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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外交简史》

内容概要

齐鹏飞、李葆珍编写的《新中国外交简史》将60 余年新中国外交之历史发展主题界定为“和平外交” 
，并根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之外交理念、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基本内容和主 要特征的发展和变
化。《新中国外交简史》以六个小的发展时段为主体而谋篇布局，并重点对其中具典型意义的焦点、
热点问题进行务求比较深入的学理性解析，努力尝试着从对外关系这一特殊领域和研究视角，进一步
丰富和深 化60余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之历史经验总结和汲取的基本内容。

Page 2



《新中国外交简史》

作者简介

齐鹏飞，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党委统战部部长
、中国人民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中共党史系副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
史学会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高等院校教学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兼秘书长。北京市“跨世纪”
、“新世纪”优秀理论人才“百人工程”的首批培养人选，北京市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第
一批培养人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培养人选。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经
验和执政能力研究、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当代中国国家统一和国土安全问题研究等。主持的主要科研
课题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邓小平关于香港回归的理论与实践之研究》、“重点项目
”《中国共产党关于实现和维护新中国的国家统一和国土安全的理论与实践之研究》和《新中国成
立60年基本历史经验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一国两制”在香港
、澳门的成功实践及历史经验研究》、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一般项目”《中共党史90年关
于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的理论与实践及其基本经验研究》等。单独出版或合作出版的学术著作主要有
：《邓小平与香港回归》、《当代中国编年史》、《统一与整合——新时期解决港澳台问题的理论与
实践》、《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外交》等十余部，在海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50篇左右。单独主
编或联合主编的教材主要有：《中国近现代史概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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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外交简史》

书籍目录

引语
第一章 新中国和平外交的奠基和初步开拓
一、“三大政策”的提出和实施——自革命党、革命政权的对外工作至执政党领导下新政府之国家外
交的嬗变
二、“五项原则”的倡导——新中国和平外交形象的树立并走上国际舞台
三、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新中国与苏联、美国两大国的外交博弈
小结：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和平外交的基本立场和思想精髓
第二章 新中国和平外交的曲折发展
一、中苏关系的全面破裂和中美全面对抗
——新中国外交“没有选择的选择”：“反帝反修”之“两个拳头打人
二、构筑睦邻外交
——重大突破与重大挫折并存
三、外交困境中的突围
——“依靠第一中间地带，争取第二中间地带”
小结：国家利益至上，而非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是新中国和平外交的根本出发点
第三章 新中国和平外交的大转折和新气象
一、中美关系的缓和与“大三角”格局的初步呈现
二、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与新中国的第三次建交高潮
三、“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提出：新中国和平外交的“新思维”
小结：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新中国和平外交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
第四章 新中国和平外交的全面转型
一、“和平与发展”之新的“时代主题说”——新中国和平外交之理念、战略和政策的大调整、大转
折
二、大国外交的新突破和新局面
三、睦邻外交、与发展中国家外交、多边外交的新突破和新局面
小结：“和平与发展”之新的时代主题的认定，是“和平共处”外交向“和平发展”外交
全面转型最重要的理论根据和思想基础
第五章 新中国和平外交的新调整、新局面
一、自“韬光养晦”至“走出去”
——新中国和平外交应因新挑战、新机遇的
新理念、新对策
二、自“不结盟模式”至“伙伴关系模式”
——大国外交的新突破和新局面
三、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边界谈判高潮
——睦邻外交的新突破和新局面
四、自“上海五国”至“上海合作组织”、自“复关”至“人世”
——多边外交的新突破和新局面
小结：“伙伴关系”，是新中国外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必然选择
第六章 新中国和平外交的新挑战、新机遇
一、“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建设和谐世界”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和平外交的新理念、新战略、新政策
二、全方位外交之“大国是关键”
三、全方位外交之“周边是首要”
四、全方位外交之“发展中国家是基础”
五、全方位外交之“多边是重要舞台”
小结：建设“和谐世界”，是新中国和平外交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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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的新理念、新战略、新政策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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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外交简史》

精彩短评

1、没有有想象中那么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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