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友沙龙第十二期 从 G20看中国外交新趋势 

2016年 10月 15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第十二期院友沙龙在学院二楼咖啡厅举办。

来自国务院港澳办、中联部、中央外办外事管理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新华社多媒

体数据有限公司、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北京教育学院等二十余位院友齐聚

一堂，聆听王逸舟老师的精彩报告。作为首场向本科生开放的沙龙，本次活动迎来了来自不

同年级、不同国家的在校学生。王逸舟老师条理清晰地讲解了中国外交的阶段性特征，并从

各方例证入手，分析了中国外交的发展趋势，为大家带来了一场学术盛宴。 

沙龙开始之前，学院党委书记李寒梅老师代表学院致辞。李寒梅老师详细介绍了即将在

11 月 3 日举办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建院 20 周年暨建系 56 周年庆祝大会的活动安排，

并向在座的各位院友发出真诚的邀请，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到当天的活动中，共同回顾学院的

发展足迹，展望美好的未来。 

  本期沙龙的主讲人王逸舟老师作为国际关系与外交学研究领域的专家，一直密切关注着

中国外交的转型与发展。王逸舟老师现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

副会长，近年来主持完成[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研究]、[中国与非传统安全]、[中国外交转

型]等重大科研项目。著有《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探

寻新的视角与解释》、《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等学术著作，在相关研究领域成

果丰硕。本期沙龙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宋伟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教授 

  “王老师是一本非常厚重的书，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读来使人受益匪浅。”活动开始

时，宋伟老师这样说道。在宋伟老师看来，王老师严于律己，精研学术，无论是做人还是做

学问都堪称后辈的楷模。然而这样的王老师又是十分和蔼而体贴的，在将近两个小时的报告

中，王老师坚持站立讲解，以便于更好地跟现场的各位院友及学生们面对面交流，这一幕给

在场的各位院友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宋伟教授 

  在王逸舟老师看来，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出现了变化，既是重大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

一些风险和挑战。从不久以前在杭州举办的 G20 峰会中可以看到，无论是从会议前的筹备、

会议的举办，还是从会议的影响来看，中国主场外交的气势都是非常大的。自十八大以来，

这样的主场外交数量不断增加，到达了一个高峰。中国确实在尝试在一系列类似的平台中注

入中国的思路，进行国际规则、国际规范等的塑造，比如 APEC 会议上中国关于“北京路线

图”的倡议，比如中国在亚投行、金砖银行等机构中的新主张。中国以创造性介入的姿态进

入到世界体系当中，既不是局外人，也不是简单的追随者，而是开始成为体系建设的重要部

分。 



 

  自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外交主要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在新中国成立初三十年

的第一阶段中，由于中国的主要任务是推翻殖民统治，打破殖民枷锁，获得国家独立，因此

在这一阶段，中国外交实际上带有很明显的革命指向性。尽管在这一阶段的后期，中国国内

和外交领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并不能掩盖在这一阶段中国外交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不能忽

略在这一阶段中，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浪潮中的弄潮儿，带领第三世界国家打碎

殖民枷锁、获取民族独立的伟大功绩。 

  在 1979 年到二十一世纪初的第二阶段中，中国的国内政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

中国外交也随之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转型。为了更好地融入世界，为国家建设发展创造良好的

外部条件，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中美、中苏关系的缓和向世界释放出积极的信号，

中国开始参与到世界体系当中，并开始对国际制度和规则的学习。与此同时，职业外交官也

开始进入到中国的外交体系当中，标志着中国外交的全新发展阶段。 

  自本世纪初直至今天的第三阶段中，中国外交又有了新的发展特征。入世作为第一个重

要的历史节点，标志着中国正式在世界体系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开始通过多种途径了解、学

习和参与建设世纪体系和体制。北京奥运会开启的第二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则充分反映了中国

作为快速崛起的新兴大国，有了参与甚至主导世纪体系的实力和意愿。十八大之后，新一代



领导人更是显示出与大国地位与实力相匹配的领袖精神与担当。这种变化得益于三十年来中

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这是新中国第二个历史阶段韬光养晦的重要成果，也是未来中国参与国

际体系的根基所在。 

  王老师指出，中国是现有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并不是破坏者，但是当正在崛起

的中国与现有体系产生越来越多的摩擦时，中国也有足够的底气来提出自己的方案，这是极

其复杂的全新的博弈过程。目前中国在多个领域有所发展，与现有体系的摩擦也逐渐增多，

中国近期在海洋、极地等领域的争端中的被动实际上是一种迹象，也是这一代中国领导人必

然会面对的问题。中国正在经历这样一个必然的过程，而中国在这一阶段的表现，将会在全

世界范围内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对中国的外交提出了非常严峻的挑战。虽然目前在中国的战

略选择、外交能力的建设、外交决策与内政的关系等方面存在着许多疑问和争议，中国外交

还需要有极强的忧患意识和反思精神来自我进行自我完善，但是在新一代领导人的带领下，

中国外交必然会在新时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之后的交流环节中，在座的各位院友从自身学术研究或工作经历出发，阐述了自身对

于新阶段中国外交变化的一些体会，对于部分院友提出的问题，王老师细致地一一进行解答。

来自中央外办外事管理局的王新华院友谈到了自己亲身参与外交工作的一些体会，以“位卑

未敢忘忧国”来勉励自己及在座诸位，希望更多人能够为我国的外交事业做出贡献。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党委书记李寒梅、团委书记高静、院友会办公室金瑞参加了此次

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