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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政策与美国国内政治”学术研讨会综述 

○学术动态 

“美国对华政策与美国国内政治”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恒阳、魏红霞 

    2007年3月24日至26日，由中美关系史研究会、浙江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国社会科

学院美国研究所联合举办，浙江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的“美国对华政策与美国国内政治”学

术研讨会在杭州浙江工业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30多个学术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的70多位从

事美国问题及中美关系研究的专家学者与会，共提交论文40余篇。 

  与会者就美国对华政策及美国国内政治进行研讨，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想库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作用 

  在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诸多因素中，思想库的作用非常重要。近年来，中国学者在研究美国

思想库方面积累了一些成果。此次研讨会上，关于美国思想库对于美国对华政策和美国国内政治

影响的研究是讨论的重点。中美关系史学会会长、美国所研究员陶文钊，以“影响冷战后美国对

华政策的美国国内因素的若干问题”为题做了主题发言。他认为，在中美关系发展的各个重要阶

段，思想库都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思想库的一些判断是比较理智的，其中一些先前

的分析判断与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的政策十分吻合。 

  上海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倪建平的文章《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思想库：议程设置的视角》，通过

议程设置来分析思想库怎样通过大众传媒来左右公共议程的安排，进而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议程

设置。 

  上海外国语大学林玲副教授在《美国智库与对华政策》一文中，认为把握智库的动态信息将

为中方及时调整对美战略提供一定的参考。作为个案分析，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孙逊的论文《论传

统基金会与美国对华政策》，主要研究了传统基金会的发展历史及其对华研究状况、主要观点和

影响。 

  （二）中美关系面临的机遇、挑战及国家身份的定位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研究员总结了中美关系目前面临的五个新机遇和七个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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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机遇是近期的、现实的；挑战和危机是中长期的、潜在的。只

有抓住近期的机遇，就可能消弭潜在的长远危机。此外，他还提出了中国应对这些机遇和挑战的

若干对策。 

  国家身份的定位也是这次会议的讨论热点。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立新的论文《在龙的映衬

下：对中国的想象与早期美国国家身份的建构》讨论了美国对中国的想象与美国早期国家身份建

构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从18世纪晚期一直到20世纪中期，美国一直把中国想象成与自己形象

相对照的“他者”，对中国的这种“他者”想象反映着美国人自己的恐惧、渴望和向往，在不同

历史时期对美国人界定自己的国家身份与国家地位提供了帮助，是美国人自我审视、自我想象的

一种方式，因而具有深刻的自传性质。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的王超和葛腾飞讨论了美国对中国国家身份定位的影响因素。他们的论

文《观念与身份定位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影响与启示》，主要采用建构主义理论，叙述了建国以

来美国对华观念与身份定位的变化，并分析了由此造成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得失。 

  （三）历史人物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与会者对历史人物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再次成为学

者们关注的热点。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金海提交的论文《美国对华政策演变中的尼

克松》，从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和舆论发展的大环境下分析尼克松对华政策的演变。中山大学讲师

温强的论文《试论尼克松对华决策机制与其面临的内部反弹：以对台军援问题为中心》，从美国

对台军援问题为中心，分析美国对华决策的机制，以及在美国政府内部的反映。暨南大学讲师张

维缜的论文《尼克松政府与中日钓鱼岛争端》，剖析了尼克松政府在把钓鱼岛“交还”日本的过

程中，美国政府、民间，以及中国海峡两岸对该政策的意见和影响。三篇文章共同之处在于，充

分利用已公开的档案或当事人的回忆录，对尼克松在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以及维护美国自身利益方

面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尼克松的政策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美国对华政策和舆论发展的大背景。 

  复旦大学金光耀教授、中山大学博士生朱志辉和海南师范大学副教授胡素萍分别就宋子文和

陈纳德与美国驻华空军之间的关系、美籍法律顾问古德诺在袁世凯政府的活动，以及美国在华传

教士李佳白被逐事件进行了个案分析。 

  （四）美台关系与中美关系 

  美台关系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北京外国语大学梅仁毅

教授和解放军理工大学刘学政副教授的论文《福摩萨决议》，分析了美国国会和总统之间在对台

政策方面的斗争和妥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的特点。广东汕头大学徐鲁航教授和研

究生邹云强的论文《21世纪之交美国对台湾的元政策和基本政策分析》，从公共政策理论层面分

析了美国对台政策稳定的原因。 

  （五）经贸关系与美国对华政策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中国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步伐加快，中美两国在经济利益上的依

赖不断加深，经贸问题日益成为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因素。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余

万里在论文《美国政治中的跨国公司》，剖析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跨国公司政治战略的

四种形式，总结了这些政治战略的特点及其影响力。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何兴强通

过分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美国利益集团在人民币汇率问题及中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

的影响，对利益集团在美国对华贸易中所起的作用进行探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讲师潘蔚娟通过

具体案例，分析了军工复合体与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