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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以姓氏汉语拼音为序）

陈十一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陈小工	 中央外办原副主任
	 解放军空军原副司令员、退役中将

韩方明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察哈尔学会会长

何   迪	 瑞银证券原董事长
	 博源基金会总干事

何亚非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原副部长
	 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

贾庆国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裘援平	 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
	 国务院侨办原主任

唐士其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汪   婉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王逸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许振洲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阎学通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杨洁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会长

杨   毅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海军少将

袁南生	 原外交学院党委书记
	 原中国驻孟买总领事

岳晓勇	 中国外交部阿富汗事务特使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世情研究中心主任

张沱生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原学术委员会主任

郑泽光	 中国驻英国大使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原副部长

周明伟	 中国翻译协会会长、中国外文局原局长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朱   锋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
	 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朱威烈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名誉所长

王缉思	 院长

袁   明	 副院长

关贵海	 执行副院长

于铁军	 副院长

归泳涛	 副院长

理事会·办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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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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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学科研究项目，以及研究院支持

的内部研究课题，有的已经顺利完

成并得到有关部门的肯定和表扬，

其他的正在努力完成之中。2021 年

11 月，第八届年度“北阁对话”继

续通过视频会方式举行，国内外与

会者同往年一样积极参与，就全球

战略形势进行了深入探讨，就各国、

各地区应对挑战的政策与合作方案

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北阁论衡”

系列讲座今年举办了 8 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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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期、12 期和 12 期。

本院在年内推出了一个新的思

想交流平台——“北阁沙龙”，旨

在为我国中青年国际问题学者提供

2021 年 11 月，中共十九届六

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指出：“世

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我们“面对

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前所未有的

外部风险挑战”。在过去的一年里，

新冠肺炎在全球蔓延之势有所减弱，

但疫情时有反复，仍然在严重冲击

着世界政治经济。世界的混乱、分

化趋势明显，不可测因素在增加。

在新的全球战略环境下，北京

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的学术研究、

战略和政策研究把握了正确的方向，

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我院集体和个

院长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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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观点、激活思想、协作拓展、

共同进步的平台，将一批优秀的中

青年学者凝聚在一起，实现“小核心、

大外围”的效果。我们还希望借助“北

阁沙龙”的平台，打破外交和国际

关系研究的“小圈子”，推动更有

效的政策同学术的互动、多学科交

叉研究、学者同企业家的沟通，“北

阁沙龙”系列学术活动今年举办了 5

次。

《中国国际战略评论》的中英

文两个版本自 2018 年扩充为半年刊

后，质量稳步提高，影响逐渐扩大。

由于难以克服的客观障碍，中文版

《中国国际战略评论》出现了拖期

现象，我们向读者致歉。可喜的是，

在世界知识出版社等单位的支持下，

刊物的出版发行工作已经取得了新

的进展。

借本年报印发的机会，我们要

感谢始终指导和支持我们工作的单

位和个人，包括北京大学领导和学

校各个部门，教育部、外交部等政

府机构，企业家、学术同行和校内

外的青年学生，以及研究院的全体

理事。特别要感谢原国务委员戴秉

国同志一直以来的指导和关怀。全

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先生领导下的

中美交流基金会多年来支持我院的

研究和对外交流工作，对此我们充

满感恩之心。我们决心以更大的努

力、更充分的准备，去迎接 2022 年

光荣而艰巨的新任务。

202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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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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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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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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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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院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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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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庆应义塾大学 SFC 研究所日本

研究平台共同举办了线上学术研

讨会，讨论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

和中美关系、日美关系的最新进

展、东亚地区的经济秩序与中美

日三边经济互动、美国的阿富汗

政策最终失败的原因等。

北 京 大 学 国 际 战 略 研 究

院 和 美 国 战 略 与 国 际 研 究 中

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联

合举办了系列视频交流会，聚焦

双方共同关心的中美关系相关议

题。

2021 年
2 月
5 月
8 月

11 月

2021 年
2 月
5 月
9 月

10 月

大 事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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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举

办第八届“北阁对话”。今年“北

阁对话”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举

办，主题是“新冠肺炎危机后的

全球趋势和政策建议”，重点探

讨新冠疫情的冲击和回应、中美

矛盾下的亚太地区战略格局、气

候变化和环境问题的治理，以及

变化中的亚欧大陆战略格局。

5 月，“亚太共同体倡议”

中方课题组在北京大学国际战略

研究院召开了会议，讨论和交流

了项目第二阶段的工作计划与

工作进展。11 月，北京大学国

际战略研究院与美国约翰斯 •

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

（SAIS）联合举办了“亚太共同

体倡议”中美课题组视频研讨会，

中美双方课题组成员对项目的阶

段性成果展开了交流。

2021 年
5 月

11 月

2021 年
11 月

3-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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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 3 日至 4 日，北京大学“北阁对话”第八届

年会召开。“北阁对话”由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主办，得到

北京大学校领导、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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莅临，共同探

讨国际形势和世界政治的前景。

今年“北阁对话”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举办，主题是“新冠

肺炎危机后的全球趋势和政策建议”，重点探讨新冠疫情的冲击

和回应、中美矛盾下的亚太地区战略格局、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

的治理，以及变化中的亚欧大陆战略格局。

与会者一致认为，新冠疫情给世界经济和政治带来了新的动

荡和风险，各国必须同心协力，更有效地应对疫情和恢复经济。

当前中美关系面临困难，但不会陷入“新冷战”，两国之间存在

重要的共同利益与合作机会。面对日益紧迫的气候危机，国际合

作取得了新的进展，但仍面临国内政治和地缘政治上的障碍，亟

北京大学举办第八届“北阁对话”年会

北阁对话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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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各国采取更多实际行动，有效推进多边协调。与会者围绕如何

冷静、务实地应对上述挑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政策建议。

本次年会邀请了 13 位国外嘉宾，他们是：澳大利亚前总理、

美国亚洲协会主席陆克文（Kevin Rud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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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 • 奈（Joseph 

Nye, Jr.），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希夫尚卡尔 • 梅农（Shivshankar 

Menon），日本前外务大臣川口顺子（Yoriko Kawaguchi），韩

国前外交通商部长金星焕（Kim Sung-Hwan），新加坡前外交

部长杨荣文（George Yeo）, 印度尼西亚前外交部长马蒂 • 纳

塔莱加瓦（Marty Natalegawa），埃及前外交部长纳比尔 • 法

赫米（Nabil Fahmy），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任安德烈 • 科

尔图诺夫（Andrey Kortunov），英国前外交大臣大卫 • 米利班

德（David Miliband），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蒂埃里 • 德

蒙布里亚尔（Thierry de Montbrial），联合国秘书长苏丹问题特

别代表、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前所长沃尔克 • 佩尔特斯

（Volker Perthes）。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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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阁对话

中国原国务委员戴秉国全程出席会议，并做了主旨发言。上

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中央外办原副主任、中国人民解

放军空军原副司令员、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理事陈小工，外

交部原副部长、前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外交部原副部长、国务

院侨务办公室原副主任、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理事何亚非，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理事阎

学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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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

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理事王逸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査道炯等国内嘉宾参加了年

会。王缉思教授、袁明教授、关贵海副教授、于铁军教授、归泳

涛副教授、特约研究员吴冰冰副教授等与会。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正式成立于 2013 年 10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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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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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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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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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讨

2021 年 2 月、5 月、

8 月和 11 月，北京大学国际

战略研究院和庆应义塾大学

SFC 研究所日本研究平台共

同举办了线上学术研讨会，

讨论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和

中美关系、日美关系的最新

进展、东亚地区的经济秩序

与中美日三边经济互动、美

国的阿富汗政策最终失败的

原因等。

2021 年 2 月、5 月、

9 月 和 10 月， 北 京 大 学 国

际战略研究院和美国战略与

国 际 研 究 中 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联合举办了

系列视频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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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24 日，

由北京大学当代俄罗斯研

究中心、外交学院俄罗斯

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际

战略研究院联合举办的

“2021 年俄罗斯内政外

交评估”学术研讨会通过

视频会议方式举办。

2021 年 7 月 5 日，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主办了“人工智能与中美

技术竞争”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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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阁论衡

王缉思：身份政治在美国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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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洪波：外层空间竞争态势及国际治理规则
航天科技集团第一研究院研究员、副总工程师

王新生：日本对华政策与国内政治
——以第二次安倍晋三政权为例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雷少华：科技、产业与中美竞争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赖华夏：“舍弃”与“再发现”
——国际关系研究的国际法传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

节大磊：美国的“深层国家”——现实与迷思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龚自正：拥抱星辰大海，营造绿色太空
——外空全球治理的挑战及前沿技术与展望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学术技术带头人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施展：何谓中国
外交学院教授
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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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 月 23 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于北阁

召开了“新形势下的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座谈会”暨第一

期北阁沙龙，与会嘉宾就中国国际战略环境的变化、中

国国际战略研究现存不足与改进之道、如何办好“北阁

沙龙”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2021 年 11 月 24 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召开“欧

盟战略自主：背景、进展及应对”线上研讨会暨第五期

北阁沙龙。与会专家聚焦“欧盟战略自主”，深入分析

其提出的背景和内外动因，重点就欧盟战略自主的具体

进展与可能限度展开了交流。

2021 年 10 月 28 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召开“科

技变迁背景下的国家安全与竞合博弈”线上研讨会暨第

四期北阁沙龙。与会专家从“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

角度出发，围绕科技变迁对国家安全、国际稳定的影响

和作用机制，对传统安全领域的可能冲击，以及生物、

数字、产业、网络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前沿动态，在新

形势下发展国家安全学的思路和方法等议题展开交流。

2021 年 9 月 22 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于北阁

召开“国际发展理论和政策视野下的中美竞争”研讨会

暨第三期北阁沙龙。与会专家围绕中国的对外援助与国

际发展合作政策，中美在发展金融、数字贸易、气候变

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博弈，以及两国在东南亚、

南亚、中亚和欧洲等地区发展方面的互动关系展开交流。

2021 年 5 月 27 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于北阁

召开了“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进展、前景与应对”

研讨会暨第二期北阁沙龙。与会专家围绕拜登政府“印

太战略”的总体构想与政策动向，美国与日本、欧盟等

围绕“印太战略”的互动、“印太战略”框架下的经济

议程与军事威慑等议题展开交流。

北阁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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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年内承接项目

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委托的研究项目一项，现已结项。

二、关贵海副教授负责的“中俄在非洲的合作”长期研究项目立项。

三、朱文莉教授负责的“中美经贸科技关系调整研究”长期研究项目立项。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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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研究工作启动。

学生项目

一、《中美竞争时代菲律宾对外政策分析：“威胁—利益平衡”的视角》

二、《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欧盟大战略》

内部研究项目 1 项

“日本在‘印太’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选择”（课题负责人：汪婉）

延续进行的项目

一、学校支持的研究项目“以大国技术竞争为契机促进国际关系与其他学科的融合”，

已形成 5 份分报告和总报告，年内结项。

二、教育部重大委托项目 1 项，年内提交 14 篇研究报告（第 31-44 期），累计提交

44 篇研究报告。

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 1 项，年内已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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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雪梅教授分别作为负责人的三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专项课题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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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已出版

《中国国际战略评论 2020（下）》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中国国际战略评论 2021（上）、（下）》
 完成了组稿，待出版

《国际战略研究简报》第 106-120 期，共计 15 期，电子发行，纸质发行

《智库热点新闻追踪》第 66-77 期，共计 12 期，电子发行

《海外智库观点要览》第 67-78 期，共计 12 期，电子发行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2021 I，II
英文期刊，
施普林格 • 自然出版集团

Essential Goals in World Politics
施普林格 • 自然出版集团
王缉思著 

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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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教授主持了由多哈论坛举办的公开视频研讨会，主题为

“填补真空：中国外交政策的未来与全球雄心”（Filling the 

Vacuum: The Future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Global 

Ambitions），与会专家就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中美关系

的变动以及中国的外交雄心等议题进行了主题发言与交流。

王缉思教授、袁明教授参加第十九届蓝厅论坛，围

绕论坛主题“对话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

系重回正轨”做了发言。王缉思教授表示，目前中

美双方需要抓住机遇重启交流机制，并了解对方的

思维模式。袁明教授表示，在当前新冠疫情肆虐之

时，面向全球与未来的集体认知正在出现。

2021 年 2月 22日

2021年 4月 10日

关贵海副教授应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邀

请，在兰州参加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二十周年：

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并做题为“俄罗斯和中

亚对上合组织的认知”的主旨发言。

2021 年 4月 13日

王缉思教授受邀参加《中美聚焦》访谈，与美国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荣休教授大卫 • 兰普顿共同接受

了周柳建成的访谈，就中美关系中的重要因素、“太

平洋共同体”等话题展开了交流与辩论。

2021 年 4月 22日

王缉思教授、于铁军教授、归泳涛副教授、特约研究员雷少华副教授在华为公司战

略采购部副总裁杨典耀、战略部 - 标准与产业发展部高级战略经理、高级产业发展

总监钟南与战略采购部高级经理王楠楠一行来访国际战略研究院时，就世界格局、

国际供应链、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等议题进行了交流。

2021 年 5月 4日

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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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贵海副教授、特约研究员赵明昊参加了由美国对

外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

办的“智库理事会”（Council of Councils）2021

年会。会议主要讨论了以下六个主要议题：“拜登

政府与多边主义的未来”、“应对核扩散的挑战”、

“一种新力量的协调 ?”、“新冠疫苗与国际合作”、

“新冠疫情时代全球治理状况”。

2021 年 5月 24-26 日

2021年 5月 28日

王缉思教授在北阁会见了波音公司中国总裁谢利嘉

（Sherry Carbary）、绿点战略咨询高级副总裁谭

俊辉（Travis Tanner）。双方就全球格局、中美关

系、美国政治等议题进行了交流。

2021 年 6月 2-3 日

关贵海副教授应邀参加由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

作委员会、湖北省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

会在武汉市联合举办的上合民间友好论坛，并在智

库分论坛上以“上合平稳发展的认知基础”为题做

了发言。

2021 年 6月 11-13 日

关贵海副教授应华侨大学国际

关系学院邀请，参加了“习近

平外交思想与海外统战工作研

讨会”，并以“俄罗斯海外同

胞政策：经验与教训”为题做

大会发言。

2021 年 6月 24-25 日

关贵海副教授在上海参加了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

院、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上海合作组织秘

书处主办的“上海合作组织 20 年：回顾与前瞻”

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做题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内部

认同：共识与差异”的大会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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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贵海副教授应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

域国别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研究所邀请，

参加了“未来十年的俄罗斯与世界”学术研讨会，

并就“俄罗斯第三极构想评估”做大会发言。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和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共同

组织了系列双边学者视频对话。中韩学者围绕“东

北亚多边安全机制”、“中日韩科技领域的竞争与

合作”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国际合作”等主题进行

了热烈的讨论与交流。

2021年 6月、9月和 10月

2021年 9月 15日

王缉思教授、关贵海副教授、于铁军教授、归泳涛

副教授、特约研究员雷少华副教授等应华为公司邀

请，参访了华为公司北京研究所，并与相关专家就

5G 技术、人工智能等话题进行了交流。

2021 年 10月 16日

关贵海副教授受邀参加由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

中心主办的第二届“多元视野下的俄罗斯”线上学

术研讨会，主持了中俄关系单元的会议，并就“俄

罗斯汉学研究新变化及启示”做了发言。

2021 年 10月 17日

于铁军教授参加了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安全交叉学

科平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共同主办的“国

家安全论坛 2021：总体国家安全观与新时代中国

国家安全”研讨会，并在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论坛

板块做了专题发言。

2021 年 10月 23日

于铁军教授受邀参加第430期北大博雅讲坛，就《海

洋变局 5000 年：一部新全球史》一书和“海洋的

变局如何影响了国家命运”的主题做了发言。

2021 年 10月 25日

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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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 12 日

2021 年 11 月 12 日

2021 年 12 月 6 日

2021 年 12 月 9 日

2021 年 12 月 16 日

王缉思教授、特约研究员翟崑教授、钱雪梅教授、吴冰冰副教授应邀出席外交部

亚洲司主办的“临甲 7 号沙龙—岳晓勇特使出访情况吹风交流会”视频会议。参

会专家学者围绕阿富汗国内政治和解、经济重建、社会秩序恢复和阿富汗对外关

系等议题进行了互动交流。

关贵海副教授应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

邀请，出席了“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

国内、地区和全球影响” 线上圆桌会议，

并就“美国撤军阿富汗后欧亚地区各方

的应对分析”做英文主旨发言。

关贵海副教授应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邀

请，出席了第二届“时空变迁背景下的欧

亚合作”线上学术研讨会，并就中美俄在

欧亚地区战略互动分析做俄文主旨发言。

王缉思教授、于铁军教授、“亚太共同体倡议”中

方项目主任胡然向来访的中美交流基金会主席特别

助理黄砥中先生、特别顾问朱英璜先生、太平洋国

际交流基金会秘书长刘菲大使等一行六人介绍了研

究院的相关工作进展和未来规划。

雷 少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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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线上会议，

与会专家围绕新冠疫情预防与应对、疫情现状和面

临的紧迫挑战等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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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

袁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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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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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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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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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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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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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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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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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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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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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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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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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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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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青年研究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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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智库交往工作。研究领域为美国亚太政策、中

美关系、国际安全与战略等。专著有《战略克制：新型中美关系的构建》（人

民出版社）、《“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新外交》（商务印书馆即出）。

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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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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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艺
林

(7月离职)（9 月入职）

工作人员

刘
春
梅    

副
秘
书
长

研
究
助
理

荆
宗
杰

张
亦
珂

张
诚
杨

陈
泽
均

项
目
协
调
人

徐
 
贝

行
政
助
理

李
方
琦

赵
亚
男

财
务
人
员

吴
 

兵

编
  
辑

崔
志
楠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五号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邮编：100871

电话：+8610-6275-6376
传真：+8610-6275-3063
邮箱：IISS@pku.edu.cn

网址：http://www.iiss.pku.edu.cn

官方微信

手机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