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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博士 (Ph. D)，美国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 twin-cities）政治学系，2003.11

文学硕士 (M.A.)，美国马凯大学（Marquette University）政治学系，1994.8

工学硕士 (M.S.)，东华大学化学工程系，1985.2

工学学士 (B.S.)，东华大学化学工程系，1982.7

工作经历

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2013.7—，系主任，2013.12-

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副院长，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2012.1-2013.6

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07.11-2011.12

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03.7-2007.11

副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0.6-2003.6

助教，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系，1994.9-1998.6

助研，美国马凯大学政治学系，1991.9-1994.8

讲师，东华大学社会科学部，1987.8-1991.8

助教，东华大学社会科学部，1985.2-1987.7

学术兼职

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2013.6-

华东师范大学教学委员会委员，2013.4-

华东师范大学知识分子与思想史研究中心主任，2012.11-

华东师范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中方副主任，2012.11-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研究生学业主管，2009.3-2013.12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所长助理，2007-2012

海市政治学会副会长，2017-

上海市公共政策研究会常务理事，2016-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哲学客座教授，2015-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荣誉副研究员，2003-

上海世界历史学会会员，2003-



美国纽约大学上海分校兼职教师，2006秋季

《知识分子论丛》辑刊联合主编

《政治哲学丛书》（商务出版社）编委

《政治思想史》学术委员会委员

《西方政治思想译丛》（译林出版社）编委

《学术思想评论》（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编委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学术委员

《社会科学方法论丛书》（浙江大学出版社）学术委员

研究领域

西方思想史、政治哲学、现代性问题、现当代西方政治理论、国际政治理论、美国政治、中国当代思潮、西方当代思潮

教授课程

本科生课程

政治学概论、政治与政治思考（本科生研讨课）、20世纪西方思想文化潮流（公共选修课）、后现代主义导论（公共选修中英双语课）、国际政治与中美关系（纽约大学上海分校英语课程）

 

硕士研究生课程

政治学研究的领域与方法、西方现代政治思想、西方思想经典研读、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国际政治理论、美国政治思想研究

 

博士研究生课程

社会科学的哲学基础、政治意识形态、启蒙的核心观念、西方现代思想家研究系列

荣誉与资助

国家留学基金委高级研究学者（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2016.12-2017.6）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1914-2014百年杰出华人校友”（2014）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8-2009

富布赖特学者Fulbright Visiting Research Scholarship（美国布朗大学及圣地亚哥州立大学，2007.9-



2008.7）

上海“浦江人才计划”项目2006

美国国家社会科学研究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夏季研究奖金1998

美国麦可阿瑟学者奖（MacArthur Scholar Fellowship）1994-96

华东师大教学建设基金

双语课建设项目《后现代主义导论》2005

通识教育课程培育计划项目《二十世纪西方思想文化潮流》2006

科研项目

独立研究项目

国家开发银行横向课题“新世界政治研究”2013-2018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研究项目《现代性的核心观念》2009-2011

中美富布赖特访问研究学者项目《当代西方思想争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2007-2008

上海“浦江人才计划”项目《当代西方政治文化研究》2006-2008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一般项目《后冷战时期西方政治思潮的历史变迁》2005-2012

参与研究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调查研究》2012-2016

   子课题《现阶段我国外来文化的发展现状与基本走势》负责人

中国人民大学《西方政治哲学史》课题2012-2014

   子课题《以赛亚·伯林的政治思想》负责人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中西思想史中的政治正当性研究》2007-2009

   课题组第二成员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研究》2004-2006

   子课题《西方学术视野中的当代中国精神生活》负责人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2002-2005

   课题组第三成员



“七.五”国家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西方学术思潮与当代大学生》1986-1990

 课题组第二成员

学术评审

The European Legacy（英国《欧洲遗产》）匿名审稿人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美国《亚洲研究季刊》）匿名审稿人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英国《政治意识形态学刊》）匿名审稿人

《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中国台湾）匿名审稿人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通讯评审专家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著作评阅人

学术成果

著作

专著《纷争的年代：当代西方思想寻踪》（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

专著《悬而未决的时刻：现代性论域中的西方思想》（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10月）

文集《中国有多特殊》（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5月）

文集《声东击西》（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5月）

合著（第二作者）《政治正当性的古今中西对话》（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年9月）

编著《西方政治正确的反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8月）

编著《中国启蒙的自觉与焦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2月）

编著《新天下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

编著《何为现代，谁之中国？现代中国的再阐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

编著《多维视野中的个人、国家与天下认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

编著《何种文明？中国崛起的再思考》（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

编著《权威的理由——正当性论文集》（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年12月）

编著《世俗时代与超越精神》（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

编著《公共性与公民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



编著《共和、社群与公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

编著《丽娃河畔论思想II》（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

编著《丽娃河畔论思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编著《自由主义与中国现代性的思考》（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

译著《世俗时代》（合译，第三译者）（上海：上海三联，2016年12月）

译著《欧克肖特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11月）

译著《现代性的教训》（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年6月）

译著《以赛亚·伯林的遗产》（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5月）

译著《言论自由的反讽》（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5月）

论文

CSSCI中文期刊论文

“西方思想年度综述评论”系列（2003年起，其中2007起在《学海》杂志刊发）

《2017西方思想年度述评》（《学海》2018年第2期）

《2016西方思想年度述评》（《学海》2017年第2期）

《2015年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学海》2016年第1期）

《2014年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学海》2015年第1期）

《2013年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学海》2014年第1期）

《2012年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学海》2013年第1期）

《2011年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学海》2012年第1期）

《2010年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学海》2011年第1期）

《2009年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学海》2010年第1期）

《2008年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学海》2009年第1期）

《2007年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学海》2008年第2期）

《西方社会的政治极化及其对自由民主制的挑战》（《知识分子论丛》第15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8月）

《“文化内战”的困境与重返宏大叙事的可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6期）

《超越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对立》（《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期）



《共享视角的瓦解与后真相政治的困境》（《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4期）

《迷失的家园：超越经济视野的房地产问题》（《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5期）

《从天下理想转向新世界主义》（《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5期）

《启蒙运动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知识分子论丛》第1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2月）

《“中学西渐”视野下的中国思想变革》（《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重建全球想象：从“天下”理想走向新世界主义》（《学术月刊》2015年第8期）

《自由及其滥用：伯林自由观的再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寻求共建的普遍性：从天下理想到新世界主义》（《知识分子论丛》第13辑，2015年3月）

《自由主义与爱国主义》（《学术月刊》2014年第11期）

《国家与权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批判语境主义视野下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论丛》第12辑，2014年9月）

《被误解与被滥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论丛》11辑，2013年9月）

《中国语境中的自由主义——潜力与困境》（《开放时代》2013年4期）

《现代化论题的重申》（《知识分子论丛》第10辑，2011年12月）

《启蒙哲学与“洞穴”政治》（《知识分子论丛》第9辑，2010年1月）

《自我理解的现代转变与政治正当性问题的缘起》（《华东师大学报》2010年第2期）

（人大资料中心《政治学》2010.7全文转载）

《重申个人自主性：概念修正与规范建构》（《学术月刊》2010年第9期）

（人大资料中心《外国哲学》2010.12全文转载）

《国家中立性原则的道德维度》（《华东师大学报》2009年第2期）

《自由主义及其不满》（《知识分子论丛》第7辑，2008年9月）

《汉语学术界政治哲学的兴起》（《浙江学刊》2008年2期）

《政治正当性与哲学无政府主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西方学术视野中的当代中国精神生活》（《浙江学刊》2007年第5期）

《大革命与现代政治的正当性论证》（《学术月刊》2006年第9期）

（人大资料中心《政治学》2007.1全文转载）

《哈贝马斯与现代性的思想史》（《读书》2006年第9期）

《反思共和主义的复兴：一个批判性的考察》（《学术界》2006年第4期）



《伯林与自由民族主义》（《社会学研究》[权威期刊]2006年第2期）

《面对多元价值冲突的困境：伯林论题的再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理论无意识与反思社会学》（《开放时代》2002年第3期）

《斯葛特三题：政治腐败·资本主义冲击·无权者的抵抗》（《读书》1999年第6期）

《政治哲学的奇异沉寂》（《读书》1998年第7期）

港台中文期刊论文

《在中国构想自由主义的爱国论述》（台湾联经《思想》25期，2014年5月）

《儒家复兴与现代政治》（台湾联经《思想》20期，2012年2月）

《中国崛起与文化自主：一个反思性的辨析》（台湾联经《思想》13期，2009年11月）

《施米特的幽灵》（香港《二十一世纪》2006年4月号）

《“学术”与“思想”的分裂》（香港《二十一世纪》2005年4月号）

《卓越而速朽的思想家》（香港《二十一世纪》2004年8月号）

《后现代主义的困境》（香港《二十一世纪》1998年6月号）

主要外语发表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Independent Minds in 1980s”, East Asian History (Issue No. 41, 2017).

“The Media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with Barrett McCormick), boundary 2, (A&HCI期刊) volume 38, number 1 (Spring 2011), pp. 101-134.

“Globalization and the Chinese Media: Technologies, Content, Commerce and the Prospects for the Public Sphere” (with Barrett McCormick), in Chin-Chuan Lee

ed.,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中国的文脈におけるリベラリズム――潜在力と苦境》，载石井知章主编（子安宣邦作跋）《現代中国のリベラリズム思潮：1920年代から2015年まで》）（藤原书店，2015）。

学术交流与会议

应邀演讲（部分）

2017年4月24日，布里斯班，昆士兰大学，the Graduate Centre in Governa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主办，英文演讲“Chinese Perspectives on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2016年11月18日，广州，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媒体变革·论坛（2016），演讲《特朗普现象与美国民粹主义》。

2016年8月19日，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研院”人文社科中心“中西政治思想座谈会”，讲座《天下主义及其现代命运：兼论新世界主义的规范性涵蕴》。

2016年3月12日，上海，“思南文学之家读书会”第109期（上海作家协会、《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主办），主讲嘉宾《纷争的年代：解析当代西方思潮》。



2015年11月10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哲学研究中心，讲座《个人主义是否必须依赖原子化的自我观念？》。

2015年4月25日，首尔，韩国西江大学政治学系，演讲《中国学术主体性与欧洲中心论批判》。

2015年1月25日，上海，上海当代艺术馆做双年展，演讲《现代性与社会空间的再造》。

2014年1月20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公共演讲系列，演讲《自由主义与“中国道路”》。

2013年2月17日，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1980年代中国人的渴望”学术研讨会，主旨演讲（英语）《1980年代独立思想的兴起》。

2012年12月7日，法国里昂高师“JoRISS Lecture”，演讲（英语）《当代中国社会想象的转变》

2010年11月25日，英国牛津大学“政治意识形态研究中心”，演讲（英语）《当代中国社会想象的转变与政治正当性的重建》。

2008年4月24日，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国际关系中心”，演讲（英语）《中国当代的公共领域》。

2006年11月，日本东京大学“东亚的公共性”系列讲座，讲座《中国的传媒变革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变》。

主要学术会议

2018年11月13日，上海，“联通世界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主办），主题发言《全球秩序的困境与未来》。

2018年5月26-27日，上海，“Reconciling Two Agendas: Global Justice and National Interests”国际学术研讨会（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研院主办），主题发言“Could the Pursuit of

Global Justice be Considered as a National Interest?”（英文）

2018年1月31日，北京，“重塑中国暨施展《枢纽》新书研讨会”（《探索与争鸣》杂志、广西师大出版社联合主办），主题发言《中国的新世界主义》。

2018年1月13-14日，三亚，“不确定世界的现代政治”南海青年学者高峰论坛（《哲学研究》杂志社，三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论文报告《西方社会的政治极化对民主制的挑战》。

2017年7月29-30日，东京，“重新思考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日本明治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主办），发言《反思中国自由主义政治论述的实践困境》。

2016年12月12-13日，新加坡，Conference on Democracy and China（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主办），提交论文“Chinese Democracy with(out)

Illusions: TheTransformation of the Social Imaginary and Its Political Implications in ContemporaryChina” 

2016年8月24 -25日，台北，“正义、自由与平等：现代性的规范涵蕴”（台湾“中央研究院研院”人文社科中心主办），提交论文《道德主义的政治非现实性：反思中国自由主义政治论述的

实践困境》

2016年7月9-10日，上海，“全球化的困境与世界剧变的未来”（上海市社联《学术月刊》杂志社，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办），发言《全球失序与“世界内政”的想象》。

2016年4月25日，北京，“迎拒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双向政治理解”高峰论坛暨“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成立90周年”学术研讨会（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办），发言《现代政治知识与国家想象》

2015年12月30，上海，首届“读懂世界”上海论坛（上海市改革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与上海东方青年学社联合主办），主题发言《西方主流思想文化的发展走向》。

2015年8月15-30日，温哥华，“现代中国思想的文献与翻译”研讨班（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院主办），主题发言《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图景》。

2015年4月24日，首尔，“东亚现代性100年”（韩国延世大学国学研究院主办），发表论文报告《从民族主义中拯救“天下”理想：在中国构想新世界主义》。

2014年11月23-24日，马斯喀特，阿曼（Muscat, Sultanate of Oman），“文化多元世界中的共享价值”（Shared Values in A World of Cultural Pluralism）：第28界拉丁学院会议（28th

Conference of The Academy of Latinity），拉丁学院主办，论文报告“From ‘All under Heaven’ to Critical Cosmopolitanism: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World



Consciousness”。

2014年11月14日，东京，“新普遍性”国际学术研讨会（东京大学“全球化时代的比较哲学”CPAG中心主办），会议发言《寻求共建的普遍性》。

2014年10月19日，北京，“人文与社会译丛”出版100种纪念座谈会（译林出版社与清华大学国学院联合主办），主旨发言《走向民族的精神自觉》。

2014年8月2-3日，香港，“左翼自由主义与中国：理念与实践”研讨会（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主题发言《左翼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思想论争》。

2014年6月27-28日，伦敦，“中国的思考：想象全球”（Chinese Ways of Thinking: Imagining the Global）国际学术会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主办），论文报告《中国崛起与新世界主义的

前景》（英文）

2014年4月10日，上海，“重绘世界政治的知识图景”学术论坛（《学术月刊》与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联合主办），论文报告《遭遇论视野中的新世界主义》。

2013年12月17-19日，悉尼，“The Practice of History and China Today”国际学术研讨会（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办），会议发言“Chinese Modernity: An

Incomplete Project”。 

2013年11月28-30日，香港，“中国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反思与展望”学术研讨会（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大会发言《当前的“精神内战”与未来共识的前景》。

2013年11月13-15日，台北，“民主与国族主义：现代性的规范涵蕴”学术研讨会（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办），提交论文《构想自由主义的爱国论述：理论视野与中国

语境》。

2012年11月22-24日，挪威卑尔根，“Moral Imaginaries: Emerging Normative Regimes in India, China and the West”国际学术研讨会（挪威卑尔根大学人文科学中心[SVT, University

of Bergen]主办），提交论文“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Imaginaries and Emergence of Egalitarian Liber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2012年8月2-4日，加拿大维多利亚，“Deparochializing Political Theory”国际学术研讨会（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ctoria] 主办），大会发言《教授政治理论》

（Teaching Political Theory）。

2011年11月16-18日，香港，“思考中国的未来”学术研讨会（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办），提交论文《中国语境中的自由主义：潜力与挑战》。

2011年9月22-24日，加拿大温哥华，“中国价值与普世规范”国际学术研讨会（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主办），提交英文论文“Liberalism in Chinese Contexts: Potentials

and Challenges”。

2010年11月19-20日，美国加州伯克利，“跨越太平洋的东亚研究”（Bridging East Asian Studies Across the Pacific）研讨会（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UC-Berkeley东亚研究所主办），

提交英文论文“The Rise of Academic Professionalism in China”。

2010年4月29-30日，台北，“政治秩序与道德秩序：现代性的规范涵蕴”学术研讨会（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办），论文报告《现代个人自主性的规范涵义》。

2010年1月16日，南京，“哲学与政治学对话会”（《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承办），论文报告《文化视域中的政治想象》。

2009年7月29-30日，上海，“西学在中国：五四运动90周年的思考”（中国文化论坛•第五届年度论坛，主办单位：中国文化论坛，上海社会科学院），论文报告《中国崛起与文化自主》。

2008年11月13日-15日，香港，“社会正义与人类发展” 学术研讨会（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主办），论文报告《国家中立性的道德维度》。

2007年11月14-15日，安娜堡，“The New Humanities in China”国际学术会议（美国密执安大学人文研究所主办），提交英文论文 “The Use and Abuse of Academic Professionalism”。

2006年4月21-22日，北京，“政治文化传统与政治发展”学术研讨会（中国政法大学、天津师范大学联合主办），提交论文《大革命与现代政治的正当性》。

2005年12月6-8日，台北，“现代性之当代政治反思与批判”学术研讨会（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办），提交论文《现代民主政治的正当性论证：施米特与阿伦特的竞争性阐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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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13-15日，香港，“思想史上的认同问题：国家、民族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提交论文《自由民族主义：伯林思想的启示》。

2005年8月20-24日：上海，“第四届国际亚洲研究学者大会”（荷兰莱登国际亚洲学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提交英文论文，“The Impact of Media Commercialization on Chinese

Public Sphere”。

2004年10月30-31日：天津，“当代西方政治思潮与中国意识形态”（天津师范大学与中国政法大学联合主办），提交论文《当代中国的思想场域与公共论争的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