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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与国际格局学术研讨会”综述 

 

魏红霞 

   

  2008年 6 月 28~30日，由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英语系、鲁东大学

外国语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联合举办，鲁东大学承办的“中美关系与国际格局

学术研讨会”在烟台举行。来自全国各地 30多个学术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 50多位从事美

国问题及中美关系研究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学术研讨活动，共提交论文 40余篇。 

 

  会议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 国际局势的变动与中美关系的调整 

 

   与会学者分别从历史学、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国际格局的变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中

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会长陶文钊分四个历史时期阐述了中美

关系与国际格局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第一个时期（1840~1919）年，在以欧洲为中心的

国际体系中，中国处于无权地位，美国处于国际格局的边缘地带，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实

际上是要尝试把自由主义原则用于国际秩序，是要建立新的国际格局；在第二个时期（巴黎

和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主导的华盛顿体系构建了远东新的国际格局；经过第二

次世界大战，美国在全世界最终建立了新的国际秩序。在这个格局中，中国是美国在东亚的

主要依靠对象，中美两国之间建立了特殊关系。在第三个时期，也就是冷战时期，国际格局

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阵营，中美分属两个阵营，这决定了两国之间对抗格局。然而在冷战后期，

中国与苏联的分裂导致中美和解，形成了大三角的国际格局。在第四个时期，即后冷战时期，

出于“中国的崛起会挑战现存的国际体系”这样的担忧，美国对中国采取两面下注的政策。中

山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朱志辉和朱卫彬讨论了早期（1920 年代之前）国际格局的变化对中美

两国发展双边关系的影响。朱卫彬选取了 1898~1912年这段历史时期内美国总统致国会的

15 份年度咨文，通过对年度咨文内容的词频统计，他认为美国对中国问题非常重视，超过

对其他国家的重视。美国提出并实行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包含着与列强既争夺又合作的

因素，但美国更多地执行了与列强合作的政策，其原因主要是美国初登国际政治舞台实力不

足。朱志辉分析了 1920年代中美关系中一些微妙的人事因素，他认为，从参与构建现代国

际格局的发展眼光来看， 北洋“外交系”、美籍法律顾问等这些人事因素对中美两国都有着

不同寻常的意义。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宫力教授探讨了 1969~1973年之间国际局

势的变动与中国对美政策的调整。他认为，这一时期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改变了中美苏关系

的基础，为中国改善外部环境提供了契机。中国领导人正是从中美关系入手，抓住历史时机，

调整了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山大学历史系讲师温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

郑华等分别探讨了尼克松时期的中美关系及其对国际格局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周琪研究员探讨了“和谐世界”的理念是否能得到美国的认

同，认为美国人不可能接受中国关于“和谐世界”的理念，但对于中美关系来讲，这个理念仍

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和平发展的承诺及表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国家的说法，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消除美国对“中国威胁”的担忧。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胜湘、南开大学周

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韩召颖分析了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刘胜湘从建构主义的角度分析

了中美关系的三种未来走向：互为敌人的对抗关系，互为对手的竞争关系和互为伙伴的合作

关系。这三种关系对未来国际格局的影响也是相对应的。韩召颖认为，以和平方式促进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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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的国家利益，通过建立健全、畅通的外交机制，中美两国有可能避免走向对抗。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孙逊和研究生尚玉婷探讨了美籍华人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孙逊

从台湾的角度分析了中美建交后台湾当局对侨务工作的调整，认为这些调整工作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二）地区问题与中美关系 

 

  与会者在会上还从地区层面的角度对中美关系进行了探讨。上海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倪建

平教授从区域性公共产品的视角试图探讨东亚地区在一体化进程中建立与美国合作的制度

化的可能性。他认为，如果美国认真考虑东亚国家的自主性并通过自我约束来寻求东亚国家

对其亚洲角色的身份认同，那么，美国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东亚国家就可以在推进东亚区

域性公共产品进程中通过加强合作来实现共赢。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魏红霞

探讨了东亚多边合作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她认为，作为协调东亚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式，

东亚多边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美两国相互之间的看法和政策，并为两国打破僵局、消

除敌意、增进互信提供了契机，也为两国的协商合作提供了有用的平台。但是，中美在东亚

多边合作机制发展过程中的利益博弈，以及东亚区域合作和次区域合作的重叠性特点也增加

了中美双边关系的复杂性。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刘志良论述了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在美国

亚太战略中的作用，认为它既是中美接触的积极推动者，又是美国遏制战略的坚定实施者。 

 

  台湾问题仍然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地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袁征

阐述了冷战后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并分析了美台关系的未来走向。他认为，冷战结束至今，

美国对台政策经历了四次调整，影响其调整的因素主要有国际环境的变迁、对华关系的需要、

台湾政局的变化，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成见。美国在与中国交往的同时，

保持同台湾实质性的关系，推行“双轨”政策。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台独”势力的膨胀，美国对

台政策越来越面临挑战。随着台湾政局的变化，美国将会再次调整对台政策，美台关系也将

会出现改善。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秦卫海分别以小布什政府的政策为例，探讨了中美两

国在军控领域的分歧对台湾问题的影响和美国对台军售问题。秦卫海认为小布什政府的单边

主义军控政策破坏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不利于台海局势的缓和，其核战略可能会降低

中国的核威慑力，减弱中国对台海局势的控制力。李冬伟认为美国不断调整的对华政策与相

对不变的对台军售政策，折射出了美国真实的对华战略意图。 

 

  另外，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黎家勇回顾了香港回归十年来美国对香

港的政策，认为美国对港政策被纳入对华政策的大框架中，不可避免地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

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教授李中泽透视了冷战思维下的“藏独”问题，认为冷战思维使美

国愈加重视西藏的重要地缘政治意义。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研究生郭慧回顾了美国对南中国海

政策的演变，提出中国海军要实现跨越式发展才能打破美国及其盟国在中国东部沿海及南海

地区构筑的对中国的“岛链封锁”。 

 

  （三）中美经贸关系 

 

  与会者就近年来中美两国经贸关系发展及面临的挑战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山东大学经济

学院张丽娟教授对比了中美和美日之间的贸易往来，分析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认为

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高于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存度，这增加了美国对华贸易谈判的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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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加剧可能长期成为美国对华贸易政治的工具。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副

秘书长马秀山探讨了中美知识产权关系，认为知识产权问题将长期存在于中美贸易，甚至政

治关系中。世界贸易组织为中美解决知识产权问题提供了一个平台。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研究

生许璐探讨了跨国公司在中美贸易关系中的作用，认为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相比，

美国跨国公司的作用表现低调，对中美贸易关系起到了更大的稳定作用；冀彬认为对外政策

的目标和国内的政策需要将迫使中美两国政府认真思考中美经贸合作的发展方向，加大两国

产业结构的调整，最终使两国均建立起与国际经济协调的机制；张国龙探讨了中国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之后，中美之间的纺织品摩擦问题，分析了中国在其中处于被动地位的原因。 

 

  （四）中美关系中的文化因素 

 

  与会者就美国文化价值观、美国文化外交、中美文化交流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北京第二

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主任、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滑明达教授剖析了世界能源危机对美国人传统价

值观的影响。他认为，美国传统的核心价值理念，如自由平等的基础是美国社会公民的高度

自由流动性，而这种流动性又以丰富、廉价的物质能源为支撑。因此近年来能源的日益短缺

和价格暴涨将直接影响并改变美国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这种变化必然会影响美国的

对外政策，世界格局也会因此而改变。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陈奔以“富布赖特计划”为例

分析了文化在美国外交中的作用。他认为，“富布赖特计划”使美国研究成为美国政治、外交

的载体和传播美国式民主和价值观的平台。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研究生董阳春对美国对中国进

行文化输出的方式、实施机构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把中国当作潜在的威胁者，对中

国的文化输出在美国的对外战略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副

教授陈晓及讲师李淑艳等探讨了媒体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中山大学历史系讲师李爱丽以电影

为主题探讨了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 

 

  与会者还就军控、美国对伊战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

员樊吉社从中国出口管制的行政管理体系、出口管制相关法律框架、中国与国际多边出口管

制的关系、中国的战略或战略相关物项出口行为等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出口管制制度的发

展与演变。他认为，中国的防扩散出口管制完成了从行政管理向法制化管理的转变，相关出

口管制做法已与国际通行做法基本一致。中国自 1949年以来在这几个方面的变革如同一场

“革命”，反映出中国逐渐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该所助理研究员仇朝兵以印度尼西亚的民主

化改革为个案，分析了美国对外输出民主的战略；该所助理研究员何维保分析了伊拉克战争

对美国软实力的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