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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和中国争夺全球知识经济的头

把交椅，国际合作研究日益受到更多政治化

和安全化的影响。新冠疫情加剧了现有的地

缘政治紧张局势，导致政府和机构对国际合

作的监督力度加大。鉴于这些事态发展，我

们对中美科学家如何继续合作开展新冠疫情

研究颇感兴趣。我们的文献计量学研究结果

表明，大多数关于新冠疫情的中美出版物中

至少有一位华裔科学家/作者居住在美国。在

我们最终调查的 241名科学家样本中（美国，

N=91；中国，N=150），以“关系”（guanxi）

为形式的华裔科学家文化在塑造科学家网络

和知识生产能力、疫情对他们合作经历，以

及科学家如何驾驭两国间安全化的研究环境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系（guanxi）是一个中国术语，指的是

由共同的文化知识和经验所构成的社会网

络。关系的基础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其个

人定义的互惠纽带构成了更大关系网络的基

本单位。关系与西方的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和网络（networks）概念不同，西方

的社会资本和网络概念往往侧重于网络结构

和个人在网络中的地位。中国是一个高度关

系化的社会，一个社会化程度较高的中国人

（或任何了解并践行“关系”原则的人）在

文化上都有义务在自己的网络中有求必应。

有许多方法可以区分关系的类型，这取决于

建立关系的背景（如家庭、学校、工作场所、

家乡等）或涉及关系的互动的性质和目的（如

爱和归属感、资源交换）。关系会随着时间

的推移而演变，其在特定时间或特定环境中

的状态会触发不同的互动原则和潜在结果。

关系促进中美合作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与美国的非华裔

科学家相比，美国和中国的华裔科学家认为

共同的文化和种族是更重要的合作动机。华

裔的关系网络使他们能够更容易、更快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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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样本，并在疫情初期获得第一手资料。

这些发现强调了在非危机时期建立联系和合

作关系的重要性。在中国的华裔科学家利用

他们的海外关系网络发展国际研究关系，并

以更高的研究产出效率发表论文。关系还促

使在中国完成部分学业的美国华裔科学家与

中国科学家合作。关系具有很强的情感维度，

其工具性和情感性有助于促进科学家国际合

作的互惠性与动机。关系所规定的情感和社

会规范，包括互惠、义务感和长期公平，使

中美的华裔科学家能够更好地改善“弱关

系”，最终形成更强的合作关系。

关系有助于参与研究项目

由于中国在新冠疫情之初就掌握了大部

分病例和数据，一些在美国工作的华裔科学

家能够利用“关系”获得关键的研究数据、

样本、临床专业知识等。例如，一位在美国

工作的华裔科学家报告说，他与中国几个地

区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华裔科学家和员工

之间的牢固信任和关系使他能够更好地了解

情况，并使他能够与政府机构进行谈判，克

服部门内部政治，以获取新冠疫情数据，并

获得分析这些数据的许可。在另一个案例中，

一位在美国工作的华裔科学家利用他的关系

网络为一位感染了新冠疫情的中国家庭成员

争取到了医疗服务，这位科学家和他的中国

合作临床医生将这一经验作为新冠疫情的早

期成功治疗模式发表。在这两个案例中，在

美国的华裔科学家并不一定认识决策者本

人，但他们能够通过与相关决策者关系密切

的共同朋友和同事拉关系，调动“弱关系”。

关系是信任的基础

中美的科学家都认为共同的研究目标和

信任是最重要的合作动机，并称他们在新冠

疫情之前就已经认识了合作者或与他们共事

过。在非危机时期，在美国工作的华裔科学

家在正式场合与中国同事建立了关系，他们

可能曾经是同学、同事、共同的指导老师或

在会议上见过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有助

于科学家之间的“关系网”不断扩大，研究

人员通过多次合作，从彼此不断加深的学术

兴趣和专业知识中进一步获益。鉴于新冠疫

情相关研究的高度政治化和紧迫性，以及国

际旅行的限制，科学家们在自己信任的关系

网络中寻找机会是合情合理的。作为一种信

任形式，“关系网”对中美两国的华裔科学

家在高度审查的研究环境中游刃有余也是至

关重要的。

当前地缘政治环境下“关系”的局限性

大多数科学家都目睹了地缘政治气候对

科学的影响。各种“让政治远离科学”的说

法不绝于耳。除了他们眼前的项目，一些在

美国工作的华裔科学家还向我们谈到了限制

与华裔科学家的关系，或与他们断绝关系，

失去美国政府的资助，或被他们的大学调查

和处分。在中国工作的科学家也谈到了这种

对工作关系的影响，他们经历了美国同事的

疏远，以及由于美国大学和政府政策的变化

而对合作与交流的更多限制。所有这些都有

助于理解个人关系在在应对制度环境和政策

方面的局限性。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以“关系”为形

式的文化不仅是分析和促进中美华裔科学家

之间建立联系的有用框架，也是帮助美国华

裔科学家获得资源和提高生产力的工具。这

是一个重要发现，尤其是在中美合作逐渐减

少、中国不再过度依赖 SCI/SSCI期刊的情况

下。进一步的研究可以考察非华裔科学家之

间的关系形成，以确定其在不同群体中的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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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我们的研究结果还强调，从长远来看，

有必要确保学生和学者的国际流动性，对中

美之间的科学合作保持开放态度，并继续支

持科学家之间建立跨境联系。正规教育和院

校隶属关系是形成关系的重要基础，我们采

访的许多美国科学家都报告说，他们所在院

校的中国研究生或访问学者人数急剧下降。

中国学生和学者流失到其他热门目的国，不

仅会对中美之间的合作产生负面影响，还可

能对两国在国际上开展领先研究的能力产生

长期影响。

注：本研究“了解中美新冠疫情研究合作的

性质”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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