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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当代美国研究的
新平台

21 世纪的前两个十年见证了诸多冲击现行国际体系和国家间关系的重
大事态: 恐怖主义、气候变化、流行性传染病等非传统安全议题正在重塑国际
议程; 经济全球化推动国家间的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国家间政治、经济与社会
联系不断强化; 技术扩散导致全球权力不断转移且日益分散，利益联盟取代了
冷战时代的集团对抗和竞争;新兴大国成为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2001

年 9 月 11 日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和 2007 年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是上述重
大事态的催化剂。慕尼黑安全会议基金会 2017 年度安全报告的主题为“后真
相、后西方、后秩序?”，这或许是国际体系行将经历重要调整与变革的最佳
注脚。

无论国际体系能否实现重大变革甚至重构，美国都将是不可或缺的国家。

在此背景下，加强美国问题研究不仅仍有必要，而且更加重要了。

其一，美国是现存国际体系的建构者和主导者，美国应对非传统安全议题
的政策、对经济全球化采取的姿态、应对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态度、处理
大国关系的倾向等，都毫无疑问将成为国际体系调整与变革的重要变量，美国
是国际体系最重要的“他者”。如今，面对“黑天鹅”事件频发、不确定因素日
益增多的世界局势，美国对自身力量和地位的认知、对国际局势的基本判断，

以及对与世界各国互动方式的选择等，不仅影响美国自身，也将对国际体系的
形态产生重要影响。

其二，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也将是国际体系改
革的重要推动者，美国如何处理中美关系、如何看待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中美
如何互动，均将影响中美两国的未来并塑造国际体系的形态，因而美国又是中
美关系最重要的“他者”。如今，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关系在



政治、经济和人文社会领域均得到长足发展。随着中国快速崛起，中美两国在
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战略互动具有传统上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博弈的特
征，但时代的变化、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又使得中美的战略互动有别于传统博
弈。中美在双边、地区和全球性议题上如何互动，此种互动又将在何种程度上
塑造两国内外关系以及国际体系，都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其三，美国虽略呈颓势，但迄今依然是发达国家中软、硬实力最强的国家，

其科技、军事、教育、金融、财税等方面的实力尚无其他国家可以匹敌。因此，

当代美国的诸多领域，尤其是经济和社会的某些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仍有深
入分析和研究的必要。他山之石，扬长避短，为我所用，即使在中国改革开放
近 40 年后的今天依然十分需要。

过去 30 多年中，我国的美国问题研究机构不断增多，研究队伍不断扩大，

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成果日渐丰硕。未来，中国将更积极地参与国际事
务，参与国际制度的改革和创新，而对国际体系和中美关系最重要的“他
者”———美国，我们仍有拓展研究广度和深度的必要。

2017 年 5 月 17 日，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 40 周年的贺信中，习近平总
书记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发挥为党和国家决策服务的思想库作用，不断出
成果、出人才”。在此背景下，《当代美国评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支持
下得以面世。
《当代美国评论》是美国研究的综合性期刊，将刊发符合学术规范、有学

术深度、与当代美国各领域和中美关系相关的学术论文，力求补充我国当代美
国研究的不足，促进我国美国问题研究和中美关系研究的同步发展。本刊致
力于为中国的美国问题研究者搭建新的学术平台，汇聚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
研究成果，发挥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党中央和国务院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

本刊期待得到国内学界同行的指导、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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