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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郭伟伟的《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力图架构当代中国外交的结构与体系，本着求真与创新相统一的研究
原则，对当代中国外交加以深入研究。

本书在上篇中运用纵向历史的研究方法，从“史”的角度进行了系统梳理，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着
眼点出发，把当代中国外交60年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时期。
本书下篇在上篇对当代中国外交发展历程系统梳理的基础上，从更深层次上对当代中国外交的一些基
本问题进行总结、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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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伟伟，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处副处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对外战略以及社会政策、社会保障等问题研究。

近年来先后在《红旗文稿》、《人民日报·内参》、《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学习日报》、《行
政管理改革》、《毛泽东思想研究》等报刊上公开发表论文20多篇，合著两部，合作译著一部。
成果被人民网、新华网、《求是》理论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中国经济网、中国选举与治
理网、中国智库等多家网站和人大复印资料报刊予以转载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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