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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新政”走势及其影响｜ 4
特朗普“新政”两个多月来引起美国国内外极大的震惊和强烈反应，
在美国和世界造成很大的争议和混乱。不少人认为：特朗普不是在推
行“新政”，而是“乱政”，使美国和世界出现混乱和动荡，充满不
确定性。随着其新政不断展开，特朗普政府在国内外受到的牵制也将
增强，内政所受牵制尤为明显，内政制约难以成事的情况下，特朗普
就只能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外交方面，以求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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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

新形势下党的对外工
作“政治引领”的特
色与优势｜12
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工作，就是通
过交往、交流、交心，向世界提供中
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引导各国政党、
政要和政治组织等理解、尊重、认同
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理念和方针政策。
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党交往的“政
治引领”特色愈发突出，作用愈发明
显。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乱象
纷呈的世界，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交往
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新型国际
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对
外战略思想指导下，充分发挥党际交
往更大优势，立足“中国价值观”，
引领国外舆情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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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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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法国总统大选展望：谁将入主爱丽舍宫？｜ 35▼
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即将拉开帷幕。从左右翼内部初选均爆冷、到最具实力的中右翼候选人菲永陷
入“空饷门”，选情可谓一波三折。虽然菲永的政纲清晰、并仍有右翼选民的坚定支持，马克龙左右
通吃，按当前选情看已成最大赢家，但勒庞25%的稳定支持率仍不容小觑。加之各国选举政治中民调
失灵的诸多前例令选情仍然扑朔迷离。

民间外交的内涵与特征：
以新中国的基本经验为考
察｜ 16▼

在继承民国时期“国民外交”内核的基础
上，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的外交实践中长
期使用“人民外交”的提法。随着与新中国
正式建立官方外交关系的国家越来越多，政
府间外交成为发展和推动国家关系的主要形
式，“民间外交”开始得到越来越普遍和广
泛的使用，而“人民外交”及其意识形态色
彩则在配合国家总体外交的理论探索和政策
调整过程中逐渐淡化。本文基于新中国的外
交实践，对“国民外交”“人民外交”“民
间外交”“公共外交”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进
行了梳理，厘清了“民间外交”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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