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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简介·专著 
 

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 

朱明权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 5 月版 

《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根据作者多年来开

设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课程的教学体会以及

对相关问题进行的研究而写成。全书正文分

为七章。第一章提出了国际安全的定义，第

二章阐述了国际安全应追求的基本目标，第

三章分析了阻碍国际安全的各项目标实现的

威胁的由来，第四章讨论了实现国际安全的

单边主义的权力途径，第五章讨论了实现国

际安全的多边合作途径，第六章讨论了实现

国际安全的管理途径，第七章讨论了实现国

际安全的军备控制途径（一种特殊的管理途径）。 

 

基督教学术[第九辑] 

徐以骅、张庆雄主编 

上海三联书店  2011 年 3月版 

《基督教学术(第 9 辑)》的重点在于基督教，

尤其是中国基督教的历史和现状，包括对上述议题

的研究综述，书中收录了《西方传教士中的“三自”

理念之渊源与发展》、《徐光启与上海天主教开教》、

《从韦卓民先生看中国基督教会的历史和现状》、

《贺川丰彦与罗斯福总统——一位日本基督教领

袖的对美和平工作》、《中国大陆基督徒团体的宣教

运动——“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运动》、《香港基督教

保守源的文化保卫战》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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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政治学评论[第九辑] 

陈明明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 5 月版 

本辑《复旦政治学评论》的主题是“转型危

机与国家治理”，全书共分为 “中国政治”、“地

方基层社会治理”、“政治学研究”、“中国政治

史研究”和“学术综述”等五大版块。每一版

块都收录了对相关领域较有研究的学者的论文。

其中包括《复合民主：人民民主在中国的实践

形态》、《浙江农村村民自治中监督制度的几种

设计和安排及其启示》、《从比较政治学的逻辑

看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非常岁月的非常权

力机构：从“公社”到“革命委员会”》、《青少

年的政治倾向有多重要：政治社会化研究 50 年回顾》等文章。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十辑] 

唐世平  陈玉刚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 5 月版 

本辑《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的主题是“社群与主体意

识”，全书共分为“主题文章”和“理论探讨”两大版块。

收录的论文有《中国对外危机决策中的武力使用：一项

研究议程》、《以知识性为中心的知识社群如何可能》、《国

际关系的重新发现人性》、《天下秩序：一个中国式乌托

邦中的世界秩序》、《“金砖国家”经济转型的比较研究：

一个基于文献的分析》、《相互战略保证：一个防御性现

实主义的合作构建理论》、《经济相互依赖的和平效应：

文章述评与展望》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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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简介·论文 

 

国际政治系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欧盟能力的弱化 

薄燕   陈志敏 

国际问题研究   2011 年第 1 期 

 

欧盟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领导能力的

弱化，具体表现在欧盟对新一轮全球气候变化

谈判的进程和结果的影响力在下降，并在哥本

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从领导者沦为旁观者。影

响欧盟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领导能力发挥

的三个因素是气候变化谈判立场或者政策、谈

判策略和欧盟的国际行为体特性。哥本哈根会

议后欧盟围绕上述三个方面进行了调整，但这些努力的作用有限。 

 

环境与国际关系：一种区域性国际公关产品的视角 

黄河 吴雪 

国际展望 2011年第 2期 

 

后冷战时代，随着传统的 军事安全地位的相对下降，

全球环境问题正渗透到国际 关系领域成为许多国家对外

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甚至成 为国际冲突中的一个新热点，

对于全球环境问题，传统经济 学所提出的解决方法并不适

用，因此有必要对国际政治经 济学中的“国际公共产品”

力量进行改造和重构，提出 “环境类区域性国际公共产

品”的概念。有关国家为了本地区的环境安全而联合起来共同生成和维护环境类

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也必将称为今后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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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战后日本公共外交的演变与挑战 

——以外务省机构改革为中心 

包霞琴 松本久美 

日本研究集林 2010 年下半年刊 

 

二战后日本由于特殊的“战败国”身份，在外交上特别注重国家形象的重新

建构。日本外务省的公共外交主要通过两种形式展开：文化交流和对外政策传播，

政策传播期待短期效果，而文化交流期待长期效果。冷战结束后，日本泡沫经济

崩溃，经济陷入萎靡不振的缓慢发展阶段，日本为了保持和提升在国际社会的地

位和影响力，大力开展文化外交，特别注重“软实力”和“品牌国家”的建设。

公共外交虽是日本扩展其国家影响力的有力手段，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它还

面临着更艰巨的任务和挑战，主要体现在政府财政预算、政府部门间及非政府组

织间如何协调、日本公共外交明显的输出价值观动机等方面。 

 

 

中欧主权观分歧与其影响 

潘忠岐 高兴伟 

欧洲研究  2011年第 2 期 

  

历史上，主权是欧洲人发明，中国人被迫接受的概念；今天，主权是欧洲人

试图埋葬，中国人极力捍卫的原则。中欧在主权概念上存在明显的认知分歧。主

权观分歧对于中欧关系的影响总体上是消极的，使中欧之间容易孳生误解和争端，

使中欧更难再很多双边问题上达成一

致，并使中欧在第三方问题上的多变国

际合作复杂化。但主权观分歧并未妨碍

中欧建立战略伙伴关系。鉴于强化还是

弱化国家主权对于中国和欧洲来说具

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双方应积极携手管

理在主权问题上的认知分歧，通过相互

避免、相互保证和相互适应，打破中欧

关系中的主权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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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观念的缺失与构建 

——“概念分歧与中欧关系”国际研讨会综述 

潘忠岐 朱鸣 

欧洲研究  2011年第2期 

 

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欧关系虽取得长足发展，但始终受到“西藏

问题”、人权、市场经济地位、武器禁运以及非洲、伊朗核等问题的干扰，波折

不断。中欧关系甚至在 2008 年陷入历史性低谷。原因固然错综复杂，但在一定

程度上与中欧在核心政治概念上的认知分歧不无关系。鉴于此，复旦大学国际关

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和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于 2011年 1月 19日-20日在上海联合主

办“概念分歧与中欧关系”国际研讨会。中欧双方 30 多位大学学者、智库专家

和外交官员围绕六个主要概念（主权、人权、规范性权力/软权力、多边主义/

多极化、全球治理、战略合作伙伴），深入探讨了中欧之间的概念分歧及其根源，

客观分析了概念分歧对中欧关系的消极影响，并就双方应如何管理概念差异提出

了政策建议。 

 

对突尼斯和埃及局势的深度解读 

沈逸 

学习月刊 2011年第 3期 

 

2010 年岁末 2011 年初，一阵狂躁

的冲击波迅速席卷北非与中东地区：

突尼斯和埃及的国内政局因为突发事

件在短期内遭遇强烈挑战，大批凭借

新媒体组织起来的青年人在街头抗争

就动摇甚或颠覆了长期执政的强人政

权。部分媒体和研究者认为，这是一

场“全新”的革命，认定两起事件都

是推特、脸书等新媒体扩散的结果，而民众走上街头的主要动力是为了争取政治

权利，为了民主而奋斗。但事实上，这次冲击波的真正根源是缺乏科学发展而积

累社会矛盾的爆发，信息技术或者某些突发事件只是使这次战乱加快了速度，加

重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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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解密与白宫 

            ——斗而不破 

沈逸 

文汇报  2011 年 1 月 21 日 

自 2010 年 3-4 月维基揭秘披露美军直升机射杀路透社记者的录像，到 11

月披露美国国务院内部电文——即电报门事件，由“外星人”阿桑奇领衔的维基

揭秘与美国政府上演了一幕堪比好莱坞大片的活剧。政治观察者们依据此间美国

政府的新闻发布与西方主流媒体的评论，大多认为两者之间的“激烈斗争”还将

持续很长时间。然而进入 2011 年 1 月时，事情似乎发生了转机——1 月 19 日，

《纽约时报》、路透社等媒体相继披露了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的评估报告，“维

基揭秘披露的外交电文仅对美国海外利益构成了‘有限威胁’”。上述调门变化某

种程度上预示着现在到了认真思考维基揭秘与美国政府微妙关系的时候了。透过

这种思考，人们不仅可以深入理解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博弈，还有助于更好地理解

互联网新媒体、非政府组织、媒体与政府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将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乃至重塑国际关系体系的某些游戏规则。 

 

应对“明日帝国”的挑战 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信息与国家 

——从“谷歌退出中国”事件说起 

沈逸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2010 年第 1 期 

 

信息技术的高速扩张使网络成为了

新兴的第五种权力。意识到这个问题的

国家、占据垄断地位的跨国公司以及反

应敏捷的非政府组织，正在形成一种非

正式的联盟。如果不加应对，这种联盟

有可能成为一种全新的帝国形态。“谷歌

退出中国”事件因此成为了一个具有指

标性意义的事件。借助于技术、制度和

心态上的调整，国家不但能有效应对这

种全新的挑战，而且有助于促进国际体

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重组,推动一种新的国际体系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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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对软实力概念的不同认知及对双边关系的影响 

宋黎磊 陈志敏 

欧洲研究  2011 年第 2 期 

软实力概念自约瑟夫·奈提出以后，迅

速进入了各国的对外政策话语体系。中欧在

软实力概念的使用中在软权力资源、软实力

目标、软实力运用、软实力主体和软实力外

交的地位五个方面存在着明显的认知差异，

这些差异对双边关系带来了四方面的负面影

响：价值观差异带来的政策分歧、软实力使

用方式差异引发的政策冲突、软实力外交的地位差异产生的外交议程错位，以及

软实力主体差异导致欧洲民间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冲撞。 

 

宗教因素与当前中美关系 

徐以骅 

国际问题研究 2011 年第 3期 

 

在西方基督教会全面离开中国 60 年后的今天，宗教再度成为中美关系中的

重要因素。目前中美宗教交往已进入“后传教时代”，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加多样化。中美关系是不断发展的动态关系，即使在一些通常认为是两个关系的

“问题”或“结构性分歧”的领域，交流和沟通对促进两个关系具有积极作用。 

 

“中国外交体制、运作创新与中国外交研究创新”研讨

会综述 

张骥 赵珊珊 

外交评论 2011 年第 1期 

 

2010 年 8月 23 日，第九届全国外交学学科建设暨“中国外交体制、运作创

新与中国外交研究创新”研讨会在复旦大学成功举行，国内多所高校的 50 余位

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与会者结合我国外交实践和外交学研究、教学的新形势

和新挑战，分别就中国外交的理念创新、中国外交的制度创新、中国外交的新视

野以及中国外交学学科建设等四大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不仅推动了外交学教学

研究机构间的科研成果、教学经验的交流，也有助于各部门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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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系 

 

试论大学生研究中的数据挖掘 

邱柏生 

思想教育研究，2011 年第 1 期 

 

运用数据挖掘理论和技术对既有的海量大学生研究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解

读，提取有用的知识，包括有关规则、模式、规律性等，具有不可忽视的必要性。

由于数据挖掘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边缘性理论和技术，所以大学生研究中的数据

挖掘，需要多学科的协同努力。 

 

我国青年政治社会化亟须“释疑与养成” 

——论我国政治社会化的发展及创新 

赵渭荣 李忆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1 年第 2 期 

 

任何统治阶级要想维护并巩固其统治，就必须

努力通过政治社会化使其成员他的政治价值、传统

和规范，并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从新中国成

立至改革开放前夕，政治社会化的“指导性”色彩

越来越浓，呈现出单向灌输、政治运动、目标超前

等特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社会化批判继

承以往的优良传统，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彰

显以人为本、注重交流、营造文化等适应时代的“自

然”性特点，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我国青年政治社会化亟须在“释疑与养成”

方面着力创新，以寻求突破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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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思潮的影响特征看如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

引力 

邱柏生 左超 

思想政治教育，2010 年第 12期 

 

当代社会思潮发生影响的主要特征有：内容表现的社会现实性、观点述方式

的新颖性和生动性、专注于影响力的渗透性等。根据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价值观

的主要特征，从方法论角度借鉴社会思潮影响力的构成要素，来考量增强思想政

治教育的吸引力，要善于分析和处理的问题有：增强教育内容的社会现实性和生

活化、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力和增加教育活动的生动性和鲜活力等。 

 

村民委员会选举中的选票设计与民主质量 

何俊志 朱忠壹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2期 

 

本文以现有文献所呈现出的选票样式为样本，系统的比较了具有代表性的五

种村民委员会选举中的选票样式。在分别评论各种选票样式优劣的基础上，肯定

了现有了各种选票样式对于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也指出了各种

选票样式所共同反映出的思维

定势和盲区。结合比较选举制

度的基本理论，选票样式应有

进一步发展的三个空间：在现

有法律体系下设计更为多样化

的选票样式的可能性；在明确

定位村民委员会性质的前提下

确定不同类型的政治组织所要求的选举制度及选票样式；在突破绝对多数决定的

基础上减少动员成本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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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治安理论主要模式及其发展趋势 

陈周旺 申剑敏 

国外社会科学，2011 年第 3 期 

 

国外治安理论可以划分为转型理论、“破窗”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三种主要

的理论模式。近年来这三种理论都将重心放在社区治安上。从阻吓理论、“破窗

理论”到“问题导向警政”的演进，社区治安理论经历了从“技治主义”向“空

间主义”的范式转变，使空间理论成为社会治安研究的主流阐释，其中心议题是

将治安权归还社区，

激励基层社区力量

积极参与治安管理。

另一方面，由于体

制、文化因素以及

理论本身的缺陷，

国外治安理论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迈向多动力选举：党组织在社区选举中的角色转型 

熊易寒 姚银科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1 年第 2 期 

 

在当前的社区选举过程中，党组织主导的选

举委员会构成了唯一中心，候选人则居于边缘位

置，其活跃程度甚至低于楼组长等积极分子。社

区选举因该由当前的单一动力选举向多动力选

举过渡，形成党组织主导的多元社区参与格局；

而这一转型的前提是：社区党组织形成有嵌入型

政党向联接型政党转变，同时大力推进社会共同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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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化、去官僚化及其平衡：对西方公共行政改革的一

种解读 

竺乾威 

澳门公共行政杂志  2011 年第 1期 

 

可以把新公共管理和新公

共服务的改革理解为从两个不

同方面对传统公共行政官僚化

的一种纠正，但这一纠正都产生

了一种去官僚化的结果和倾向。

这导致整体性治理对去官僚化

的再纠正。西方的公共行政改革

似乎以一种“之”字形的方式前

行。官僚制的内在张力决定了在

官僚化和去官僚化两者之间取

得平衡的难度，但它不妨碍每次改革后所取得的进步。 

 

 

数目字管理与人本的回归 

竺乾威 

中国行政管理  2011 年第 3 期  

 

数目字管理事实上是一种理性的管理方式，但它在今天的滥觞却导致了人性

受到压抑和理性的非理性化。其非理性化在公共管理领域表现为技术压倒政治、

目的与手段分离、人性的压抑与人际互动的弱化。管理向人本的回归既是管理的

本真，也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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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主视野中的我国选举法修改 

浦兴祖 

复旦学报  2011 年第 2期 

 

 现代意义上的选举乃权力委托行为。当代中国先后制定了两部选举法，并对

第二部选举法进行过五次修改。在 2010

年地修改中，最为夺目的亮点无疑是“城

乡同比”。这一修改，在公民权利人人平

等意义上的进步是应当充分肯定的。它

对选举时间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代表

名额的分配上。2010 年修改中尚有诸多

亮点值得关注与思考。民主发展不可止

步于选举法修改。而需要重视修改后选

举法的落实，以此推进选举实践的不断

完善；需要切实发挥各级人大的效能，全面推进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的发展；需

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大部制改革：问题与前景 

  竺乾威 

21 世纪的公共管理机遇与挑战 第三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  

 

五个大部在此次改革中以及建立。

此次大部制的改革规模不大，在某种

程度上可以说具有一种试验的性质。

从这个意义上讲，大部的运作将影响

大部体制在未来的发展。如果运作不

好，大部制难免会重蹈被再度撤散的

覆辙。要使大部制发挥预想的作用，

在建构大部以及大部运作时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利益补偿问题、领导

人的选择和配备问题、部门整合问题、文化再造问题以及政治体制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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