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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高校拉美研究专业定位与人才队伍建设

第三届全国高校拉美研究中心主任工作交流会召开

     2020年12月13日上午，西南科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办，上海大学拉美研究中心协办的“第三届全国高校

拉美研究中心主任工作交流会”顺利召开。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秘书长罗林以及上海外国语大学、南开大

学、清华大学、上海大学、安徽大学、北京大学、暨南大学、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四川

外国语大学、重庆科技学院、湖北大学、外交学院、南京农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和西南科技大学等高校拉美研

究机构的负责人及相关研究人员六十余人参会。会议由西南科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任陈才和上海大学拉美研究

中心主任江时学主持。本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对我国高校拉美研究机构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探讨并将一些

成功的经验、策略进行交流分享。会议分为三个部分：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秘书长罗林致开幕辞；上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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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郭树勇作“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方法和人才培养”主题发言；与会者就高

校拉美研究中心当前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进行研讨。

　　罗林在开幕辞中对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和备案中心产生的背景及拉美研究中心的情况作了介绍，

并对所开展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他也欢迎其他高校内的拉美研究机构积极加入到备案中心或参评未来

的重点基地。他提到当前学科评估体制中突出树德立人，突出服务国家战略，突出新学科的发展方向，这与国别

区域研究是非常契合的。最后，他提议成立一个全国高校拉美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以加强各研究机构之间的交流

和沟通，拉动国内的拉美研究。

　　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方法和人才培养

　　在会议的第二个环节，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郭树勇作了题为“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

方法和人才培养”的主题发言。他表示，区域国别研究具有很明确的学科交叉性，它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外

交战略等众多政治学科密切相关，涉及的研究方法也是多样的，包括语言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历史学也是其

基本研究方法。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交叉性对研究人员的知识面和知识结构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哲学方法论方面

的训练是必须有的，同时，一些中观和微观的研究方法也要关注；在政治学、人类学和历史学三个主要依托学科

要有较为基础的知识训练；在国别研究和区域的结合方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需要加强信息综合能力和文字表

达能力的培养；保持对传统的尊重和新学术的开放心态，对国情的了解和掌握也很重要。

　　在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方面，郭树勇重点介绍了区域研究常用的七个理论方法：地缘文化理论、地缘

政治理论、地缘经济理论、区域一体化理论（地区主义）、区域治理理论、国际区域共同体理论和互联互通理

论。研究方法方面，主要对结构主义、制度分析法、整体主义研究法、核心边缘分析法和综合分析法等常见的研

究方法特征及其适用范围进行了阐述。

　　对于区域研究与国别研究的异同，郭树勇认为二者在方法上有着相同点和不同点。不同在于理论化的对象不

一样，理论的成熟度不一样，学科依托有不同的侧重点。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适用普遍的哲学社会科学方法，都



不是全球层面的研究，都是局部研究。

　　最后，郭树勇分享了上海外国语大学在区域国别人才培养方面的一些心得体会，如把外语教学摆在重中之重

的位置，出国交流作为培养方案的基本环节，导师制、大项目导向的团队建设和公文写作作为核心课等。同时，

他也分享了如重建知识体系，开展特色研究生项目、在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设国别与区域研究博士点和建设

国别区域研究一流课程等具体做法。

　　高校拉美研究：人才引进与培养是关键

　　在讨论环节，与会人员就拉美研究机构当前面临的问题、应对策略及经验做法作了交流与分享。同时，就罗

林关于成立高校拉美研究学术共同体这一提议展开讨论。

　　南开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董国辉谈到，该中心成为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中心以来，目前面临的

最大问题就是学术研究与作为智库的资政服务之间的矛盾，即如何处理基础研究和对策研究的关系。他认同罗林

的观点，即作为高校智库开展的资政服务只是增亮点，基础研究在区域国别研究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他还分享

了该中心在区域国别人才培养方面的经验做法，如依托世界史一级学科，形成从本科到博士的人才培养体系，为

学校一流学科评估作出了重大贡献。针对罗林的提议，他表示可以利用现有的学术团体形成合作机制以加强高校

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清华大学拉美中心主任陈涛涛就自身如何接触和进入到拉美研究领域以及在国际投资研究领域的心得体会作

了分享。她表示，国际投资研究领域的问题一定是来自于现实的挑战。在做研究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基础研究，

但仅有基础研究是不够的，必须要进入到当地，才能有真实的体会，而且要到当地政府部门和企业去进行沟通和

采访，才有助于相互的理解并找到解决的办法。同时，她强调要注重合作，与合作伙伴共同寻找共赢的办法，在

合作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合作伙伴的诉求和利益。

　　安徽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院长兼拉美研究所所长范和生分享了安大在拉美研究方面的经验。他指出，学科

依托很重要，安徽大学的拉美研究主要以社会学和政治学为学科依托，利用外语学院的西班牙语等专业作为主要



支撑专业，中心与学校在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方面做到了相互支撑、共同发展。他表示国际交流对拉美研究很重

要，要重视国际交流。同时，范和生表示，中心当前也面临着诸如专业人才不足、体制机制不完善、从事国际交

流的经费不足以及研究人员的语言障碍难以克服等问题。

　　北京大学拉美研究中心教授董经胜认为区域国别研究不是学科，但必须要以某一学科为依托，北京大学的拉

美研究中心以拉美史研究为依托，但也得到了其他学科的支持。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贺喜就大家热议的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的关系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认为没有基

础研究就没有对策研究。学术论文、媒体文章、内参，是三种不同的文体，一个人很难兼顾所有，各研究中心要

从自身特色出发，选择自己的优势去做。他建议，一是要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学是人文社科的高等数学，没有历

史研究，对策研究将会流于空谈；二是要做好国别研究；三是重视拉美研究中的次区域问题；四是在研究过程中

要考虑国际关系理论的适用性，很多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不适合拉美的现状，切忌生搬硬套。最后，贺喜呼吁

各研究中心之间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加强沟通与合作，既各有特色又能做好全覆盖。

　　河北大学国际交流与教育学院院长兼拉美中心主任闫屹表示，拉美研究需要有依托学科。其本人所在中心的

主要依托学科为经济学，同时也希望吸纳历史学科的力量。此外，闫屹表示要加强与本校在拉美的孔子学院的合

作以及开展校内和高校间的多学科交叉合作。

　　浙江外国语学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宋海英介绍了该中心的基本情况以及面临的挑战，她期待能与其他高校拉美

研究中心加强合作。

　　四川外国语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任张庆介绍了该中心的成立背景、主要依托学科、研究基础、研究重点和未

来研究计划等基本情况。他建议互有需求的拉美研究中心定期、不定期举行线上线下交流活动如研讨会等，举办

一些让学生能够参与的活动，以提升学生对拉美研究的兴趣。

　　重庆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院长全冬分享了该校拉美研究工作的一些做法和体会。他表示，在进行拉美研究时

不必纠结学科属性。该校拉美研究中心曾隶属于不同的学院，现在设在外语学院，可以充分发挥该院的语言优



势。

　　湖北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程晶表示，该研究院的葡语及西语专业人才较为丰富，但由于学校进人标

准比较高，仍面临拉美研究领域人才缺乏的情况，希望能引进人才。关于成立全国高校拉美研究中心学术共同体

的问题，程晶认为可以将现有的主任工作会议机制化，实现定期交流、相互学习。她建议，高校拉美研究中心可

以办一份非正式出版的内部交流刊物。

　　外交学院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左晓园表示，本中心主要是结合自身学科特色，配合学校的大课题开展拉美

领域的研究，中心未来三年的研究重点是拉美国际关系和拉美能源。

　　西南财经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任欧阳俊表示，拉美研究首先应依托于学科，在学科的基础上再开展国别研

究。他介绍道，该中心的重点研究领域是拉美财政金融，未来会做更多的工作。由于本校没有设立西班牙语专

业，缺乏语言优势，因此，希望与拥有西班牙语专业的高校进行合作。

　　南京农业大学美洲研究中心教授张敏表示，该研究中心虽然名称为美洲研究中心，当前主要是研究拉美，特

别是美洲的农作物在中国的发展。成为区域国别研究基地后，中心当前面临着外语人才缺乏、跨学科整合能力欠

缺等问题。希望获得经费、政策、课题方面的支持。

　　河北师范大学秘鲁研究中心博士宋晓丽表示该中心尚无依托学科，面临人才缺乏问题，特别是缺少学科带头

人。

　　上海大学拉美研究中心博士张琨指出很多中心面临的人才短缺问题与本科教学有关，一些硕士生对拉美知识

了解不多，难以尽快进入研究。可以加强各高校在此领域的教学合作。

　　上海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院长郭长刚作了讨论环节的总结发言。首先，他对罗林的支持和呼吁表示感谢。其

次针对当下拉美备案中心较少的现状，郭长刚表示有必要壮大队伍，把科研和教学工作做好。由于拉美研究的起

点较低，所以各中心面临的情况很相似，这就要求各个中心之间要守望相助，彼此搭台，齐心协力为我国拉美研

究贡献力量。



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陈茜）

　　最后，陈才为本次拉美研究中心主任交流大会致闭幕辞，他回顾了大家在会上提出的观点，并表示高校各研

究中心之间要互相合作，互相支持，为中国拉美研究的进步与发展共同努力。

    记者 闫勇 通讯员 苟淑英 冯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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