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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系统地研究战后韩国外交政策和韩中两国关系的著作，《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丛书�
战后韩国外交与中国：理论与政策分析》阐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韩国外交和韩国对
朝鲜的政策演变，讨论了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的现状和未来走向，还深刻分析了20世纪90
年代初以来的韩中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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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有位学者很形象地描绘了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之下的人们的心态：无论谁，无论他生活在
何处，人人都需要安全和安全感，都需要一种安宁太平的生活环境与一种远离伤害的心
理感受。从儿时到成人，我们都会有过各种“不安全”的体验：孩提时代的深夜独行，
会有一种莫名的恐惧笼罩全身；成人时代的驾车外出，会心存担忧交通事故的可能；自
然灾害的威胁，会不断地打破我们生活的安宁；恐怖袭击的阴影，常常驱走我们心灵中
的阳光。随着理性能力与社会责任感的增强，我们对安全问题的认识会日趋深刻。当我
们深知核武器的灾难性、艾滋病的危害性、SARS病疫的猖狂性、环境污染的不可逆性等
对人类可能造成的生存危机时，“不安全”的忧虑会像幽灵一样在我们心中挥之不去，
甚至会造成某种无意识的紧张与焦虑。倘若我们的人生遭遇到战争与动乱，那灾难、恐
怖等极度的“不安全”便会成为生命历程中的悲惨主调。无论是从个人、家庭、社区、
国家的角度看，还是从国际组织、国际社会、全球的角度看，安全自然而然的是人类自
身最优先、最重要的“资源”与公共产品。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
在需要层次论中把安全视为人在满足生存需要后的第一需要，国际政治学家们则把安全
看作是国际关系发展的核心因素。
一个国家的安全问题，从浅处说则涉及国家的生死存亡，因此，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的
首要需求，也是一国寻求发展的基本保证。没有安全，便没有一切；失去安全，便失去
一切。美国著名学者汉斯．摩根索（Han J．M0rgenthau在《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
平（第七版）》一书中认为：国际利益基本的一条是本国的生存和安全。美国战略学家
约翰．柯林斯（John Collins）在《大战略》一书中认为：最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是生存
，即国家的生存，要保证一定程度的独立、领土完整、传统的生活方式、基本制度、社
会准则和荣誉等不受损害。由于安全问题的这种极端重要性，每一个国家都会“本能地
”形成自己的安全认知和理念。
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多方面的，包括国家安全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文化基础、社会基
础等。
从国家安全的经济基础来看，国家的生产能力，即一个国家生产和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
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国家生产能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国的生存和安全。
在既有自然资源的条件下，国家生产能力的提高将主要取决于和平、稳定的国际和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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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先进的经济制度；科学有效的经济管理体制；科学合理的经济社会发展政
策；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及其在社会中的应用；教育的发展与国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
。从国家安全的政治基础看，形成、巩固和壮大支持政治稳定的社会力量，克服国家内
部的政治破坏力量，有效抵御来自国家外部的颠覆干涉，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政治基础和
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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