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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是中国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
面对国际国内多方面严峻挑战，中国政府和人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发愤图强，锐意进取，化挑战
为机遇，各项事业取得了新的显著成就。
2008年也是中国外交事业得到大发展的一年。
中国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大力推
进全方位、宽领域外交，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新的贡
献。
我们全力做好涉奥运外交和救灾涉外工作，成功举办亚欧首脑会议；与国际社会携手应对金融危机，
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不断加强与主要大国的战略对话，深化与周边和发展中
国家友好合作；积极开展丰富活跃的多边外交，在全球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大力
开展经济外交、安全外交和人文外交，努力为国内发展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秉持和践行以人为本、
外交为民的理念，全力维护中国公民和法人在海外的合法权益。
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进一步提高，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关系深入发展。
一年来，中国外交得到海内外各界友好人士的鼎力支持和帮助，我们对此深表感谢。
身为外交工作者，能够为祖国的繁荣强大、为世界的和平繁荣贡献力量，我们深感欣慰和自豪。
《中国外交》2009年版，真实记录了中国外交在国际风云变幻中走过的非凡历程，为国内外公众全面
了解中国外交提供了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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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外交》由外交部各地区业务司撰稿、外交部政策规划司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自1987年
以来每年出版一卷，向国内外公开发行。
该书旨在比较准确地阐述中国的外交政策和中国对国际形势的最新看法，较为系统、完整地介绍中国
上一年度外交关系状况，增进国内外人士对中国外交工作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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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2008年的国际形势2008年是近年来国际形势变化最为剧烈的一年。
国际形势总体稳定，但挑战日益增多。
世界加速进入经济动荡、格局调整、体系变革的新阶段。
1.概述（1）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国际社会加强应对美国次贷危机最终演变为“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
融危机，严重冲击世界经济金融体系，挫伤了各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信心。
危机由虚拟经济加速向实体经济蔓延。
发达经济体普遍陷入衰退，美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环比下降0.5 ％，为七年来的最大降幅。
欧洲和日本成为金融危机连锁影响的重灾区。
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程度受到殃及，亚洲、拉美、非洲经济增速明显放缓。
国际油价粮价大幅波动，原油价格跌破每桶40美元。
在全球经济面临衰退的背景下，国际贸易和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明显下滑，贸易保护主义再次抬头。
危机也导致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社会问题突出，失业率普遍上升。
美、欧、日、中、俄等多国政府纷纷出台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并在华盛顿举行首次二十国
集团金融峰会，国际社会表达出加强政策协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强烈意愿，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
呼声日益升高。
但危机尚未见底，其对国际体系及格局演变的影响值得高度重视。
（2）地缘战略竞争激烈，大国合作大势所趋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围绕南奥塞梯问题爆发武装冲突，表
明国际关系中的传统地缘政治和军事安全因素依然突出。
俄与美欧关系一度趋于紧张，双方的交流与合作出现一些困难。
此外，大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安全乃至软实力方面的较量依然存在，围绕深海、极地和太空的争
夺正在逐步展开，战略利益竞争日益突出。
但金融危机的爆发客观上缓和了大国关系。
面对严峻的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各大国普遍认识到加强合作、共度时艰是唯一的共同选择。
美、欧等传统发达国家加强彼此协调，并加大对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借重。
大国关系的合作面回升。
奥巴马顺应时势，以“变革”为口号当选美首位黑人总统，将着手调整美内外政策，可望重视大国合
作和多边主义。
美俄相互释放改善关系的信号，双方领导人在俄格冲突后首次聚首金融峰会。
欧俄重启新伙伴关系计划，并将探讨建立新的欧洲安全机制。
大国间既合作又竞争的总体框架得以维持。
（3）多极化趋势深入发展，新兴大国崭露头角世界各主要力量实力此消彼长，推动国际格局和国际
体系深入调整演变。
美对外战略受到伊拉克、阿富汗局势影响，不断加大对盟国和多边机制的借重。
欧洲一体化推进遇到困难，日本政府更迭，内顾倾向加大。
新兴发展中大国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国际格局演变的重要推手。
俄罗斯战略进取态势明显，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活跃。
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妥善应对一系列困难和挑战，备受瞩目。
“金砖四国”、“展望五国”和“新钻十一国”发展潜力巨大，彼此加强协调，在全球事务和国际体
系调整变革中的影响迅速上升。
新兴大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作用凸显，在二十国集团金融峰会上首次以平等姿态与传统发达国家共
同讨论国际经济金融的核心问题。
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为国际关系注入新的活力，世界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
（4）亚太合作蓄势推进，新问题新挑战不时涌现亚太地区国家加强经济金融合作、共同应对金融危
机的紧迫感增强，合作步伐加快。
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在加强宏观经济对话、开展能源、交通等务实合作方面取得积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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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10+3”合作为主渠道的东亚合作续有推进，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首次在10+3框架外举行，并实现机
制化，开启了三国合作的新阶段。
以《东盟宪章》的签署为标志，东盟一体化进程迈出实质性步伐。
各主要力量继续深入参与地区事务，扩大影响力。
但另一方面，亚太地区形势复杂多变，动荡和不确定因素有所增加。
部分地区恐怖活动威胁上升，安全形势恶化。
孟买恐怖袭击事件导致印度与巴基斯坦关系趋紧。
东南亚、南亚等一些国家政局出现不稳，面临的经济风险和挑战增加，地区国家间围绕领土主权等矛
盾和冲突时有发生。
（5）热点问题一波三折，全球性问题牵动各方中东局势再度恶化，哈马斯宣布同以色列停火结束，
以对加沙地带发动大规模空袭，以巴冲突升级。
朝核问题曲折发展。
朝宣布重启宁边核设施去功能化，美宣布终止对朝适用《敌国贸易法》并最终将朝从“支恐”国家名
单中除名。
但双方在验证等问题上分歧未解，成为进一步推进六方会谈进程的障碍。
伊朗核问题僵持不下。
欧盟向伊递交复谈方案，欧伊间进行了一些接触，但双方未就复谈达成妥协。
津巴布韦各派在权力分配问题上矛盾突出，美、欧等继续加大对津制裁。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起诉苏丹总统，使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更趋复杂化。
刚果（金）、几内亚等国政局动荡不安。
索马里海盗问题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各方纷纷采取联合打击行动。
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发展援助等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影响国际局势的重要因素。
粮食危机引发多国骚乱，发展问题更显紧迫。
落实“巴厘路线图”新一轮气候变化谈判启动。
全球化发展进入新阶段，负面影响进一步显现。
面对日益增多的全球化挑战，国际社会有效治理机制明显不足。
（6）国际体系加速调整，理念与秩序之争激烈美金融危机、南奥塞梯问题、新兴大国加快崛起等影
响持续扩大，引发国际力量结构发生新的变化和重组。
一些国家纷纷要求增加现行国际体系的代表性，加速推进现行多边机制等的改革进程，建立更加公正
、合理和高效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如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更加受到广泛关注。
“二十国集团”、“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会议”等涵盖发达与新兴大国的对话合作机制，日
益成为未来全球治理机制建设的发展方向。
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再度突出。
美欧等对现行国际体系的反思不断深化，提出“无极世界”、“相对大国论”等新理念和新倡议。
“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等传统国际关系准则仍然受到国际广泛关注，但也面临“
人道主义干预”等理念的严峻挑战。
不同文明、理念间的对话交流日趋活跃。
2.全球各地区形势（1）亚洲地区形势2008年，亚洲形势总体保持稳定，局部出现波动。
大国关系互动活跃。
国家主席胡锦涛成功访问日本，中日关系改善势头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印度总理辛格访华，中印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
印度总理辛格访日，日印签署安保共同宣言。
大国保持密切沟通与协调，对话合作增多，对保持地区和平与稳定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一些国家政局波动。
亚洲一些国家处于调整和转型期，国内矛盾突出，加之经济困难等因素叠加，政局不稳定因素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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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影响基本限于局部，未对亚洲和平稳定造成冲击。
热点问题基本得到控制。
朝鲜半岛核问题六方会谈波折不断，总体沿和平对话轨道前行。
缅甸妥善应对风灾，加快推进“民主路线图”。
南亚恐怖活动猖獗，孟买恐怖袭击后，印度与巴基斯坦关系一度趋紧，但双方仍坚持合作反恐。
地区经济发展势头减缓。
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地区国家经济增长普遍下滑，出口减少，一些国家处境艰难。
亚洲经济基本面良好，仍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地区，中国印度对亚洲经济增长贡献率继续上升。
区域合作深化发展。
面对全球金融形势动荡及粮食、能源安全、自然灾害、环境保护等突出问题，亚洲国家推动区域合作
的意愿增强，维护经济安全和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成为区域合作优先内容。
中国、日本与韩国合作取得重要进展，三国通过《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
（2）西亚北非地区形势2008年，西亚北非地区形势有起有伏、错综复杂。
热点问题和地区格局酝酿新变化，不确定性增大。
全球性金融危机对地区经济形势产生复杂影响。
伊拉克形势有所好转，在安全、和解、重建等方面均取得积极进展。
1月12日，议会通过“问责与公正法”，修改引起逊尼派强烈不满的去复兴党化政策。
7月19日，逊尼派“共识阵线”在退出一年后重返民族联合政府。
9月24日，议会通过“省级选举法”配套法案，确定在2009年1月底前举行省级议会选举。
该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继续为解决伊拉克问题做出努力。
4月22日，伊拉克周边国家外长会议第三次扩大会议在科威特举行。
5月29日，“伊拉克国际契约”第一次年度评审会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
12月12日，美国与伊拉克就《美伊友好合作战略框架协议》和《驻伊美军地位协议》完成换文，两协
议于2009年1月1日起生效。
伊朗核问题反复拉锯，呈僵持状态。
3月3日，联合国安理会就伊朗核问题通过1803号决议，决定进一步加大对伊朗核计划及其相关领域的
制裁，但同时表示将继续加大外交解决的努力。
5月14日，伊朗提交解决伊核问题的一揽子建议。
6月14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索拉纳向伊朗递交了美、英、法、德、俄、中六国外长致伊朗
外长的信函和复谈方案，该方案增加了诸多鼓励性措施，同时明确要求伊朗暂停铀浓缩活动。
当天，伊朗表示不会考虑任何暂停其核计划的要求。
9月27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1835号决议，重申安理会此前通过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要求
伊朗立即全面执行，但决议并未包含新的制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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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外交》由外交部政策规划司（经国务院及外交部党委批准，政策研究司于2009年3月23日更名为
政策规划司）主编、外交部各地区业务司撰稿、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每年出版一卷，向国内外
公开发行。
《中国外交》旨在准确、全面地阐述中国的外交政策和中国对国际形势的最新看法，系统、完整地介
绍中国上一年度对外关系及外交实践。
《中国外交》2009年版主要介绍2008年的中国外交，文中配有彩色插图，同时发行中文版和英文全译
本。
《中国外交》2009年版共分八章。
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介绍中国对2008年国际形势的看法和中国的外交工作概况。
第三章主要介绍2008年中国与各建交国家的关系。
每个建交国成一节，按各建交国国名的英文字母顺序排列。
第四章主要介绍2008年中国与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关系以及中国对有关问题的立场及观点。
第五章介绍2008年中国外交中的军控、裁军与防扩散工作。
第六章介绍2008年中国外交中的条约法律工作。
第七章介绍2008年中国外交中的新闻工作。
第八章介绍2008年中国外交中的领事工作。
另外还收录“2008年中国外交重要活动”和“2008年中国外交重要文献”。
最后为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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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外交(2009年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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