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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外交思想史(1775～2002年)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王玮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外交思想史（1775～

2002年）》(批准号为01BSS007)，于2001年立项， 2004年3月结项，其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主要成员

为戴超武教授。该成果从外交思想的角度分析和探讨了美国外交的起源、形成、发展演变和未来走向的历史过

程，并对美国自建国以来到2002年的外交做出了历史定位，对美国各届政府外交的特点、性质、成就以及面临

的困境进行了深入分析。现将该成果的主要内容摘编如下： 

《美国外交思想史（1775～2002年）》系统介绍了美国外交史学的发展沿革和流派

分野，指出美国外交史学存在的一个要害问题，即无法解释民主经验和帝国征服之间的

矛盾，无法找到帝国扩张的历史逻辑性。因此，美国外交史学本身如同美国外交一样，

在理想和现实的悖论中迷失了方向，陷于困境之中。由此，引出了从思想角度探究美国

外交的重要意义。外交思想作为决定外交的最为深刻的因素之一，它能在更长的时段中

决定外交的形成和发展，保证外交的连续性。从思想的深度去研究美国外交的历史，可

以挖掘外交最为本质的东西，追寻外交的走向。这项成果追溯了美国外交的思想渊源，

指出美国外交来源于商业精神以及根植其上的民主理想、扩张意识和开放本性。这些思

想渊源构成该成果论述的主要脉络，将美国外交思想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时段。 

一、美国外交的孤立主义时期 

19世纪末之前为美国外交的孤立主义时期，或称大陆主义时期，这一时期，美国外

交在孤立和扩张思想准则的二难选择中徘徊。就扩张而言，坚定不移地由大西洋向太平

洋海岸的发展势头，代表了美国的扩张方向。成果着重剖析了杰斐逊的外交思想，指出



杰斐逊是“美国历史上将视线射向太平洋的第一位总统”，“太平洋的扩张问题是杰斐逊扩

张思想中的最精彩的部分”。关于19世纪40年代的大陆扩张，这种扩张具有土地扩张和商

业扩张双重目标和性质，成果对两种性质扩张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作了说明。就孤立而

言，成果对美国早期外交中的孤立主义思想作了分析，指出它的相对含义以及它同扩张

思想的辩证关系，这种关系最终体现在门罗主义外交原则。“门罗主义的实质是进一步拉

开美洲同欧洲的距离”，使美洲“成为相对独立的美洲共和政治体系”，同时，它又为今后

美国称雄美洲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战略方针。该成果论述了19世纪50～60年代美国外交低

潮时期扩张新思潮的形成和涌动，其中对“青年美国”思潮、西沃德“帝国”思想和“新天

定命运”口号的评述尤为突出。 

二、美国外交的门户开放时期 

19～20世纪之交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门户开放时期，或称海洋主义时期。这一

时期，美国外交的指导思想是力求建立一个美国为主导的开放型的世界帝国，也就是

说，门户开放思想是这一时期美国外交的指导思想。该成果对门户开放思想作了分析与

评价：第一，门户开放不仅仅是针对中国的应急举措，而是旨在建立海外商业殖民帝国

的世界性“大政策”，是美国进行海外扩张的外交总原则和战略总方针。第二，美国的“门

户开放”仍是一种殖民主义，本质上仍是对弱小民族和国家的征服、奴役和掠夺，但另一

方面，它又是帝国主义国家在新的形势下施行的一种新型殖民主义政策，它同旧殖民主

义在手段和模式上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１）反对以武力征服的方式从空

间上对殖民地实行独占，主张建立“无边界”的殖民体系；（２）不主张对殖民地实行直

接统治，而提倡保留殖民地原有的行政实体，实行间接统治；（３）反对垄断式的保护

主义，主张“门户开放”，实行“公平”的自由贸易竞争。“门户开放”思想的核心是建立以



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开放式商业体系，它的重点不是在所控制的范围内排斥它国的利益，

不是搞封闭式垄断，而是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打着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的旗号，打破

列强的保护主义壁垒，把全世界变成美国操纵的具有无边界外延和开放内涵的新型模式

的殖民体系，它反映了世界由分散走向整体的一体化的历史趋势，标志着自15世纪末开

始的一体化进程跃上了一个新的层次，可以说，历史就是这样穿过洞开的门户进入到20

世纪。第三，“门户开放”是美国的利己主义政策，它所维护的只是美国自身的利益，而

不是弱小国家的利益，它所体现的只是美国的民族价值观，而不具有普世性，这种利己

性体现在美国式的门户开放所具有的单向性和强制性上，是一种片面的、不对等的开

放。成果还详细介绍了麦金莱、老罗斯福、塔夫脱、威尔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三届

共和党政府、以及罗斯福政府为实现门户开放目标而推行的外交政策，并分析了他们的

外交决策思想。 

三、美国外交的遏制时期 

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末为遏制时期，或称全球主义时期。这一时期，美国外交的视

野扩大到整个世界，旧有的孤立传统已经失去市场，世界霸权成为其主要的追逐目标，

但是也使美国外交思想陷入到前所未有的深刻矛盾之中。成果首先对冷战的历史根源作

了探讨，认为，冷战固然体现为不同意识形态的对立，但是，“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是具

有两重含义的。第一是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信仰和判断，第二是对国际政治经济格

局和世界秩序构想所赖以产生的原则基础的认定和选择。从后者的角度分析，冷战实质

上是二战前“门户开放”和“势力范围”两种原则的对抗和冲突的结果。面对二战后国际实

力的对比变化，美国不得已选择了对苏联的“遏制”战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开放

思想，陷身于同苏联争夺势力范围的较量和角逐，这正是美国的全球外交的病症所在。

但是另一方面，战后和平共处局面的形成又给美国实现门户开放目标带来了最佳时机，



门户开放始终是美国构筑西方世界的主导思想。 

四、美国外交的后冷战时期 

克林顿任内，美国外交完成了从冷战时期的“遏制”到冷战后的“扩展和参与”的

战略转变；在“新全球主义”外交思想的指导下，美国外交实现了战略力量的重新组

合。布什政府上台后，美国保守势力开始出现强盛的势头，而“9·11”恐怖袭击进一步

助长了这种趋势，美国外交出现了体现“新帝国”思想的理论和行动。“新帝国论”的要

旨，既不同于自由主义国际观，也不同于现实主义观，它是美国在面对前所未有的复杂

国际环境时，为追求绝对的安全和绝对的权力而显现出来的一种思想。这种“新帝国”思

想理念的根本目的是，追求绝对的霸权，建立单极世界，以此谋求绝对安全。布什政府

接连采取重大的外交行动，推行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退出反导条约、加紧部

署国家导弹防御体系、阿富汗战争、朝核危机以及第二次海湾战争等等，都是布什政府

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具体实施，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开始呈现出前所未有

的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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