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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非深情传佳话  团结合作开新花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

记郭金龙访问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南

非纪行

彭永嘉

万寿论坛

37 民主之“鞋”：质量好坏关键看合不合脚
——多国政要、智库学者谈“危机背景下民

主制度的困境和出路”

赵雨泽

一带一路

40 “一带一路”为世界提供四大公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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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中国高铁落地印度尼西亚：机遇、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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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主义研究专栏

48 埃塞俄比亚“民主发展型国家”的理
论与实践

何晨青

对特朗普政府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立场的评估｜ 9  ▼

“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2年访美时首次正式提出的
概念，是指导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纲领性倡议，但奥巴马政府对此采取了
回避的态度。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获胜后，中方对美国新政府不断表达出
践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真诚期待。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2017年3月
的访华行程中，两次主动提及代表这一倡议核心内涵的“十四字方针”，
但是在刚刚结束的中美首脑峰会中，特朗普完全没有触及这一倡议。美国
新政府究竟如何看待与中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问题，这将成为考察
其未来对华政策的风向标。

理论与思考

18 推进中国特色民间外交理论的构建
张志洲

焦点透视

22 2017年伊朗总统大选前瞻与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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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特朗普的“政治正确”：美国利益
就是一切

徐海娜

本期主题

“习特会”前后的
中、美、俄三边
互动｜12
中、美、俄三边互动是国际政治的
重大结构性存在，将会长期持续。
但是中、美、俄三边关系缺乏专属
工作框架的规范与制约，同时兼具
地缘政治博弈的影响，因此具有较
大的不确定性。中、美、俄三边关
系能够通过及时沟通得到一定调整
和改善，但是中、美、俄之间存在
战略利益的差异和分歧，若不经过
长期艰苦努力，难以协调和共存。
中、美、俄通过当下的危机处理转
而共同推进区域和国际体制构建，
这将会是三大国不可推卸的责任和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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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当前拉美政治格局的“左退右进”
——从南共市和美洲国家组织对委内瑞

拉的政策变化谈起

杨建民

求索与借鉴

56 推进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小康
——中国的反贫困及其展望

陈江生 宫奕璐

60 日本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社会的基本
经验及其启示

王福全  庞昌伟

政党世界

64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的基本经验
主父笑飞 

68 意大利五星运动党缘何异军突起？
沈  阳

环球视野

72 日本在华企业撤资潮真的会来吗？
刘洪钟  郭胤含

每月大事

76 2017年4月国际形势大事述评
本刊编辑部

政党动态

79 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简讯
80 外国政党动态

2017 年伊朗总统大选前瞻
与看点｜ 22 ▼

作为影响中东地区形势的大事件，伊朗总统大
选即将拉开帷幕。在伊朗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
的背景下，鲁哈尼谋求连任或并不轻松。最高
领袖哈梅内伊将如何对选举进行引导和干预，
保守派将祭出何种手段来“搅局”，都使得此
次大选充满了变数。

推进中国特色民间外交理论的构建｜ 18 ▼

中国当前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关键时期，需要一个友好、稳定的国际环境。同时，崛
起中的中国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需要民间外交的更多参与。中国特色民间外交的理论，是一个
有待深入构建的开放的体系，也是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中国特色民间外交既有时代的使命，
也有制度的需求与制度优势，既有人民史观的哲学基础，也有历史与实践的经验支持、中国传统文
化思维的深度嵌入以及行为体与外交对象的频繁互动关系的推动，因此，中国特色民间外交理论作
为一种“中国话语”的构建，必将结出累累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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