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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我院薄燕教授入选 2015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

项目 

日前，经专家严格评审和面向社会公示，2015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已公示结束，我院薄燕教授获得该项目的资助，其项目

为： 

首席专家 课题名称 

薄燕 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气候治理体系研究 

 

我院徐以骅教授获得第十届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二等奖 

经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评审委员会审议通过，《建设开放度最高的

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等 86项成果拟获第十届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 

我院徐以骅教授获得第十届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二等奖。 

 

我院徐以骅教授获得 2015 年度全国统战理论政策研究创新成果

二等奖 

近日，中央统战部对 2015年度全国统战理论政策研究创新成果进行了表

彰。我院徐以骅教授获得 2015年度全国统战理论政策研究创新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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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政治学学科 8 项成果获得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人文社会科学) 

根据《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奖励办法》和《第七

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实施办法》规定，经组织专家

评审、奖励委员会审定通过，912项申报成果获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其中一等奖 50项，二等奖 252项，三等奖 599 项，成

果普及奖 11项。特此公告。我校政治学学科总共获得 8项，名列全国第一。获

奖名单如下： 

序号 成果名称 作者 获奖等级 

1 中华民国外交史新著 石源华 著作类一等奖 

2 
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

起 
张维为 著作类二等奖 

3 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 徐以骅 著作类二等奖 

4 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 林尚立 论文类三等奖 

5 
权力的资源与运用：兼论中国外交的

权力战略 
陈志敏 论文类三等奖 

6 
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在一个多

极世界中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苏长和 论文类三等奖 

7 

竞争性合同外包真的有竞争性吗？—

—探索中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

关系 

敬乂嘉 论文类三等奖 

8 
从业主福利到公民权利——一个中产

阶层移民社区的政治参与 
熊易寒 论文类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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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简介·论文 

国际政治系 

战后国际体系的未来发展与中国外交理论 

苏长和 

国际展望（CSSCI）2015 年第 3 期 

战后国际体系经历了从分裂走向整体的过程，中国始终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人们应一

以贯之而不是分裂地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中国一直是战后

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建设者和贡献者。但在一个异质性很强的国际体系中，如何实现不

同文明、价值、制度和道路之间的互相承认与尊重、和谐与共生，避免国际体系分裂对

抗，仍然是 

国际社会的重要任务。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是概括中国外交理论的重要样本。当前国际

体系经历的从转型到定型的过程，必然也是一场知识范式革命。中国外交理论的解释体系

并非只能解释中国自身、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还能解释他国与世界的关系，并为处理这种

关系提供借鉴。这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在经历理论本土化阶段后，实现国际化和在外部世

界的当地化过程。 

 

“包容性竞争”理念与金砖银行 

樊勇明  贺平 

《国际观察》（CSSCI） 2015 年 02 期 

金砖银行的成立,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件大事。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各种力

量深度整合。国际体系发展变化的动力,由发达国家的"一元驱动"转向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

体共同发力的"多元并驱"格局。以此为背景,金砖银行应运而生,它的建立是金砖国家在现

有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格局中奉行"包容性竞争"理念的生动体现。"包容性竞争"追求新兴

国家与守成国家的共同发展,推动不同理念、不同发展模式、不同道路、不同意识形态的国

家和国家集团之间的互动和协调,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最终达到双赢的结果。"包容性

竞争"不否认相互之间利益的差异,但是更强调通过协商、妥协等方式和平地解决利益冲突

与各种争端;它同时也适用于处理金砖国家之间关系。在金砖银行的筹建和将来的运行中,

金砖国家之间也会有分歧,但是齐心合力办好金砖银行是金砖国家共同利益之所在。 

http://www.cnki.com.cn/Article/%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http:/search.cnki.com.cn/Search.aspx?q=author:%E6%A8%8A%E5%8B%87%E6%98%8E
http://www.cnki.com.cn/Article/%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http:/search.cnki.com.cn/Search.aspx?q=author:%E8%B4%BA%E5%B9%B3
http://www.cnki.com.cn/Journal/G-G1-GJGC-2015-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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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的中欧对接:双层欧盟的视角 

张骥  陈志敏   

《世界经济与政治》（CSSCI）  2015 年 11 期 

中欧"一带一路"合作经历了从模糊处理到局部对接,再到整体、全面对接,从与部分成

员国单层对接到与欧盟机构双层对接的进程,并推动中欧形成了更紧密的双边合作关系。基

于欧盟对外政策体系的双层特征,"一带一路"倡议所涉及的合作领域分属欧盟对外政策中的

不同权能类别,欧盟层面的对接和成员国层面的对接呈现出不同特性,并形成复杂的互动关

系。中国需要根据欧盟对外政策的双层特性推进对应的"一带一路"双层对接战略,在不同的

政策领域采取差异化的方式,针对不同对象确定各自的对接重点,并通过四个途径促进形成

中欧双层对接的良性互动机制:横向扩散,通过与部分成员国的引领性合作示范促使其他成

员国采取政策模仿行动;向上投射,借助成员国塑造欧盟政策的影响力推动欧盟与中国的积

极合作对接;向下传导,通过在欧盟层面形成有利的政策、法律和舆论环境便利和成员国的

合作;对外溢出,通过中欧双层对接拓展在"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地区和全球的中欧合作。 

 

 

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政治风险及权益

保护——以中线、北线 B 和南线为例 

黄河  陈美芳  汪静  高姝涵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CSSCI）2015 年 00 期 

本文以"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为背景,以政治风险理论为依据,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

过程中的重点环节之一是处理好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海外政治风险问

题。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近年来在欧亚大陆由东向西已逐渐形成一个"社会政治动荡风险

弧",包括中南半岛、南亚、中亚、西亚及北非,在地缘上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及多个海外

投资重点地区重合,推升了中国海外利益整体面临的风险。因此,就保障中国海外投资企业

的权益而言,海外政治风险已成为影响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和国家经济安全不能圆避的一个重

要因素。 

 

 

http://www.cnki.com.cn/Article/%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http:/search.cnki.com.cn/Search.aspx?q=author:%E5%BC%A0%E9%AA%A5
http://www.cnki.com.cn/Article/%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http:/search.cnki.com.cn/Search.aspx?q=author:%E9%99%88%E5%BF%97%E6%95%8F
http://www.cnki.com.cn/Journal/J-J1-SJJZ-2015-11.htm
http://www.cnki.com.cn/Article/%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http:/search.cnki.com.cn/Search.aspx?q=author:%E9%BB%84%E6%B2%B3
http://www.cnki.com.cn/Article/%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http:/search.cnki.com.cn/Search.aspx?q=author:%E9%99%88%E7%BE%8E%E8%8A%B3
http://www.cnki.com.cn/Article/%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http:/search.cnki.com.cn/Search.aspx?q=author:%E6%B1%AA%E9%9D%99
http://www.cnki.com.cn/Article/%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http:/search.cnki.com.cn/Search.aspx?q=author:%E9%AB%98%E5%A7%9D%E6%B6%B5
http://www.cnki.com.cn/Journal/G-G1-FDGJ-2015-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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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系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党微观逻辑 

郑长忠 

江汉论坛（CSSCI）2015年第3期 

当前，市场化、全球化与网络化成为推动基层党建发展的社会逻辑力量，而国家治理 

现代化成为推动基层党建发展的政治逻辑力量。基于社会结构的转型与群众生存方式的多

元化，作为政治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基层党建发展必须以巩固党的群众基础与提

高党的领导的有效性作为根本政治诉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构建复合型党群关系，

打造党组织主导的多元合作社会治理模式。而无论是构建复合型党群关系还是打造党组织

主导的多元合作社会治理模式，都要求基层党组织建构枢纽型组织形态来予以承载。信息

技术革命的到来为枢纽型党组织形态的构建提供了技术条件，探索运用信息技术来推进基

层党建发展的尝试实际上是为全面推动党组织适应网络社会的组织形态转型与升级提供经

验。 

 

 

马克思国家学说的早期起源 

陈周旺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2015年第4期 

国家学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基本

观念，包括工具主义国家观、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特征，等等，在马克思的早期

政论和作品中就已经萌芽。透过对马克思早期国家理论的理解，可以深刻认识到马克思国

家学说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之间的联系，以及马克思对后者的批判。马克思正是在批判和

发展洛克、培根和黑格尔政治思想的基础上逐步形成自己的国家学说，同时在这一过程中

确立了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现代国家的批判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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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制度变革破解吏治困局  

桑玉成 

探索与争鸣（CSSCI） 2015年 第10期 

一系列的情势表明，我们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之吏治困局的考验。如何走出这一次吏

治困局的迷阵，是我们这个百年老党所经受的最大考验，更是我们党筑牢执政合法性基

础、带领人民实现十八大所确立的“双百愿景”的关键性前提。近期舆论关注的部分官员

“弃官从商（或工、或学等，以下略）”之现象，其实仅仅是这种吏治困局的一个表象。按

理说，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官员队伍中部分成员的外流，也纯属正常。尤其是在现代

社会，官员的主动和被动外流，一方面都有制度规范，另一方面也是从业人员选择职业的

正当权利和自由。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官员如果选择弃官从商，甚至不需要说明其动机

和理由。问题在于，今天部分官员的弃官从商，是在一个特定背景下的选择，因而也构成

了吏治困局的一个组成部分。 

 

 

社会治理的“协商”领域与“民主”机制——当下中国基

层协商民主的制度特征、实践结构和理论批判 

韩福国  张开平   

《浙江社会科学》（CSSCI）2015年第10期 

中国协商民主经过长期的制度实践,已经构成了地方政府创新的一个主要领域,本文在

协商民主的理论和案例研究梳理的基础上,尤其是集中于基层协商民主的具体制度实践上,

对当下协商民主开展的理论特征和实践结构进行了分析。中国协商民主的理论引入具有历

史的基础,呈现出国家治理需求的上层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促生了多个领域的协商民主的实

践,基层协商民主在行动主体上呈现出从社会组织到党组织等多样性,在开展领域上呈现出

从乡村治理到城市治理的宽范围,在实践议题上呈现出从环境治理到政治文化的多元性,在

参与形式和程序上呈现出多层次性。但中国协商民主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对协商结果追求

超越了民主诉求,追求意见征集的形式结果重于实践程序的合理性和透明性的制度要求。最

http://www.cnki.com.cn/Article/%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http:/search.cnki.com.cn/Search.aspx?q=author:%E9%9F%A9%E7%A6%8F%E5%9B%BD
http://www.cnki.com.cn/Article/%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http:/search.cnki.com.cn/Search.aspx?q=author:%E5%BC%A0%E5%BC%80%E5%B9%B3
http://www.cnki.com.cn/Journal/H-H1-ZJSH-2015-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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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我们提出了未来中国协商民主在七个层面开展的路径结构及其存在的挑战、困境。 

 

 

公共行政系 

 

政治生态变化中官员的公民身份认知回归 

竺乾威 

探索与争鸣（CSSCI） 2015年第6期 

官员通常集职业身份和公民身份于一身。我们以往对官员身份的认识更多的是看重他

的职业身份，强调对官员的道德制约，这与中国传统的“好人当官”的意识相关，也与官

民双方对官员身份的认知相关。在加强对官员进行监督的今天，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认

识官员的身份。官员的公民身份表明了他的理性经济人的一面，而官员的职业身份则表明

了他的社会性的一面。对这两种身份的全面认知和理解有助于对官员的监督和管理，也有

助于官民关系的改善。 

 

 

 

经济新常态下的公共治理创新 

李瑞昌 

探索与争鸣（CSSCI） 2015年第7期 

未来中国经济新常态发展应该是中低速增长，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再依赖于政府投资而依

靠科技创新。中国经济新常态可能会引燃经济繁荣所掩盖的长期社会矛盾，演化成为因价

值观、身份认同和社会阶层等分化而产生的社会冲突。然而，在经济新常态下消除社会冲

突、实现社会和谐，不能依靠改革开放以来的放权模式而需要分权模式，即建立分权式公

共治理。分权式公共治理不仅需要经济治理与社会治理步调一致，而且需要政治稳定、推

行统筹治理和建立新的协调制度，从而推动公共治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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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政府数据研究：概念辨析、关键因素及其互动关系 

郑磊 

中国行政管理（CSSCI）2015年第11期 

开放政府数据是近年来国内外电子政务和信息管理领域的热点研究方向。政府所采集

和保存的数据与公众的生产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在大数据时代,政府向社会公众开放其所保

有的数据,供社会进行增值利用和创新应用,将创造巨大的公共价值,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

展。本文对国内外有关开放政府数据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包括开放政府数据

的意义与概念辨析、开放政府数据的关键因素及其互动关系等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初步构建

了分析框架,提出了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跨域治理的 ISGPO 模型 

朱春奎  申剑敏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CSSCI）2015年06期 

跨域治理是指跨域事务的利益相关者,为了实现公共目标和解决共同危机所展开的合作

与管理活动。跨域治理的ISGPO模型包括初始条件、结构、治理、过程、结果五个维度,跨

域治理需要超越当前学术界对区域一体化"没有政府的治理"与"没有治理的政府"的争论,以

更深入地理解和研究多区域合作与多区域创新互动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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