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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交流与政治互信、经贸往来共同构成我国对外战略的三大支
柱。《中外人文交流简报》旨在通过梳理中外人文交流“十大”机制
发展态势，归纳顶层设计以及政府、社会等各主体的互动，探讨中外
人文交流的成效与挑战，增进中国与世界的沟通与理解、信任与合作。
本刊同时关注中外人文交流的最新政策和前沿研究，以期在当前复杂
的国际局势与冷峻的疫情阴云之下，重新发挥人文的温度与力量，践
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文交流理念，加强交流与互鉴，妥处误解与
分歧，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助力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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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一词最早出现在《易经》中贲卦的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
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1 在西方，“人文”是探讨人类情感、
道德与理智的学科和知识的总称，涉及哲学、文学、艺术、历史和语言等方面。2 近代以
来，“人文”一词在中国有了更丰富的内涵，《辞海》解释称，“人文指人类社会的各
种文化现象”。3

在人文交流主体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人是文明交流互鉴最好的载体。深
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4 人文交流的重心
是“人民之间”，是直接的“人对人”、“人与人”，包括大量自发的、分散的、私下
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5 总而言之，人文交流（people-to-people exchange）的本质
是“人之间的交流”，重点在于“人”。在此意义上，人文交流是以人为主体、以人为
主要服务对象的交流活动。

关于人文交流的内容，一般而言，中外人文交流包含三个层面，即人员交流、思想
交流和文化交流，其目的是增进各国人民间的相互认识与了解，从而塑造区域文化认同
和价值认同，以期最终达成区域政治合法性的支持。6 人文交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
盖文化、教育、科技、体育、旅游、媒体、影视等诸多领域。人文交流的实践就是在和
平推动各国文明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与共同繁荣，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
础和社会根基。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1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55 页。
2　 Albert W. Levi: The Humanities Toda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0.
3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408 页。
4　 中国政府网：《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2019 年 5 月 15 日，http://www.

gov.cn/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395471.htm,2022-06-01。
5　 庄礼伟：《中国式“人文交流”能否有效实现“民心相通”？》，《东南亚研究》2017 年第 6 期，

第 67-84 页。
6　 许利平、韦民等：《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 页。

中外人文交流的
内涵、理念与意义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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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风云变幻，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国际格局深刻调整，新冠疫情跌宕反复，不同文明
交流对间的交流对话面临挑战。在这一国际形势背景下，人文交流的现实意义更加凸显。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政治互信、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共同构成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
三大支柱。1 将人文交流提升为对外关系发展的支柱，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
大创新。有学者分析称，“这一理念结合并突破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国际关
系理论范式，依托国家和政府作用，进一步提升了文明、文化、认同因素在当代国际关
系中的作用，既具有现实性，又具有超越性。” 2

加强中外人文交流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十九大报告
指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
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需
要国际社会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与绿色低碳。以相互尊重、
和而不同、兼容并蓄为理念的中外人文交流，有助于增进各国人民的理解与友谊，形成“五
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的当代文明交流盛况，为中外关系友好稳定
发展保驾护航，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夯实民意基石。

2012 年，“人文交流”一词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出现。报告指出，“我们将扎
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维护我国海外合法权益。我们将开展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
的友好往来，加强人大、政协、地方、民间团体的对外交流，夯实国家关系发展社会基础。”3

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64 页。
2　 达巍、周武华：《人文交流 开创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全新空间》，《神州学人》2022 年第 5 期：第 9-14 页。
3　 人民网：《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 年 11 月 18 日，

http://cpc.people.com.cn/n/2012/1118/c64094-19612151-11.html,2022-06-20。

中外人文交流的
国家顶层规划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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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座谈会上将人文交流与公共外交、民间外交相并
列，将人文交流作为开展对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支柱之一，提出“要着力
加强对周边国家的宣传工作、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人文交流，巩固和扩大我国同周边
国家关系长远发展的社会和民意基础。关系亲不亲，关键在民心。要全方位推进人文交流，
深入开展旅游、科教、地方合作等友好交往，广交朋友，广结善缘。”1

2014 年，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谅解备忘录签署一个月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加
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中提出，“以人文交流为纽带，夯实亚洲互联互通的社会
根基”。2 将人文交流视作区域互联互通的五个重要策略之一，认为人文交流对深化“一
带一路”倡议合作、切实推动亚投行发挥实质性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2016 年，在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上，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人文基础。
要坚持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共同推进，注重在人文领域精耕细作，尊重各国人民文化历
史、风俗习惯，加强同沿线国家人民的友好往来，为“一带一路”建设打下广泛社会基础。3

在具体实施中，王毅外长大力推动人文交流精神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彰显，认为人
文交流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三大支柱之一，有助于推进民心相通、增强政治互信、
深化经贸合作。4

2017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中外人文交流，
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
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5 这一论断奠定了十九大以来我国开展国际传播，进一
步推动人文交流向纵深发展的基调，更将人文交流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路之一，
把中外人文交流提升到建设文化强国、国家对外战略的新高度。

2017 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针对中文人文交流机制印发《关于
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是党和国家首次就该议题专门指定的指导
性文件，标志着新时代中外人文交流新方向的确立。《意见》系统总结与肯定了十八大
以来我国中外人文交流的基本原则、工作成就、重大举措、工作机制，全方位、多领域、
各议题地对中外人文交流的未来发展路径提出切实指导。

1　 人民网：《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2013 年 10 月 25 日，http://
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025/c1024-23332318-2.html,2022-06-25。

2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联通引领发展伙伴聚焦合作》，2014 年 11 月 9 日，http://cpc.people.
com.cn/n/2014/1109/c87228-25997414.html,2022-06-15。

3　 共产党员网：《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2016 年 4 月 30 日，
https://news.12371.cn/2016/04/30/ARTI1462013369845330.shtml, 2022-06-16。

4　 外交部：《发展中的中国和中国外交——王毅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演讲》，2016 年
2 月 26 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201602/t20160226_9869801.
shtml，2022-06-16。

5　 人民网：《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 年 10 月 28 日，
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14.html, 2022-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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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外人文交流的意义与成就上，《意见》指出，中外人文交流是党和国家对外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夯实中外关系社会民意基础、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途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文交流工作，中外人文交流
事业蓬勃发展，谱写了新的宏伟篇章，为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推进作出了重要贡献，有
力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1

在中外人文交流的进一步发展上，《意见》强调，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要
坚持以人为本、平等互鉴、开放包容、机制示范、多方参与、以我为主、改革创新等原则。
未来，中外人文交流应在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的示范作用下充分发挥作用；要丰富和拓
展人文交流的内涵和领域，打造人文交流国际知名品牌；要健全全社会广泛参与的体制
机制，充分调动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社会的积极性；要构建语言互通工作机制，推动我
国与世界各国语言互通，开辟多种层次语言文化交流渠道；要加强中外人文交流综合传
播能力建设，丰富人文交流的文学艺术内容和载体；要深化我国与有关国际组织和机构
的交流合作，积极参与人文领域全球治理，积极向国际社会提供人文公共产品。2 此后，
中外人文交流频繁、多次出现在中央重要文件中，作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底色，有力推
动了全球范围内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

1　 中国政府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 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
见 >》，2017 年 12 月 21 日，http://www.gov.cn/xinwen/2017-12/21/content_5249241.htm,2022-06-
02。

2　 中国政府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 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
见 >》，2017 年 12 月 21 日，http://www.gov.cn/xinwen/2017-12/21/content_5249241.htm,2022-06-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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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外人文交流
“十大”机制介绍03

图 1  中外人文交流“十大”机制成立时间示意图

（一）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

2000 年 11 月，中俄教文卫体合作委员会成立，并于 2007 年 7 月发展为中俄人文
合作委员会，是我国建立的首个对外人文交流机制，同时也是我国政府的创造性举措。
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主席由双方副总理级国家领导人担任，下设科技、教育、文化、卫生、
体育、旅游、媒体、电影、档案九个领域的合作分委会，已取得丰硕合作成果。1 

（二）中美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

2010 年 5 月，在中美两国元首共同关心和支持下，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建立，
该机制是中美两国政府在人文交流领域开展合作的最高级别对话机制，在 2010 到 2016
年间已连续举办七轮，推动中美双方在人文交流领域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2017 年 4 月，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会晤期间共同确定建立
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首轮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于同年 9 月开展。首轮对话包含教育、科技、

1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俄人文交流》，http://www.ceaie.edu.cn/zhongourenwenjiaoliu/
list_17_1.html,2022-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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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文化、卫生、社会发展、地方人文合作七大合作领域，落实 130 多项具体成果。1

（三）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

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于 2012 年 4 月建立，与中英经济财金对话和中英战略对
话共同构成两国交流合作的三大支柱，在 2012 到 2017 年间已举办五次会议，涵盖教育、
科技、文化、卫生、媒体、旅游、体育、青年、地方合作、社会平等和妇女等合作领域。2

（四）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

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于 2012 年 4 月建立，与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和中欧
经贸高层对话机制共同构成中欧对话合作的三大支柱，在 2012 到 2020 年间已举办五
次会议，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深化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涉及的合作
领域包括教育、科研人员交流、文化、媒体、体育、青年、妇女等。3

（五）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

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于 2014 年 9 月建立，与中法高级别战略对话机制和中法
高级别经济财金对话机制共同构成中法对话合作的三大支柱，在 2014 到 2019 年间已
举办五次会议，涵盖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媒体、旅游、地方合作、青年和
妇女等合作领域，并在互派留学人员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4

（六）中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

中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于 2015 年 5 月建立，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
济体之间首个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与沿线国家
建立的首个人文交流机制。在 2015 到 2017 年间已举办三次，涵盖教育、科技、文化、
卫生、媒体、青年、旅游和体育等合作领域。5

1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美人文交流》，http://www.ceaie.edu.cn/zhongmeirenwenjiaoliu/
list_15_1.html,2022-06-15。

2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英人文交流》，http://www.ceaie.edu.cn/zhongyingrenwenjiaoliu/list_16_1.
html,2022-06-15。

3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欧人文交流》，http://www.ceaie.edu.cn/renwenjiaoliu/zhongourenwenjiaoliu/
list_18_1.html,2022-06-15。

4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法人文交流》，http://www.ceaie.edu.cn/zhongfarenwenjiaoliu/
list_174_1.html,2022-06-16。

5　 孙晓萌、傅聪聪：《“四轮驱动”构筑中印尼人文交流合作新格局》，《神州学人》2022 年第 5
期，第 15-17 页。



《中外人文交流简报》 人文交流概况第 1期

09

（七）中南非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

中南非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于 2017 年 4 月建立，是中国与非洲国家建立的首个高
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旨在为发展和丰富现有的双边、多边合作交流机制与项目而创造
新的机遇，涵盖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媒体、体育、旅游、青年、妇女、智库等
合作领域。1

（八）中德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

中德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于 2017 年 5 月建立，与中德高级别财金对话和中德
高级别安全对话机制地位平等，职能互补，是中德政府磋商的有益补充，旨在将现有
成功但各自独立的活动和项目整合在一个框架内，为交流合作的拓宽和深入提供有力
支持和保障，涵盖教育、文化、媒体、体育、青年等合作领域。2

（九）中印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

中印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于 2018 年 12 月建立，是习近平主席和印度总理莫迪达
成的重要共识，体现了两国领导人对中印人文交流的高度重视和深切期许，涵盖文化
交流与文物保护、教育合作与语言教学、旅游合作与人员往来、青年互访与体育交流、
媒体交流与舆论环境、学术交流与合作制片等重要领域。3

（十）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

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于 2019 年 11 月建立，旨在为双方构建契合新时代
的日中关系夯实民意基础，为开创日中关系新的未来做出贡献，为构建和发展契合新时
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提供人文支撑。该机制涵盖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媒体、影视、
地方、妇女、青少年等合作领域。4

1　 周培源、朱瑞娟：《中外人文交流机制的“人本化”传播模式探索——以中国—南非高级别人
文交流机制为例》，《国际传播》2017 年第 4 期，第 88-96 页。

2　 郑春荣、周佳颖：《中德人文交流的挑战与改进建议》，《对外传播》2019 年第 10 期，第 11-13 页。
3　 人民网：《中印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首次会议达成一系列共识》， 2018 年 12 月 22 日，http://

world.people.com.cn/n1/2018/1222/c1002-30482144.html,2022-06-03。
4　 文化和旅游部：《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召开》， 2019 年 11 月 26 日，

https://www.mct.gov.cn/whzx/whyw/201911/t20191126_849099.htm,2022-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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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时代我国中外人文交流的特点

十八大以来，我国倡导的人文交流以增进国家及民众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为基础，
以相互性、平等性、包容性为原则，以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和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为目标，
是现代国际关系的重要推动力之一。1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在官方、半官方与民间层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
文交流不断增多，合作机制逐渐健全，构筑起民心相通的人文基础。我国与沿线国家互办
文化年、艺术节、文物展、图书展，设立了 17 个中国文化中心，在文物保护、文明互鉴、
疾病防治、语言交流、文化交往等多个领域深化合作，2 开辟了更多中外人文交流渠道。3

新时代下，中外人文交流发展呈现出“全方位”“跨层次”“多领域”三大特点。
其一是“全方位”。我国目前已建立“十大”双边高层人文交流机制，构筑起涵盖

欧亚非大陆的常态化高级别对话平台，并在此基础上持续开展对话与务实合作，推动双
边关系升温。2022 年 5 月 19 日，在金砖国家政党、智库和民间社会组织论坛上，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希望金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党、智库和民间社会组织履行责任担当，
深化沟通交流，为实现全球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全方
位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国际社会同心协力，稳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其二是“跨层次”。我国积极推动打造“政府间—次政府间—民间”三层次的对外
人文交流机制，拉紧人文交流纽带，促进人文交流繁荣。例如，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初，
中日政府积极分享疫情应对措施；在次政府层次充分发挥中日“友好城市”间的交流合作；
在民间层次，题词为“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物资寄托了来自日本民众共抗疫情的情谊。

其三是“多领域”。中外人文交流合作包括了文化、体育、环保、卫生等多个领域，
逐渐形成“人文交流 +”的外溢效应，成为我国开展外事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习
近平总书记 2013 年访问俄罗斯时，同俄汉学家和学习汉语的青年亲切交流，强调“文

1　 邢丽菊：《人文交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国际问题研究》2019 年第 6 期，第 14 页。
2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

中国一带一路网，2019 年 4 月 22 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zchj/qwfb/86697.htm，2022-06-
04。

3　 曾祥明：《浅析新时代习近平对外人文交流战略》，《对外传播》2018 年第 4 期，第 35 页。

新时代我国中外人文交流的
发展特点与未来展望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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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交流是民心工程、未来工程”。此次访问推动了“中国儒学与俄罗斯文明对话”国际
学术论坛的成功举办，论坛助推了中俄关系进一步发展，成为“人文交流 +”效应的典型。

（二）新时代我国中外人文交流面临的挑战与因应

然而，新时代下我国中外人文交流工作也面临挑战与困境，掣肘了中外人文交流的
进一步发展。从国际角度来看，“中国威胁论”“文明冲突论”“逆全球化”等浪潮不
断兴起，不同政体与制度间差异导致中外理解难度增大，全球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外溢至
人文交流领域，疫情背景下各国人文交流往来困难等问题增添了中外人文交流难度。1 从
国内角度来看，我国国际传播的话语表述和叙事方式面临“走出去”之后是否“被接纳”
的困境，我国对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人文智识研究还不够深入，在开展人文交流中面临合
作层次较浅、合作可持续性较弱、民众间普及度与互信程度参差等问题，此类问题仍需
进一步完善与解决。

有鉴于此，打造中外人文交流的进路需着重加强如下两个方面。第一是重视国内层
次上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拓宽人文交流交流路径，在新形势下为地方、民间组织
和个人积极参与人文交流创造更好的机制和条件，打造人文交流的国家品牌、省 / 州品
牌与民间品牌；在“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建设下加快对中国大外交的学科支撑，构
建融合经济、文化、历史、政治的交叉知识体系构建；继续加强国际组织与外事人才培养 ,
推动更多青年了解或参与国际组织及相关机构，积极拓展中外人文交流渠道。

第二是促动国际层次上我国人文交流“共情”意识。中外人文交流需要在更开放的
局域下，令西方与非西方理念充分交流对话，促动全球范围内的中外人文智识资源共鸣、
共振、相互镜鉴，2 将人文交流重新落实至大写的“人”，以本国、各国人民为本，共促
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一方面，应使人文交流常态化、多样化，坚持长效性原则，使人
民真正成为交流主体，使人文交流真正惠及人民。3 另一方面，应不断加强我国对外交流
吸引力，做好国际传播，创新传播形式，藉由多层次、跨国媒体讲好中国故事，消解污
名化论调，增进理解与信任，使人文交流可触及、可感知、可持续，践行“文明因多样
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理念，夯实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1　 其中，全球发展不平衡对人文交流带来的外溢性影响主要指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某些发达国家依
仗经济与军事力量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阻碍它们开展正常的对外交流活动；另一方面是中国崛起背景下，
部分发展相对缓慢的国家受到反华势力炒作“债务外交论”影响，对与中国展开深层次人文交流活动存在疑
虑。详参徐步、杨帆：《“中国—东盟关系：新的启航”》，《国际问题研究》2016 年第 1 期，第 45-46 页；
邢丽菊：《推进“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困难与应对》，《国际问题研究》2016 年第 6 期，第 9-14 页。

2　 高鹏、朱翊民：《全球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研究的认识论发展与创新》，《国际政治研究》
2022 年第 1 期，第 85 页。

3　 张骥、丁媛媛：《中国民间外交、地方外交与人文交流 70 年——人民的外交》，《国际展望》
2019 年第 5 期，第 68-69 页。



《中外人文交流简报》 人文交流概况第 1期

12

参考文献：
[1]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 155页。

[2]	 Albert	W.	Levi:	The	Humanities	Toda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0.

[3]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408 页。

[4]	 中国政府网：《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2019年 5月 15日，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395471.htm,2022-
06-01。

[5]	 庄礼伟：《中国式“人文交流”能否有效实现“民心相通”?》，《东南亚研究》
2017 年第 6期：第 67-84 页。

[6]	 许利平、韦民等：《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北京：时事出版社2015年版，
第 4页。

[7]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64 页。

[8]	 达巍，周武华：《人文交流	开创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全新空间》，《神州学人》
2022 年第 5期：第 9-14 页。

[9]	 人民网：《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 年 11
月 18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2/1118/c64094-19612151-11.
html,2022-06-20。

[10]	 人民网：《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2013年10月25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025/c1024-23332318-2.html,2022-
06-25。

[11]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联通引领发展伙伴聚焦合作》，2014 年 11 月 9日，
http://cpc.people.com.cn/n/2014/1109/c87228-25997414.html,2022-06-
15。

[12]	 共产党员网：《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2016 年 4
月 30 日，https://news.12371.cn/2016/04/30/ARTI1462013369845330.
shtml,	2022-06-16。

[13]	 外交部：《发展中的中国和中国外交——王毅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
演讲》，2016 年 2月 26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
zyjh_674906/201602/t20160226_9869801.shtml，2022-06-16.

[14]	 人民网：《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17 年 10
月 28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14.
html,	2022-06-18。

[15]	 中国政府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
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 >》，2017 年 12 月 21 日，http://www.gov.cn/
xinwen/2017-12/21/content_5249241.htm,2022-06-02。

[16]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俄人文交流》，http://www.ceaie.edu.cn/
zhongourenwenjiaoliu/list_17_1.html,2022-06-15。



《中外人文交流简报》 人文交流概况第 1期

13

[17]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美人文交流》，http://www.ceaie.edu.cn/	
zhongmeirenwenjiaoliu/list_15_1.html,2022-06-15。

[18]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英人文交流》，http://www.ceaie.edu.cn/
zhongyingrenwenjiaoliu/list_16_1.html,2022-06-15。

[19]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欧人文交流》，http://www.ceaie.edu.cn/
renwenjiaoliu/zhongourenwenjiaoliu/list_18_1.html,2022-06-15。

[20]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法人文交流》，http://www.ceaie.edu.cn/
zhongfarenwenjiaoliu/list_174_1.html,2022-06-16。

[21]	 孙晓萌、傅聪聪：《“四轮驱动”构筑中印尼人文交流合作新格局》，《神州学人》
2022 年第 5期，第 15-17 页。

[22]	 周培源、朱瑞娟：《中外人文交流机制的“人本化”传播模式探索——以中国—
南非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为例》，《国际传播》2017 年第 4期，第 88-96 页。

[23]	 郑春荣、周佳颖：《中德人文交流的挑战与改进建议》，《对外传播》2019 年
第 10期，第 11-13 页。

[24]	 人民网：《中印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首次会议达成一系列共识》，	2018 年 12
月 22 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8/1222/c1002-30482144.
html,2022-06-03。

[25]	 文化和旅游部：《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召开》，	2019年 11月
26 日，https://www.mct.gov.cn/whzx/whyw/201911/t20191126_849099.
htm,2022-06-03。

[26]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
贡献与展望》，中国一带一路网，2019 年 4月 22日，https://www.yidaiyilu.
gov.cn/zchj/qwfb/86697.htm,2022-06-04。

[27]	 邢丽菊：《人文交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6期，
第 14页。

[28]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
贡献与展望》，中国一带一路网，2019 年 4月 22日，https://www.yidaiyilu.
gov.cn/zchj/qwfb/86697.htm,2022-06-04。

[29]	 曾祥明：《浅析新时代习近平对外人文交流战略》，《对外传播》2018年第4期，
第 35页。

[30]	 徐步、杨帆：《“中国—东盟关系：新的启航”》，《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
第 45-46 页。

[31]	 邢丽菊：《推进“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困难与应对》，《国际问题研究》2016
年第 6期，第 9-14 页。

[32]	 高鹏、朱翊民：《全球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研究的认识论发展与创新》，《国
际政治研究》2022 年第 1期，第 85页。

[33]	 张骥、丁媛媛：《中国民间外交、地方外交与人文交流70年——人民的外交》，
《国际展望》2019 年第 5期，第 68-69 页。

本简报版权归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所有，转载或引用请注明来源。



北大中外人文交流

北京大学人文交流研究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

PKU-iGCU

PKU-iGCU

iGCU-PKU

igcu@pku.edu.cn iGCU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
INSTITUTE FOR GLOBAL COOPERATION AND UNDERSTANDING, PEKING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