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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建立于 1990 年的“美国华裔百人委员会”, 简称“百人会”, 是美国社会非常有影响的

一个华人社团 , 该组织的成员大多是在各自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的精英。在这种背景下 , 该组织在过

去的 13 年里积极充当美国华人的代言人 , 架起中美交往的桥梁 , 为提升美国华人的社会地位、促进

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 该组织也深受中美两国政府关注。但遗憾的是 , 至今学术界少

有人对它进行全面研究。本文从“百人会”成立的背景及其发挥的作用等方面进行分析 , 以填补美国

华侨华人研究的这一小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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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Founded in 1990 , the Committee of 100 is a very important organization in the American

Chinese society. Most members of the organization have made impressive achievements in all walks

of life. With the diverse background , they have collectively contributed a great deal of their strength

and experience to the important issues concerning the American Chinese society as well as Sino2
American relations during the past thirteen years. Naturally , both Chinese and U. S. governments

have paid a close attention to the organization. Since there is little study done on the organization ,

this paper tries to probe the background of its founding and its role so as to fill in the gap in the

study of the American Chinese.

一、百人会的建立

百人会的建立并不是偶然的 , 而是美国华

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 , 美国华人

社会有了一定的发展。此时期 , 华人人口呈现

大幅度增长趋势。1972 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

关系开始解冻 , 1979 年中美建交美国给予中

国大陆与台湾每年各 2 万名的移民配额 , 香港

地区还另有移民配额 , 加上中国实行改革开放

政策 , 因而前往美国的华人人口迅猛增加。据

美国移民局的统计数字 , 1985 年到 1989 年间

来自香港、中国大陆及台湾的移民 , 每年平均

超过 4 万人 , 1991 年华人人口达到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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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1 ] 。

在华人人口不断增长的同时 , 美国华人社

会各方面也取得极大进步。经济上 , 自 1986

年起美国华人经济已经跃居全美少数民族之

首 , 遥遥领先于日裔、朝鲜裔等其他族群。美

国商业部 1986 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 全美

华裔企业年总收入超过 61 亿美元 , 而日裔为

27 亿美元 , 韩裔为 26 亿多美元[2 ] 。一批优秀

华人企业家在美国经济界涌现 , 如电脑大王王

安、华人银行家蔡志勇、华人企业家王嘉廉、

杨雪兰等等。科技上 , 华裔人才辈出 , 涌现出

诸如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贝聿铭、朱经

武等一流的科学家。据不完全统计 , 美国时有

华人学者十多万 , 分布在全美 80 多所大学和

各类研究机构中 , 其中不少在美国高等学府和

科研机构任要职 , 如田长霖任加州大学柏克莱

分校校长 ; 王佑曾任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

副主任。政治上 , 华人参政意识空前高涨。

1987 年 1 月 26 日 , 吴仙标、陈香梅、杨振宁

等近千名著名华裔人士联合签署了《华裔公民

一九八八年大选宣言》, 呼吁华人团结一致 ,

为争取自身及子孙后代的合法权益而斗争。同

年 3 月 26 日 , 近百名华人政界人士在洛杉矶

蒙特利尔公园市成立“华裔政治委员会”, 为

的是聚合华人政治力量 , 促成华人出任美国联

邦决策阶层要职。这些行动掀起华人参政的热

潮 , 开创了华人参政的新局面[3 ] 。经过努力 ,

一些华人步入美国政法界、军警界 , 如老布什

任总统期间任命的交通部第一副部长赵小兰、

白宫出口委员会副主席陈香梅、国防部助理部

长朱大卫等等。据不完全统计 , 到 1990 年底 ,

活跃在美国政坛上的华裔人士有国会议员、副

部长、市长、副市长、八位州议员、三位联邦

法官、三位高等法院法官及一批厅局长和市议

员。在军界 , 有六名华人将军 , 他们成为美国

华人的政治精英和骄傲[4 ] 。

但是 , 华人的社会地位并未得到相应提

高。“纵然华裔公民在文化教育、学术科技、

工商各界都成绩斐然 , 但是在美国政治体系之

中 , 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华裔至今未能

在美国政治体系之中享有充分参与的机会”[5 ] 。

在美国联邦政府的决策阶层 , 尚无华裔任职 ;

在美国许多大学和科研单位都有华人在辛勤工

作 , 但在科技决策机构却没有一个华人 ; 在民

权委员会和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中 , 各族都有

代表 , 唯独没有华裔公民代表。与此同时 , 美

国国内的反亚裔暴力事件却日渐增多 , 1982

年发生的陈果仁事件就是美国反亚裔暴力事件

日增的一个明证。1984 年开始美国联邦司法

部就在全国设立社区关系部门 , 直接对各州府

城镇协助社区解决因种族、肤色、母国等所引

起的歧视和纠纷等问题。联邦司法部还制定警

察守则 , 防止警务人员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施

暴事件。同时有四十多个州自行立法禁止因族

裔成见或仇恨所引发的犯罪行为 , 政府的行为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美国社会种族歧视的严

重性[6 ] 。

面对美国华人社会遭遇的种种歧视与不

平 , 如何争取华人平等权益的问题成为美国华

人关注的焦点。当时美国华人社团数以千计 ,

但缺少一个综合性的组织。一批关心中美关系

及华裔问题的美国华人意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

华裔团体 , 它不仅能提醒人们重视华裔关心的

传统问题 , 而且能对中美关系提出华裔的看

法。特别是 1989 年“苏东剧变”导致中美关

系陷入低潮 , 许多关心时事的美国华人都为此

焦虑 , 纷纷向贝聿铭、邓兆祥等人征询看法。

贝聿铭等人认为 , “长期以来 , 美国对美中关

系的看法只有一个 , 这就是美国人的传统看

法 , 我们华裔需要表达自己的看法 , 但不是表

达反美的看法”。因此 , 建立一个为华人自己

代言的组织是当务之急 , 于是百人会应运而

生[7 ] 。

所谓“百人会”, 人数并不限于百人 , 而

是以“百人”来寓意“人多智慧高 , 团结就是

力量”。百人会入会要求很严 , 不仅要求会员

是美籍华人 , 而且要具备 3 个 W : Wisdom (聪

明才智 ———在本专业有建树) 、Work (对美中

关系有所贡献) 和 Wealth (财力雄厚) 。入会

一般不由本人申请 , 而是由会员推荐[8 ] 。1990

年5 月在纽约成立时只有 30 多名成员 , 到

1991 年 6 月时 , 有来自美国十八个州的 89 名

会员[9 ]
, 今天其会员总数也不超过 150 人。参

加该组织的成员都是在美国各行各业中有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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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和具有影响力的人士 , 其中包括政界人士

吴仙标、陈香梅、王碚、赵美心、陈李婉若、

胡绍基 , 企业界人士王嘉廉、杨雪兰 , 金融界

人士蔡志勇 , 科学家吴健雄、林同炎 , 建筑大

师贝聿铭 , 音乐家马友友、林昭亮 , 教育家田

长霖、熊介 , 医学家何大一以及电视主播员董

凯悌、靳羽西等等。

百人会是一个非营利组织 , 经费来自会员

的会费、美国国内自愿捐款和美国公司给予的

百人会年会赞助费。它是一个超地域、超行

业、超政治的团体 , 它不与任何党派结盟 , 它

关注的是国家的政策。它是一个精英组织 , 它

的成员在学术、商业、法律、政府部门、科学

和艺术等领域里积极活跃 , 这种作用能影响人

们从双重文化的角度看待美国和亚洲的关

系[10 ] 。这种特殊的性质决定了百人会能在美

国华人社会的发展中发挥独到的作用。正如百

人会总监之一、美国 NVEST 投资公司总监唐

骝千先生所表示 , 华人既要认同自己的华裔背

景 , 也要认同自己是美国人并享有很多机会 ,

同时要承担公民责任和义务 , 成为主流社会的

一分子。华人精英积极组织并参与百人会的目

的在于代表华人的意愿 , 反映华人的呼声 , 与

主流社会沟通与对话 , 改善并提高美国华人的

社会地位[11 ] 。

二、积极提升美国华人的社会地位

百人会的主要宗旨是为华人能在美国立足

生根做贡献 , 所以关注与提升华人在美国的社

会地位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早在 1991 年

百人会第二次年会上 , 陈香梅就指出 , 百人会

目前的两件急务之一是协助华人新移民适应新

环境 , 设法由地方或中央政府寻求合作途径 ,

使华人新移民成为好公民 , 对社会不是负担而

是做出贡献。华人不应该再陷于沉默 , 该有人

集体出来说话[12 ] 。所以 , 自成立以来 , 百人

会积极充当美国华人社会的代言人 , 为提升华

人的社会地位作贡献。

1. 为华人合法移民代言。1996 年众议员

拉玛·史密夫提出的“H·R202”号法案和参议

员辛普森提出的“S·1394”号法案 , 其要点是

限制美国移民人数、削减移民福利。按照两个

移民法案 , 五年内将减少移民人数 30 % , 取

消永久居留者的成年子女及兄弟姐妹移民美

国 , 并将难民人数减少 50 %以上。该法案引

起美国华人社会强烈不满 , 百人委员会针对两

项移民法案发表声明说 ,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

家 , 但是这一传统正受到严重威胁。如果两个

法案通过 , 它们将成为 70 年来最严厉的限制

合法移民的立法 , 这将使许多美国移民家庭永

远得不到团聚。百人会更明确地指出 , 国会把

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混为一谈是不正确的[13 ] 。

1997 年 4 月《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

等美国传媒借所谓的“政治献金”事件 , 竭力

给亚裔社区抹黑 , 引起美国亚裔人士 , 尤其是

华人的强烈不满。百人会成员、柏克莱大学校

长田长霖公开表示 , 亚裔人士在美国显然没有

受到公平的待遇 , “献金事件”已直接影响了

亚裔在美国的参政[14 ] 。

2. 为华裔科学家代言。1999 年 4 月 , 一

些共和党国会议员和新闻媒体公开制造所谓

“核盗窃案”, 指责华裔科学家涉嫌所谓“核盗

窃案”。美国百人会召开全体董事会电话会议 ,

严正地指出 , 这一事件已经严重影响到在美华

裔的整体形象 , 他们呼吁在美国的华裔团体不

分党派 , 团结起来一致行动。百人会全体董事

一致决定起草一份致克林顿总统的签名信 , 驳

斥近来一些媒体对美籍华人所谓“不忠诚”行

为进行的“肆无忌惮的种族攻击”, 希望克林

顿总统“以公开方式”对此给予批评[15 ] 。

1999 年李文和案件发生 , 百人会是第一

个公开表示关注李案的亚裔团体 , 并自始至终

关注李案的进展。百人会会长邓兆祥指出 , 李

文和案件“不是无辜或有罪的问题 , 而是一场

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16 ] 。2000 年 9 月 6 日 美

华协会纽约分会、亚美法律援助处和百人会在

曼哈顿华埠举行紧急会议 , 邀请李文和辩护律

师孙自华报告案情进展。百人会会长邓兆祥、

副会长谢正刚、百人会顾问杨觉勇、百人会成

员何大一参加了会议。邓兆祥在会上又表示 ,

世界即将进入 21 世纪 , 华裔科学家李文和受

到如此不公平的待遇 , 因此 , 华人应该团结起

来 , 反抗不公平的待遇 , 不然的话 , 受歧视的

历史就会不断重演。专门针对华人科学家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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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的政策。谢正刚表示 , 李文和所受到

的不公平待遇 , 是美国的耻辱[17 ] 。

2001 年 5 月在新泽西州发生郎讯科技公

司华人员工被控“泄露国家机密”案件 , 邓兆

祥又公开表示 , 该案是核武科学家李文和案件

的翻版。他期望在英文媒体工作的亚裔新闻工

作者 , 善尽把关责任 , 监督美国司法部不能动

辄把“泄露国家机密”的大帽子扣在华裔科学

家头上[18 ] 。

2002 年 5 月 29 日百人会董事邓锦明在利

佛摩国家实验室进行题为“美国人口统计及历

史 : 国家实验室应得的教训”的演讲 , 他从美

国人口组成及科技主力成分组成的变化谈起 ,

指出美国歧视移民的文化传统的不合理及不现

实 , 强调善待移民科学家才是明智之举[19 ] 。

3. 通过民意调查等手段 , 努力消除主流

社会对华裔的偏见。近年来 , 不少华裔人士取

得令人瞩目的成功并跻身于主流社会 , 华裔又

一度获得美国“模范少数民族”的称号。但实

际上这种称号只是“冠冕堂皇而毫无实质的恭

维”, 不符合华人的实际[20 ] 。为了弄清事实真

相 , 百人会于 2001 年 3 月以随意拨号的方式

在全美范围内抽样调查 1216 名 18 岁以上的成

年人 , 以探讨美国民众对华裔和亚裔的态度。

调查结果显示 , 25 %的受访者对华裔存在十分

负面的态度 , 他们反对亚裔出任总统或公司总

裁、反对与亚裔通婚等。可见 , 所谓华裔是美

国社会的“模范少数民族”只是一种假象。百

人会就此提出警告 , 对亚裔持有偏见的美国人

占相当比例 , 这势必妨碍华裔在美国社会享有

平等机会与权益 , 这种偏见不仅对亚裔 , 同时

对整个美国社会都是个威胁。它由此呼吁华裔

人士共同努力 , 改变美国社会的错误印象 , 根

除美国人对亚裔的偏见 , 为亚裔创造机会 , 使

他们能全力参与美国社会 , 使社会更加

和谐[21 ] 。

2002年 5 月百人会年会的主题是“华人

对美国社会的贡献”, 年会意在通过宣扬华人

为美国所做的贡献 , 消除来自主流社会的偏见

与歧视。会长邓兆祥在会上表示 , “华裔和亚

裔需要共同努力 , 让其他种族的美国人抛弃他

们的偏见 , 为他们创造全面参与美国社会的机

会 , 这就是我们今年年会的目的”[22 ] 。

4. 鼓励与协助华裔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

百人会成员常以成功华人的经验与成就鼓励华

人积极参与美国社会。2001 年 4 月百人会召

开年会 , 美国劳工部长赵小兰在百人会举办的

晚宴上讲话 , 她说 , 目前亚洲人越来越受到重

视 , 十年前难以想到今天美国政府会有两名亚

裔部长 , 这与百人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她认

为 , 美国华裔应勇敢地参与社会生活 , “我们

在这里工作 , 我们在这里交税 , 我们在这里生

儿育女 , 这块土地是我们的国家 , 我们不应该

胆怯 , 要有勇气”[23 ] 。

2003 年 1 月 25 日下午百人会在南加州大

学会议中心举行洛杉矶亚裔领袖论坛 , 商界女

杰郑嘉仪、加州税务委员会主席江俊辉、加州

前财务长邝杰灵、加州理工学院对外关系资深

顾问黄诗厚、知名演员温明娜等美国政界、商

界、文化界的华裔精英 , 分别与听众们分享了

他们的成功经验 , 鼓励华裔下一代努力开拓 ,

成长为新一代华裔领袖。百人会新一任会长李

锡辉表示 , 主办论坛的目的是为了以成功华裔

人士的现身说法 , 帮助更多的华裔、亚裔发掘

自身潜力 , 获得成功[24 ] 。

2003 年 4 月 26 日 , 百人会第 12 次年会主

要讨论美籍华人面临的问题 , 诸如“美籍华人

特性”的专题讨论。百人会成员还资助制作纪

实节目《成为美国人 : 华人的经历》, 回顾华

人在美国的奋斗历程 , 鼓励华人更好地融入美

国主流社会 , 该节目在美国公共广播系统播

出 , 收到良好效果[25 ] 。

三、努力促进中美关系良性发展

众所周知 , 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对中美两

国都是有益的 , 对美国华人而言 , 它有利于美

国华人在当地立足和发展 , 有利于美国华人社

会地位的提高 , 所以一直以来百人会都非常密

切地关注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

1. 组织讨论会研讨中美关系。中美关系

问题是百人会历次年会的讨论重点。1991 年

在旧金山举行第二次年会时 , 百人会就讨论了

中美之间的若干重大关系问题 , 探讨了华人在

美国所面临的新挑战。中国驻美大使朱启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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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刚离任的驻华大使李洁民都出席了年会。

他们对百人会在中美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表示

肯定 , 朱启桢表示 , “我相信 , 这种组织形式

是必要的、适时的 , 它将可以成为中美之间的

重要桥梁。”李洁民大使则认为百人会在美国

是一个独特的组织 , 它可以扮演独特的角

色[26 ] 。

2003 年 4 月 24 日百人会在纽约召开第 12

次年会 , 来自世界各地的 200 多名与会者济济

一堂 , 就美中经济前景、美中关系未来的展

望、美籍华人的特性及涉及两国关系的其他重

大问题展开讨论。《纽约时报》前总编、资深

新闻工作者西摩·托平在主旨发言中强调了美

中两国进行对话与交流的重要性。他表示 , 希

望百人会遵循“求同存异”的宗旨 , 以美国华

人的力量 , 为两国之间建起一座相互联系的桥

梁[27 ] 。年会后百人会又召开有美中双方专家

参加的美中关系研讨会 , 探讨和促进美中关系

的良好发展。

2. 推崇增进中美交流的举措 , 对破坏中

美关系的逆流予以反击。百人会积极推崇增进

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行为。1997 年香港回归

前夕 , 百人会撰写了一个长达 70 页的详尽报

告 , 把它发往报纸、各杂志主编等媒体 , 帮助

美国主流社会了解香港问题的来龙去脉 , 此举

产生了良好效果 , 为香港政权的顺利交接起了

一定的作用。1997 年江泽民总书记访美期间 ,

百人会成员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 , 高度评价江

泽民总书记的美国之行。百人会成员一致认

为 , 美中两个伟大国家结成战略伙伴 , 并非针

对任何第三者 , 而是为了共同保卫世界和平 ,

因而江总书记此次访美“意义重大”[28 ] 。百人

会元老、原柏克莱大学校长田长霖则表示 , 由

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 美国必须特别加强同

中国的联系并发展建设性的伙伴关系 , 以后中

美关系将更容易走向合作[29 ] 。

2001 年 7 月 , 在北京申奥关键时期 , 百

人会发表声明 , 对布什政府决定不反对北京主

办 2008 年奥运会表示欣慰 , 百人会指出 , 北

京申办奥运会 , “对于美国人民来说 , 这是更

好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好机会”、“中国主办

奥运会 , 能使中国更进一步加速成为致力于全

球和平、和谐的国家之一 , 这对我们大家都是

有利的”[30 ] 。

2001 年“9·11”事件后 , 百人会撰写了一

份长达 21 页的《美中关系白皮书》, 专门发给

美国国会议员、国务院官员和工商界头面人

物。白皮书表示 , 在当今形势下 , 同中国这个

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搞好关系 , 应是美国

外交的重点。美国政府应审时度势、采取同中

国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政策 , 以造福于两国人民

和世界和平。该白皮书写于小布什访华之后 ,

百人会会长邓兆祥表示 , “我们希望华盛顿听

到我们的声音”[31 ] 。

同时 , 百人会对于有损于中美关系发展的

逆流予以坚决反击。

1998 年克林顿总统访华前夕 , 美国社会

出现了一股反华逆流 , 企图阻止克林顿成行。

百人会为此在北加州召开紧急会议 , 会后向新

闻传媒公布了一项题为《求同存异 ———对华政

策的致胜之途》的白皮书。强调中美两国只有

超越东西文化差异 , 从双重文化的角度审视美

中关系 ,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只有协调一致地

发展中美关系 , 交流对话、不搞对抗 , 才能确

保两国乃至亚太地区以及全世界的和平和繁

荣。此举在美国产生强烈的反响[32 ] 。

2001 年 4 月初发生中美军机碰撞及迫降

事件 , 为防止中美关系大倒退 , 百人会于 4 月

9 日发表声明。声明支持美国政府的做法 , 一

方面对中方飞行员家属表示哀悼 , 一方面由两

国共同查明真相。声明呼吁中方领导人继续努

力 , 与美国政府一起查明事实真相 , 防止事态

恶化及伤害美中两国关系。声明呼吁两国领导

人稳妥地疏导本国国民的强烈情绪 , 希望双方

冷静 , 找出解决办法[33 ] 。

2002 年 7 月 18 日 , 美国安全审查委员会

发布宣扬“中国威胁论”的报告 , 百人会指出

它是以最坏的假设得出的谬论 , 没有事实依

据 , 而且会伤害华裔。百人会向媒体指出 , 该

报告低估了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社会、经济交往

的深远影响 , 毫无事实根据地宣称“台湾受到

中国大陆的武力威胁”, 他们希望美国能在冷

静和理性的基础上确立健康的对华政策[34 ] 。

3. 百人会积极促进美中之间的经贸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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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交往。2000 年 5 月美国众议院就对华 PNTR

(关于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议案进行

投票期间 , 百人会做了大量工作。在百人会第

11 次年会上 , 讨论的主题是中美间的贸易关

系 , 年会上百人会成员达成共识 , 呼吁美国国

会在 5 月底的表决中 , 通过对中国永久正常贸

易关系法案[35 ] 。5 月 9 日百人会会长邓兆祥在

洛杉矶呼吁美国政府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

系 , 他认为 , 这将会为美国增加新的就业机

会 , 也会帮助中国民众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

百人会等华裔团体还对议员们做了大量说服工

作。在投票前夕 , 每个联邦众议员都收到“支

持美中贸易联盟”送来的漂亮礼品篮 , 里面装

着苹果、柑桔、火腿、燕麦、柯达胶卷和波音

飞机模型 , 上面的小标签写着 : 这些都是出口

到中国的 , 请投票支持 PNTR
[36 ] 。最终 , PNTR

法案顺利通过。

百人会还积极向美国主流社会推介中国国

内的经济发展成就。2002 年 3 月 14 日由美国

百人会、亚洲协会及美国企业界共同举办的

“上海信息发展成果展示会”在曼哈顿举行 ,

会议名称为“IT 在中国 : 上海的战略”。由上

海市副秘书长杨雄带队 , 向纽约人介绍了上海

近年来信息化发展的成果 , 受到热烈欢迎。此

前 , 百人会曾于 2001 年年底组团到上海等地

访问 , 百人会负责人表示 , 主办此次研讨会正

体现了该会致力于促进中美交流与合作的宗

旨[37 ] 。

4. 百人会成员多次到中国实地访问 , 努

力增进中美之间的了解与沟通。1993 年以来

百人会曾五次组团访问中国 , 代表美国华裔就

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进行实地考察。

1994 年 3 月百人会代表团第二次访华时 ,

随团的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表示 , 此次访

问很好地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进行这样的访问

可以同中国领导人见面 , 彼此听取对方的谈

话 , 这样有益的交流还应该更多[38 ] 。1997 年 7

月香港回归时 , 百人会代表团来华参加香港回

归庆典 , 此间与全国政协台港澳侨委员会举行

座谈会 , 就双方关心的议题如香港回归祖国、

海峡两岸关系、中美关系进展等问题 , 交换了

意见[39 ] 。2001 年 12 月 4 日百人会再次组团来

华访问 , 先后与李鹏、朱　基、钱其琛等国家

领导人进行直接接触 , 就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诸

如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政策和西部大开发等

进行交流[40 ] 。

结语

百人会的建立是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到一定

阶段的产物 , 它建立后为美国华人地位的提升

与华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 , 百

人会在中美两国决策者与领导人的心目中均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1998 年克林顿总统访华前

夕 ,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就曾专门邀请百人会的

6 名成员前往白宫 , 听取他们的有关意见 , 这

次会晤被美国华裔圈视为一个里程碑。因为百

人会是克林顿启程访华前咨询过的唯一华人团

体 , 美国政府过去也从未在如此重大的外交问

题上主动咨询过华裔社团的意见。百人会在中

美交往中所发挥的桥梁作用也得到中方的积极

肯定 , 2001 年百人会访华期间 , 国务院总理朱

基表示 , 百人会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中国的

发展 , 为促进中美两国的交流与合作做出了积

极的贡献。百人会成立以来在维护在美华人权

益 , 消除美国主流社会对华人的误解 , 提高华

人社会地位 , 促进美中之间的了解和交流等方

面做了许多工作。他希望百人会继续为中国的

现代化建设和中美关系的发展出力[41 ] 。外交

部长钱其琛表示 , 百人会代表团都是旅美华人

的杰出代表 , 长期关心、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建

设 , 致力于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交往和友谊 ,

我们对此表示感谢 , 并希望百人会为中美关系

的改善和发展作出努力。我们有理由相信 , 随

着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 百人会将发挥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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