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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2024 年 9 月－2024 年 12 月） 
更新时间：2024 年 8 月 16日 

版权声明：《中国周边安全与周边外交分析》教学大纲仅供选修本课程的复旦大学研究

生使用。未经任课教师书面同意，任何其他机构请勿使用、传播本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Course Title：中国周边安全与周边外交分析 

课程代码/Course Code：POLI630125 

任课教师/Instructor(s)：祁怀高、赵卫华、薛松 

开课院系/School/Department：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课时间：星期三第 3-5 节（09:55-12:30） 

上课地点：邯郸校区第五教学楼 310 室（H5310） 

1．课程概要/Course Summary
课程名称（中文）

Course Title (Chinese) 
中国周边安全与周边外交分析 

课程名称（英文）

Course Title (English) 
China’s Peripheral Security Environment and Its Neighboring Diplomacy 

授课语言

Teaching Language 
中文 

适用学科专业

Discipline/Specia
lization 

区域国别学、国际关系、国

际政治、外交学、国家安全

学、世界史

学分数

Course Credit(s) 
3 

教学周数

Weeks 
共 18 周 

总学时

Teaching Hours in 
Total 

共 54 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Hours for Exper
iments /Practice 

共  0  学时 

预修课程要求

Pre-requisite Course(s) 
对亚太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有一定的了解。

课程简介

Course Introduction 
（150-300 字）

课程主要讲授新时代（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周边安全挑战与周边外

交政策。主要教学内容包括：梳理新时代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与周边外

交特点；分析中国在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四个次区域（方向）

面临的周边安全挑战，并讨论中国在上述四个次区域的周边外交政

策；分析中国与美国、俄罗斯、印度、日本在亚洲的互动关系，以及

美俄印日四个大国因素对中国周边安全和周边外交的影响；分析中美

西太海权博弈、亚洲跨境非传统安全、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推进现

代化进程、中国沿边地方政府角色等热点议题；探讨中国如何对未来

5年至 10年的周边外交战略进行顶层设计，以实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

共同发展和繁荣。本课程将使用案例比较方法和量化统计方法，比较

分析中国在周边四个次区域的安全关切与周边外交政策，量化分析中

国在周边四个次区域的政治参与、经济参与、军事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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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学目标/Course Objective（100-200 字）

本课程将通过研讨式教学，在实践上帮助研究生客观认识中国在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所处

的周边安全环境，在理论上帮助研究生理性探讨新时代中国如何开展周边外交，在方法上

帮助研究生熟练掌握案例比较方法和量化统计方法 

3．教学内容及进度安排/Course Content & Schedule 
课次

No. 
教学周

Week 
教学内容及预期效果

Content & Expected Achievement 
作业/实验 
Assignment 

1 

1st week 
（2024 年 9

月 4日） 

祁怀高主讲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和周

边外交特点 

1. 中国“周边”“周边安全”概念解析； 
2. 认识新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变化与

周边外交政策的演进；

3. 认识中共十八大以来周边安全环境

与周边外交政策的特点；

4. 思考如何解决中国自我认知与周边

对华认知的错位。

2 

2nd week 
（2024 年 9

月 11日） 

祁怀高主讲

中国的东北亚周边安全环境和东北亚外

交 

1. 思考当前东北亚政治安全、经济安

全、军事安全环境；

2. 思考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东北亚地

缘政治结构向“两个世界大国和三个

地区大国并存”的演变；

3. 分析东北亚“两个世界大国和三个

地区大国并存”权力结构下第二层级

和第三层级国家的外交选择；

4. 量化分析中国在东北亚的政治参

与、经济参与、军事参与；

5. 思考中国的东北亚外交政策选择。

3 

3rd week 
（2024 年 9

月 18日） 

赵卫华主讲

中国的东南亚周边安全环境和东南亚外

交 

1. 思考当前东南亚政治安全、经济安

全、军事安全环境；

2. 中国崛起、美国“重返”东南亚、

印度“东向政策”纵深化等结构性因素

对中国东南亚外交的影响；

3. 东南亚国家的区域自主性、开放式

地区合作和“东盟中心”对中国东南亚

外交的影响；

4. 量化分析中国在东北亚的政治参

与、经济参与、军事参与；

5. 思考中国的东南亚外交政策选择。

4 

4th week 
（2024 年 9

月 25日） 

祁怀高主讲

中国的南亚周边安全环境和南亚外交 

1. 思考当前南亚政治安全、经济安全、

军事安全环境；

2. 思考印度在南亚一家独大、中印美

互动的权力结构下，中国如何制定其

南亚政策；

3. 南亚一体化困境、印巴对峙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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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外交的影响；

4. 量化分析中国在南亚的政治参与、

经济参与、军事参与；

5. 思考中国的南亚外交政策选择。

5 

5th week
（2024 年

10 月 9

日） 

祁怀高主讲

中国的中亚周边安全环境和中亚外交 

1. 思考当前中亚政治安全、经济安全、

军事安全环境；

2. 思考中俄美在中亚互动的权力结构

下，中国如何制定其中亚政策；

3. 中亚一体化进程、打击三股势力、

政治转型对中国中亚外交的影响；

4. 量化分析中国在中亚的政治参与、

经济参与、军事参与；

5. 思考中国的中亚外交政策选择。

6 

6th week 
（2024 年

10 月 16

日） 

祁怀高主讲

中国在周边四个次区域的安全关切与周

边外交政策比较分析 

1. 比较分析中国在东北亚、东南亚、

南亚、中亚的安全关切；

2. 量化比较分析中国在周边四个次区

域的政治参与、经济参与、军事参与； 
3. 比较分析中国的东北亚、东南亚、

南亚、中亚外交政策；

4. 选取中国的周边枢纽伙伴国。

7 

7th week 
（2024 年

10 月 23

日） 

祁怀高主讲

中国周边外交中的大国因素分析 

1. 分析中美在亚洲的竞争合作关系与

中国周边外交；

2. 分析中俄在亚洲的战略协作关系与

中国周边外交；

3. 分析中印在亚洲的竞进均衡关系与

中国周边外交；

4. 分析中日在亚洲的竞雄共存关系

与中国周边外交；

5. 比较分析中国周边外交中的美俄

印日四大国因素。

—

8th week 
2024年 10

月 30日

学生自主阅读老师布置的研究文献 —

8 

9th week 
（2024 年

11 月 6

日） 

祁怀高主讲

中美在西太平洋的海权博弈及对中国海

洋安全环境的影响 

1. 分析中美在西太的三重海权博弈；

2. 讨论管控中美西太海权博弈的措

施；

3. 探讨海上方向的威胁和挑战是否构

成中国周边安全的短板；

4. 分析中美西太海权博弈对中国海洋

安全环境的影响。

9 
10th week 
（2024 年

11 月 13

中国与邻国的跨境非传统安全问题分析 

1. 中国与海上邻国的海洋非传统安全

合作；

2. 中国与邻国的跨境民族和宗教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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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祁怀高主讲 

合作；

3. 中国与邻国的跨境河流水资源争端

与跨境水治理；

4. 中国与邻国的公共卫生治理合作。

10 

11th week 
（ 2024 年

11 月 20 日） 
祁怀高主讲

共建“一带一路”在亚洲取得的进展和

面临的挑战 

1. 分析共建“一带一路”取得的进展

及如何惠利周边；

2. 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签署的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文件进行文本分析；

3. 思考中国与亚洲国家如何共同打造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示范区；

4. 分析美俄印日四大国对共建“一带

一路”的态度；

5. 思考中国与亚洲国家在共建“一带

一路”中如何规避潜在的经济风险和

生态风险？

11 

12th week 
（ 2024 年

11 月 27 日） 
薛松主讲

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推进现代化进程分

析 

1. 中国式现代化表述的演进及国际因

素分析；

2. 中国式现代化如何为周边发展中国

家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新选择；

3. 周边 29 国的现代化水平量化分析； 
4. 思考中国式现代化与周边国家现代

化的经验互鉴。

12 

13th week 
（2022 年

12 月 4

日） 

祁怀高主讲

中国沿边地方政府与周边外交的互动分

析 

1. 分析中国地方政府与中国东北亚外

交的互动；

2. 分析中国地方政府与中国东南亚外

交的互动；

3. 分析中国地方政府与中国南亚外交

的互动；

4. 分析中国地方政府与中国中亚外交

的互动；

5. 探讨如何统筹中国沿边发展与周边

外交。

13 

14th week 
（2022 年

12 月 11

日） 

祁怀高主讲

未来十年中国周边外交战略顶层设计思

考 

1. 分析未来十年周边安全在中国三环

安全结构中的地位变化；

2. 厘清未来十年中国周边外交工作的

战略目标、基本方针、总体布局；

3. 根据量化分析选取中国在周边四个

次区域的枢纽伙伴国。

14 

15th week 
（2022 年

12 月 18

日）

课堂讨论： 

《中国周边安全与周边外交分析》课程

论文撰写主题讨论 

—

— 待定 与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官员交流 拟邀请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官员前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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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做一次讲座，与同学们进行面对面

的交流。

—
16th - 18th 

week 
撰写课程论文 —

4. 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Course Assessment & Grading
考核指标* 

Assessment Criteria 
权重

Percentage 
评定标准

Assessment Standard 
出勤

Attendance 
10% 准时参加每一次课

课堂表现

Participation 
10% 积极参与课堂教学和讨论

作业/实验 
Assignment 

10% 认真完成每一堂课布置的相关作业

课程论文

Course Paper 
70% 认真完成课程论文，注释规范，有自己的独到思考

其他

Other(s) 
— —

* 各项考核指标可自由设置，总权重为 100%。

5. 教材/Textbook(s) （如使用自编讲义，请在“名称”列中备注说明）

序号

No. 
名称

Title 
作者

Author(s) 
标准书号

ISBN 
出版机构

Publisher 

出版日期

Publication 
Date 

是否必读

Mandatory or 
Elective 

1 
新中国周边外交史

研究（1949—
2019） 

石源华等
978-7-5012-

6120-8
北京：世界知

识出版社

2019 年 11
月

是

（Mandatory） 

2 

《坚持亲诚惠容的

周边外交理念》，载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一卷）》

习近平
97870102555

90 
北京：人民出

版社
2023 

是

（Mandatory） 

3 
《新时代中国的周

边外交政策展望》

中国外交

部
—

https://www.mfa
.gov.cn/web/zyx
w/202310/t2023
1024_11167069.

shtml 

2023 年 10
月 24 日 

是

（Mandatory） 

6. 教学参考资料/Reading Materials and References

序号

No. 
名称

Title 
作者

Author(s) 
标准号码

ISBN/DIO 
出版机构

Publisher 

出版日期

Publication 
Date 

是否必读

Mandatory or 
Elective 

1 
中国崛起背景下的

周边安全与周边外

交

祁怀高等
978-7-101-

10194-2
北京：中华书

局

2014 年 7
月

否

（El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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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周边外交十

四讲》
石源华

978-7-5097-
9959-8

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 

否

（Elective） 

3 
《中国周边国家概

览》

石源华、

祁怀高主

编

978-7-5012-
5420-0

世界知识出版

社
2017 年 

否

（Elective） 

4 
《冷战时代的中国

战略决策》
牛军

978-7-5012-
5893-2

北京：世界知

识出版社
2019 年 

否

（Elective） 

5 
《曲折的历程：中

亚卷》
李中海

978-7-5060-
8498-7

北京：东方出

版社
2015 年 

否

（Elective） 

6 
《南太平洋地区主

义：历史变迁的逻

辑》

陈晓晨
97875201612

99 
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 

否

（Elective） 

7 
《中国与周边国家

关系——国际关系

现实问题研究》

冯绍雷、

潘兴明主

编

2020 
97875432310

85 

上海：格致出

版社
2020 年 

否

（Elective） 

8 
《东南亚国际关

系》
贺嘉洁

978-7-309-
17238-6

上海：复旦大

学出版社
2023 年 

否

（Elective） 

9 
《权力扩散视角下

的中越南海争端研

究》

赵卫华
97875012604

54 
世界知识出版

社
2019 年 

否

（Elective） 

10 
《印度尼西亚族群

动员的政治逻辑

（1998—2017）》 
薛松

978-
7520375894 

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2020 年 

否

（Elective） 

11 

China's Asymmetric 
Statecraft: 

Alignments, 
Competitors, and 

Regional Diplomacy 

Yuxing 
HUANG 

978-
0774868129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24 

否

（Elective） 

12 

Rivers of Iron: 
Railroads and 

Chinese Power in 
Southeast Asia 

David M. 
Lampton, 
Selina Ho, 

and 
Cheng-
Chwee 
Kuik 

97805203729
93 

Oakland, U.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20 

否

（Elective） 

13 

Preventive 
Diplomacy in Non-
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ASEAN-
China Public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Yue 
YANG 

and Youlin 
QIAO 

978-981-12-
8569-1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2024 

否

（Elective） 

7. 任课教师简介/Profile of Instructor(s) （教学科研经历简介，300 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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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怀高，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副院长、博士生导师。2007年 6月，获武汉大

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世界史专业）。2008年 7月至 2010年 9月，担任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

后流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2010 年 9 月，入职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2013 年 1 月至

2013年 12月，担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艾什中心访问学者。2017年 10月至 2018年

9 月，担任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访问学者。为复旦大学本科生开设《中国的边界与海洋

事务》等课程，为复旦大学研究生开设《中国周边安全与周边外交分析》课程。著有《中

国与邻国的海洋事务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 2022年，专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

支点国家发展战略对接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9年，专著）、《构筑东亚未来：中美制

度均势与东亚体系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年，专著）等。主要从事中国周边外

交、中国海洋事务的研究。 

赵卫华，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硕士生导

师。先后在云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河内国家大学和复旦大学完成本硕博教育，受教育

部和单位公派在越南工作和留学五年。主要研究方向为南海问题、越南政治外交、中越关

系、中国周边战略、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维护。出版专著《权力扩散视角下的中越南海争

端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 7月）。代表性科研项目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

越南海争端的历史、现状、趋势及对策研究》。 

薛松，2018年入职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现为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学士

（印尼语专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国际关系专业），清华大学博士（国际关系专业）。

曾借调中国驻印尼使馆工作（2021-2023 年），任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ISEAS）访问学者

（2024年）。研究领域为印度尼西亚内政外交、族群政治、东南亚地区秩序。出版独著《印

度尼西亚族群动员的政治逻辑（1998—2017）》。

办公地址

Office Add 
办公室地址：复旦大学邯郸校

区文科楼 304室 
办公时间

Office Hour 
工作日上午 8：30 至下午 3：
30 

联系方式

Contact Info 
电话：021-55664938（办）；电邮：huaigaoqi@fudan.edu.cn 

教师签名

Signature 
祁怀高、赵卫华、薛松

日期

Date 2024 年 8月16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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