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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议员代表团访问上海

应外交学会邀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议员代表团一行 23人于 2014年 12月

6日至 12月 17日访华，并于 12月 12日至 17日访问上海。12月 16日晚，上海

市人大副主任吴汉民会见了代表团一行。

吴汉民副主任表示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对于上海的对外经贸合作

交流具有重要意义。上海的发展凝聚了与加州在各领域的合作交流成果。上海与

旧金山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建立了友好交流关系。多年来，双方在经贸、教

育、城市规划、文化艺术等很多领域开展了十分密切的交流与合作，成效显著。

上海市人大愿意与加州议会加强交流，进一步深化两地的合作，为两地的发展双

赢和两国乃至世界经济的繁荣多做贡献。

加州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夏乐柏表示，15年来，加州议会每年都将上海作为访

华之行的最后一站，上海是代表团历年来最喜爱的城市，也是成员心目中中国最

有代表性的大都市。位于美国西海岸的加州汇聚了全美前三大海港，希望与上海

在进出口贸易、农业、交通等领域加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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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地方政府代表团到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2014年 12月 15日，由威斯康辛州副州长丽贝卡·克里费希率领的美国地

方政府代表团一行到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同院亚太研究中心主任赵干城、台

港澳研究所所长助理张哲馨、世界经济研究所成员査晓刚就中美关系进行了交

流。

美国宾州大学教授访问同济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2014年 12月 18日，美国宾州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雅克·德莱尔教

授访问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与研究院院长夏立平教授、刘骞副教授

等就美国对台政策和两岸关系等进行了讨论。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与上海交通大学国务学院联合举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挑战和愿景”学术研讨会

2014年 12月 20日，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和上海交通大学国务学院在沪

联合举办主题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挑战和愿景”的学术研讨会。来自复旦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吉林大学、上海社科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香港大学、

美国宾州大学、美国戴维逊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二十位中美专家学者，就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现状、挑战和愿景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研讨会上，来自美国宾州大学的戴杰教授从东海、南海、台湾问题上分析了

中美两方认识的差异，指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还面临着来自军事、经济和

国家安全方面的挑战，但中美在公共健康和气候问题上具有较好合作前景。复旦

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潘锐教授认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是中方自 20世纪

70年代以来首次主动对中美关系进行理论框架界定，这使中美关系发展有可预

测性和稳定性。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张景全教授从安全理论的层面论述了中美

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公共产品供给和话语构建议题。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孙海泳

博士认为，理论准备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短期内难以克服的挑战，中美经

济关系的相互依赖和第三方热点因素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中既是不利因素

也是有利因素。香港大学政治学系胡伟星教授指出，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过

程中，应该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中美竞合关系的平衡与否取决于两国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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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人对危机的管控。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倪建平提出要通过深化全面改

革来提升我国政府治理体系和能力，进而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注入正能

量。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召开“2014 年的美国与中美关系”研讨会

2014年 12月 27日，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召开“2014年的美国与中美关

系”研讨会，所长吴心伯主持会议。杨洁勉、吴心伯、宋国友、刘鸣分别作主题

发言，涵盖“2014年的中美关系”、“美国的政治与战略走向”、“美国经济

与中美经贸关系”、“美国亚太政策”。会议回顾与总结了 2014年的中美关系，

并就中美未来外交走向、外交哲学等问题进行了展望与升华。围绕此次会议主题，

与会专家们进行了热烈探讨。

上海社科院特聘研究员、美国纽约大学教授熊玠到访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

所

2015年 1月 6日，上海社科院特聘研究员、美国纽约大学教授熊玠先生访

问上海社科院，并在国际关系研究所作题为“纵观美国对华政策与当前美中关系

的微妙”学术报告。国际关系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鸣主持报告会。

熊玠教授指出，纵向剖析中美两国关系，路标设置点最早可追溯到 1898年。

近百年来中美关系上下起伏讲到底大都是受利益关系影响。以冷战作为分界点，

历史上的中美利益冲突主要体现在地缘政治上；而当今“地缘经济”时代来临，

双方对于经济安全，尤其是对于经济资源的占有控制已超越传统国防安全的界

线。中美双方既存在地缘政治冲突，也存在地缘经济合作。所谓“关系微妙”，

即体现在此。

另外，熊玠教授认为，从中美关系看，“韬光养晦”仍然是未来中国比较正

确且考虑细密周详的策略。我们需要正确理解“韬光养晦”，“韬光养晦”不等

于“装孙子”，而是讲究“以发展服人”。无论是参考历史上中国领袖的领导方

式，还是如今全球化大环境下的地缘经济特点，中国现今发展需要的资源都不会

通过对外战争的方式来获取，这无疑是一种自杀式行为。考虑到未来美国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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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纳预计需要数十年，中国要尽力解除美国对自己的不信任感，避免一举一动

被打上“反美”烙印。这也是当前美中关系的另一个“微妙点”。

近期美国智库涉华研究动态

美国企业研究所主办“亚洲战略：地区安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研讨会

2014年 12月 10日，美国企业研究所主办了“亚洲战略：地区安全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研讨会。研讨会探讨了如何面对中国崛起、21世纪亚洲的和平与

冲突前景等，与会嘉宾认为尽管中美在反恐和气候变化合作上有进展，但中美战

略性竞争将在未来几十年内依然存在。

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举办“中美教育关系的机遇与挑战”研讨会

2014年 12月 12日，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举办“中美教育关

系的机遇与挑战”研讨会。目前中美两国在教育方面的交流不断提升，留学生数

量日渐增长，教育交流已经成为了中美关系中的一项中心议题，在这种情况下，

研讨会讨论了如何加强教育交流在双边关系中的作用。

美国布鲁金斯智库举办“利益相关者圆桌对话及其在化解中国环境矛盾中的应

用”研讨会

2014年 12月 26日，清华——布鲁金斯中心协同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

治理研究中心举办讲座，介绍利益相关者环境圆桌对话机制的理念和实践，并以

乡镇和社区环境圆桌对话为例，探讨其在中国环境社会治理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办“亚洲支点政策 2.0”研讨会

2015 年 1 月 5 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办“亚洲支点政策 2.0

研讨会”。该中心的学者分析了今后两年内，在全球挑战不断出现及政府与国会

两党共处的局面下，美国“亚洲支点政策”的安全、贸易与外交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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