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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領域  

全球（國際）政治經濟、國際史和國際理論、

外交史和外交思想、國際法（國際海洋法）、

經濟理論和經濟史，以及，比較政治和比較經

濟 

學   歷 

北京大學 法學（國際政治學） 博士學位 

英國華威（Warwick）大學 國際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學） （文科）碩士學位（MA） 

北京師範大學 經濟學（世界經濟學） 碩士學位 

南開大學 經濟學（政治經濟學） 學士學位 

  

工作經歷 

現職          

 四川大學文科講席教授、理論經濟學方向世界經濟專業博士生導師 

 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國際關係博士生課程首批教師 

曾任 

 中國海洋大學“繁榮工程”特聘教授、原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海洋發展

研究院院長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中山大學百人計畫特聘教授、國際關係學院創建院長 

 浙江師範大學“錢江學者”特聘教授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兼全球問題研究所所長 

 南京大學-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中心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世界經濟研究室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國際經濟關係研究室副主任 

 

國際學術經歷 

 埃及開羅大學政治經濟學院訪問學者 

 紐西蘭威靈頓維多利亞大學（VUW）戰略研究中心博士後訪問研究員 

 英國華威（Warwick）大學全球化與區域化研究中心（CSGR）訪問研究員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住所訪問研究員。分別擔任新加坡國立

大學（NUS）東亞研究所、南洋理工大學國際研究院（RSIS）、尤索夫伊薩東南亞

研究院（ISEAS）等的訪問高級研究員 

 德國法蘭克福和平研究所（PRIF/HSFK）《21 世紀的大國協奏》研究專案高級研究

員兼法蘭克福大學即歌德大學（Goethe University Frankfurt）客座教授（授課） 

 

學術成果 

 在國內“核心期刊”發表中文論文 100 多篇。在國際學術期刊（包括 SCCI 期刊和重

要學術論文集的章）發表英文論文 20 多篇。曾任《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全

球化》（倫敦）、《國家利益》（華盛頓）、《全球保護的責任》（布里斯班）、《香

港國際關係研究》等學術期刊的編委。出版由中文專著（包括論文集）8 部，包括《權

力與財富：經濟民族主義研究》、《全球化的多樣性和複雜性》、《中國與亞洲》、《重

建世界秩序：關於全球治理的理論與實踐》、《亞投行》、《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全球挑戰與全球治理》、《全球化史（1983-2023）：一種基於學術史的全球史》等。

譯著有《外交理論與實踐》等。 

曾在英國牛津大學、美國哈佛大學、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院、歐洲外交關

係學會、南非國際問題研究所、巴西聖保羅大學、印度國防研究與分析研究所 (MP-

IDSA) 等舉行的國際研討會擔任基調或者主題發表人。多次應邀參加國內政策諮詢。

2017 年 5 月 14 日，是正式參加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峰會的中國代表之一。也曾受

世界銀行、聯合國開發計畫署等國際組織的邀請參加國際政策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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