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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首脑外交是当今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重要现象。首脑外交是一项由政治首脑以直接

或者间接方式参与外交活动 ,追求实现国家战略利益的独特外交样式 ,在整个外交实践中具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首脑外交虽然起源久远 ,但由于现代职业外交的发展 ,一度受到抑制。随着

全球化的发展和交通通讯技术的发达 ,首脑外交实现了迅速复兴 ,其外交形态也日益成熟。从

首脑外交发展的方向和学术界的争论来看 ,重塑首脑外交成为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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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是代表国家主权意志的严肃政治行为 ,

在代表国家主权实施外交行为的诸多行为体中 ,

政治首脑是地位最重要、影响最广泛的角色。尽

管首脑外交一词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 20 世纪

50 年代第一次引入外交领域 ,但事实上首脑外交

与历史一样久远。[1 ]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和交

通技术的日新月异 ,人们发现以国家元首与政府首

脑为主要代表的政治首脑在外交活动乃至整个国

际舞台上日益活跃 ,不仅各种形式的首脑会议被称

为首脑外交 ,就连首脑通信通话、首脑特使的外交

也被纳入首脑外交的范畴。首脑外交成为 20 世纪

中叶以来日益普遍的外交形式 ,越来越引起国际学

术界的浓厚兴趣和外交界的高度关注①。

在国际学术界 ,由于各国政治体制不同、社会

文化传统各异 ,对政治首脑的界定存在较大争

议②。尽管对首脑的界定不同 ,但人们还是通常

把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从事的、具有鲜明高层

外交特征的外交形式称为首脑外交。从目前学术

界的研究来看 ,对首脑外交的研究更多停留在案

例考察和现象描述上③ ,关于首脑外交的理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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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屈指可数 ,最集中体现在普利施科的《首脑外

交》一书中。在该书中 ,普利施科以美国总统的首

脑外交为例 ,集中考察了总统通信、总统特使、总

统出访和会晤等首脑外交形式 ,着重研究了总统

的主动性和首脑会议技巧的发展及其各种倾向 ,

进而认为 ,“首脑外交反映出当今世界关系的复杂

和国际政治的活力 ;反映出一种经久地、不知不觉

地吸引人参与外交的诱惑 ,也反映了一种日益增

长的倾向 ,要在政治领域的最高级别上把责任和

行动融为一体。”[ 2 ]因此 ,普利施科认为 ,首脑外交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然而 ,迄今为止 ,学术界关于

首脑外交的概念、产生与发展的逻辑、首脑在全球

化时代的挑战及其未来走势还众说纷纭 ,尚无定

论。本文的主要任务是在科学界定首脑外交含

义、特征以及历史发展的基础上 ,对全球化时代首

脑外交的争论进行分析 ,以增进对首脑外交一般

规律的认识。

一、何谓首脑外交

学术界关于首脑外交的争论首先集中体现在

对首脑外交概念的界定上 ,尤其是究竟哪些人算

首脑 ,仍然见仁见智。首脑 ,泛指人类社会中占有

最高权力并享有特殊地位的人们 ,如宗教首脑、企

业首脑、政党首脑、国家首脑、军事首脑等。政治

首脑则一般指掌握着国家最高行政权的行政首

长 ,包括国家元首 (如主席、总统、国王等) 和政府

首脑 (如首相、总理等) ,是国家的最高领袖 ,也是

国家内政外交的最后决策人。在不同的政府体制

下 ,最高行政权往往掌握在不同职位的人手里 ,有

的为国家元首所掌握 ,有的为政府首脑所掌握 ,有

的为政党领袖、军事领袖或者宗教领袖所掌握 ,还

有的为没有首脑名义的其他人所掌握 ,等等不一。

在政界 ,最早赋予政治首脑 ( summit ,峰顶)

以外交意义的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 ,他在 1950 年

号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召集首脑会议 ,共同对付

所谓“铁幕后的威胁”。[3 ] ( P28 - 33) 此后 ,首脑外交一

词频频在媒体出现。关于首脑外交 ( summit di2
plomacy)的含义 ,学界还存在不少分歧。归结起

来 ,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 :

第一种看法将首脑外交看作是政治首脑亲自

参与重大国际问题和外交活动的做法。比如《世

界知识大辞典》中对首脑外交的定义是“国家和政

府首脑通过双边或多边的外交接触 ,亲自接触重

大国际问题的做法。”[4 ] ( P1331) 再比如《新编国际知

识手册》将首脑外交概括为“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

正式以个人身份参与的外交活动”。[5 ] ( P209) 此种界

定将首脑外交等同于首脑亲自从事的外交行为 ,

涵盖的范围比较小 ,且没有把首脑外交与个人国

际活动区别开来。

第二种看法侧重于强调一国最高政治级别的

领导人直接参与外交活动以推动实施其外交决

策。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埃尔默 ·普利施

科在《首脑外交》一书中认为 ,“当外交超出部长级

而达到最高一级时 , 就被认为是首脑外交

了。”[1 ] ( P14) 他认为 ,“首脑外交包括总统参与对外

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所有方面。这种外交包括由

总统制定、发表政策和使之规范化 ;总统通过信

件、电报、电话和热线与其他国家领导人个人的通

讯 ;总统任命上百名特使 ,作为他个人的代表在最

高级别与别国政府打交道 ;接待对本国进行正式

或非正式访问的外国领导人 ;为参加礼仪大事、协

商和谈判而进行的出国周游或短途旅行 ;以及总

统参加在本国或外国召开的国际会议等。”[1 ] ( P14)

可见 ,普利施科的定义更多以美国的政治制度为

基础 ,强调美国总统作为首脑外交的主体地位。

其实 ,不同制度的国家 ,首脑外交的主体不同。

第三种看法认为首脑外交不仅是首脑亲自参

与的外交 ,而且是首脑作为最高外交决策者从事

的一切外交决策和执行活动 ,而且在首脑的界定

上比第二种看法更加宽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

中国外交学院的《外交学概论》教科书中将首脑外

交界定为“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或者国家对外

政策最高决策人 (如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共产

党的最高领导人) 直接参与的 ,主要是双边的 (也

包括一些多边的)会商和谈判。”[6 ] ( P147)《全球化时

代的国际关系》将首脑外交界定为“国家元首、政

府首脑或最高外交决策者直接参与双边或多边协

商或谈判”。[7 ] ( P111) 由此可见 ,首脑参与具体的外

交活动 ,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亲自接触重大国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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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而是作为最高外交决策者 ,参与并推动其外交

决策的具体实施。

由于政治首脑的地位特殊 ,再加上外交权力

十分集中 ,故而对首脑外交的界定必须坚持合理、

准确和实用的原则。如果界定过于狭窄 ,仅仅认

为首脑外交是由政治首脑亲自参与的正式外交活

动 ,那么就会导致一些首脑特使所从事的外交活

动和政治首脑的非正式外交活动没有纳入其中 ;

如果界定过于宽泛 ,把一切与首脑相关的外交活

动统统纳入之中 ,就使得几乎一切外交活动都与

首脑外交相关 ,失去了首脑外交概念的学术意义。

综合以上几种定义 ,我们认为 ,首脑外交指国家元

首、政府首脑、最高政府领导人或者国际组织的最

高代表为了推动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的顺利实

施 ,服务国家利益 ,直接参与或者委派代表实施的

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外交活动 ,包括通过信件、电

报、热线电话等与其他国家领导人进行通讯 ,任命

特使 ,互访和多边会晤 ,参加最高级会议 ,发表外

交宣言和声明等等。具体来说 ,作为一个严格的

学术概念 ,首脑外交满足以下四个本质特征 :

一是主体特征。外交必须是中央政府的行

为 ,故而首脑外交的主体必须是具有合法权力的

中央政府的政治首脑及其私人代表 ,包括在职的

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政府最高领导人以及国际组

织的最高级代表等。这一特征把首脑外交和职业

外交、非政府外交区分开来。

二是内容特征。首脑外交的客体是正式或者

非正式的外交活动 ,首脑外交的所有活动都必须

代表着国家主权或者国际组织的意志 ,首脑的一

切行为都必须对整个国家或者国际组织负责。这

一特征把首脑外交与首脑私人国际活动区分

开来。

三是方式特征。首脑外交方式是决策与执行

高度一体化 ,不像传统外交那样过于注重外交礼

仪的繁文缛节 ,而是直接、迅速、面对面地同对方

打交道 ,寻求高度集中、有效处理共同关心国际事

务的途径。这一特征把首脑外交与传统的大使外

交区别开来。

四是目的特征。尽管首脑外交看上去十分灵

活 ,目标却十分清晰而明确 ,着眼于推动外交战略

和政策更好实施 ,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实现 ,这一点

与一切外交活动是一致的。相比之下 ,首脑外交

目的集中于国家战略利益和确立国家间关系的原

则和基础 ,这些战略利益、原则立场和指导方针往

往刚性较强 ,一旦确立就不容易改变 ,缺乏回旋余

地。这一特征将其与注重讨价还价的外交谈判区

别开来。

二、首脑外交的起源与复兴

首脑外交起源于远古时代 ,最早可以追溯到

原始部落酋长之间的互访和谈判 ,处理与外邦之

间的关系问题 ,一直由皇帝、君主、国王所垄断 ,其

他人不许染指。《韩非子 ·有度》中认为 ,“忘主外

交 ,以进其余”,[8 ] ( P10) 除非国君授命 ,私自“外交”

是犯大忌的 ,即使贵为太子也不行。许多世纪以

来 ,在位的君主和其他政治领导人一直以个人身

份从事外交活动 ,如任命密使 ,到国外进行正式访

问 ,谈判和签订条约 ,等等。在此范式下 ,所有的

外交活动都只是君主的特使外交 ,完全听命于君

主的个人意志和政治偏好。

近代以来 ,现代外交制度的建立削弱了首脑

外交的机会和频率。现代外交制度是近代以来首

先在意大利城市共和国时期萌芽 ,随着现代民族

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 ,形成于 18 世纪的欧洲 ,“外

交活动的制度化是文艺复兴的一个发明 ,此后很

长时间也一直是欧洲的一个特征。”[9 ] ( P457) 随着现

代外交制度的建立 ,依靠职业外交官的谈判处理

外交事务成为现代外交的典型形态。尽管首脑是

一个国家内政外交的最后决策人 ,职业外交也必

须听命于政治首脑发出的外交指令 ,但外交行政

上却是由职业外交官出面实施 ,职业外交的基本

精神就是法治精神 ,职业外交官基于专业化和理

性的要求 ,严格按照程序办事 ,具有相对独立性 ,

减少了传统经验外交管理过程中的人治因素 ,政

治首脑也必须尊重职业外交的程序和意见。

二战期间基于战争协调的需要 ,首脑外交获

得了新的社会基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首

脑外交在国际事务中还是一个不大经常出现的外

交现象 ,外交更多通过职业外交官进行。战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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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脑外交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 ,为讨论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世界重建等问题 ,

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三巨头”几次聚首 ,德黑

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三次首脑会议

协调了反法西斯联盟的军事行动 ,并为战后的世

界安排奠定了基础 ,成为现代首脑外交发端的一

个里程碑。

二战结束后 ,作为首脑外交基础的战时合作

很快烟消云散 ,但首脑外交并没有因为战争的结

束而重归幕后 ,而是在此后的冷战对峙和冷战后

发展过程中获得了快速发展 ,迅速成长为一种相

当成熟的外交实践形态。在冷战的两极格局下 ,

首脑外交的动向曾是人们判断国际形势走势的一

个重要的“风向标”,牵动着各国敏感的神经。首

先 ,东西方阵营之间的首脑外交 ,成为判断国际形

势的关键。从 1955 年开始 ,美苏首脑外交开始恢

复 ,从 1955 年到 1994 年 ,美苏 (俄)两国共举行了

24 次会晤 ,著名的“戴维营会谈”、“尼克松的莫斯

科访问”、“戈尔巴乔夫和布什的冰岛会晤”都曾经

是引发国际形势转向的重要征兆。其次 ,东西方

阵营内部首脑外交 ,成为判断国际关系发展的参

考依据。比如法国总统戴高乐和德国总理阿登纳

的外交行为 ,对于欧洲一体化的成长至关重要 ,社

会主义国家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纷争成为社会

主义阵营产生摩擦的一个直接标志。另外 ,发展

中国家的首脑外交以及南北国家首脑对话也成为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一个重要趋势 ,尤其是不

结盟运动、77 国集团、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首脑外

交 ,对于推动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都起到了巨大

的作用。

冷战后 ,随着国际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和交通、

通讯技术的不断进步 ,政治首脑和国家领导人参

与外交活动的情况与日俱增 ,甚至大有取代职业

外交官之势。当今的现实是 ,大多数国家的政治

领导人都是外交事务和国际政治舞台上声名显赫

的角色 ,并日益卷入其中。[10 ] 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整个世界的首脑外交发展速度进一步

加快。在全球化飞速发展的今天 ,首脑外交从“垂

帘听政”向“赤膊上阵”的转变 ,集中体现着国家与

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一种需要高层战略对

话的新阶段 ,单靠外交官的努力已经不能够涵盖

外交内容的全部 ,首脑外交成为全球化时代外交

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二战后以来 ,首脑外交大放异彩、日益流行的

原因是复杂的 ,既有外交发展的客观需要 ,也有技

术变革的现实要求 ,还有首脑外交权力上升带来

的主观动力。归结起来 ,主要具有以下五个方面

的原因 :

一是战后两极格局的发展和国际组织的成

长 ,使得首脑外交成为处理国际事务的最佳平台。

两极格局和冷战的高压环境 ,使得各国民众普遍

高度关注首脑对外交的言论和主张。同时 ,国际

组织大量产生 ,在客观上为各国政治首脑召开峰

会提供了条件。

二是信息技术革命和交通技术的变革 ,为首

脑外交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和现实需要。电报、

电话、广播、电视、互联网的发展 ,在技术上替代

了驻外大使作为“诚实的间谍”( honest spy) 的角

色 ,首脑可以不必通过职业外交官就能立刻掌

握外国首脑的信息。同时 ,以喷气式飞机为主

要代表的交通技术的改善 ,也大大缩短了首脑

长途旅行的时间 ,使得首脑介入外交可以轻易

实现。

三是大众传媒的兴起和公共舆论对外交的渗

透 ,使得首脑外交成为公众可视的景观 ,激发了广

大公众对首脑外交的强烈期待。电话的出现为首

脑间的直接热线联系创造了现实的可能。后来有

了电视直播 ,几乎所有上台的首脑很快就会发现

首脑外交是引起民众注意并宣传政策的绝佳平

台 ,他们在外交舞台上的精彩表演 ,不仅会凝聚民

心 ,而且有助于提高自己的执政威信。[11 ] 对于塑

造公众对自己的外交权力合法性支持具有十分重

要的作用。

四是外交权力的集中化趋势 ,将政治首脑置

于外交事务的中心地带。由于冷战高压的影响 ,

二战后 ,无论是民主国家 ,还是非民主国家 ,普遍

把外交事务交给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掌控。政

治首脑外交权力的增长 ,直接推动了首脑外交的

日益活跃。

五是国家的增多和区域主义的成长 ,也是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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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首脑外交扩展的重要推动力量。20 世纪 60 年

代以来的非殖民地化进程 ,催生了一大批新生民

族国家 ,这些国家往往具有根深蒂固的权威政治

传统 ,所有内政外交事务都依赖于政治首脑和领

袖人物的决定和亲力为之。20 世纪 70 年代以

来 ,区域主义掀起了新的浪潮 ,包括亚太地区、阿

拉伯国家、非洲国家、拉美国家在内的众多发展中

国家和欧洲区域主义、北美区域主义一道 ,形成了

区域主义蔓延的趋势 ,区域首脑会议成为推动首

脑外交的动力之一。

三、首脑外交的未来趋势

毋庸置疑 ,随着首脑外交的活跃 ,对传统职业

外交产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影响。此种影响既有有

利的一面 ,也有不利的一面。从有利的方面来说 ,

首脑外交的兴起 ,为政府外交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首脑之间的直接交往不仅可以避开一些纠缠不清

的技术细节 ,直面问题的核心 ,而且在很多情况下

还可以避开外交上的繁文缛节 ,以个人之间的情

谊化解看似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 ,有利于外交向

纵深发展并克服或者抑制一些外交谈判过程中出

现的分歧和矛盾的爆发 ,创造一个有利的外交环

境。从对其不利的方面来说 ,首脑外交的兴起 ,对

职业外交官的外交资源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挤占”

和“挪用”,职业外交官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用于

筹备首脑外交 ,几乎每一次首脑外交的成功 ,都离

不开外交官大量的先遣筹备和安排工作。比如最

简单的首脑外交形式 ———首脑热线电话也需要外

交官的大量努力 ,一定程度上导致外交官的独立

角色被侵蚀 ,转变成为首脑外交的助手和工作

人员。

尽管学术界对首脑外交的批评已经次第出

现 ,八国集团、北约、欧盟、北美、拉美和亚太地区

的首脑外交实践也产生了诸多问题 ,公众对首脑

外交存在的诸多问题也必将会逐步清晰化 ,首脑

外交的名声在今后也将是一个饱受关注的问题。

但首脑外交特别是多边首脑外交的实践在可见的

未来是绝对不会消失的。首脑外交所面临的不是

取消的问题 ,而是调整和改革的问题。首脑外交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的发展趋势将是“重

塑首脑外交”。具体来说 ,首脑外交的改革包括以

下四个方面。

改革方向之一 :首脑外交议题多元化。

全球化和全球公共问题的兴起 ,为当代首脑

外交确立了涵盖范围更广、具有众多面向的日程 ,

要求首脑外交的日程要与公众所能认知的国际议

题更加接近。从近年来各国首脑外交所设定的议

题来看 ,与首脑外交传统上关注的战争与和平问

题、国际战略问题以及宏观经济管理问题相比 ,改

进的首脑外交更加注重与公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的议题 ,比如牛排质量、环境污染、跨国犯罪、社会

福利等。这些问题日益跨越职业外交层次而直达

首脑外交的议事日程 ,成为首脑谈判和会晤的重

要议题。

在全球化时代 ,首脑外交议题的多元化将是

一个长期的趋势。尽管首脑外交的独特地位决定

了首脑不能就某些具体问题争论不休 ,但完全可

以把这些议题纳入讨论范围 ,通过对话和谈判确

定一个共同接受的指导原则和基本立场 ,这些原

则和立场作为职业外交进一步讨论协商的基础和

依据。一旦首脑外交就某些议题达成共识 ,职业

外交就成为涵盖众多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协同

努力的大合唱。除了职业外交部门外 ,包括经贸

部门、财税部门、执法部门、教科文卫部门在内的

其他政府部门也将委派高级代表参与外交事务 ,

甚至非政府部门、思想库和专家学者也会扮演日

益重要的角色。首脑外交的变化将进一步推动整

个现代外交形态的转型。

改革方向之二 :首脑外交对象社会化。

冷战结束以后 ,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一场“结

社革命”,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在一个国家对外

事务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尤其是随着国际政治与

国内政治之间界限的日益模糊 ,国内社会利益的

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 ,公众在外交事务上越来越

积极 ,成为各国外交不可回避的“公众向度”(p ub2
lic dimension) ,[12 ]公众、大众传媒、利益集团和各

种非政府组织日益成为国际关系和外交事务的

“利益攸关方”( stakeholder) 。[13 ] 传统的首脑外交

更依据国家利益行事 ,改进的首脑外交则必须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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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利益放到重要地位 ,首脑外交对象的社会化

成为大势所趋。

首脑外交对象的社会化 ,可以间接地推动国

家首脑外交。诚如普特南所言 ,各国首脑处于国

际压力和国内压力的夹缝之间 ,对于大多数首脑

而言 ,他们对来自于国内行为体的压力要比对来

自国际行为体的压力更重视。[14 ] 首脑外交对东道

国国内行为体领导人开展外交 ,可以间接地影响

东道国政治首脑 ,甚至其威力更大。因此 ,首脑外

交也必须逐步把外交对象从国家首脑和国际组织

高级代表拓展到跨国公司首脑、利益集团首脑、非

政府组织首脑乃至于公众舆论的意见领袖等众多

角色 ,通过开展东道国“民间首脑”的“新首脑外

交”,间接地实现传统首脑外交的目标。

改革方向之三 :首脑外交实施制度化。

首脑外交如果没有被纳入制度化轨道 ,缺乏

相应的监督 ,也必然会导致严重的腐败问题。长

期以来 ,由于首脑外交事关国家主权 ,且广大民众

对首脑的国外活动缺乏监督意识 ,关于首脑外交

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进展缓慢。近年来 ,世界

各国都纷纷对首脑外交作出相应的法律、制度和

规范建设 ,将首脑外交的管理纳入规范化和制度

化的轨道。

首脑外交的制度化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 :其

一 ,从国内来讲 ,必须建立首脑外交的相关法理和

管理制度 ,将首脑外交置于议会管理和法律监督

之下。比如要通过宪法条文或者修正案的形式 ,

明确规定首脑的外交权力和相应责任 ,确保首脑

在其职权范围内处理外交事务。建立专门的《首

脑外交法》,就首脑外交的基本原则、制度规定、批

准程序、预算约束、管理机制等内容作出明确规

定 ,确保首脑外交严格按照法律和制度规定运行 ,

避免首脑外交的“私有化”。其二 ,从国际来讲 ,必

须在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中确立相应的首脑外交

规范和制度。依托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 ,制定

《首脑外交行为国际公约》,将首脑外交纳入国际

制度的框架内运行。

改革方向之四 :首脑外交运行透明化。

传统上 ,首脑外交往往是秘密外交行为 ,特别

是首脑特使外交 ,一直充满着神秘色彩 ,其中内情

并不为公众所熟知。随着大众传媒的兴起 ,首脑

外交才逐渐解开神秘的面纱 ,进入公众视野 ,有关

首脑外交的电视直播迅速把信息呈现在公众面

前 ,外交运行的透明化程度大大提高。

然而 ,迄今为止 ,首脑外交运行的透明化程度

还不够 ,特别是首脑为什么要访问某一国家 ,有没

有征求民众或者民意机构的意见 ,公众对首脑外

交有哪些期待 ,首脑外交要完成什么任务等 ,都是

为公众不知的 ,仅仅停留在少数外交官圈子内。

此种状况已经越来越受到民众的不满和学术界的

批评。首脑外交必须适应社会的要求 ,逐步扩大

首脑外交运行的透明度 ,通过机制建设将公众和

代议机构纳入首脑外交方案的制定中来 ,形成首

脑外交公众参与的格局。

四、结 　论

首脑外交自 20 世纪 40 年代在国际舞台上流

行开来 ,经过近 60 年的发展已经日益成熟 ,越来

越成为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广泛采用的外交形

态 ,在发展正常国家关系 ,建立、促进国际信任与

合作 ,处理国际危机和冲突 ,推动裁军和军备控

制 ,促进区域一体化等诸多方面和领域都发挥了

十分积极而特殊的重要作用。

从理论上来说 ,首脑外交也是一种政府外交

实践 ,外交的一般规律在首脑外交中也完全适用。

同时 ,首脑外交又是由各国政治首脑直接出面实

施的外交形态 ,政治首脑一言九鼎 ,一举一动举世

关注 ,尤其是那些大国的政治首脑 ,几乎任何一个

细微的行动都会导致众多政治意义。因此 ,首脑

外交亦有特殊的运行规律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

领导人在实施首脑外交的时候都必须遵循这些规

律 ,决不能心血来潮 ,随意而为。可以预见 ,在全

球化时代 ,首脑外交是一种具有强劲生命力和远

大前途的外交形态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并根据社

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不断发展首脑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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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 ract ] 　Summit diplomacy appears to be a very important p henomenon on t he current inter2
national stage1 It is a unique type of diplomacy implemented by direct and indirect involvement of

political summit s wit h the intention of maximizing t he st rategic interest s of t he state1 No doubt , it

has great influence on t he whole diplomatic p ractice1 Alt hough originated ages ago , summit diplo2
macy is rest rained by t he rise of p rofessional diplomacy1 However , wit h t he progress of globaliza2
tion and flourish of t 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 summit diplomacy has achieved

rapid resurgence wit h increasing mat urity1 From it s logical p rogress and t he debates over it in t he

academic circle , summit diplomacy tends to be reformed in t he f ut ur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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