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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冷战到中国的崛起：美国对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变化与延续 

[美] 陆伯彬 

【内容提要】当中国由一个冷战时期的新兴国家演变为后冷战时期的崛起中大国时，美国的中国外交政策研究领域经历

了许多变化。以1989 年为分界点，作者考察了该领域在中国国际政治角色变换这一背景下新的研究议程。新的研究议程

包括国内因素、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多边外交以及台湾问题等。作者指出，尽管新的研究议程已经出现，但美国的中

国外交政策研究领域中仍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延续性。这种内在的延续性表明了对中国国际行为进行比较研究、把中国外交

政策研究并入到国际政治这个更大学科中去的潜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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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1949 年以来，美国的中国外交政策研究领域已经经历了多次转变。与此同时，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角色也发生

了改变。它从一个冷战时期的新兴国家，发展为一个后冷战时期的崛起中大国，并为维护国际现状做出了巨大贡献。相应

地，由于学者们尽力与一系列新的智识挑战（这是由变化中的中国所引起的）保持同步，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学术研究也经

历了类似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仍保持了以前的智识传统。掌握这种持久研究议程的一个方法是对冷战时期的研究倾向与

冷战结束以后的研究倾向进行比较。在进行这种比较时，我们除了能够观察到该领域的研究议程所发生的变化外，还能看

到与先前的议程和更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外交政策研究领域相比，有多少变化保留了相当大的延续性。正是这种延续

性，构成了对中国外交政策进行研究的基础。 

    一  中国决策的政治学 

    ......

    二  中国政策与战略的一致性 

    ......

    三  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学 

    ......

    四  中国和大国：国际的视角 

    ......

    五  作为地区大国的中国 



    ......

    

    六  中国和多边机构 

    ......

    七  中国对武力的使用 

    ......

    八  再看冷战：对21世纪中国研究的机遇 

    ......

    九  结论 

    冷战的结束改变了中国的战略环境。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这些国际、国内变化

必然会改变中国的外交政策，也相应地改变了中国外交政策研究领域的研究议程。不过，中国研究议程的演变发生在一个

更大和持久的概念框架之中，自从该领域的最早作品出现时起，这个框架就界定了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因而在该领域形成

了一种变化与延续并存的局面。比如说，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外交政策专家仍然关注安全与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根源。但

是，他们主要关心民族主义、文化等观念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而不关注作为中国政策意识形态来源的马克思列宁主

义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地区政策方面，专家们曾经关注革命因素，但他们现在则倾心于多边外交。总体观之，尽管新

的研究议程的出现和对第一手资料有了更多的接触，在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中仍有一种内在的延续性，因为内在的议程

（underlying agenda）与对任何国家外交政策进行研究的议程在特征上是一样的。这种延续性暗示，中国外交政策的根

源与任何其他国家外交政策的根源没有什么不同。对于来自不同地区、拥有不同政治体制和文化、具备不同经济和军事能

力的国家的外交政策研究而言，研究主题都包括国内政治、观念、国际环境、与大国和毗邻国家的关系、对武力和多边外

交的使用等等。这种内在的一致性表明了下列做法的潜在价值：对中国国际行为进行比较研究，把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

并入到国际政治这个更大的学科中去。正如江忆恩所指出的那样，这个方面正在取得迅速发展，从而有助于形成一个更加

广泛和丰富的研究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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