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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的发展及战略

n 什么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n 当前我国的外交战略

n 中国外交走过的艰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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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全方位

多层次

立体化

什么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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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任务：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恢复国家的

                独立和主权

外交方针: “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 

到195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有25个，经过这一时期的

外交工作，新中国在国际上站稳了脚跟，为中国外交的进一

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

1949年，在西柏坡，毛泽东接见苏联代表团

1950年，周恩来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中国外交走过的艰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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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末

毛泽东主席提出“两个中间地带” 战略思

想，我国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出现了第二次

建交高潮。

到1969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达50个，

中国已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

中国外交走过的艰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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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走过的艰难历程 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

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

      此后，我国同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建立外交

关系，出现第三次建交高潮。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 1972年，尼克松访华

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1979年，邓小平应邀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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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邓小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我国发展了同美国、

日本、西欧的正常关系，改善了对苏关系，全面发展

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我国国际战略地位大为加

强。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

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贯彻“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实行对外开放，增进国际间经贸、科技合作>
1984年12月，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中国外交走过的艰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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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党的
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逐渐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

中国积极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构建新型
国际关系，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
成就。

中国外交走过的艰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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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民间外交、城市外交、公共外交”

“要大力开展国际友好城市工作，促进中外地方

   政府交流”

 

“要做到地方外事工作服从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

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产业优势、

体制机制优势，形成政治与经济、政府与民间、中央

与地方的立体交叉外交，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地方外事工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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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在国家总体布局和对外开放格局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城市外交作为一种新型外交形

式，彰显出地方对外交往的灵活性，发挥着协同总体外交，促进地方改革发展的重要功能 。

A

一 方 面 ， 城市积极承办国家重大外事活动，
巧用自身特色为大国外交增添一抹亮色，收到了
“四两拨千斤”的奇效，也大大提升了城市的知名
度，提升了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B

另一方面，城市和地方弘扬创造精神，积极探
索对外交往的新机制，丰富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
实践内涵。

地方外事工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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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来 中 国 重 大 主

场外交的举办地逐渐走

出北京，不再局限于沿

海一线城市，城市外交

进入“多点开花”的新

阶段。

G20杭州峰会 金砖国家厦门峰会

上合组织青岛峰会 中日韩领导人成都峰会

地方外事工作的典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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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至31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安徽

屯溪主持召开第三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巴基斯坦、

伊朗、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

克斯坦六国外长或代表出席。

地方外事工作的典型经验
          小城舞台，仍显大国外交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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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小城市被委以重任服务中国外交，这几年已不罕见。

屯溪之前，浙江安吉、福建南平、海南保亭、广西桂林等等，都曾见证王毅外长和重要外宾的会晤。

2021年11月25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浙江安吉
同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马尔代夫外长沙希德举
行会谈

2021年4月1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福建南平同马来
西亚外长希沙慕丁举行会谈

地方外事工作的典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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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引进来、走出去”的重要桥梁，

对外开放发展的前沿阵地，外事部门要配

合打造外事、外资、外经、外贸、外宣五

外联动的“大外事”工作格局，充分发挥

外事对外交往渠道优势，努力服务大外事、

努力服务经济发展、努力服务中心工作。

二、服务聊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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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聊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对接重点区域，服务承接外企

n 深耕日韩
n 突破欧美

n 开辟中东欧

n 加强港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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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中韩文化交流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再加上《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

为我市深化与日韩经贸、文化、教育等各领

域交流带来了新的机遇。

深耕日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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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大国
为代表的欧美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
创新、人才领域依然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加强与发达国家合作交流，是我市进一
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抓手。

突破欧美

强强联合 互利共赢

“虽有分歧，但唯有合作方为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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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市外办与德国鲁道夫沙尔平

战略咨询公司达成合作意向。

下一步将在项目投资信息、企业合作

交流、友城建设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

突破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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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班列通达24个国家，190多个城市，形成一张贯通

亚欧的物流网，是我市“走出去”“引进来”的重要

载体。

开辟中东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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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与匈牙利帕克斯市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茗尚商

贸有限公司分别与匈牙利威克集团和大教堂酒庄签署了在

布达佩斯共建海外仓和采购合作协议，为我市加深与中东

欧国家的进一步合作提供了切入点。

开辟中东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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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聊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丰富友城渠道，服务开放高地

n 友好城市的定义

n 缔结友好城市的基本原则

n 缔结友好城市/友好合作关系城市程序

n 友好城市的重要作用

n 我市友好城市工作现状和下一步工作计划

21



什么是友好城市？
l友好城市，国外称为“姐妹城市”，是指本国城市与外国城市之间经所在国双

方中央政府授权的专门管理机构或国家议会批准建立的双边友好合作关系。

l友好合作关系城市（友好交流城市）是城市间结好的另一种形式，由地方政府
自行审批。

l相比友好城市，结为友好合作关系城市流程相对简便，但交往内容、形式和意
义是一致的。按照现行规定，我国城市只能与外国城市建立“一对一”的友城
关系，两个城市原则上不能与同一外国城市结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城市则不
受此限制。

友好城市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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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所在国必须与中国已建立国家外交关系

双方城市的行政级别应对等

双方交往应遵循友好、合作、平等、互利、不
干涉对方城市内部事务的原则和态度积极、步
履稳妥、友好当先、注重实效的方针

缔结友好城市基本原则

23



01

02
03

04 05

通过中国驻外使领馆、外国

姐妹城市组织等介绍，或直

接与外方城市建立联系

对结好对象进行认真调查研

究，需征求全国友协及我驻

外使领馆的意见

双方城市领导人互访，签

署友好交流合作意向书

在双方城市开展一段

时间的交流合作后，

协商决定建立关系

双方城市各自履行本国

的报批手续

06

正式签署缔结友好城市协议书

缔结友好城市/友好合作关系城市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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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国际友城工作是国家外交的重要推动力量，
是民间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u 是实施“走出去”“请进来”发展战略稳定
而可靠的有效载体，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u 各国城市间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可以促进了解
和友谊，相互借鉴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经验，
开展在经贸、科技、文化等方面实质性的交
流与合作，推动城市经济社会的繁荣与发展

友好城市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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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友城工作现状和下一步工作计划

我市友好城市/友好合作关系城市

友好城市

韩国宜宁郡

澳大利亚布莱克城

德国奥芬巴赫市

友好合作关系城市

韩国光明市

英国苏格兰南艾尔郡

汤加瓦瓦乌群岛

匈牙利帕克斯市

俄罗斯切尔内市

基里巴斯比休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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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市与各友城广泛开

展各种形式的文化、教育、青少年、

公务员交流活动。

其中，在澳大利亚布莱克城市

中心设计建造的中国式园林——

“昌莱园”，成为中国文化输出典

范。

我市友城工作现状和下一步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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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访不停联，交流不断线”

今年乃至今后三年，我办将着力

开展“友城提升行动”，在现有友城

基础上强化一批、激活一批、开辟一

批。

我市友城工作现状和下一步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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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聊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三）主动精准施策，服务商贸循环

n 打造国际客厅，着力引进国际商协会及国际组织

n 立足外事职能，主动服务我市涉外企业“走出去”

n 提升业务水平，有力服务我市重要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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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聊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四）改进国际传播，服务形象宣传

n  建强外宣渠道平台

n  打造特色外宣品牌

n  促进教育国际交流

n  推进国际青年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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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强外宣渠道平台

与新华社等主流媒体建立战略合作关
系，充分发挥媒体的专业作用，更好
地“向世界展示聊城”

打造特色外宣品牌

持续组织好“外眼看聊城”“眼见为食”

“在聊外国友人进企业”等系列活动，利

用好牧琳爱、哈利生等红色外事资源，以

外方视角讲好聊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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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教育国际交流

u以友城、友好合作关系城市为桥梁，与有关国家

建立教育合作伙伴关系

u支持推动我市高校、职业学校、中小学与境外院

校合作办学或开展交流活动 6月5日，中国聊城—日本下关市视频交流会
暨聊城职业技术学院—日本东亚大学

教育合作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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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国际青年交流

u策划举办友城间青少年交流活动。设置不同研讨

交流主题，比如青少年论坛、共同学习和体验中

国传统文化、参观名胜古迹、文艺展演等，推动

中外青少年加强了解、增进友谊。

u依托黄河文化、大运河文化、红色文化，打造研

学基地，针对青年特点深入挖掘文化教育资源、

    策划开发现场体验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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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聊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我市外事工作目前还存在一些
亟待解决的短板和问题

n 干部队伍建设仍需强化

n 服务大局意识仍需提高

n 对外交往平台仍需加强

n 专业素养水平仍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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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队伍建设仍需强化
现有外事干部队伍力量薄弱，远不能
满足外事工作国际化、专业化、高标
准的需求

A CB D

服务大局意识仍需提高
服务中心工作主动性不强，工作资源
和抓手还需进一步拓宽，工作思路、
目标任务还需进一步清晰

     对外交往平台仍需加强
国际交往平台不够完善，承办国家级、
省级对外交往活动较少，在依托大活动
打造开放平台等方面还有较大欠缺

            外事工作目前存在的短板和问题

     专业素养水平仍需提升
外事干部队伍政策理论水平不够高，业
务能力不够精，对世情国情市情的综合
研究分析能力还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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