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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王国维尝从中外关系视野下总结中国学术的三个时代，认为晚周诸子学说为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中
古时期的佛学传入，为我国思想之受动时代，因宋儒调和，又兼带能动之性质；而今西洋思想东渐，
又有佛学所没有之强大物质力量相配合，中国思想之受动影响，不亚于中古时期，此受动如何转化为
能动，任务艰巨也。
此三个时代类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同样贴切，与梁任公所谓“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
世界之中国”三说，有异曲同工之处。
近代西人挟思想与物力，几横空出世于中国，中国传统天下观念迅疾天崩地裂，陵谷变易，殆失自尊
，不要说能动中达济天下，在受动中独顾其身，怕都没有回旋的空间。
大国非仅强大物力之谓，有组织世界之灿烂学术和思想也！
今日中国与世界正发生前所未有之互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借改革开放之雄风，我国国力蒸蒸日
上，势不可挡。
然真正在相互交织的世界中，做到寓受动于能动，需有物力之配合，更得以思想和制度来组织世界，
以本领之。
要求得“本领”，非一门学科所能为，需要各个知识门类百花齐放，相互借力、接力、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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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印度和巴西这九个大国的国际组织行为出发
进行研究，考察了这些大国的国际组织行为的历史、发展、特征，考察了其各自遵循的原则和传统，
并附有相关的案例分析。
可以说，本书是全面研究当今世界各个大国国际组织行为较为的系统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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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共同发起创办国际贸易组织的活动，并进行了有关的谈判及《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拟定工作。
当年10月30日，中国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上签字。
1948年3月，中国又签署了联合国世界贸易与就业会议的最后文件，成为国际贸易组织临时委员会执行
委员之一。
1948年4月21日，中国政府签署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临时适用议定书》，5月21日，中国成为《关税
及贸易总协定》的正式缔约国。
二、相对排斥（20世纪50——-6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拒绝给予其外交承认
，并支持国民党政府占据中国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的合法席位。
在两极格局下，中国作出了“一边倒”的外交决策，选择了与西方国家处于对立状态的社会主义阵营
。
这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加强了对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阻挠。
尽管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路线，但中国为自身获得更加广泛的国际承认并恢复联合国合法席
位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1949年11月5日，周恩来外长分别致电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哈尔夫丹·赖伊（Trygve Helvdan Lie）
和第4届联大主席卡洛斯·罗慕洛（Carlos Romulo），并郑重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政府丧失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与事实根据，要求立即取
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
”1950年1月8日，周恩来再次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大主席，要求联合国立即将国民党当局代表驱逐
出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
3然而，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阻挠下，联合国大会在20世纪50年代，或者接受美国的提议，不予讨论驱
逐国民党政府、恢复中国合法席位问题，或者支持美国提出的推迟这一问题的讨论。
4随着亚非拉一些新独立国家不断加入到联合国中，美国提出的推迟讨论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主张遭
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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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国国际组织行为研究》：中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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