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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拓展深化了

研究工作，包括中国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的研讨，

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趋势的分析预测，并围绕着国

际秩序和亚太安全两大主题开展国内外交流，发表

了不少论著、评论、简报，也向有关决策部门提供了咨询报告。我们还通过

扩建的网络平台，介绍了国内外相关智库的研究动态。这份年报，反映了我

们一年来的主要工作进程和成果。

一年多来国内的“智库热”，无形中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动力和压力。

国际战略研究院的定位，是依托于北大、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学术型智库，需

要“闹中取静”，办出自己的特色。我们坚持综合性、前瞻性、开放性、学

术性的特点，保持浓厚的人文底蕴。既要服务于教学，逐步扩大社会影响，

又不能追求轰动效应、铺大摊子。在研究项目和学术交流方面，我们也要注

重提高质量，求真务实。

2015 年春天，研究院的办公地址迁到了地处燕园中心的北阁。这座始于

1924 年的优雅建筑，见证了代表民国时期中国高等教育水平的燕京大学，也

参与了饱经风雨、引领潮流的北京大学的复杂进程。北大将它交给国际战略

研究院使用，是我们的荣誉，也让我们感受到一份沉甸甸的历史责任。

借此机会，感谢始终支持我们工作的北大领导和学校各个部门、政府机构、

企业家、学术同行和同学们，感谢原国务委员、研究院名誉院长戴秉国同志

一贯的指导和关怀。让我们共同迎接充满希望、充满挑战的 2016 年！

王缉思

            2015 年 12 月 28 日

院
长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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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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国务

委员戴秉国同志应北京大学邀请，担任研

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院为北京大学国际关

系学院内设的、直接冠名“北京大学”的

实体机构，聘请校内外资深学者、专家组

成理事会，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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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包括不定期发表的《国际战略研究简

报》、每年一期的《中国国际战略评论》（中

英文版）、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以及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的委托研究报

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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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研
究
院
简
介



03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TCSP）主导并发布

的《全球智库报告 2015》中，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排名如下：

☆	全球高校智库排名第 11

☆	全球智库总排名第 64

☆	中印日韩四国智库排名第 23

智
库
排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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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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5 月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正式入驻新的办公地点——北京大学北阁。

2015 年 5 月 15 日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在北京大学北阁召开理事会暨“中国与国际秩序”研讨会，

近三十位国内智库专家与会。

2015 年 6 月 8 日至 9日

由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

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美俄三方战略合作：责任、机会和挑战”国际研讨会在北

京大学北阁举行。

2015 年 9 月 2 日

由国际战略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办的“国际战略研究在中国：理论、方法与中心议题”

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北阁召开。

大
事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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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9 月 23 日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在北阁举办“北阁论衡”专题研讨会第 1 期，主讲人为研究

院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朱文莉教授，题目为“美国启动后奥巴马时代”。

2015 年 10 月 17 日

日本民主党众议院议员、前外相前原诚司先生应邀出席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第二

届“北阁对话”活动并发表演讲。

2015 年 10 月 18-19 日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召开第二届北京大学“北阁对话”年会。

2015 年 12 月 15 日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召开 2015 年理事会全体会议暨国际形势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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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0 月 18-19 日，北京大学国际

战略研究院召开第二届北京大学“北阁对

话”年会，邀请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俄

罗斯前国家杜马第一副主席弗拉基米尔·卢

金、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印度前国家

安全顾问希夫尚卡尔·梅农、埃及前外长

纳比尔·法赫米、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

印尼前外长马蒂·纳塔莱加瓦、韩国前外

长金星焕、日本前外相前原诚司、法国国

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蒂埃里·德蒙布利亚尔、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会长包道格、

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华

玉洁、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历史考古民族研

“北阁对话”第二届年会
究所所长维克多·拉林、日本《朝日新闻》

编辑委员加藤洋一等十四位具有深厚学养、

丰富政治经验和长远战略眼光的国外有识

之士，与中国学者共同探讨国际安全形势

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

原国务委员、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

院名誉院长戴秉国，原中央外办副主任、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理事陈小工，中

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中国前驻冰岛共

和国大使苏格，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高级顾问、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理事

崔立如等国内嘉宾受邀参加了年会。北京

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到会并发表了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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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将过去的 2015 年，世界继续发生

着深刻的变化。一些地区热点和局部动荡

仍未平息，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海上安

全等问题更加突出，中国所面对的国际环

境更加复杂。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和亚太

地区国际格局的变化，如何建立一个符合

地区实际、满足各方需要的亚太区域安全

架构已成为重要的议题，中国将在其中发

挥怎样的作用也日益受到世界的关注。

有鉴于此，本次年会的主题确定为“建

立亚太安全架构：全球与地区视角”。会

议为期两天，其中一天半为闭门研讨，半

天为面向公众和中外媒体的公开论坛。在

闭门会议期间，与会者集中研讨了当前全

球与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并就中国如何

在国际安全和全球治理，特别是在建立亚

太地区的安全架构中更加积极地发挥建设

性作用，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提供了

许多有价值的思路和建议。

在 10 月 19 日下午举行的“如何建立

亚太安全架构”公开论坛中，金星焕、希

夫尚卡尔·梅农、维克多·拉林、芮效俭、

华玉洁、杨荣文、王逸舟等七位嘉宾就全

球安全威胁及其应对方案，以及构建亚太

安全框架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并与听众进

行了深度互动。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院长王缉思教授主持了公开论坛的讨论与

互动。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正式成立于

2013 年 10 月，其前身是北京大学国际战

略研究中心，由原国务委员戴秉国同志担

任名誉院长。国际战略研究院在北京大学

领导下，依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其

他相关院系丰厚的智力资源，接受政府部

门和企业委托的研究课题，致力于为中国

的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提供高质量的咨询

服务，并与世界各国有代表性的智库和学

术机构建立更为密切的合作关系。在美国

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年发布的全球智库排名

中，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都是入选的

少数中国智库之一。2014 年 12 月，国际

战略研究院举办首届“北阁对话”，并将

每年举办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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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计划将“北阁对话”

逐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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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研

判世界局势，助力中国国际角色的扮演，

推动世界的和谐稳定与共同发展。

“北阁对话”之北阁原称麦风阁，座

落于风景秀丽的燕园中心部，现为北京大

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的办公所在地。

北
阁
对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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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国际环境和外交工作的若干问题

同本世纪的头几年相比，“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了明显变化。各大

国需要完善协调与合作机制，以应对各类问题。我国只要保持战略清醒，坚持改革开放

与和平发展道路，完全可以继续维护和延长战略机遇期。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国仍会

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其新一轮的全球战略调整对中美关系利大于弊。地区热点问题上，

俄罗斯同美欧达成妥协是可能的，中东乱局则会持续，我国则应尽快提出建立亚太区域

安全架构的倡议。长远来看，我国应融入现存国际秩序，并推动其向更加公正、合理、

均衡的方向发展；同时长期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审时度势地推进我国的全球利益，提

高我国的国际声望。

■  我国解决陆地边界问题的历史经验及其对处理海洋领土争端的
      启示

我国的和平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迫切需要稳定和安全的周边环境。我国应借鉴过

去成功解决同样复杂和敏感的陆地边界争端的经验，结合“海洋国土”的新特点，妥善

解决制约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发展的海洋领土争端，有规划、有步骤、有重点地逐步解

决或有效管控危机，确保在宝贵的战略机遇期内实现我国的战略目标。

■  我国交通运输业对外开放安全战略研究

交通运输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基础和先行，因此我国需加强交通运输业

的对外合作与开放，推进区域交通互联互通和国际运输便利化，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提高“引进来”和“走出去”水平，全面深化交通运输改革。在目标任务上，应设定与

实力地位上升相符的目标层次；在规划布局上，推进我国交通运输业从周边到全球的战

略布局；在优化模式上，形成官民立体协调格局，共同推进对外开放。

■  国际秩序的演变与未来

当前国际秩序经历了近 500 年的曲折演进，其支柱一方面是成员、尤其是核心国家

的实力，另一方面是国际机制运行的合法性规则。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是国际秩

序的受益者、建设者、维护者、贡献者。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公正

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未来国际秩序转变的最大动力来自中国，我国在承担更大的国际

责任时，既要与时俱进，奋发有为，又要量力而行，戒骄戒躁。

专
题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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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建立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初步设想

我国应当抓住目前的战略机遇，本着“主动谋划、积极进取”的精神，在亚太地区

安全问题上扮演“概念设置国”、“议程设置国”的角色，倡导并参与亚太安全架构的

建设。随着亚太地区在全球战略格局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也日趋复杂，

各方近期都不太可能主动提出倡议，我国应在厘清战略思路后，自下而上、循序渐进地

推进我国的战略目标。

■  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农业合作

中拉关系在过去十余年间发展迅速，在中国旺盛需求推动下，农产品在拉美对华出

口中所占份额近年逐渐增加。中拉未来农业合作在以下三个领域的潜力巨大：1）农业贸

易合作上，“超越”大豆为主导的贸易格局；2）农业投资领域，做有竞争力、负责任的

投资者；3）科技合作领域要知己知彼，积极规划互补性与创新性研究。

■  中缅走适应性共赢之路

国家建设、民族构建、地区主义和大国博弈等要素的良性互动，促成了 2010 年后缅

甸转型的阶段性转变，为缅甸现代化进程的新一轮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民盟赢得 2015

年大选的胜利，缅甸转型将迎来新阶段，其国内政治发展与外交关系将出现新的态势，

中缅关系也将进入新时期。面对缅甸新的变局，我们要做好顶层设计和危机管理，真正

行之有效地协助缅甸的现代化进程，实现“和平、合作、发展、共赢”的目标，建立共

同发展与繁荣的命运共同体。

■  学生项目：

1. 冲击与重构：清代晚期中国对世界秩序认识的变化

2. 以明清时期对外政策变化为例看中国传统外部秩序观

3. 浅析本届政府关于亚太安全秩序相关观点

4. 国内外关于国际秩序的研究状况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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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流
与
合
作

2015 年 6 月 27 日，应中美交流基

金会邀请，王缉思参加了全国政协

副主席董建华先生主持的午餐会。

与会者包括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

任傅莹、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哈德利（Steven Hadley)、美国

前驻华大使洪博培 (Jon Huntsman)、

美 国 大 西 洋 理 事 会 主 席 肯 普

(Frederick Kempe) 等。

2015 年 11 月 25 日，袁明在北京会见了联

合国前秘书长、2001 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

者、科菲·安南基金会主席科菲·安南（Kofi 

Annan）一行。

2015 年 11 月 1-2 日，

关贵海在黑龙江省黑

河市参加了由俄罗斯

外交部戈尔恰科夫公

共外交基金会、布拉

格维申斯克国立师范

大学、黑河学院共同

主办的中俄区域合作

问题专家对话会。

2015 年 11 月 1 日，王缉思、袁明应邀出席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举办的中美“二轨”高层

对话第五次会议，并在相关分会上发言。

2015 年 8 月 12 日，英国外交大臣菲利浦·哈

蒙德访问北京大学并发表主题演讲，由王缉

思主持。

2015 年 10 月 31 日，袁明应邀出席论坛，

并与基辛格博士、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

任委员傅莹女士同台做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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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8 月 23-28 日，王缉

思与吴冰冰在中美交流基金

会（香港）支持和赞助下访

问美国首都华盛顿。期间走

访了当地多家机构。

2015 年 3 月 1-7 日，王缉思

率外交部第 48 批访美专家

学者小组访问美国华盛顿执

行专家学者团任务，期间与

CSIS 学者座谈，会见白宫、

国防部、国安会等部门官员

并参加内部研讨会三次，关

贵海、吴冰冰随团。

服务
外交

2015 年 6 月 10 日，应亚洲协会（Asia Society）邀请，王缉思赴美国纽

约参加该协会 Policy Commission on Asia-Pacific Regional Architecture 项目

的启动仪式，并提交内部报告，得到外交部领导批示。

2015 年 10 月 21 日 -27 日，

受外交部委托，王缉思率领

周边外交政策宣示和专题调

研专家团于访问了韩国和日

本，于铁军、归泳涛及外交

部亚洲司的专家参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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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流
与
合
作

2015 年 6 月 30

日， 于 铁 军 应

邀参加了由光

明 日 报 社、 中

国高等教育学

会、 高 等 教 育

出版社等联合

主办的 “高校

智 库 建 设” 论

坛并作发言。

2015 年 7 月 14 日，雷少华

应邀参加由北京大学中国教

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举办的

“中国智库建设与筹资机制”

座谈会并作发言。

2015 年 12 月 5-6 日，北京

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特约研

究员雷少华博士，在上海

参加了中国大学智库论坛

2015 年年会。

● 研究院是教育部《高校智库专刊》外交与国际问题编辑室。2015 年投稿 12 份，采

用三篇，采用并刊发一篇。

智库建设

2015 年 间， 先

后接待了浙江

大 学、 上 海 国

际问题研究所

等单位来院调

研智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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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6 月 30 日，

王缉思应邀作为主讲

嘉宾出席了在“金融

客咖啡”举办的“阿

里晶读”首场读书会

活动。

2015 年 11 月 24 日，

袁明以“全球化时代，

从燕园迈向世界”为

题在英杰交流中心阳

光厅进行了由北大由

国际合作部主办的“北

京大学 2015 年秋季外

事系列培训第一讲”。

2015 年 10 月 26 日

至 29 日 , 袁明应邀访

问香港大学，并主讲

2015 年度“范叔钦纪

念讲座”。香港大学

校长马斐森亲自授予

她荣誉教授证书。

智慧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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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2 月 9日至 4月 11 日
王缉思以普林斯顿大学“环球学者”
身份访问美国。

交
流
与
合
作
·
出
访
/
来
访

2015 年 10 月 23 至 26 日
关贵海应邀访问亚美尼亚科学院。

2015 年 11 月 13 日
关贵海在北阁会见了伦敦国际战略研究
所美国分部俄罗斯和欧亚项目高级研
究 员 山 姆· 查 洛 普（Samuel Charap）、
新加坡分部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尼尔
（Alexander Neill），并就中俄关系、乌
克兰危机、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倡
议对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和坦率的研讨。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俄罗斯东欧
中亚研究所的刘旭博士应邀参加了研讨。

2015 年 11 月 10 日
印度驻华大使阿肖克·康特（Ashok K. Kantha）一行访问我院，
王缉思院长在北阁会见了来宾。王院长向康特大使简要介绍了本
院于 10 月举办的“北阁对话”国际研讨会和当前研究方向。双
方还就亚太安全、国际秩序等问题交换了看法。

2015 年 5 月 8日
印度观察者基金会记者、评论员，前印度国家安全特别工作小组
成员库马 (Manoj Kumar Joshi) 与印度前海军中将（2011 年退役）
辛格（Anup Singh）在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王健先生的陪同下
访问了我院，院长王缉思教授与副院长于铁军副教授会见了到访
的印度学者，双方就彼此关心的国际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2015 年 12 月 11 日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关
贵海会见了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前司
长、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前主席
戴维 • 戈登先生 (David Gordon) 一行。

2015 年 6 月 29 日
王缉思在北阁会见了
来 访 的 唐 米 乐 先 生
(Tom Miller)。

2015 年 6 月 5日
挪 威 王 国 驻 华 大 使 馆 参 赞 高 婷
（Jannicke Graatrud）一行访问了我
院，王缉思与研究助理孙樱会见了
到访的高婷女士，双方就国际形势、
中挪关系等话题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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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0 月 26 日至 29 日
袁明应邀访问香港大学，并主讲 2015
年度“范叔钦纪念讲座”。香港大学
校长马斐森亲自授予她荣誉教授证书。

2015 年 5 月 28 至 30 日
关贵海在莫斯科参加了
“变化世界中的中俄新
型伙伴关系”国际学术
研讨会。 2015 年 7 月 8日

关贵海博士与吉尔吉斯斯
坦外交学院院长科梅尔巴
耶夫博士在比什凯克市举
行会见。

2015 年 5 月 18 至 21 日
于铁军访问日本，参加由中国
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和日本防
卫研究所（NIDS）共同举办的
“中日危机管理对话”。

2015 年 7 月 13 日
于铁军教授出访日本，参加
了“日中东海空域安全对话”
会议。

2015 年 3 月 16 日
于铁军在研究院会见
了日本经济产业省大
臣官房参事官荒井胜
喜先生一行。

2015 年 5 月 22 日
归泳涛在北阁会见了日本
经济产业省代表团。

2015 年 7 月 21 日
王缉思在北阁会见台湾政
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一行。

2015 年 4 月 19 至 23 日
王缉思应越南国家人文
社科大学等单位邀请访
问了河内市、胡志明市，
同越南学者专家进行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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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研究院还接待了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 Thomas J. Christensen、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

中心中国研究项目主任与高级顾问 Christopher K. Johnson 、欧洲对外关系委 员会主任 Mark 

Leonard、 美国驻华公使 Daniel J. Kritenbrink、前美国驻阿富汗大使 Karl Eikenberry 、布鲁金斯学

会高级研究员 Jeffery A. Bader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 David Michael Lampton 、卡内基国际和平

基金会副总裁 Douglas H. Paal 、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J. Stapleton Roy 、 美国

交
流
与
合
作

Thomas J. Christensen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

教授

Douglas H. Paal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副总裁

David Michael Lampton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教授

Jeffery A. Bader

布鲁金斯学会

高级研究员

Karl Eikenberry 

前美国驻阿富汗

大使

Daniel J. Kritenbrink

美国驻华公使

Mark Leonard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

主任

Christopher K. Johnson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费和中国研究项目

主任与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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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 James Braidy Steinberg、 美国负责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 Daniel Russel、 

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 Elizabeth Knup、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管 Evan 

Medeiros（麦艾文）、美国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 Susan Thornton（董云裳）、

国际危机组织非洲项目总监 Comfort Ero 和国际危机组织亚洲项目总监 Tim Johnston 。

J. Stapleton Roy 

威尔逊中心

基辛格中美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

Tim Johnston

国际危机组织亚洲项目

总监

Comfort Ero

国际危机组织非洲项目

总监

Susan Thornton（董云裳）

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

副助理国务卿

Evan Medeiros（麦艾文）

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

高级主管

Elizabeth Knup

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

首席代表

Daniel Russel

助理国务卿，

负责亚太事务

James Braidy Steinberg

前国务院政策规划司

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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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术
会
议

2015 年 1 月 18 日，研究院主办内

部“中美关系与国际形势”座谈会，

邀请中国企业研究所的部分成员就

中美关系、中东问题、国际形势等

问题与研究院的老师们进行交流。

2015 年 5 月 15 日，北京大学国际

战略研究院在院办公新址北京大学

北阁召开理事会暨“中国与国际秩

序”研讨会，本院部分理事和来自

国内其他智库的近三十位来宾围绕

议题展开深度讨论。

2015 年 6 月 8-9 日，由北京大学国际

战略研究院（IISS）、俄罗斯莫斯科

国立国际关系学院（MIGMO）、美国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联

合主办的第二届“中美俄三方战略合

作：责任、机会和挑战”国际研讨会

在北京大学北阁举行，来自中国、俄

罗斯、美国的二十多名专家学者齐聚

一堂，就中俄美三边关系及国际秩序

等相关议题展开对话和讨论。

2015 年 11 月 4 日，北京大学国际

战略研究院与美国斯坦福大学亚太

地区和平与合作研究项目联合举办

“中美战略关系的长远趋势”主题

研讨会。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

思和斯坦福大学亚太地区和平与合

作研究项目主任约翰·刘易斯共同

主持了这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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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0 月 18-19 日， 北 京 大

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召开第二届北

京大学“北阁对话”年会。

2015 年 12 月 15 日，北京大学国

际战略研究院召开 2015 年理事

会全体会议暨国际形势研讨会。

研究院相关领域的专家分别就反

恐（中东、南亚与全球）、俄罗

斯外交、中国周边形势（朝鲜半

岛、日本、东盟）和美国近期政

情发表了见解，并同其他与会者

交换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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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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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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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S 资深研究员、俄罗斯和欧亚项目部主任 Andrew Kuchins 博士

朝日新闻社特别编辑委员星浩先生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主席理查德·哈斯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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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主党众议院议员及前外相前原诚司先生

埃及前外长、现任埃及开罗美利坚大学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纳比尔·法赫米先生

美 国 斯 坦

福 大 学 弗

里 曼· 斯

伯 格 里 国

际 问 题 研

究 所 主 任

马 凯 飞 大

使（Michael 

McFaul）

俄 罗 斯 莫

斯 科 国 立

国 际 关 系

学 院 Ivan 

Safranchuk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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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莉

美国启动后奥巴马时代

北
阁
论
衡

干春松

天下与国家：儒家的看法与设想

关贵海

谁在影响俄罗斯外交决策

吴冰冰

叙利亚、ISIS 与美国中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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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9 月 2 日，由国际战略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办的“国际战略研究在中国：理论、

方法与中心议题”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北阁成功召开。参会学者就国际战略研究的范畴、

理论与方法、国际战略研究与中国战略、地区国别研究与国际战略、全球问题与国际战

略研究四个议题展开了热烈和深入的探讨。

2015 年 5 月 11 日，2015 年协同创

新中心工作会议在北京大学北阁召开，

来自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现代国

际关系研究院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

究所的专家、学者围绕相关议题展开讨

论。外交部政策规划司亦为本次会议提

供了支持。会议由国际战略研究协同创

新中心周边环境与周边外交平台主任王

逸舟教授主持。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

长王博出席会议并致辞。 

简介：国际战略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是由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牵头，邀请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与日本研究院、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外交部政

策规划司、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浙江大学非传统安

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云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等

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作为协同合作单位，联合成立的集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

研创新为一体的学术创新机构。

国
际
战
略
研
究
协
同
创
新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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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已出版
《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4 英文

《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5 中文

《国际战略研究简报》第 16-31 期，共计 16 期

《智库热点新闻追踪》第 3-15 期，共计 12 期

《海外智库观点概览》第 9-16 期，共计 8 期

出
版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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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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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为美国

外交、中美关系、大国战略。主要论著包括《国际政治的理性思考》、《中美战略互疑：

解析与应对》（与李侃如合著）、《大国关系》等。

袁明，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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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贵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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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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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铁军，现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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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泳涛，2005 年先后在早稻田大学和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领域为东亚国际关系。主要论著有：《中

日关系恶化的历史背景与症结所在》（2014 年）、《美国对日本的认知转变与策略调整》

（2014 年）、《东亚民族主义勃兴与中国周边关系的转型》（2013 年）、《赖肖尔与美

国对日政策》（2008 年）等。

研
究
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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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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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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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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崑，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曾任中

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

（2011 － 2014）、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

所长（2008 － 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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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
约
研
究
员

朱文莉，法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

研究院特约研究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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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少华，2013 年获美国犹他大学政治学博士学

位。现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北

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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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湘宁（2015.9-12）2009 年于英国伯明翰大学

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并于 2011 年获得博士学位。

2010 年 1 月加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担任助理研究员、麦克阿瑟项目协调人。2013

年 4 月 -2015 年 9 月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博士后。2015 年 9-12 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

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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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助理
赵建伟		
孙			樱		
陆宁波		
李			卓

办公室主任
刘春梅

副秘书长
任羽中
孙艺林

项目协调人
徐贝

行政助理
李方琦
赵亚男

财务人员
吴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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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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