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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忠绂(1901～1977)，湖北武昌人。
著名学者、外交官，曾任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
《中华民国外交史》是一部专门研究民国初期
(1911～1921)外交史的专著。
书中细致考察分析了民国政府如何处理与几个主要大国的外交关系，如何应对各类外交纠纷，如何选
择外交主攻方向，如何处理政府外交与民阀外交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发表了诸多真知灼见。
书中总结了民国初期外交的经验和教训，对后世具有重要的借鉴和警示作用。
张忠绂编选的这本《中华民国外交史》由华文出版社2011年最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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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忠绂（1901-1977），中华民国政府外交官员。
湖北武昌人。
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
历任中华民国敢府驻美公使秘书，东北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外交月报》总编辑
、外交部参事，中国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代表团顾问、办事处主任。

1977年在美国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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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与银行团借款之交涉
　二　与俄国关于外蒙之交涉
　三　与英国关于西藏之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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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巴黎会议期中中国之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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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中国问题在和会中
  三　和会对中国问题之处置
  四　中国拒签《对德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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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俄国革命后中俄两国间之关系
  一　中国停止旧俄使领待遇
  二　旧俄在华权利之处置及其交涉
  三　中东铁路及其区域之交涉
  四　《管理东省铁路续订合同》
第八章　西伯利亚出兵与外蒙取消自治之交涉
　一　西伯利亚出兵与中日交涉
　二　外蒙取消自治与中俄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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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华盛顿会议与中国　
　一　会议之缘起与中国参加之经过
　二　会议中之中国问题
　三　解决《山东悬案条约》
　四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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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综上所述，辛亥之役，列强对华之政策，在大体上颇能采取一致行动，不干涉中国之
内政。
当武昌起义以后，各省相继宣布独立之时，列强虽不肯承认民军政府，但为保卫列强之利益，及外侨
之生命财产，仍不惜就地与民军领袖交涉。
及清帝逊位诏下后，中国虽有南北两政府并峙，然在法律上则无一政府曾经外人承认。
但在事实上，则各国驻使仍与北京政府交涉，而各国政府亦均承认北京政府驻外之代表。
此种情形直继续至一九一三年各国正式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为止。
在此期中，各国在大体上虽能采取一致行动，不干涉中国之内政，但各国均有其一己之私欲，并非真
能竭诚合作。
美国之目的在维持中国之领土完整与门户开放，防止他国乘机渔利；故美国之政策，一方在联合各国
采取一致行动，一方在设法早日平定中国之内乱。
英国之目的亦在维持中国之门户开放，但欲乘机侵入西藏，故英国之政策，一方与美国合作，对日本
之干涉中国内政提出抗议，一方复思乘机向中国取得英人在西藏之企图，以为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之交
换条件。
法、德两国之目的，只在保卫本国在中国之利益，均愿列强对华采取一致行动，倘有所得，则列强应
共沾其利益。
俄国此时之目的，只在巩固俄国在中国之地位，并扩展其在东三省北部、外蒙与中国西部之利益，在
此范围以外，亦愿与列强合作，采取一致行动。
惟日本之目的，则不仅欲扩展其在东三省南部及内蒙之利益，且思乘机侵略中国内部。
故日本之政策，一方应允与各国合作，一方复暗中进行分化中国之策略。
中国南北两方任何一方倘愿给予日本以相当权利之酬报，日本政府均愿予以援助。
日本且于一九一二年七月与俄国订立秘密协定，划分两国在东三省、蒙古等地之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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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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