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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展望》2022 年部分选题方向预报 

---------------------------------------------------------------- 

历经百年奋斗和数十年建设，中国正在不断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2022 年，

我们又将迎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重

要年份里，我们尤其需要加强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系统性、战略性研究。同时，欢

迎跨学科、交叉领域、新兴领域、多维视角的讨论，并注重学术争鸣和思想碰撞，

以服务于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也欢迎同行专家与本刊合作共同组织专题。这

里列出部分选题方向供参考，对自由选题论文同样热忱欢迎。 

（1）习近平外交思想，中国外交哲学，中国外交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习

近平外交思想是当代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中国传统文化等

因素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外交态度和理念，两者密切相关。中国外交哲学的主要影

响因素、基本特性也需要不断深入提炼和概括。 

（2）维护国际格局稳定，营造有利国际环境。当前，多极化、单边主义、“团

伙式多边主义”出现新动向，国际环境发生新变化。维护国际体系稳定、构筑和

维护适宜的国际秩序尤为重要。中国需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积极

推进国际体系与秩序的“合作性变革”，努力构筑新型国际关系。 

（3）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我们需继续深入研究和

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是我们的重要原则。对于发展中

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性等诸多挑战，需要积极应对，既维护好自身安全，也引导

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国际安全，为全球安全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4）掌握制度性话语权，发挥大国引领作用。通过制度性话语权的运用，

推动全球治理，是中国发挥国际引领作用的重要方面。这样的全球治理，既包括

对国际经济领域相关议题的治理，也包括涉及整个国际体系各个方面的全球治理。

我们需要研究规则或需求的新变化、新要求，以确定影响策略。 

（5）大国关系与大国互动，中等国家国际影响，重点方向战略态势及其应

对。当前，需要关注大国全球战略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博弈，需要多维度研究大

国关系及其战略影响，并需努力破解大国竞争与对抗。中等国家在国际关系互动

中发挥着重要影响，需深入研究地区大国（中等国家）相关问题。妥善处理和应

对重点方向的战略态势，对中国外交也具有重要意义。 

（6）经济全球化的新特点和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经济外交，有效开

展相关对外经济工作等。在遭遇逆流的情况下，经济全球化出现新特点、新机理，

产生诸多新影响。在全球经济联系及产业链深化背景下，特定国家与跨国经营企

业间的互动也影响着国际经济乃至政治关系。同时，区域经济合作安排及其参与，

也需关注。我们需要基于国际关系学科关怀，讨论相关国际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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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注发展中国家问题，团结合作，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发展。对发展中

国家关系在中国外交中居于重要地位，有必要多领域多角度研究发展中国家相关

问题，其中也包括域外第三方因素等。相关研究有助于我们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

战线。同时，发展合作是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手段，也应予以关注。 

（8）关注军备控制和战略稳定，关注新公域和新兴领域。在军备控制、核

武器管控和防止太空军备化等方面，国际社会正面临严峻挑战。在数字空间、极

地、海洋等新公域，在生态、公共卫生等重要领域或其他新兴领域，我们也同样

面临着大量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我们需要对有关问题展开讨论。 

（9）关注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周边关系、周边稳定。中国周边环境出现

新特点，并在陆上周边和海上安全方面都有所反映。周边地区和中国的经济联系

已发展到新阶段，而域外势力的政治、经济活动也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发展

中需要应对的重要参变量。我们需关注周边安全和周边关系发展问题。 

（10）推动中国思想和理念的国际传播。国际舆论斗争和对外传播是一门艺

术，我们需要研究传播工作面临的新要求，提升传播的穿透力。形象传播乃至文

化传播仍然是今后进行对外传播的基础工作；同时，服务于引导国际舆论的需要，

当前我们尤其应注重中国思想和理念的国际传播。 

（11）有关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思潮新动向需要关注，其国际政治经济影响需

要积极应对。随着新的年龄层和新的人群不断加入政治舞台，相关国家或地区的

社会思潮会发生渐近或剧烈变动。有必要围绕其内在政治经济生态的国际影响、

新的代表性人群的思想和行为的国际影响、这些人群思潮对本国政策取向的影响

以及我如何应对展开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