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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中美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中美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倪峰 

2002年10月26日-28日，由中美关系史学会、厦门大学美国史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 

学院美国研究所共同举办的"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中美关系"研讨会在厦门大学举行。国内33 

个学术机构的6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提交论文44篇。与会者就中美关系的演变、影 

响中美关系的国际因素、当前的中美关系等方面问题进行了讨论。 

（一）中美关系的演变过程及其重要的历史事件、现象和人物 

在这方面的讨论中，首先，中美关系史学专业研究委员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 院美国研 

究所副所长陶文钊教授在大会主旨发言中将中美关系的演变划分为前近代、近代、后近代、 

冷战和后冷战五个时期，宏观地分析了各个时期东亚国际关系与中美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 

并对各个时期一些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进行了分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牛军以朝鲜 

战争期间美国"战争局部化"政策的形成过程为例，对中美之间在经历这场历史上最严重的 

冲突时美国政府方面的危机处理机制、决策过程，以及影响决策诸多关键因素进行了探讨。 

他认为，对此类历史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为未来中美关系的稳定提供借鉴。北京大学 

历史系牛大勇教授利用丰富的历史资料，对中国进行核试验前夕，美国政府对此问题的政策 

形成过程进行了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牛教授充分考虑了中苏论战、苏美英禁核条约谈判 

等重要的国际因素，使有关的立论更加完整。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任东来教授对1941-1949 

年期间美国在华的军事机构，如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盟国中国战区等的演革进行了全面梳 

理，认为对1946-1949年期间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在中国内战中的作用应当进行更加全面的 

评估。 

同济大学文法学院仇华飞教授通过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时期美国的高关税政策、 

《互惠贸易协定法》，以及"九*一八"事变等因素，考察了这一时期中美贸易关系的一些突 

出特点，认为自1932年以来，中美贸易经历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美国对华贸易迅速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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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贸易，这对30年代中后期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何慧副 

教授回顾了中美建交前中美两国民间交往的情况，认为在经历了将近15年的相互隔绝之后， 

自20世纪60年代中开始，中美两国的民间交往开始有所恢复，并得到了两国政府的支持， 

尽管这时交往的数量有限、渠道不多、形式单一，但是增加了处于敌对状况的两国人民和政 

府之间的彼此了解，这些交往构成了中美关系实现历史性突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厦门大 

学外文学院陈奔从美国人权政策的发展演变的角度探讨它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认为美国对华 

政策的人权因素与中国的国内政治稳定之间有着一定的关系，当中国出现不稳定时，人权因 

素的份量就会加大，反之，就会减少。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陈永祥副教授探讨了宋子文在美国租借援华物资营运方面的作用，认 

为宋子文在相关事务的对美接洽和沟通方面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 

了一定的贡献，同时，在租借物资的营运中，宋子文也有玩弄权术、中饱私囊的问题，这些 

都降低了美国租借援华的实际效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仇朝兵以1945-1949年期间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推动国民政府改革为例，分析了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认为美国对 

华政策的内在矛盾性以及它与中国社会现实的脱节是美国"失去中国"的主要原因，司徒雷 

登的失败可以说是美国理想主义外交政策的失败。 

（二）影响中美关系发展进程的各种国际因素 

中美关系不是孤立的双边关系，也是东亚乃至整个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 

对各种国际因素的探讨，无疑为中美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北京大学历史系王立 

新副教授从1900-1945年期间东亚国际关系体系所出现的一些重要变化，探讨了国际体系对 

其中一些重要行为主体所产生的影响。他认为，在这一时期，东亚的国际体系发生了一系列 

重要的变化，其中最核心的事件就是带有威尔逊理想主义色彩的威尔逊体系的确立以及最终 

瓦解，尽管华盛顿体系是建立在承认现状基础上的，但同时它也确立了列强在中国和平竞争， 

以及不得在中国谋求新的特权等原则，对日本试图独占中国的企图起到了某种体制约束作用， 

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东亚带来了秩序和稳定，有助于中国的经济复兴。中山大学历史系梁碧莹 

教授以上个世纪初美国的哈理曼全球铁路计划和诺克斯的东北铁路中立化倡议为线索，描述 

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与日本"特殊利益"之间的矛盾，认为这种矛盾使得美日两国在 

获取对华利益方面开始由合作转向竞争。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蔡佳禾教授则以60年代中国 

-巴基斯坦战略关系的确立为线索，分析了冷战和地缘政治因素对南亚国际格局的影响，认为 

与美苏相比，中国在这一地区较早摆脱了冷战思维，以现实政治为基础，构筑了一种代价不 

大，效果持久的政策。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刘建飞教授探讨20世纪70年代推动中美关 

系实现突破的世界因素，认为联合国、民族解放运动、多极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直接 

或间接对中美关系解冻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们不仅构成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国际大背景， 

而且推动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中山大学历史系王德春副教授运用较为翔实的史料对抗战 

胜利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与解放区的交往进行了探讨。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李志东副教授和梅仁毅教授分析了冷战后中美关系中的俄罗斯因 

素，认为冷战后中俄关系的发展使俄罗斯因素在中美关系中发挥了有利于中国的影响，这种 

影响有可能持续存在，但目前作用有限；同时，中俄关系仍存在不确定因素，如两国在战略 

文化上的差异、俄国内存在"西化派"与"欧亚派"的争论等，要使俄罗斯因素继续在中美 

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应谨慎对待和处理这些问题。梅仁毅教授还和李期铿、刘学政副教授 

探讨了冷战期间和冷战后中美关系中的日本因素，认为日本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在上升， 

在人权和经贸领域，日本的作用在总体上是积极的，而在安全和台湾问题上，日本有可能对 

中美关系的发展起到越来越大的牵制作用。西安外语学院张广秦分析了中美日三角关系对中 

美关系的影响，认为中国应当更灵活地处理这组三角关系从而为自己谋取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孙逊副教授探讨了美国的新国家安全战略对东亚安全的影响，认为"先发 

制人"的战略加剧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突出联盟加强了日本在地区的领导作用，同时， 

美国寻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关系的做法将对东亚安全格局产生积极的影响。东北师范大学历 

史系张扬通过美日两国在归还冲绳问题上的交涉，从一个侧面观察了美国约翰逊政府的中国 

观，认为约翰逊之所以对归还问题犹豫再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政府当时将中国视为 

最危险的敌人，因此企图利用冲绳的战略地位继续对中国实行遏制。 



（三）当前的中美关系 

尽管本次会议以历史问题为主题，但研究历史一个基本的立脚点就是为了更好地关注现 

实，会议期间又正值江泽民主席访美，这样，当前的中美关系自然地成为与会者讨论的一个 

热点。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副所长顾国良教授介绍了近年来军控领域两国关系的发展，认为军 

控领域是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新亮点，有很大的潜力可挖，并呼吁更多的年轻学者投入到这 

个领域的研究工作中来。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黄仁伟教授通过美国最近发表的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谈了目前中美关系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前所长资中 

筠教授、国际问题研究所郭宪纲副研究员分析了反恐与近期中美关系改善之间的关系，认为 

"9*11"可能标志着后冷战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因此，应当从这样的高度来看 

待反恐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副研究员倪峰则对"9*11"以来中美关系进行 

了较全面的回顾，认为中美关系有可能步入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其近期主要表现是两国高 

层互访频繁、在反恐领域合作机制已经建立起来、防扩散领域的合作增加，以及以中国入世 

为契机经贸关系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两国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如台湾问题、相互之间的 

战略疑虑、人权问题依然存在，需要两国共同探讨更为有效的方式加以管理。 

深圳大学项锷副教授从重建中美关系的基础、建立远东大国合作机制的可能性、改变观 

念融入世界发展主流三个方面论证了与美国共处需要有一些新的思路。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李育良教授介绍了入世前后中美贸易的基本情况，认为两国之间的贸易潜 

力依然巨大，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美国单方面扣减中国纺织品配额、向中国对美钢铁出口 

加征高额关税、滥用反倾销措施、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进行限制等。国家知识产权局马秀山 

讨论了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专利政策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李庆四副教授分析了美国的东亚安全战略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认为布什上台以来在对华政策 

方面的强硬做法，对日、韩、澳等传统盟友的重视，以及对台湾更为支持的态度，随时有可 

能对中美关系带来消极影响。 

（四）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此次会议又是在与台湾仅有一水之隔的 

厦门举行，台湾问题自然成为了讨论的一个热点。黄仁伟教授认为，近期以来，布什政府在 

台海问题上的立场不断向台湾方面倾斜，为此我们应当以"共同利益"和"新安全观"来化 

解潜在的冲突，这包括，明白无误地表明统一是中国的最高国家利益；为台独开"空白支票" 

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中美两国建立危机预警和管理机制；"一个中国"是中美之间的共同原则； 

推动三地经贸关系的发展，化解安全困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钢研究员探讨了冷战以来 

台湾问题在美国地缘战略中地位的演变，认为，就目前而言台湾问题在美地缘战略中的地位 

还没有完全明晰化，主要有三派主张，即维持现状派、划分势力范围派、支持台独派。厦门 

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所胡锦山副教授分析了1996年台海危机对美国海军战略的影响，为此 

美国海军提出有关四种应对方法，即加强美国的前沿部署、鼓励美国的地区盟友发展威慑力 

量、增加对台售武和与台军的软硬件整合、危机时对中国大陆进行战舰和空中打击。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张文生从亚太政治格局演变的角度分析了目前两岸互动的特点，即 

对话与对抗并存、和平与冲突并存、经济整合推动政治整合。厦门大学孙云博士讨论了冷战 

后亚太安全与台湾问题之间的关系，认为该地区众多的热点问题、安全机制的缺乏、"安全困 

境"的普遍存在及大国关系的复杂性，使台湾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福建省委党校李才义 

描述了美国的台海政策由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的过程，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认为美国过 

分支持"台独"将纵容台湾的挑衅行为，使美失去控制台湾局势的主动权。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汪小平运用丰富的史料剖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对台政策，认为当时 

美国出于打败共同敌人的需要，积极支持中国收复台湾，这在开罗会议上得到充分体现。战 

后，美国积极支持中国接受台湾，并且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 

（五）影响中美关系的政治文化因素 

  随着中美关系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探讨美国对华政策形成的深层原因， 

于是将研究的触角延伸到美国国内的政治文化领域。此次会议中有不少与会者提交了有关这 



 

方面的论文。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潘志高副教授探讨了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 

的问题，他以《纽约时报》为案例，对1993-1998年期间该报有关中国的报道做了详细统计 

和归纳，认为，美国媒体之所以对中国的报道以负面为主，主要是"媒体特性论"和"媒体 

霸权论"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张立平副研究员全面介绍了美国新近流行的新 

保守主义思潮，认为这一思潮有关国际格局、安全威胁来源、美国国家利益、美国的世界地 

位以及有关国家主权的看法，对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中国社科院美国 

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余万里从美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国家利益，以及美国 

的战略选择三个角度对冷战后10年来美国外交思想的大辩论做了分析和概括，指出，世纪之 

交的美国面对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特殊国际环境，美国的一超独霸地位给美国带来了一系列 

前所未有的问题，这使有关外交思想的辩论变得更加激烈和复杂。洛阳外国语大学江心学副 

教授分析了冷战后新自由主义对美国国家利益观的影响，认为，相互依存理论正在对国家中 

心观产生冲击，全球主义使国家不再担当保障安全的唯一角色，而新自由主义本身也对现实 

主义理论提出了挑战，同时他也认为，与现实主义理论相比，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还相对较小， 

处于从属地位。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阎循华则对"布什主义"的理论构成做了分析， 

认为它是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新一代的"混血儿"。四川外国语学院语文研究中心张涛副教授 

以《美国历史评论》杂志为例，对近十年来美国历史学家的中国观进行了剖析，认为，近些 

年来美国历史学关于中国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动向，主要表现是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化，有 

关文化研究的趋势有所加强，其中典型的案例就是对中国历史中性别与男性的研究。北京第 

二外国语大学李育良教授则对兰德公司中国问题研究的一些特点进行介绍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