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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841

科目名称：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考纲说明：攻读国际政治专业硕士学位入学考试专业科目（二）考试。内容包括

当代世界政治、当代世界经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发展中国的经济与政

治、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与政治、转型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当代国际舞台上中国、

当今时代主题与建立国际新秩序等，要求考生系统掌握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相

关背景、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分析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和主要政治力

量之间相互关系，把握当今国际经济、政治基本态势，分析我国所处的世界历史

方位与外交政策，把握时代主题，在全球化大潮中更好的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考查目标

1.系统掌握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基本态势、分析不同制度、类型国家在当今世界

经济、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分析国际体系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2.理解我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分析我国外交政策调整的主要

动因，时代主题、更好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

3.能运用国际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规范来分析和认识我国如何处理与不同国家

之间的关系，把握中国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所做出的的努力。

考查范围

第一章 当代世界政治

第一节 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

一、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形成

二、20 世界五六十年代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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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两极格局的松动与瓦解

第二节 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基本特点

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二、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

三、倡导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五、当今世界在深刻复杂变化中变革调整。

第三节 当今世界政治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

二、局部动荡频繁发生

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

四、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

第二章 当代世界经济

第一节 战后世界经济的演变

一、战后初期美国独霸世界经济领域

二、20 世纪 70 年代世界经济向多极化方向转变

三、20 世纪 90 年代区域经济组织加强竞争

四、21 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调整与新兴国家的迅速崛起

当代世界经济的主体及运行机制

主权国家是世界经济的基本主体

跨国公司是世界经济中重要的非国家主体

世界贸易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

国际金融是世界经济运行的核心

五、世界经济的协调机制是当今世界经济运作的重要内容

第三节 当今世界经济的特点

一、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

二、区域集团化趋势迅速加强

三、市场经济体制的普及和多种模式的共存竞争

四、新科技革命产生深远影响。

第四节 当今世界经济面临的焦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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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

二、国际金融市场动荡频繁

三、可持续发展任重而道远

第三章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与政治

第一节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

一、战后经济发展概况

二、经济体制与经济社会政策调整的内容

三、不同的经济模式与面临的共同问题。

第二节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

一、政治状况的变化

二、政治体制的特点和实质

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

第三节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外关系与对外政策

一、美国的全球战略

二、欧洲一体化与西欧对外关系

三、日本的对外政策

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外关系与对外政策的基本特征

第四章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政治

第一节 第三世界的崛起及其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

一、第三世界的崛起

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

第二节 政治发展的不同道路与存在的问题

一、政治发展的不同道路及其原因

二、政治发展存在的问题

第三节 经济发展的艰难曲折与调整改革

一、经济发展的成就

二、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三、发展战略的调整和改革

四、发展模式的理论探讨与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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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对外关系的发展变化

一、南北关系的发展与变化

二、南南关系的合作与矛盾

第五章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与政治

第一节 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壮大

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二、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与贡献

第二节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及其改革

一、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二、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

三、苏东剧变的原因与教训

四、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第三节 对外关系的发展变化

一、社会主义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

二、社会主义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

第四节 社会主义事业的继往开来

一、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二、解决新问题、开创新局面

第六章 转型国家的经济与政治

第一节 经济制度的转型

一、经济转型方式

二、私有化是经济转型的核心与关键

三、经济转型的结果

第二节 政治制度的转轨

一、政治体制

二、政党制度与社会思潮

三、外交政策的转变

第三节 外交政策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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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形势

一、政治形势

二、经济形势

第七章 当代国际舞台上的中国

第一节 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外交政策与外交关系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政策与外交关系

二、20 世纪 60 年代联合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反帝反修

三、20 世纪 70 年代联美反苏基本实现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正常化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和对外关系大发展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

二、中国外交出现新局面

三、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新成就

第三节 冷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国际安全环境与国家利益

一、中国的国际地位与作用

二、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

三、中国的国家利益

第四节 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与新时期外交理念

一、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二、冷战后中国的外交理念

第八章 当今时代主题与建立国际新秩序

第一节 当今时代特征和时代主题

一、20 世纪的时代特征

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提出的深远意义

三、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二节 建构国际新秩序

一、国际秩序的演进及特征

二、当今建构国际新秩序的斗争

三、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有利因素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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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书目（所列参考书目仅供参考）

李景治等，《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