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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59年，我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毕业，就被外交部录用了。
自那时以来，我就开始观察和研究世界形势。
我在海外工作了25年——在美国10年，在欧洲15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做这项工作。
观察和研究国际形势，是我毕生的工作和追求。
    世界正处在一个大变化时期，国际上各种研究世界形势的研讨会、座谈会和论坛层出不穷。
我经常被邀请出席这些会议，这有助于我继续与各国人士进行交流，观察和研究国际形势。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先生近年来一直努力推动中国的公共外交，他认为我的这些经历都
是生动的公共外交实践，应当与大家一起分享。
公共外交对中国来说，还是一个新事物。
我把我参加的公共外交活动以及我的观察与思考写出来，可能对大家有点儿参考意义。
他的建议我思考了很久，觉得很有道理。
这就是此书的由来。
    2011年底，出版人呼延华先生来看我，了解了我的上述想法，认为很好。
我还介绍了2011年我出席部分国际会议的情况，他听了很兴奋，来了灵感，建议这本书的书名可定为
《公共外交札记——把握世界的脉搏》。
这个名字起得很贴切。
中国与世界已经连为一体，正如胡锦涛主席所说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也离
不开中国。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很需要把握世界的脉搏。
要把握世界的脉搏，必须同世界进行接触、沟通和交流。
    本书收集了自2011年1月至2012年2月我出席国内外各种会议的情况，所见所闻所感，以及近几年我
对国际形势的观察与思考。
    当今世界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一批发展中国家在崛起。
发展中国家崛起的大潮，将会改变21世纪世界的面貌。
中国的崛起，就是这股大潮的突出代表。
因此，世界对中国的兴趣在急剧上升，迫切希望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
这样，公共外交的重要性突显了。
公共外交的目的，就是要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化解对中国的疑虑和担心，减少中国和平崛起
的阻力。
    世界上存在着对中国的种种误解和偏见，要消除这些误解和偏见，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有些旧的误解和偏见消除了，还会随着形势的发展，出现新的误解和偏见。
我们必须认识到，向世界说明中国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工作。
这项工作又是必须进行的，因为这关系到中国能否成功地和平崛起，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同时，我们也要不断加深对世界的了解，要相信，世界上好人占多数，他们是讲道理的。
只要我们讲得有理有据，又有生动的事例，他们是能够接受的。
    中国好像正处在一次百家争鸣的时期，本书所记述的看法和思考，仅是一家之言。
不当之处，切望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在本书即将与读者见面的时候，我要特别感谢赵启正同志，没有他的倡议，我不会写这本书。
我还要感谢出版人呼延华先生，他的胆识、激情、敬业精神和严谨作风，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也使本
书能够较快地与读者见面。
最后，我还要感谢在我身边工作的赵婷婷同志以及司机白岩松先生，他们为本书付出了大量的辛勤劳
动。
没有他们的努力，本书也不可能与大家见面。
    吴建民    2012年夏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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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共外交札记》收录了吴建民先生近年来参加一系列公共外交活动的重要文章，以及他对国际
形势和时局的观察思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形势下中国该如何开展公共外交的建议。
丰富的外交经历和宽广的国际视野，使吴建民先生在出席各种国际研讨会和国际会议时总能形成自己
对国际时局独特的判断。
本书第四辑“公共外交建议”从我国的新闻媒体、企业以及国民心态等各个视角提出中国国际地位上
升，我们该怎么办。
这在当今中国公共外交重要性日益凸显的形势下，极富实践价值和时代意义。
阅读本书，我们不仅可以从作者的观点和思想中理解新形势下中国的公共外交，更为重要的是，我们
可以从中找到思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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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建民，现任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
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席，欧洲科学院院士、副院长，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等
。
吴建民出生于1939年，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65年到1971年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
一辈国家领导人担任过法语翻译。
1971年，他成为中国驻联合国第一批代表团工作人员。
在他近五十年的外交生涯中，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共体使团政
务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及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
际组织代表、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中国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
外委会副主任等职。
他曾于2003—2007年任国际展览局主席，是担任这一职位的第一位亚洲人。

2003年，荣获法国总统希拉克授予的荣誉勋级会“大将军”勋章。
近五十年的外交生涯，二十五年的驻外经历，形成了吴建民先生思维敏捷、视野开阔、语言生动、富
有创见的独特风格。
他学识渊博，温文尔雅，尤其善于交流沟通。
他坚持不懈地利用一切机会，以外国人能够接受和理解的方式，把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极富活力和
创造性的当代中国推向国际，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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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 辑/ 公共外交叙事
1　扩大中美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代表团访问美国
2　在世界两大潮流冲突的背景下
出席阿布扎比国际研讨会
3　我们要更多地重视巴西
出席“前瞻巴西”会议
4　全球安全：欧洲的应对
出席慕尼黑新政策论坛
5　亚洲、非洲和留尼汪的机遇
重访留尼汪
6　通过会议，摸到世界的脉搏
出席华盛顿三边委员会全体会议
7　今天的变化还仅仅是个开始
出席有关 20国集团的研讨会并顺访加拿大
8　欧洲需要听一听中国的声音
意大利之行
9　从厮杀战场到共谈“外交”甘苦
赴台湾出席《旺报》论坛
10　促进全球零核，发展共同利益
出席伦敦全球无核峰会
11　与两大战略家谈中美关系
2011年第二次美国行
12　中国企业家的公共外交
陪同民营企业家访问美国
13　人类在前进中，必须有所顾及
出席东京世界文明论坛
第 2辑 /形势观察散议
1　21世纪的世界新轮廓已然呈现
法国总统萨科奇 2010年访华有感
2　如何用好下一个战略机遇期
下一个十年，我们怎么办？

3　认识世界大变局，抓住发展机遇
在世界发生重大变革与调整的时候
4　国际形势的变化与对中国创新的思考
出席第二届创新大会
5　要缓和不要紧张
我看当前世界的两股潮流
6　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
从容把握国际关系，从容应对国内发展
第 3辑 /时局思考随想
1　美国向中国借钱，不值得我们骄傲
对国富民强后国民心态的一点冷思考
2　在美国大学发表公众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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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美感受孔子学院对中美关系未来的巨大影响
3　世界大变局与中美关系
在 2010年观察中美关系
4　世界的变化与中美关系的走向
2010年访美随想
5　投资美国，培育中美关系发展新动力
有感于美国驻华大使宴请中国企业家
6　补齐亚洲金融体系的短板
出席第三届上海亚洲金融合作论坛
7 构建中澳利益共同体
出席中澳经贸友好交流会
8 在日本讲述我所接触的周恩来总理
率领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访问日本
9 南北鸿沟何时可以弥合
西欧媒体关注中国崛起
10 世界正处在一个坎上
21世纪理事会纵论天下大事
11 奥巴马主义，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出席三边委员会亚太小组会议
第 4辑 /公共外交建议
1 中国国际地位上升，我们该怎么办？

保持清醒头脑，统筹国际和国内大局
2 如何向世界说明中国？

不能急功近利，要有针对性
3 如何构建良好的周边关系
全面看，讲原则，有信心
4 和平发展与公共外交
出席公共外交国际研讨会
5 求新求真，尊重新闻规律
谈如何提高我国电视的国际影响力
6 诚信关乎中国未来发展
中国诚信体系建设略谈
7 文化软实力与民族复兴
出席 2009学术前沿论坛
8 中国文化与中国外交
和而不同，为世界难题提供一把钥匙
9 国家形象与国民心态
国人言行关乎国家和个人利益
10 多一些全球眼光
出席“世界2006”研讨会
11 摒弃弱国心态
九年大使生涯的强烈感受
12 交流学 ABC
在清华大学与学生谈交流
13 心态、胸怀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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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随想
14 我对跨国公司的思考
出席 2010年跨国公司中国论坛
15　外交资源的价值与利用
企业如何利用外交“走出去”
16　吉利并购沃尔沃
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之路
17　企业家要有全球眼光
出席普罗旺斯一次小型的国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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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6 通过会议，摸到世界的脉搏 出席华盛顿三边委员会全体会议 2011年春天，我去华盛顿，
出席了4月8日——10日举行的三边委员会全体会议。
 三边委员会，是1974年由美国人戴维·洛克菲勒倡议发起的一个非政府组织。
洛克菲勒之所以要发起成立这样一个组织，是因为形势发生了变化。
战后，美国和西欧关系发展迅速，大西洋联盟作用突显。
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日本快速发展的经济吸引了全球的注意。
1968年，日本GNP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过去，世界经济有什么大问题，美欧商量后拿出一个方案就行了。
但是，随着日本的崛起，需要有一种机制，能够把日本包括进来。
 同时，20世纪70年代，苏联霸权主义进入了扩张期，西方世界明显感觉到这种威胁。
美、欧、日需要更好地联合起来对付苏联，这也成为三边委员会成立的政治动力。
 三边委员会的成员涵盖美国、欧洲、日本的政界、商界、学界的一些知名人士，每年召开两次会议，
一次全体会议，一次地区会议，就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
这个会议的优势在于它是非官方的，会议参加者都是以个人身份出席，受政府约束较少，发言可以更
加直截了当一些。
所以交换意见比较坦率和深入，对于相互了解各自的意图大有好处。
会议的情况由与会者以某种形式通报政府。
 进入21世纪以来，亚洲崛起的势头愈益明显，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迅速而且持续。
中国和印度加入了亚洲崛起的大潮，使亚洲崛起的规模和势头大大增强，正在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三边委员会决定把日本这一“边”扩大为亚洲。
于是，在21世纪初，中国、印度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一些人士被陆续吸收到三边委员里来，这也是三
边委员会在与时俱进吧。
 三边委员会成立初期与中国没有任何联系。
随着中美关系的打开，苏联霸权主义对外扩张的势头愈演愈烈，三边委员会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
1980年，三边委员会与中方接触，提出到中国来开会，与中方人士交换意见。
中方同意了。
 1981年5月，三边委员会在北京开会，中方的东道主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讨论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对
付苏联威胁。
邓小平会见了三边委员会的人士。
我当时在外交学会欧洲处工作，负责写会议简报，参加了会议全过程和小平同志的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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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资深外交家吴建民多年以来，以丰富的政府外交阅历为底蕴，受邀于各国的公共外交舞台上。
这本书的案例生动表达了他跨越中外文化差异的智慧和向世界说明中国的高度责任心。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 赵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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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共外交札记:把握世界的脉搏》编辑推荐：世界正处在一个大变化时期，国际上各种研究世界形势
的研讨会、座谈会和论坛层出不穷，吴建民大使作为资深外交家经常被邀请出席这些会议。
丰富的外交经历、宽广的国际视野再加上大量的公共外交实践经验使吴大使成为中国当仁不让的关于
公共外交的最好说明者之一。
公共外交对中国来说，还是一个新事物。
这本札记带您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领略一个又一个重大的公共外交活动的同时，形成自己对公共外交
内涵和外延的独特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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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资深外交家吴建民多年以来，以丰富的政府外交阅历为底蕴，受邀于各国的公共外交舞台上。
这本书的案例生动表达了他跨越中外文化差异的智慧和向世界说明中国的高度责任心。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 赵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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