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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外交》根据新中国62年外交历史的发展线索，以中国对外战略演变为脉络，按时间顺
序依次展开章节结构，重点分析中国外交政策的形成和演变，中国外交的重大事件，中国与世界大国
关系的复杂互动情况，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中国外交怎样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创
造良好环境的历史过程。

　　本教材是在曲星教授2000年出版的学术专著《中国外交50年》的基础上改写而成。
在改写过程中，注意吸收了学术界今年来发表的最新研究成果、外交界最新解密的档案和外交前辈最
新出版的外交回忆录等最新资料，是一部有特色的当代中国外交信史。
适合作为高等学校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等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党校、行政学院及外交外事
工作人员的培训教材和对中国外交感兴趣的读者的学习用书。
全书共分21章，每章前面有导读、重点问题，后面有要点把握、关键术语和复习思考题，便于学生掌
握和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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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一、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灵活倾向1.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并不意味着不与
西方国家打交道。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的根本任务，是要彻底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
与此相应，中国共产党对外斗争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彻底改变旧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屈辱外交，争取中国
在国际上真正独立、平等的地位。
而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使中国蒙受屈辱的主要外部因素，恰恰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华
的侵略压迫。
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政策具有明显的反帝色彩，这毫不奇怪，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拒绝与西方国家打交道，不想争取西方国家的外交承认。
2.中国共产党曾为争取美国理解作出过巨大努力。
事实上，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中国共产党为争取美国决策者对中国国内政治和历史发展趋势有一个合
乎实际的认识，为将来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创造条件，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1944年，为欢迎美军观察组和中外记者团到延安参观，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这
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外交政策的第一个正式文件。
文件明确指出，接待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展开，是我们外交工作的
开始”，“在国际统战中，美苏英与中国关系最大”。
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把美英等西方国家排斥在国际统一战线之外。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注意到了美国政府内部在中国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承认中国人民的
伟大民主力量和这个力量的中坚：中国解放区、八路军和新四军，因而主张和这个力量合作，反对中
国反动派利用美援打内战。
另一条路线是，不承认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只承认国民党政府，认为蒋介石就是中国”①，“中国
人民知道这样一些必要的区别：第一个，美英政府与广大美英人民的区别，第二个，美英政府中决策
的人与其他广大工作人员的区别，第三个，今天的政策与可能改变的明天的政策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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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国际政治系列教材:当代中国外交》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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