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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之一，在全球知识界享有极高的声誉。
本书旨在分析该组织成立60余年来的演变，以及中国与其关系的演进历程。
全书以事件史为主要线索，以描述性分析为主要方法，通过对重大事件、关键人物和主要政策的复合
个案比较研究，阐述中国自1970年代重返联合国以后与UNESCO的互动和交往，重点考察参与其中的
个人、组织和知识的历时性变化，重点说明中国与UNESCO的关系如何发生变化，以及若干先进教育
理念在合乎中国需求的情况下如何被中国接受，中国如何参与UNESC0的国际公约的谈判，进而归纳
和总结这一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会员国的影响及影响方式。
    总体而论，中国对UNESCO活动的参与经历了从学习者到实际参与者的转变，这一转变具有重大的
意义，并对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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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以教育领域为例来说，1980年代为学习阶段，表现为积极参与国际会议与国际项目，争取一
些可能合作的机会，努力学习和弥补我们所欠缺的知识和经验；90年代为稳步发展与深化合作阶段，
更注重学习与消化国际先进理念与经验，并应用到我国的教育实践。
教育领域的学习途径具体分为会议、参与重大计划和出版三种。
会议分为参加与主办两个层次。
首先是参加政府层面的会议——积极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政府间教育会议，这是开展国际教育交
流与合作，各国教育决策者之间进行对话与交流的重要机会和场所。
自1978年起，中国派教育部副部长以上官员率团出席了各届国际教育大会、亚太地区教育部长和经济
规划部长会议，由国务委员率团出席历届世界教育大会，由副总理率团出席九个人口大国全民教育高
峰会议，基本上涵盖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领域的全部重要国际会议。
这些高层国际会议对中国教育决策者了解世界教育发展趋势、开阔思路、借鉴国际经验、推动中国教
育改革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其次是主办国际会议——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的智力合作和资金支持，在中国举办一系列大型
国际专题讨论会，邀请其他国家教育部门负责人和知名人士、专家参加，探讨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发展
的热点问题和共同问题。
“这些专题讨论会对中国的教育科研和决策部门带来很多重要启示，为中国逐步形成诸如优先发展教
育、不断革新教育体制和结构、提高教师地位和素质、发展面向21世纪的终身教育、多渠道增加教育
投入等战略决策，提供了借鉴和宝贵经验。
”国际组织的会议，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很多时候是极富效率的多边业务会议，信息量也
远较双边会议丰富。
这些会议所蕴涵的先进理念、决策经验、国际活动组织经验等，对中国教育部门打开视野起到了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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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系演进:关于国际组织对会员国影响的一项经验研究》是由教育科学出
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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