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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任外交学院院长、国际展览局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及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
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的吴建民先生，是中国资深的外交家。
42年的外交生涯，25年的驻外经历形成了他思维敏捷、视野开阔、语言生动、富有创见的独特风格。
    2003年，吴建民卸任中国驻法国大使一职，到外交学院任院长。
三年来，吴建民以讲课、讲演、撰文的方式，总结外交经验，研究对外政策，追踪国际风云，纵论天
下大事。
    这本书收集了吴建民先生三年来重要的文章、讲话，不仅有他长期从事外交外事工作的经验和智慧
的总结和理论升华——“把握时代特点，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论述；也有关于“外交资源的价值与利
用”、“交流是一门学问，交流也是生产力”、“中国人需要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的价值”、“中国正
在和全世界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世博会与中国形象的塑造”以及“中国梦与和谐世界”等创新观
点的论述。
    本书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实例生动，思想深刻，充满智慧，是一部学习了解国际政治与形势
、外交政策与实践、国情与世界的好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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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建民，1939年3月30日出生于重庆，汉族。

　　1959 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文系，分配到外交部。
外交部安排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再读3年翻译班（研究生）。

　　1961 借调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
　　1961—1965 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布达佩斯），任代表翻译
　　1965—1971 外交部翻译室
　　1971—1977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三秘、二秘
　　1978—1979 外交部北郊干校劳动
　　1979—1983 外交学会欧洲处
　　1983—1985 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一秘、处长
　　1985—1989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
　　1989—1990 中国驻比利时王国使馆、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首席馆员
　　1991—1994 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发言人
　　1994—1995 中国驻荷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
　　1996—1998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常驻代表、特命全权大使
　　1998—2003 中国驻法兰西共合国特命全权大使
　　2003.7— 外交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2003.12— 国际展览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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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崛起与世界  中国梦与和谐世界  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大会——天时 地利 人和  东亚经济一体化呼唤着
加强金融合作三、对世博会的认识  推广国展局理念 推动世博会发展  认识机遇，用好机遇——对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几点思考  世博会与国际形象塑造  世界会是21世纪的需要  上海世博会是中国的大机遇 
世博会的灵魂是“软件”  世博会为上海提供持久动力  演绎好主题是办好世博会的关键四、时事杂评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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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人没有第二次生命，如果我有第二次生命的话，我还选择外交。
”    记者：“您认为人生什么最重要？
”    吴建民：“做点事。
人来到世界上，是给国家和民族做事的。
”    “把握时代特点，是我们正确认识世界形势的出发点。
”    “时代的特点也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化的。
”    “交流学是人与人之间进行接触、沟通和交流的学问。
”    “交流也是生产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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