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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身份仍未最终定形，从最初斯大林式的正统社会主义，到邓小平建立的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文化大革命”中的扫除“四旧”到20世纪90年代对传统文化的推崇，从以
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为自豪到当前大国意识的逐渐觉醒，中国的国家身份仍然在不断探索与调整之
中。
这种身份冲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对外行为。
《中国外交研究丛书·理解中国外交（1949－2009）：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国家身份探求》论述了新中
国建国六十年的外交中国家身份的变迁，从国家身份入手来理解中国外交的动力与本质。
本书认为，在国家身份与利益的关系中，身份并不是一个终极变量，恰当的逻辑应该是利益建构身份
，身份决定行为。
知识界被中国外交的不确定性所困惑，致力于探讨中国外交变化背后的动力。
有的认为是意识形态决定中国外交，有的认为是对地位的追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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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开盛，1976年生，湖南望城人，法学（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副教授。
1996年中专毕业后参加工作，后进一步深造。
2004年在湘潭大学获硕士学位，200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博士学位，现任教于湘潭大学。
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理论史、国际伦理与中国外交，曾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现代国际关系
》、《外交评论》、《美国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在《世界知识》、《百科知识》
、《联合早报》、《环球时报》等报刊上发表评论六十余篇，与人合著《当代中越关系史》、《国际
关系理论流派概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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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其他西方诸国在中国的势力骤减，美国在华力量则空前壮大。
1945年9月至10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大约5万人在青岛、天津、烟台等地陆续登陆，理由是尽快结束中
国战场，帮助国民党军队遣返日本战俘。
不久，驻华美军人数增至10万。
美国军队进驻尽管受到了国民政府的欢迎，但在视外国军队为侵略象征的中国人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反
感，特别是后来美国士兵在中国的不法事件（如1946年12月美国士兵强奸沈崇事件）更是引起了中国
人民广泛的愤怒与抗议。
对正面临国民党内战压力的中国共产党来说，美国的驻军更是被视为对蒋介石的支持，是对中国内政
的粗暴干涉。
这样，在其他西方列强侵略已成为历史，抗日战争也已经结束的当时，美国自然地成为帝国主义在中
国的头号代表。
美国的干涉还没有到直接运用武力的地步，因为这与它所确定的欧洲第一的战略方针不符。
事实上，由于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节节胜利，1947年初，美国政府不得不制定6个月内撤出海军陆
战队的紧急计划。
1947年1-9月，上海、天津、塘沽等地的海军陆战队陆续撤离。
但是，直到1949年4月解放军占领南京，美国的青岛驻军仍丝毫未减。
正由于这一系列的事实，美国被中共视为西方列强的代言人、对华侵略的主要代表。
就在内战结局已定、美国政府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时，毛泽东接连发表几篇评论，屡屡提及“一八四
○年以来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还提出“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
年人”。
中国共产党举起的反帝反美旗帜，在这个时候能够得到广泛的支持与认同，并不是偶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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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身份仍未最终定形，从最初斯大林式的正统社会主义，到邓小平建立的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文化大革命”中的扫除“四旧”到20世纪90年代对传统文化的推崇，从以第三
世界和发展中国家为自豪到当前大国意识的逐渐觉醒，中国的国家身份仍然在不断探索与调整之中。
这种身份冲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对外行为。
李开盛所著的《理解中国外交(1949-2009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国家身份探求)》论述了新中国建国六十年
的外交中国家身份的变迁，从国家身份入手来理解中国外交的动力与本质。
本书认为，在国家身份与利益的关系中，身份并不是一个终极变量，恰当的逻辑应该是利益建构身份
，身份决定行为。
 知识界被中国外交的不确定性所困惑，致力于探讨中国外交变化背后的动力。
有的认为是意识形态决定中国外交，有的认为是对地位的追求，等等。
本书从国家身份的角度探讨外交变化的动力，认为利益建构身份，身份决定行为。
具有新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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