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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言的题目是“用共同体应对区域国别学学科发展挑战”，主要为以下

四个方面：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什么样的区域国别学。

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是“顶天立地”的重要创新。“顶天”是指可以通过

推动中国全面深入认知世界，形成中国的世界观，推动知识体系创新；“立地”

是指可以通过融入和影响世界，形成世界的中国观，提升资政服务能力。区域国

别学学科发展要做到三个支撑：

一是成为大国崛起重要的学术支撑。这是钱乘旦先生的观点，我深表认同。

只有在广泛认知世界的基础上，才能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深入参与全球治理

体系改革和建设；

二是要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话语支撑。只有深入了解世界各地受众所思、

所想、所需，才能有对象感的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三是要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重要的学术支撑。区域国别学提供的“他者”

视角，是学科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思想源泉。

第二，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发展面临的挑战。

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既要有效地回应国家需要，又要厚植学科发展的根基，

既要体现国之大者，也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形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

学科、学术、话语体系。当前，区域国别学研究与学科发展面临以下挑战：

一是需求综合与研究专精的矛盾。区域国别学的发展面临研究与人才领域化

专精的现实，和需求综合化、行业化、区域化之间的矛盾；

二是需求易变与研究稳定的关系。区域国别学研究需求重点的对象问题领域

总是在转变，而供给侧的学者研究一般面向长期性、规律性的问题，迅速响应需



求的能力不足；

三是学术思维与决策思维的矛盾。学术思维倾向于极致的批判性思维，决策

思维讲究务实、落地、可接受，有时还需要权衡和妥协；

四是语言多元与信息单一之间的矛盾。由于多语种教育服务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许多区域国别研究依靠中文材料，而中文材料大多来自于英文翻译，无法交

叉印证，存在进出风险。比如，在俄乌冲突发生时，网上盛传泽连斯基已经抵达

波兰，我向赵刚副校长请教，是否有看到相关报道，他的回答是没有。最后证实

这是一个宣传套路，并不是事实；

五是区域视角和全球视角之间的矛盾。区域国别研究容易出现“孤岛化”，

无法形成共同问题与共同学科核心知识，需要处理好微观的学科领域、中观的区

域国别、宏观的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

六是需求旺盛和学科供给能力不足的矛盾。区域国别学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

研究在需求侧和供给侧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供给不充分、供需不匹配的问题，

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认为区域国别学学科发展必然会经历各学科单独探索，各学科交叉融合和

形成独立学科的过程。

第三，中国区域国别学共同体的使命。

中国区域国别学共同体要回应上述六个挑战，推动“五度融合”，破解学科

发展的瓶颈。

“五度融合”是指推动区域国别学研究和学科发展实现全球覆盖的广度、长

期研究的深度、学科融合的强度、需求响应的速度、交叉验证的精度，五者有机

融合，由此推动学科发展。



要做到全球覆盖的广度，一所高校是无法单独做到的，共同体可以做到；长

期研究的深度是单个机构不好实现的，共同体可以实现；学科融合的强度只靠高

校做不到，多学科共同体可以做到；需求响应的速度需要资政研究的“供给侧改

革”，北京和各地高校各有优势，共同体可以实现全国协同；交叉验证的精度需

要打破语言、国别、理论、方法的边界，尤其需要跨语言和大数据工具，共同体

可以建设相应的公共产品，推动交叉融合。

要实现“五度融合”，需要以平台化、网络化、分布式的组织方式整合全国

乃至全球的学科资源。共同体要提供：高效的语言服务平台、完备的数据资源平

台、成果发布平台、便捷的全球学者协作网络。推动区域国别学的联合学科研究、

联合科研攻关、联合人才培养、联合社会服务、联合国际合作。

第四，共同体的北外担当。

此前王定华书记已经代表我校表态，北京外国语大学要举全校之力发展自身

的区域国别学学科，要尽力通过共同体为兄弟院校的学科发展提供服务。

一是用全球语言服务平台赋能区域国别学科。在发改委与教育部的支持下，

我校开始建设全球语言服务平台，立足于打通“招生、培养、就业、研究、服务、

监管”的外语教育行业全链条，围绕语言教育、语言服务、语言研究与语言保护，

进行语言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语言服务的信息不对称、供需不匹

配的问题。努力实现无论何人、何时、何地、何种方式、需要何种语言，都提供

可望可及、可以负担的服务；

二是多语种期刊方阵助力全球学术圈构建。北外创建了英、法、德、西、葡、

阿、俄 7 个语种的 12 种外语学术期刊，为区域国别学学者提供学术发表和对外

发声的平台，增强国际学术话语权，形成全球的学术话语。同时，我校将一本中



文正式刊物更名为《区域国别学刊》，为共同体提供支撑；

三是为全球区域国别学共同体提供全球网络。我校于 2016 年 10 月成立区域

与全球治理研究院，2022 年发起成立了全球区域国别学共同体，汇聚来自与中国

建交的全部181个国家的优秀学者，两个学术共同体的协作可以提供全球性网络；

四是提供学术公共产品。我校已经建成了国际组织数据库、全球指数网等多

语种的学术资源平台，为交叉学科研究提供基础设施；

五是“外语+专业”跨校联合培养复合型人才。我校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

政法大学等国内一流高校的 A+学科跨校合作，形成“英语+马克思主义”“英语+

法学”“英语+金融学”“西班牙语+国际新闻与传播”等强强联合人才培养方阵，

构建区域国别学学科可持续的人才基础。

让我们埋头苦干，奋勇前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把各位领导和专家擘画

的愿景变为现实，构建学科行动的新格局，推动学科高质量发展，共商、共建、

共享中国区域国别学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