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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所在系科： 政治系

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研究方向： 1.东亚国家和地区政治发展比较

           2.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3.亚太经济与政治

Email：105501600@qq.com

教育背景:  

本科：1990-1994 安徽大学 历史系

硕士：1997-2000 南京师范大学 政治系

博士：2003-2009 南京大学 政治系

学术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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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称号

1. 南师大优秀共产党员，2003年

2. 南师大防治非典先进个人，2003年

3. 南师大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2004年

4. 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2008年

5．南京师范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2013年

6．南京师范大学文明新风家庭，2013

7．南京师范大学青年领军人才，2013

8．南京师范大学“学生最喜爱的十佳实践指导教师”，2015.12

9．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2016年

10. 南京师范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2016年

科研奖励

省部级奖励

1．成果名称：《二战后东亚社会变迁的政治分析：东亚威权政治及其转型研究》；获奖名称与等级：
江苏省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获奖时间：2014.10；颁奖部门：江苏省人民
政府

教育厅奖励

1．成果名称：《解析台湾民主的困境》；获奖名称与等级：江苏省高校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三等奖；获奖时间：2010.12；颁奖部门：江苏省教育厅

其他厅级奖励

1.成果名称：《东亚威权主义体制下的政治权力谱系》；获奖名称与等级：2008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
学界学术大会优秀论文奖；获奖时间：2008.12；颁奖部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哲学社会
科学界联合会

2. 成果名称：《在“民主违拗”的困境中审视转型民主》；获奖名称与等级：2010年江苏省哲学社会
科学界第四届学术大会优秀论文一等奖；获奖时间：2010.12；颁奖部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
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3．《论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五届学术大会政治、哲学、法学专场优秀论
文二等奖；获奖时间：2010.12；颁奖部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4．《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镜像与生成逻辑》，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六届学术大会优
秀论文二等奖；获奖时间：2012.12；颁奖部门：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5．《威权体制下新加坡维护政治稳定的经验研究》，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六届学术大会优秀论文
一等奖；获奖时间：2012.12；颁奖部门：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6．成果名称：《权威治理与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获奖名称与等级：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
界第八届学术大会优秀论文二等奖；获奖时间：2014.10；颁奖部门：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7.成果名称：《政治安全视阈下的网络边疆治理》，获奖名称与等级：江苏省2015年度优秀理论成果
奖；获奖时间：2016.5；颁奖部门：江苏省委宣传部

校级奖励

1．成果名称：《解析台湾民主的困境》；获奖名称与等级：南京师范大学第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
一工程奖”（论文类）；获奖时间：2010.10；颁奖部门：中共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

教学奖励

1. 南京师范大学第六届青年教师教学大奖赛优胜奖，2006年

2. 南京师范大学第三届思想政治课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2007年

3.《行政管理学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创新》，获南京师范大学第十七届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15
年，排名第3

4.校教学团队，排名第3,2016年

研究项目： 



主持在研和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各1项、教育部重大公关课题子课题1项、江苏

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各1项、江苏省教育厅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各1项、横向课题2项。

主持的项目如下：

1. 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政治安全视阈下的网络边疆治理研究》

2. 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转型时期中国政治稳定机制研究》

3. 2017年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子课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渊源与现实背景》

4. 2010年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

5. 2004年江苏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研究》

6. 2014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基层政协在“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

制度化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7. 2010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发展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实践》

8. 2007年江苏省交通厅科研重大招标项目，《和谐交通背景下的交通机关文化建设研究》9.

2009年度江苏社会主义学院招标课题项目，《协商民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研究》

论文和专著：

出版学术专著3部，参与撰写著作多部，主编江苏省高校十二五重点教材1部，独立或以第一作者

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

著作（独著或第一作者合著）

1.《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机制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独著）

2.《二战后东亚社会变迁的政治分析：东亚威权政治及其转型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独著）

3.《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入选江苏省委宣传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研究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2人合著，排名第1）

4.《政府公共关系学》，江苏省十二五重点教材，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主编）

论文（独立作者或以第一作者）

1.《北约为何要对南联盟动武》，《国际展望》1999/07  

2.《试析冷战后东欧国家“回归欧洲”的外交政策取向》，《今日东欧中亚》（现改名为《俄罗斯

研究》） 1999/03

3.《坚冰被打破后的“逡巡”——70年代中美迟迟未能建交原因探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1999/02

4《试析当代西方绿色政治理论的形成与影响》，《南京师大学报》1999/04

5.《冷战后中欧关系发展的动力和基础》，《国际论坛》2002/01

6.《全球化与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社会主义研究》2002/06

7.《国家公务员交流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分析》，《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2/03

8.《试析邓小平的忧患意识》，《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05

9.《21世纪初中国外交的战略思考》，《当代亚太》2004/06

10. 《世纪之初的中国国家政治安全问题》，《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04

11. 《当代政治转型研究的理论范式评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04

12. 《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政治民主化浪潮评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6/03，



13.《析对马恩“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适用性的误读》，《社会主义研究》2006/02

14.《析对马恩“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研究中的若干错误倾向》,《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05

15. 《析对马恩“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内涵的误读》，《江淮论坛》2006/06

16.《十月革命与东方社会主义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02

17.《东亚威权政治形成的原因与背景分析》，《社会科学》2008/02

18.《东亚威权政治体制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社会主义研究》2008/03

19.《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与东亚现代化》，《生产力研究》2008/23

20.《比较政治学的一种分析范式：威权政治内涵与特征的界定》，《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8/05

21.《析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中的“威权政治”》，《当代世界》2008/12

22.《解析“台湾民主”的困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04

23.《东亚威权主义体制下的政治权力谱系》，《理论导刊》2009/10

24.《东亚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特征解析》，《暨南学报》2009/05

25.《在“民主违拗”的困境中审视转型民主》，《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06

26.《威权体制在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双刃剑”作用》，《南京师大学报》2010/03

27.《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内涵与特征》，《党政论坛》2010/11

28.《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制度安排与实践形式》，《党政论坛》2011/01

29.《比较政治学的一种分析范式:东亚威权政治转型的路径选择》，《理论导刊》2011/09，

30.《东亚威权政治转型的原因探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06

31.《新加坡维护政治稳定的经验研究》，《长白学刊》2012/06

32.《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镜像与生成逻辑》,《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02

33.《五步教学法在“政治学基础”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教学论文），《学理论》2013/10

34.《全球治理语境下主权国家的国际责任》，《中州学刊》2014/02

35.《亚洲安全：观念、挑战与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14/11

36.《权威治理与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稳定》，《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06

37.《推进协商民主的具体实践》，《人民日报》理论版2014年6月20日

38.《政治安全视域中的网络边疆治理》，《光明日报》理论版2015年4月15日

39.《网络边疆的治理: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新场域》，《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07

40.《纷争中的“西方协商民主理论”辨析》，《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6/06

41.《2015年中国行政学研究综述》，《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6/01

42.《失灵的西式民主》，《光明日报》2017-03-03

学术兼职：

1．江苏省委宣传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2011

2．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理事，2014年

3．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2015年

4．江苏省政治学会副秘书长，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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