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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充分酝酿，并报请中国国际关系学会批准，2016年1月8日，中国国际关系期刊研究会（筹委

会）在北京宣告成立。

中国国际关系期刊研究会的前身即“全国国际关系及政治学类学术期刊研讨会”，由《国际观

察》《世界经济与政治》及《国际政治研究》等期刊共同发起。首届研讨会于2007年在上海外国语

大学举办，迄今已先后举办四届。在近十年风风雨雨的磨砺中，“全国国际关系及政治学类学术期

刊研讨会”化茧为蝶，从一个小规模、松散型的期刊经验交流平台，逐渐成长为一个受到众多专家

学者、期刊同仁、期刊评价机构和相关政府部门普遍认同，在学术领域有较大影响、业已机制化的

期刊论坛，成为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生的中国国际关系期刊研究会将承继前缘，奋发有为，发挥优势，凝聚共识，为推动我国的

国际关系学术研究和交流贡献绵薄之力。研究会隶属于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实行集体会员制。

中国国际关系期刊研究会将于2016年10月在福建省厦门市华侨大学举行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

讨会。《国际安全研究》主编谭秀英、《国际观察》执行主编武心波、《世界经济与政治》副主编

袁正清、《外交评论》执行主编陈志瑞等几位老师受邀担任研究会筹委会成员。

在地区经济一体化水平日渐提升的同时，亚太地区的安全竞争态势却日趋激烈。这一“二律

背反”呼吁建构亚太地区安全共同体，不仅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更为地区长期可持续发展保驾护

航。东盟共同体的成立为更为宏大的亚太安全共同体建构提供了先例和动力。

基于此，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安全研究》编辑部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

院《国际展望》编辑部拟定于2016年10月13-16日在广西民族大学共同主办第四届国际安全研究论

坛暨“亚太安全共同体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会议共分四个议题：亚太安全共同体建构的理论、亚太地区的安全复合体结构、亚太安全共同

体的建构、东盟在亚太安全共同体中的作用。

中国国际关系期刊研究会即将成立

第四届国际安全研究论坛暨“亚太安全共同体
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将于广西南宁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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