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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民意对中国认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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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对盖洛普自 1979 年以来有关中国的民意测验结果进行分析后发现,除个别年份外, 美国民意对中国的基本认识是消极

的。主要原因有三方面:出于安全战略的考虑、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和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这种消极的态度虽然不能支配美国政

府的对华政策,但对其构成了压力和制约。尽管如此, 美国民意对华认识还是缓慢地趋向积极。

[关键词]  美国;民意测验; 中国;中美关系; 国际形象

[中图分类号]  D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1755( 2010) 0520001207

  近年来,中国人很在意中国的国际形象问题, 特别

是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有两种基

本看法。一种认为这个形象越来越好。持这种观点的

依据是 2005 年和 2006 年皮尤调查中心的数据、2008

年初英国 BBC公司公布的与美国马里兰大学共同进

行的 34国民调等。112另一种认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

法基本是负面的, 或者说这几年有下降的趋势。其依

据如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所做的民意调查, 以

及英国 BBC公司 2009年 2月公布的民调数据等。

由于存在上述看法的差异, 有人就质疑用民意调

查结果来说明中国国际形象的方法。的确, 民意调查

的结果不一定能准确地说明它所调查的问题, 同样也

并不能完全反映中国的国际形象。但人们还是喜欢使

用民意调查的方法来研究问题,包括前面所说的两种

观点都使用了民意调查结果作为论点的支撑。毕竟,

它是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而且很难找到更好的替代

方法。正是由于民意调查这种方法的局限性, 使用一

两次或一两种调查结果来解释问题就可能存在较大的

偏差,而诸多的报道甚至论文就是采取了这种方式, 因

此其结论往往会相互矛盾。

为了能更为客观地说明这个问题, 本文根据 1979

年以来的美国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以及其他相关调

查来研究自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公众对中国看法的变

化。盖洛普民意测验可以说是民意调查行业的鼻祖。

盖洛普组织的前身是成立于 1935 年的美国民意研究

所。如今盖洛普组织已成为世界上最权威的民意调查

机构, 也在中国设立了分支并对中国民意进行调查。
122

自新中国成立后不久, 它就开始对美国人对中国的看

法进行调查, 特别是中美建交之后, 调查次数更加频

繁。这项长时间进行的调查给本研究提供了大量分析

样本,使研究结果比较可靠。

一、基本情况

从 1979年到 1995年, 盖洛普独自在美国公众中

进行对中国满意度的调查。从 1996 年开始, 它与

CNN电视网和5今日美国报6合作进行这项调查。在

90年代之前, 调查的次数不多。90 年代之后, 特别是

本世纪初以来,基本每年都进行。这项调查所提的基

本问题是:你对下列外国(中国)的整体看法是非常好

的、基本好的、基本不好的或非常不好的?
132为了研究

方便,我把前两类归纳为积极的, 后两类归纳为消极

的。个别年份里这种调查进行了不止一次, 我只在下

面图表里列入一次。但如果一年之内不同调查的结果

差异较大, 就把它们都列入下个图表中。调查的结果

采用百分比, 如 1979 年对中国持积极看法的人为

64% ,持消极看法的人为 25%。142从图一可以看出,美

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除 1979 年和 1989 年初以外,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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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都是消极的占上风。判断一: 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

这些年来基本是消极的。

图一

然而消极与积极面的差距有多大呢? 我们取两组

数字的百分比作个曲线来看。比例为 1的表明两者持

平,高于 1的表明积极面占上风,低于 1的表明消极面

占上风。同前图的结果类似, 图二显示除 1979 年和

1989年初外,只有 2005年和 2007年比例为 1或略高,

其余大部分年份是消极面占上风, 1989年 8 月为最低

点,但此后曲线走势基本平稳。判断二: 虽然整体看美

国人的态度是消极的,但趋势变化不大。

图二

由于 1979年和 1989 年初的情况比较特殊, 不反

映整个发展趋势。我将这两组数据剔除,再来看一下

发展趋势,特别是加上了线性趋势线(黑直线)。从图

三可以看出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呈波浪状, 但总体趋

势是向上的, 尽管步伐非常缓慢。判断三: 从长期看,

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趋向积极。

图三

二、关于上个世纪的几个波折的说明

1. 1979 年和 1989 年初的数字

从图二看, 1979年 9月和 1989年 2月这两次盖洛

普民意测验的结果与其他年份截然不同。当时, 美国

公众对中国的积极看法远远高于消极看法。这是有其

特殊原因的。1979年 9 月, 盖洛普就美国公众对中国

的看法进行了两国建交后的第一次调查。那时来过中

国的美国人极少,媒体对中国的报导也几乎没有, 如果

有往往是表面的, 因而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非常简

单。他们的一个主要看法是中国与美国的对手苏联为

敌,为此多数美国人支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此

外,美国商界认为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大市场, 一直主张

尽早与中国建交。1979 年 7月, 两国政府订立了贸易

协定。在 1979年初能特别引起公众关注的就是邓小

平对美国的访问。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学者孔华润在

其著作5美国对中国的反应6中是这样描写的: /邓对美

国的旋风之旅在公共关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包

括白宫和国家艺术馆举行的盛大招待会, 以及对美国

一些城市的访问。在休斯敦, 这位小个子中国领导人

戴上一顶牛仔帽,摆出一副样子,让摄影师和旁观者们

乐不开支。0152
在这种背景下, 美国公众对中国作出好

评就是可以理解了。

1989年 2月底,盖洛普民意测验关于中国所做的

调查结果不仅比建交之初的 1979 年更好,而且超过当

年针对日本所做的同样调查的结果。69% 的美国公众

对日本持积极看法, 而对中国则高达 72% 。这是因为

当时美国的经济受到日本极大的冲击, 不少美国人认

为美日贸易不公平。美国公众对中国的认识无疑与 80

年代中美关系发展非常迅速, 各个领域都取得重要成

果有关。虽然 80年代初中国调整对外政策, 强调独立

自主,但对美国来说拉拢中国以对抗苏联还是非常重

要的,因此两国之间存在一种非盟友的重要关系。多

数美国人认为苏联是主要威胁。美国政府甚至向中国

提供反坦克和防空武器, 帮助改造中国的战斗机并合

作生产大口径炮弹等。两国之间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矛

盾,但没有出大问题。1982 年 3月, 另一项民意测验,

哈里斯民意测验的结果也反映高达 77% 的美国人认为

中国人对美国人友好。162由全国舆论研究所 1986年所

做的一项调查表明喜欢日本的人占 73% ,喜欢中国的

人占 64% ,喜欢苏联的人只有 32% 。
172
总之, 当时美国

公众对中国的印象不错。政府官员的看法也比较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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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1988年,美国副国务卿阿马科斯特曾说: /我们现

在可以讨论最困难的问题而不会引起严重的对立, 这

充分表明我们关系的成熟, 我们将继续合作,全面推进

我们的关系。0182
1989年初就任美国总统的布什首次出

访就来到中国。在北京期间, 他甚至要求在天安门停

车,夫妇二人下车向中国群众招手致意。中国领导人

邓小平等热情地会见了他, 视他为中国的老朋友。在

布什访华期间, 盖洛普对美国公众进行的调查自然会

反映美国公众对中国的一种热情。

这两次调查显然具有相似的背景: 美国公众出于

对苏联威胁的担心和对中国的简单理解。其结果掩盖

了由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政治体制不同和历史文化

背景不同所带来的差异和矛盾。
2. 20 世纪 90 年代的几个转折点

除了上述两个年份外, 从图二看其他年份的调查

结果不大好。特别是从图三看, 从 1989 年下半年开

始,整个 90年代的走势反反复复。这与当时的形势有

关。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政治风波期间, 美国的

主要报纸如5华盛顿邮报6和5纽约时报6都刊登了大量

有关中国形势的报道。其中在 4月 30日到 5月 20 日

期间, 5纽约时报6对中国出现的特殊状况发了 39篇报

道,其中 49% 的报道是负面的,只有 8% ( 3 篇)是正面

的,其余可以说是中性的。192三大电视网的晚间新闻每

天至少用 25% 的时间来报道中国, 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更是一直追踪事态的发展。美国媒体都把那些

政治活动说成是要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因此引起美国

公众的关注。一项民意调查反映, 超过三分之二的美

国人 6月初密切跟踪有关中国的报道。
1102
他们普遍认

为天安门事件是当时最重要的新闻。事件过后, 美国

政府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制裁措施。布什政府的反

应得到大多数公众的支持,甚至有 42% 的人主张召回

大使(但 49% 反对) , 22% 主张断交(但 72% 反对)。众

多美国人认为中国会放弃改革而走回头路, 甚至认为

中国会出现内战。在这种情况下, 1989 年 8 月盖洛普

民意测验的结果自然反映出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非

常消极,达到谷底。相比之下, 美国公众对苏联的看法

大大好转, 持积极看法占主流, 为 51% 。1112其实, 不仅

一般美国公众如此认为, 就是那些十分了解中国、对中

国友好的学者也产生了疑虑。如奥克森伯克教授在

5新闻周刊66月 19日一期上发表文章,题为5一位中国

观察家的忏悔6, 承认自己此前对中国发展的判断

失误。

1989年以后,中国政府根据韬光养晦的原则,尽力

修补与美国的关系。美国政府也作出了相应的努力。

两国关系逐渐改善。1993年 11月,江泽民主席在西雅

图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会晤。江主席提出了/增加信任,

减少摩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04项原则以发展中美关
系。克林顿总统也表示这次会晤/富有成果0, /谁也不

愿孤立一个像中国这样幅员广大、具有这样大的潜力

的国家,我们必须在各种问题上合作0。盖洛普在这个
月进行的调查表明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也有很大改

善(见图三)。然而此后, 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又倒

退了,到 1998年的两次调查结果才呈上升趋势。这两

次调查显然与江泽民和克林顿互访有关。在 1997年 3

月做的有关民意调查, 结果是比较差的。这年 10 月

底,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江泽民与克林

顿会谈后发表了5中美联合声明6, 提出/两国元首决

定,中美两国通过增进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共

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0美国的新闻

媒介普遍对中美首脑会晤持积极态度。5华尔街日报6

社论在评价会晤成果时说, 首脑会晤已经成功地为未

来奠定了基础,推动了中美关系的发展,这次成功的会

晤将载入史册。5洛杉矶时报6评论说, 中美首脑会晤

确立了两国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 两国之间的

/这种新的、更高一层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 是人们期

待已久的。01122
此后 1998 年 6 月的调查显示美国公众

的态度有所改善。6月底到 7月初,克林顿对中国进行

了回访,期间双方就贸易、环境保护、核技术利用等许

多方面达成合作协议。中方还采取了多项有利于改善

两国关系的措施:中央电视台 6 月 27 日直播江泽民与

克林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29日直播克林顿在北京大

学的演讲、克林顿在上海与市长一起参加 50分钟的电

台热线节目等。对这次访问, 奥尔布赖特国务卿给予

了极高的评价。她说: /我认为, 中美关系中有几个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阶段, 那就是尼克松总统的访华和卡

特总统决定使中美关系正常化。我认为, 现在是第三

个阶段的进程。0这次访问把美国对华民意的积极面推

向新高,反映在 7月的调查数据上。

此后,民意调查结果再次走低, 2000年达到次低点

(见图三)。从整体上看, 90 年代明显高于趋势线的调

查结果只有两次,多数低于趋势线。造成这种状况的

一个主要原因是/ 中国威胁论0的出现。1992 年 9月

17日,美国传统基金会的刊物5政策研究6发表了一篇

题为5正在觉醒的龙 ) ) ) 在亚洲真正的危险来自中国6

的文章。此文声称/在经过一个世纪的起步失误之后,

看来中国终于坚定地走上了一条经济飞速发展、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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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显示其实力的道路,而这的确将在整个亚洲和全世

界引起反响。这对于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影

响是巨大的0。文章还说/中国是世界上军事力量正在

迅速扩大的唯一的大国,而且它是一种共产主义制度

正在满足其人民的经济愿望的第一个实例。01132自此

起, /中国威胁论0一说被大肆炒作, 它的鼓吹者们的

/理论0依据是: 历史上新兴大国崛起时大多数会成为
既有国际体系的破坏者,因此中国强大后也会寻求扩

张自己的势力。/中国威胁论0依据的所谓重要证据便

是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和军备现代化的进行。美国不

少有影响的媒体大肆宣扬, 中国军费开支高速增长, 称

/从 1988年到 1993年增加了 98% ,达 75亿美元。01142

他们还以中国更新核武器为由将中国视为/ 21世纪最

有可能影响世界核武器现状的因素0。虽然受两国首
脑互访的影响, 1998年的美国民意对华态度好一些, 但

在安全问题上美国公众还是非常担心的。1998年的另

一项调查中, 46% 的美国公众认为在拥有核武器的国

家中,俄国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而 57%认为中国构成

严重威胁。1152这年 9月又一项调查的问题是: 未来哪个

国家最有可能与美国发生全面战争? 答案见表一。其

中,中国与伊拉克名列前茅。
1162

2000 年的一项调查表

明, 78%的人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1172

表一

中国 俄国 伊朗 伊拉克

17% 10% 6% 17%

这个时期发生的一些事件也对中国形象不利, 如

1998年美国媒体指控中国在 1996年美国大选时给了

民主党大量捐款,试图得到导弹技术或影响美国政治。

52%的人相信这个消息, 49% 的人主张国会进行专门

调查。
1182

1999年 5月 25 日, 一份以反华为根本目的、

诬蔑中国/窃取0美国尖端军事技术的5考克斯报告6公
布。该报告称: 中国从中美一建交就开始/偷窃0美国

的军事技术,至今已 20多年,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说如

今仍在进行0。中国已把美国所有七种核弹头的秘密
全/偷0到手, 中国还/窃取0了美国多种先进战斗机的

机密。1192由于美国媒体的炒作, 这份报告影响很大, 连

盖洛普关于中国形象调查报告的分析也提到: / 1999年

的结果对中国不利可能与考克斯报告有关, 即中国偷

美国的核技术。0

此外,美国人还担心扩大与中国的贸易妨碍美国

工人的就业。1999 年, 49% 的人如此认为, 而到 2000

年 57% 的人持这种看法。1202不仅如此,中国人口庞大、

将吃光世界上的粮食; 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将强占世界

市场等言论也被当作中国/威胁0世界和美国的证据。

/中国威胁论0的兴起反映了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中仍

存在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此后, 美国越来越多的人

认为中国是不友好或敌对的国家 (数据为百分比) ,

2000年超过一半。1212具体情况见图四。

图四

由于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在 90 年代多数时候

处于低潮,与其他国家相比, 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也是

较差,如 1996年针对一些国家使用同样问题的一项调

查结果,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只比伊拉克和古巴好,而

不如俄罗斯。
1222
具体情况见表二。

表二

中国 日本 墨西哥 伊拉克 古巴 俄罗斯

积极的 39 65 57 6 10 52

消极的 51 25 32 86 82 39

三、本世纪美国人对中国的担心

进入 21世纪之后, 民意测验的结果与前面相比,

从图三看高于趋势线的年份多一些。2001年的结果不

错,但在 2004年的调查数字较低, 以后有所回升, 然而

到 2008年和 2009年还是连续低走。这与中国人的自

我感觉有较大差距, 因为许多人认为这些年随着中国

实力的增长,中国国际影响在增大, 中国的形象理应更

好。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可以从其他相关问题的调查

结果来分析。近几年影响美国公众对华看法的有下面

几个主要因素。

1. 出于安全战略的忧虑

美国人清楚地看到中国实力的增长, 2008年有高

达 40%的美国人甚至认为中国才是世界的经济领导大

国( 33% 的人说是美国)。1232根据历史的经验,一个强国

的兴起往往会给世界带来战争。虽然中国一再宣布奉

行/和平发展0的战略, 但由于种种原因,美国人认为中

国的战略意图并不清晰。盖洛普连续几年就下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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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调查:你认为今天世界上哪个国家是美国最大的

敌人? 名列前面的总是这几个国家(数据为百分比)

(见图五)。
1242
就 2008年情况看, 中国排在第三位,而名

列第二位的伊拉克实际上已在美国控制之下。
图五

这种状况在其他民意调查中也得到类似反映。美

国著名国际问题研究机构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从

1975年起,每四年进行一次(从 2002年起改为每两年

一次)公众舆论的调查,用/温度0来体现世界各国民众
对某国的好感程度。自 1990年以来, 美国公众虽然对

中国的好感程度一直较低, 但呈缓慢升温态势。然而

到 2002 年后, 他们对中国的好感反而逐年下降, 2008

年更是远远低于 1990年的水平(见表三)。

表三

年份 1990 年1994年 1998 年 2002 年 2004 年2006 年2008年

温度 45 46 47 48 44 40 35

值得注意的是, 该委员会于 2008 年在多国进行的

调查还表明, 70% 的美国人、74% 的日本人、74% 的韩

国人将中国视作未来的威胁。1252

大概正出于这种原因, 美国公众非常注意中国军

力发展并持强硬态度。如在 2001年发生撞机事件后,

68%的美国人认为美机没错, 61% 的人赞成布什对撞

机事件的处理; 54% 的人不赞成向中国正式道歉。
1262

2009年 4月的一项调查表明, 美国人关心的国际问题

中/中国军力0列为第 7项。2010年 2月初的相同调查

中,中国军力上升为第 5项。
1272
认为中国军力是威胁的

美国人从 2004年的 39% 上升为 2010年的 46% , 上升

幅度超过所有其他威胁。这不能不令我们警惕。

2. 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

美国人认识中的中国威胁不仅有安全上的而且有

经济上的考虑。2005 年 12月的民意测验表明 50% 的

人认为中国是军事上威胁, 65% 的人认为中国还是经

济上的威胁。另一份分析报告也指出: /非常可能的是
一些美国人把中国的经济力量看作是威胁。01282这些

年,美国工会一直指控中国采取不正当手段向美国倾

销低价产品, 致使美国工人失业。这种声明在国会中

得到强烈的呼应。经济威胁不单指影响到美国工人就

业,还指中国产品达不到美国的安全标准。2007年的

一项调查表明, 65% 的公众说他们会尽量避免买中国

的产品, 64% 表示他们愿意付出两倍以上的价钱来买

美国生产的同样产品。盖洛普对 2008 年中国形象调

查的结果分析称: /一年来关于来自中国的进口食物、

玩具和其他产品的安全性的令人不安的消息致使如今

55%的美国人对中国持消极态度。01292

3. 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

由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 多年来美国政

府和媒体一直在人权和民主等有关问题上指责中国,

这种看法肯定也会影响到美国人对中国形象的评判。

2002年的盖洛普调查表明, 53%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政

府是/邪恶的0。2008年 BBC 广播公司在美国的调查

显示: 65%的美国人认为中国人受压制。1302这方面值得

注意的是 2007 年盖洛普就一些国家发生的事情对美

国的重要性的调查。58%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发生的事

情对美国非常重要。
1312
一般来说, 美国公众不大关心国

际时事,但由于美国人把中国视为最大威胁之一, 中国

发生的事情就会引起他们的高度关注。可以想象, 在

不同意识形态背景下, 这种特殊的关注会带来什么后

果。近几年,美国媒体对中国发生的涉藏涉疆事件和

其他一些群体事件等中国内部发生的问题都做了大量

消极的报道,其对美国民意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四、美国民意与对华政策

通过民意测验研究美国公众的看法虽然可以定

量,但进一步比较精确地研究民意对美国政府决策的

影响就成为包括美国学者在内的研究人员的一个难

题。仅就对华民意来说, 1949 年以来美国民意与美国

对华政策并不完全同轨。从本文研究的范围看, 90年

代小布什执政后几年的中美关系被多数中国的学者看

好,大家基本肯定他的对华政策。但就在 2008 年和

2009年,对华民意却处于低潮。或许这从另一角度说

明,小布什没有顺从国内民意,保持了中美关系发展的

势头,的确是从中美关系的大局出发的。

但在其他很多时候, 民意对政府的影响还是比较

大的。在上个世纪 90年代, 由于美国公众对中国的不

信任,普遍主张应将对华贸易政策与人权挂钩。在美

国的政治体系下, 选民的这种观点影响到国会议员的

立场。当国会一年一度审议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时,

很多议员主张将这个待遇与人权挂钩。结果造成两国

关系的紧张。为了阻止美国国会的决议得逞, 中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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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大公司和克林顿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1994 年 5

月,克林顿总统专门宣布把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脱

钩。但一些议员仍然坚持这个动议, 因为民意基础依

然如此。直到 1997年仍有 55% 的人认为应该将对华

贸易政策与人权问题挂钩。这个比例以后略减, 1998

年为 47% , 1999 年为 46% , 但到 2000年居然有高达

70% 的人坚持国会一年一审给予中国的贸易待遇。1322

而当时,克林顿总统正准备提议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

易待遇。这个例子表明民意对政府有影响, 但美国总

统和行政部门并非一定按民意办事。但也有政府屈服

于民意的例子, 这就是奥巴马政府。当他上台时, 美国

对华民意的走势不好。当时中国媒体和公众对他期盼

相当高。他也不负众望, 采取了维护中美关系的措施,

如为了保证同胡主席的首次会面, 取消了计划中与达

赖的会面。然而,一年后受大环境影响, 他最终屈服于

政治压力和民意,在 2010年做出了对台军售和会见达

赖等伤害中美关系的决定。

总之,对美国民意与对华政策的关系的确难以下

个精确的结论, 但可以有把握地这样说: 在对华政策

上,美国民意积极并不一定导致政府政策的积极, 若民

意消极,政府的日子就不好过。

自中美建交以来, 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基本上

是消极的, 而发展趋势是缓缓向好的 (见图三的趋势

线)。毕竟建交三十来年,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增加了很

多,两国相互利害关系加深了很多。但这种发展太过

缓慢,几乎看不到什么时候积极面能占上风。为此, 改

善中国在美国公众中形象的工作十分紧迫, 但这项工

作是十分艰巨的。没有创新性的思维和方法, 想要转

变美国公众的看法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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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n aly sis o f Am er ican Publ ic Opinion tow a rd Chin a sin ce the Establishm ent o f Diplom at ic Relat ion s

betw een t he T w o Countr ies by X iong Zhiyong

Since 1979 the Gallup poll has continued to study American publi c opinion on China. The result is generally

negati ve in most of the years. The main reasons f or that are security concern, economic interests and dif f erence

in ideology. Although the negative att itude doesnpt determine the China pol icy, i t does inf luence the policy

making of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However, the American publi c opinion graduall y turns positive.

8  T he Retur ning o f Select iv e En gagem ent and Resh apin g o f U ni ted States Leader ship: A Rev iew o f

O bam aps Ex tern al St r ateg y T hinkin g by Y ang Cheng

The adjustment of the external strategy of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is entering a new stage. The withdrawal

f rom Irag is the f irst step of adjustment and contraction to the strategy of unilateral expansion in the new centu2
ry . In carry ing out the process of strateg ic contract ion, the United States is reshaping the characteristi cs of its ex2
ternal strategy. / Selective engagement0, the tradit ional concept of American external strategy, wi ll once again
become the core concept of Obamaps external strategy. The adjustement of external strategy wil l w itness a long

process and the goal is to reshape Americaps l eadership ability in the world. Such strategi c thinking wil l have

great inf luence on Americaps approach to China and China should be strategically prepared to handle the situation.

14  Econ om ic C ooper at ion and Secur it y C om pet i t io n: Ref lect ions on t he In tegr at ion o f East Asia2Com2
m ent on th e Liber al V iew s on Regional In tegr at ion by Wang Qingzhong

Liberal international relat ions theory holds that cooperat ion in economic, technological and other functional

areas among countri es in a region wi ll have / spill over0 ef fect, thus promoting polit ical and security cooperat ion

and continuously pushing f orwar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 ntegration. However, in reviewing

East Asian regional integrati on we f ind that cooperat ion in economic, technical and other functional areas have

been greatl y enhanced but it does not have a / spillover0 ef fect. Compared to economic integration, poli tical

and securi ty integrat ion is still si gni f icant ly l agging behind. The main reason for this phenomenon is the inter2
vention of major powers outside the region and the l ow degree of reg ional i dentity among the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  Cul tur e and Fo r eign Relat ions: Eur opean Unionps Approach es and T heir Im plicat ion s by  Xu Jin

The European Union since the new millennium has insi sted on the promotion of culture as a vital element in its

foreign polici es with the aim of enlarg ing the inf luence of European cultures and val ues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By maintaining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ngaging intercultural dialogue, the EU tries to create a spontane2
ously cooperative environment in which peopl e f rom dif f 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can l ive, work and create

together to overcome the tensions and conf l icts caused by dif f erent poli tical and social sy stems. These measures

help the EU to spread i ts cultures and values to the developing countri es and exert a subtl e inf l uence on the

peopleps way of producing, li ving and thinking. Unity In Diversity is the f 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he EUps

Culture poli cy. Universali ty In Locality i s the very way that the EU exerci ses its cul tural sof t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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