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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23—24日，中国国际关系学会2006 

年年会在北京召开。学会会长唐家璇国务委员在开 

幕式上就当前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做了报告，常务 

副会长吴建民大使主持了开幕式，并向会议报告了 

2006年的工作和2007年的打算，与会的副会长、常务 

理事、理事和学会会员参加了分组讨论。讨论结束 

后，王缉思副会长主持了闭幕式，吴建民常务副会 

长做了总结发言。朱立群秘书长就学会常务理事 、 

理事、特邀理事和副秘书长人选变更情况 以及学会 

2006年度财务收支情况向大会进行 了通报。与会代 

表高度评价唐国委的报告，普遍认为唐国委的报告 

对于开拓学者们的思路、推动学术界进行战略性、 

前瞻性和有针对性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两天 

的会议气氛热烈 、讨论内容丰富 、不时有交锋 出现。 

与会代表一致认 为，本次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富有 

成果。 

1．关于当前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 

在一天半的讨论中，与会代表结合唐国委的报 

告 ，就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与中国外交面临的问题 

发表了各 自的看法 。针对最近的国际热点问题 ，如 

朝鲜核问
．题、伊朗核问题等，与会代表从各个角度 

进行了讨论 。一些学者还就核危机问题 ，分析了国 

际核不扩散机制的产生 、历史作用以及当今所面临 

的挑战。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中国外交进入了黄金 

时期，成就和挑战并存，但也存在着隐忧。关于如何 

看待 “中国的责任论 ”问题 ，讨论 中出现了两种看 

法。第一种认为，“中国责任论”是 “中国威胁论” 

的进一步发’展 ，是对中国持有敌意 的一些人 的看 

法，旨在遏制和制约中国的发展。第二种认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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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责任论”的确是关于中国看法的新发展，但要仔 

细分析它与 “中国威胁论”的区别。“中国责任论” 

是承认中国是 国际社会 中重要成员的基础上 出现 

的，这是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和地位的一种 

积极认可。出于权力与义务的平衡，对中国提出一 

定的责任要求，不应该看成是对中国的敌意，也不 

应该看成是完全出于遏制 中国的 目的。当然，也要 

防止 “中国责任论”演化为 “中国威胁论”。最好的 

化解和引导方法还是进行战略对话和协商，以协调 

利益，化解矛盾，使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责任和权力 

达到平衡。 

与会学者还对公共外交问题尤为关注。他们认 

为，中国外交已经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大互动时期， 

政府外交、二轨外交 、民间外交 ，各个层面的外交相 

互作用 ，但是公共外交不论在国际还是国内两个战 

线上都还做得远远不够，需要进一步探索公共外交 

的方式、途径 ，应加强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外交工 

作，最为重要的是解决观念的问题。与会代表认为， 

对外交政策的宣讲不仅是外交部的事情，需要各个 

部门的投入，需要加强国内各部 门的协调 。要引导 

国民形成健康的国际意识，理性客观地看待国际事 

务的发展和变化 。 

2．关于学会2006年的工作 

与会代表对于吴建 民常务副会长就学会2006年 

工作所作的总结给予了充分肯定。吴建民常务副会 

长在发言中从四个方面总结了学会的工作。 

第一、在引导社会舆论和公众教育方面，学会继 

续与国家图书馆合作，举办了 “‘文津讲坛’国际知 

识与中国外交系列讲座”；召开了“‘中国梦’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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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世界”研讨会，在各界倡导建立健康积极的世界 

观和人生观 ；学会主要领导还积极接受媒体采访 ， 

就 当前一些重大国际问题和中国外交的新发展有 

针对性地发表看法 ，多方面多纬度地阐述我 国和 

平 、发展 、合作 的外交政策方针 ，产生 了积极 的效 

果 。 

第二、根据唐 国委关于要积极进行 国际学术交 

流与合作的指示 ，学会于2006年开展了广泛的国际 

交流活动。9月份学会和外交学院举办了 “中国东盟 

高层学术研讨会”，邀请 了10+3国家20多名专家学 

者和部分政府官员参会 ，讨论 了中国与东盟近十年 

来关系发展所取得的成就 以及今后面临的挑战。11 

月 13日至 14日，学会还与亚欧基金会联合举办了 

“对欧洲一体化和东亚合作的再思考”研讨会 。来 

自亚欧39个国家的5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围 

绕着欧洲一体化和东亚地区合作的新发展、如何跨 

越历史障碍实现国家间的和解 、如何通过不同领域 

的功能合作促进一体化发展等广泛议题进行了研 

讨 ，会议取得 了圆满成功。学会与亚欧基金会 的合 

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2006年 ，学会主要领导参加 

了与国外一些重要思想库的交流活动 ，如吴建民常 

务副会长出席了中美 日三边 “二轨道”战略对话 。 

学会其他副会长出席参加了在东京召开的美、欧、 

亚三边委员会全体会议和三边委员会亚太组会议 ， 

以及 中欧关系、中美欧新型三角关系的重要国际研 

讨会。通过以上国际交流活动 ，不仅加强了与美欧 

日重要外交思想库的联 系，让世界更清楚地了解了 

中国的政策主张，而且进一步扩大 了学会 的知名度 

和影响。 

第三、建立了课题制度以促进对策研究，努力为 

外交全局服务。学会紧紧围绕唐国委关于 “多研究 、 

多建言”的指示 ，2006年开始建立了课题制度 ，就中 

国外交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设立 了11个课题 ，由各 

个理事单位 自愿认 领完成 。到年底共完成课题10 

项，其中三项被专家组评为优秀研究成果。在年会 

开幕式上，唐家璇会长向获奖的三位作者颁发了获 

奖证书。为了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学会还就 

某些重要 问题专 门举办了副会长会议和小型研讨 

会。如5月27日至28日，学会在上海召开了副会长会 

议 ，主题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主义问题及中国 

对策”。2006年学会理事会于7月8-9日在中国传媒 

大学召开。会议的核心议题是 “中国外交与和谐世 

界”。在两天的会议中，理事们就 “十六大以来的国 

际形势 ”、．“中国外交 的成就与挑战”、“和谐世界 

建设”、“中日关系与东亚共同体建设”等议题进行 

了深入 的讨论 ，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这 

些活动的举办 ，不仅有效地服务于中国外交战略和 

外交政策，还加强了学会各会员单位的团结协作 ， 

凝聚力量。 

第四、加强学科建设 ，注意培养人才，推动青年 

学者和学生投身国际关系研究。为了培养人才 ，促 

进学科发展，今年国际关系学会有意识地加强 了青 

年学生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2006年5月中旬，学会 

在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外交学院的配合 

下 ，举办了首届 “博士生论坛”，就国际关系理论前 

沿发展和热点问题展开了研讨。来 自外交学院 、北 

京大学 、人民大学、复旦大学 、南京大学等十所重点 

高校的国际关系学 (国际政治学 、外交学 )专业博 

士生80余人参加了会议，11名博士生介绍了各自研 

究领域理论的最新进展情况 ，国内一些知名学者对 

他们 的发言进行了点评。这一形式深受学生 的喜 

爱 ，在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此次论坛的优秀论文 

已集结成册，由世界知识出版社于2007年1月出版。 

3．关于学会2007年的工作 

唐国委在报告的最后，充分肯定了学会2006年 

的工作，并对2007年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他提出 

了四点希望 ：1．希望学会的研究工作密切联系中国 

实际，国际关系研究学者要掌握中国的基本国情 ；2． 

加强带有战略性 、前瞻性问题的研究 ；3．继续大力开 

展国际交流 ，扩大对外交流的范围；4．加强公众教 

育 ，帮助 国内外公众客观了解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发 

展战略。 

吴建民常务副会长在总结发言中表示，学会在 

新 的一年里 ，要认真领会和坚决贯彻唐国委 的指 

示 ，把握 国际形势变化的趋势 ，统筹国内和 国外两 

个大局；加强战略研究和具有前瞻性的对策研究； 

重视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进一步完善课题制度， 

推行短期 、中期 、长期 、自选四类课题研究项 目，积 

极开拓进取 ，团结协作 ，争取为 中国外交和国际关 

系研究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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