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讨论 : 社会变迁与中国外交

编者按 :中国外交研究在国内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与教学领域中 ,占据

着相当重要的位置。这一方面是从学术角度观察这个领域的发展前景 ,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它涉及到一种特殊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

随着中国社会的更加多元和开放 ,公众对中国外交知识的需求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明显增长。不可否认其中包含着猎奇成分 ,中国外交毕竟长期蒙着厚

重的面纱。然而从根本上说 ,还是因为中国越来越快地融入世界 ,中国公众不仅迫

切需要了解外部世界 ,而且同样迫切需要了解自己的国家过去曾经和今后应该以

怎样的思想和行为 ,与外部世界相处。他们既需要从中得到自信 ,也需要从中汲取

经验和教训 ,以便应付不断变动的外部世界 ,尽可能合理地处理日益复杂的对外

关系。

世界也迫切需要了解中国外交。基于各种原因 ,外国的同行们一直对中国外

交研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并通过锲而不舍的钻研 ,建筑他们的中国外交研究大

厦。他们的研究不乏深邃的思考和真知灼见 ,也存在着在我们看来是扭曲的见解、

误解。但是应该注意 ,不管我们如何点评 ,在那些国家里 ,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就是

根据他们的描述和阐释来认识中国外交的。如果我们不能追随中国社会的进步和

我国外交事业的发展 ,加强相关领域的研究 ,不能奉献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就不可

能改变这种状况。而长此以往 ,甚至中国人自己看中国外交也可能就像通过“哈哈

镜”看自己的形体。这个“形体”就是未经消化和略加包装的舶来品加上一些中国

“佐料”的混合物。

正是基于以上种种情形 ,为了推动中国外交研究的发展 ,2005 年 12 月 2 日 ,

部分在京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知名学者 ,以“社会变迁与中国外交”为主题召开了一

场专题研讨会。这组专家笔谈和专题论文正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主要收获。①

以中国社会变迁对外交的影响为线索 ,比较深入地讨论中国的内政与外交的

关系 ,这在国内应该是第一次。正如一位与会的学者所言 ,学者们开始注重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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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多数论文作者也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为避免重复 ,他们的即席发言未能辑入笔谈之中。另外 ,个别

与会者的发言其主要内容已在他刊先期刊用 ,本刊因故不再刊出 ,敬请谅解。



国外交与内政的关系 ,就表明有关研究已经开始向纵深发展。这首先是学术研究

的内在逻辑使然 ,任何严肃的学者都不可能长期罔顾或回避研究对象的一些本质

特征。其次是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 ,随着中国的内部变化和巨大的社会变迁 ,内政

对外交的影响越来越大 ,内政与外交之间的互动日益明显。

诚如上述 ,本次主题研讨毕竟是讨论内政与外交互动的第一次尝试。其内容

虽然丰富却不可能面面俱到 ,各种观点相当深入但难免其局限性。抛砖引玉 ,但愿

我们的研讨和探究能够对海内外中国外交的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牛 　军)

中国内政与外交 : 历史思考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章百家

研究外交政策或外交史 ,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研究内政与外交的关系。一国

的外交是其国内政治的延伸 ,这句话多少被视为外交学的一条“公理”。不过 ,长期

以来 ,我们很少专门探讨这方面的问题。中国外交研究是改革开放后才起步的。

在开展学术研究之初 ,人们关注的必然是一些相对具体和比较表层的东西 ,如对外

交往的过程、对外政策的内容等。现在 ,学者们开始注重探讨外交与内政的关系 ,

这表明有关研究正向纵深发展。

推动学者们探讨内政与外交关系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学术研究发展的

需要。当我们的研究深入到对外政策制定的层面 ,特别是在考察一些大政策的形

成时 ,便不能不分析种种国内因素的影响。二是现实的需要。改革开放二十多年

来 ,我们真切地体验到 ,随着中国内部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变迁 ,内政对外交的影

响越来越大 ;反之 ,对外关系的发展对内政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内政与外交之间的

互动是十分明显的。

就刚刚过去的 20 世纪的历史来看 ,中国内政与外交的总体联系之紧密是超乎

一般的。一个基本原因是这一百年中国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急剧转

变。在这一过程中 ,外部环境的变动引发了中国内部的变革 ,而内部变革的需要又

支配着中国外交的发展。内政与外交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 ,在这里我仅准备就内

政对外交的影响简单地谈两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是从宏观上看 ,内政对外交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二是内政和外交相互影响和作用的方式出现了怎样的

变化。

我认为 ,20 世纪的中国面对四大问题 ,或者说面临四重任务。这就是 : (一)

进行社会革命 ,改变传统社会的阶级结构和等级制度 ; (二) 实现现代化 ,自近代以

来在中国人的认知中它包括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 ; (三) 反对帝国主义压迫 ,实现

2

国际政治研究 　2006 年 第 1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