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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教学大纲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春季） 

 

课号类别：02430140 学    分：3 

上课时间：周二（15:10-18:00pm） 上课地点：二教 207 

任课教师：汪卫华 副教授 电子邮件：wangweihuapku@pku.edu.cn 

助    教：许俊伟 电子邮件：1801110864@pku.edu.cn 

公共邮箱：frchinapku@126.com  

 

课程概览 

本课程依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梳理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对

外关系发展的基本线索；分析讨论重大外交事件前因后果；介绍各个时期中国对

外政策决策的背景、依据及目的；阐述中国政府对重大的国际问题的立场；了解

主要国家领导人的外交战略思想。在提纲挈领地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

主要历史进程的基础上，使学生对 1949 年至今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历史发展

脉络、各个时期中国政府处理对外关系的理念、立场、政策和行为有比较清晰的

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判断。 

 

教学方式 

本课以教师讲授和随堂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师根据授课计划介绍相关

专题所涉及的主要内容。要求所有同学必须于课前完成指定材料研读，教师将在

课上通过提问方式随机抽查，同学课堂表现计入平时成绩。 

同时，所有选课的同学 3人为一组，根据教师提供的当代中国外交事件选单

制作信息图（Infographics），以用清晰可见的方式直观地呈现出教学内容和同学

自己的学习心得。所有信息图请一律存为 PNG格式（以宽度不超过 900像素为

宜），在 2019年 5月 10日晚 21:00前发送至课程公共邮箱（作为单独附件发送，

邮件主题一律写为“4 位作者姓名+所呈现的事件”，如不想用电脑软件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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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欢迎手绘信息图，只需扫描为 PNG电子版即可）。所有信息图将在教师本人

微信公众号（wangweihuapku）陆续推送给大家点评。 

 

成绩评定 

本课最终成绩由三部分综合评定： 

1. 平时成绩 20%（出勤状况及课堂表现）； 

2. 期中作业 30%（要求就当代中国外交有关事件做一份信息图，能够让观

者一目了然了解事件全貌，此部分作业要求以 4位同学分组合作完成，这 4位同

学的此部分成绩相同）； 

3. 期末考试 50%（闭卷考试，6月 16日周二下午）。 

 

指定教材 

· 牛军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推荐补充阅读教材 

· 张清敏、李秀铎：《改革开放 40年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 

· 张历历：《当代中国外交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 2版。 

· 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第 3版。 

· John W. Garver, China's Quest: The History of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教学内容 

周 日  期 授课内容 指定阅读 

1 2月 18日 第 1讲：中国外交的基本动力 导论 

2 2月 25日 第 2讲：新中国对外关系的缘起和发展 牛第一章 

3 3月 03日 第 3讲：新中国对外关系的缘起和发展（续） 牛第一章 

4 3月 10日 第 4讲：发展与波动的十年（1956-1965） 牛第二章 

5 3月 17日 第 5讲：发展与波动的十年（续） 牛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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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月 24日 第 6讲：“反帝必反修”（1965-1972） 牛、谢第三章 

7 3月 31日 第 7讲：“反帝必反修”（续） 牛、谢第三章 

8 4月 07日 第 8讲：三个世界与反霸（1972-1979） 谢第四章 

9 4月 14日 第 9讲：三个世界与反霸（续） 谢第四章 

10 4月 21日 第 10讲：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1979-1989） 牛第四章 

11 4月 28日 第 11讲：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续） 牛第四章 

12 5月 05日 假期无课程安排 无 

13 5月 12日 第 12讲：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1989-2001） 牛第五章 

14 5月 19日 第 13讲：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2002-2012） 谢第八章 

15 5月 26日 第 14讲：和平发展合作共赢（2012-2020） 张第七章 

16 6月 02日 第 15讲：新时代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无 

18 6月 16日 期末考试（下午） 无 

 

第 1讲：中国外交的基本动力 

1.1 对外关系与外交 

1.2 四对基本关系：大势与国力；传统与现实；理念与实践；外交与内政 

1.3 学习的基本线索 

思考题：如何概括和理解中国外交的基本动力？如何分期？ 

 

第 2讲：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崛起和发展 

2.1 新中国对外政策的缘起 

2.2 “一边倒”及与苏联结盟 

2.3 中美对抗的形成 

2.4 抗美援朝 

思考题：新中国外交“三大决策”的历史条件为何？如何认识抗美援朝决策？ 

 

第 3讲：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崛起和发展（续） 

3.1 援越抗法与参加日内瓦会议 

3.2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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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参加亚非万隆会议 

思考题：新中国建立之初如何打开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局面？ 

 

第 4讲：发展与波动的十年（1956-1965） 

4.1 新外交方针的酝酿与形成 

4.2 中苏同盟关系的发展与衰落 

4.3 探索解决陆地边界遗留问题 

思考题：如何评价“中苏论战”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第 5讲：发展与波动的十年（续） 

5.1 中美大使级会谈 

5.2 建立和发展与亚非拉新独立民族国家的关系 

5.3 支持印度支那三国反对美国的干涉与侵略 

思考题：如何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与亚非拉国家关系的发展？ 

 

第 6讲：反帝必反修（1966-1972） 

6.1 极“左”外交思潮及其影响 

6.2 中苏公开分裂和敌视 

6.3 中国安全战略的转变 

思考题：国内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如何影响中国对外关系？ 

 

第 7讲：反帝必反修（续） 

7.1 支持越老柬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 

7.2 对民族主义国家反侵略斗争的支持和加强援助 

7.3 打开中美关系僵局 

7.4 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 

思考题：如何看待中苏交恶及越南战争对中美关系变化的影响？ 

 

第 8讲：三个世界与反霸（1972-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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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新国际战略的确立 

8.2 美苏中大三角关系与中美建交 

8.3 中日邦交正常化 

8.4 第三次建交高潮 

思考题：如何看待 1972年后中国对外关系的调整？ 

 

第 9讲：三个世界与反霸（续） 

9.1 反对苏联支持下的越南地区霸权主义 

9.2 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干涉与扩张 

9.3 支持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 

思考题：对越自卫反击战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影响为何？ 

 

第 10讲：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1979-1989） 

10.1 新时期对外政策的提出与形成 

10.2 八十年代中美关系的发展 

10.3 中苏关系正常化 

10.4 中日关系基本良好的十年 

思考题：如何看待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条件及意义？ 

 

第 11讲：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续） 

11.1 用“一国两制”谈判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11.2 中国与周边邻国及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11.3 中欧关系的发展 

11.4 中国多边外交的发展 

思考题：如何看待“一国两制”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影响？ 

 

第 12讲：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1989-2001） 

12.1 确立后冷战时期的外交方针 

12.2 稳定和发展大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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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睦邻政策与改善周边关系 

12.4 巩固和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关系 

12.5 全面参与国际组织与发展多边外交 

思考题：如何认识邓小平提出的 28字方针对冷战后中国外交的影响？ 

 

第 13讲：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2002-2012） 

13.1 重要战略机遇期和中国和平发展道路 

13.2 统筹规划大国关系 

13.3 构筑周边地缘战略依托 

13.4 深化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 

13.5 积极拓展多边外交 

思考题：如何认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与外交总体布局的形成？ 

 

第 14讲：和平发展合作共赢（2012-2020） 

14.1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 

14.2 大国关系定位 

14.3 经略周边 

14.4 主场外交 

14.5 中非、中拉全面合作伙伴 

思考题：如何看待中美、中俄关系在新世纪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定位？ 

 

第 15讲：新时代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5.1 新时代与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形成 

15.2 新型国际关系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15.3 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5.4 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15.5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思考题：中国国际观变迁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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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除教材外，以下书目供学有余力的同学参考： 

一、文献部分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1999 年陆

续出版。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年版。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0年版。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 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  

8. 《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 

9.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 2、3卷。 

1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 1、2卷。 

11.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12.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1965年版。 

二、外交思想专题著作 

14. 相蓝欣：《传统与对外关系》，三联书店，2007年版。 

15. 裴坚章主编：《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16. 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年版。 

17. 王泰平主编：《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18. 卫灵、孙洁琬：《邓小平外交思想探究》，中央文献出版社、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19. 滕藤：《邓小平理论与世纪之交的中国国际战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0. 李世华、张士清：《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1. 谢益显：《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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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三、外交史著作 

23.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24. 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 

25.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一卷 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版。 

26.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 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年版。 

27.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 1970-197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年版。 

28. 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 50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29. 曲星：《中国外交五十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0. 郑启荣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1978-2008）》，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年

版。 

31. 宫力：《跨越鸿沟：1969-1979年中美关系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2. 楚树龙：《冷战后中美关系走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33. 贾庆国：《未实现的和解：中美关系的隔阂与危机》，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 

34.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5. 杨洁勉：《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分析与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6. 杨洁勉：《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外交政策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

版。 

37. 杨洁勉：《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危机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 

38.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9. 杨奎松主编：《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0. 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41. 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42. 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43. 齐德学：《巨人的较量：抗美援朝高层决策和指导》，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 年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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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

年版。 

45. 王缉思：《大国关系：中美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46. 王缉思：《大国战略：国际战略探究与思考》，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47. 张静：《美国国务院与中美关系缓和研究 1969-197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

版。 

48. 张少书：《朋友还是敌人？1948-1972年的美国、中国和苏联》，顾宁、刘凡、李皓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 

49. 张蕴岭：《合作还是对抗：冷战后的中国、美国和日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版。 

50. 朱成虎：《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趋势》，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1.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 

52. 军事科学院编：《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53. 军事科学院编：《抗美援朝战争史》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54. 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55. 阎学通：《中国与亚太安全》，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 

56. 阎学通：《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 

57. 叶自成、李红杰主编：《中国大外交——折冲樽俎 60年》，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 

58. 叶自成：《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 

59. 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年

版。 

60. 牛军：《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 1949-195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61. 牛军：《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版。 

62. 王逸舟：《创造性介入》（三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015年版。  

63. 杨公素、张植荣：《当代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64. 杨洁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与实践》，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 

65. 杨洁勉：《中国外交理论和战略的建设与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66. 杨洁勉等：《中国外交与和平发展》，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67. 肖佳灵、唐贤兴：《大国外交——理论·决策·挑战》（上、下册），时事出版社，200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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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王帆：《大国外交》，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 

69. 丁学良：《中国的软实力和周边国家》，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 

70. 刘宏煊主编《中国睦邻史——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  

71. 唐希中等：《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 1949-200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72. 郭明：《中越关系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73. 张暄：《当代中日关系四十年》（1949-1989），时事出版社 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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