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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中国外交史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又称当代中国外交史。
外交是一个国家内部政治经济社会在国际社会中的反映和延续。
外交的表现决定于内政，决定于国家和国际社会的联系，决定于国家的总体发展战略和对外发展战略
，外交必须为国家的整体和根本发展战略服务，而将外交产生、变化、发展记述下来就是外交史。
外交史的研究可分成通史、双边史、专题史等几类。
本书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外交史》的简编本。
《当代中国外交史》是外交学院的精品课程，还列入国家教育部精品课程目录。
本书立足于内容全面而又简洁明了，适宜大学生和外事部门公务员培训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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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历历，中国外交学院教授、外交学系主任（2004-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司聘）特邀专
家、中国国史学会理事、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理事、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和北京社会主义学院等兼
职教授。
1985年起在外交学院外交学系任教，从事中国外交、外交学、中日关系研究。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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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者执行者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主要外交活动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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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1956-1965)　第一节　关于国际格局和中国外交变化的分析　  一、冷战初、中期国际格局变因分析
 　二、1955至1965年的具体变化　第二节　对逐步发展的新中国外交的基本评述　  一、新中国外交发
展的基本评述  　二、新中国外交史上的第二次建交高潮　  三、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影响世界的重要理
论　第三节　处于敌对状况中的中美关系  　一、和美国反华政策的较量　  二、中美大使级会谈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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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国家关系　  四、中苏论战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　第六节　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关系　  一、中国和
亚洲国家关系的发展　  二、中国同周边国家边界问题的解决    　  三、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关于排华事
件的处理　  四、中日民间关系的发展　第七节　中国和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关系的发展　  一、中国
和非洲国家外交关系的缘起与发展　  二、中国政府给予非洲国家政治经济坚决支持　  三、中国打开
了和拉丁美洲的外交关系　⋯⋯第三章　经历特殊时期的中国外交（1966-1977）第四章　进入改革开
放历史新时代的中国外交（1978-1989）第五章　维护和平、促进经济发展的中国外交（1990-2002）第
六章　为实现“和谐社会”而努力的中国外交（2003-2008）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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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实远在1946年，毛泽东就提出了“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和人民，应当团结起来
，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即关于反美统一战线的思想。
绞索思想的提出，实际是在当时比较动荡的国际形势下再一次提出了反美统一战线的思想。
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美帝国主义九年来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不久
以前又派遣它的武装部队侵占了黎巴嫩。
美国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了几百个军事基地。
中国领土台湾、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国在外国的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
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人自己制造这种绞索，并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而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了中国人
民、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反侵略的人民。
美国侵略者在这些地方停留得越久，套在它的头上的绞索就将越紧。
”①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到处制造紧张局势，以期达到它侵略和奴役各国人民的目的。
美帝国主义自以为紧张局势总是对它自己有利，但是事实是，美国制造的这些紧张局势走向了美国人
愿望的反面，它起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
这一思想要求所有受到美国侵略的各国人民，都从与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上进行反对美国侵略的
斗争，拉紧绞索，美国的侵略政策就一定会失败。
3.东风压倒西风的思想“东风压倒西风”的思想是毛泽东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同时展现了
中国领导人顾全大局的集体意识。
这一思想的核心是强调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重要性，相信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必
将战胜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
苏共二十大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矛盾扩大，同时，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阵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
面对中苏分歧、西方压力，中国更多地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局出发，强调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苏
联的为首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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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新中国外交史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又称当代中国外交史。
外交是一个国家内部政治经济社会在国际社会中的反映和延续。
外交的表现决定于内政，决定于国家和国际社会的联系，决定于国家的总体发展战略和对外发展战略
，外交必须为国家的整体和根本发展战略服务，而将外交产生、变化、发展记述下来就是外交史。
外交史的研究可分成通史、双边史、专题史等几类。
新中国外交史的研究起点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之日起直到今天。
新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世界各主权国家中央政府以及由世界各主权国
家中央政府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
本书名为“当代中国外交简史”就是简要论述当代中国外交通史。
笔者从1985年在外交学院（211大学）外交学专业任教以后所讲的第一门课就是：“当代中国外交史”
。
外交学院是中国一所很有特点、非常优秀的大学。
外交学院的外交学专业是新中国同类专业中设立最早、历史最悠久、师资最雄厚的一个很有特色的专
业。
目前是教育部第一批教学试验区之一；教育部第一批特色专业之一；北京市重点学科。
该专业拥有学士、第二学士、硕士、博士四个层次学位的授予权。
笔者所教的“当代中国外交史”是国家级精品课程（笔者为负责人，第一主讲人）；北京市精品课程
（笔者为负责人，第一主讲人）。
笔者参著的《当代中国外交史》获得过北京市社科类著作一等奖等。
21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和大学教育对研究当代中国外交史的新要求就是，尽可能快地反映当代中国外交
的最新发展，同时在内容上要尽可能简要。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当代中国外交简史》就是为适应这种新要求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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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中国外交简史》立足于内容全面而又简洁明了，适宜大学生和外事部门公务员培训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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