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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孤立主义的影响下、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下，美国以追求经济繁荣为立国之本，
把经济外交作为主要的外交手段。
美国共和党政府以裁军和发展经济作为外交的核心，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低姿态”，并以经济外交和
经济增长拓展了外交空间。
不仅如此，在孤立主义制约下，在政治外交和军事外交能力有限的情况下，美国在处理政治、安全问
题时也以经济外交为重要手段。
于是，经济外交的功能超出了纯经济问题范围成为一战后美国外交的显著特征。
《美国对欧经济外交1919-934》借助国际关系理论的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和合作主义模式的分析框架
，系统考察了1919-1934年美国对欧的经济外交，分析其特点及利弊得失，以期对全面认识两战之间的
美欧关系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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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在美国救济过程中，救济署在美苏两国之间起了中间桥梁的作用。
救济署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美国政府外交的工具和代理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美国回归孤立主义，随着对欧洲粮食救济的完成，美国粮食署更名为美国救
济署，由一个政府组织变为半官方的民间组织，这种身份使它在美苏断交敌对的状态下更能灵活应对
，发挥积极作用。
美国政府在幕后操纵指挥，制定政策，由救济署代表美国政府去执行，政府则不出面干预。
这种政府与民间合作的外交政策避免了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干扰，避免了政府卷入欧洲的争端和纠纷，
有效维护了美国国家利益。
更重要的是，这种政府与民间合作的外交政策为随后不久的道威斯计划奠定了基础，在解决德国赔款
问题上派上了用场。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救济苏俄是道威斯计划的预演，无非前一次外交“工具”是美国救济署，后一次
外交“工具”是美国银行家。
　　3．从消极影响来说，美国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并未以救济为契机，实现两国建交，并阻止俄国
整合进欧洲大家庭中，美国这种孤立封锁苏俄的政策，从长远来看，不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
尤其是在苏俄进行经济复苏和工业化建设时，其广阔的市场急需美国的产品和资本。
而美国人为地排斥苏俄，使美国国内的资本和产品大大过剩，供过于求的矛盾并未从根本上消除，这
种矛盾演化的结果就是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直到出现大萧条后，美国才吸取了教训，真正实
现了美苏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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