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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是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后各项工作的开局之年，也是

肆虐三年之久的新冠肺炎疫情结束之后各行各业恢复正轨之年。

国际形势动荡依旧，俄乌战争仍在进行，巴以冲突再度爆发，中

美战略博弈尚在持续，世界经济依然低迷。中国外交在二十大报

告精神指引下收拾行装再出发，艰苦奋斗，砥砺前行。11月份，

习近平主席出访美国，与拜登总统在旧金山会晤，中美关系出现

止跌企稳的趋势。12月底，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胜利召开，

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对外工作进一步作出部署，努力为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

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

院
长
寄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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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3 这一年当中，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秉承客观理

性看世界、以专业知识服务国家战略的宗旨，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为响应党中央“走出去、请进来”，加强中美民间交流的号召，

同时也作为落实 2023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年”的举措，研究院

与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合作，举办了“恢复中美学

术交流：双向学术会议”。7月，由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12 名知

名学者组成的美国代表团访问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与 17 名中

方学者在北阁展开为期一天半的对话，然后美方代表团访问中国

外交部、中联部、新华社等政府机构和媒体单位；10 月初，作

为回访，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组织 12 名中方学者访问华盛顿，

与美方18名学者闭门研讨，之后与美国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

国防部官员、国会工作人员、媒体和企业界人士进行了深入交流。

此次学术互访是疫情以来人员规模最大的学术访问，得到了中美

两国相关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取得的成果超过预期，对促进双

方民间交流、缓和中美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

2023 年 10 月 26-27 日，第九届年度“北阁对话”在三年

疫情之后首次恢复线下举行，共有六名外国嘉宾克服困难前来参

会，他们与中国学者一起，以“全球安全治理：现状与前景”为题，

围绕中美战略竞争、欧亚和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以及国际秩序

的未来等问题进行了坦诚的交流，并就各国、各地区应对挑战的

政策与合作方案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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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开始启动的旨在推动政策和学术互动、多学科交叉

融合、学者与企业家沟通交流的“北阁沙龙”系列学术活动今年

举办了 6次，	“北阁论衡”系列讲座今年举办了 11次，已经超

过了疫情前的水平。另外，研究院还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及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合作，开设了“国际关系理论前沿”新书对

谈，围绕近年来新出版的国际关系和战略研究佳作展开线上讨论，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科研项目方面，今年我院集体和个人继续承担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重大项目、部级委托项目、中美交流基金会委托并资助的项

目、北京大学支持的跨学科创新研究项目，以及研究院支持的内

部研究课题和面向学生的研究课题。我们的研究成果得到有关部

门的关注和肯定。

学术出版方面，本年度“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新

出版了四部译作。与斯普林格 -自然出版社合作出版的一年两期

的英文版《中国国际战略评论》（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CISR）进入第五年，质量稳中有升，国内外影响进一步

扩大。经过研究院与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中国国际战

略评论》中文版的出版发行也取得进展。《国际战略研究简报》《智

库热点新闻追踪》《海外智库观点要览》今年分别发行了18期、

12 期和 9期，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年度发行任务，并获得了读者

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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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研究院成立十周年。10月 27 日，研究院在北阁召开

了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暨 2023 年国际形势研讨会。长期以来，

研究院各项工作的开展端赖各方的大力支持。我们衷心感谢这些

年来始终给予我们关怀的原国务委员戴秉国同志、香港董氏慈善

基金会、中美交流基金会、太平洋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大学校

领导、各职能部门和相关院系、翁永曦先生，以及所有帮助过我

们的个人、机构和单位。我们唯有努力工作、查缺补漏、更上层楼，

方能不负各方的关爱与期待。

2023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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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院
简
介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于 2013 年 10 月正式成立，其前

身是成立于 2007 年 5 月的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院

为内设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直接冠名“北京大学”的实体

机构，实行院长负责制。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旨在促进世界政治、国际安全、国

家战略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其重点是对当今中国所处

的国际环境以及相关各国的国际战略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公

开发表或向有关方面提交有政策含义的、面向未来的研究成果。

研究院致力于为中国的国际战略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为相关学科

的教学服务，并引导公众全面、准确、理性地认识国家安全与国

际战略问题。研究院的研究成果包括每年 2期的《中国国际战略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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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中英文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不定期

发表的《国际战略研究简报》、“海外智库观点要览”、“智库

热点新闻追踪”，以及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的委托研究报告，

内部课题研究、学生课题等。

在全球化浪潮下，世界范围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

宗教、社会问题日益相互交叉、相互激荡。生态环境、公共卫生、

自然灾害等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也进入了国际战略的研究视野。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鼓励跨学科、多重视角的研究课题，在

关注现实问题的同时，力图实现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研究院注

重国际战略研究的国内外实地调研，提倡在实地调研基础上完成

研究项目，提出有现实意义和政策影响的真知灼见。

研究院承担并完成过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哲

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并为中央外办、外交部、中联部、解

放军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等机构提供定向研究、决策咨询服务，

其成果质量得到充分肯定。

研究院拥有丰富的国际和国内学术资源，与全球及国内许多

知名智库、高校及研究机构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研究院每年

围绕中国外交、大国战略、地区安全、全球治理等重大理论和政

策问题，举办若干高层次的国际和国内研讨会。本院研究人员经

常通过各种形式，就重大国际问题公开发表专业性的评论，帮助

公众客观、理性地认识世界。与此同时，研究院也承担国际战略

研究领域的教学和培训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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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与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

心（CSIS）在北京大学北阁

共同举办了“恢复中美学术交

流：双向国际会议”项目第一

阶段会议。重点探讨了中美两

国高校和智库的发展情况、中

美学术合作的现状、中美学术

研究及交流合作面临的机遇与

挑战。

王缉思教授两次在美国

纽约会见了美国前国务卿亨

利·基辛格博士，双方就当前

中美关系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

见。

大
事
记

2023 年 7 月 10-11 日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组织中国学者团访问美国首都

华盛顿，参加于 10 月 3 日至

5日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

究中心（CSIS）举行的“恢复

中美学术交流：双向国际会议”

项目第二阶段会议。会议邀请

中美人文社科各领域知名学者

及智库专家参会，共同探讨如

何恢复并增进中美学术交流与

合作。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在

使馆会见了出席会议的中方和

美方代表。
2023 年 10 月 1-8 日

2023 年 4 月 12 日、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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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

院召开第九届	“北阁对话”

年会。六位外国前政要和战

略家与十几位中方学者共同

讨论了中美战略竞争、欧亚

和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等问

题。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在北阁召开成立十

周年庆祝大会暨 2023	年国际形势研讨会。

2023 年 10 月 27 日

2023 年 10 月 26-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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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举办

第九届“北阁对话”年会

北
阁
对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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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0月 26日至 27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北

阁对话”第九届年会在北京大学北阁召开。“北阁对话”得到北

京大学校领导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大力支持。“北阁对话”

每年邀请具有丰富政治经验、深厚学术修养和广阔战略视野的国

内外前政要及知名专家到会，共同探讨国际形势和世界政治的前

景。本次“北阁对话”是今年北京大学“国际战略年”的重要活

动之一，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宁琦到会祝贺。

今年“北阁对话”的主题是“全球安全治理：现状与前景”，

重点探讨中美战略竞争、欧亚和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与会者一

致认为，当前中美战略竞争形势依然严峻，但通过共同努力可以

维持一定程度的稳定状态。日益复杂的欧亚和亚太地区形势给全

球安全带来重大挑战，但也为中美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提供了

空间。中美两国应谨慎客观地评价双边关系，积极推动经济互利

合作和人文交流，灵活处理国内因素对双边关系的冲击，并管控

两国关系中存在的危险因素。与会者还讨论了俄乌冲突、发展中

国家面临的挑战，以及世界秩序的未来等问题。

本次年会邀请了 6位国外嘉宾，他们是：美国前常务副国务

卿约翰·内格罗蓬特（John	Negroponte），美国前助理国防部

长、前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约瑟夫·奈（Joseph	Nye,	Jr.），埃

及前外交部长纳比尔·法赫米（Nabil	Fahmy），韩国前外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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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部长官金星焕（Kim	Sung-Hwan），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

文（George	Yeo）,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学术主任安德烈·科

尔图诺夫（Andrey	Kortunov）。

中央外办原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原副司令员陈小工，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中心原主任姚云竹，中

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邢

广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

院院长阎学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特聘顾问崔立如，中国

国际问题研究院原院长徐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荣鹰，

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王逸舟，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

长王栋，太平洋国际交流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砥中等国内

嘉宾参加了年会。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于铁军、创始院

长王缉思、高级顾问袁明、执行副院长关贵海、副院长归泳涛、

特约研究员节大磊、特约研究员李晨、特约研究员雷少华等与会。

10月 27 日下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国际战略研究院共

同举办了“全球安全治理：现状与前景”公开论坛。在公开论坛中，

约瑟夫·奈、约翰·内格罗蓬特、金星焕、安德烈·科尔图诺夫、

纳比尔·法赫米、杨荣文、王缉思等嘉宾就如何理解中美战略差异、

如何应对中美竞争新挑战以及如何探寻中美相处之道展开了坦诚

和热烈的讨论，并与听众深度互动。于铁军教授主持了公开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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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4 年起，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每年举行一次“北

阁对话”。这是北京大学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有中国特

色新型智库”指示的举措之一。研究院致力于将“北阁对话”打

造成一个高端平台，促进国内外国际战略界同行之间的交流与合

作，深入探讨和研判世界局势，助力中国国际角色的扮演，推动

世界政治中的合作共赢与包容发展。

“北阁对话”之“北阁”原称麦风阁，坐落于风景秀丽的燕

园中心区，现为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的办公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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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2023年 3月 6日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编辑部召开 2023 年下半年选题会。

2023年 3月 14日（图 1）

耶鲁大学历史系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教授来访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

究院并与院内外专家学者围绕冷战史研

究、中美关系的历史与现状等问题座谈。

2023年 3月 27日（图 2）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与普林斯

顿大学出版社中国办公室、北京大学国

际关系学院共同举办了“不清晰的未来：

现实主义和国际政治中的不确定性”线

上专题研讨会。

2023年 3月 31日（图 3）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与普林斯

顿大学出版社中国办公室、哥伦比亚大

学全球中心（北京）和北京大学国际关

系学院合作举办了“为声誉而战：国际

冲突中的领导人心理学”	线上专题研讨

会。

2023年 4月 21日（图 4）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举办了

“当代中国日本研究者学术历程口述实

录”	项目专家咨询会。

讲
座
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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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8

9

2023年 9月 14日（图 5）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围绕中国

和美国的安全与防务政策、中美关系和

东亚安全局势等问题，在北阁举办“当

前中美关系的安全化：原因与出路”研

讨会。

2023年 9月 15日（图 6）

China	 In te rna t iona l 	 S t ra tegy	

Review/《中国国际战略评论》编辑部召

开 2024 年上半年选题会。

2023年 9月 21日（图 7）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日本山

梨学院大学在北阁共同主办“中日和平

友好条约缔结四十五周年之际的中日关

系”学术研讨会。

2023年 9月 26日（图 8）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举办以

“欧盟与中国对中东冲突的外交调解”	

为主题的讲座。瑞士中东研究院（MEIS）

副院长维克多·威利博士（Dr.	Victor	J.	

Willi）主讲。

2023年 12月 15日（图 9）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与普林斯

顿大学出版社中国办公室、北京大学国

际关系学院共同主办的“聚焦国家安全

领域，美国社会科学界对政策的影响力

为何减弱？”专题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

学北阁和线上同步举行。



16

年
报
·

2023年 3月 29日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

院召开“俄乌冲突一周年：

展望及对华影响”研讨会暨

第十期北阁沙龙。与会专家

聚焦俄乌冲突的未来走向和

对华影响，重点围绕国际秩

序变局、危机管控、中亚安

全风险、中俄合作等问题展

开讨论。

2023年 5月 25日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

院在北阁召开“日本国家安

保战略调整与中美日关系”

研讨会暨第十二期北阁沙龙。

与会专家聚焦中美博弈背景

下日本国家安保战略调整的

特征及影响，重点围绕美国

亚太同盟框架、日本军事力

量发展、日本的国家定位、

中日领土争端、中日危机管

控等议题展开讨论。

2023年 4月 26日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在

北阁召开“经济和科技安全视角

下的美国对华战略走向”研讨会

暨第十一期北阁沙龙。与会专家

聚焦美国对华产业科技遏制的动

向及中国应对，重点围绕半导体

和光伏产业、中美经贸关系走势、

科研与人才安全、美国数字监管

政策、通用人工智能与科技竞争

等议题领域展开讨论。

北
阁
沙
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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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7月 5日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在北阁召开“产业政策与大国

竞争”研讨会暨第十三期北阁

沙龙。与会专家聚焦大国竞争

背景下的中美两国产业政策，

重点围绕历史上美国产业政策

的启示、当前拜登政府产业政

策的特点、中国的应对之策等

问题展开讨论。

2023年 11月 3日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召开“中美战略竞争下的东南

亚”研讨会暨第十五期北阁沙

龙。与会专家聚焦中美战略竞

争背景下东南亚国家所面临的

多层次、多领域影响及其战略

选择，重点围绕有关问题的研

究路径、东盟的特性及其对外

行为方式、地区多边安全合作、

东南亚国家的国内政治、东南

亚战略文化等问题展开讨论。

2023年 9月 27日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召

开“新技术变革下的大国博弈与

全球治理”研讨会暨第十四期北

阁沙龙。与会专家聚焦新技术变

革下的大国博弈与全球治理，重

点围绕中美技术竞争、美苏技术

争霸启示、跨国公司与地缘政治、

全球科技治理的议题及困境等问

题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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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思德 郝		南

金骏远

安德烈·科尔图诺夫陈定定

任		晓

陆伯彬辜朝明

毛学峰

伊恩·布雷默约瑟夫·奈

北
阁
论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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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思德：中国政治经济与中美关系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高级顾问及中国商务和经济董事、项目主任

郝南：“维护人类尊严的底线”——国际人道援助行业漫谈
				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NCP生命支援创办人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地震应急救援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

陈定定：技术革命与国际关系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金骏远：负责任的核国家战略的未来 : 新时代，旧现实
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首任主任

克里斯托弗·H·布朗国际政治中心副主任

安德烈·科尔图诺夫：日新月异：新世界秩序正在形成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学术主任

辜朝明：经济挑战今昔对比：中国与 30 年前的日本
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

任晓：《中国国际关系学史》写作谈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陆伯彬：中国崛起与美国安全政策
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约瑟夫·奈：中美是否注定一战？
美国哈佛大学杰出服务教授

毛学峰：当前的中美关系及其对未来学术合作的影响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研究系主任

伊恩·布雷默：技术审慎主义：人工智能治理的新思路
				美国欧亚集团总裁、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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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月 13日

于铁军教授应邀与英国驻

华大使馆代理公使衔参赞毕唐孟

（Thomas	Burn）举行视频会见。

双方围绕国际形势和热点问题、

中英关系、中英学术对话交流等

议题交换了意见。

交
流
合
作

2023 年 3月 2日

关贵海副教授会见了来

访的韩国驻华大使馆经济部

公 使 衔 参 赞 孙 彰 浩（Sohn	

Changho）一行，回答了俄乌

冲突后的中俄关系、中俄经贸

往来、中俄能源合作等孙公赞

关心的问题。

2023 年 2月 24日

王缉思教授应邀访问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国际防务学院，并在座谈

会上就当前中美关系等国

际问题做了重点发言。

2023 年 2月 7日

美国驻华大使馆政治处官员

李俊熙一行到访北京大学国际战

略研究院。于铁军教授同李俊熙

围绕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等议题

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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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3月 7日

关贵海执行副院长、赵明昊教授出

席了由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办的“智库理事会”

（Council	of	Councils）第七届线上会议。

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是：“在碎片化的世界

秩序中应对全球挑战”。

2023 年 3月 25日

于铁军教授、归泳涛副教

授参加了第九届北京大学—东

京大学论坛。本届论坛的主题

聚焦“乌克兰危机对国际政治

和全球经济的影响”。

2023 年 3月 9-12 日

于铁军教授、关贵海副教授、

归泳涛副教授应邀赴日本山梨县

参加由日本山梨学院大学主办的

“逆全球化氛围下的国际展望”

学术研讨会并做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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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5月 8日

雷少华副教授、祁昊天助

理教授参加了由美国对外关系

理 事 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办的“智库理事会”

（Council	of	Councils）第十二

届年会线上会议。会议讨论的主

要议题是：“人工智能治理”。

2023 年 4月 24日

于铁军教授会见了来访的日本

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官金子弘征和

三等秘书官山崎啓伍。双方就近期

中日高层对话、双边关系与交流合

作等议题交换了意见。

2023 年 5月 15日

王缉思教授会见了商务部政研

室战略处处长向宇、投资处副处长

朱旭斌、战略处二级主任科员冯文

涛一行。双方交流了当前国际形势、

中美关系、中美经贸往来等议题。

2023 年 4月 13日

王缉思教授在美国前国务

卿亨利·基辛格博士的纽约办公

室与其进行了友好交谈，并就国

际形势和中美关系深入交换了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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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4月 2日 -5月 5日

王缉思教授应新加坡、美国、

法国、英国相关机构的邀请，对

这四个国家进行了工作访问。

2023 年 5月 24-26 日

关贵海副教授应邀赴俄罗斯，

参加由布拉戈维申斯克国立师范大

学举办的第十三届“中俄合作的历

史与前景”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就

“中俄对美政策的出发点与内在逻

辑对比”做主旨发言。

2023 年 6月 2日

王缉思教授到访英国驻华

大使官邸，会见了英国驻华大使

吴若兰女爵士（Caroline	Wilson	

DCMG）、二等秘书黎博伟（Ben	

Leibowitz）、中方秘书蒋阳。双

方就中英关系、中美关系等议题

进行了深入交流。

2023 年 6月 12日

王缉思教授会见了来访的中

证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研究部负责

人、副研究员薛琳砚一行。双方就

中美关系、人民币国际化等议题进

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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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6月 15日

于铁军教授、张清敏教授

会见了来访的普林斯顿大学出

版社副社长兼全球发展部总监

Brigitta	van	Rheinberg 女士和

中国办公室董事总经理李灵茜

女士一行。双方就图书出版、

智库建设和中美学术交流等议

题进行了交流。

2023 年 6月 27日

关贵海副教授应邀参加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俄罗斯

国际事务理事会联合主办的

中俄智库高端论坛（2023）。

2023 年 6月 26日

于铁军教授、刘春梅主任、崔志楠

编辑会见了来访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副总

经理汪琴、外交国政图书部编辑蒋少荣。

双方就当前形势下如何策划和推进重点

出版方向交换了意见，探讨了出版如何

更好地服务中国外交，并谋划了未来进

一步深化合作的方向。

2023 年 6月 28日

王缉思教授会见了来访的美国《外

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主编

丹尼尔·库尔茨 -费伦（Daniel	Kurtz-

Phelan）。双方就中美关系、美国总

统大选等议题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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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9月 12日

王缉思教授、于铁军教授、

关贵海副教授、归泳涛副教授

会见了来访的中美交流基金会

特别助理黄砥中。双方就中美

关系、中美人文交流深入交换

了意见，并商议了未来合作的

方向。

2023 年 7月 5日

王缉思教授会见了来访的欧

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联合创始人兼主任马克·伦纳德

（Mark	Leonard），双方就中欧

关系、中美关系等议题进行了交

流。

2023 年 7月 14-21 日

王缉思教授、于铁军教

授、归泳涛副教授应日本笹

川和平财团的邀请赴日本东

京及冲绳参加学术会议并做

发言。

2023 年 9月 6日

归泳涛副教授参加了由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办的“智库理事会”（Council	of	

Councils）第八届线上会议。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是：“经

济议题的安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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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9月 19日

王缉思教授应邀在北京香格里拉

饭店会见了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

赞马志安，双方就当前中美关系等问

题交换了意见。

2023 年 9月 21日

王缉思教授会见了来访

的美国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中国业务总经理、

前美国助理国务卿帮办兼中

国协调办公室负责人华自强

（Rick	Waters），双方就中

美关系等议题进行了交流。

2023 年 10月 1-15 日

王缉思教授应美国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CSIS）、亚洲协会政策

研究院的邀请，访问了美

国首都华盛顿和纽约市。

2023 年 10月 19-20 日

于铁军教授、归泳涛副教授参加了第

19届“北京 -东京”论坛。本届论坛以“亚

洲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合作：中日两国责

任——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5 周年之思

考”为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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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0月 30日

于铁军教授应邀参加第十届北京香

山论坛，并主持了第一平行分组会议的下

半场讨论。本场讨论的议题为“东北亚安

全趋势与塑造”。

2023 年 11月 6日

于铁军教授参加了由美

国对外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办的

“智库理事会”（Council	of	

Councils）第十四届地区会议。

本次会议的线上部分以“日益

增加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未

来”为题进行了讨论。

2023 年 11月 16日

于铁军教授会见了来访的日内

瓦安全政策中心主任托马斯·格雷

明 格 大 使（Thomas	Greminger）

与亚洲项目经理琳达·马杜兹博士

(Linda	Maduz)，双方就当前国际安

全与亚洲安全态势等问题进行了深

入交流。

2023 年 11月 14-18 日

关贵海副教授应邀参加由蒙

特雷国际学院与乌兹别克斯坦世

界经济与外交大学联合举办的“中

美俄在中亚”三方对话会议，会

议聚集于俄乌冲突背景下中美俄

智库研究的现状与特点、三方战

略关系的走向及其在中亚地区问

题上的竞争与合作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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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1月 21日

归泳涛副教授会见了来访的英

国驻华大使馆政务处二等秘书白蕙

兰（Hannah	Burden）与中方秘书

蒋阳一行。双方就中美关系、中英

关系以及国际环境等问题进行了深

入交流。

2023 年 11月 24日

于铁军教授，雷少华副教授

和祁昊天助理教授会见了来访的

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中国分

析中心研究员牛犇，就近期的中

美关系、美国对华政策和美国大

选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2023 年 11月 28日

王缉思教授和于铁军教授会见了

来访的不丹王国皇家治理与战略研究

所（RIGSS）所长 Chewang	Rinzin 与

助理研究员 Yeshey	Ohm	Dhendup，

就中国与不丹关系、经济发展与生态

保护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2023 年 12月 3-5 日

关贵海副教授应邀参加首届

海南高等教育创新发展国际论坛，

就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机遇与挑

战做大会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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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2月 8-9 日

关贵海副教授应邀参加题为“俄乌冲突和西方制裁背景下的俄罗斯经济新

动向”的学术研讨会，就“俄罗斯应对制裁的举措及效果评估”做大会发言。

2023 年 12月 12日

孙艺林副秘书长应邀参加 2023 年

（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基础资源大会，

在互联网治理分论坛上就人工智能治理

议题发言。

2023 年 12月 21日

王缉思教授受邀参

加北大滴水湖大讲堂第

五讲，并作“中美关系

的理性分析和历史经验”

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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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承接项目

一、某部委委托紧急项目一项，已结项。

二、商务部委托项目一项，在研。

三、研究院内部委托项目新立项两项：李寒梅教授负责的“当代中国

的日本研究：中国日本研究者治学历程口述实录”、赵明昊研究

员负责的“新盟伴体系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研究”。

四、承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

“十四五”重大项目的子课题研究任务。

延续进行的项目

一、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进行的“亚太

共同体倡议——中美合作研究项目”于 2023 年 10 月结项。

二、教育部重大委托项目上半年提交结项材料，年内提交9篇研究报告，

累计提交 72篇研究报告。

三、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委托项目 1项。

四、日本笹川和平财团资助的“中日民间关于过去的历史认识及未来

中日关系对话”项目，成果战后篇的中文版出版工作在推进中。

五、于铁军教授、朱文莉教授、钱雪梅教授、节大磊副教授分别作为

负责人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课题继续进行。

六、研究院内部项目“日本在‘印太’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选择”（课

题负责人：汪婉）年内正在进行中，接近结项；“中美经贸科技关

系调整研究”项目在进行中；“中俄在美军撤离后阿富汗安全领域

的战略协作”项目成果已完成。

专
题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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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项目（第十二期）

一、“数字时代的国际战略稳定思想研究：演变、内涵与中国方案”

二、“拥抱右翼：中南欧对华政策有何变化？”

三、“技术革新如何影响政治思潮传播？社交媒体、对话型人工智能

与政治价值观的塑造”

四、“世界政治视域下的‘全球南方’研究”

五、“‘政治距离 -技术控制’视角下我国集成电路领域潜在‘卡脖子’

技术识别与应对策略研究”

六、“超越两极与多极之争：‘全球转型’的当代定位与中国的应对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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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已出版

《中国国际战略评论 2021（上）》，世界知识出版社

《中国国际战略评论 2021（下）》，世界知识出版社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vol.5	no.1	&	no.2
 英文期刊，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

《战略的演变：从古至今的战争思考》，比阿特丽斯·霍伊泽尔（Beatrice Heuser）著，
年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 年。

《净评估与军事战略：回顾与前瞻》，托马斯·G.曼肯（Thomas G. Mahnken）著，高衡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 年。

《洞悉对手：领导人、情报部门与国际关系中的意图评估》，克伦 • 亚希 - 米洛（Keren 
Yarhi-Milo）著，曹德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 年。

《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与转型》，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著，赵明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 年。

《国际战略研究简报》第 135-152 期，共计 18 期，电子发行，纸质发行

《智库热点新闻追踪》第 89-100 期，共计 12 期，电子发行

《海外智库观点要览》第 87-95 期，共计 9期，电子发行

出
版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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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明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高级顾问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名誉院长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王缉思

研究领域为美国外交、中美关系、亚太安全、世界

政治。著有《国际政治的理性思考》《多元化与统一性

并存：三十年世界政治变迁》（与唐士其共同主编）、

《中美战略互疑：应对与解析》（与李侃如合著）、《大

国关系：中美分道扬镳 , 还是殊途同归 ?》《大国战略：

国际战略探究与思考》《中国未来国际战略环境预测》

《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等。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创始院长

北京大学博雅荣休讲席教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研究领域为美国政治与外交、中美关系、近代国际

关系史等。主要论著包括作为 21 世纪国际关系学系列

教材的《国际关系史》《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

1945-1955 年的中美关系》《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

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与人合编有《中美日三角关系的

黄金时代》等。

研
究
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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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铁军

主要教学和研究方向为东亚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理

论、国际政治思想史和国际安全，主要著作有：《中日

安全与防务交流：历史、现状与展望》（共编著，世界

知识出版社，2012 年）、《帝国的迷思》（主译，北京

大学出版社，2007 年）、《纷争与协作——国际政治论集》

（译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年）等。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关贵海

研究领域为邓小平理论、俄罗斯政治与外交、中俄关

系等。主要著作包括《叶利钦执政年代》《普京时代》《俄

罗斯能搞社会主义吗？》等专著和译著。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归泳涛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副院长、长聘副教授。研究领域为东亚国际关系。主

要论著：《日本与中美战略竞争——贸易战、科技战及印

太战略》（2020）、《冲绳基地战略价值的变化与美日

同盟的转型》（2020）、《“灰色地带”之争：美日对

华博弈的新态势》（2019）、《TPP 的政治学：美日协

作的动因与困境》（2017）、《日本学界对美国的认识

变化及政策构想》（2015）。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长聘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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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约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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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研
究
人
员

钱雪梅，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法学博士。研究领域为政治伊斯兰、巴基斯坦、宗教与国际关系、政治发展。

吴冰冰，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

语言文化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阿拉伯 - 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教什叶派、伊

斯兰史与当代伊斯兰问题。已出版专著《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中

国社科，2004），并发表有关圣战观念与当代伊斯兰恐怖主义、乌玛与伊

斯兰社会、阿拉伯世俗主义等方面的论文。

朱文莉，法学博士，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

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系教授。主要科研项目为：美国内政与外交、国际政

治经济学、比较政治经济分析、国家竞争力研究。开设的课程有《美国政治

经济与外交》《国际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经济》《美国问题研究》《国

家竞争力研究》《文明与国际政治》《美国政治与中美关系》。著有多部国

际关系相关作品，如《国际政治经济学》等。

翟崑，博士。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曾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南亚东南亚及大

洋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长期从事全球、周边地区及国别（尤其是东南亚

和大洋洲地区）的综合研究和科研管理。为东盟地区论坛（ARF）中方专家

名人、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外交学会理事，以及泛北部湾经济合

作中方专家组成员，中国－东盟博览会高级顾问。主要研究领域为东南亚、

亚太问题，世界政治和国际战略问题等。

赵明昊，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

授、博导，入选国家级人才项目。研究领域为中美关系、亚太安全、国际战

略。兼任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中国委员会委员等学术职务。曾

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长期从事国际问题调研工作。在《世界经济与政治》

等 CSSCI 和 SSCI 刊物发表论文 40 余篇。主持多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撰

写的决策咨询报告多次获得中央主要领导批示。评论文章见诸《人民日报》

《纽约时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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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大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在北京大学获得法学学士、经济学

学士以及法学硕士学位，并于 2012 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

位。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安全、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在《世界经济与政治》、

《国际政治研究》、《国际政治科学》、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Pacific、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Asian Security 等中英文期刊以

及《华盛顿邮报》、《澎湃》、《环球时报》等中英文媒体发表论文和评论

数十篇。

雷少华，2013 年获美国犹他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

究院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主要作品：Social Protest 
in Contemporary China, 2003- 2010: Transitional Pains and Regime Legitimac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Co-Authored with Yanqi Tong); “War 
of Position and Microblogging in China ”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2, No. 80, 2013, with Yanqi Tong) ;  《美国宪法、国家警察权力和土地管理》

(2009) 等。

李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剑桥大学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双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史、军事战略史，

当代战略研究、亚太安全。在《中国军事科学》、《国际政治研究》、《中

国国际战略评论》、战略研究（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等刊物和网站发表中英文论文多篇，多次参与安全和战略问题相关

的国际学术交流和二轨对话。

李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

际政治经济学、美国研究、经济外交。曾先后在美国亚太安全研究中心、

康奈尔大学和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等机构担任访问学者。著有《制度之战：

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2017 年）、《制衡美元：政治领导与货币崛

起》（2015 年）、《制度变迁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2010 年）等，在《中

国社会科学》、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等国内外主要学术期

刊上发表论文多篇。

祁昊天，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学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

科技变迁与国家安全、军事安全与冲突管控、科学哲学与社科方法论，承

担和参与授课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Public Policy、国家安全学导论、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技术变迁与国家安全、理解世界政治、政治博

弈论、社会研究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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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志楠

编辑

赵亚男

行政助理

马丽澳

研究助理

徐贝

项目协调人

王润潭

研究助理

孙艺林

副秘书长、外事秘书

荆宗杰

研究助理

吴兵

财务人员

陈丹梅

研究助理

李方琦

行政助理

刘春梅

办公室主任

工
作
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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