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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人文交流四十年：回顾与展望

潘亚玲

【内容提要】　以长期的历史发展为基础，中美人文交流在

建交四十年的过程中经历了全面恢复、迎难而上及支柱建设等

三个阶段的发展，充分发挥了探路者、铺路者、护路者的作用，

为中美关系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中国快

速崛起、美国霸权相对衰落，当前中美人文交流正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压力与挑战，具体包括：中美战略环境变化，经贸基础

的变化，操作环境改变等。这要求中美人文交流必须真正回归

其本义，从中美两国交流的战略高度，围绕其基本价值取向、

根本战略构想、核心操作手段等作重大创新，实现更大的独立

性，形成多元行为体的合理协同，与不同议题形成有效的配合，

为中美关系的长期性、战略性转型贡献积极力量，为中美关系

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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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建交４０年以来，两个国家的相互交流日益密切、相互理解日益深刻，

人文交流功不可没，充分发挥了探路者、铺路者、护路者的作用。回顾而言，

中美人文交流在过去３０年里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建交的头十年里，中

美双方相互印象良好，相互隔绝２０余年后的激情释放加上冷战格局的结构性保

障，推动了中美人文交流的全面恢复。冷战结束重大地改变了中美关系尤其是

中美人文交流的结构性动力，中美战略关系不断寻求新的方向，尽管受战略关

系持续反复的重大影响，中美人文交流仍迎难而上，特别是民间的人文交流得

到重大发展，其典型是民间自费赴美留学人员的快速大幅增长。自２００８年全球

金融危机特别是２０１０年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以来，主要在中美政府的推动

下，中美人文交流逐渐发展成为中美关系的第三大支柱。尽管如此，由于中国

快速崛起、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等体系性变化，美国对中美战略关系基本性质的

界定正发生重大改变，特别是自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特朗普日渐认

为，在未来相对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战略竞争可能成为中美战略关系的界定性

特征。①在此背景下，中美人文交流也将面临重大挑战：与中美整体关系进入战

略竞争时期相同步，中美人文交流与经贸合作可能日渐相互独立，中美两国政

府在推动人文交流方面的作用也可能发生长期性变化。因此，必须思考中美人

文交流的长期性、结构性转型，前瞻性规划其战略方案、培育其操作能力，使

人文交流更好地发挥中美关系的探路者、铺路者、护路者角色。

一、 建交以来中美人文交流的总体发展

经过２０多年隔绝后，又经过了７年多的准备，中美终于在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

正式建交外交关系。建交４０年来，中美关系历经起伏，发展成为具有体系重要

性的双边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人文交流对中美整体关系、中美两国相互理解

的贡献不可谓不大。在隔绝时期，中美人文交流更多发挥着探路者的角色，随

着尼克松总统１９７２年访华和１９７９年中美建交，人文交流的重心逐渐转向铺路

０３

① 特朗普政府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公布其首份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视作 “战略竞

争对手”，并给中国贴上 “修正主义国家”标签。犜犺犲犠犺犻狋犲犎狅狌狊犲，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犛犲犮狌狉犻狋狔犛狋狉犪狋犲犵狔狅犳狋犺犲

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狅犳犃犿犲狉犻犮犪，犇犲犮．２０１７，“犐狀狋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狆．２．



中美人文交流四十年： 回顾与展望

者，引领中美关系的发展；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时起时伏，人文交流的护路

者角色也日益凸显。可以认为，建交４０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与中美人文交流

的发展密不可分，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不仅推动了双边关系的发展，也

为整个国际社会的稳定贡献了重要力量。回顾而言，中美人文交流在过去４０年

里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的发展。

　　（一）全面恢复时期：１９７９—１９８９年

中美第一次历史性接触始于１７８４年 “中国皇后号”对中国的访问。自那以

后，中美人文交流便延绵不断，并为中美关系发展不断贡献新的力量。但在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时，美苏冷战结构已然固定，中美相互孤立不可避免，人文

交流相当少。尽管如此，中美人文交流仍发挥了重要的探路者、铺路者角色，

其典型是１９７１年的 “小球转动大球”外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发挥了重要作

用。①１９７９年中美建交使中美人文交流的结构性障碍得以完全消除，迎来了全面

恢复性发展，主要体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随着中美隔绝的消除，中美人文交流的整体环境空前改善，中美两

国对促进人文交流的态度相当积极和宽容。

在１９４９—１９７２年期间，由于冷战格局的限制，中美双方都视对方为 “敌

人”，并恶意宣传对方。这样，中美相互认识相当消极，对中美人文交流而言显

然极为不利。但随着１９７２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的舆论环境大为改善。有美

国学者甚至认为，尼克松访华 “彻底地改变了对于中国的公共舆论”②。根据盖

洛普 （犌犪犾犾狌狆）公司的调查结果，尼克松１９７２年访问中国之后，美国国内对中

国的印象迅速改观，各方面的积极认知均有大幅提升 （表１）。在不到一年时间

里，大多数美国人完全改变了过去那种认为中国人 “让人仇恨和恐惧”的负面

印象。③

１３

①

②

③

郝平：《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铺路石》，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５年６月１８日，第２２版。

［美］迈克尔·罗斯金等： 《政治科学》，林震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

１５１页。

犑犪狊狆犲狉犅犲犮犽犲狉，“犐犱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犅犻犪狊犻狀犚犲狆狅狉狋犻狀犵犆犺犻狀犪，”犻狀犚狅犫犻狀犘狅狉狋犲狉犲犱．，犚犲狆狅狉狋犻狀犵犖犲狑狊

犉狉狅犿犆犺犻狀犪，犔狅狀犱狅狀：犚狅狔犪犾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犃犳犳犪犻狉狊，１９９２，狆．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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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美国人对中国的积极认知 （％）

１９６６年 １９７２年

勤劳 ３７ ７４

智慧 １４ ３２

进步 ７ ２８

实干 ８ ２７

艺术 １３ ２６

诚实 犖 ２０

虔诚 １４ １８

勇敢 ７ １７

　　犖表示数据空缺。

资料来源：犔狔犱犻犪犛犪犪犱，“犌犪犾犾狌狆犞犪狌犾狋：犖犻狓狅狀狊犆犺犻狀犪犞犻狊犻狋犠犪狊犪犌犪犿犲犆犺犪狀犵犲狉，”

犌犪犾犾狌狆，犉犲犫．１７，２０１７，犺狋狋狆狊：／／狀犲狑狊．犵犪犾犾狌狆．犮狅犿／狏犪狌犾狋／２０４０６５／犵犪犾犾狌狆狏犪狌犾狋狀犻狓狅狀犮犺犻狀犪

狏犻狊犻狋犵犪犿犲犮犺犪狀犵犲狉．犪狊狆狓．

正是由于基本舆论取向的转变，这一时期中美人文交流进展顺利，即使后

来的两个最大绊脚石即台湾问题和人权问题，在这一时期都明显不是问题。例

如，尽管美国自卡特就任总统后启动 “人权外交”并曾发生 “胡娜事件”，但

“在整个７０年代末和８０年代初，人权因素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并没有占很大的

位置”①。又如，尽管仍存在不同声音，但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相比，台湾问题的

确已成为中美关系中的次要问题。②

第二，中美政府间就推进人文交流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并采取了切实举措

加以推进，为中美人文交流的持续发展奠定了机制性基础。

相比而言，１９７９年中美建交对中国改革开放、中美人文交流的机制性影响

或许比其对国际政治特别是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影响更为长期和深远。就在中

美宣布建交后的１９７９年１月底、２月初，应美方邀请，国务院时任副总理邓小

平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次访问在其重要的国际政治意义之外，最大的机

２３

①

②

宫力：《峰谷间的振荡：１９７９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

１６６页。

郝雨凡：《白宫决策：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内幕》，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第５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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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性后果便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及其他一系列协议的签署，其中大多属于人文交流的内容。事实上，恰好是因

为双方关系基础不牢、发展差距较大、战略信任尚未充分建立，人文交流成为

建交之初双边关系的重要抓手。事实上，在这个十年中，中美关系中最大的机

制性成果仍是在人文交流领域，如１９８５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

众国政府教育交流合作议定书》是两国间正式签署的第一个教育交流议定书，

对中美教育交流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

第三，尽管有较好的舆论基础和机制框架，但中美人文交流的发展仍主要

集中在教育交流领域。首先，最为重要的领域是中国赴美留学人员的快速增加。

据美方统计，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９０年间，赴美的我国公费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有６０９６７

人，自费留学生４１５０１人，共计１０２４６８人。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９年这１０年间，

我国到美国的学生和学者，比１８６０年到１９５０年留美学生的总和 （大约３００００

人）还多两倍以上。①其次，中美从大学开始建立合作关系，仅在１９８３年至

１９８４年间，美方就有８０所大学与中方百余所大学、系以及科研机构建立交流关

系，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便是典型。再次，各

种非官方的教育、文化交流逐渐得以发展。如１９８１年成立的中国教育国际交流

协会，持续选派教育工作者特别是中学英语老师赴美学习和进修；又如，美国

的富布赖特项目、和平队项目等都在中国逐渐展开。

　　（二）迎难而上时期：１９８９—２００９年

１９８９年政治风波成为中美关系和人文交流的一个转折点；由于美国对华认

知的根本性改变，加上国际体系转型和中国快速崛起，中美关系陷入时起时伏

的怪圈，中美人文交流现在承担起远为复杂和重要的使命，其传统的探路者、

铺路者角色要求更高，同时还需要承担重要的护路者功能。需要指出的是，在

近２０年时间时，中美人文交流迎难而上，出色地完成了上述复杂历史使命。

这一时期，中美人文交流主要面临三大挑战。第一，自１９８９年以后，美国

３３

① 顾宁：《１９７９—１９９０：中美教育交流的特点及启迪》，载 《人民日报》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３日，

犺狋狋狆：／／狋犺犲狅狉狔．狆犲狅狆犾犲．犮狅犿．犮狀／犌犅／４９１５７／４９１６６／５０８１４４４．犺狋犿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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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认知急剧恶化，迄今为止也没有恢复到１９８９年政治风波前的水平，这使人

文交流长期面临较为困难的工作环境。例如，根据盖洛普公司的一项调查，在

１９８９年２月，７２％的美国人说他们对中国持有好感；到了７月，只有３１％的人

还抱有那种看法；同时，只有１６％的人认为中国仍然是美国的盟友，而认为中

国是敌人的人数则从１９％上升到３７％，仅比苏联低９个百分点。①第二，冷战结

束以来，美国对华战略呈现一种 “双重起伏”态势：从历届政府看，新政府上

台往往为中美关系带来冲击，到中后期才得以好转；从议题角度看，中美不断

围绕政治—意识形态、军事—安全、经济与人民币汇率等问题展开角力，在旧

问题重要性逐渐下降的同时，新热点不断涌现，呈现一种轮动态势。②第三，随

着中国快速崛起、国际体系加速转型，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猜疑日益加剧，美国

的战略焦虑使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担忧明显上升。在这一背景下，中美人文交流

不得不迎难而上，其角色不断在探路者、铺路者和护路者之间转换。

由于形势已然不同于建交后的头十年，这一时期的中美人文交流大致具备

两个特征：一是政府层面的人文交流总体保持稳定，并取得了一定的新进展。

首先是中国政府公派赴美留学生遭受较大冲击，但在经历一段时间后逐渐得以

恢复。在１９８９年政治风波后，美国政府通过豁免中国公派留学生和交换学者学

习期满必须回国服务两年的要求，直接截留和掠夺中国在美留学人才，使留美

教育大为受挫。例如，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学年中方向美国派出的学生、学者共３０人，

而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学年仅有１１人。③这一情况直到１９９６年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正式成立，才逐渐得到改变。在２００１年 “９·１１”事件后，美国收紧对伊斯兰

国家留学生签证政策，一开始对中国留学生也产生了消极影响，但很快便得以

恢复发展。其次，一系列商讨中的合作项目也遭到一定程度的延迟，但最终仍

取得了积极进展。例如，１９８８年，中美双方就美国派遣志愿者来华任教达成原

则协议，但由于冷战结束的冲击，直到１９９３年开始试行，而正式的 《美中友好

４３

①

②

③

引自 ［美］哈里·哈丁：《脆弱的关系：１９７２年以来的美国和中国》，香港：三联书店有限

公司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４０、３６３、４３０页。

潘亚玲：《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根本逻辑与手段———兼论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

载 《当代亚太》２０１０年第３期，第７页。

犛犮犻犲狀犮犲犪狀犱犈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犇狅犮狋狅狉犪狋犲犃狑犪狉犱狊１９９４，犺狋狋狆：／／狑狑狑．狀狊犳．犵狅狏／狊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狊／犱狅犮狋狅狉犪狋犲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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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项目协议》直到１９９８年才得以签署。最后，随着人文交流逐渐适应新的

战略环境，中美两国政府对人文交流的主动性与积极性都逐渐得到提升。

另一方面，在政府间人文交流发展速度放缓的同时，中美民间人文交流却

有较快发展，尤其是自费留学人数增加较快。例如，尽管１９８９年 “政治风波”

对公派留学造成了很大冲击，但对自费留学的影响却相对较小。据统计，１９８８

年自费留美生约４８００名，１９８９年增加到７４００名，其中的５０００人是６月以后

赴美的。①而这一数字到２０００年时已经迅速增长到３万多人，到２０１０年时更是

远超过１０万。

　　（三）支柱建设时期：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０年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的建立，标志着中美人文交流的机制化、

系统化建设时期的启动，并逐渐推动人文交流成为与政治互信、经贸合作相并

行的三大支柱之一。首先，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存续期间的可持续性项

目数量稳步上升：在２０１１年第二轮只有４项是持续性项目，２０１２年共１３项，

２０１３年１１项，２０１４年猛增至３４项，２０１５年为４９项，２０１６年更达到５９项；尽

管从增长速度看可能有所不同：第二轮的持续性项目占比为２３％，第三轮为

４０％，第四轮为６１％，第五轮为３１％，第六轮和第七轮均为３７％。其次，中美

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存续期间的机制化水平不断提升：在２０１０年首轮中美人

文交流高层磋商中就有５项成果得到以机制化；其后逐渐增长，特别是在２０１４

年后增长迅猛，分别为２０１１年１２项，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均为１６项，２０１４年５３

项，２０１５年６６项，２０１６年更多达８４项。②其三，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的

推进与美国对华政策氛围的改善呈正相关关系，人文交流的有效性得到了强化。

尽管特朗普上台后对中美关系产生了重大冲击，但中美人文交流总体保持

平稳，特别是实现了交流机制的平稳过渡。２０１７年４月，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

期间同特朗普总统确定了新时期中美全面交流的机制化安排，新建立了外交安

５３

①

②

国家教育委员会留学生司：《出国留学工作文件汇编 （１９７８～１９９１）》，北京：群众出版社

１９９２年版，第８５２页。

潘亚玲：《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机制：既有基础与战略路径》，载 《美国问题研究》２０１７年

第２期，第８６—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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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４个高级别对

话合作机制，为中美人文交流的机制性过渡奠定了坚实基础。２０１７年９月，首

轮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２８日在华盛顿举行，涉及教育、科技、环保、文化、卫

生、社会发展 （涵盖体育、妇女、青年、社会组织）、地方人文合作七大合作领

域，并通过 《首轮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行动计划》，明确提出了未来一段时间中

美双方围绕上述七大合作领域展开的具体合作项目。

在中央政府层面的人文交流快速发展的同时，中美地方人文交流也得到快

速发展，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中美友好省州、城市、区郡关系的发展。１９７９年１０

月３１日，中国湖北省与美国俄亥俄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开启了中美友城合作

历程，也成为中美地方人文交流的肇始。此后，经过４０年的发展，到２０１８年９

月，中美共建立了２７１对友好关系，既有省州级，也有县市区级的，可以说已

相当深入和全面。纵观中美友城合作的发展，可以认为，也是在２０１０年后获得

了较大发展，而特朗普执政的影响也同样明显 （图１）。此外，中美友城合作的

内涵也在不断深入，如２０１３年创立中美友好城市促进会 （犝．犛．犆犺犻狀犪犛犻狊狋犲狉犆犻狋狔

犃狊狊狅犮犻犪狋犻狅狀，犝犆犛犆犃），又如中美友城大会的创立和持续召开。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网站 （犺狋狋狆：／／狑狑狑．犮犻犳犮犪．狅狉犵．犮狀／犠犲犫／

犻狀犱犲狓．犪狊狆狓）数据统计得出，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８日。

图１　中美友城关系，１９７９—２０１８．９

６３



中美人文交流四十年： 回顾与展望

在中美人文交流机制框架下，中美地方人文交流取得了诸多成果。自２０１０

年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成立以来，地方人文交流的成果数量与质量均有

重要提升：在２０１０年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创建时的共计９项成果中，地

方人文交流便有１项；到２０１６年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时，已有１４项地

方人文交流成果。尽管２０１７年的首轮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中，地方人文交流成

果数量没有变化，但由于成果总量下降，地方人文交流的重要性事实上上升了

（表２）。此外，中美省州教育厅长对话、中美省州立法机关合作论坛、地方省市

参与中美教育交流特别是孔子学院建设等均取得了重要进展；部分省州还相当

积极地推动和参与中美省州经贸合作，其中较为重要的是中美省州长论坛的创

立和中美贸易投资合作联合工作组的建立。

表２　中美人文交流机制下地方人文交流的发展，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成果总数 （项） ９ １７ ３２ １８ １１２ １３２ １６０ １２９
地方人文交流

成果数 （项） １ ３ １ ２ １１ ９ １４ １４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二、 当前中美人文交流面临的压力与挑战

尽管取得了不小进展，但自特朗普上任以来，中美人文交流的战略环境、

经贸基础及操作环境均发生重大转变，中美人文交流面临严峻的战略转型压力

与挑战。具体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战略环境变化

自中美建交以来，美国人对中国始终抱有某种美好的想象，“对很多美国人

来说，中国正在推进的开放是整个共产主义世界自由化的预兆：最终，‘他们’

将变得和 ‘我们’一样”①。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进展和政治上的逐

７３

① 犚犻犮犺犪狉犱犕犪犱狊犲狀，犆犺犻狀犪犪狀犱狋犺犲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犇狉犲犪犿：犃犕狅狉犪犾犐狀狇狌犻狉狔，犅犲狉犽犲犾犲狔：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

犆犪犾犻犳狅狉狀犻犪犘狉犲狊狊，１９９５，狆．２８，犻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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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宽松，在美国人和美国国会议员眼中树立了一种与苏联完全不同的 “令人疼

爱的共产主义形象”①。但随着中国持续崛起，美国霸权相对衰落，这种战略想

象正变得日益脆弱。相反，面对如何管理中国崛起的长期战略难题，特朗普政

府内部乃至整个美国战略界正形成一种新的战略共识，即中国是美国的 “战略

竞争对手”，中美战略关系正进入一个可能较为长期的根本性战略关系转型期。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战略决策者便为如何管理中国崛起的困境所困扰。

一方面，美国是自１９４５年以来的国际体系的建构者，进而应当是维护者；另一

方面，中国迄今为止的崛起可被称作是 “体系内崛起”，是通过日益融入美国所

主导的国际体系而实现的。②这事实上导致了美国的战略困境。一方面，遏制战

略或军事对抗所针对的 “挑战者”，是一个完全在主导体系之外且明确挑战体系

合法性甚至试图将其推翻的国家，而不是体系内或至少部分融入体系的国家。

遏制战略明显会使以仍有利于美国霸权利益的方式来整合中国的大门被关闭，

因为中美两大经济体是高度相互依赖的。但另一方面，接触战略则可能冒如下

风险，即中国以一种不再只是拓展全球市场的方式崛起，而是可能催生一种地

缘经济加地缘政治的复合敌对。

自克林顿政府起，美国便一方面试图推动中国融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同

时为这一融入附加 “保险”政策，即围绕中国不完全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

的方面采取制衡战略。正如时任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所说，在面对中国未

来意图的不确定时 “将中国当作敌人对待”是非理性的，这会成为一个 “自我

实现式预言”，削弱将中国融入体系内的可能性。③但接触并不暗示着 “包容”中

国崛起，而是试图维持和巩固美国在地区内的霸权。这一 “两面下注”（犺犲犱犵犲）

战略事实上是冷战结束后历任美国总统应对管理中国崛起的战略困境的传统

选择。

尽管上台时间尚短，但特朗普总统已然表现出管理中国崛起的新型战略思

８３

①

②

③

［美］哈里·哈丁：《美中关系的现状与前景》，柯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

７４页。

张春：《中国实现体系内全面崛起的四步走战略》，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第５０—５３页。

犑狅狊犲狆犺犛．犖狔犲，犑狉．，“犜犺犲犆犪狊犲犳狅狉犇犲犲狆犈狀犵犪犵犲犿犲狀狋”，犉狅狉犲犻犵狀犃犳犳犪犻狉狊，犑狌犾．!犃狌犵．１９９５，狆．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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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很大程度上，特朗普的 “战略思维创新”得益于美国社会内部的两大意识：

一是源于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的危机意识；二是出于回应而重振美国霸权的使命

意识。这两种意识的相互结合，推动特朗普政府采取 “美国优先”战略———所

有对外战略和政策均以美国利益为重，首要的冲击对象就是中美关系。当然，

这也与特朗普总统本人的谈判而非外交策略密切相关。特朗普早在其１９８７年出

版的 《交易的艺术》（犜犺犲犃狉狋狅犳狋犺犲犇犲犪犾）一书中设定了其谈判战术，核心是两

点：一是表现优雅，但在被不公正对待时 “坚决还击”；二是永远不要表现出脆

弱。① 《交易的艺术》一书曾在美国 《时代》（犜犻犿犲狊）周刊畅销榜上停留了４８周。

特朗普显然认为，他可与任何人达成交易，而且他也的确试图证明这一点。②

尽管如此，但中美陷入全面对抗或长期性高度摩擦的可能仍相对较低。迄

今为止，尽管手段相对激烈、不确定性和冒险性更高，但并不能认为，特朗普

将全盘推翻中美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中美战略关系的确面临长期性、根本性

转型，即竞争、摩擦在中美关系中的比重可能明显上升；但由于中美关系的相

互依赖深度及其体系重要性，因此 “战略互动稳定、战术竞争激烈”更有可能

是中美关系未来一段时期的界定性特征。鉴于特朗普团队对外交的理解，这一

动态平衡过程可能极具战略风险；正是在这一意义，中美人文交流的探路者、

铺路者、护路者角色再次凸显。

　　（二）经贸基础的变化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陷入时起时伏的怪圈，经贸合作逐渐成为中美

关系的压舱石，最为明显地体现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方面。

更为重要的是，这三个方面的发展在时间上有前后相继关系，同时也是中美经

贸合作日益深入的表现，特别是从地区、国会议员选区等角度看时尤其真实。

但随着特朗普政府上台，经济在中美关系中的压舱石作用遭到明显动摇，对人

文交流也产生了长期性影响。

９３

①

②

犃狀狋犺狅狀狔犣狌狉犮犺犲狉，“犜狉狌犿狆狊犜犲犾犲狆犺狅狀犲犝狀犇犻狆犾狅犿犪犮狔”，犅犅犆犖犲狑狊，犉犲犫．２，２０１７，犺狋狋狆：／／

狑狑狑．犫犫犮．犮狅．狌犽／狀犲狑狊／狑狅狉犾犱狌狊犮犪狀犪犱犪３８８４９２５７．

犚狅犫犻狀犠狉犻犵犺狋，“犉狅狉犜狉狌犿狆，犇犻狆犾狅犿犪犮狔犐狊犪犉狅狌狉犔犲狋狋犲狉犠狅狉犱”，犖犲狑犢狅狉犽犲狉，犕犪狉．２９，２０１８，

犺狋狋狆狊：／／狑狑狑．狀犲狑狔狅狉犽犲狉．犮狅犿／狀犲狑狊／狀犲狑狊犱犲狊犽／犳狅狉狋狉狌犿狆犱犻狆犾狅犿犪犮狔犻狊狇狌犻狋犲犾犻狋犲狉犪犾犾狔犪犳狅狌狉犾犲狋狋犲狉狑狅狉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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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可谓经济压舱石的基础要素。整体上看，自２０００年以

来，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增长了８倍多，从２０００年的７４０亿美元增长到２０１７年

的６３５０亿美元。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报告，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的１０年

中，美国对华货物贸易出口增长８６％，而对全球的平均增长水平为２１％；２０１７

年，中国是美国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货物贸易出口对象国，当年美国对中

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１２７０亿美元。美国对华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为美国提供了

１００万个就业机会。在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出口额增长３００％

以上，而对其余国家仅增长约５０％；仅２０１６年就增长１２％，而对其余国家则

仅增长０．６％。２０１６年，中国是美国服务贸易出口的第三大对象国，仅次于英国

和加拿大。

从地方、国会议员选区等角度看，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压舱石作用更为

明显。２０１７年，中国是美国５个州的最大货物贸易出口市场；是美国４６个州的

前五大货物贸易出口市场；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间，有１７个州对华货物贸易出口

增长１００％以上，其中有４个州甚至增长３００％以上。２０１７年，有３０个州对华

货物贸易出口额超过１０亿美元，而２００８年时仅有２１个州。①在服务贸易方面，

中国是１８个州的最大出口市场，在所有５０个州都位居前五。在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

十年间，印第安纳、密苏里、内布拉斯加、南达科他等１０个州对华服务贸易出

口增幅超过４００％，共有３１个州增幅超过３００％以上，所有美国州对华服务贸

易都增幅超过１００％；２０１６年，有１５个州对华服务贸易出口额超过１０亿美元，

而２００７年时仅有３个州。②在就业创造方面，２０１６年，对华货物贸易和服务贸

易出口为美国创造的就业总额达到１００万；其中有２９个州的就业人口超过１万

人；加州以超过１２万人高居第一，得克萨斯、华盛顿和伊利诺依这３个州均超

过５万。③

相比而言，中国对美投资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上升很快，尽管历史相对

较短。自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正日益成为中美关系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到２０１７年底，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存量已达１４００多亿美元。

０４

①②③ 犝．犛．犆犺犻狀犪犅狌狊犻狀犲狊狊犆狅狌狀犮犻犾，犛狋犪狋犲犈狓狆狅狉狋犚犲狆狅狉狋：犌狅狅犱狊犪狀犱犛犲狉狏犻犮犲狊犈狓狆狅狉狋狊犫狔犝狀犻狋犲犱

犛狋犪狋犲狊狋狅犆犺犻狀犪狅狏犲狉狋犺犲犘犪狊狋犇犲犮犪犱犲，犃狆狉．２０１８，狆．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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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０５年之前，中国在美对外直接投资微不足道。同年，联想以１７．５亿美元收

购了犐犅犕的个人电脑部门，这是中国对美首笔重大投资。在随后的几年中，跨

部门投资量持续增长，但到２００９年期间，中国在美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仍低于每

年１０亿美元。从２０１０年开始，中国在美直接投资快速发展，于２０１３年达到

１４０亿美元。２０１４年度的投资水平略低于１３０亿美元，但此后在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

年分别创下１５０亿美元和４６０亿美元的新纪录。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增长使少

数政客重提外国人拥有美国资产的国家安全风险，但对地方社区来说这意味着希

望，因为它能成为地方外资的重要推动者，能够带来就业、税收、创新等好处。①

随着特朗普上台，中美经贸关系变得复杂，特别是进入２０１８年后，特朗普

一意孤行，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战，对中美经济合作整体氛围产生了破坏性作用，

经济合作的压舱石作用遭受严峻挑战。经济合作压舱石作用动摇的中长期影响

仍有待进一步观察，但对双边投资的消极影响已有明显体现。２０１７年，由于特

朗普政府上台后采取大量限制性措施，导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流量迅速下降到

２９０所美元，同比下降３５％。但在２０１７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中，有１８０亿美元

属于２０１６年宣布、２０１７年落实的项目，占２０１７年流量的６０％；如果将这一部

分剔除的话，２０１７年度中国对美投资流量下降达７４％，仅为１２０亿美元左右。

这对地方层面的影响也是明显的：规划中的绿地投资项目推迟了，就业机会明

显下降，甚至有中国公司开始寻找买家以便撤离美国。②到２０１８年上半年，这种

影响更加明显，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在前五个月中比２０１７年同期下降９２％，仅为

１８亿美元。③

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关切在地方人文交流中相当重要；因此，经济压舱石

作用有所下降可能对中美人文交流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因为地方人文交流可

能遭受比国家层面的人文交流更为严重的影响。

１４

①②

③

“犖犲狑犖犲犻犵犺犫狅狉狊：２０１８犝狆犱犪狋犲：犆犺犻狀犲狊犲犐狀狏犲狊狋犿犲狀狋犻狀狋犺犲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犫狔犆狅狀犵狉犲狊狊犻狅狀犪犾

犇犻狊狋狉犻犮狋”，犃犚犲狆狅狉狋犫狔狋犺犲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犆狅犿犿犻狋狋犲犲狅狀犝．犛．犆犺犻狀犪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犪狀犱犚犺狅犱犻狌犿犌狉狅狌狆，犃狆狉．２０１８，

狆．２．

犜犺犻犾狅犎犪狀犲犿犪狀狀，“犃狉狉犲狊狋犲犱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犆犺犻狀犲狊犲犉犇犐犻狀狋犺犲犝．犛．犻狀１犎２０１８”，犚犺狅犱犻狌犿

犌狉狅狌狆，犑狌狀．１９，２０１８，犺狋狋狆狊：／／狑狑狑．狉犺犵．犮狅犿／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犪狉狉犲狊狋犲犱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犮犺犻狀犲狊犲犳犱犻犻狀狋犺犲狌狊犻狀１犺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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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操作环境的改变

对中美人文交流而言，美国政治文化的当代转型①以及美国国内上下对中国

的看法特别是中美人文交流的看法所发生的变化，对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将会

产生重要且长期的影响。

一方面，美国政治文化当代转型的基本特征是从共识构建到极端对抗，具

体表现之一为美国公众越来越不相信联邦政府，可能重大地削弱美国官方推动

中美人文交流的动力。例如，盖洛普公司的数据显示，对联邦政府的不满长时

间位居前列。自２００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底，在长达１３年时间里对美国国家发展

方向表示满意的人数没能超过５０％，自２００５年下半年起长达１２年没有超过

４０％，２００８年１０月的满意度甚至低至７％ （不满意度高达９１％），这是自该调

查启动以来的最低纪录。到２０１７年１０月，美国人对美国国家发展方向的满意

度为２１％，这是自２０１６年７月以来的最低点。②类似地，皮尤研究中心系列民

意调查显示，在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仅１８％的美国人相信其政府大体上是正确的；

超过三分之二的表示不相信。更为重要的是，自小布什总统第二任期以来，这

一态势并未发生重要变化。③２０１８年初，仅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美国政府所做的

事情是正确的，相比２０１７年初下降了１４个百分点。相对而言，对特朗普反复

指责为传播 “假新闻”的媒体，美国公众的信任度变化不大，从４７％下降到

４２％。④如此低的信任度，很大程度上限制着美国政府的政策优先，从官方特别

是联邦政府层面推动与中国的人文交流，可能正遭受着严重的怀疑。

另一方面，美国国内上下对中国政府在人文交流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日益持怀疑

态度，导致中国政府对人文交流发挥持续发展重大影响力的空间受到明显压缩。

２４

①

②

③

④

潘亚玲：《美国政治文化的当代转型》，载 《美国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４４—４８页。

犕犲犵犪狀犅狉犲狀犪狀，“犇犻狊狊犪狋犻狊犳犪犮狋犻狅狀犠犻狋犺犌狅狏犲狉狀犿犲狀狋，犇犻狉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犝．犛．犘犲狉狊犻狊狋狊” （犗犮狋狅犫犲狉１９，

２０１７），犌犪犾犾狌狆，犺狋狋狆：／／狀犲狑狊．犵犪犾犾狌狆．犮狅犿／狆狅犾犾／２２０７０３／犱犻狊狊犪狋犻狊犳犪犮狋犻狅狀犵狅狏犲狉狀犿犲狀狋犱犻狉犲犮狋犻狅狀狆犲狉狊犻狊狋．犪狊狆狓，

最后浏览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０日。

“犌狅狏犲狉狀犿犲狀狋犌犲狋狊犔狅狑犲狉犚犪狋犻狀犵狊犳狅狉犎犪狀犱犾犻狀犵犎犲犪犾狋犺犆犪狉犲，犈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犇犻狊犪狊狋犲狉犚犲狊狆狅狀狊犲”

（犇犲犮犲犿犫犲狉１４，２０１７），犘犲狑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犆犲狀狋犲狉，犺狋狋狆：／／狑狑狑．狆犲狅狆犾犲狆狉犲狊狊．狅狉犵／２０１７／１２／１４／犵狅狏犲狉狀犿犲狀狋

犵犲狋狊犾狅狑犲狉狉犪狋犻狀犵狊犳狅狉犺犪狀犱犾犻狀犵犺犲犪犾狋犺犮犪狉犲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犱犻狊犪狊狋犲狉狉犲狊狆狅狀狊犲／，最后浏览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２

月１０日。

犝狉犻犉狉犻犲犱犿犪狀，“犜狉狌狊狋犐狊犆狅犾犾犪狆狊犻狀犵犻狀犃犿犲狉犻犮犪，”犜犺犲犃狋犾犪狀狋犻犮，犑犪狀．２１，２０１８，犺狋狋狆狊：／／狑狑狑．

狋犺犲犪狋犾犪狀狋犻犮．犮狅犿／犻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犪狉犮犺犻狏犲／２０１８／０１／狋狉狌狊狋狋狉狌犿狆犪犿犲狉犻犮犪狑狅狉犾犱／５５０９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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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中国政府在中美人文交流中的确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其典型体

现是政府性、精英性较强，草根大众参与不足。①在美国人眼中，这一政府作用

在双边关系友好的时候可被称作 “魅力攻势”，但在差的时候就可能被贴上 “中

国威胁论”的标签。以孔子学院建设为例，自２００５年至今，中国在美国开设了

１１０所孔子学院和５０１个孔子课堂。刚开始时，美国对此总体表示欢迎。２００６

年１１月，美国 《纽约时报》一篇题为 《中国的又一热门出口产品：汉语》的评

论中说：“中国正在用汉语文化来创建一个更加温暖和更加积极的中国社会形

象。”②但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社会对孔子学院的怀疑态度逐渐增强。２０１２年５

月，美国国务院对孔子学院的论证资格、签证条款等表示质疑。此举遭到大量

反对，美国国务院最终不得不称该举 “很草率，不完整……对此我们表示歉

意”，并强调美国十分重视中美人文交流，美方没有任何意识要去伤害、影响孔

子学院的教学活动，进而伤害到中美人文交流的正常开展。③尽管如此，对孔子

学院的质疑声音逐渐增强，如芝加哥大学于２０１４年９月底宣布将停办该校的孔

子学院，同年１２月新泽西州议员史密斯在听证会上表示应调查孔子学院是否限

制了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等等。④这种质疑到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有增无减。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６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信美国教育部长贝琪·德沃斯 （犅犲狋狊狔

犇犲犞狅狊），要求其对中美高校合作进行检查，特别提及华为与超过５０家美国高校

的合作关系 “危及国家安全”。⑤

在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国内对中国政府在人文交流中的作用更持批评态度。

２０１８年２月，美国联邦调查局 （犉犅犐）局长克里斯托弗·雷 （犆犺狉犻狊狋狅狆犺犲狉犠狉犪狔）

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时称，“中国间谍”正在蔓延美国各地，甚至包括学术

３４

①

②

③

④

⑤

潘亚玲：《中美人文交流：成就与展望》，载 《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１２期，第２３页。

犎狅狑犪狉犱犠．犉狉犲狀犮犺，“犃狀狅狋犺犲狉犆犺犻狀犲狊犲犈狓狆狅狉狋犻狊犃犾犾狋犺犲犚犪犵犲：犆犺犻狀犪狊犔犪狀犵狌犪犵犲”，犖犲狑犢狅狉犽

犜犻犿犲狊，犑犪狀．１１，２００６．

吴庆才：《解密美国孔子学院风波始末：一场技术性乌龙事件》，中国新闻网，２０１２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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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犺狋狋狆：／／狑狑狑．犳犿狆狉犮．犵狅狏．犮狀／犿犳犪＿犮犺狀／犳狔狉犫狋＿６０２２４３／犼狕犺狊犾＿６０２２４７／狋１１９６３７８．狊犺狋犿犾。

犅犲狀犼犪犿犻狀犠犲狉犿狌狀犱，“犇犲犞狅狊犝狉犵犲犱狋狅犘狉狅犫犲犆犺犻狀犲狊犲犛狆狔犻狀犵犪狋犝．犛．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犻犲狊”，犘狅犾犻狋犻犮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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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因此，美国试图 “将 ‘中国威胁’视作不仅是政府性的威胁，更是社会

性的整体威胁”，因此美国将 “采取社会性的整体响应措施”。①不能不承认，这

是自中美建交以来，政府推动双边人文交流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之一。

三、 中美人文交流的中长期转型战略

尽管已经取得较大成绩，但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的中美人文交流环境发生了

重大改变：总体环境不再友善、经济支撑作用减弱、政府主导的认可度下降。

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中美人文交流需要反思并创新自身的基本价值取向、根

本战略构想、核心操作手段等，推动人文交流实现更大的独立性，形成多元行

为体的合理协同，与不同议题形成有效的配合，创新性地贡献于中美关系的长

期性转型。在这一意义上，２０１７年首轮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围绕未来４０年甚至

更长时间的中美人文交流展开讨论，有着重要意义。笔者认为，应及早启动中

美人文交流的中长期转型战略，其中最为重要的要素大致包括以下方面。

　　（一）建立健全中美人文交流的三层多维体系，推动形成 “大人文交

流”战略

人文交流的根本要求是要促进民心相通，因此必须真正面对人民。就此而

言，应及时转换思维，将政府作用下降的挑战转化为机遇，建立覆盖国家—地

方—社会三个层次，横跨教育、科技、环保、文化、卫生、社会发展 （涵盖体

育、妇女、青年、社会组织）等领域的三层多维体系 （表３）。需要指出的是，

２０１７年的首轮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某种程度上正朝这一方向发展。首轮中美社

会和人文对话包含教育、科技、环保、文化、卫生、社会发展 （涵盖体育、妇

女、青年、社会组织）、地方人文合作七大合作领域。如果进一步观察可以看

出，地方人文交流的六个方面，即中美省州和管理部门交流合作、地方教育交

４４

① 犑狅犲犾犌犲犺狉犽犲，“犉犅犐犇犻狉犲犮狋狅狉：犆犺犻狀犲狊犲犛狆犻犲狊‘犃犠犺狅犾犲狅犳犛狅犮犻犲狋狔’犜犺狉犲犪狋狋狅犝犛”，犠犪狊犺犻狀犵狋狅狀

犈狓犪犿犻狀犲狉，犉犲犫．１３，２０１８，犺狋狋狆狊：／／狑狑狑．狑犪狊犺犻狀犵狋狅狀犲狓犪犿犻狀犲狉．犮狅犿／犳犫犻犱犻狉犲犮狋狅狉犮犺犻狀犲狊犲狊狆犻犲狊犪狑犺狅犾犲狅犳

狊狅犮犻犲狋狔狋犺狉犲犪狋狋狅狌狊／犪狉狋犻犮犾犲／２６４９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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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合作、地方科技交流合作、地方文化交流合作、地方卫生交流合作，事实上

正是中央政府层面六大领域的地方版。

表３　中美人文交流的三层多维体系

教育 科技 环保 文化 卫生 社会发展

国家层次      

地方层次      

社会层次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因此，为进一步推进中美人文交流，应从整体战略理念、战略框架角度，

优化、完善上述三层多维体系结构，进一步明确不同层次的人文交流的战略或

功能定位：国家层次的人文交流更多发挥战略引领和统筹协调的功能，尽可能地

淡化其具体执行功能，进而实现国家层次的人文交流 “化整为零”，一方面可有

效利用美国联邦—地方的分权体系、缓解美联邦政府政策不确定性的干扰，另一

方面也可缓解美国社会对中美政府特别是中国政府在人文交流中的作用的抵制；

社会层次的人文交流的重心在于基层、草根交流，使人文交流真正落实到民间；

地方人文交流居于国家和社会之间，在开展对等的地方对地方的人文交流之外，

其核心功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发挥桥梁作用，将国家层次与社会层次的人

文交流有机联系起来，二是实现地方性、社会性人文交流的 “集零为整”，为分

散、多元的地方和社会性人文交流提供某种整合平台，有利于其形成整体效应。

优化、完善中美人文交流的三层多维体系，是推动中美 “大人文交流”战

略形成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应当进一步整合、统筹人文交流与外交外事、外

宣、经贸等对美工作，避免前期各领域工作相互割裂的不足，并尽早建立健全

“大人文交流”的领导机制、落实体系等，为中美战略关系转型期及之后的双边

关系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二）创新中美人文交流工具箱，推动人文交流 “由软变硬”

迄今为止，中美人文交流的工具箱仍相对单一。如果以其应有的五类功能

即项目提供、平台建设、准入标准设定、绩效评估、退出管理等来衡量，中美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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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交流的工具箱急需进一步丰富并实现重大创新。虑及中美人文交流迄今的

发展基础，其中最为重要也最具可行性的创新应主要在以下两大方面展开。

一是深入分析中美经济关系的基层和社会影响，有机结合对美人文交流与

经济合作，在国会选区、州、联邦等层面开展全方位人文交流。

如前所述，中美人文交流不仅在联邦政府层面推进，在州政府层面也已有

所作为。但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层面的人文交流均存未充分、有效利用既有的

经济合作，特别是对中美经济合作的社会影响或人文交流意义少有开发。笔者

认为，应通过对中美经济合作对美国州、县、国会选区等的不同影响，识别出

中美人文交流的重点州、重点选区，进而可进一步识别出重点的人文交流对象。

笔者综合中美贸易关系、投资关系、就业创造、美国社区结构转型等指标，得

出中美人文交流可重点围绕１０个州展开，而在联邦层面则是其２０位参议员

（表４）。而从中美经济合作对国会选区的影响，同样可依据贸易关系、投资关系

和就业关系，识别出潜在重要的国会选区和众议院议员 （表５）。

表４　中美地方人文交流的重点州

州
就业

机会

对华贸

易出口

中国对美

直接投资
参议员 党　派

１
加利福

尼亚  
戴安娜·范斯坦 （犇犻犪狀狀犲犉犲犻狀狊狋犲犻狀）

卡玛拉·哈里斯 （犓犪犿犪犾犪犎犪狉狉犻狊）
民主党

２ 得克萨斯  
约翰·科宁 （犑狅犺狀犆狅狉狀狔狀）

特德·克鲁兹 （犜犲犱犆狉狌狕）
共和党

３ 华盛顿 


（货物）

玛丽亚·坎特维尔 （犕犪狉犻犪犆犪狀狋狑犲犾犾）

帕蒂·默里 （犘犪狋狋狔犕狌狉狉犪狔）
民主党

４ 纽约  

柯尔斯滕·吉利布兰德 （犓犻狉狊狋犲狀犌犻犾犾犻

犫狉犪狀犱）

查尔斯·舒默 （犆犺犪狉犾犲狊犛犮犺狌犿犲狉）

民主党

５ 伊利诺依  
塔米·达克沃思 （犜犪犿犿狔犇狌犮犽狑狅狉狋犺）

理查德·德宾 （犚犻犮犺犪狉犱犇狌狉犫犻狀）
民主党

６
北卡罗

来纳 


（服务） 
理查德·伯尔 （犚犻犮犺犪狉犱犅狌狉狉）

汤姆·蒂利斯 （犜犺狅犿犜犻犾犻狊）
共和党

７ 马萨诸塞  
爱德华·马克利 （犈犱狑犪狉犱犕犪狉犽犲狔）

伊丽莎白·沃伦 （犈犾犻狕犪犫犲狋犺犠犪狉狉犲狀）
民主党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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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州
就业

机会

对华贸

易出口

中国对美

直接投资
参议员 党　派

８
南卡罗

来纳   
林赛·格雷厄姆 （犔犻狀犱狊犲狔犌狉犪犺犪犿）

蒂姆·斯科特 （犜犻犿犛犮狅狋狋）
共和党

９ 俄亥俄  
谢罗德·布朗 （犛犺犲狉狉狅犱犅狉狅狑狀）

罗布·波特曼 （犚狅犫犘狅狉狋犿犪狀）

民主党

共和党

１０ 密歇根 


（货物） 
加里·彼得斯 （犌犪狉狔犘犲狋犲狉狊）

黛比·施塔贝诺 （犇犲犫犫犻犲犛狋犪犫犲狀狅狑）
民主党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表５　中美地方人文交流中的重点议员

序

号
党派 州 选　区 议　　员

美中工作

组成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民主

党

加利福尼亚

伊利诺依

肯塔基

马萨诸塞

密歇根

明尼苏达

北卡罗来纳

内华达

纽　约

俄勒冈

弗吉尼亚

华盛顿

犆犃１７ 罗·卡纳 （犚狅犓犺犪狀狀犪）

犆犃３３ 刘云平 （犜犲犱犔犻犲狌）

犐犔０７ 丹尼·戴维斯 （犇犪狀狀狔犇犪狏犻狊）

犓犢０３ 约翰·亚姆斯 （犑狅犺狀犢犪狉犿狌狋犺）

犕犃０７ 迈克尔·卡普阿诺 （犕犻犮犺犪犲犾犆犪狆狌犪狀狅）

犕犐０５ 丹尼尔·基尔迪 （犇犪狀犻犲犾犓犻犾犱犲犲）

犕犖０７ 科林·彼得森 （犆狅犾犾犻狀犘犲狋犲狉狊狅狀） 

犖犆０４ 戴维·普赖斯 （犇犪狏犻犱犘狉犻犮犲）

犖犞０１ 蒂娜·泰塔斯 （犇犻狀犪犜犻狋狌狊）

犖犢１０ 杰罗德·纳德勒 （犑犲狉狉狅犾犱犖犪犱犾犲狉）

犖犢１２ 卡罗琳·马洛尼 （犆犪狉狅犾狔狀犕犪犾狅狀犲狔） 

犗犚０１ 苏珊娜·博纳米西 （犛狌狕犪狀狀犲犅狅狀犪犿犻犮犻）

犞犃０３ 罗伯特·斯科特 （犚狅犫犲狉狋犛犮狅狋狋）

犠犃０２ 里克·拉森 （犚犻犮犽犔犪狉狊犲狀） 共同主席

犠犃０７ 普拉米拉·贾亚帕 （犘狉犪犿犻犾犪犑犪狔犪狆犪犾）

犠犃０９ 亚当·斯密斯 （犃犱犪犿犛犿犻狋犺）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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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党派 州 选　区 议　　员

美中工作

组成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共和

党

加利福尼亚

爱荷华

伊利诺依

堪萨斯

肯塔基

密苏里

北卡罗来纳

北达科他

内布拉斯加

南卡罗来纳

南达科他

犆犃４５ 米米·沃尔特斯 （犕犻犿犻犠犪犾狋犲狉狊）

犐犃０４ 史蒂夫·金 （犛狋犲狏犲犓犻狀犵）

犐犔１３ 罗德尼·戴维斯 （犚狅犱狀犲狔犇犪狏犻狊）

犐犔１５ 约翰·希姆库斯 （犑狅犺狀犛犺犻犿犽狌狊）

犓犛０１ 罗杰·马歇尔 （犚狅犵犲狉犕犪狉狊犺犪犾犾） 

犓犢０６ 安迪·巴尔 （犃狀犱狔犅犪狉狉）

犕犗０６ 萨姆·格雷夫斯 （犛犪犿犌狉犪狏犲狊） 

犖犆０９ 罗伯特·皮滕杰 （犚狅犫犲狉狋犘犻狋狋犲狀犵犲狉）

犖犇０１ 凯文·克拉默 （犓犲狏犻狀犆狉犪犿犲狉）

犖犈０３ 阿德里安·史密斯 （犃犱狉犻犪狀犛犿犻狋犺）

犛犆０３ 杰夫·邓肯 （犑犲犳犳犇狌狀犮犪狀）

犛犆０４ 特里·高迪 （犜狉犲狔犌狅狑犱狔）

犛犆０５ 拉尔夫·诺曼 （犚犪犾狆犺犖狅狉犿犪狀）

犛犇０１ 克里斯蒂·诺埃姆 （犓狉犻狊狋犻犖狅犲犿）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二是深入考察美国社会结构转型，对美国社区进行再分类，开展更具针对

性的地方和社会性人文交流。

在进入２０１６年大选季前，美利坚大学美国社区研究项目 （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犆狅犿

犿狌狀犻狋犻犲狊犘狉狅犼犲犮狋）意识到美国政治生态的重大变化，特别是其分裂特征，调整了

其传统的社区分类方法，将美国３１４３个县由原来的７大类重新划分为１５类，

以便更好地观察２０１６年大选及更长期的美国政治生态变化。①２０１６年美国总统

８４

① 这１５类县具体如下：非洲裔美国人南方县 （犃犳狉犻犮犪狀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犛狅狌狋犺）、老龄农村县 （犃犵犻狀犵

犉犪狉犿犾犪狀犱狊）、大城市县 （犅犻犵犆犻狋犻犲狊）、高校县 （犆狅犾犾犲犵犲犜狅狑狀狊）、福音教徒聚居县 （犈狏犪狀犵犲犾犻犮犪犾犎狌犫狊）、

远郊县 （犈狓狌狉犫狊）、灰色美国县 （犌狉犪狔犻狀犵犃犿犲狉犻犮犪）、拉丁裔聚居县 （犎犻狊狆犪狀犻犮犆犲狀狋犲狉狊）、摩门教徒县

（犔犇犆犈狀犮犾犪狏犲狊）、中部郊区 （犕犻犱犱犾犲犛狌犫狌狉犫狊）、驻军县 （犕犻犾犻狋犪狉狔犘狅狊狋狊）、土著美国人县 （犖犪狋犻狏犲

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犔犪狀犱狊）、中部农村县 （犚狌狉犪犾犕犻犱犱犾犲犃犿犲狉犻犮犪）、大都市郊区 （犝狉犫犪狀犛狌犫狌狉犫狊）、工人阶级县

（犠狅狉犽犻狀犵犆犾犪狊狊犆狅狌狀狋狉狔）等。参见 “犆狅狌狀狋狔犜狔狆犲狊”，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犆狅犿犿狌狀犻狋犻犲狊犘狉狅犼犲犮狋，犺狋狋狆：／／犪犿犲狉犻犮犪狀

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犻犲狊．狅狉犵／犮狅狌狀狋狔狋狔狆犲狊，最后浏览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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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选的结果很大程度上表明，美国社区研究项目的分类调整能更准确地反映特

朗普上台的社会根源。需要指出的是，对中美人文交流而言，可进一步将上述

１５类社区简化为５类：老龄农村县、中部农村县和远郊县，往往涉及农村发展

落后，社会平等问题是其关心重点，因此也是特朗普的票仓；中部郊区、工人

阶级县、灰色美国县更多位于经济结构转型地区，如所谓 “锈带”，因此有关社

会经济转型是其中长期聚焦；高校县和驻军县都属于人口结构相对单一的地区，

特别是青年人口往往比较集中；大城市县、大都市郊区县则经济相对比较发达，

思想较为自由，更加关注如环境、性别平等、气候变化等后现代性问题；非洲

裔美国人南方县、土著美国人县、拉丁裔聚居县则多为少数族裔聚居地；福音

教徒聚居县和摩门教徒县的宗教色彩相对浓厚。这样，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的美

国社区，确定国内的对口交流省市 （表６），并辅以相应的社会性组织，以促进

中美人文交流。

表６　美国社区结构转型与中美地方人文交流

地方人文交流重点 美国县类型 对口中国省市区

农村／社会不平等

老龄农村县

中部农村县

远郊县

中西部落后地区

老工业／社会经济转型

中部郊区

工人阶级县

灰色美国县

东北地区

青年人口

经济发达／社会治理

高校县

驻军县

大城市县

大都市郊区县

北上广深等一线、准一线城市

少数族裔

非洲裔美国人南方县

土著美国人县

拉丁裔聚居县

福音教徒聚居县

摩门教徒县

少数民族关系融洽地区

北上广深等流动人口集中地区

宗教信仰多元共生地区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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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强化中美人文交流的制度创新，推动中美人文交流的机制转型

面对中美战略关系中长期转型的压力，中美人文交流必须强化其统筹协调

能力，这就需要进一步的制度创新和机制转型，具体可从以下方面思考。

一是创新中美人文交流的网状管理机制，提高中美人文交流的系统整合能

力。鉴于中美关系不确定性对人文交流的潜在障碍，有必要在国家、地方、社

会三个层面的人文交流中实现一种高度灵活的机制体制安排，形成一个网状管

理体系：一方面，实现国家层次的人文交流任务 “化整为零”，使整体的中美人

文交流显得不那么强势，减缓美国有关中国 “锐实力”的指控；另一方面，在

地方、社会层面实现人文交流的 “集零为整”，统筹管理各类社会性人文交流活

动，形成合力。最终，塑造中美人文交流在中央各部委、央地各级间可 “随意

拆解、任意组合”的高度灵活性。

二是建立健全中美人文交流的对口落实机制。一方面，从人文交流的三层

多维角度，建立中央部委—地方政府—社会部门的对口机制；另一方面，应深

入分析各地方的不同比较优势，从而实现中国省与美国州及更小的行政单位层

次与美国国会选区的对口交流，而不是诸多省市区同时针对美国同一地方交流

对象，形成重复努力甚至导致内部竞争。

三是强化中美人文交流的能力培养机制。首先是要强化危机预防与应对能

力，其中相当重要的是应建立中美人文交流的冲突早期预警与危机响应机制，

以预防危机和管理危机为核心内容；其次是发展科学评估能力，应避免在人文

交流中因袭简单的绩效管理模式，要重点发展人文交流的影响评估体系，从而

全面评估中美人文交流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影响；最后是提升智力支持能力，

特别是要积极引入高校、智库、社会力量，承担中美人文交流的理论和政策研

究，推动中美人文交流在新时期里更好地发挥中美关系探路者、铺路者、护路

者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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