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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经博士文库：新中国民间外交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历史分析、
比较分析等方法，全面系统地梳理并深入分析了新中国民间外交的理论与实践，是目前国内第一部研
究新中国民间外交的专著。
该书首先对民间外交的作用做了界定，然后对与民间外交相近的几个概念进行了辨析，分析了民间外
交的特点和作用，接着分析了民间外交的主体和形式，民间外交勃兴的客观基础和理论依据，新中国
的民间外交思想，新中国的民间外交实践，以及民间外交对新时期实现中国国际战略所起的作用，最
后提出了加强中国民间外交所应采取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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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苏淑民，博士，辽宁朝阳人。
1982年至1989年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系学习，获法学学士、硕士学位。
2005年至201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研究生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从事教学工作，现为北京第二外
国语学院法政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主要讲授政治学原理、比较政治制度、俄罗斯政治经济与外交
、外交学概论等课程。
主要研究方向为外交学、国际政治、俄罗斯政治经济与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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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5.民间外交结硕果，中日邦交正常化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国际形势发生巨变，“民间外交
”终于结出了丰硕成果。
1971年中国通过“乒乓外交”促成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同年11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西方各国纷纷要求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感到震撼，谋求同中国邦交正常化的呼声高涨。
日本关东、关西财团、工会代表团相继来访。
佐藤内阁在内外交困中被迫下台。
1972年7月，以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为使命的田中角荣内阁成立，并得到大平正方、中曾根康弘等自民
党内主流和日本经济界支持。
田中新内阁诞生第4天，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孙平化率领中国上海芭蕾舞团一行210人访日，演出15场，
获得巨大成功。
此次演出，进一步促进了日本国内各界要求恢复日中邦交运动的高涨，而且为田中首相访华做了实际
的推动工作。
1972年9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日联合声明》签字仪式，两国终于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
之后两国又于1978年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发展两国间各个领域的关系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
这是名副其实的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70年代，中日两个制度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相异、长期对立的大国能够从敌对
走向和解进而复交友好，虽有深刻国际背景的影响，是多种因素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但源远流长的
人民传统友谊是推动中日关系前进的巨大内在动力，而人民外交以及多渠道、多层次的民间交流，则
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性重要作用。
历史表明，人民外交绝不单纯是为追求与日本建立官方关系的实用主义手段，它是基于中日两党代表
人民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和以意识形态解释历史经验形成的国际主义、人民主义外交思
想，是和“日本人民”建立友好关系进而和“日本人民”的民主日本建立邦交，共同为和平民主的东
亚而奋斗的理想主义外交追求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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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中国民间外交研究》是对新中国民间外交进行有创新性和有价值性探讨和研究的第一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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