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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
“

全国国际关系 、国际政治

专业博士生学术论坛
”

在京召开

乌 力 吉 牟 舣

２０ １５ 年 １ １ 月 ２ １
—

２２ 日
，
以

“

外交转型 ：
理论前沿与实践探索

”

为主题的第

八届
“

全 国 国际关系 、国 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学术论坛
”

在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

院举行 。 中 国 国际关系协会副会长 、 北京大学国 际关系学院副 院长 、 《 国 际政

治研究 》主编王逸舟教授 出席论坛并致辞 。 来 自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 中 国人

民大学 、南开大学 、复旦大学 、外交学院 、中 国社会科学 院 、上海社会科学 院 、上

海外国语大学 、 西安交通大学 、 暨南大学 、 日 本国 立新泻大学等高校的学者和

博士生近 ４０ 余人参加了 本次论坛 。

在论坛开幕式致辞中
，

王逸舟教授表示
，
中 国 的经济总量和军费开支 已达

世界第二 ，
正在全球各个角落拓展 自 身利益 ，

强化与各大洲 的 联
＿
系尤其是主要

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 ， 向周边 国家和 国际社会提供 日 益多样 的 国 际公共产 品 ，

对全球治理和区域安全起着 日 益重要的作用 。 如何看待新时期 中 国外交 的 自

我定位 ，
中国新 一代领导人是 否超越和 摒弃传统的

“

销光养 晦
”

策略 、

“

不结

盟
”

方针及
“

不干涉 内政
”

原则 ， 中 国与美 国 、俄罗斯等传统 强国 之间 如何建立
“

斗而不破 、和而不 同
”

的新型大 国关系 ， 中 国怎样在处理与 日 本 、菲律宾 、越南

海洋权益争端的过程 中逐步 引 导和建构 本地 区的安全构架 ， 中 国外交如何应

对诸如核扩散 、气候变化 、 国际恐怖主义 、埃博拉病毒等全球性 问题 ，
都是现 阶

＊ 乌力吉 ：北 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 （ 邮编 ： １００８７ １
） ；牟舣 ：北京 大学国际关 系学 院博士研

究生 。 （ 邮编 ： １〇〇８７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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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值得深入讨论和思考 的问题 。 他强调 ，在理论层面 ，如何根据 国 内外最新研

究进展和发现 ，结合 中国外交的最新实践 ，探索 出 有 中 国特色和符合国 际进步

趋势 的外交转型之路是至关重要 的 。 同时 ，关注其他 国 家在外 交转型方面的

成功做法也是本届论坛讨论的 重要议程之
一

。 这些 由 现实而生发 的
“

外交转

型
”

问题特别需要青年学人积极投身这
一研究领域 ， 为外交研究贡献独特 的创

意知识 。 王逸舟特别期待 ，通过本届论坛 ，专家学者与博士生 的思想交锋与互

动
，
激发青年学子的创新意识 ，

推 出一批高水平的学术作品 。

在历时
一天半 的论坛中 ，参会博士 生 围绕

“

中 国外交转型
”“

中 国 外交现

状
” “

东亚与 中国外交
” “

中国外交史
” “

多轨外交
” “

他山 之石 ： 国外外交案例
”

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王逸舟教授 、 中 国人民大学 副院长 田 野副教授 、外交

学院夏丽萍教授 、 中国社会科学院袁正清研究员 、 中 国社会科学 院赵晨副研究

员 、上海社会科学 院李开盛副研究员 、 《 国际政治研究 》 编辑部主任庄俊举副编

审 、北京大学陈长伟副教授 、节 大磊博士 、雷少华 博士 、项佐涛副教授等 ， 进行

了深入细致的点评 。

王逸舟教授在大会闭幕式 的总结发 言中 指 出
， 当 前有关外交转型 的讨论

越来越引 起学界 的关注 ，
研究成果非 常多元 ，但外交转型 的共性大概体现在 以

下几个方面 ：首先 ，
全球出 现了

“

复杂化
”

的趋势 ，利益 的 多元分层 、 日 益活跃的

社会力量导致各方需求结构的 复杂化 、差异化 ，这
一

点意味着 国 家的 开放和进

步 ，表 明决策者需要警惕和避免使用简单僵硬 的思维方式 、 固定不变 的认知思

路 ；其次 ，从功能性角 度讲 ，外交形态 日 益呈现 出理性化 、科学 化 、信息化 、 扁平

化的特点 。 再次 国家变小 ，
社会变大

”

的现象使得
一

国谋求更大的 国际角色

要更多依赖 国 内 的变革和进步 、国 民权利意识 的成长 、社会对 国家 的监督 和塑

造 。 这些特质蕴含着不少有意义 的问 题 ，
论坛将继续给大 家提供学术交流 、 思

想碰撞的平 台 ，期 待各位青年学人提出更多有价值的新观点 ，推 出新成果 。

本届论坛共收到来 自 国 内外 ２３ 所高校 的近 ４０ 论文 ，经论坛学术委员会的

初审 ， 最后共有来 自 国 内外 １２ 所高校 的 ２ １ 篇博士生论文入选 。 经论坛学术委

员会评议 ，

一等奖空缺 ；
北京大学 的康杰 、西安交通大学 的王鹏 、郭剑萍 （合作 ）

荣获二等奖 ；
暨南大学 的隆德新 ，外交学院的刘畅 ，北京 大学的 曲鹏飞 、陈永荣

获三等奖 。

“

全 国 国际关系 、国 际政治专 业博士生学术论坛
”

是我 国研究生教育 创新

工程项 目之一
， 由 国务 院学位 委员 会办公室和教育部 学位管理与研究生 教育

司 共同发起 ，迄今 已成功举办八届 。 论坛 旨在 为全 国 国 际关系 、 国 际政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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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居
“

全 国 国 际 关 系 、 国 际政治 专业博 士 生 学 术论坛
”

在 京 召 开

优秀青年学子提供立足时代 、放 眼世界 的学术交流平 台 ， 畅谈学问之道 、共促

学科发展 。 本届论坛 由北京大学 国 际关系学院和 《 国际政治研究 》编辑部联合

主办 ，北京大学研究生院提供支持 。

ｎ
：

１第儿届
“

全国国 际关系 、国际政治专业！

Ｉ博士生学术论坛
，
，

获奖名单Ｉ

１—

等奖
（
空缺

）Ｉ

ＩＩ

Ｉ二等奖 （
２ 人

）Ｉ

Ｉ康杰 （北京大学 ） ： 《外交变革 中 的部 门 协调机制 ： 两种模式的检
｜

｜

验——以一战前英德为例 》
１

Ｉ

Ｉ王鹏、郭剑萍 （西安交通大学 ） ： 《投资法律外交 ： 中 国 国 际投资协定
｜

｜

的政
＇

冶逻辑 ＞Ｉ

Ｉ＝等奖 （
４ 人

）
Ｉ

Ｉ陈永 （北京大学 ） ： 《 中美伙伴关系 比较研究 ：演变过程与概念界定 》

｜

Ｉ刘畅 （外交学院 ） ： 《 心理传导与危机管控 ： 对危机决策理论的新认
｜

｜
ｉ只
——以古 巴导弹危机为例 １

＞〉Ｉ

Ｉ隆德新 （ 暨南大学 ） ： 《跨 国公司伙伴关系与美国 散居外交 ：
以 国 际

｜

｜

散居约合联盟 ＩｅＥＡ 为例 ＞｜

！曲鹏飞 （北京大学 ） ： 《 国际战略与毛泽东时期 中 国 处理领土争端的 ｆ

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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