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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

国际体系变迁与
中国战略选择｜4

近年来，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变
化及一些具有全局性、战略性
影响的重大事件的不断涌现，
国际体系变迁呈现出诸多新特
点和新趋势。在此背景下，中
国要以更具远见和更具包容性
的战略思维，有效维护国家安
全和着力实现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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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制度转型与中国
的应对｜ 9▼

在国际格局变迁的背景下，国际社
会对变革国际制度的需求日益上
升，由此推动国际制度体系发生深
刻转型。中国作为全球负责任的新
兴大国，既要积极参与甚至引领既
有国际制度的转型，也要促进和推
动新的国际制度的创建。

澜湄机制如何从湄公
河地区诸多边机制中
脱颖而出？｜ 24

近年来，湄公河地区多边机制不断
涌现，域外大国与湄公河地区相关
国家的合作日益升温。我国也与湄
公河沿岸国家于2016年3月建立了澜
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简称“澜
湄机制”）。面对复杂多样的湄公
河多边机制，“澜湄机制”要脱颖
而出，就需尽快找准自身定位，在
发展方向上要有所侧重，并以开放
灵活的态度构筑沿岸国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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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进党：“浴火重生”之路有多远 ?｜ 64▼

2016年3月，日本民主党与维新党合并成立“民进党”，旨在联合在野力量打破自民
党一党独大局面。新成立的民进党乃日本国会第二大党和最大在野党。以“自由、
共生、对未来的责任”为建党口号，日本民进党提出一系列政策主张，以期获得更
多选民支持。展望未来，日本民进党能否重塑形象、博得选民青睐，需要靠实践加
以检验。

拉美国家政治格局
发生急剧变化：原
因、影响和前景｜
32▼

最近半年来，拉美左翼政权接连受
挫，如阿根廷右翼上台执政，委内
瑞拉国会选举右翼反对派大获全
胜，巴西通过弹劾罗塞夫议案等，
拉美左翼政权步入低潮有着哪些原
因？拉美左翼会不会就此低潮下
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