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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体例是具有创新性的，目前世界上没有同体例的著作。
学术体例上，全书共分为三部分：一是外交决策理论研究，二是中国外交决策研究，三是对世界上有
代表性的国家的外交决策进行研究。
这种体例以前在国内外同类著作中是没有的。
我主要是从学术体系的完整、全面、系统和具有一定深度出发，力争写成有较高质量的学术著作考虑
的。
另外，还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
从我本人的学术创作经验看，这种完整的创作体例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需要和阅
读习惯，适应面比较广(1989年1月，我作为第一作者在重庆出版社出版的《现代国际关系学》也是采
用这种完整的体例。
十几年来，该书已印刷3次，至今还是各大院校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的参考书)。
    本书也力求学术方面的创新。
一般说来，一本书如果有20％的内容是创新性的就很有价值了。
而本书的基本体系和主要内容，我都是从创新的目的出发创作完成的。
对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研究在国内几乎是空白，而我在这方面是最早进行研究的。
几年时间里，为了把这方面的研究做准确、做扎实、做出彩，经常独自面壁凝神思索。
宝山无径全靠独自斧凿刀劈，学海有涯惟有众生辛勤横渡。
由于是学术创新，其中的难度自然可想而知。
全书在体例、设置、断限、取舍、加强、补遗方面均需自创琢磨，难有借鉴，写作过程中多次彷徨、
停顿，甚至推倒重来，但我始终没有放弃，最后在各方面的支持鼓励下完成了书稿。
    本书在材料收集方面也有特点。
本书写作中引用的资料都是公开发表的出版物中的资料。
但是我利用外交学院从属外交部的优势，以及进入外交学院读书任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在这个系统
所受到的熏陶，接触了一些其他部门可能了解不到的材料，常年系统地听一系列重要的报告及参加一
些会议，虽然并不一定直接与本书的写作相关，但对透视、把握中国外交决策机制还是很有帮助的。
在写作过程中我没有申请查看未解密的档案(未解密的档案，即使看了也不能用)，但是我通过与大使
等各级外交官的访谈、参加各种研讨会、来自学界前辈和卸任高官的审定帮助，努力使有关新中国外
交决策机制中的各段叙述内容尽量接近于历史事实并有所披露。
所以本书的最大亮点集中在“新中国外交决策机制”部分。
但由于外交决策的过程在世界各国的外交研究中的保密性、敏感性等原因，都是难以在最近期复原再
现的，因此疏漏错误难以避免，恳请各界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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