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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与美国文化外交”研讨会综述 

○学术动态 

“非政府组织与美国文化外交”研讨会综述 

黄成 

  2007年12月1日，由上海美国研究所与香港中文大学港美中心合作举办的“非政府组织与美

国文化外交”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港美中心、上海美国研究所、复旦大学

美国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地区问题研究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公共与外交学院、上海社

会科学院亚太所、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解放军外语学院美国

研究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文学院、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20余名国内外学

者与会，就“非政府组织与文化外交：美国的经验”和“文化外交与和谐世界的建设”两个专题

展开了热烈和富有成效的讨论。 

  香港中文大学港美中心主任夏龙博士（Glenn Shive）结合自己25年从事美国与东亚，尤其

是中美之间的教育与文化交流，介绍了他的经验。他认为，非政府教育机构的成功运作必须具备

以下条件：（1）一部完善的慈善或协会法规是至关重要的，其中应该包括免税政策，管理的透

明性和完整性；（2）两国的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联系和两国的友好关系是非常重要的；（3）非政

府教育机构的使命必须明确，要真正了解成员的要求并要服务于其成员的利益；（4）成立的时

机很重要，必须选择适当的历史时刻；（5）拓宽运作模式，寻找跨越传统竞争界线的合作方

式。夏龙博士指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建立合作关系进行文化外交有助于使美国民众和选民更加

了解和支持政府促进文化外交，因为对国外受众来说，公民和非职业外交官的声音会比政府官员

的更加真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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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徐以骅教授指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将非政府组织作

为研究美国对外政策和公共外交的课题，囊括了非政府组织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合作者、咨询者、

管理者或监督者、补充者、说客、引导者等多种功能。究其原因，一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

迅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至少1500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国际非

政府组织；二是中国学者普遍认识到非政府组织作为国内和国际公民社会发展中的整合力量。而

非政府组织能够调动资源作为政府主导的社会发展的补充，有助于建设一个更加文明、公正、民

主与和谐的社会。徐以骅教授还指出，非政府组织也可能成为国际关系或双边关系中的破坏力

量；有些非政府组织，特别是所谓“倡议性”的非政府组织是自上而下来运作的。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学院副教授韩召颖介绍了西方和中国开展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的历史和

进程。他指出，中国试图通过开展文化外交来改善中国的形象，但是在与外国的交往过程中遇到

了一些问题，包括执行机构对于公共外交的理解偏差，而文化部、教育部、外交部、宣传部等部

门间协作不够，无法满足国外对于渴望了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巨大需求。 

  上海外国语大学公共与外交学院副院长苏长河教授分析了中国文化外交的主体和行为。他指

出，传统的文化外交主体——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发展并不成熟。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利

益结构多元化和中产阶层兴起，他们将成为未来中国文化外交的主体。而中国由于其特殊的国内

政治与社会结构，中国社团与政府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协商，补充和协调关系。政府是文化外交的

驱动力，非政府组织起协作作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叶晓红老师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见证了美国文化在

中国大陆的推广与示范作用，美国文化已经在中国年轻人群体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并且一度塑

造了精英阶层成长轨迹。但是，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激烈的国际竞争，要努力继承和发扬我国

悠久历史文化中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宝贵遗产，借鉴当今世界一切有价值的文化成果。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讲师潘蔚娟认为，近年来，中国的文化外交进入空前活跃阶段，但依然存

在对软实力资源挖掘和创新不够等问题。要进一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之精华，与新时代文化和西

方文化相撞击；不应该停留于京剧、功夫等文化表象，更要强化我国文化内在精神和价值观的认

同；在积极发展官方文化外交的同时，要大力开展民间对外文化交流，充分发挥海外华人的作

用，以形成多层次的文化外交新局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胜湘认为，中国开展文化外交有助于让世界其他国家了解

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发展，改变西方主导的价值观体系。而和谐世界理念提倡

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宽容和尊重，提倡多元文化的和平共处。 

  上海社会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副所长刘鸣指出，国内有学者认为中国可以借鉴欧洲的模式，提

倡和平与繁荣，遵循普遍的价值观，倡导用软实力而不是硬实力来解决争端；但中国也不能生搬

硬套欧洲模式，中国的和谐世界目标作为一种旗帜，更多地是倡导和平共处，以更有说服力的方

式解决问题，而不是简单地诉诸武力或威胁。 

  上海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倪建平博士认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就

包括软实力建设，要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就要增强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和谐世界

理念正指导着中国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筹划和运作文化外交，全面确立中国的文化外交战略，从而

以超越传统的国家间关系来处理国际事务，并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文化外交是中华

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部分，它也需要热心公民的积极参与。因此，在对外文化传播中，要鼓励中

国的非政府组织（如思想库和行业协会等）积极参与国际对话，发挥非政府组织在文化外交中的

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