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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期铿先生的著作《台前幕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与美国外交》经过多年的撰著与修改，
终于问世了。
作为他的博士导师，祝贺之余，忍不住提笔写几句感言。
    中国学者对美国国会的研究，特别是美国国会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作用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进步
不小。
起带头和推动作用的是以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孙哲教授为首的团队。
他们多年来出版了一系列著述，推动了中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填补了空白。
近年来，一批博士论文也以国会研究作为重点，有些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中国学者的研究多侧重于宏观研究，着力在美国国会在对华关系中的作用。
事实上，美国国会构成复杂，涉及对外政策的参、众两院委员会有七八个，各自作用不同。
委员会作用的大小又与事件的性质以及委员会主席个人对世界的看法、对美国外交的定位、个人的组
织才能以及人格魅力等有关。
因此，要深入研究，就要细化、就要潜下心来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并加以提炼。
正是本着这样一种考虑，李期铿先生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为切入点，探讨不同的主席在不同
的阶段所起的不同作用。
以这为切入点，进一步探讨上下、左右、内外的关系，即国内与国际环境的关系，外交关系委员会与
整个参议院的关系、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与总统和国务卿等的关系、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与委员会其
他成员的关系，以及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本人的特点与所发挥的作用的关系等。
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以及复杂的关系对作者的统筹能力提出重大的挑战。
李期铿先生比较好地应对了这种挑战，使复杂的环境与关系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使我们又多了一
本资料翔实、可读性强、又有一定学术深度的关于美国国会的著作。
这是李先生学术功底与运筹帷幄能力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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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斯铿，男，1968年2月出生于江西省泰和县。
198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2004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获文学博士学位。
2002年至2003年在香港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访学半年。
2006年至2007年作为富布赖特学者在美国大学讲学、研究。
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政治、外交等。
曾在《美国研究》等核心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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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宪法与制度：发挥作用的制度，陛保障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之所以能在美国外交政策
中留下自己的印记，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宪法规定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传统的两党政治以及美国
国会的运作机制等。
以下各节详细阐述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行使外交权力的各种制度性因素。
第一节　宪法框架美国宪法制定者们强烈赞成由代表大会制定法律，他们认为国会是最好的联邦法律
制定者。
宪法将国会列为为联邦政府的第一部门，赋予它“全部的立法权力”，并通过所谓的弹性条款(即第一
条第八款)给予国会一些明确的和暗含的权力。
该条款允许国会为行使其各项权力制定“一切必要的、适当的法律”。
从美国宪法的具体条款来看，在涉及宪法赋予的具体权力上，总统在外交政策上的权力明显少于国会
。
总统是合众国“陆军和海军的总司令”；总统有权缔订条约，但须争取参议院的意见和同意，并须出
席的参议员中2/3的人赞成；他有权提名并于取得参议院的意见和同意后任命大使，等等。
较之总统，宪法赋予国会权限的具体议题则要广阔得多。
国会是立法机构，可以为行使其各项权力制定“一切必要的和适当的法律”。
这些权力约一半是关于外交政策的。
国会的外交权力在五个重要方面比较突出。
一是国会有重要的财政权，这项权力来源于国会有权决定资金如何使用、有权征税。
二是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规定，国会有国家安全，即战争权力。
国会有权“宣战”、“募集和维持陆军”、“配备和保持海军”、“制定有关管理和控制陆海军队的
各种条例”、“制定召集民兵的条例”以及“规定民兵的组织、装备和训练”。
三是国会有权“管理与外国的贸易”，确保了国会在对外贸易方面除征税之外的其他特权。
国会拥有的最后两个重要外交权力专属参议院，即总统签订条约和任命大使必须征询参议院的意见并
得到参议院的批准。
宪法明确列‘出的外交权力应该不会引起误解，但宪法在规定外交权力方面存在着模棱两可、权力重
叠和权力真空现象。
一些重要的外交权力存在于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所说的“灰暗区”。
对于立法和行政这两个活跃而又野心勃勃的机构而言，这些不确定性无疑就会成为双方斗争的导火线
。
因此，爱德华·考尔文指出，宪法引起了总统和国会“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权力斗争”。
可以说，美国的开国之父们创造了一种政体，特意使一些权力和责任出现重叠、模棱两可、相互冲突
现象。
他们构建的，不是一套、而是多套权力制衡体系。
他们知道，行使政府职能依赖于客观环境以及那些在他们创建的政府部门里就职的官员的能力和素质
。
这一宪法体系鼓励立法机构对行政机构进行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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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台前幕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与美国外交》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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