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学术简讯

（55）

2019 年 9 月 5 日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编

近期上海智库涉美学术动态

美国国会众议院“美中工作小组”助手代表团到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

院

8 月 16 日，美国国会众议院“美中工作小组”议员助手代表团

访问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研院学术委员会杨洁勉主任会见了代表

团一行，并与之就中美关系相关议题进行了交流。国际战略研究所所

长吴莼思、台港澳研究所所长邵育群、助理研究员杨立参加座谈。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举办第七届美国研究全国青年论坛

8 月 23 日至 24 日，第七届美国研究全国青年论坛在复旦大学美

国研究中心隆重召开。复旦美研中心主任吴心伯教授、中国社科院美

国所所长吴白乙研究员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研究员

共同主持了开幕式。中国社科院美国所陶文钊研究员、复旦美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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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以骅教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崔立如研究员和上海国

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洁勉研究员发表了主旨演讲。来自中

国社科院美国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武汉大学和复旦大学等机构的中青年学者 20 余人围绕着中美关

系最新发展、美国国内政治经济走向和美国外交政策变化等主题进行

了深入探讨。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召开“加强美国研究学界交流协作”专题座谈

会暨中华美国学会会员大会

8 月 24 日，由中华美国学会组织、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承办

的“加强美国研究学界交流协作”专题座谈会在复旦大学美研中心召

开。美研中心主任吴心伯教授主持了“加强美国研究学界交流协作”

专题座谈会。外交部美大司周政参赞发表了演讲。来自国内美国研究

学界 100 余人参与了本次专题讨论会。在座谈会上，学会领导、理事

及会员围绕着当前形势下国内美国研究学界的现状、成就、问题及挑

战进行了热烈地讨论，并提出了加强美国研究学界交流协作、更好推

动美国研究的意见建议。

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理性应对中美经贸摩擦”专家座谈会

8 月 28 日上午，上海社会科学院举办了“理性应对贸易摩擦，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家研讨会。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家高端

智库首席专家张道根，上海市社联主席、上海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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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王战，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干春晖，

上海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资深专家组组长黄仁伟，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袁志刚，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张幼文，上海社科院

世界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徐明棋，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院长章玉贵，同济大学国家创新研究院副院长石建勋等 9 位专家出席。

座谈会由干春晖教授主持。

近期美国智库涉华研究动态

胡佛研究所发布该所研究员新书《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利益》

8 月 1 日，胡佛研究所发布该所研究员拉里·雷德蒙（Larry

Diamond）与夏伟（Orville Schell）共同撰写的新书《中国影响力与

美国利益》（China’ s Influence and American Interests）。该书分析了

中国是如何穿透美国联邦及地方政府、学术机构、智库、媒体与商业

界以施加自身影响力。该书认为，未来中美关系应朝着更加平衡、互

惠和公平的方向演进。该书建议，应当避免对中国人及美国华裔的恶

意中伤，但如果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美国需要慎重考虑这一问题。

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举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研讨会

8 月 1 日，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举行“高估中国‘一带一

路’倡议影响力：日本在亚洲‘政府开发援助’所带来的启示”

（ Overestimating the Power of China’ 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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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s Drawn from Japanese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Engagement in Asia）。主讲人丹麦奥尔胡斯大学助理教授山本雷蒙德

（Raymond Yamamoto）以日本政府在 1954 年发起的“政府开发援助”

为参照，认为中国无法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获得对该倡议参加国不

受约束的控制力，舆论普遍过高估计中国在其他地区和国家的主导权。

兰德公司发布研究报告《美国的太平洋岛国盟友：自由联系邦与中国

影响力》

8 月 6 日，兰德公司发布研究报告《美国的太平洋岛国盟友：自

由联系邦与中国影响力》（America’ s Pacific Island Allies: The Freely

Associated States and Chinese Influence）。报告称，马绍尔群岛、密克

罗尼西亚联邦、帕劳等与美国有着特殊联系的国家与地区越来越受到

中国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影响。该报告研究了上述国家与地区与中国的

联系对美国外交利益和防务的影响。

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举行东海安全研讨会

8 月 6 日，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举行题为“东海的安全风

险：美日联盟的潜在威胁场景和政策挑战”（Security risks in the East

China Sea: Potential crisis scenarios and policy challenges for the

U.S.-Japan Alliance）研讨会。主讲人日本国防部国防研究中心高级研

究员新垣广木（Hiromu Arakaki）分析了中国对钓鱼岛的领土主张，

检视在该地区可能发生冲突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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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中国与美国：合作、竞争及/或冲突》研

究报告

8 月 7 日，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由高级研究员安东尼·科德

斯曼（Anthony H. Cordesman）撰写的 《中国与美国：合作、竞争及

/或冲突》（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operation, Competition,

and/or Conflic）研究报告。报告从八个方面：中国国家战略、中国经

济实力、塑造经济竞争以符合战略利益、大国平衡与中国大战略、美

国军队聚焦领域、中美及其他亚洲大国在亚太地区竞争性主张、中国

战略发展对其他亚洲国家的影响、中国军力发展与军事现代化进行净

评估，结论认为中国已经超过俄罗斯，成为一个有经济实力并不断发

展军力的国家。如果中国保持目前的发展趋势，将在未来二十年成为

与美国比肩或超越美国的经济与军事大国。

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举行“智能制造与‘贸易战’中国制造

2025 修订版”研讨会

8 月 8 日，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举行“智能制造与‘贸易

战’：中国制造 2025 修订版”（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nd “trade wars”

- Made in China 2025 Revisited）研讨会。研讨会旨在审视在贸易、知

识产权及产业链等领域国际冲突逐渐加剧的情况下，中国产业计划

“中国制造 2025”的实施情况。参会者以正在中国珠三角制造业进

行的田野调研为基础，分析该计划实施以来，生产线自动化造成的社

会经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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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布工作报告《欧盟应如何应对中美经贸摩擦》

8 月 14 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布由该智库高级研究员、

前世界银行贸易与竞争力全球实践局高级局长安娜贝尔·冈萨雷斯

（Anabel Gonzalez）等撰写的工作报告《欧盟应如何应对中美经贸摩

擦 》 （ EU Trade Policy amid the China-US Clash: Caught in the

Cross-Fire?）。报告建议，为了应对当前国际贸易面临的挑战，欧洲

应加大与美国和中国的接触，积极引领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和现代化。

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举行“中美印及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讲

座

8 月 19 日，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举行题为“中美印及印

太地区的地缘政治”（US-China-India and the Geopolitics of the

Indo-Pacific）讲座。主讲人乔纳森·沃德（Jonathan D. T. Ward）是

一家关注印度和中国崛起的咨询公司阿特拉斯机构（ Atlas

Organization）的创始人，他博士毕业于牛津大学。讲座主要分析了

美国应当如何应对中印两个大国在印太地区的崛起。

兰德公司发布研究报告《根基深厚的亚洲安全合作网络》

8 月 29 日，兰德公司发布研究报告《根基深厚的亚洲安全合作

网络》（The Thickening Web of Asian Security Cooperation）。报告认

为，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等国

正在建立或深化彼此间的防务关系，具体表现包括扩大合作范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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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高层安全磋商、出售或转让防务用品、联合开发防务产业、开展双

边培训和演习以及签署防务相关协议等。区域行为体之间正形成一系

列新的、重要的联系和安全承诺，对美国、中国和印太地区产生重大

影响。

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和国际事务中心发布中美专家合作撰写的网络

安全报告

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和国际事务中心发布由中美两国专家合作

撰写的报告《管理网络空间：国家控制与多元攸关方模式》（Governing

Cyberspace: State Control vs. The Multistakeholder Model）。该中心一

直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展开二轨对话，寻找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

报告分别阐述了中美两国对于互联网管理模式、互联网主权等问题的

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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