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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当代中国外交变迁和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以
历史和现实问题为研究导向，侧重中国外交史、政治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的结合透视新中国外交的历
史进程与复杂画卷。
笔者将给予中国外交以鸟瞰式的理论分析与学术探究，分析中国日益适应和融人世界民族国家体系的
历史进程，即当代中国外交的历史变迁与发展逻辑。
意在弥合社会科学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之间的差距，以理解中国对外政策的行为
模式及其根源、对外政策选择等议题，以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外交的进步脉络，寻求对中国外交的整体
理解，分析中国外交之道，进而实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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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自云真  200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荻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学位。
现为中共中央编译局政治经济学博士后，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兼国际政治系副主任，中央
财经大学国家战略与和平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已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外交评论》、《教学与研
究》、《当代亚太》、《太平洋学报》等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或译文二十余篇；出版各类学术著
作六部。
主要从事中国国家与社会变革及其安全与战略的研究；具体研究领域为国际理论与政治思想、当代安
全与中国战略、全球发展与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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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二，外交部科层制的扩展与专业化的发展。
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层次变化增强了对外交部门的角色、地位与能力提高的诉求，从而导致外交
部的组成与规模得到适应性地调整，外交职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深化。
“在不断变化的挑战性环境的背景下，外交部在诸多层次与领域上实施其适应性战略，这些适应性战
略确保了中国外交制度的稳定性、规范性、合理性与有效性，形成了以国家利益和公民权益为取向的
行动和机制，树立了依法行政的法律权威和制度权威。
”②外交部涉外安全事务司把现在各部门处理中国公民在国外遭袭击的职能统一起来。
为了适应驻外领事保护的需要，中国由外交部牵头，建立了包括驻外使领馆、驻外机构和代表处相配
合、协调的机制，建立了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和国外应急协调处理机
制。
外交队伍的规模不断扩展，外交制度中的科层制度的权力也在不断增长。
“中国外交制度体现了在外交事务管理上对理性、法制的追求，也反映了科层制外交事务管理体系的
重建和发展。
”③常驻建交国家的外交代表机构与常驻国际组织的外交代表机构等常驻外交使团的数目和规模也随
之不断增长。
到目前为止，中国向全世界各国派出的驻外机构达240多个，驻外人员达5600多人。
特别是，中国逐渐参与到各种国际组织与地区组织的活动中。
外交部的统计显示，目前，中国同世界上171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设立大使馆163个（除索马里未设
馆外，另有驻6个国家大使由我驻邻近国家大使兼任），在40多个国家设有总领馆68个，并在十多个国
际组织派驻了代表机构。
各类驻外外交机构共250多个。
第三，社会团结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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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中国外交变迁和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是中国外交研究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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