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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多边主义”：理论意义与中国实践

 作者：张玉环、王文起

 作者简介：张玉环，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文起，习近平外交

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所属期刊：国际观察 . 2025 (01)

【内容提要】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国

际社会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践行多边主义精神。然而，多边主义理念遭遇异化和曲解，

个别国家为维护自身霸权利益，采取“小圈子的多边主义”“本国优先的多边主义”

“有选择的多边主义”等“伪多边主义”行动，使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受到重大冲击。

在国际社会对什么是多边主义、多边主义的未来应该去向何方等问题存在疑问之际，

中国积极正本清源，提出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为解决全球性挑战提供了中国智

慧和中国方案。“真正的多边主义”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目标，以共商共建

共享为基本原则，以国际机制为坚实依托，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思想指引。中国提出

“真正的多边主义”，有利于完善多边主义理论，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有利于辨

明“真伪多边主义”，确保世界多极化进程稳定发展；有利于提升多边外交有效性，

为应对全球性挑战凝聚合力。中国是“真正的多边主义”倡导者，更是行动者和实践

派。新时代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建设，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加强区域合作，提出“一

带一路”和三大全球倡议，为多边主义注入源源不竭的新动力。

【关键词】“真正的多边主义”；国际组织；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基金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美国塑造国际组织的逻辑及中国的对

策研究”(项目批准号：23CGJ031)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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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关键词

·导言

·多边主义学理研究的演进发展

·多边主义理念与实践的异化

 (一)“小圈子的多边主义”愈发盛行

 (二)“本国优先的多边主义”不断抬头

 (三)“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危害昭著

·“真正的多边主义”及其内涵要义

 (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目标

 (二)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

 (三)以国际机制为坚实依托

 (四)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思想指引

·“真正的多边主义”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有利于完善多边主义理论，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发展

 (二)有利于辨明“真伪多边主义”，确保世界多极化进程稳定发展

 (三)有利于提升多边外交有效性，为应对全球性挑战凝聚力量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的中国方案

 (一)推动建设更加有效的国际组织

 (二)完善更加包容的全球治理体系

 (三)深化拓展区域和次区域合作

 (四)推行解决全球性挑战的多边方案

·结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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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中国政党外交的历史演进与主要功能

 作者：兰曾妮

 作者简介：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所属期刊：国际观察 . 2025 (01)

【内容提要】政党外交作为国家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国家关系发展和党

际关系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本文首先考察了国内学术界关于中非命运共同体和中非政

党外交的研究进展，厘清了政党外交的内涵及特征，阐释了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与中

国国家外交的关系和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依据；并基于

此，梳理了中非命运共同体视野下中国政党外交演进的历史脉络，尤其分析了在中非

命运共同体框架下全面开展中非政党外交、助力中非务实合作的实践经验；进而对中

非命运共同体视野下中国政党外交的价值贡献进行了挖掘，发现其主要体现在协商功

能、引领功能和经济功能这三重维度。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本文还探究了未来中非政

党外交的发展路径，认为需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引领，以中非现代化助力“全球南方”

现代化为根本落脚点，以三大全球倡议为根本遵循，以深化中非传统友谊为初心，从

而更好发挥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政党外交力量。

【关键词】政党外交；中非关系；中非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外交思想；外交创新

【基金资助】2022 年度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党建纪检专项“马克思恩格斯建

党理论及其新时代创新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22SKDJ018)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大纲】

·内容提要、关键词

·问题提出

·中非命运共同体视野下中国政党外交的基本理论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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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外交的内涵及特征

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与中国国家外交的关系

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依据

∙ 1.中国特色政党外交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契合

∙ 2.中国特色政党外交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功能协同

·中非命运共同体视野下中国政党外交的历史演进脉络

第一阶段(1949—1978 年)：初步接触、探索了解

第二阶段(1978—1990 年)：正式启动、迅速发展

第三阶段(1990—2012 年)：摆脱困境、日益蓬勃

第四阶段(2012 年—)：在中非命运共同体框架下全面开展中非政党外交、助

力中非务实合作

·中非命运共同体视野下中国政党外交的主要功能

协商功能：以中非政党外交共商机制建设，推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

引领功能：以中非政党外交加强经验交流，推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

经济功能：以中非政党外交促进经济互补，推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

·着眼未来对中非命运共同体视野下中国政党外交发展的路径思考

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引领，拓展中非政党外交新局面

以中非现代化助力“全球南方”现代化为根本落脚点

以三大全球倡议为根本遵循

以深化中非传统友谊为初心

·结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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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地缘冲突与地区安全秩序重塑

 作者：田文林

 作者简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

 所属期刊：当代世界 . 2025 (03)

【内容提要】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中东地缘冲突加剧并呈现出新特征。巴

以冲突双方损失惨重，伊朗与以色列矛盾成为中东主要矛盾，非国家行为体活跃加剧

中东地缘冲突不确定性。中东地缘冲突使中东安全秩序呈现新态势，地区“缓和潮”

重新转向“动荡潮”，巴勒斯坦问题重新成为地区焦点，以伊朗为首的“抵抗阵线”

影响力大增，但目前元气大伤。叙利亚政权更替导致中东安全局势充满不确定性。在

中东安全秩序重塑进程中，叙利亚政局或将出现动荡化、碎片化、宗教化趋势，伊朗

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增多，土耳其影响力将进一步扩大，巴勒斯坦问题恐将再度被边缘

化，中东国家的战略自主倾向将进一步提升。

【关键词】巴以冲突；中东；地缘冲突；安全秩序

【文章大纲】

·内容提要、关键词

·导言

·新一轮中东地缘冲突的主要特征

巴以冲突双方损失惨重

伊以矛盾取代阿以矛盾成为中东地缘冲突的主要矛盾

非国家行为体“搅局”加大中东地缘冲突的不确定性

·地缘冲突下的地区安全秩序

中东安全格局重新从“缓和潮”转向“冲突潮”



·中东非洲研究·

6

“抵抗阵线”产生巨大影响，但也付出巨大代价

巴勒斯坦问题重新成为中东政治的核心议题

·中东安全秩序重塑的前景

叙利亚政局走向充满不确定性

伊朗与以色列攻守易势，伊朗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

土耳其在中东地区影响力持续扩大

巴勒斯坦问题面临再度被边缘化的窘境

特朗普重新掌权将进一步激化巴以矛盾，并加大中东国家的战略自主倾向

·参考文献

加沙重建：阿盟有了自己的“路线图”

 作者：余国庆

 作者简介：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所属期刊：世界知识 . 2025 (07)

【内容提要】<正>进入 2025 年以来，随着加沙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的艰难推进，

围绕加沙地带实现永久停火和战后重建的各方博弈更趋激烈。3 月 4 日，在埃及首都

开罗召开的阿拉伯国家紧急峰会上，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通过了埃及提出的加沙

重建计划，除美国和以色列反对外，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普遍表示支持。

【文章大纲】

·导言

·阿盟计划有何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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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埃及立场

·实施困难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巴以冲突背景下约旦对耶路撒冷圣地管辖权的困境与展望

 作者：葛宇阳

 作者简介：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2022 级博士研究生

 所属期刊：阿拉伯世界研究 . 2025 (01)

【内容提要】耶路撒冷地位和阿克萨清真寺归属权一直是巴以冲突中极为敏感与

复杂的问题，关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自被赋予耶路撒冷圣地管辖权以来，约旦哈希

姆王室在解决圣城和圣地问题中扮演重要角色，通过积极斡旋冲突以维护和强调自身

圣地守护者形象，同时巩固王室的统治合法性，从而赢得国际尊重、提升约旦的国际

地位。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爆发导致哈希姆圣地管辖权陷入困境，面临新的安全挑战，

约旦调节冲突的能力正日益减弱。本文在巴以冲突的背景下研究约旦的圣地管辖权，

通过完整梳理其历史源流、现实意义和当前困境，尝试进一步理解约旦在巴以冲突中

的立场，并探讨其在解决圣城和圣寺问题中的潜在作用。

【关键词】耶路撒冷圣地管辖权；耶路撒冷地位问题；阿克萨清真寺；巴以冲突；

约旦

【基金资助】2024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东和平的治理困境变化和

中国的对策研究”(24BGJ078)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大纲】

·内容提要、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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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约旦对耶路撒冷圣地管辖权的历史源流与现实意义

约旦对圣地管辖权的缘起和演变

圣地管辖权对约旦的现实意义

∙ 1. 维持统治合法性、构建“哈希姆认同”的需要

∙ 2. 赢取国际地位、博取国际社会尊重的手段

·巴以冲突中约旦对圣地管辖权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以色列日益激进的行为

美国在耶路撒冷地位问题上的政策转变

外部国家对圣地管辖权的争夺

约旦的应对措施

·新一轮巴以冲突对耶路撒冷圣地现状与约旦管辖权的影响

以色列极右翼势力持续破坏圣地现状

约旦国内政治力量变化与约以关系持续恶化

地区政治力量重组与国际约束力不足

·结语

·参考文献

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政策及其影响因素与特点

 作者：孙慧敏

 作者简介：河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所属期刊：阿拉伯世界研究 . 2025 (01)



·中东非洲研究·

9

【内容提要】自 1948 年以来，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久拖未决且日趋严重。约旦作

为接收巴勒斯坦难民最多的国家之一，七十多年间，其巴勒斯坦难民政策经历了从开

放、收缩到压制的变化。在具体的政策实施内容上，文化方面的政策始终如一，即同

化巴勒斯坦难民；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的措施看似相反，实则相承，基本上是直接

或间接地服务于政治需求。约旦巴勒斯坦难民政策的影响因素十分复杂。国内因素方

面，政治上经历了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向约旦民族主义的蜕变，经济上经历了从机遇到

压力的变化；国外因素方面，区域内从国家间的博弈到动荡局势的影响，国际上由英

国的支持到美国的掣肘与收缩。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政策具有系统性、针对性、自主

性和包容性等特点。对于境内的多数巴勒斯坦难民而言，约旦的政策让他们缺乏归属

感，渴望回归故土。回归权对于巴勒斯坦难民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约旦；巴勒斯坦难民政策；难民；回归权

【基金资助】202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编中东国家通史(多卷本)”

(LSYD2102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西北工业大学约旦研究中心的资助

【文章大纲】

·内容提要、关键词

·导言

·约旦巴勒斯坦难民的渊源

 (一)巴勒斯坦难民问题概述

 (二)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

·约旦巴勒斯坦难民政策的历史流变

 (一)阿卜杜拉一世时期软硬兼施的开放政策

∙ 1.军事上，接管巴政府机构，镇压巴民族主义运动，招募巴难民入军队

∙ 2.政治上，设立难民服务机构，向巴难民开放国籍和政权

∙ 3.经济上，统一两岸货币，消除贸易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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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文化上，同化巴难民，试图抹去“巴勒斯坦”标签

 (二)侯赛因时期步步为营的收缩政策

∙ 1.政治上，削弱巴勒斯坦人的政治地位，加强对难民营的监管

∙ 2.经济上，向巴难民提供援助，限制约旦河西岸的工、矿、农业发展

∙ 3.军事上，继续镇压巴民族主义运动，限制巴裔约旦人参军比例及其级别

∙ 4.外交上，与西岸断绝联系，限制巴难民获取国籍，与多国合作遣返部分难

民

 (三)阿卜杜拉二世时期泾渭分明的压制政策

∙ 1.政治上，压缩巴裔约旦人议会代表份额，取消部分巴裔约旦人的国籍

∙ 2.经济上，支持改善巴勒斯坦难民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

∙ 3.文化上，淡化“巴勒斯坦裔”标签，削弱其影响力与号召力

∙ 4.外交上，严格限制、禁止巴勒斯坦人入境，拒绝接受新的巴难民

·约旦巴勒斯坦难民政策的影响因素

 (一)软硬兼施的开放政策的影响因素

∙ 1.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响与发展经济的考量

∙ 2.与埃及的较量、西岸部分上层的意愿和英国的支持

 (二)步步为营的收缩政策的影响因素

∙ 1.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落、约旦民族主义的形成与从经济动力向压力的转换

∙ 2.与埃及的持续较量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发展

∙ 3.以色列的“替代国”计划和美国的掣肘

 (三)泾渭分明的压制政策的影响因素

∙ 1.约旦民族主义的发展与经济压力的增加

∙ 2.区域的动荡局势与美国的战略收缩

·约旦巴勒斯坦难民政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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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从政策内容来看，约旦的巴难民政策具有协同性、系统性

 (二)从实施对象来看，约旦的巴难民政策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三)从制定过程来看，约旦的巴难民政策具有一定的自主性

 (四)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相比，约旦的巴难民政策更具包容性

·结语

·参考文献

叙利亚结束过渡状态“遥遥无期”？

 作者：李海鹏

 作者简介：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助理教授

 所属期刊：世界知识 . 2025 (06)

【内容提要】 <正>去年 12 月 10 日穆罕默德·巴希尔被任命为叙利亚过渡政府

总理时，宣布其政府将于 2025 年 3 月 1 日解散。时至今日，叙过渡政府仍在执政，

经两次推延，叙政治过渡进程目前已被延长至五年。诚然，叙距离实现国家重建的目

标仍任重道远，但在主政近三个月后，叙过渡政府及其领导人在巩固国内权力基础方

面已有“小成”。

【文章大纲】

·导言

·在大马士革复制“伊德利卜模式”

·外交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两大议题掣肘过渡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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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塔利班内斗会如何演变

 作者：朱永彪、胡宁

 作者简介：朱永彪，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副所长；胡宁，阿富汗研究中心科研助

理

 所属期刊：世界知识 . 2025 (07)

【内容提要】<正>近期，阿富汗塔利班（阿塔）的内部矛盾再次引起国际社会关

注。2 月，有报道称，阿富汗伊斯兰党领导人希克马蒂亚尔表示，阿富汗形势正“岌

岌可危”，阿临时政府内部派系对抗“变得紧张”。事实上，阿塔内部长期存在派系

纷争，但又一直呈现“分而不裂”“斗而不破”的特点。自 2021 年 8 月阿塔再次掌

权以来，阿塔内部主要矛盾从“温和派”与“强硬派”的斗争演变为“务实派”与“保

守派”的角力，这反映出阿塔内部矛盾已从单纯的权力之争变为权力和执政理念之争

并存的状态。

【文章大纲】

·导言

·“温和派”与“强硬派”矛盾突出

·削弱“务实派”

·内斗前景不明

从阿拉伯化到约旦化——约旦对境内巴勒斯坦人民族整合道路的历史演化

 作者：田鸿涛、闫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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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田鸿涛，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闫伟，西北大学中东研究

所教授

 所属期刊：世界民族 . 2025 (01)

【内容提要】约旦的民族建构伴随着其领土的变迁，以及由此引发的人口变动。

约旦对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整合的核心议题在于，在两个族群中构建统一的民族认同和

历史记忆。奥斯曼帝国解体后，大叙利亚地区的地缘空间裂变，呈现出多样化的泛民

族主义认同。外约旦建国初期寻求大叙利亚乃至阿拉伯世界的统一。1948 年，外约旦

控制约旦河西岸，以阿拉伯属性整合当地的巴勒斯坦人，建立起西岸人(巴勒斯坦人)

和东岸人(约旦人)分权的政治模式，也造成了巴勒斯坦人成为外约旦多数派的现实。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约旦逐渐失去了对西岸地区的控制，遂聚焦于东岸地区

的民族建构。在某种程度上，约旦形成了东岸人在政治上掌权，巴勒斯坦人在经济上

崛起，约旦哈希姆王室居中平衡的局面，虽然约旦的族际关系相对稳定，但仍面临挑

战。

【关键词】约旦；巴勒斯坦人；民族整合；阿拉伯化；巴以问题

【基金资助】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21VGCQ015)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大纲】

·内容提要、关键词

·导言

·一、外约旦建国初期民族建构的地理空间选择

 (一)“大叙利亚”的裂变与外约旦建国

 (二)“大叙利亚”多元民族认同观念的兴起

 (三)外约旦控制西岸与巴勒斯坦人问题的出现

·二、约旦对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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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约旦对巴勒斯坦人的政治整合

 (二)共享的历史叙事与历史记忆的构建

 (三)约旦对巴勒斯坦人民族整合的限度

·三、约旦对东岸巴勒斯坦人民族整合道路的调整

 (一)第三次中东战争后约旦对西岸地区的取舍

 (二)由族际分权向同一化的整合模式转变

 (三)约旦民族文化认同的本土化

·四、余论

·参考文献

跨国视角下的宗教网络与现实政治——以中东地区萨拉菲主义为例

 作者：孙晓雯

 作者简介：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

研究院研究员

 所属期刊：世界宗教研究 . 2025 (02)

【内容提要】在跨国视角下观察，人们发现宗教行为主体往往通过旅行、通讯、

宗教教育以及各类共享资源构建起复杂的跨国宗教网络。本文认为，当今中东地区萨

拉菲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实质上是萨拉菲主义宗教网络的形成、扩张和分化过程导致

的一种社会现象。宗教权威解释的非制度化，以及以海湾国家为向心的大规模移民浪

潮，在特定的地缘政治格局下，导致了萨拉菲主义宗教网络不断扩张，以及其弥散、

非正式性的特征。萨拉菲主义宗教网络与政治现实之间具有双向互动性。通过跨国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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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源整合，萨拉菲主义宗教网络的社会影响力在地区政治动荡中转化为政治能力，

但地方政治环境和地缘政治变化仍是塑造宗教网络的主导性因素。

【关键词】跨国宗教网络；萨拉菲主义；全球化；现代化

【文章大纲】

·内容提要

·导言

·一、宗教知识“客体化”与萨拉菲主义的传播

·二、萨拉菲主义宗教网络的形成机制

·(一)宗教学者和宗教组织作为网络“节点”

·(二)宗教网络跨国发展的驱动力——移民

·(三)宗教网络的经济基础

·三、地缘政治对萨拉菲主义宗教网络的塑造

·(一)一战后萨拉菲主义跨国宗教网络的初现

·(二)意识形态对抗与萨拉菲主义宗教网络的扩张

·(三)海湾战争与萨拉菲主义跨国宗教网络的分化

·四、萨拉菲主义宗教网络对现实政治的影响

·五、地缘政治变动中的萨拉菲主义宗教网络

·结语

·参考文献

阿亚图拉卡沙尼与伊朗什叶派政治运动的转型

 作者：李炫璇、韩志斌



·中东非洲研究·

16

 作者简介：李炫璇，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韩志斌，西北大学中东研

究所教授

 所属期刊：世界宗教研究 . 2025 (01)

【内容提要】近代伊朗什叶派政治运动的兴与变是理解 19—20 世纪伊朗政教关

系的关键之匙，卡沙尼在运动转型过程中扮演了起承转合的角色。他积极从什叶派乌

莱玛在烟草抗议运动和立宪革命的斗争中汲取经验，结合伊朗的历史实际，推动了伊

朗什叶派政治运动的转型。立宪革命以降，伊朗的宪政因其浓厚的宗教色彩成为“宗

教的宪政”,卡沙尼审时度势，他将具有现代政治色彩的“宪政话语”用于宗教学者领

导的政治运动中，同时主张宗教学者在政治运动中与知识分子合作，这为伊朗什叶派

政治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此外，卡沙尼视野开阔，斗争手段多元，斗争路线与目

标明确，其政治思想的有效性最终得到石油国有化运动的检验。什叶派政治运动范式

的革新为什叶派乌莱玛参政提供了理论保障，并最终赋予其发动革命，颠覆既有秩序

的能力，从而为 1979 年伊斯兰革命的爆发扫清了障碍。

【关键词】阿亚图拉卡沙尼；什叶派政治运动；乌莱玛；伊朗

【基金资助】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中东史学通

史(五卷本)”(项目号 23VLS027)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大纲】

·内容提要

·导言

·一、阿亚图拉卡沙尼政治思想的形成与早期践行

·二、赓续传统：卡沙尼政治践行中的传统要素

 (一)以伊斯兰国际主义原则为基本指导思想

 (二)以反对英帝国主义为首要斗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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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以巴扎商人为中介，密切联系群众

·三、革故鼎新：卡沙尼政治行为中的创新要素

 (一)强调使用“宪政话语”，拉进与世俗知识分子的距离

 (二)综合运用多种途径领导政治运动

·四、结语

·参考文献

犹太神秘主义中的喀巴拉阐释学——以本雅明为例

 作者：陈影

 作者简介：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世界文学与全人

类共同价值研究中心研究员

 所属期刊：世界宗教文化 . 2025 (01)

【内容提要】本雅明思想中所蕴含的犹太喀巴拉神秘主义是一种具有马克思主义

品格的喀巴拉阐释学，它暗合了本雅明对神学的理解与需求。借由犹太喀巴拉神秘主

义传统中的辩证维度，本雅明对《创世记》进行了一种兼具喀巴拉维度与马克思主义

品格的阐释。由此可以看出，本雅明整合了犹太喀巴拉神秘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希望

两者如同“驼背小人”与“木偶”般联手，在对现代性社会的批判大业中战无不胜，

实现一种本雅明意义上的救赎。

【关键词】本雅明；犹太喀巴拉神秘主义；马克思主义

【基金资助】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犹太喀巴拉神秘主义对本雅明文化批判理论的

影响研究”(编号：23BZJ062)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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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大纲】

·内容提要、关键词

·导言

·一、《托拉》的四十九层含义——犹太喀巴拉神秘主义的辩证维度

·二、“一个喀巴拉主义者的《创世记》”

·三、本雅明思想范式中的“雅努斯风貌”：犹太喀巴拉神秘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的联合

·参考文献

非洲哲学的本土话语：起源、概念及观点探究

 作者：李安山

 作者简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所属期刊：世界哲学 . 2025 (02)

【内容提要】非洲是否有哲学?这一问题对非洲学者而言是一个情感之问或偏见

之问，而非学术问题，他们更关心的是非洲哲学的本质及其在世界哲学中的地位。本

文探讨了非洲哲学史中涉及本土话语的五个议题：哲学概念的非洲起源及其对希腊的

影响、对希腊哲学的质疑与非洲早期哲学家、近现代非洲哲学家及其观点、非洲哲学

中的几个概念以及非洲哲学的非殖民化等。只有在研究中多关注非洲哲学的本土性，

才能更好地将它作为世界哲学的组成部分并全面认识非洲哲学。

【关键词】非洲哲学；哲学的起源；本土话语；非殖民化；希腊哲学

【基金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不结盟运动文献资料的整理、翻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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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1961~2021)”(项目编号：18ZDA205)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大纲】

·内容提要、关键词

·导言

·一、哲学概念的非洲起源及其对希腊的影响

·二、对希腊哲学的质疑及非洲早期哲学家

·三、近代非洲哲学家及其观点

·四、非洲哲学中的几个概念

·五、非洲哲学及其概念的非殖民化

·六、余论

·参考文献

动荡变革期非洲政党政治发展的新态势

 作者：沈晓雷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南非研究中心副主任

 所属期刊：当代世界 . 2025 (03)

【内容提要】近年来，非洲大陆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多国发生军事政变和内部

冲突。伴随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国家治理困境持续冲击政治发展进程，战略自主与联

合自强催生地区国家再次觉醒。在此背景下，非洲政党政治呈现新的发展态势，突出

表现为政党政治发展两极化、政党力量格局碎片化、政权党际更替常态化、多党选举

争议频繁化、民众支持选举意愿弱化。尽管如此，与乱象频出的美西方政党政治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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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政党政治总体来说保持稳定发展状态。加强党的建设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是非

洲国家执政党摆脱选举争议等老问题并长期执政的关键。

【关键词】非洲政党政治；动荡变革期；多党选举；选举争议

【基金资助】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重点学科“世界经济学”资助（编

号 DF2023ZD34）

【文章大纲】

·内容提要、关键词

·导言

·政党政治发展两极化

·政党力量格局碎片化

·政权党际更替常态化

·多党选举争议频繁化

·民众支持选举意愿弱化

·结语

·参考文献

非洲联盟推进地区安全治理体系建设的政策与成效评析

 作者：赵雅婷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南非

研究中心秘书长，主要研究非洲国际关系与非洲发展问题

 所属期刊：国家安全研究 . 2025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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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15 年推出的《2063 年议程》标志着非洲进入自主发展新阶段，

非盟自此从宏观综合视角推进地区安全治理体系建设。在理念和制度层面，非盟在综

合安全观指引下关注人的安全，奉行“非洲问题非洲解决”原则，搭建起非洲大陆、

区域、国家和外部行为体互动的多层安全治理架构。在行动和实践层面，非盟从能力

建设角度强化和平与安全架构的各项职能，增进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非洲治理架构

的协同效应，创设更多临时安全机制应对具体安全议题，推动地区安全治理取得些许

积极成效。当前，非盟安全治理的效果仍受规划悬浮与行动失配之间、内部自主与外

部依赖之间、大陆主导与区域协调之间的矛盾等多重因素制约。未来，“以联合促发

展、以发展促治理、以治理促安全”或将是提升非盟安全治理有效性的破解之道。

【关键词】非洲联盟；安全治理；自主发展；能力建设

【基金资助】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项目号：DF2023ZD34）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文章大纲】

·内容提要、关键词

·导言

·一、非盟地区安全治理的理念演进与架构建设

（一）自主发展背景下非盟安全治理理念的演进

∙ 首先，非盟安全治理观念扩展，由传统冲突解决向整体综合安全观迈进

∙ 其次，非盟安全治理理念的关注重点发生较大改变，由“国家安全”转向

“人的安全”

∙ 最后，非盟安全治理理念逐步完善，对安全议题的“非洲问题非洲解决”

原则进行了多层解读和广泛应用

（二）非盟多层安全治理架构的搭建与完善

∙ 在大陆层面，非盟作为最具合法性的区域治理机构和地区安全治理架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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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主导安全治理的机构建设、关系协调以及地区安全事务的统筹治理

∙ 在区域层面，区域经济共同体和地区机制是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关键力

量

∙ 在国家层面，成员国的行为受到非盟相关原则的约束和引导，是应对安全

冲突的首要力量

∙ 在国际层面，域外行为体的支持与配合是非盟开展安全治理行动的重要力

量

·二、非盟对地区安全治理的自主探索与创新实践

（一）加强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建设

∙ 第一，提升冲突管控和解决能力

∙ 第二，增强军事部署能力

∙ 第三，完善安全筹资能力

（二）推进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与治理架构的协调

（三）依托临时安全机制应对具体安全议题

·三、非盟参与地区安全治理的困境与挑战

（一）规划悬浮与行动失配之间的矛盾

∙ 其一，非盟安全治理理念过于理想化，认知度和普及度不高

∙ 其二，非盟安全治理政策与现实匹配度较低，成员国遵守和执行动力不足

∙ 其三，非盟安全治理架构在执行过程中问题百出

（二）内部自主与外部依赖之间的矛盾

∙ 第一，制度建设多效仿

∙ 第二，行动部署被牵制

∙ 第三，资金支持受局限

（三）大陆主导与区域协调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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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非盟安全治理的权威性、合法性遭遇挑战

∙ 其次，次区域组织依托“辅助性原则”扩大话语权

∙ 最后，区域国家尤其是区域大国秉持主权原则牵制了非盟的行动

·结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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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 2.0 美国中东政策的“变”与“不变”

 作者：牛新春

 作者简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所属期刊：当代世界 . 2025 (02)

【内容提要】特朗普二进白宫，美国中东政策将呈现出“变”与“不变”的双重

特征。美国中东战略收缩的态势不会变，美国打压伊朗、推动阿以和解的方向不会变。

同时,为适应中东形势新变化，加之特朗普的个性，美国对以色列、伊朗、沙特和土耳

其的政策会有明显变化。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政府政策目标会存在诸多矛盾，行政团

队内部难以协调，中东形势又变化多端，美国中东政策将呈现明显的不确定性。

【关键词】特朗普；美国中东政策；中东格局

【基金资助】2022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阿拉伯文明西传的路径与影

响研究”(项目批准号:22&ZD251)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大纲】

·内容提要、关键词

·导言

·特朗普 2.0 美国中东政策的三个“不变”

·特朗普 2.0 美国中东政策的四个“变”

·特朗普 2.0 美国中东政策的不确定性

·参考文献

“接管”加沙：特朗普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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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范鸿达

 作者简介：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所属期刊：世界知识 . 2025 (05)

【内容提要】 <正>2 月 9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态称，他将加沙地带视为一个“巨

大的房地产地块”，正致力于“购买并拥有加沙”。而此前的 2 月 4 日，特朗普在白

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在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他直言“美

国将接管加沙”，并称美军甚至可能被部署至加沙以支持其重建。特朗普还声称“加

沙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应被永久安置在加沙以外的地区”，加沙可重新开发成“中

东的里维埃拉（指度假胜地）”。事实上，这不是特朗普第一次提出“清空加沙”。

1 月 25 日，他曾公开建议将加沙的居民迁到约旦和埃及。若其计划得以实施，那么国

际社会普遍认可的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两国方案”将不复存在。

【文章大纲】

·导言

·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不切实际,但为何仍提

·解决巴勒斯坦问题需要新思维？

信号理论视阈下美国对约旦援助

 作者：李茜、袁冰洁

 作者简介：李茜，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约旦研究中心教授；袁冰洁,西北工业

大学外国语学院 2023 级硕士研究生

 所属期刊：阿拉伯世界研究 . 2025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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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信号理论被广泛用于解释国家间的互动，特别

是一国如何通过行为或政策向其他国家传递信息和意图。美国对约旦的援助可追溯至

20 世纪 50 年代，随着冷战加剧和中东局势陷入动荡，美国逐步加大对约旦的援助力

度，平衡推进对约安全援助与非安全援助，援助形式和内容不断丰富和深化。近年来，

美国更加重视与约旦的合作。美国对约旦的援助作为一种信号传递，表面上包括对约

旦的支持、区域稳定的承诺等，但信号的可信度取决于美国作为发送者的行为是否一

致以及信号接收者如何解读这些行为。美国对约旦的援助本质上是美国在中东影响力

的权力投射，其目的是制衡其他大国在中东的影响力。

【关键词】信号理论；对外援助；约旦；美国

【基金资助】2020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地区冲突新形势下约旦部落、族

群与政党政治研究”(20BSS027)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大纲】

·内容提要、关键词

·导言

·一、信号理论概述

 (一)信号理论的原理机制

 (二)信号理论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

 (三)美国对外援助中的信号传递

∙ 1.安全援助中的信号传递

∙ 2.非安全援助中的信号传递

∙ 3.地缘政治与战略信号

 (四)美国对约旦援助的信号理论分析

∙ 1.显示领导地位信号的可信度

∙ 2.以有效信号传递战略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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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印象管理操纵战略互动模式

·二、美国对约旦援助的发展历程

 (一)援助启动期(1946～1969 年)

 (二)援助充实期(1970～1999 年)

∙ 1.安全援助的强化与中东局势的变化

∙ 2.安全援助与非安全援助并重及其深化

∙ 3.海湾战争后的安全与非安全援助升级

 (三)援助平衡增长期(2000 年至今)

∙ 1.反恐主导的安全援助与基础设施建设的非安全援助

∙ 2.安全与非安全援助平衡推进

∙ 3.中东地区秩序重建与美国中东战略的调整

·三、美国对约旦援助的动因

 (一)大国竞争背景下中东地区的信号博弈

∙ 1.最大化战略收益，应对地缘政治环境变化

∙ 2.建立地区联盟，扶持亲美政权塑造中东战略环境

∙ 3.中东格局动态调整，援助政策凸显战略平衡意图

 (二)美国与约旦战略规划交叉及国家利益趋同性

∙ 1.美国战略规划修复其主导的中东秩序

∙ 2.美国向中东地区输出所谓“民主”和“人权”战略

∙ 3.强调独立决策能力以巩固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战略优势

∙ 4.维护地区稳定以确保中东地区能源供应链稳定

 (三)美国对约旦援助的实质

∙ 1.信号行为体背景下盟友关系的维系与战略协同

∙ 2.信号解读层面的舆论导向与快速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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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援助政策具有法律和战略工具属性

·四、美国对约旦援助的影响

 (一)援助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和影响

∙ 1.影响地区秩序，传递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导向

∙ 2.配合构建更广泛的战略伙伴关系

∙ 3.平衡战略收益与财政负担

 (二)援助对约旦的影响

∙ 1.缓解财政压力，维护约旦国内稳定

∙ 2.增强约旦政府的稳定性与反恐能力

∙ 3.援助依赖导致约旦自主性缺乏

∙ 4.约旦外交策略与区域关系调整

·五、结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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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文明交流：历史机理、现实关切与前景展望

 作者：丁俊、李清扬

 作者简介：丁俊，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李清扬，上海外国语大学国

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东研究所 2023 级博士研究生

 所属期刊：阿拉伯世界研究 . 2025 (01)

【内容提要】世界文明千姿百态，多种多样，各种文明并不是各自独立存在、相

互隔绝或相互对立的。相互交往交融是人类文明发展和成长的常态，不同文明间的交

往交流与互学互鉴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提供了强大而不竭的动力之源。两千多年来，

“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和“守望相助、平等互利、

包容互鉴”的中阿友好精神构成中阿文明交往交流的历史主旋律。中阿两大文明的交

往交流不仅历史悠久、成就突出，而且特色鲜明。新时代的中阿文明交流秉承丝路精

神历史传统，顺应和平发展时代潮流，致力于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冲突。构建中阿命

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外交的总目标，促进中阿文明交流是新时代中国

对阿拉伯国家外交的努力方向。一方面，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要共同落实全球安全倡议

和全球发展倡议，提升中阿综合实力，不断夯实两大文明交流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

双方要共同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文明交往互鉴，持续提升两大文明相互交流的质

量。

【关键词】文明交流；中国；阿拉伯国家；中阿命运共同体

【基金资助】2022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下

中东文明发展趋势研究”(22JJD810032)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大纲】

·内容提要、关键词



·中阿合作与文明互鉴·

30

·一、文明交流的一般特征

 (一)物质与观念维度

 (二)个体与共同体维度

 (三)和谐与冲突维度

·二、中阿文明交流的历史机理

 (一)后古典时代及以前的中阿文明交流

 (二)新航路之后的中阿文明交流

 (三)近代的中阿文明交流

 (四)中阿文明交流的历史机理

·三、中阿文明交流的现实关切

 (一)国家的安全、发展关切

 (二)文明交流的平等关切

 (三)应对文明冲突关切

·四、中阿文明交流的前景展望

 (一)新时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新发展

 (二)平等交流、文化外交与中阿共生型文明交流模式

 (三)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以应对时代挑战

·五、结语

·参考文献

新时代中国与约旦经贸合作的机遇、挑战及高质量发展路径

 作者：陈玉香、王林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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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陈玉香，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讲师；王林聪，中国社会科

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所属期刊：阿拉伯世界研究 . 2025 (01)

【内容提要】中国和约旦“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开启了双方战略伙

伴关系发展的新阶段。深化经贸合作是中约战略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推动新时代中

约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的共同需要。中约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是健

全经贸合作新机制、增强经贸合作新动力、拓展全方位合作新领域和提升经贸合作新

效能，即以新质生产力为牵引，推动双方在可再生能源、旅游、健康医疗等方面的合

作；以人民为中心，聚焦“小而美”惠民生项目，进而推动中约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绿色之路、健康之路和创新之路，进一步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加快构建新时

代中阿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约旦；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路径；新机制

【基金资助】 2024 年度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

(NYG202401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西北工业大学约旦研究中心的资助

【文章大纲】

·内容提要、关键词

·导言

·一、中国和约旦经贸合作的进展和成就

 (一)合作机制建设持续推进

 (二)双边贸易保持快速增长

 (三)投资合作领域不断拓展

 (四)促经济、惠民生援助项目增多

·二、中国和约旦经贸合作的新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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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当前中约经贸合作的契机

∙ 第一，良好的政治互信是推动中约务实合作的基础和保障

∙ 第二，实现互惠互利是中约经贸合作的主要目标

∙ 第三，理念相通是促进中约经贸合作的强大驱动力

∙ 第四，约旦加入“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带来新机遇

 (二)中国和约旦经贸合作的新挑战

·三、推进新时代中约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结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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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与世界大变局演进方向

 作者：徐秀军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

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

 所属期刊：太平洋学报 . 2025 ,33 (01)

【内容提要】“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当前，“全

球南方”已步入以群体性话语权提升为标志的全方位崛起新阶段。在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实现普遍安全和完善全球治理方面，“全球南方”发挥了不可替代的

积极作用，展现了更好应对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的时代价

值。展望未来，“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不仅是世界大变局的重要内容，也是世界大

变局发展演进的重要变量，将深刻影响世界大变局的演进方向。“全球南方”将更为

积极地推进全球发展平衡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治理均衡化与全球文明多元化。

【关键词】“全球南方”；世界大变局；全球发展；全球治理

【基金资助】贵州省 2023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3GZZD29)的阶段性研究成

果

【文章大纲】

·导言

·“全球南方”崛起的历史进程

“全球南方”群体性民族独立

“全球南方”群体性经济发展

“全球南方”群体性话语权提升

·世界大变局下“全球南方”的时代价值

“全球南方”的和平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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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南方”的发展导向

“全球南方”的安全理念

“全球南方”的治理主张

·“全球南方”与世界大变局 演进方向

“全球南方”与全球发展平衡化

“全球南方”与国际关系民主化

“全球南方”与全球治理均衡化

·结语

·参考文献

比较地区主义视角下“全球南方”崛起的实践逻辑

 作者：耿协峰

 作者简介：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

方向：全球治理与地区 治理、比较地区主义、亚洲区域研究等

 所属期刊：太平洋学报 . 2025 ,33 (01)

【内容提要】近年来，“全球南方”崛起已成为相关媒体报道、政策讨论和学术

研究中的热门话题。在这场“全球南方热”中，我们需要在冷静思考和理性认知“全

球南方”概念的基础上，从比较地区主义研究的五个视角出发，深入考察其崛起的内

在实践逻辑，才能准确深刻地认识这一现象，并把握其实践发展规律。总体上观察，

在“全球南方”崛起实践的背后，蕴含着两种前后相继、相互交融的底层逻辑：一种

是正向逻辑即“南方全球化”，另一种是逆向逻辑即“全球南方化”。两种逻辑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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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不同具体特征，并且相伴而生、相反相成，共同支配着全球化实践进程持续迈进

的历史脚步。

【关键词】全球化；“全球南方”；比较地区主义；“南方全球化”；“全球南

方化”

【基金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比较地区主义视角下中国参与‘全球

南方’地区合作研究”(23AGJ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文章大纲】

·内容提要、关键词

·导言

·解释“全球南方”崛起的比较地区主义视角

·“南方全球化”——“全球南方”崛起实践的正向逻辑

南方国家制衡地位重塑

南北方经济力量再平衡

南方治理改善推动全球治理“扁平化”

南北地区间关系显著改善

南方国家开创南南合作新模式

·“全球南方化”——“全球南方”崛起实践的逆向逻辑

南方发展问题挑战全球

南北“断层线”转移到全球

全球发展治理模式南方化

南方地区主义重组全球秩序

“全球南方”存在退化风险

·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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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安全化”世界的生成与“全球南方”的战略选择

 作者：钟飞腾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

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所属期刊：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 2025 ,42 (02)

【内容提要】众所周知，国际环境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辨

析国际局势走向也往往是这些国家制定发展战略的首要任务。当代世界的一个显著特

征是，零和博弈乃至负和博弈行为不断增多，以至于出现了从以发展为导向的世界向

“泛安全化”世界转变的迹象。“泛安全化”世界的基本特征是负和博弈与双输，在

这样的世界中，安全边界的模糊导致国际合作弱化；成本收益考量让位于负和博弈逻

辑，导致行为体的行为极端化；对“规避损失”的重视正逐渐压倒对“获取收益”的

考虑，导致行为体的行为短期化；价值观外交盛行，导致国际关系趋于阵营化和孤岛

化。事实上，处于差异性发展阶段的“全球南方”国家，在不同的理想世界中有着迥

异的发展战略。历史经验表明，在发展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中，“全球南方”国家只要

改变自己、融入世界就能获得较高收益，其中，中等收入国家获益最大。但是，在一

个“泛安全化”趋势上升、负和博弈行为盛行的世界中，“全球南方”国家需要重构

自身的战略选择，即重构“中心—边缘”结构中的“中间国家”角色、重构迈向现代

化的知识体系和发展道路、重构“南南合作”模式、重构全球价值链的各个环节，才

能在国际体系中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全球南方”；大国战略竞争；“泛安全化”；成本收益逻辑；负和

博弈

【基金资助】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与中国周边安全新态势研究”(项



·全球南方·

37

目编号：23&ZD331)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大纲】

·内容提要、关键词

·导言

·从发展导向的世界到“泛安全化”世界

 (一)世界运行的四种逻辑及其理想形态

∙ 第一，正和博弈

∙ 第二，零和博弈

∙ 第三，双输博弈

∙ 第四，利他主义

 (二)从安全化到“泛安全化”的世界

 (三)“泛安全化”世界的主要特征

·身处不同世界的“全球南方”的兴衰与分化

 (一)利好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导向世界

 (二)不同世界中更具优势的中等收入国家

·“全球南方”更具多样性的战略选择

 (一)重构“中心—边缘”结构中的“中间国家”角色

 (二)重构迈向现代化的知识体系和发展路径

 (三)重构“南南合作”模式

 (四)重构全球价值链的各个环节

·结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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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数字巨头的技术权力及其对“全球南方”的挑战

 作者：孙志伟、殷浩铖

 作者简介：孙志伟，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殷浩铖，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家安全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所属期刊：国际安全研究 . 2025 ,43 (02)

【内容提要】人工智能技术赋予了技术权力不同以往的新内涵，不仅延续了传统

意义上权力对稀缺资源的依赖，还通过工具性、话语性和制度性三重维度进一步深化

了对“全球南方”的安全影响。技术权力源自数字巨头对核心技术、配套资源和治理

规则的掌控，直接影响了“全球南方”在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发展中的治理路径，并

加剧其技术依附和安全脆弱性。同时，数字巨头在技术跨国应用过程中携带的隐性价

值观和治理逻辑，进一步嵌入相关国家的社会结构，带来了更为复杂的社会与政治安

全隐患。随着人工智能的成熟与普及，技术权力对“全球南方”的安全挑战愈发严重。

如何实现技术权力的公平分配，弥合南北之间的技术能力差距，并通过多边合作机制

构建包容性技术生态，已成为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关键议题之一。这不仅关乎“全球

南方”的技术独立性和安全利益，还将决定全球安全格局和治理体系在人工智能时代

的未来演进方向。

【关键词】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全球南方；技术权力；数字巨头

【基金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国际合作机制研

究”（项目编号：24BZZ043）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大纲】

·内容提要、关键词

·问题的提出：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的新议题

·结构性权力与人工智能时代技术权力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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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构性权力理论的启发性借鉴

（二）知识结构视域下人工智能时代技术权力的三重影响路径

（三）技术权力成为联系数字巨头与“全球南方”的关键力量

·权力扩张与数字巨头对“全球南方”的安全影响

（一）工具性权力的扩张影响“全球南方”的经济安全

（二）话语性权力的渗透威胁“全球南方”的社会政治安全

（三）制度性权力的垄断削弱“全球南方”的治理话语权

·安全挑战与“全球南方”对技术权力的政策应对

（一）以自主多元的产业发展政策确保经济安全

（二）以复合多层的社会治理政策维护社会政治安全

（三）以广泛多维的国际合作策略增强全球治理地位

（四）案例分析：印度与谷歌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安全博弈

·结论与思考

·参考文献

数字时代国际资本流动新动向与“全球南方”崛起

 作者：贾利军

 作者简介：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所属期刊：当代世界 . 2025 (03)

【内容提要】数字时代国际资本流动整体遇冷并转向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巨

大的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加速了这一趋势，推动“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同时，

北方国家在数字领域对“全球南方”实施技术封锁，数字鸿沟导致“全球南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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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加剧，内外压力使“全球南方”难以形成稳定合作，这些挑战对“全球南方”崛

起形成制约。在此背景下，中国需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引领力，倡导“全球南方”共同

打造全球数字赋能公共平台和南方国家主导的国际资本协作监管机制；积极参与全球

产业链重构，以产业优势弥合数字鸿沟，强化南方国家金融链韧性；稳步推进数字产

业+数字金融双向开放，构建南南数字合作信任机制，促进跨境资本南南合作和组团

式南北合作，打造数字时代国际资本合作新循环。

【关键词】数字经济；国际资本流动；“全球南方”

【基金资助】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数字化时代世界资本

主义新变化新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2JZD006）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大纲】

·内容提要、关键词

·导言

·数字经济发展与国际资本流动新趋向

第一，国际资本流动整体呈下降趋势与其在发展中国家稳步上升态势并存

第二，数字经济加速国际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为 “全球南方”崛起带来新机

遇

·数字经济发展与“全球南方”崛起

第一，“全球南方”国家借助数字技术提升经济增长潜力

第二，“全球南方”国家加强数字领域合作

第三，“全球南方”国家形成优势互补、实数交融的群体性崛起格局

·数字时代“全球南方”崛起面临的挑战

第一，“全球南方”崛起引起北方国家实施针对性数字封锁

第二，数字鸿沟加剧“全球南方”崛起的困难与风险

第三，内部发展不平衡与外部分化压力威胁“全球南方”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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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引领破解“全球南方”崛起困境的路径

第一，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引领力，提升南方国家“数字主权”

第二，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壮大“全球南方”合作力量

第三，稳步推进数字产业 + 数字金融双向开放，打造数字时代国际资本合作

新循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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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目标与差异化方案：中非、欧非能源转型合作比较

 作者：姚乐

 作者简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所属期刊：国际展望 . 2025 ,17 (02)

【内容提要】当前，随着大国战略竞争日趋激烈，非洲逐渐成为大国地缘政治经

济竞争的新场域。同时，非洲能源转型国际合作也面临更严峻的地缘政治风险。作为

非洲的重要发展合作伙伴，中国与欧盟都将能源转型视为对非合作的重要支柱。为了

厘清中国和欧盟对非合作在宏观上和微观上的共性和差异，进而探究中、欧在非洲可

能的互动模式，需要从合作目标、合作动机、合作路径、合作资金分配结构以及合作

模式等方面对中非、欧非能源转型合作进行全方位比较研究。中、欧对推动非洲能源

转型拥有共同目标，但在具体合作方案上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受共同发展经历因素驱

动，支持公正转型路径，在资金分配上体现出更多的利他动机，但合作模式仍以政府

主导为主，市场化程度不足；而欧盟受地缘政治因素驱动，采取激进转型路径，以自

身利益诉求主导资金分配，以高度市场化的模式开展合作。上述异同本质上由中、欧

各自身份定位、外交理念以及国家利益认知决定，将导致中、欧在非洲能源转型领域

长期处于复杂竞合状态。

【关键词】中非关系；欧非关系；能源转型合作；地缘政治

【文章大纲】

·导言

·中非、欧非能源转型合作进展

·中国、欧盟在推动非洲能源转型上的共同点

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

推动融资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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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欧盟对非洲能源转型合作的差异

合作动因：共同发展与地缘政治

合作路径：公正转型与激进转型

合作资金分配：供需相对均衡与供需显著失衡

合作模式：政府主导与高度市场化

·中国、欧盟在非洲能源转型中的竞合趋势

中欧潜在的竞争点

中欧合作的机遇

·结语

·参考文献

英国伊斯兰解放党的组织发展及安全威胁

 作者：刘雪洁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所属期刊：世界宗教文化 . 2025 (01)

【内容提要】伊斯兰解放党在全球 40 多个国家建立了分支机构，是当前极端组

织全球化趋势中具有代表性的组织之一。英国是该组织全球化进程中的宣传中枢。该

组织利用英国不彻底的多元文化主义和穆斯林移民的身份认同困境，在英国穆斯林社

区渗透，并阶段性地、有限度地开展活动，逐步将英国发展为其全球宣传和后勤基地，

支持其全球扩展。在渗透发展过程中，该组织通过利用不同政治环境煽动思想，催生

了“独狼式”恐怖袭击，并在人员输送上充当“传送带”对英国及全球安全构成威胁。

【关键词】伊斯兰解放党；英国；历史演进；安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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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大纲】

·内容提要、关键词

·导言

·伊斯兰解放党在英国扩张的背景

·伊斯兰解放党在英国渗透的历史演进

 (一)建立与半秘密扩张阶段(1986—2001)

 (二)借势活跃阶段(2001—2005)

 (三)隐蔽发展阶段(2005 至今)

·伊斯兰解放党对英国的安全威胁

 (一)暴力思想的“煽动器”

 (二)恐怖组织的“传送带”

·余论

·参考文献

美国军备人工智能化对中美战略稳定的冲击

 作者：丁伊、江天骄

 作者简介：丁伊，上海政法学院上海全球安全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江天骄，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所属期刊：国际展望 . 2025 ,17 (02)

【内容提要】在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以及中美博弈不断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大

力推进军备领域的人工智能化进程，并放任其由常规武器领域向核武器领域渗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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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自身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优势和霸权地位。然而，此举可能对中美战略稳定构成

严峻挑战。从危机稳定性方面来看，美国军备人工智能化容易诱发先发制人核打击和

危机升级，从而增加中美核战争风险。从军备竞赛稳定性方面来看，美国军备人工智

能化可能触发智能化军备竞赛、提升技术管控难度以及增加军备不透明，从而不利于

实现世界安全和稳定。为应对这种复杂局势，一方面，中国要大力提升智能化作战能

力，确保在必要时能有效捍卫国家安全；另一方面，中国应推动建立人工智能军备的

全球治理框架，为国际社会提供行为规范与准则。同时，中美还应努力拓展在人工智

能军备领域的合作空间，寻求共同利益与平衡点。

【关键词】军备；人工智能；中美战略稳定；危机稳定；军备竞赛稳定

【基金资助】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美国核武领域的人工智能化研究”

（2023EGJ001）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大纲】

·内容提要、关键词

·导言

·文献综述

·美国军备人工智能化的发展

（一）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军备领域变革

（二）美国人工智能军备应用日益广泛

（三）美国人工智能军备向核武器领域渗透

·美国军备人工智能化对中美战略稳定的影响

（一）美国军备人工智能化对中美之间危机稳定性的影响

（二）美国军备人工智能化对中美军备竞赛稳定性的影响

·中国应对美国军备人工智能化的路径

（一）提升智能化作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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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动建立人工智能军备的全球治理框架

（三）尝试拓展中美合作空间

·结语

·参考文献

谋势：美国遏华战略中的少边部署与中国应对

 作者：李开盛、李翊馨

 作者简介：李开盛，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

外交战略、中美关系；李翊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

印太战略、传统安全、同盟理论

 所属期刊：太平洋学报 . 2025 ,33 (02)

【内容提要】自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半期以来，美国纠集特定盟伴组建针对中

国的少边机制，成为其遏华战略布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美国政府超越党派的重

要遏华战略选择，这一努力在拜登政府时期达到高潮，并很可能在特朗普第二个任期

内继续推进。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些机制既满足了美国牵制甚至打压中国的战略需求，

又能通过盟伴分担政策成本，并降低美国被牵连的风险。因此，在既有同盟体系和多

边主义框架难以充分遏制中国的情况下，这种少边机制成为美国的重要政策选项。美

国不仅可以利用这些少边机制挑动其他国家在南海等议题或事件中损害中国的主权

与安全利益，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结构性布局，美国正试图在安全、权力与制度等

层面塑造对华不利的博弈态势。谋势历来是中国在战略思维上的特点，中国在政策层

面也应该进一步强化谋势的能力，特别是要利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全球与地区层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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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局势变化，把握好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在地区合作上的共同利益和政策

取向，以开放的多边主义削弱美国少边部署的存在基础，最终塑造于我有利的博弈态

势。

【关键词】谋势；中美关系；少边主义；多边主义

【基金资助】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

【文章大纲】

·内容提要、关键词

·研究背景与主要问题

·美国遏华少边部署的实质与特征

成员有限且多为美国盟友，因此能够迅速采取行动

通过聚焦涉华涉友议题突出共同利益，以有效动员盟伴为美遏制战略服务

重点是安全合作，突出美国在遏华部署中的战略优势、优先领域与重点需求

义务框架具有松散型特征，以避免美国被牵连

·少边主义是美国长期的遏华选择

·美式谋势：少边部署的战略危害

·中式谋势：如何落实“真正的多边主义”

·结语

·参考文献

“大金砖合作”风险治理的主要特征及其应对

 作者：顾嘉伟

 作者简介：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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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青年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关系、南南合作、中国外交

 所属期刊：太平洋学报 . 2024 ,32 (12)

【内容提要】在顺利推进新一轮大扩员后，金砖国家已经迈入“大金砖合作”时

代。“大金砖合作”在风险治理方面呈现出多维性、不确定性与系统性特征。作为一

个合作扩散过程，“大金砖合作”的风险治理特征是集体行动逻辑塑造的结果，又被

日渐回潮的国际政治权力斗争逻辑所强化，并由非传统安全因素进一步放大。“大金

砖合作”风险治理的主要特征呼唤韧性治理超越传统治理模式。实现韧性治理，需要

协同推进目标韧性、制度韧性与社会韧性建设，从而提升“大金砖合作”的抗逆力、

恢复力与适应力。“大金砖合作”风险的韧性治理将是一个持续演进的复杂过程，以

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需要发挥集体智慧与团结精神，从而将金砖合作推向更高水平。

【关键词】大金砖合作；韧性治理；风险治理；南南合作

【基金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全球南方’视角下金砖国家合作风险

的韧性治理研究”（24CZZ070）；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GZB20240458）的

阶段性研究成果

【文章大纲】

·内容提要、关键词

·导言

·“大金砖合作”风险治理的主要特征

“大金砖合作”风险治理的多维性

“大金砖合作”风险治理的不确定性

“大金砖合作”风险治理的系统性

·“大金砖合作”风险治理特征的形成原因

集体行动逻辑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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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斗争逻辑的强化

非传统安全因素的放大

·“大金砖合作”风险韧性治理的必要性

韧性治理的理论内涵

韧性治理对传统风险治理模式的超越

·“大金砖合作”风险的韧性治理框架与挑战

“大金砖合作”的目标韧性建设与挑战

“大金砖合作”的制度韧性建设与挑战

“大金砖合作”的社会韧性建设与挑战

·结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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