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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学术刊物建设ꎬ深化区域国别学研究

———“第二届全国区域国别学刊物主编高层论坛”综述

刘　 晓　 婷

(鲁东大学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ꎬ山东 烟台 ２６４０３９)

　 　 摘　 要:区域国别学是应时代发展和国家战略的需要而出现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ꎬ它的自主知识体系建

设是一个系统工程ꎬ作为这个系统工程发展的重要支撑———配套的刊物和栏目建设与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

紧密相连ꎮ 以“区域国别学学术刊物与区域国别学‘三大体系’建设及办刊经验交流”为主题的第二届全国区

域国别学刊物主编高层论坛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１９—２１ 日在烟台成功召开ꎮ 与会学者围绕“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定

位”“区域国别学学科研究内容”“区域国别学刊物及栏目建设的意义”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ꎬ总结了近年来

区域国别学学科发展、刊物及栏目建设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ꎬ指出了区域国别学刊物及栏目建设的途径和方

向ꎮ 论坛的成功举办有效推进了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与刊物、栏目发展协同并进、共同繁荣ꎮ
　 　 关键词:区域国别学ꎻ学科建设ꎻ刊物建设ꎻ栏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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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适应全球化时代以及应对复杂国际局势的

需求ꎬ中国开始积极推动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和

人才培养ꎮ 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设立了区域国别

研究中心或学院ꎬ聚焦特定区域或国家开展深入

研究ꎮ
为探索区域国别学学术刊物与区域国别学

“三大体系”建设及办刊经验交流ꎬ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１９—２１ 日ꎬ由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

处、高校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联盟、鲁
东大学联合主办ꎬ高盟学术刊物发展专门委员会、
鲁东大学社会科学处等单位承办的第二届全国区

域国别学刊物主编高层论坛在鲁东大学成功举

办ꎮ 来自中国社科院、上海社科院、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中山

大学等 ４０ 多所国内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的 ６０ 余

位专家学者参会ꎬ并展开热烈讨论ꎮ
本次论坛主要围绕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与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新时代区域国别研究期

刊建设方向与路径、学术期刊与区域国别人才培

养、中国区域国别学研究期刊的国际交流与传播、
学术期刊区域国别学研究特色栏目建设等主题展

开讨论ꎮ

　 　 一、目前我国区域国别学学科发展
态势

　 　 目前ꎬ我国的区域国别学研究步入了高速发

展期ꎬ已在全国 １８０ 多所高校设立了 ４００ 多个培

育基地和备案中心ꎬ研究领域及范围基本实现了

对世界各地区和国家的覆盖ꎮ 随着区域国别学研

究的深入发展ꎬ我国学者在相关领域取得了丰硕

的研究成果ꎮ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院长、«国

别与区域研究»主编罗林教授认为ꎬ区域国别学

发展和研究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主要体现

在全球覆盖的广度不够ꎬ学科交叉的强度不够ꎬ紧
贴实际、紧跟时事尤其是对重大突发事件、重大外

事活动的应急响应能力还有待提高ꎬ研究方法单

一、深度不够ꎬ等等ꎮ 此外ꎬ区域国别学作为新兴

的一级学科ꎬ其学科体系、研究方法以及相关的评

价体系等仍在不断构建和完善中ꎮ
天津外国语大学副校长、«世界文化»主编余

江教授认为ꎬ从研究视域而言ꎬ目前对区域国别学

刊物和栏目的认定和接纳与对区域国别研究及成

果的界定并不对等ꎬ前者很好地体现了区域国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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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的包容、交叉、多元的特点ꎬ而对于成果的认

定则往往偏重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或能显性体

现区域国别类关键词的研究和成果ꎬ这是一个值

得重视的问题ꎮ 这不仅关乎能否或如何办好区域

国别学刊物、栏目这一具体问题ꎬ更隐含着对区域

国别学科的认识和建设的问题ꎬ所以这是重大而

宏观的问题ꎮ 即便如今区域国别学已位列交叉学

科门类下一级学科之列ꎬ但在实践当中ꎬ这个问题

远还没有形成共识ꎮ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

«国际关系研究»主编余建华研究员认为ꎬ区域国

别学正处于黄金发展期ꎮ 区域国别学的重要特色

是创建自主知识体系、服务国家战略需求ꎬ区域国

别学是大国之学ꎬ目前正日益拓展为大学之学ꎮ
学界已经为建设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学术

话语体系做了一系列顶层设计ꎬ包括如何以学科

建设为中心ꎮ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公共

外交季刊»编辑部执行主任翟崑教授认为ꎬ目前

区域国别学期刊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 ꎬ正
式期刊通过改名成为区域国别学专业刊物ꎻ第二ꎬ
以集刊的形式出版的较多ꎻ第三ꎬ区域国别学的很

多期刊被列在其他一级学科下ꎬ没有得到区域国

别学期刊的序列、方阵、体系的共同认同和成为相

应的期刊共同体ꎻ第四ꎬ国家通过资助等鼓励学术

期刊区域国别学栏目的建设ꎬ这是推进区域国别

学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ꎻ第五ꎬ建立区域国

别学期刊序列还涉及很多方面的问题ꎬ比如新的

评价机构和评价体系的建立ꎬ等等ꎮ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院长、«区域国

别学刊»副主编王展鹏教授认为ꎬ作为具有复杂

性和跨学科特性的区域国别学ꎬ其理论研究滞后

于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实践ꎬ对于是否有区域

国别学的理论和方法也一直存在着争议ꎮ 区域国

别学不能是政治、法律、教育等学科的简单叠加ꎬ
必须体现综合性、跨学科性以及问题导向ꎮ

　 　 二、区域国别学学科定位

随着区域国别学被确定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

一级学科ꎬ关于区域国别学学科的定位ꎬ在学界引

起了广泛的讨论ꎮ
罗林认为ꎬ区域国别研究是一国由地区走向

全球、深入观察世情、构建本国战略的“大国之

学”ꎮ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ꎬ我们要

以学科建设为牵引、人才培养为核心、智库建设为

突破、平台体系构建为支撑ꎬ将区域国别研究体系

从“大国之学”落实为“大学之学”ꎬ实现服务国家

战略和学科建设的良性互动ꎮ
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院长刘昌明教授认为ꎬ

服务国家战略是当前设置区域国别学最主要的原

动力ꎮ 中国的复兴、“一带一路”共建的推进和对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期盼ꎬ特别是深度参与全

球治理等ꎬ都需要“国别通”“领域通” “区域通”ꎬ
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和把握世界ꎮ 通过深化

区域国别研究ꎬ明确广大“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

现实发展诉求ꎬ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一系列对外

战略和发展倡议落地生根ꎬ实现中国与有关国家

的互利共赢ꎮ 随着中国的复兴ꎬ越来越多的国家

正在开展中国研究ꎬ这也要求中国对接各国的区

域国别研究ꎬ增进彼此的了解与理解ꎬ这将有助于

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ꎮ
深入开展区域国别研究ꎬ也是繁荣高校学术发展、
推进学科建设和服务国家战略的现实需要ꎮ

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所长、«新
丝路学刊»主编马丽蓉教授表示ꎬ“一带一路”倡

议既然是由中国提出的ꎬ那么就必须由中国学者

来向国际社会ꎬ尤其是向国际主流学界讲清楚到

底什么是“一带一路”ꎬ这是中国学界的使命和责

任ꎬ也是中国加快区域国别学建设的现实需求ꎮ
在共建“一带一路”逐渐成为诸多国家和地区的

共识、“一带一路”共建不断取得重大成就的背景

下ꎬ相关的区域国别学研究如何跟进? 学术刊物

如何作为? 这是区域国别学研究需要回答和回应

的现实需求ꎮ
余建华认为ꎬ区域国别学是多学科融合的综

合体ꎬ具有明确的国际问题研究学科性质ꎬ学科范

式自然由以国际关系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学科提

供并搭建ꎮ 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区分和联系ꎬ在研

究对象、研究方法、制作体系上存在着许多交叉和

融合之处ꎬ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或三大体系建设

中能形成更好的衔接ꎮ

　 　 三、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路径

　 　 区域国别学作为新兴交叉学科ꎬ有其特定的

研究范畴和议题ꎮ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ꎬ自主知识

体系的构建、学科体系的建设、 “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等都是我国区域国别学研究的重要领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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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昌明认为ꎬ构建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ꎬ
要围绕着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个方面

来展开进行ꎮ 围绕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包括

的内容以及这些内容之间的内在逻辑进行理论体

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人才培养等讨

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ꎮ 作为新兴学科ꎬ区域国

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路径应基于中国的历史

经验ꎬ要能够解释基于区域和国别为单元的区域

国别综合演变的规律和特点ꎬ能够回答区域国别

学学科的基本问题ꎮ 应处理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

识体系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西方思想理论体

系与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的关系、
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与学术研究的关系ꎮ 通过中外

区域国别学的比较研究ꎬ分析中西方区域国别学

学科发展史ꎬ研究西方学科建设经验与理论发展

脉络ꎬ借鉴西方区域国别研究与人才培养的经验ꎬ
为推动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贡献智

慧ꎮ 他认为ꎬ现在区域国别学的研究成果多为关

于宏观性、学科主流普遍性、理论性、应用对策理

论等方面的问题ꎬ对于微观的、特殊性的、实证案

例的、学术型的研究较少ꎬ这是今后我国区域国别

学研究仍需继续深化的方向ꎮ 区域国别学是否有

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是应该研究的

问题ꎮ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赵可金教授认

为ꎬ区域国别学应当推进世界各国现代化的经验

比较研究ꎬ既要超越西方现代化的思维局限ꎬ也要

超越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地域局限ꎬ引领人类社会

现代化的新潮流ꎬ进入人类现代化研究的新领域ꎮ
只有从唯物史观和大历史观出发ꎬ拓宽学术视野ꎬ
拓展中国在世界版图上的方位ꎬ积极构建中国自

主的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ꎬ不断为人类社会贡献

中国智慧ꎬ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中国

力量ꎬ我们才能走出一条区域国别学的创新发展

之路ꎬ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贡献自己的力量ꎮ 他还分析了区域国别学学界

和期刊界共同面临的问题———如何引导区域国别

学走向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ꎮ 他认为ꎬ从已有的

学科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ꎬ区域国别学研究应坚

持问题导向ꎬ始终瞄准前沿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ꎮ
因此ꎬ区域国别学研究要科学回应以下“四问”:
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心ꎬ区域国别学首

先要聚焦中国问题研究ꎬ科学回答中国之问ꎻ世界

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人类正处在向何处

去的十字路口ꎬ如何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的前途

命运ꎬ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ꎬ科学

回答世界之问ꎻ不断地提供新信息ꎬ创造新知识ꎬ
引领新发展ꎬ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世界人民

的共同发展ꎬ取得更加明显的、实质性的进展ꎬ维
护世界和平ꎬ引领全球共同发展ꎬ积极回应中国人

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问ꎻ如何在数字革命的背景

下推动中国实现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跨越ꎬ
科学回答时代之问ꎮ 针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
民之问以及时代之问ꎬ不断提出中国方案ꎬ贡献中

国智慧ꎬ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ꎬ是中国区域国别学

的发展使命ꎮ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非洲研究»

主编刘鸿武教授建议ꎬ各高校的区域国别学学科

建设一定要有明确的、特定的、聚焦的且长期稳定

存在的研究对象区域ꎮ 在这些研究对象区域内ꎬ
研究某些特定的国家积累了一定学术成果、人才

队伍和国际合作的资源以及在服务国家、服务地

方、服务学校发展方面有相当的基础以后ꎬ再去探

讨一般性区域研究的理论和方法ꎮ
翟崑从期刊发展的角度分析认为ꎬ区域国别

学需要研究的内容有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两个方

面ꎬ具体内容包括:对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发展

进行研究ꎻ对跨区域国别学科人才培养的研究ꎻ有
关智库建设的研究ꎻ关于区域国别学研究的理论

方法的研究ꎻ关于区域国别学的综合研究ꎻ有关区

域国别的专题研究ꎬ主要有区域的专题研究和国

别的专题研究ꎬ比如说美国的经济研究ꎬ东南亚经

济研究等ꎻ关于区域国别的比较研究ꎬ即不同地

区、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ꎻ中外人文交流与民

族互鉴的相关研究及全球与区域治理的研究等ꎮ
余江认为ꎬ无论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出现ꎬ还是

区域国别学科的建立ꎬ都是应需而生ꎬ致用之学、
实践之学是区域国别学研究及学科的特质ꎬ但有

关区域国别学的基础理论、基本方法、文献研究、
资料整理等的基础研究ꎬ也不应该被轻视ꎬ基础研

究是其应用功能规模庞大而坚实的基石ꎮ 区域国

别研究的成熟与学科的发展ꎬ得益于传统学科中

蕴含区域国别理念的成熟的研究领域及成果的聚

合与推动ꎮ 区域国别学交叉学科的属性、学科发

展的长期性都决定了其必须持续容纳仍然基于传

统单一学科的相关研究ꎬ以便最广泛地吸纳学术

营养ꎬ从而最快地促进自身的发展成长ꎮ 打破已

有的知识类型的壁垒ꎬ强调学科之间的融合交叉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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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拘泥于已有任何学科研究范式的 “超学科”
“混不像”的创新和探索ꎬ是区域国别学这个交叉

学科应有的开阔的学术品格和学科胸怀ꎬ也符合

学科发展的规律ꎮ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经济

合作»主编郭语副研究员从经济期刊的角度探讨

了区域国别学学科三个层面的任务ꎮ 第一个是信

息或知识层面ꎮ 中国从地区大国发展为全球大

国ꎬ迫切需要了解外部世界和地区ꎬ以便更好地处

理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ꎬ这是现实需求ꎮ 我们

急需拓展关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信息ꎬ涵盖

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维度ꎬ构建关于其他国家

和地区的知识体系ꎮ 这些知识既可以是理论上或

学术上的沉淀和梳理ꎬ也可以是来自一线的观察

和实践ꎮ 第二个是政策层面ꎬ即学术研究要为区

域国别的研究提供实施方案或智力支撑ꎮ 区域国

别学研究能够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非常

实用的知识和支撑ꎬ也是基于区域国别学研究的

发展方向ꎮ 第三个是交流层面ꎮ 中国目前的影响

力大部分来自经济和技术ꎮ 然而在工作中仅依靠

经济、技术是不够的ꎬ很多时候会受到文化差异和

语言不同等因素的制约ꎬ因此ꎬ在交流方面可以做

更多的工作ꎮ

　 　 四、区域国别学刊物的办刊意义、宗旨
与思路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ꎬ配套的期刊作为成果发

表的园地、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的平台ꎬ是区域国

别学建设很重要的一个支撑ꎮ 翟崑认为ꎬ一门新

学科的建立必须有相应的与之相匹配的期刊作为

支撑ꎮ 作为新纳入交叉学科门类一级学科目录的

区域国别学ꎬ一定要建立与其相适应的一系列的

学术刊物队伍ꎮ 区域国别学作为新兴交叉学科ꎬ
有它的规定性属性ꎬ相关的期刊或者刊物体系应

该是与其他的一级学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一个

系列ꎬ应有符合区域国别学学科特征的一些关键

性的识别体系、标准体系和评价体系等ꎮ 期刊建

设应围绕其学科特点、读者群体及市场需求ꎬ明确

其专业定位、学术层次及影响力目标实施ꎮ 上海

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展望»常务副主编石晨霞

副研究员分别从学术体系建设、学科体系建设、话
语体系建设三个方面探讨了学术期刊如何做好服

务的问题ꎮ 她认为ꎬ学术期刊在选题策划、知识筛

选和展示的过程中ꎬ应主动引导学术界生产知识ꎬ

以此助力学术体系建设ꎻ通过对学术研究的支持ꎬ
对青年学者的研究予以重视以及对相关稿件予以

侧重来助力学科体系建设ꎻ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

发展到一定阶段ꎬ研究成果有了一定的积累ꎬ通过

期刊提供的展示平台和传播平台来扩大其影响 ꎬ
最终必然能在世界上形成学术话语体系、赢得话

语权ꎮ 余建华认为ꎬ区域国别学建设是一个规模

宏大的工程ꎬ需要各个环节齐心协力合作进行ꎬ其
中平台建设是重要的支撑ꎬ学术期刊在其中具有

责无旁贷的重要意义ꎬ这与期刊的作用和优势密

切相关ꎮ 期刊既是信息知识传播的交流媒介ꎬ是
研究成果保存、发布、传播的场所ꎬ也是人才发现、
培育、成长与评价的载体ꎬ是理论创新、学术证明

的园地ꎮ 无论是推动学科建设还是智库服务ꎬ学
术期刊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平台ꎮ 王展鹏认

为ꎬ期刊对于区域国别学这个面临诸多问题和困

惑的新学科建设具有引领性作用ꎬ在区域国别学

学科建设、学术共同体构建的同时ꎬ期刊也会和学

科同步、共同发展ꎬ进行共同的身份建构ꎮ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ꎬ学术刊物作为学术成果

的展示平台ꎬ应紧跟区域国别学学科发展趋势ꎬ及
时调整栏目设置ꎬ确保刊载最具前瞻性和创新性

的研究成果ꎮ 翟崑列举了目前推进区域国别学期

刊建设的四个条件:第一ꎬ区域国别学作为一级学

科ꎬ必须有相应的学术刊物支撑ꎻ第二ꎬ外文期刊

中ꎬ区域国别学刊物系列是单列的ꎻ第三ꎬ区域国

别学学科建设正在推进ꎬ相应的一系列国家标

准———包括专门的学术期刊和刊物的相应的内容

体系和评价体系也正在建设和制定当中ꎻ第四ꎬ国
家对区域国别学提出了学以致用的要求ꎬ要求学

术研究、期刊要有一定的智库属性ꎬ要提供更具有

系统实用型的知识产权信息ꎮ 刘鸿武认为ꎬ区域

国别学刊物应围绕区域国别学学科的特点ꎬ聚焦

于世界上某个特定的区域和国家ꎬ确定自己的核

心学术理念和准确的期刊定位ꎬ按照核心理念和

期刊定位明确刊物的办刊宗旨ꎬ决定刊物稿件的

取舍原则以及刊物的重点选题和范围ꎬ做好主题

策划、栏目设置等ꎬ形成自己的特色优势ꎮ 他认

为ꎬ刊物建设及栏目设置要具备三个要素:能够广

泛地聚集相关的资源、人力、物力和产业领域ꎻ展
示的知识产品要有市场ꎬ可有效的建立作者群和

读者群直接的联系ꎬ比如要结合国家战略的需要、
服务国家的需要ꎻ要培养相对稳定的编辑队伍ꎮ
马丽蓉认为ꎬ要明确研究专刊的基本定位、科学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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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研究专刊的研究领域、精心打造有影响力的特

色栏目、坚持走国际化、学科化的办刊之路ꎮ «西
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卫玲教授介

绍了«中东研究»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的办刊宗旨和思路ꎬ一是乘势办刊ꎬ服务国

家重大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等ꎻ二是凸显

学科特色办刊ꎬ明确集刊定位ꎬ突出与其他刊物不

同的独特性和学术性ꎮ 区域国别学的研究任务及

其跨学科的特点和属性ꎬ也对相关的刊物和办刊

人提出了新的要求ꎮ 石晨霞认为ꎬ区域国别研究

和新媒体快速发展ꎬ对办刊人提出了更高、更严格

的要求:第一ꎬ需要具备更强的政治意识、政治敏

锐性ꎬ做好政治把关人的角色ꎮ 第二ꎬ在办刊思路

上ꎬ要具备创新意识ꎬ针对区域国别研究的新特

点ꎬ制定新策略ꎬ提出新想法ꎮ 第三ꎬ增强服务意

识ꎬ为学术界和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做好服务ꎮ
第四ꎬ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和专业素质ꎬ以应

对区域国别研究中跨学科的研究成果的审校ꎮ 第

五ꎬ开拓国际视野ꎮ 要保持开放的状态ꎬ积极构建

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ꎮ

　 　 五、区域国别学刊物及栏目建设策略

　 　 与会的各位专家以本单位所办刊物为例ꎬ从
不同角度分享了办刊及栏目建设方面的经验ꎮ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副主编陈靓教授

探讨了交叉学科视域下区域国别学栏目的主题设

置ꎬ提出要从外语学科视角展开区域国别的人文

维度研究ꎬ依托外语学科的理论架构展开区域国

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ꎮ 他认为ꎬ应积极开展

区域国别学领域的职业探索以及面向应用型和实

验性导向的专题研究ꎬ依据区域国别学教学领域

的实践性研究主题和区域性专题研究等方面设置

栏目ꎮ 通过传统学科研究向区域国别学研究进行

拓展ꎬ对区域国别学栏目的设置以及研究方向提

供了很好的范例ꎮ 他还指出ꎬ应定期开展特定区

域主题的期刊研究论坛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西亚非

洲»常务副主编安春英编审认为ꎬ期刊的底色和

定位要立足于研究对象ꎬ但现实情况是期刊不仅

要聚焦学术本身ꎬ还要考虑三大评价体系ꎮ 区域

国别学期刊的研究选题主要有三类:基础问题研

究、现实问题研究和涉我性议题研究ꎮ 目前区域

国别类期刊应以理论自觉、学术自觉与学科自觉

的原则进行栏目的设置ꎬ应集中刊发一些微观角

度的专题类研究和精细化研究文章ꎮ
马丽蓉以«新丝路学刊»为例阐述了期刊推

进国际化、学科化以及学术共同体建设的举措:坚
守高比例的专家稿ꎬ以名家带动刊物的发展ꎬ充分

发挥名人效应ꎻ每期必发外国专家约稿ꎬ刊物每期

都要有中外学者共同来探讨相关问题ꎬ对接国际

前沿ꎻ围绕所设置的栏目ꎬ积极培育、发展作者队

伍ꎬ逐步形成研究方阵ꎬ最终打造一支国内外结合

的、固定的研究队伍ꎻ在特定的研究领域与国际前

沿对接ꎬ逐步从阐释、解读向对话、交流转变ꎬ即从

向世界讲清楚什么是“一带一路”ꎬ逐渐转变为我

们和世界共同阐明、共同探讨什么是 “一带一

路”ꎬ打造学术共同体ꎬ推进刊物走向国际化ꎮ
余建华以«国际关系研究»为例ꎬ介绍了栏目

和专题设置以及稿件组织及处理过程ꎮ 他表示ꎬ
每个期刊都要有自己的定位ꎬ做好分工ꎬ确定好重

点ꎬ选择有理论创新性、战略前瞻性、政策分析性

的成果ꎬ以更好地服务两个构建ꎬ即人类命运共同

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ꎮ 结合重点事件、会议、
政策进行组稿约稿ꎬ约请“大家”写稿ꎬ刊发特稿

和专题文章ꎮ 应根据时代发展要求ꎬ在保持原有

特色的基础上ꎬ对栏目和选题进行调整ꎮ 目前

«国际关系研究»主要包括 ８ 个方面的选题:第一

个是大格局下国际关系理论新发展ꎬ第二个是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实践ꎬ第三个是全球化崛起

下的国际关系、世界秩序ꎬ第四个是全球治理区域

国别的研究ꎬ第五个是大国关系、周边国际环境ꎬ
第六个是人工智能等新科技新领域ꎬ第七个是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国际环境ꎬ第八个是中国倡议和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领域ꎮ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区域国别学分社社长张

晓莉副编审提出了建设国别区域类集刊的具体措

施ꎮ 她认为ꎬ对于区域国别学科建设和发展来说ꎬ
学术集刊是一个具体抓手ꎬ也是一个重要平台ꎬ对
于人才的培养、学术品牌的打造、学术共同体的形

成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ꎮ 从出版的角度来讲ꎬ办
好区域国别学集刊应该从学术规范上、内容质量

上多做一些提升ꎮ 一是优化评价体系ꎬ提高办刊

的规范性ꎮ 评价指标体系对于区域国别学集刊提

高办刊规范化、提升办刊质量具有非常重要的引

导作用ꎮ 从规范性指标、客观性指标、结构要素、
论文的摘要、层级、注释、文章转载率以及有无学

术不端等方面对集刊进行评价ꎮ 集刊及其文章的

主题性要明确ꎬ要有特色ꎬ要有一定学术前沿性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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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会有吸引力ꎮ 二是加强审稿ꎬ提高集刊出版质

量ꎮ 审稿过程中ꎬ要科学巧妙地处理行文表述ꎬ着
重审核文章的论述分析与当下的外交途径是否一

致ꎬ是否跟国内的政策、精神相一致ꎬ是否会引起

对象国的一些异议等问题ꎮ 从社会影响的角度来

审稿ꎬ仔细考虑ꎬ反复斟酌ꎬ对文章是否会因作者

的解读不够深入而被读者误读或者曲解ꎬ然后会

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ꎬ引发一些社会舆论等要有

准确的预判ꎮ 与其他领域的学术期刊相比ꎬ除了

都强调基础研究外ꎬ区域国别学集刊的审稿要重

点考察文章的应用性ꎮ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历史学学科主编

柴英编审介绍了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主

要业务ꎬ包括期刊出版、新媒体相关业务、学术评

价和智库服务等固有业务以及 ２０２３ 年开始打造

的一个融学术资源、学术交流、学术传播、学术创

新于一体的公益性、开放性、全链条、数智化的学

术服务平台———“学术世界”ꎬ阐述了书报资料中

心在文献遴选的步骤和标准ꎮ
卫玲以«中东研究»为例ꎬ提出了提升期刊品

质的措施ꎬ具体包括:一是明确刊物特色ꎬ突出学

术性ꎻ二是彰显本学科特色ꎻ三是加强编辑部的管

理与保障ꎻ四是开门办刊ꎬ主动约稿ꎮ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阿拉伯世界研

究»副主编李意研究员介绍了创建重点栏目的初

衷:反映学术期刊的学术视野、学术敏感性ꎻ加强

理论建构ꎬ增强学术自主意识ꎬ推动“中国学派”
发展ꎻ回应时代需要ꎬ支持学科建设ꎬ形成学术期

刊和学科建设相互支持的高质量内涵式发展ꎻ深
耕学术议题ꎬ提升组稿作品的对话性和思辨性ꎮ
关于栏目策划ꎬ她认为要明确栏目内部分类ꎬ尝试

宏观政策加领域模式ꎻ要紧跟前沿研究ꎬ适当调整

领域分类ꎻ要适当增加涵盖中外国别领域等方面

合作类别的文章ꎮ
王展鹏表示ꎬ区域国别学刊物或栏目需要反

映区域国别学自主的知识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

体系的建设成果ꎮ 他认为ꎬ第一ꎬ学科栏目要向纵

深发展ꎬ进行区域国别学应有的、不同于传统学科

的、自己的理论研究ꎮ 区域国别学的研究在短期

内依赖传统学科ꎬ以后要逐步实现融合和综合研

究ꎬ做好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结合ꎬ进行核心概

念和基本理论研究纲领的提炼和升华ꎮ 第二ꎬ要
做好人才培养的相关研究ꎮ 人才培养是区域国别

学的基本属性之一ꎬ也是其理论体系的基础性内

容ꎬ理论创新需要与人才培养实践紧密结合ꎮ 第

三ꎬ支持有关二级学科的建设ꎬ可以重点关注理论

方法、综合专题研究、比较研究、文明互鉴以及全

球区域治理等方面研究成果ꎮ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李建波

教授从外语类期刊的角度分析认为ꎬ不同期刊应

该各有侧重ꎬ选题应从解决中国问题的需求出发ꎬ
与国家需求紧密结合ꎮ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专门设立了外语研究应用价值探讨栏目ꎬ包括国

别与区域研究的学术史及其机制体系ꎬ设置了人

才培养专栏ꎮ
«鲁东大学学报(哲社版)»主编卢政教授从

地方高校学报的角度分析了办好区域国别学栏目

的做法和措施ꎮ 他认为ꎬ相较于部属院校和国内

知名高校学报ꎬ地方高校学报赖以生存的研究平

台、学科实力、办刊经费和编辑队伍等方面还有很

大差距ꎬ自我完善和发展潜力较弱ꎮ 地方高校学

报要办好区域国别学栏目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

手:第一ꎬ强化主办单位的学科支撑和政策支持ꎮ
学校成立区域国别学院、区域国别研究院ꎬ充实研

究队伍ꎬ夯实学科基础ꎮ 将学报建设纳入全校社

科工作中整体考虑ꎬ优化管理机制ꎬ确保区域国别

学栏目建设的正确方向ꎮ 鼓励编辑人员对外交

流ꎬ及时参加区域国别学方面的会议ꎬ了解区域国

别学研究的最新动态ꎬ为办好栏目提供保障ꎮ 第

二ꎬ明确栏目定位和建设目标ꎮ 对栏目目标读者

群体和定位进行深入研究ꎬ了解读者对于不同国

别和地区研究的兴趣和需求ꎬ更好地为读者提供

有价值的内容ꎮ 第三ꎬ与优势学科相结合ꎮ 以传

统优势学科的研究成果为基础ꎬ打通原来分属于

各独立学科的知识领域ꎬ系统探究区域、国别的历

史与现状ꎬ揭示蕴含其中的发展规律和未来走向ꎬ
形成交叉与统合的知识体系ꎮ 第四ꎬ立足区位优

势ꎬ突出地域特色ꎮ 第五ꎬ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ꎬ策划特色专题ꎮ 第六ꎬ建立合作机制ꎮ 地方高

校区域国别研究力量相对较弱ꎬ良好的合作机制

是地方高校学报办好区域国别研究栏目的重要保

障ꎮ 应结合自身实际ꎬ在区域国别研究栏目建设

中ꎬ着眼未来ꎬ积极争取区域国别学领域知名学者

的支持和帮助ꎬ借力发展ꎬ乘势而上ꎮ 邀请知名专

家作为栏目的特邀主持人ꎬ与本校区域国别学院、
研究院合作组建专门的编辑团队负责该栏目的策

划、编撰和审核工作ꎮ 通过校内外专家学者的力

量ꎬ不断充实栏目的内容、提高栏目的学术质量ꎮ
５９

加强学术刊物建设ꎬ深化区域国别学研究



在全球化与信息化交织的新时代背景下ꎬ区
域国别学作为深度剖析世界多元文明、促进国际

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新兴学科ꎬ正迎来前所未有的

发展机遇ꎮ 区域国别学学术期刊作为科研成果展

示、学术交流与知识传播的核心平台ꎬ其发展与区

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紧密相连ꎬ互为支撑ꎮ 我们应

推动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与期刊建设深度融合与

协同发展ꎬ积极构建中国自主的区域国别学知识

体系ꎬ不断为人类的进步贡献中国智慧ꎬ为解决人

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中国力量ꎬ走出一条区域

国别学创新发展道路ꎬ共同开创学术研究与文化

传播的新局面ꎮ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ꎬ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ｏ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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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Ｃｈｉｅｆ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ＬＩＵ Ｘｉａｏ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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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ｎｅｅ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ꎬ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ｔｃｈｅｄ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ｕｍｎｓ ｉ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ｅ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ａｎｄ ‘ ｔｈｒｅｅ ｂｉ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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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ｉｔｏ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ｅｆ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ｗａｓ ｈｅｌｄ ｉｎ Ｙａｎｔａｉ ｆｒｏｍ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 ｔｏ ２１ꎬ ２０２４.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
ｐａｎｔ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ａ ｄｅｅｐ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ꎬ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ｕｍｎ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ꎬ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ｕｍｎｓ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ꎬ
ａｎｄ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ｅ ｗａｙｓ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ｕｍｎｓ.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ｕｍ ｈａ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ｕｍ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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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雪　 箫)

６９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４ 年第 ５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