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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综述 

 

 

郭巧华 

   

   

  2008年 5月 23~26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武汉大学举行，

来自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单位

的 100多位学者与会。会议就美国外交史、早期史、城市史、宪政史、社会史、政治史、经

济史，以及美国历史教学、研究方法与网络资源的使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具体如下： 

 

  （一） 美国早期史及宪政研究 

 

  会上，与会者就美国早期的政体、民主与共和的内涵、邦联及联邦的地位等内容，进行

了研讨。北京大学何顺果教授和李剑鸣教授考察了美国早期史中的民主问题。何顺果教授通

过详细考察，认为“五月花号公约”虽然是一个宗教誓约，但其作用远远超过了宗教的含义，

堪称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宪法性文件，预示了民主政治的许多理念与理想，构建了一种真正

的民主制。 

 

  李剑鸣教授考察了美国革命时期的政体。他认为，古典意义上的共和与民主原本不同，

而经过美国建国者的改造被赋予现代意义后，共和与民主的含义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重叠。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的叶凡美副教授以杰斐逊在“内部改进”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和推行的

政策为切入点，考察和分析了杰弗逊的联邦制思想。她认为，杰弗逊虽然支持和主张联邦政

府参与内部改进，但他坚持必须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明确授予联邦政府进行内部改进的权

力，结果导致联邦政府未能在内部改进上采取重大行动。这对此后美国的宪政和交通建设的

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北京大学在读博士生刘义勇研究了约翰•亚当斯的思想。他认为虽然亚当斯的思想严密

精深，有着很强的逻辑性，但由于没有适合其成长的土壤而为美国人所忽视。 

 

  中国政法大学胡晓进先生梳理了近 30年来中国学者对美国最高法院的研究。南京大学

任东来教授就美国学界论证司法审查正当性的各种理论进行了考察。针对美国学界运用“民

主”论证司法审查正当性的研究方法，他认为，宪法体现了民主和法治的统一，宪法赋予了

民主和法治同样的地位和价值。司法审查的辩护者无需借助于民主的价值来为司法审查寻求

正当性。河南师范大学的郭巧华老师就司法审查制度的渊源及其确立作了考察。她认为美国

司法审查制度的确立是在北美早期司法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成的。由于最高法院的这一

权力在联邦宪法中没有明文规定，那么司法审查权的正当性就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二） 美国外交史研究 

 

  与会者从不同角度对美国外交史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山东师范大学的王玮教授考

察了美国外交中的“自决”观念和“非殖民”原则。他认为“自决”观念作为美国的立国精神，源

于建国历程中建立在新教伦理使命观基础上的价值体系，源于美国不同于其他西方大国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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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经验，这种观念体现在外交上就是“非殖民”原则。武汉大学的张德明教授从美国如何利用

国际机遇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经济扩张的角度分析了美国崛起的原因。 

 

  陕西师范大学的白建才教授通过对里根政府“隐蔽行动”政策文件的考察，认为里根执政

时期实施了大量秘密活动及隐蔽行动，给苏联造成了极大困难，严重削弱了苏联的力量和影

响，加速了苏联的解体与冷战的结束。山东师范大学的陈海宏教授就冷战时期的美国军事思

想作了详细探讨。他认为在冷战时期，美国的军事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强调“空军第一”“ 争

夺制海权”“ 质量建军”，并形成了新的作战思想。 

 

  苏州大学的金卫星教授通过考察冷战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早期运作，认为布雷顿森林体

系的建立为美元登上世界货币霸主地位提供了制度平台。美元霸权地位的真正确立并且延续

至今，主要是通过该体系早期的实际运作。南京大学博士生冯东兴考察了越南战争中的韩美

关系，他认为越南战争对美国来说是一场灾难，而对其盟国韩国来说，则是发展的重要转折

点。陈广猛考察了 1962~1968年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中国项目”对中美关系转变所起的作用。 

 

  山东师范大学的在读博士研究生赵璐以解密的美国外交文件为主要研究资料，对尼克松

政府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政策进行了分析。 

 

  （三）美国城市、经济史研究 

 

  厦门大学的王旭教授就 20世纪美国大都市区地方政府中的区域主义与地方自治问题作

了详细考察。他认为，大都市区的发展要求区域管理一体化，这与美国民众长期推崇与实施

地方自治相互矛盾，但这一矛盾不是非此即彼的矛盾，它们可以通过不断修正和调整，促使

大都市区均衡发展。 

 

  韩宇副教授以美国奥斯汀和北卡罗来纳州三角地区为案例，探讨了美国独特的创新型城

市发展之路。他认为，活跃的创业和创新活动是高技术增长的核心内容，高技术经济的推动

力量主要来自在当地创立的企业及其衍生企业。 

 

  厦门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李莉分析了城市低收入人群在住房领域内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梳理了美国公共住房政策的发展演变。杨长云对美国地方政府进行考察，认为保持城市的多

样性比一味强调做大做强更能使人感到自由。 

 

  东北师范大学孙群郎教授从当代美国大都市区的空间结构考察了都市区中的交通拥堵

问题。他认为，结构性因素导致美国大都市区的交通陷入困境，特别是郊区的低密度蔓延、

土地利用模式的单一性及郊区社区的空间设计等因素。 

 

  上海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苏宁通过选取弗吉尼亚的雷士顿社区和马里兰的哥伦比亚

社区作为典型案例，探讨了美国城市更新运动中的新社区浪潮。他认为，新社区在解决美国

中心城市与郊区之间的发展不均衡方面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与会者还对美国经济史中的一些问题进行研讨。西南大学的黄贤全教授系统探讨了美国

历史上区域经济开发的模式。他认为，在经济开发过程中，美国政府的职能发生了很大转变，

由资产阶级的“守夜人”变成了“大管家”。首都师范大学的周钢教授研究了镀金时代美国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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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牧牛公司，详细考察了这些牧牛公司的发展演变。 

 

  （四）美国社会与文化 

 

  复旦大学的徐以骅教授以《1998 年国际宗教自由法》为例，详细阐述了宗教与当前美

国政治和外交之间的关系。他认为，《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是一项针对国外宗教的外交

政策，该法案的通过和实施体现了冷战结束以来宗教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巨大影响。在 2004

年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利用宗教选民赢得大选，体现了宗教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但随后

几年基督教福音派和共和党政治联盟出现裂痕，民主党也开始大谈宗教，争取宗教选民的支

持。东北师范大学的董小川教授分析了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和新基督教右翼这三个既

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派别。 

 

  厦门大学的盛嘉副教授以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为例，分析了进步主义时期美国大学学术

自由的制度化。他认为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的学术自由精神和原则，既是欧洲历史上大学自

治和学术自由传统在美国的传承和延续，也是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美国社会改革精神的具体表

现。大连大学的张宏副教授认为在 19世纪美国教育改革运动中，美国人建立了世界上独一

无二的教育制度，这是与当时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主导的时代精神密切相关的。厦

门大学的胡锦山副教授对美国的种族问题和反贫困问题进行了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孙有中教授和大连外国语学院的王红欣副教授回顾了 30年来中国的

美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概况，并指出美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值得注意的问题。华中师范大学的

李其荣教授运用民族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对美国和加拿大新华侨参政的方式和作用进行了比

较研究。她认为，比较而言，美国的华人参与政治的程度较高，政治精英不断涌现；虽然加

拿大华人参政也有很大提高，但总体参政成绩不够突出。暨南大学的秦珊副教授对美国政府

信息公开制度的建设过程作了详细考察，并分析了信息公开制度在美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

起的积极作用。 

 

  与会者还对美国历史的教学、研究方法及网络资源的运用问题进行了探讨，北京师范大

学黄安年教授论述了网络时代美国史研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要重视美国问题信息资源

多元化建设，创造条件加快资源共享的步伐。 

 

  本届年会适逢著名的中国美国史专家、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前副理事长和首任秘书长刘绪

贻教授 95华诞。与会学者向刘绪贻教授表示了诚挚的祝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