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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8F_B2_E6_95_99_E6_c38_60857.htm [学习目标] 1、运用辩证

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认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原因、影

响 2、掌握世界经济的区域集团化和全球一体化的根源、表

现，认识这是当代世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结果，是不以人

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 [阶段特征] 本阶段的断限从80年代

末至今，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标志着“二战”后支配了国

际关系达40多年的两极格局最终结束。苏东剧变，社会主义

力量遭到重大挫折。两极格局瓦解后，世界政治格局呈现出

多极化的局面和发展趋势。美国企图独霸世 界，到处插手；

民族主义思潮抬头，地区性冲突加剧，局部战争不断。争取

世界和平，是当今国际社会的重大问题。 80年代后期以来，

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区域集团化和全球一体化进一步发展，但

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依然存在，争取建立国际

经济新秩序以促进经济发展，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

国家的重大问题。 [重点难点] 1．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相似

之处 (1)从原因上来看，都是根源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

；都由于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中的错误政策引起；都受到西

方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影响。 (2)从时间上来看，东

欧剧变和苏联解体都发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 (3)从性质上

看，都是共产党丧失了国家政权，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

变化，社会主义力量遭受重大挫折。 2．认识东欧剧变和苏

联解体 苏东剧变是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曲折，并不是社会

主义的失败。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革命



，其发展历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必然受到来自资本主义

势力多方面的敌视、遏制甚至和平演变等多种形式的颠覆。

从苏东剧变中，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注意结合

自己的国情，要以发展生产力为目标，同时要注重民主政治

的完善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3．两极格局结束后，世界形

势的总特点,当今世界国际形势的不稳定因素 世界形势的总趋

势是走向缓和，但天下并不太平，明显呈现出缓和与紧张、

和平与动荡并存的局面。 不稳定因素：(1)美国插手别国事务

和地区争端，借助北约进行干涉，严重干扰了和平与发展

。(2)一些国家和地区内部长期形成的深层矛盾，如民族、种

族、宗教、领土等矛盾不断爆发。(3)一些地区爆发局部战争

，如海湾战争和南斯拉夫解体后出现的地区性战争。(4)国际

裁军和军控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的趋向。 4．当前世界格局的

多极化与以往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的不同点 (1)它是在没有发

生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发生的。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

体系、雅尔塔体系都是战争的产物，而当今国际格局的变动

则是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情况下发生的。(2)它不是通过

将战胜国的意志强加给战败国来实现变化的。两极格局是在

世界经济政治发展出现多极化趋势的国际大背景下走向没落

的，直接原因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3)以前国际格局都是

在短时间内形成的，而当今国际格局的变化需要一个长时期

的过程。 5、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和出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但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1)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

，日本和欧共体逐渐加强与美国的竞争。1973年，以美元为

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崩溃；与此同时，日本和欧共

体积极地为提高自身的政治地位而努力。这样，资本主义世



界出现了美、日、西欧三足鼎立的局面。 (2)20世纪70年代中

期，第三世界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国际政治舞台

，他们展开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在一定程度

上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从此，在东西方两大军事集团之外，

出现了一支由绝大多数亚、非、拉美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国际

政治力量，它有力地冲击了战后国际关系中的两极格局。

(3)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直接导

致了两极格局的解体。 (4)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得以恢复，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综合

国力不断提高，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5)当

今，美国是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暂时形成了“一超多强

”的局面，但欧洲联盟、日本、俄国、中国等国，家都是国

际格局中的重要力量。从长远来看，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趋势

是不可逆转的。 6．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出现的背景，20世

纪90年代形成了哪三大区域经济集团，它们的出现说明了什

么? 背景：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

关系中经济因素迅速上升；各国之间围绕综合国力的较量日

趋激烈；国际经贸领域的竞争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于

是，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了走区域集团化的道路。 三大区域

集团：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 说明：

在共同的机遇和利益的驱动下，地理位置相近、政治意愿趋

同，但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组成区域性经济集团非但具有可

能，而且还具有相当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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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