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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背景／学术经历>  
        苏长和，1971年11月生，安徽巢湖人。苏长和199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获法
学（国际关系）博士学位，1999年7月至2006年6月任教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2006年7月至
2011年6月任教于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曾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
（UIUC）和瑞典隆德大学作访问学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08年），上海市首届社科
新人奖（2009），论著多次获得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奖。 

<社会兼职>  
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联合国协会理事，上海市

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政治学会常务理事  
<研究方向>  
世界政治理论，中国政治与外交，国际组织

<所授课程>  
 国际关系导论,当代国际关系研究,国际体系与中国外交
<课件下载>  
  国际关系导论教学大纲.doc    第二版国际关系导论教学大纲.pdf   国际关系导论教学大纲2013-2014年

版.doc       国际法与国际关系教学大纲.pdf    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研究生课大纲.pdf 

<研究成果>  
  
一、中文 
 

51.”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在多极世界中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9期。 

50.”论国际关系教育“，《外交评论》2013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摘要转载。 

49.”走出民主政治研究的困局“，《求是》2013年第11期。人大报刊
复印资料《政治学》转载，《红旗文摘》转载。 

48.“为多极世界谋规则〉《社会科学报》2012年第913期。人大报刊复
印资料《国际政治》转载。 

47.”大陆与海洋视野下的亚洲秩序“，《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
年7月上。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外交》转载。 

46.”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世界经济与政
治》2012年第8期。 

45.“中国道路视野下的国际体系建设”，《当代世界》2012年第12
期。《红旗文摘》转载，《求是》摘要转载。 



44.“走中国的国际体系建设道路”，《当代世界》2012年第2期。人大
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外交》转载。 

43.“中国海外利益管理的新视角”，《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8期。 

 
41.“中国与国际体系：寻求包容性的合作关系”，《外交评论》2011
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外交》转载。 

40.“中国与全球治理：进程、行为、结构与知识”，《国际政治研
究》2011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外交》转载。 

39.“中国地方政府与次区域合作：动力、行为及机制”，《世界经济
与政治》2010年第5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外交》转载。 

38.“国际政治学要突破国家和学科两个边界”，《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年7月1日。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国际政治》转载。 

 
 

36.”中国应该如何生产自己的话语权“，《南风窗》2010年10月。人
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外交》转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外交》
转载，《红旗文摘》转载。 

35.“中国外交研究的新领域与新议程”，《国际观察》2010年第1期。 

34.“中国模式与世界秩序”，《外交评论》2009年第4期。人大报刊复
印资料《中国外交》转载。 

33.“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理论与政策研究之弥合”，《国际政治研究》
2009年第3期。 

32.“国内国际互动与中国对外关系的展开”，《教学与研究》２００
９年第10期。 

31. “国际化与地方的全球联系：中国地方的国际化研究（1978－
2008）”，《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1期。《中国社会科学文
摘》转载。 

30.“中国外交能力分析”，《外交评论》2008年第3期。人大报刊复印
资料《中国外交》转载。 

29.“国内－国际相互转型的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
年第1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外交》转载。《高等学校文科学
术文摘》转载。 

28.“中国的软权力：以中国与国际制度关系为例子”，《国际观察》
2007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外交》转载。 

27.“合约、国家理论与世界秩序”，《外交评论》2007年第2期。人大
报刊复印资料《国际政治》转载。 

26.“理性主义、建构主义与世界政治研究”，《国际政治研究》2006
年第2期。 

25.“周边制度与周边主义：东亚治理的中国道路”，《世界经济与政
治》2006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外交》转载。《高等学校
文科学术文摘》转载。 

24.“发现中国新外交：多边国际制度与中国外交的新思维”，《世界
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4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外交》转载。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 

23.“世界政治的转换与中国外交研究中的问题”，《教学与研究》２
００５年第１１期。 

22.“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观察》２００５年第
４期。 

21.《自由主义与世界政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7期。人
大报刊复印资料《国际政治》转载。 

20.《帝国、超国家与东亚的未来》，载《国际观察》2003年第2期。 

19.《问题与思想：再谈国际关系研究在中国》，载《世界经济与政
治》2003年第3期。 

18.《即将到来的大国冲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4期。 

17.《中国与国际制度：一项研究议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北



京），2002年第10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外交》转载。 

16.《中国国际关系学：问题与研究方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北京），2000年第1期。 

15.《试论二十一世纪初期的时代特征》，载《国际观察》2000年第5
期。                                     
14.《文明与跨国关系：中国对外政策及其认同的一种建构主义分
析》，卡拉汉著，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2期。 

13.《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贫困：对近二十年国际关系学在中国发展的
反思》，载《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北京）1999年第2期。 

12.《市场、国家与社会：国家在国际关系中作用的限度》，载《欧
洲》杂志（北京）1999年第4期。 

11.《重新定义国际制度》，载《欧洲》（北京）1999年第6期。 

10.《亚太地区的大国关系》（合作），载《国际观察》杂志（上海）
1998年第2期。 

9.《经济相互依赖及其政治后果》，载《欧洲》杂志（北京）1998年第
4期。 

8.《安全困境、安全机制与国际安全的未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杂志（北京）1998年第5期。 

7.《非国家行为体与当代国际政治》，载《欧洲》杂志（北京）1998年
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国际政治》转载。 

6.《世界政治中的跨国利益集团》，载《现代国际关系》杂志（北京）
1998年第10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国际政治》转载。 

5.《从国家安全到世界安全：现实主义及其后》，载《欧洲》杂志（北
京）1997年第1期。 

4.《关于均势理论的几点思考》，载《欧洲》杂志（北京）1997年第4
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国际政治》转载。 

3.《信息技术革命与国家安全》，载《国际观察》杂志（上海）1997年
第5期。 

2.《驳“民主和平论”》，载《欧洲》杂志（北京）1996年第2期。人
大报刊复印资料《国际政治》转载。 

1.《论国际干涉》，载《欧洲》杂志（北京）1996年第4期。 
 

二、英文论文 
 

6."Soft Power," in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Diplom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5."Time for a New Version of Globalization," in G20, 2012.
4. “Understanding Chinese Diplomatic Transformation,” in The Hague 
Journal of Diplomacy, ２０１０,No.4 

3. “The Role of the U.S. in Cross-Strait Negotiations: A Mainland Chinese 
Perspective,” in Jacob Bercovitch, etl., eds., Conflict Management, Security 
and Intervention in East Asia, Routledge,２００８. 
2. “China, America, and Russia Security policies,” in Bolt, Su Changhe, 

Cross, eds., The U.S., China, and Russia: Security Challenge in the 21
st

 
Century, Greenwood，２００８ 

1. “China in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in China: Domestic Impacts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on China Politics,” in David Zweig and Chen 
Zhimin, eds., China’s Reform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outledge，２００７ 
 

三、著作、章节和主编论文集 

1.《中国海外利益研究年度报告》（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2.《21世纪全球政治范式》（合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3. 《威慑与稳定》（合著），时事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4.《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2009年版。 

5. Bolt, Su Changhe, Cross, eds., The U.S., China, and Russia: Security 

Challenge in the 21
st

 Century, Greenwood，２００８
 

6.《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7.《权力与繁荣》（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8.《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部分章节写作），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年。 

9.《多边主义》（翻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 

10.《国际关系研究：理论、视角与方法》（合编），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2年。 

11.《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翻译），上海人民
出版社2001年。 

12. 《大国战略研究》（部分节目写作），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 

13.《当代国际关系》（部分章节写作），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获奖情况>  

 

 

8.《中国地方政府与次区域合作》，获得2012年上海市第十一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 

7.《中国模式与世界秩序》，获得2010年上海市第八届邓小平理论研究
优秀论文三等奖。 

6.《国内国际相互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兼论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
获得2009年第五届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类三等奖。 

5.《国内国际相互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兼论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
获得上海市2008年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三等奖。 

4.《国际制度与中国：一项研究议程》，获得上海市2004年第七届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二等奖。 

3.《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获2003年第三届教育
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二等奖。 

2.《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获2002年上海市第六
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 

1.上海市社科新人奖（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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