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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作者仇华飞)所具有的学术和对策意义在于它不但为美
国中国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以及从微观和宏观进行相关问题领域研究的思路，而且为学
术性研究的严格要求提供论证基础，也更加有利于美国中国学研究解读中国，为其制订
对华政策提供决策依据。本书在论述当代美国中国学研究时，注重将中国学研究同美国
东亚政策、中美战略关系、地区安全乃至全球战略联系起来考察，从全球格局的高度审
视美国学界对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经济发展、对外战略的认识。本书以很大篇幅论述美
国中国问题专家对当代中国外交决策的分析和研究，评价美国学者学术著作的理论方法
和研究视角，为我国制订全面、科学的对美战略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为全球化时代
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和平发展战略的制订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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