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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力量：美国非营利机构与民间外交》（卢咏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一书，介

绍了美国非营利部门的本质内涵、形成历史、管理组织方式以及非营利机构如何参与公共政策和推

动民间外交。该书论及的“民间外交”的内涵和由社会组织所承担的公共外交内涵大体相同。该书

既可以深入了解美国社会和美国外交，又可以为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提供借鉴。 

《第三力量：美国非营利机构与民间外交》是国内第一部研究美国非营利机构的专著，作者卢咏

女士曾在美国百人会、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著名非营利机构任职，对美国非营利机构的形成历史

、政策法规、组织管理和外交影响有着深入的观察和思考。可以说，该书是作者理论紧密联系实践的

成果。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总体介绍美国非营利部门的本质内涵、社会功能、规模范围、

文化背景、历史形成及其发展趋势。第二部分深入阐述了美国非营利机构的现代管理和运作方式。第

三部分系统研究了非营利机构如何参与公共政策和推动民间外交，尤其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百人

会和亚洲协会为案例，介绍非营利机构在中美关系中的角色和作用。 

为何需要非营利机构？ 

什么是非营利机构？该书定义为“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对不是为机构控制者牟取利润为目的的社

会组织的统称”。包括大学、医院、公募机构、基金会、智库、慈善组织、环保、民权等诸多机构。

美国现有超过190万家非营利机构，从业人员超过1290万，占美国总劳动力人口的9.7%，年总收入将

近6700亿美元，创造5%的GDP。由此可见，非营利机构在美国社会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 

为什么需要非营利机构？学界通常都认同“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导致不能满足部分社会需

求是非营利组织出现和存在的原因。这些需求包括“人们社会交往的需求、对公共物品的多元性需求

、对信息不对称性私人物品的需求。”作者也认同这两大原则：第一，市场和政府无法满足多元的社

会群体对不同公共物品的需求；第二，信息不对称也使得人们难以完全依赖商品市场来控制公共物品

的价格和质量。 

同时，该书还从美国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的深层理念来解释美国非营利机构繁荣的原因。本书第

三章就叙述了美国非营利部门的历史形成。作者认为，“美国非营利部门是美国特定的历史、人文和

物质条件的自然产物”，“美国非营利部门的发展史是美国精神的全面体现：早期的慈善思想扎根于

基督教文化，宪法中‘小政府、大国家’的理念为公民社会的自由空间奠定了法律基础。”“非营利

部门的存在和繁荣与美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息息相关，它试图弥补政府与市场的社会功能的局限性，反

映了多元化和个人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因此，非营利部门是保证美国个人自由和社会多元化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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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是美国社会价值的“守护者”。于是，参与非营利部门，成为美国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方面，

是建设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的必要前提。 

非营利机构是公共外交的执行主体 

论述非营利机构如何推动民间外交是本书的重点，作者花了四章的篇幅。其中，第九章分析民间

外交的概念和功能，及其在当今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角色。第十章至第十二章，分别介绍三种影响美国

外交关系的非营利机构：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智库、为其他非营利机构提供资金的私人基金会，以及

促进中美交流的非政府组织。 

传统外交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国家外交”模式，其外交对象是政府。进入经济全球化、信息化

时代以来，以及各国政治社会的变化，在新环境、新技术的影响下，诞生了新型的外交。其中，民间

外交，尤其是公共外交不断兴起，日益重要。新型外交需要采取“网状外交”的模式，其互动对象除

了政府，还包括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公民社会，是社会对社会的外交关系。 

因此，非营利机构成为了公共外交的执行主体。公共外交着眼于建立与对方公民社会的关系，旨

在促进彼此国家和人民间的交流和了解，增加相互的认同感和信任感。而非营利机构在与公民社会的

沟通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它往往能成为各国社会间加强理解、缓解冲突、推动合作的有效“调解人”

和“中间人”。在开展外交的过程中，非营利机构主要具备了四个方面的优势：公信力、广泛性、专

业性和创新性，从而可以有效得弥补政府外交的某些不足之处。 

对于大多数从事国际关系和外交工作的美国非营利机构而言，它们反映的是非官方性质的社会精

英群体的各种观点和力量，是美国多元的政治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决策过程的影响者。在高度敏感的

国际政治中，它们可以利用“民间大使”的身份，成就政府无法直接做到的事情。其中，最为典型的

莫过于中国人所熟悉的中美“乒乓外交”了。 

非营利机构和中美关系 

目前，国际关系已经跨越了国与国之间的官方关系，不同国家、地区和文化的公民社会之间的沟

通和理解变得格外重要。这点在中美关系上，体现得尤为明显。20世纪70年代，中美“乒乓外交”这

一民间交流，推动了中美外交关系的建立和正常化。该书重点介绍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百人会、

亚洲协会和华美协进社等非营利机构在推动美国民间外交和中美关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然而，中美关系的障碍也在于美国的非营利机构。王缉思教授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中美关系是

一个国家对一个社会的关系。”作者认为：“这体现了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参与者的多样化。”

当今世界，外交活动并非仅仅由政府完全主导，公民社会和组织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美国非营利

机构在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过程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在中美关系上，往往受困于人权、西藏、宗教和

环境等问题，而推动这些问题的背后力量，就是美国公民社会中的各种人权、宗教和环境等非政府组

织。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第三力量：美国非营利机构与民间外交》一书，既可以让我们深入了解

美国社会和美国外交，又可以为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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