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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研究所举办建所20周年庆祝活动 

5月15日，能容纳200多人的青蓝大厦会议厅座无虚席，来自全国和院内各兄弟单位的同志和美国所的

全体同仁在这里集会庆祝美国研究所建所20周年。在正式活动开始之前，陈佳贵副院长莅临会场表示

祝贺。外交部、中联部、中央党校、中央党史研究室、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战略学会、人民日

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改革开放论坛、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

国语大学、外交学院、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30多家单

位派代表参加庆祝活动，院各职能部门的领导、院国际片各兄弟所的领导也到会祝贺。另外，美国驻

华使馆、福特基金会、亚洲基金会等美国驻华机构也派代表参加了庆祝大会。 

陈佳贵副院长还向庆祝活动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词。他首先代表李铁映院长、院党组和院务会议向美

国所的全体同志表示热烈祝贺。接着，他对美国所20年来取得成绩予以了充分的肯定，指出，美国所

伴随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应运而生，经过几代所领导和全体同志辛勤开拓和艰苦努力，已成为一个学科

门类比较齐全、有一批国内外著名专家、又有年富力强中年科研骨干和前途远大的青年科研人员、有

发展潜力、与国内外学术机构有着广泛联系的研究所，在基础研究和政策性研究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有

目共睹的成绩，并与国内其他从事美国研究的兄弟单位一起，大大提高了我国美国学的研究水平。同

时，他还为美国所今后的发展提出了殷切希望，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观察复杂国际问题

的显微镜和望远镜；继续发扬严谨学风，力争多出精品；继续广泛国内外学术交流。 

在庆祝大会上，王缉思所长代表全所同志对院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在百忙中或远道而来参加参加所庆

活动的院直属机关和外单位来宾以及外国朋友表示由衷地感谢，对李慎之等在组建和发展美国所的工

作中担任领导工作的历任老领导以及许多在美国所工作过的老同志致以诚挚的敬意。在发言中，他深

情地回顾了美国所20年来的发展历程，向各位来宾介绍了10年以来美国所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学

科建设、期刊出版、人才培养、科研管理、图书资料等各方面的情况和取得的成绩。就办所的宗旨与

与会同仁交流了体会，并就今后研究所的发展提出了努力的重点。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梅仁毅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杨洁勉先生、北京师范大学的杨玉圣先生发表

了热情的祝词，认为，国内许多从事美国问题研究的同志都与美国所结下不结之缘，在过去的20年

中，美国研究所在推动中国美国学研究中的确起到了中心和枢纽的作用，主要由美国所前牵头的中华

美国学会已成为沟通和汇聚全国各地美国问题研究同仁的桥梁，所创办的《美国研究》季刊已成为全

国美国学研究最主要的园地，取得的研究成果为国内外所瞩目，他们希望美国所在今后中国美国问题

的研究中继续更好地发挥领头羊的作用，并对美国所今后的发展提出了中肯的建议。而吴展先生、陈

宝森先生、金灿荣同志、姬虹同志和余万里同志代表所内老中青三代的研究和工作人员做了发言，他

们都以亲身的经历回顾了美国所不断发展的情况，讲述了许多难忘的经历和体会。 

在庆祝大会结束后，与会者进行了一天半的学术研讨活动，南开大学李剑鸣教授、王晓德教授、赵学

功教授、复旦大学吴心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史静寰教授和杨玉圣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黄卫平教授、

国防大学周柏林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陆建德教授、社科院法学所吴新平教授，以及美国所王缉

思、顾国良、陶文钊、胡国成、牛军、周琪、陈宝森、张也白、金灿荣、张立平、姬虹、潘小松、陈



 

宪奎、刘澎，就10年以来国内美国学研究在美国历史、美国经济、美国政治、美国教育、美国文化、

美国社会、美国新闻、美国外交史、美国外交现状、美国法律、美国军事、中美关系史、对美政策研

究各领域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回顾、总结和评论。人们普遍认为，如果将1979-1989年看做

是美国学研究风气初变、奠定基础的时期的话，那么从1989-2000年则是一个突飞猛进的时期。具体表

现为： 

1，研究成果大量涌现。这一时期，有关美国各方面的学术专著数以百计，仅以美国史为例，从1989

年-2000年，有关的专著据不完全统计就达50多部，有关美国问题的研究论文、对策报告、时事评论更

是数以千计，以美国社会问题研究为例，这一时期发表的各种论文就达300多篇。 

2，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拓宽，研究的问题进一步细化，例如，在美国政治研究中涉及到了7个领域，其

中有制度研究（包括民主制/分权制、总统制、行政制度、决策机制、州和地方政府）、美国政党/选

举研究（包括政党制、政党与选举、选举政治）、政治思想研究（包括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反共主

义、外交政策思想）、利益集团研究（包括利益集团政治的理论和实践、利益集团的游说、利益集团

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国会研究（包括国会本身、国会与总统的权力关系、国会与中美关系、国会与

州议会的关系）、宪法/最高法院研究（包括司法审查制度、宪法修正案、总统行政特权引发的司法问

题、大法官的构成及对裁决的影响）、问题研究（包括美国的人权/民权/黑人运动及美国的国际人权

政策、克林顿弹劾案、政治捐款、1995年预算大战、宗教与美国政治）。 

3，研究队伍不断稳定和扩大，以美国外交史的研究为例，目前全国拥有专职研究人员40多人，而且结

构比较合理，14人为博士生导师，8人为教授，11人为副教授，5人为讲师。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等都招收美国外交史方

向的博士研究生，为这支队伍提供高质量的研究后备队伍。 

4，研究变得更加冷静和务实，众多的研究题目体现了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研究中对中国现实的关怀，

包含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强烈社会责任感。 

总之，经过这10年的发展，中国的美国学研究从整体上说已有了一个相当深厚的积淀，这为今后的发

展提供了一个更宽广的平台。同时，大家也指出了美国研究问题中存在的不足，如研究题目上的不均

衡、就一些问题进行重复研究的现象比较普遍、研究成果参差不齐、方法论比较单一、一些问题的研

究缺乏细化和深入的研究、现实问题的研究中缺乏真情实感、历史问题的研究中缺乏对研究对象的

“了解之同情”、学科间缺乏横向联系、学术交流较少等等。 

另外，这次活动作为国内各单位美国问题专家的一次大聚会，对目前再次陷入困境的中美关系进行热

烈的讨论，许多与会专家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广泛热烈的学术探讨可以说是对美国研究所建所20周

年最好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