系的破裂，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

。20世纪60年代，世界舞台上的政治力量发生了动荡、分化

和改组，社会主义阵营解体是其重要表现之一。社会主义阵

营解体的重要标志是中苏关系的破裂。苏联推行霸权主义政

策是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根本原因。 美国、日本、西欧政治

关系的变化，帝国主义阵营的分化。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美国霸权地位开始衰落，西

欧、日本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其独立倾向进一步加强，具

体表现有：法国戴高乐政府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主张

以法德为轴心实现西欧联合，提出"欧洲人的欧洲"的口号。

与此同时，联邦德国推行"薪东方政策"，英国把对外政策的

重点转向西欧，欧共体的发展与扩大也表明其走向联合自强

的道路；日本20世纪70年代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后，也在谋求相应的政治地位，并提出推行"多边自主外交"

，20世纪80年代提出"政治大国"目标。 （四）两极格局终结

。 世界进入格局转换的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美苏

关系由紧张转向缓和，由对抗转向对话。在此背景下，20世

纪80年代末出现了东欧剧变，两德统一，华约解散。苏联也

经过急剧动荡，全面危机，于1991年12月25日正式解体。东

欧剧变，苏联解体，标志着战后维持了40多年的两极格局终

结，世界进入新旧格局的转换时期。 当前世界仍处于旧格局

已经瓦解，新格局尚未形成的过渡时期。格局转换时期的特

点：两极格局终结是和平条件下发生的，没有爆发战争，除

苏联解体外，其他力量之间的对比没有发生急剧变化，也不

可能立即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绘制政治地图。 新格局的形成

将是一个渐进过程，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实力和地位

相对下降，无力建立单极世界，美国力图建立单极世界的"单

边主义"受到了包括西欧、日本等传统盟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

反对。西欧、日本经济实力较强，但政治、军事实力有限，

难以成为独立一极。中国要成为独立一极有赖于综合国力进

一步增强。俄罗斯有成为独立一极的潜力和雄心，但目前处

境仍很困难。据此，要形成新的稳定的多极格局还有待于力

量对比的进一步发展。加上还有些不确定的因素，这就决定

新旧格局交替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百考试题编辑祝各

位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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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