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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十字外交，1949-2009》

内容概要

《中国红十字外交(1949-2009)》以中国红十字会融入国际社会为线索，在对1949年至2009年共60年间
的中国红十字外交历程做全景式描述的基础上，分别对朝鲜战争、中印战争、越南战争和中越战争时
期中国红十字外交的过程、内容以及所发挥的作用进行分析，认为中国红十字外交在战争时期可以发
挥“化干戈为玉帛”的功效，并以发展中日、中美关系和加深中苏关系为例，揭示红十字外交在和平
状态下促进与加深邦交的“润滑剂”作用。随后，对中国红十字会对外援助（主要是经济援助）进行
考察，表明红十字援外外交是政府外交的反映，这在彰显红十字会博爱胸怀的同时，也促进和加深了
中国同其他各国之间的友谊。中国红十字外交在维护和促进祖国领土主权完整统一中，积极贯彻“一
个中国”原则，发挥了特殊作用，是和平统一的有力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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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华，男，安徽宿松人，1973年出生，曾在中学任教7年。2003年获苏州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2011
年获苏州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在苏州市职业大学工作。先后在《民国档案》、《河北大学学报》
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参与3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研究，参与江苏省教育厅人文
社科重点研究培育基地招标项目1项，主笔完成苏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年度重点调研课题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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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法席位 三、“新中国外交的一个窗口” 四、宣扬中国和平外交的一个渠道 第二节迈向国际舞台 
一、迈向国际舞台的必然性 二、支持各国反对霸权主义 三、“广交朋友” 四、国际红十字运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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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亡将士的尸骨 三、“团结与友谊的使者” 第三节越南战争与中国红十字外交 一、越南战争与中国
红十字外交的转向 二、红十字外交的主要方式与内容 三、“国家利益的现实选择” 第四节对越自卫
反击战争与中国红十字外交 一、遣返战俘以推动中越关系的发展 二、协助政府安置印支难民 三、促
进和平稳定的重要因素 第三章和平状态下的红十字外交：国家间关系的“润滑剂” 第一节夯实中日
友好关系的基础 一、协助日侨归国 二、李德全会长首次访日 三、协助获得宽赦的日本战犯回国 第二
节中美关系正常化与中国红十字外交 一、助推中美大使级会谈顺利进行 二、中关关系走向正常化的
“试剂” 三、桥梁与动力：红十字外交在推动中关关系发展中的意义及影响 第三节中苏友好关系的
深化与中国红十字外交 一、国际社会中的“亲兄弟” 二、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 三、深化中苏友谊的
纽带 第四章红十字援外外交：友谊与博爱的见证 第一节援外是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援外能反映
其外交 二、对外援助的多角度透视 第二节和平与友谊的的见证 一、拓展、加深与非洲的友谊——以
援助非洲为例 二、展示大国形象——以援助印度洋大海啸为例 第五章祖国统一中的红十字外交：和
平统一的有力推手 第一节维护“统一”原则的斗争 一、“初战告捷” 二、“一个中国”原则得到认
可 三、挫败台湾红十字组织欲合法化的图谋 四、维护统一原则的其他方面 第二节在香港澳门顺利回
归中的特殊作用 一、力促香港红十字会顺利回归 二、接纳澳门红十字会 余论国际统一战线的有效形
式 一、中国红十字外交是国际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 二、统战的意向：以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届理事会
的构成为例 三、统战的实效：以50年代末60年代初促进旅日朝侨问题的合理解决为例 附录1中国红十
字会对外援（捐）助统计表 附录2中国红十字外交大事记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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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参与国际减灾工作，不仅是全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更符合中国的利益。根据联合国的减
灾决议，中国成立了中国国际减灾委员会，并制订了相应的计划。1990年2月，中国红十字会第五次全
国会员代表大会提出要“深化参与国际红十字运动的程度，充分发挥我会作为协会副主席的积极作用
，以推动国际红十字运动健康发展。要利用各种机会与途径拓展中国红十字会在国际红十字运动中的
活动范围，不断扩大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作为中国国际减灾委员会成员，中国红十字会根据国务
委员李铁映关于“红会既然是社会团体，可以大胆仿效国际通行做法”的指示精神，与国际联合会紧
密合作，筹建中国备灾救灾中心。 根据中国红十字会多年救灾工作的实践和中国灾害频发的实际，以
及中国红十字会在第五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提出的“积极争取国际支援，逐步建立备灾救灾体制”
的要求，1990年6月，中国红十字会同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协会在北京举办了中国红十字救灾工作
研讨班，迈开了与国际红十字组织在备灾救灾领域合作的步伐。1991年5月，中国红十字会参照《红十
字与红新月灾害救济原则与条例》，结合中国实际，制定了《中国红十字会参与自然灾害救济工作的
若干规定》（1992年12月制定出“实施细则”），积极建构法律框架，理顺体制机制，与国际接轨，
参与救灾减灾工作。1991年11月，在布达佩斯举行的第八届国际联合会大会及其后的代表会议上，中
国红十字会代表团根据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实际情况和中国红十字会的实践经验，就90年代发展战略的
执行，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受到与会者的好评。接着，根据1992年5月第29次红十字国际联合会执行理
事会通过的《九十年代战略工作计划》，中国红十字会于1993年初制定了《九十年代工作纲要》，把
救灾备灾中心的建设作为90年代的重点工作来抓。为提高救灾工作的应急能力和效能，中国红十字会
提出按地理分布，建立6个区域性备灾救灾中心的计划，并吁请国际联合会的帮助与支持。随即，国
际联合会向有关国家红十字会吁请，支持中国红十字会建立备灾救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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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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