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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外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风云变幻中最激荡人心的一幕。
本书从体制、历史和现状三个角度来叙述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09年六十年间的中国外交
。
力求厘清中国外交的发展脉络，描述中国外交战略思想的演变，叙述重大外交事件的来龙去脉，以给
读者勾勒出简明清晰的中国外交发展路线图。

　　本书初版由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李占领和黎耀强两位先生，从本书的选题、大纲的修订到图解的制作，都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
这次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代总编辑辛广伟先生和责任编辑贺畅女士，提出了一些独到的意见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作为图解书，插图的制作至关重要。
在此衷心感谢王红女士，她精心制作了最初的部分图解，为本书增色不少。

　　本书读来轻松，但也不乏可供思考之处，希望能吸引对外交感兴趣的读者，于繁忙的学习或工作
之余阅读本书，进而对中国的历史和国情有更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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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当代中国外交体制的形成早在共和国建立之前，中共就有意识地将对外宣传转变为半
独立的外交制度，当代中国的外交体制正是由此发展而来。
1947年，中共中央外事组成立，当时组长是叶剑英，副组长是王炳南。
这标志着中共外交体制的形成。
直到开国大典前，中共外事工作都由中央外事组受命办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外交部随即正式对外办公。
1949年11月8日，外交部正式成立。
当代中国外交体制的新特点共和国建立初期，外交部的主要成员大多有长期革命经历，又曾有留学海
外的背景，故被周恩来称为“文装解放军”。
由于中共与苏联关系密切，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等均仿效了苏联，外交制度也不例外。
其中二者最重要的相似点是“党管外交”，西方国家虽也有党的外交，但还是以“政府外交”为主。
与以往相比，当代中国的外交体制又相继出现以下变化：一是外交人员的专业化程度大大加强，最初
由将军担任外交官的情况已改变，外交人员多由外交学院等高等学校培养产生。
二是体制形态上，一体多元的趋势日趋明显，在坚持外交作为一个整体的前提下，由原来的外交部一
个部门主管外交事务，发展为外经贸部、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商务部等部门都设有国际合作司等
机构处理涉外事务。
同时，除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简称“中联部”）主管党际外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工作范围涉及
外交，从事与外国议会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是为议会外交；还有军事外交，如国防部就设有外事办公
室。
三是公众舆论对外交决策的影响显著增强，公民外交的色彩曰益浓重。
虽然在常规决策中，专家学者、大众传媒等公众舆论还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但目前整个社会对外交
决策的影响力在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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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图解中国外交》编辑推荐：一个中国公民应该了解的基本国情，一本书呈现中国外交ABC，轻松感
知中困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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