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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期 

 

中国大国外交的突破之年 

——2016年中国外交 

 ⋯⋯⋯⋯⋯⋯⋯⋯⋯⋯⋯⋯⋯ 俞正樑(1.1)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中的中国意识成长及 

中国学派前途⋯⋯⋯⋯⋯⋯  郭树勇(1.19) 

城市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 

⋯⋯⋯⋯⋯⋯⋯⋯⋯⋯⋯⋯⋯于宏源(1.40) 

论中国超大城市的国际资源整合能力 

⋯⋯⋯⋯⋯⋯⋯⋯⋯⋯⋯⋯  张  鹏(1.53) 

城市外交的内陆模式——以“一带一路” 

中的中国内陆城市为例 

⋯⋯⋯⋯⋯⋯⋯⋯⋯陈  维  赵可金(1.69) 

发展中国家巨型城市的城市外交  

    ——根本动力、理论前提和操作模式 

⋯⋯⋯⋯⋯⋯⋯⋯⋯⋯⋯⋯⋯汤  伟(1.84) 

集体身份认同与跨国区域社会共同体的建构 

——关于东亚社会共同体建设的思考 

⋯⋯⋯⋯⋯⋯⋯⋯⋯⋯⋯⋯⋯马风书(1.97) 

俄罗斯国际观的新变化及其特点、 

原因和影响分析 ⋯⋯⋯⋯  张  建(1.114) 

大数据时代的网络安全治理： 

议题领域与权力博弈 

⋯⋯⋯⋯⋯⋯⋯⋯ 任  琳  吕  欣(1.130) 

“数字金砖”的机遇与挑战 

      ⋯⋯⋯⋯⋯⋯⋯⋯⋯⋯⋯ 蔡翠红(1.144) 

 

第2期 

 

论当代中国外交战略思想的逻辑原初性 

⋯⋯⋯⋯⋯⋯⋯⋯⋯⋯⋯⋯⋯ 金应忠(2.1)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实验法 

    ⋯⋯⋯⋯⋯⋯⋯⋯⋯肖  晞  王  琳(2.28) 

美日同盟中的自主—安全交易研究 

⋯⋯⋯⋯⋯⋯⋯⋯⋯杨鲁慧  牛  建(2.44) 

韩国在G20机制中的中等强国外交 

⋯⋯⋯⋯⋯⋯⋯⋯⋯⋯⋯⋯⋯刘宏松(2.59) 

试论中国—东盟关系中的安静外交 

⋯⋯⋯⋯⋯⋯⋯⋯⋯⋯⋯⋯⋯周士新(2.71) 

美国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四个维度 

——以大中东地区为例 

⋯⋯⋯⋯⋯⋯⋯⋯⋯⋯⋯⋯⋯孙德刚(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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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对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解释权的滥用 

⋯⋯⋯⋯⋯⋯⋯⋯⋯⋯⋯⋯王  勇(2.102) 

美俄入叙军事打击“伊斯兰国” 

    ——法律依据差异及其背后的话语权之争 

⋯⋯⋯⋯⋯⋯⋯⋯⋯⋯⋯⋯ 岳汉景(2.119) 

从边缘到中心：叙利亚危机中的联合国调停 

⋯⋯⋯⋯⋯⋯⋯⋯⋯⋯⋯⋯ 申  文(2.132) 

欧洲难民问题对欧洲经济的影响 

    ⋯⋯⋯⋯⋯⋯⋯⋯⋯⋯⋯⋯ 李  茁(2.145) 

 

第3期 

 

逆全球化现象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基于“双向运动”理论的视角 

⋯⋯⋯⋯⋯⋯⋯⋯ 陈伟光  蔡伟宏（3.1） 

全球化的反思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未来 

⋯⋯⋯⋯⋯⋯⋯⋯⋯⋯⋯⋯⋯竺彩华(3.20) 

全球化的发展逻辑与中国路径 

⋯⋯⋯⋯⋯⋯⋯⋯⋯⋯⋯⋯⋯宋国友(3.38) 

全球化退潮及民粹民族主义兴起 

对现代世界体系的影响 

⋯⋯⋯⋯⋯⋯⋯⋯⋯⋯⋯⋯⋯叶  江(3.50) 

试析国际组织的协同治理策略 

——以国际劳工组织推广“社会保障底线”

政策为例⋯⋯⋯⋯⋯⋯⋯⋯⋯汤  蓓(3.65) 

殊途同归与分道扬镳： 

时空延展、世界时间和现代国家 

⋯⋯⋯⋯⋯⋯⋯⋯⋯⋯⋯⋯⋯唐  健(3.81) 

次国家政府外交的发展及其在中国跨境区 

域合作中的实践⋯⋯⋯⋯⋯任远喆（3.101） 

哈萨克斯坦：地缘政治交叉点上的博弈 

⋯⋯⋯⋯⋯ 汪  宁  [哈]K·高哈尔(3.116)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的国际能源合作 

⋯⋯⋯⋯⋯⋯⋯⋯⋯⋯⋯⋯潜旭明(3.129) 

资源民族主义及其成因 

⋯⋯⋯⋯⋯⋯⋯⋯⋯⋯⋯⋯陈  宇(3.147) 

 

第4期 

 

中国古代对外战略传统的非扩张性基因 

——《大学衍义补》的启示 

⋯⋯⋯⋯⋯⋯⋯⋯⋯⋯⋯⋯⋯ 朱中博(4.1) 

关于世界大变革与中国外交大转型的思考 

⋯⋯⋯⋯⋯⋯⋯⋯⋯⋯⋯⋯⋯公为明(4.17) 

金砖合作面对的世界秩序和全球化挑战 

⋯⋯⋯⋯⋯⋯⋯⋯⋯⋯⋯⋯⋯庞中英(4.32) 

世界银行的反腐败标准及其 

对金砖银行制度建设的启示 

⋯⋯⋯⋯⋯⋯⋯⋯⋯   朱杰进  向晨(3.42) 

金砖国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 

动因及合作机制分析 

⋯⋯⋯⋯⋯⋯⋯⋯ 左  品  蒋  平 (4.57) 

国际关系理论变革视野下的宗教与外交 

⋯⋯⋯⋯⋯⋯⋯⋯⋯⋯⋯⋯⋯刘中民(4.72) 

试析战略纵深主义对土耳其外交的适用性 

——基于隔离行为体的视角 

⋯⋯⋯⋯⋯⋯⋯⋯⋯⋯⋯⋯⋯刘  欣(4.87)

巴基斯坦恐怖主义状况及发展趋势 

⋯⋯⋯⋯⋯⋯⋯⋯ 张家栋  韩  流(4.102)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所面临的困境与前景展望 

⋯⋯⋯⋯⋯⋯⋯⋯⋯⋯⋯⋯ 李文俊(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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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国集团与全球能源治理的重塑 

⋯⋯⋯⋯⋯⋯⋯⋯⋯⋯⋯⋯于宏源(4.129) 

欧盟的规范性权力对 G20进程的影响研究     

⋯⋯⋯⋯⋯⋯⋯⋯⋯⋯⋯⋯ 李  静(4.144) 

 

第5期 

 

新全球化时代大国战略互信的生成与维护 

——基于中俄关系的研究 

⋯⋯⋯⋯⋯⋯⋯⋯⋯⋯⋯⋯⋯王存刚(5.1)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基于国际政治社会学的视角  

⋯⋯⋯⋯⋯⋯⋯⋯⋯⋯⋯⋯⋯杨庆龙(5.14)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基础与障碍 

——基于对外战略核心理念的分析 

    ⋯⋯⋯⋯⋯⋯⋯⋯ 王  生  张  雪 (5.30) 

论战略对接 

⋯⋯⋯⋯⋯⋯⋯⋯⋯⋯⋯⋯⋯岳  鹏(5.47) 

“一带一路”沿线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研究 

⋯⋯⋯⋯⋯⋯⋯⋯⋯陈  健  龚晓莺(5.60) 

对拉美民粹主义思潮及其实践的评析 

——以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主义”为例 

⋯⋯⋯⋯⋯⋯⋯⋯⋯⋯⋯⋯ 周  楠 (5.74) 

全球化时代的城市外交： 

动力机制与路径选择 

⋯⋯⋯⋯⋯⋯⋯⋯⋯⋯⋯⋯⋯陈  楠(5.87) 

中国古代政治中的发展与援助 

⋯⋯⋯⋯⋯⋯⋯⋯⋯⋯⋯⋯ 赵  裴(5.101) 

中国提供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路径分析 

——以中国援助西非国家抗击埃博拉疫情

为例⋯⋯⋯⋯⋯⋯谈  谭   王  蔚(5.113) 

“特朗普经济学”框架下的 

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分析 

⋯⋯⋯⋯⋯⋯⋯⋯杨  力   李  蕊(5.128) 

英国脱欧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基于国际公共品供给 

的双层博弈分析⋯⋯⋯⋯⋯李娟娟 (5.145) 

 

第 6期 

 

新世纪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特点和趋势    

 ⋯⋯⋯⋯⋯⋯⋯⋯⋯⋯⋯⋯⋯范蔚文(6.1) 

世俗制度的矛盾以及融合性的国家权力 

     ⋯⋯⋯⋯⋯⋯⋯⋯⋯⋯⋯⋯ 钟汉威(6.13) 

论中国对国际规范的塑造 

——以“保护的责任”为例 

⋯⋯⋯⋯⋯⋯⋯⋯⋯⋯⋯⋯ 阙天舒 (6.29) 

日本外交政策智库的社会网络分析 

⋯⋯⋯⋯⋯⋯⋯⋯⋯⋯⋯⋯ 王梦雪(6.45) 

试析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进程中 

安全议题的演变⋯⋯⋯⋯⋯  曾  探(6.63) 

英日防务与安全合作 

——路径、动因与影响 

    ⋯⋯⋯⋯⋯⋯⋯⋯⋯⋯⋯⋯⋯胡  杰(6.78) 

对关键节点下缅甸军方政治选择动因的分析    

⋯⋯⋯⋯⋯⋯⋯⋯⋯林奇富  赵德昊(6.91) 

印度劳动法改革及其争议 

    ⋯⋯⋯⋯⋯⋯⋯⋯⋯⋯⋯⋯ 陈金英(6.107) 

全球化转型视野下的跨国公司与全球治理 

    ⋯⋯⋯⋯⋯⋯⋯⋯⋯⋯⋯⋯ 黄  河(6.122) 

全球清洁能源治理的跨国主义范式 

——多元网络化发展的特点、动因及挑战 

    ⋯⋯⋯⋯⋯⋯⋯⋯⋯⋯⋯⋯李昕蕾 (6.1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