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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上海智库涉美学术动态

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召开“大国关系与东北亚安全局势”小型国际研讨

会

2 月 5 日，国际关系研究所与京都产业大学世界问题研究所开展定期学术交

流，并就“大国关系与东北亚安全局势”主题进行研讨，双方学者对当前的中日

关系、日本防卫政策变化、中美关系、日韩国内政治、朝鲜核问题等议题展开深

入讨论。

京都产业大学世界问题研究所所长东乡和彦以“文明的冲突与安倍的应对”

为题发表演讲，从文明的角度提出伊斯兰国的兴起、中国崛起提出亚洲价值观和

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与西方的对峙，称他们体现的是三种文明，对美欧以及日

本构成重大挑战。日本寻求自立和自身文明身份的时机已经到来，安倍首相提出

摆脱战后体制就是此种意识的体现。然而，安倍能否建立其倡导的强大日本值得

怀疑，在历史问题上能否谦卑地展示真诚态度，都充满不确定性，这是其民族主

义者与现实主义者的结合体身份使然。尽管如此，东乡教授认为，中日可以拥有

共同的亚洲价值观，也能够找到新的共存方式，这需要双方之间保持对话与沟通。

京都产业大学访问学者丹尼尔对日韩政府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与国内社会

政治情况进行了分析，提出日本面临着国家身份再定义、安倍经济学等挑战，其

政策评价各有不同，成效有待观察。韩国面临着未来向何处去，经济是否会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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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同样面临失去的 20 年，以及缓和国家内部对立等挑战，其政策评价、成效与

日本类似，均面临诸多复杂问题。

对此，国际关系研究所刘鸣教授指出，在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之后，中日会推

进海空协商，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保持对话沟通固然很好，但是很难，中日关

系需要思想更为开阔的新一代政治家来处理历史与现实问题，从而寻找到和平共

处的方式方法。对于未来朝鲜政治，刘鸣教授认为，如何塑造朝鲜领导人的思维

至关重要，劝说、尊重朝鲜使其改变政策是极为重要的方式。此外，他还围绕当

前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美政治军事关系发展等进行了论述。上海国际问题研

究院副研究员龚克瑜对朝鲜政治与朝核问题对东北亚大国关系的影响及其未来

发展前景进行了深刻剖析。

双方学者还就日本积极和平主义、中美日关系、中日韩关系、中日网络舆论管理、

中国 70 周年阅兵等诸多议题进行了讨论。双方认为，这种交流可以增进彼此间

的沟通，学术交流的畅通对于缩小甚至消弭双方间的认知差异、误解有着积极的

作用。双方亦有责任为中日关系的改善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纽约大学专家托马斯•齐默尔曼谈未来美国的阿富汗政策

2 月 10 日，美国纽约大学国际合作处高级项目官、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

系研究所访问学者、阿富汗问题专家托马斯·齐默尔曼访问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

研究所，并就未来美国的阿富汗政策向全所研究人员发表演说。在演讲中，他重

点围绕了三个议题：1）、美国未来在阿富汗安全使命的改变以及相应的政策调

整；2）、美国国内政治变化（尤其是大选）将如何影响美国的阿富汗政策，两

党主要候选人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立场；3）、中美如何联合开展合作项目以实现

共同目标。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副教务长杰弗里·勒格罗教授访问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3 月 5 日，宋国友副主任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会见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负

责外事事务的副教务长杰弗里·勒格罗教授。双方就开展科研和项目合作等事宜

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中心韦宗友教授一同参加了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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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举办“美国反恐政策与亚非反恐态势”研讨会

3 月 12 日，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与上海社科院西亚北非研究中心共同举

办了“美国反恐政策与亚非反恐态势”研讨会。土耳其学者萨利赫和阿富汗问题

专家托马斯·齐默尔曼到访美国问题研究所并分别针对伊斯兰国问题与亚非反恐

态势进行了讲解。上海社科院西亚北非研究中心、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上海

反恐研究中心、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部分人员参与了研讨会。主讲环节结束之

后，与会者针对会议主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

土耳其智者战略研究中心学者萨利赫说：“要想真正根治‘伊斯兰国’，不

仅需要依靠派出兵力、切断‘伊斯兰国’的资金来源、管控周边边界等‘硬方法’，

还需要从伊斯兰文化方面着手解决。”他开出反恐药方：提高穆斯林群体的教育

程度、支持发展非极端的“穆斯林”群体、着力停止萨拉菲主义在穆斯林群体中

的传播。齐默尔曼认为，在解决阿富汗问题上，美国也寄希望于中国，希望中国

能从中发挥积极作用。美国与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和目标。中国正

倡议构建“一带一路”战略，但由于阿富汗持续陷于内战，阿富汗的经济合作潜

力无法得到释放。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在从这一地区进行战略撤退，中国在

解决阿富汗问题上的作用则日益显现。

近期美国智库涉华研究动态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举办“安倍晋三执政下的日本东北亚政策”研讨会

2 月 11 日，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举办“安倍晋三执政下的日本东北

亚政策”研讨会。作为日本首相执政期间，安倍晋三一直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外交

政策问题。当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与欧洲和美国产生冲突时，他试图改善与俄

罗斯的外交关系；当与中韩两国在历史遗留及领地争端问题上相持不下时，他需

妥善应对；当朝鲜因其核问题和人权问题与整个世界树敌时，他需要站在全世界

这一边，哪怕还面临着本国公民被朝鲜政府绑架的问题。

日本学者泉川博泰深入研究了安倍内阁的东北亚外交政策，尤其是对俄政策，并

解释了日本政府战略选择背后隐含的逻辑及其对美国政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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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举办“中国的安全与外交政策：美日视角的对比”研讨会

2 月 27 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举办“中国的安全与外交政策：美日视角的

对比”研讨会。美国和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探讨了影响中国政策的国内和国

际因素，并分析了中国对东亚国家以及地区外国家的态度。

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举办“美国亚太再平衡：TPP 在地区的政治

与经济角色”研讨会

2 月 27 日，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举办了“美国亚太再平衡：

TPP 在地区的政治与经济角色”研讨会。会议探讨了 TPP 对于亚洲国家内部政

治与经济稳定的意义，TPP 是否会影响，以及如何影响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的

关系。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办东亚地区政策研讨会

3 月 4 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办研讨会，探讨美国如何抓住亚

太地区的机会并对东亚地区采取创新性的应对方式。

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举办“亚太地区海上军事演习与美日同盟”

研讨会

3 月 5 日，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举办“亚太地区海上军事演习

与美日同盟”研讨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在试图对日本的安全政策进行调整。

会议探讨了美日同盟当前的海上安全环境，美日关系及国际关系面临的挑战以及

日本和中国目前的国内情况将对美日同盟产生何种影响。

新美国研究中心举办“亚太地区的海上安全：如何保持海上良好秩序”研讨会

3 月 12 日，新美国研究中心举办“亚太地区的海上安全：如何保持海上的

良好秩序”研讨会。会议探讨了美国、日本和其他盟友能做些什么来改变南海地

区的现状；南海各方的行为体对彼此的期待值如何；美国如今的防务开支是否足

够，能否达到精准聚焦；美国应如何就南海问题与中国进行接触，提升两军关系，

并保证良好的运作以避免意外状况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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