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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世平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 220 号，200433 

电话：86-021-55664582; 传真：86-021-55664129; 电邮：twukong@yahoo.com  
已婚，有一男孩 

 

教育 
 
硕士 (06/1999) 国际关系（亚洲研究），美国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博士 (08/1995) 分子生物及遗传学，美国 Wayne State University 
硕士 (08/1988) 分子生物学，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 
学士 (07/1985) 古生物学，中国地质大学地质系 
 
 

工作经历 
04/2016-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10/2014-2020  “陈树渠讲席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 
03/2013-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07/2009-01/2013  校聘关键岗位一档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 
03/2006-07/2009 高级研究员，S. Rajar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南洋理工大学), Singapore  
04/2005-07/2005 访问研究员（Visiting Research Fellow）, East Asian Institute （东亚研

究所）,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新加坡国立大学）, Singapore 
11/2002-12/2005 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 
10/2002-09/2003 厅长助理（挂职），宁夏回族自治区外贸厅 
08/2002-12/2005 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中心 
07/2002-08/2002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防务与战略研究所 Sasakawa 访问学者 
12/2001-12/2005 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安全与外交研究室 
07/1999-11/2002 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 
10/1998-01/1999 北京敏思咨询有限公司／经济学家研究部（EIU）（实习） 
06/1998-10/1998 重庆市体制改革委员会、重庆市外经贸委（实习） 
08/1995-08/1997 博士后，美国 Sidney Kimmel 癌症中心 
08/1989-08/1990 研究组长，深圳维科生物工程公司 
08/1988-08/1989 研究人员，洛阳华美生物工程公司 
 

教学经历 
《国际安全与战略：从战争到和平》研究生选修课程，2005 年下半学期，中国社科院

研究生院。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Northeast Asia(东北亚国际关系), 研究生选修课程，2006 年第

三学期,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全

英文教学）。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 Theorie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Core Course, IR program, 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全英文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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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理论：批判性的介绍》。研究生选修课程，2009-2010 学年上学期。复旦大

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全英文教学）。 

《社会科学哲学导论》，研究生选修课程，2010-11 学年下学期，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院。 

《国际安全与战略：从战争到和平》，研究生选修课程，2010-11；2011-12 学年下半学

期，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Northeast Asia(东北亚国际关系)，2010-11；2011-12 学年下半

学期，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全英文教学）。 

《社会科学中的制度分析：理论与方法》，研究生选修课程，2010-11；2011-12 学年下

半学期，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研究设计》，研究生选修课程，2012-13 学年下学期，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

学院。 

《社会科学导论》，本科生选修课程，2013-2014 学年下学期 

 

研究领域 
我的研究领域广泛，主要分成四个大的领域： 
 
国际政治 
• 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理论 
• 国际政治的大理论（进攻性/防御性现实主义、新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 
• 国际政治的中层理论：联盟、误判和冲突 
• 地区安全及中国的安全战略 
• 国家的行为，特别是战略行为的起源和演变 
• 国际政治中的社会心理学问题（不确定性、恐惧、声誉、信仰、记忆、学习等） 
 
比较政治/政治理论 
• 族群冲突：迈向一个广义的族群冲突理论 

• 现代化：全球现代化过程的再审视 

• 广义制度变迁理论 

• 权力：迈向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 

• 权力、制度、和社会 
 
制度经济学 

• 国家的学习能力和经济增长 
• 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 
• 广义制度变迁理论 
 

社会科学哲学 
• 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 
• 社会演化作为社会科学的终极范式 

• 关于知识的理论和关于社会的理论 

• 科学实在主义(scientific realism)及其认知论和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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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国际政治部分） 
 

专著（英文） 
1.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本书提出一个全新的社会科学范式—社会演化范式，并对国际政治的大

历史和大理论提出一个全新的社会演化论诠释。本书将运用社会演化范式来回答这

样一个近乎科学哲学的问题：为什么目前不同的国际政治大理论之间的争论是不可

解的？我的回答是因为在现今的争论里面，时间的维度是缺失的。更确切地说，不

同的国际政治大理论只适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 因为人类社会从来就是一个演化的

系统，只有社会演化范式才能够真正理解人类社会（包括国际政治）的变迁。本书

于 2015 年获得“国际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ISA）”的“年度最佳

著作奖（Annual Best Book Award）”。 
2.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Defensive Realism ［《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防

御性现实主义》］, New York: Palgrave-Macmillan, 2010。本书第一次对防御性现实主义

作出了一个相对更为系统和清晰的阐述，是现实主义理论的一部重要著作。 
 

专著（中文） 
1.《塑造中国的理想安全环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 12 月版。 
 

编著（英文） 
1. Shiping Tang, Mingjiang Li, and Amitav Acharya eds., Living with China: Dynamic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ts Neighbors (New York: Palgrave-Macmillan 2009).  
 

编著（中文） 
1. 唐世平、王凯 主编，《历史中的战略行为：一个战略思维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8 月。 
2. 唐世平、张洁、曹筱阳 主编，《冷战后近邻国家的对华政策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年 12 月版。 
 
刊物文章（英文） 
 
匿名评审刊物 

1. “Regionalism in the Shadow of  Extra-regional Great Powers: a gam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of  Central Asia and beyond,”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SSCI 刊
物） 

2. “Does Oil Cause Ethnic War? Comparing Evidences from Quantitative and 
Process-tracing Exercises,” Security Studies, Vol. 26, No. 3 (Sept. 2017), pp. 359-390, lead 
article (with Yihang Xiong and Hui Li) .（SSCI 刊物） 

3.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The Ethno-geography of  Oil and the Onset of  Ethnic 
War,”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2, No. 2 (June 2017), pp. 135-158, lead article 
(with H. Li)  

4. “The Onset of  Ethnic War: A General Theory,” Sociological Theory, Vol. 33, No. 3 (Sept. 
2015), pp. 256-279. （SSCI 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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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nternational System, not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Agains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ématique in IR,”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7, No. 4 (Dec. 2014), pp. 
483-506. （ 刊物）SSCI  

6. “Outline of a New Theory of Attribution in IR: Dimensions of Uncertainty and Their 
Cognitive Challenge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 No. 3 (Sept., 2012), pp. 
299-338. （ 刊物）SSCI  

7. “American Military Interventionism: A Social 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 (with Joey 
Shi Ruey Long),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8, No. 3 (Sept., 2012), pp. 
509-538.（ 刊物）SSCI  

8.  “Review Article: Reconcili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Anarchy,” World Politics, Vol. 63, 
No, 4 (Nov., 2011) pp. 713-751. （ 刊物）SSCI  

9.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Ethnic Conflict: Toward a Dynamic and Integrative Theory 
of Ethnic Conflic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7, No. 3 (March 2011), pp. 
511-536.（ 刊物）SSCI  

10. “Offense-defense Theory: Toward a Definitive Understanding.”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 No. 2 (Summer 2010), pp. 213-260. 

11.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om Mearsheimer to Jervi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6, No. 1 (Mar., 2010), pp. 31-55. （ 刊物）SSCI  

12. “The Security Dilemma: A Conceptual Analysis,” Security Studies, Vol. 18, No. 3 (Sept. 
2009), pp. 587-623. （ 刊物）SSCI  

13. “Fear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wo Posi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0, No. 3 
(Sept. 2008), pp. 451-471. 

14. “Correspondence: Uncertainty and Reassuranc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2, No. 1 (Summer 2007), pp. 193-197. （SSCI 刊物） 

15. “Reputation, Cult of  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Security Studies, Vol. 14, No. 
1 (2005), pp. 34-62. （SSCI刊物） 

16. “A Systemic Theory of  Security Environment,”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27, No. 1 
(March 2004), pp. 1-34 (lead article/开篇文章). （SSCI 刊物） 

17.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Central Asia: The Sino-Russia Relationship,” Asian 
Survey, Vol. XL, No. 2 (March/April 2000), pp. 360-376. （SSCI 刊物）（该文章最早提

出了在中亚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并且为后来的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一

定的政策基础）。 
 
非匿名评审刊物 

1.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Order(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1, No. 4 (Winter 
2019), pp. 117-131. 

2. “China and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Order(s),” Ethn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32, 
No. 1 (Mar. 2018), pp. 31-43. [Also, co-editor of  this special issue.] 

3. “Institution Building under ‘10+3’: tackling the practical issues,” Global Economic Review, 
Vol. 31, No. 4 (December, 2002), pp. 3-16 (lead article/开篇文章). 

4. “A Neutral Reunified Korea: A Chinese view,”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Seoul), Vol. 
XIII, No. 2 (Fall/Winter 1999), pp. 464~483.（这篇文章已经成为国外一些有关中

国外交政策的课程的参考读物。） 
 

刊物文章（中文） 
1. “国际秩序变迁与中国的选项，”《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2. “半负面案例比较法与机制辨别：北约与华约的命运为何不同？”《世界经济与

政治》，2018年第12期（与周亦奇合著） 
3. “族群冲突研究：历程、现状与趋势，”《欧洲研究》，2018年第1期（与王凯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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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际系统如何影响国家：六大渠道，”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8期。 
5. “决策者到底如何归因？一项基于美国外交档案的研究，”《国际安全研究》，

2016年第1期。（与张旻合著） 
6. “理解战略中的系统效应：以中苏同盟破裂的多重影响为例”，《世界经济与政

治》，2013年第10期，4-20页。（开篇文章；与王凯、杨珊合著）。 
7. “理解战略行为：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12 年第11期。（与

左希迎合著） 
8. “相互制约：联盟管理的核心机制”，《当代亚太》，2012第3期，6-38页（开篇文

章）。（与苏若林合著） 
9. “美国的军事干涉主义：一个社会演化的诠释”，《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第9

期，81-111页（第一作者）。（本文是“American Military Interventionism: A Social 
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的中文版）。 

10. “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米尔斯海默到杰维斯”，《当代亚太》2009第5期，5~31
页（开篇文章）（本文是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om Mearsheimer 
to Jervis的中文版）。 

11. “中国外交讨论中的‘中国中心主义’和‘美国中心主义’”，与綦大鹏合著，《世

界经济与政治》2008第12期 , 62~70页。 
12. “中国东南亚研究现状：制度化阐释”，《当代亚太》2006第4期， 3~10页（与张

洁 合著，开篇文章）。（《新华文摘》2006第13期转载。） 
13. “中国的地区研究：成就、差距和期待”，《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第11期，7~15

页（与张洁、曹筱阳合著，开篇文章）。 
14. “制度建设中的“领导”问题”，《国际经济评论》2004第6期，27~32页。 
15. “中国的地区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 第 6 期，8~13 页（与张蕴岭合著，

开篇文章）。 
16. “国际政治理论的时代性”，《中国社会科学》2003 第 3 期， 140~150 页。（入选

《中国社会科学》二十周年《中国社会科学文丛》政治学卷） 
17. “中国的崛起和地区安全”，《当代亚太》2003 第 3 期，14~18 页。 
18. “作为信仰的国际政治理论”，《国际经济评论》2003 第 1 期，48~53 页。 
19. “2010-2015 年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决定性因素和趋势展望”，《战略与管理》

2002 第 5 期，34~45 页。（新加坡《联合早报》全文转载，美国 FBIS 全文翻译） 
20. “理解中国的安全战略”，《国际政治研究》2002 第 3 期，128~135 页。 
21. “寻求中美日相互安全的基点”，《战略与管理》2002 第 1 期，99~109 页（与曹

筱阳合著）。 
22. “东盟－中国－日本和东亚的未来”，《国际经济评论》2001 第 6 期，19~24 页（与

周小兵合著）。 
23. “再论中国的大战略”，《战略与管理》2001 第 4 期，29~37 页。（新华社《领导

参阅》全文连载） 
24. “国家安全环境的系统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 第 8 期，16~22 页。（该

文于 2004 年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25. “理想安全环境与新世纪中国大战略”，《战略与管理》2000 第 6 期，42~49 页。 
26. “中印关系的博弈和中国的南亚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 第 9 期，24~29

页。 
27. “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下的中亚经济一体化”，《当代亚太》2000 第 7 期，27~33 页。 
28. “TMD 和科索沃后的中国军事战略”，《当代亚太》1999 第 10 期，25~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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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文章（英文） 
1. “Evolutionary Theorization of  Peaceful International Change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eaceful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20), T. V. Paul et al., eds., DOI: 
10.1093/oxfordhb/9780190097356.013.13 

2. “Understanding Ethnic Conflict: Four Waves and Beyond,”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Politics (2017), on-line. DOI: 10.1093/acrefore/9780190228637.013.340 

3. “Robert Jervis’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Henrik Bliddal et al., 
eds.,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13), pp. 128-137. 

4. “Introduction,” in Shiping Tang, Mingjiang Li, and Amitav Acharya, eds., Living with China: 
China and Regional States through Crises and Turning Points (New York: Palgrave-Macmillan 
2009), pp. 1-16. 

5. “From Offensive to Defensive Realism: A Social 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Security Strategy,” in Robert Ross and Zhu Feng eds., China’s Ascent: Power,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41-162. 

6. “Projecting China’s Foreign Policy: Determining Factors and Scenarios,” in Jae Ho Chung 
ed., Charting China’s Future: Political, Social, and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Lanham: Roman & 
Littlefield, 2006), pp. 129-145. 

7.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China: An I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in Saw See-Hock & 
John Wong eds.,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Chin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6), pp. 54-74 (with Jie Zhang) 

8. “China’s Regional Strategy,” in David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p. 48-68. (with Zhang Yunling) 
(本文的中文版发表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 第 6 期。文章的中英文版已经成

为对于九十年代中期后的中国外交政策的解读的一个标准读物，广泛进入国内外

有关中国外交和亚洲国际关系研究生课程的指定读物。) 
9. “Leadership in Institution Building: the Case of  ASEAN plus Three,” in Douglas Webber 

and Bertrand Fort eds.,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Europe and East Asia: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London: Routledge, 2005), pp. 69-84. 

10. “Fighting Infectious Diseases: One Mission, Many Agents,” in Tommy Koh et al eds., The 
New Global Threat: SARS and Its Impacts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03), pp. 17-30. 

 

章节文章（中文） 
1. “国际政治的重新发现人性”，《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十辑 “知识社群与主体

意思”， 57~86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 5 月. (与陈玉聃合著) 
 

工作论文（英文） 
1. “Dimensions of  Uncertainty: Toward an Integrated Attribution Theory in IR,” paper 

presented in annual meeting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PSA), Toronto, 
Canada, September 3-6, 2009. 

2. “The Evolutionary Social Psychology of  Fear (and Trust): Or why i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ifficult and conflict eas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8 ISA annual 
conference. Now available as working paper, from my website: 
http://www.sirpa.fudan.edu.cn/s/56/t/134/1d/9b/info7579.htm  

3. “From Offensive to Defensive Realism: A Social 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Security Strategy,” RSIS State of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eries, No. 3 (July 2007). 
This is a much longer version of  the chapter to be published in Robert Ross and Zhu 
Feng eds., China’s Ascent: Power,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4. “China’s Regional Strategy: An Interpretation,” Center for Regional Security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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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No. 2, 2003. (with Zhang Yunling) 
5. “China’s Security Strategy: From Offensive to Defensive Realism and Beyond,” EAI 

Working Paper No. 97 (October 2002), East Asian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with Peter Hay Gries) 

 

书评（中文／英文） 
1. “Taking Stock of  Neoclassical Re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1, No. 4 , pp. 

799-803 (solicited review on Neoclassical Realism,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edited by Seven E. 
Lobell, Norrin M. Ripsman, and Jeffrey W. Taliaferro, Cambridge 2009) 

2. “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大战略,” 《当代亚太》2000第6期，第61～64页. 
 
正在进行的工作(work in progress) 

1. “Reputation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2. “Alliance: A New Dataset,” in progress, with Jingyi Zhang, Ruolin Su. 
3. “Alliance and War,” in progress, with Zhang Jingyi. 
4. “Testing a New Attribution Theory,” in progress, with Min Zhang. 

 

研究成果 （比较政治学/政治经济学/方法论部分） 
 

英文专著 
1.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经济发长的制度基础》）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2, forthcoming)。本书将对支撑经济发展（或者说解

释国家兴衰）的制度基础第一次作出一个但系统的讨论。 
 

刊物论文（英文） 
1. “Industrial policy intensity,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 Research Policy, 2021 (with Jie Mao, Zhiguo Xiao, and Qiang Zhi) 
2. “Democracy’s Unique Advantage i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A New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Quantitative Evidences,” Kyklos, Vol. 71, No. 4 (Nov. 2018), pp. 642-666. 
3. “Toward Generalized Evolutionism: Beyond ‘Generalized Darwinism’ and its Critic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 51, No. 3 (Sept. 2017), pp. 588-612. 
4. “Eurasia Advantage, not Genetic Diversity: Against Ashraf  and Galor’s Genetic 

Diversity” Hypothesis,”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Vol. 41, No. 1 (Mar. 2016), pp. 287-327. 
5. “The Onset of  Ethnic War: A General Theory,” Sociological Theory, Vol. 33, No. 3 (Sept. 

2015), pp. 256-279.  
6.  “The Positional Market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 XLIV, 

No. 4 (Dec., 2010), pp. 915-942. 
 

刊物论文（中文） 
1. “超越“大分流”的现代化比较研究： 时空视角下的历史、方法与理论，”《学

术月刊》，2021 年第 5 期（与叶成城合著） 
2. “政治科学预测方法研究：以选举预测为例，”《政治学研究》，2020 年第 2 期（与

王中原合著） 
3. “权力格局、国王支持与泰国军人政权的韧性，” 《经济与政治体制比较》，2020

年第 1 期（与曹航合著） 
4. “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方法”，《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 10 期（与叶

成城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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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半负面案例比较法与机制辨别：北约与华约的命运为何不同？”《世界经济与

政治》，2018 年第 12 期（与周亦奇合著） 
6. “现代化的入场券：现代欧洲国家崛起的定性比较分析（QCA），”《政治学研

究》，2018 年第 6 期（与黄振乾合著）。 
7.  “族群战争的爆发：一个广义理论”，《国际安全研究》，2018 年第 4 期。  
8. “观念、行动和结果：社会科学的客体与任务，”《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 年第

5 期。 
9. “社会科学中的时空与案例选择，”《经济与政治体制比较》，2018 年第 3 期。

（与叶成城、黄振乾合著） 
10. “族群冲突研究：历程、现状与趋势，”《欧洲研究》，2018 年第 1 期（与王凯合

著）。 
11. 叶成城、唐世平，“第一波半现代化之‘帝国的黄昏’：法国和西班牙的改革之

殇，”《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 年第 3 期。 
12. 熊易寒、唐世平，“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和族群冲突升级，”《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5 年第 10 期。 
13. 唐世平，“超越定性与定量之争”，《公共管理评论》，2015 年第 4 期。 
14. 叶成城、唐世平，“第一波现代化：一个机制和因素的新解释”，《开放时代》，

2015 年第 1 期。 
15. 郝诗楠、唐世平，“社会科学中的时间：时序与时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4 年第 2 期。 
16. 李辉、唐世平、金洪，“帝国的光环：对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历史制度诠释”，《世

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3 期。 
17. 王凯、唐世平，“族群冲突：一个基于安全困境的“机制+因素”分析框架”，《国

际政治科学》，2013 年第 3 期。（开篇文章）  
18. 唐睿、唐世平，“历史遗产与原苏东国家的民主转型：基于 26 个国家的模糊集

和多值 QCA 的双重检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 2 期。 
19. 李辉、熊易寒、唐世平，“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缺憾和可能的突破”，《经济社

会体制比较》，2013 年第 1 期。 
20. 唐世平，“社会流动、地位市场和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科学》2006 第 3 期。（该

文章的介绍文章，“歧视的经济代价”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后得到广泛转载）。 

21. 唐世平，“国家的学习能力和中国的赶超战略”，《战略与管理》，2003 年第 5 期。

（《新华文摘》2004 年第 2 期封面文章，《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3 年第 6 期“本
刊特别推荐”文章）。 

22. 唐世平，“重塑国家发展规划决策机制”，《战略与管理》2003 第 3 期。 

23. 唐世平、赵俊杰，“产业模式的革命：视窗-英特尔主义（Win-tel-ism） 和合同制

照网络”,《中国工业经济》，1998 第 8 期。 
 

工作论文（英文） 
1. “Good Redistribution As Empowering: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Contribution,” (with 

Shuo Chen and Chengcheng Ye). 
2. “Democracy’s Unique Advantage i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A New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Qualitative Evidences,” www.ssrn.com; academia.edu  
3. “Knowledge, Institution, Power, and Economic Growth: Toward a Unifying Economics 

of  Growth,” www.ssrn.com; academia.edu 
4. “What do Institutions Do exactly?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Institu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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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Working Paper, East Asian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o. 126 (April 2006).  

 

正在进行的工作 
1. “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to Social Sciences: Designing Better Datasets,” under 

review, with Kaiya Wu and Min Tang. 
2. “The Aura of  Empire: capital inflow, financialization, and the 2008 Crisis,” with Hui Li. 
3.  “Diffusion as the New Deus de Machina? Modeling Time and Space in Politics,” with 

Min Tang.  

 
研究成果 （政治理论/社会科学哲学部分） 

 

专著（英文） 
1. On Social Evolution: Phenomenon and Paradigm. London: Routledge/Taylor & Francis, 

forthcoming (2020). 【《论社会演化：想象与范式》。本书将第一次系统地阐述“社会

演化”这个现象（即，“什么是社会演化？”），以及社会演化作为一个社会科学中的

基础范式（即，什么是“社会演化范式”）？本书面向所有的社会科学家。】 
2. A General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 London: Routledge/Taylor & 

Francis (2011)；软壳版（2013 年 3 月） 
 

刊物论文（英文） 
1. “Two Logics of Experiment in Biology and Medicine: Mechanistic/Pathway vs. 

Populational/Treatment,” Biology & Philosophy (under review) 
2.  “Toward Generalized Evolutionism: Beyond ‘Generalized Darwinism’ and its Critic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 51, No. 3 (Sept. 2017), pp. 588-612.  
3. “Order: A Conceptual Analysis,”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 No. 1 (Jan. 2016), 

pp. 11-27. 
4. “Foundational Paradigms of Social Sciences,”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41 No. 2 

(June 2011) pp. 211 - 249. 
 

工作论文/正在进行的工作 
1. “On Human Nature.” 
2. “The Reaches of  the Social System: Six Channels,” under review.  
3. “Theory of  Knowledge and Theory of  Society.” 
4. “Scientific Realism versus Instrumental Empiricism: A Social Evolutionary Resolution,” 
5. “Neo-Modernity: A Manifesto,’ www.ssrn.com  
6. “Idea, Action, and Outcome: The Objects and the Tasks of Social Sciences,” 

www.ssrn.org. 
7.  “Priority versus Weight in Social Sciences: Ontolog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under 

review. 
8. “Power: Toward a Unifying Analytical Framework.” www.ssrn.org 

 

研究成果 （生物学与演化部分） 

刊物论文（英文） 
1. “The Origin(s) of Cell(s): Pre-Darwinian Evolution from FUCAs to LUCA,” Journal of 

Molecular Evolution (SCI), Vol. 89, No. 7 (July 2021), pp. 427-447. 
https://doi.org/10.1007/s00239-021-10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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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re-Darwinian Evolution before LUCA,” Biological Theory, Online first: 
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3752-020-00359-2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2000-），2002 和 2004，优秀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 
 

奖励和荣誉 
 
10/2018 上海市社科联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11/2016 上海市社科联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两项） 
04/2016-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03/2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05/2010 上海市社科联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08/2004 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06/2004 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四届“十大优秀青年” 
03/2003 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信息三等奖 
03/2002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调研报告一等奖 
03/2002 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信息二等奖、三等奖 
03/2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调研报告二等奖 
03/2000 Asia Fellow, The Ford Foundation 
07/1999 中国社会科学院“特殊引进人才” 
05/1999 Philip Habib Fellowship，World Affairs Council of  N. California 

 
其他专业活动  
• 编委会成员(Member, Editorial Board) 

* Member of  Editorial Boar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21- 
* Member of  Editorial Board, Security Studies, 2015-. 
* Member of  Editorial Board,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15-2020. 
* Member of  Editorial Board,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8- 
* Member of  Editorial Board, Small Wars and Insurgencies, 2019- 

• 匿名审稿人：《中国社会科学》、《世界经济与政治》、《当代亚太》、《国际政治科学》、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JIP),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JI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age), India 
Review,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ISQ),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ISR), International The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JIRD),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PoSS), Political Psycholog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IS), Security 
Studies, and World Politics。 
• 匿名审稿人：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olity; Rowman & Littlefield, Routledge/Taylor & 
Francis. 
• 在 Asia Times（香港《亚洲时报》）、《中国日报》、《中国经济时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Daily News Analysis （印度《每日新闻分析》），

Global Asia，《联合早报》（新加坡）、Korea Herald（韩国《韩国导报》、The National 
Interest、及 The Straits Times（新加坡《海峡时报》）等发表多篇国际时事评论。 
• 曾被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美国《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
英国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美国公共广播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华盛顿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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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Washington Post）、远东经济评论（FEER）、日本每日新闻、韩国 KBS 电视台、韩

国 Ariang TV 电视台、香港《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新加坡海峡时报 (The 
Straits Times)、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媒体采访过。 
• 我还受邀在许多单位和研讨会上作讲座／发言或提交论文。 
• 其他：共同主持人(2002-2004)，中美安全对话论坛(Sino-American Security Dialogue, 
SASD)：该论坛旨在中美两国的年轻安全问题专家中建立良好的理解，从而能够有助于

在未来防止中美之间爆发冲突。共同主持人(2004-2005)，韩中未来论坛(Sino-South Korea 
Future Forum, SSKFF)：该论坛旨在中韩两国的年轻学者间建立更加深入地了解，从而为

韩中关系和地区的未来奠定一定的知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