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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两个大国，他们之间的关系已超越双边关系范畴，攸关

世界的前途命运。自中美 1979 年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历经风雨，总体向前发展。但在过去

十年间，两国内政、新冠疫情、国际地缘政治局势和中美实力消长等因素共同作用，使中美

关系陷入建交以来的最低谷，双边对抗和防范力度不断升级，理解赤字与信任赤字叠加，直

接影响了两国民众的正常往来和人文交流。

今年 1 月，笔者随学校海外实践团赴美开展调研，依次访问了芝加哥、得梅因、旧金

山和亚特兰大等四座城市，与西北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埃默里大学的师生交流。但在芝加哥

入境时，笔者一行遭美方边境执法人员扣留近三小时，其中三名同行人员被带至“小黑屋”盘
问。事实上，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频繁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中美人口在两国之间流动，

每年都有很多中国学生、学者、科技和媒体人员遭遇拒签，有些中国公民在入境美国时受到

长时间质询、甚至被注销签证，中国学生被遣返回国的事件也时常发生，已成为中美开展

正常人文交流的一大人为障碍。尽管中美关系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都难以恢复到21
世纪初的交往深度和合作水平，但重建中美人文交流对于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正轨的重要性

越发凸显。

中美人文交流为什么重要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回望历史，中美关系的每个重要时刻，都离不开两国人民的双

向奔赴。二战期间中美人民用血与火锻造了“飞虎队情谊”，1971 年“小球推动大球”实现了

“跨越太平洋的握手”，

“鼓岭之友”延续了百年友谊佳话，费城交响乐团续写了跨越50年的音乐新篇 [1]。现
如今，随着身份政治触发美国的阶层对立和分裂，两党一致将矛盾源头转移至中国，导致美

国社会的反华倾向日趋严重，美国公众对中国的负面认知大幅增加。在此背景下，加强中美

民间交往，对于扩大两国民众的共识，从而推动两国政府基于民意制定互利政策，确保两国

关系不偏离稳定发展的基调是十分必要的。

教育是中美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1979 年，邓小平访美并与卡特总统签定《中

美科技合作协定》，奠定两国科技教育合作基础。1985 年，中美又签署了《教育交流合作议

定书》，包括中美富布赖特项目在内的教育合作项目以政府间协定的方式得以确认。进入

21世纪，中美基于共同利益需要，开展了一系列实质性教育合作项目，上海纽约大学、昆山

杜克大学、温州肯恩大学等一大批中美合作办学机构蓬勃发展。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教育

合作步入建交以来的黄金时代。美国政府分别于 2009 年和 2015 年发起“十万强”和“百万

强”计划，制定赴华留学生扩大到 10 万人和100 万人的目标，希望在美国的各行各业都培

养出一批“中国通”，美国也由此成为中国第二大留学生来源国。同时，中国政府相应推出了

“三个一万”，在2011年宣布继续执行“公派万名学生赴美攻读博士学位”和“汉语桥”万人来华



所修项目，并新设一万个中美人文交流专项奖学金名额。在两国政府大力推动教育交流的

背景下，中国赴美留学人数从2008-2009学年的 9.8 万人激增到 2016-2017 学年的35 万

人，选择赴华留学的美国学生数量在也于 2012 年达到顶峰 [2]。

除教育合作外，中美于 2010 年建立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共举办七轮中美人文

交流高层磋商，成果覆盖多领域：在科技领域，发起中美科技人员交流计划和中国青年科学

家访美计划，联合开展清洁能源研究；在文化领域，中国交响乐团赴美交流演出的足迹遍布

美国16 个州的 29 座城市，“跨越太平洋—中国艺术节”在美国持续举办；在体育领域，球类

运动已成为中美体育外交的重要一环，中国企业与美国四大职业体育联盟就跨国人才选拔

培养、体育旅游休闲综合体建设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在卫生领域，启动中美两国对第三国

的卫生医疗合作，并在埃博拉疫情期间合作建设非洲疾控中心。

人文交流作为建设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加深了中美双方在社会层面依附和融合

的程度，两国民间交往也为增进中美理解互信和文化互鉴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中美关系的

关键支柱。盖洛普民调数据显示，2009 年至 2018 年，即中美人文交流强劲时期，美国民众

对中国的好感度在小幅波动中有所增加 [3]，而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实际上面临着美国重返亚

太试图遏制中国影响力和特朗普发起对华贸易战的挑战。2020 年以后，特朗普单方面与

中国“文化脱钩”，暂停与中国开展富布赖特项目，限制中国学生、学者在美从事STEM领域

研究，缩短中国驻美记者签证，将孔子学院美国中心指定为外交使团。中美之间的人员流

动被贴上“政治化”的标签，加上疫情的冲击，中美人文交流几乎停滞。

在此期间，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态度急剧上升，非常反感中国的人口比例从 2018
年的 13%上升至2023 年的45% [4]。清华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开展的民调也显示，对美国持

消极印象的中国人在2023年分别高达 59.1%和 75% [5]。通过对比可以认为，保持中美人

文交往对于缓和中美间政治摩擦、管控两国的结构性矛盾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在斯坦福大学结识了一名曾在台湾地区学习汉语的美国学生，她很热爱中华文

化，但由于从未去过大陆，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还停留在非常浅显的阶段，很遗憾受到了部分

“台独”思想的影响。再比如，在埃默里大学，笔者遇到两位学习中文的学生，他们对中国现

代文学和电影了解颇深，想去中国留学的愿望也很强烈。而他们的同学和家人由于不了解

中国，受国内媒体舆论和政治叙事的影响，对中国抱有敌意。笔者在动身赴美前，也曾担忧

是否会遭遇不公正对待或安全威胁，但实际上除了在入境时“遇冷”外，笔者一行在美接触到

的当地民众都相对友好，社会治安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因此，只有真正参与到中美

人文交流中去，两国人民才能消除对彼此的误解，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夯实民意根基。

困难时期如何重建中美人文交流

对于徘徊在低谷的中美关系而言，重启高层交往是缓慢恢复两国人文交流的必要保

障。自 2019 年中美贸易争端升级以来，两国高层交往显著减少，导致中美战略互疑加剧。

拜登上台后，在阿拉斯加州举行的中美高层会谈无果而终，两国缺乏高层直接对话渠道，中



美关系依然在低谷徘徊。但从 2023 年 5 月开始，根据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达成的共识，两

国政府重启高层接触：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商务部

长雷蒙多、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等美国高级官员接连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和国务院副总理、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何立峰分别应邀访美。去年 11 月，习

近平主席应拜登总统邀请访问旧金山，除在政治、外交、军事安全、全球治理和禁毒合作等

领域达成重要共识外，两国元首一致表明将推出更多便利两国人员往来、促进中美人文交

流的措施。

在两国高层的密集接触下，最直接的利好便是中美客运直航航班的大幅增加。自今

年 3 月 31 日起，中美双方航空公司共可运营每周100班定期客运航班，虽然只达到了疫情

前的1/3，但无疑是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后取得的重大突破，为两国人民开展经贸合作、留

学、探亲以及旅游带来极大便利，更为两国民间友好人士、地方官员、文化教育界人士等推

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扫清客观障碍。

中美关系的未来在青年。青年是中美关系发展的见证者和受益者，也是未来“知华派”
“知美派”的核心成员，他们对彼此文化的了解程度直接影响了他们对中美关系的判断。芝加

哥大学全球事务委员会（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的调查显示，美国青年对

中国的态度比老一代美国人积极，在大部分涉华问题上没有明显的敌对立场，且有近六成

的美国“千禧一代”反对限制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 [6]。然而，虽然今天的美国青年几乎不再

以父辈的冷战思维看待中美关系，但随着中美之间摩擦不断，两国留学生的比例严重失衡。

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曾表示，六七年前，约有1.5万名美国学生

在中国留学，但在2022年该数字锐减至350人，虽然在2023年小幅回升至700人，但这与中

国对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仍远不相称 [7]。

值得欣慰的是，近期中美青年交流正呈现回暖趋势，北京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乒乓

球队、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与艾奥瓦州马斯卡廷中学互访等一系列中美青年互访活动持

续开展，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均组织学生实践团赴美调研，中国也为欢迎美国学生赴

华交流释放了巨大热情。为进一步增进美国青年对中国文化和教育的了解，有必要通过政

府官方渠道和高校、民间智库设置奖学金资助和校际合作项目，举办更多学术研讨、学科

竞赛和实习实践等活动，在技术层面上简化留学生的签证申请流程，并借助社交媒体平台

向美国青年展示一个立体真实的中国。

地方交往彰显中美人文交流的活力。在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地方对话的风

险更小，也更有助于弥合两国分歧。中美建交以来已建立 284 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关系

，覆盖美国90%以上的州。以艾奥瓦州为例，1983 年艾奥瓦州与河北省结为姐妹省州关系

，习近平主席曾于 1985 年和 2012 年率团赴艾奥瓦州考察美国农业，并与金伯利农场主人

里克·金伯利（Rick Kimberly）结下深厚友谊。幸运的是，笔者此行在艾奥瓦州停留 2 日，受

邀前去金伯利农场作客。据金伯利先生自述，他去过中国 20 多次，结识众多中国朋友，还

参与了河北、浙江等地的农业示范合作项目，也因此成为中美农业交流的推动者。



加州是中美地方交往的另一典范。作为全美华裔规模最大的州，加州与中国的气候

治理合作历史悠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清华大学合作，于 2019 年成立了加州-中国气

候研究院。2023 年，加州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作为疫情之后首位访华的美国地

方官员，在访问期间也延续了加州与中国良好的气候合作传统，着重与中国讨论碳排放、电

动汽车和清洁能源等议题。此外，根据圣迭戈动物园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达成的协议

，加州将成为美国首个与中国重启“熊猫外交”的州，为中美开展熊猫国际保护合作、增进两

国人民友好感情提供重要立足点。

结语

人文交流和民间交往既是推动中美关系止跌企稳的基础，也是管控化解两国矛盾分

歧的重要途径。当前，中美关系处于历史低位，两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摩擦以及美国将中

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态度依然是双方重回正轨的一大阻碍，民间交往也面临增速放缓的

困境。随着美国大选临近，美国两党政客将更激进地炒作中美关系议题，国内政治斗争可能

引发的混乱局面将为中美关系带来更多不确定性。面对上述种种挑战，中美更应继续推动

人文交流，重建增进理解互信的新“乒乓球桌”，这不仅需要两国高层通过对话磋商，为民间

交往清除不必要的政治障碍，更应该拓宽青年沟通渠道，构建中美相知相亲的基石；创新地

方合作机制，厚植中美互利共赢的民意基础。人文交流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纽带，而重建中

美人文交流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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