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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济外交是当代各国外交外事活动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经济外交是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外交：包括一个国家、单独关税区和各类经济
组织为实现对外经济目标而进行的外交外事决策、运筹和实践活动。
经济外交也是经济部门和经济组织的外事与外交，经济全球化让所有的经济组织必须着眼全球，面向
世界。
经济部门和经济组织的外事外交事关国家和地区的生存及可持续发展。
经济外交有经济之精妙，又有外交之玄雅。
现代经济外交是世界经济和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须按市场规律办事和依法办事的涉外经济活
动。
然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经济外交也不免纵横缭乱、捭阖诡秘、豪夺
无情、巧诈有术。
要想在经济外交这个特殊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且受人尊敬，不仅要掌握外交的规则、艺术和技巧，还
要懂得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
当代外交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经济外交”地位的提高。
“冷战”结束后，双边外交和多边外交的主题绝大多数是经济事务。
随着中国加快全球化步伐及其经济的迅速崛起，经济外交的意义便凸显出来。
金融危机既让中国加快复兴，也让中国多担责任。
新形势要求政商各界迅速了解经济外交的基本知识和原理，在复杂的国际事务中少走弯路。
本书是在过去六年教学讲义的基础上写成的，主要内容有：经济外交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西方主流
经济学和东方经济学理论对经济外交学的影响；经济外交决策与执行；财经外交；市场外交；产业外
交；资源外交；能源外交；环境外交；“引进来”理论与实践；“走出去”理论与实践；国际经济合
作与不合作；对外经济援助；对外经济制裁；经济外交谈判；经济外交争端解决等。
本书主要作为学生参考教材使用。
本书试图用东西方经济学原理解释经济外交现象，为未来经济外交的深入研究和科学化分析探索一些
新的出路。
鉴于编者知识有限和学力未足，疏漏之处，在所难免。
唯愿在今后的教学和讨论中，逐渐完善和充实。
敬望各界读者不吝赐教，日后再版时，会逐一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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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外交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和东方经济学理论对经济外交学的影响；经济外交决
策与执行；财经外交；市场外交；产业外交；资源外交；能源外交；环境外交；“引进来”理论与实
践；“走出去”理论与实践；国际经济合作与不合作；对外经济援助；对外经济制裁；经济外交谈判
；经济外交争端解决等。
《经济外交学教程》不仅可作为教材，亦可为政府制定经济外交政策提供参考。
也可为企业制定国际化战略提供理论依据。
还可为研究经济外交提供思路和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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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茂春博士，国际战略、经济外交和WTO问题专家。
现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博导。
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经济外交》年刊主编；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中国法学
会WTO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民盟中央经济及区域规划委员会副主任。
长期从事WTO规则研究、国际贸易及投资法律研究，在清华大学主讲外交学、经济外交学、国际化战
略、国际政治经济、外交史、国际经济法、国际政治与中国等课程。

　　其主要专著有《中国外交通史》、《中国入世承诺要点及政策法律的调整》、《对外贸易法比较
研究》、《领导干部WTO知识读本》、《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与规则》、《中国历代外交家》（合
著）、《领导干部外事知识读本》等；有译著六种；著有论文《对未来国家安全的思考》、《大国论
》等一百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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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经济外交学导论　一、经济外交的发展和对经济外交的研究　二、“经济外交”的概念、
原则和艺术第二章 经济外交的研究方法与方法论　一、经济外交的研究方法与方法论　二、法学、外
交学、社会学各种方法论之借鉴第三章 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之借鉴　一、经济外交学的经济学属性　
二、经济外交学研究方法对主流经济学方法的借鉴　三、经济外交学的数学方法和数理逻辑　四、经
济外交学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原理第四章 东方经济学研究方法之借鉴　一、东方经济学简介　二、经济
伦理学　三、经济哲学　四、政治经济学　五、经济法学　六、经营管理学　七、邦交经济学　八、
经邦济世学的不足第五章 经济外交的决策和执行　一、国际经济关系协调与经济外交的主体　二、经
济外交政策　三、经济外交的决策、执行、监督与咨询　四、中国经济外交体制　五、经济外交决策
理第六章 财经外交　一、财经外交的发展与原则　二、中国财经外交　三、财经外交的基本理论第七
章 市场外交之——货物市场外交　一、市场外交与国际贸易　二、国际贸易理论第八章 市场外交之
二——服务市场外交　一、服务贸易的发展及基本概念　二、服务贸易理论第九章 市场外交之三——
国际技术贸易　一、国际技术贸易的种类及方式　二、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保护规则　三、中国技术
贸易　四、技术贸易的理论第十章 产业外交之——农业外交　一、国际农产品贸易揪　二、中国“三
农”问题与农业经济外交　三、涉农经济学主要理论第十一章 产业外交之二——工业经济外交-　一
、工业经济外交　二、工业经济的主要理论第十二章 产业外交之三——资源经济外交　一、资源经济
外交　二、资源外交的理论第十三章 环境经济外交　一、环境经济外交的形式与内容　二、国际环保
法律体系　三、中国环境经济外交第十四章 “引进来”经济外交　一、“引进来”战略的政策与实践
　二、利用外资理论第十五章 “走出去”经济外交　一、“走出去”战略的政策与实践　二、“走出
去”的理论第十六章 国际经济合作与不合作　一、国际经济合作与不合作　二、国际合作与不合作的
理论　三、经济学中的合作理论第十七章 对外经济援助　一、国际援助　二、中国的对外援助和接受
外援　三、对外援助理论第十八章 对外经济制裁　一、经济制裁的概念及理论　二、双边制裁与多边
制裁第十九章 经济外交谈判　一、经济外交交涉与谈判　二、谈判的经济学理论第二十章 经济外交
争端解决　一、双边和多边经济争端解决　二、争端解决的经济学分析参考文献后记经济外交学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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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外国学者对经济外交的研究最早系统地研究经济外交的，并非西方国家，而是东亚经济大国
日本。
在20世纪50年代，因国家经济发展与开展对外贸易的需要，日本政府倡导学术界进行经济外交方面的
专门研究，至80年代，对一些问题已有较深入的探讨。
（西方60年代才开始有专门讨论经济外交的著作出现，中国80年代开始研究。
）日本经济史学者山本進在1961年9月出版的著作《东京·华盛顿》一书中认为：“‘振兴贸易’的提
法无论在哪个国家都适用，它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自不必说，但是，在提出‘推进经济外交’的
时候，其含义范围要远比‘振兴贸易政策’更为广泛。
”他认为经济外交实际上是日本的对外经济政策，也就是“被称做经济外交的日本对外经济政策”。
外交史专家蔌原监修著有《日本外交史（第30卷、第3l卷）·媾和后的外交·经济（上、下）》，对
“二战”后至1970年的日本经济外交进行了具体、翔实、较为系统地研究。
但他说：“我不太喜欢‘经济外交’这一提法。
它给人以除了一般的‘外交’，好像有什么特殊外交的感觉。
”学者山本满在1973年9月出版的《日本的经济外交》一书中也认为“经济外交一词含义暖昧”。
他认为经济外交“一方面可以解释为以经济为目，将外交作为手段，把谋求扩大经济利益作为目标；
相反，也可以解释为以经济为手段，谋求对外的某些目标，或依托经济力量来实现对外的某些目标”
。
⑨牛场信彦在其《牛场信彦对经济外交的证言》一书的前言中说：“经济外交虽然是我讨厌的一个词
汇，但是，在战争结束后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时代里，经济是我国外交中几乎唯一的一个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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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人问：“经济外交工作做什么？
”老何答：“经济外交是一手用计算公式，一手用法律规则，口中用标准的母语和外语，脑子用外交
智慧去为国家或企业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一种高素质综合外事工作。
经济外交，有的工作一人就可胜任，更多的工作需要团队协作。
”  人又问：“什么人是做经济外交工作的？
”答：“2010年的王岐山、陈德铭、谢旭人、周小川、周生贤、张国宝、盖特纳、骆家辉等，还有以
前的龙永图、巴尔舍夫斯基、吴仪等人就是典型的做经济外交工作的。
”“奥巴马和胡锦涛参加G20峰会，他们各带100人，哪些是做经济外交的？
”“除了安排行程的、写字的、保卫的、急救的、化妆的，其余90多个人，包括他们本人，此时都是
做经济外交的。
”“经济外交是‘经济的外交’还是‘经济与外交’？
”“是‘经济的外交’。
英文是‘Economic Foreign Affairs’或‘Economic Diplomacy’。
‘经济外交学’英文是‘Economic Diplomacy’。
”“经济外交学是偏向经济还是偏向外交？
抑或二者并举？
”“偏向经济。
因为外交已经得到足够的重视。
在微观经济学诸多新领域中，经济外交是‘外交经济’。
”“经济外交学不就是外交学的一部分吗？
用得着另起炉灶吗”“外交学可以不用经济学和数学的方法，不太重视定量分析和实证主义，而经济
外交学相反。
经济外交学认为，算不出来的‘利益’是不精确的‘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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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外交学教程》：经济外交是当代各国外交外事活动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经济外交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外交，包括一个国家、单独关税区和各类经济组织为实现对外经济目
标而进行的外交外事决策、运筹和实践活动。
经济外交有经济之精妙。
又有外交之玄雅。
现代经济外交是世界经济和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须按市场规律办事和依法办事的涉外经济活
动。
然而。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经济外交不免纵横缭乱、捭阖诡秘、豪夺无情、巧
诈有术。
要想在经济外交这个特殊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且受人尊敬，不仅要掌握外交的规则、艺术和技巧，还
要懂得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
《经济外交学教程》用大量的东、西方经济学原理解释经济外交现象，为对经济外交学进行全面深入
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全书78万字，案例丰富，逻辑严密，可读性强。
作者有多年经济外交的实践经验和研究经验，自2005年以来，作者的“经济外交学”课程一直是清华
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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