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  | English

请输入关键字搜索

 
 

 首页 > 师资力量

王明进

作者： 时间：2018-11-21 点击数：4820

 

   

王明进，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人，民盟盟员，法学（政治学）博士，教授。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副院长，《国际论坛》副主编，校学位委员会委员。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英国肯

特大学访问学者。研究领域涉及欧洲政党政治、欧盟对外政策以及中国外交等。

主要学术兼职：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国际关系期刊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政协

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理事。

主要社会兼职：政协北京市海淀区委员会常委，民盟北京市委委员，民盟海淀区委副主委，民盟北京市委理论

研究会副会长，民盟北京外国语大学支部委员会主委。

科研成绩： 

　　一、论文部分 

1. 《英国参加欧洲议会选举及其影响》，《当代世界》2019年第7期。

2. 《英国脱欧进程不确定性的消极影响》，《学术前沿》，2019年第6期。

3. 《美欧贫富差距的对比分析》，《人民论坛》2019年第7期。

4. 《一带一路”背景下边疆地方政府外交》，《区域与全球发展》，2018年第6期。

5.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行动指南》，《中国教育报》理论版2017年11月16日（05）。

6. 《英国两大政党在欧洲问题上的内部纷争》，《人民论坛》2018年6月（中）。

7. 《全球化推手为什么掀起贸易摩擦》，《人民论坛》，2018年4月（下）。

教育部主题教育第三巡回指导组莅临国际关系学院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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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危机冲击下的欧盟对外政策》，《国际论坛》2018年第6期。

9.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哲学境界与世界价值》，《人民论坛》2017年10月（中）。

10.《美国何以成为泄密“重灾区”》，《人民论坛》2017年7月（中）。

11.《从决策效率谈中国的制度自信》，《人民论坛》2017年6月（上）。

12.《英国脱欧的性质、影响与中国应对》，苏格主编：《国际形势乱云飞渡 中国外交攻坚开拓》，世界知

识出版社2017年6月版。

13.《当前欧盟的多重危机与重大不确定性》《学术前沿》2017年4月（上）。

14.《国际安全体系转型与中国：权力、制度与理念》，梁守德等主编《21世纪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角色定

位与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版。

15.《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未来：主权、竞争与共识》，《学术前沿》2016年2月（下），《新华文摘》2016

年第13期全文转载。

16.《民族主义的国内表现》，《人民论坛》2016年1月（下）。

17.《印度与欧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南亚研究》，2015年第4期。

18.《欧洲议会疑欧主义政党的崛起及其对欧盟政治的影响》，《国际论坛》，2015年第4期。

19.《欧盟文化软实力源泉及传播路径》，载《中美欧文化软实力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6月版。

20.《局部战争多重危害》，《人民论坛》，2015年6月上。

21.《跨越公众期望与政府无能鸿沟的“桥梁”——欧洲跨国政党政党政治实践》，《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4年4月30日。

22.《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成绩与问题》，《中国与国际关系学刊》2013年第2期。

23.《和平崛起与新型大国关系》，载《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对外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

24.《李克强外交理念的共赢效应》，《人民论坛》，2013年7月上。

25.《公众的政治信任是怎样瓦解的》，《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7月上（被《领导科学》2013年第24

期，《领导文萃》2013年第21期转载，被《南方周末》2013年7月25日“每周高论”摘编）。

26.《东方智慧中的世界主义——中国追求什么样的新型大国关系？》，《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6月

下（人大复印资料《国际政治》2013年第11期全文转载）。

27.《多元文化主义与欧洲移民治理》，《国际论坛》，2013年第3期。

28.《试论新中国成立以来多党合作的历史经验》，《统战理论研究文集》，学苑出版社2012年版。

29.《欧洲外来移民与多元文化政策》，《德意志文化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12月版。

30.《和平崛起屡被误读的深层原因》，《人民论坛》，2012年9月下。

31.《超越大国争霸：和平崛起之文化阐释》《人民论坛》，2012年8月中。

32.《欧洲一体化与极右翼政党》，《欧洲一体化史研究：新思路、新方法、新框架》，中国出版集团世界

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7月。

33.《欧盟文化外交的制度框架和实践评述》，《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战略研究》，九州出版社2012年5月。

34.《大国总统选举的同与不同》，《人民论坛》，2012年4月上半月

35.《建国60年来中国国际战略理念发展演进的三条主线》，《21世纪初中国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应对》，中

央党校出版社，2011年7月。

36.《文化区隔催生仇视与暴力》，《中国教育报》2011年9月12日。

37.《欧盟对外文化关系简论》，《国际观察》2011年第4期。



38.《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多样化趋势》，《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7月1日A13.

39.《建国60年来中国外交理念的发展》,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0年等3期。

40.《欧洲共同对外政策的不同理论认知》, 《国际论坛》2009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国际政治》2010年

第3期全文转载）。

41.《浅析欧盟的对外环境政策与实践》，《欧洲研究》2008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国际政治》2009年第

2期全文转载）

42.《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发展变化》；《国际观察》2008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2008年第5期全文转载）。

43.《简析欧盟的反扩散政策及基本措施》, 《国际论坛》2008年第3期

44.《战略概念的拓展与国际战略学的创立》,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45.《欧盟跨国政党联盟的功能》《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国际政治》2008年第

7期全文转载）

46.《欧洲议会党团：一种特殊的政党组织》,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浅析欧洲议会党团体制》, 《欧洲研究》2005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国际政治》2006年第3期全文转载）

47.《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演进》, 载丛鹏主编：《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重大问题聚焦》，外语教学与

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

48.《后冷战时期的恐怖主义与国际反恐合作》, 载丛鹏主编：《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重大问题聚焦》，外

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

49.《合法性与欧洲议会的创立与发展》,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50.《中国对多边主义的认识及参与》, 《教学与研究》，2004 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国际政治》2004

年第9期全文转载）。

51.《后冷战时期国际恐怖主义的特点与国际反恐合作》, 《国际论坛》2004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国际

政治》2004年第5期全文转载）。

52.《欧盟的跨国政党网络》,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国际政治》2003年第5

期全文转载）。

53.《欧洲层次的政党》, 《当代世界》2002年第10期（人大复印资料《国际政治》2003年第2期全文转

载）。

54.《美国外交政策的遗产》，《国际论坛》，2002年第3期。

55.《法国社会党的欧洲政策》，载北京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编《当前国际政治与社会主义发展》，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

56.《论欧洲跨国政党联盟的性质》《欧洲》2001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国际政治》2001年第8期全文转

载）。

57.《“欧洲进军”运动》，《国外理论动态》，2000年第2期。

58.《欧洲共产党与欧洲一体化》,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0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2001年第1期全文转载）

59.《美刊论述俄罗斯的欧亚主义思潮》，《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10期。

60.《新干涉主义》，《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9年第8期。

61.《埃及学者谈民族解放的第二次浪潮》，《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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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美国学者谈美国的人权问题》，《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5期。

63.《莫鲁瓦谈社会党国际的传统与创新》，《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2期。

64.《印支三国经济改革二十年回顾》，《国外社会科学情况》，1998年第6期。

65.《论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的历史性探索》，《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66.《全球问题研究知多少》，《社科信息》，1997年第1期。

67.《文明冲突论及我国学者的反应》，《社科信息》，1996年第6期。

68.《越南革新的理论与实践》，《国外社会科学情况》，1996年第8期。

69.《越南和改革》，《国外社会科学情况》，1991年第8期。

　　

二、学术著作：

1.《危机影响下的欧盟对外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2.《联合背景下的跨国政党》，当代世界出版社2007年7月版。

3.《大国安全观比较》时事出版社2004年7月版（参与）。

4.《国际战略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参与）。

5.《政党政治视角下的欧洲一体化》，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版（参与）。

6.《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与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版（参与） 

三、译著部分： 

1．《政党与政党体制》（G. 萨托利著），商务印书馆2006年12月版

2.《利益集团社会》（杰弗里•M•贝瑞、克莱德•威尔科克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四、承担科研项目： 

1．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退欧背景下英国与欧盟的关系”。

2.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欧洲联合背景下的跨国政党”。

3．主持教育部直属高校基本科研经费专项经费研究项目“欧洲议会与中欧关系”。

4．主持十一五规划211工程项目“欧盟对华战略与中欧关系”。　　

5. 主持校级课题“欧盟对外政策：基于议题领域的分析”。

Wang Mingji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iplomacy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No.2, North Part West 3rd Ring Road,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CHINA, 100089

TEl: 86-10-136 5132 6916

Fax: 86-10-88816998

Email: wangmj@bfsu.edu.cn

Professor Wang Mingjin is the deputy dean of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iplomacy,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His main research fields cover European Studies and China foreign policy. He is the editor of Journ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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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Forum, a journal focused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he is also a visiting professor of the Global Europe Centre,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Kent.

Employment

2011.05-   Deputy Dean of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iplomacy,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2010.02-     Professor i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iplomacy,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2007- Editor of the Journal International Forum, a Chinese Bymonth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1- 2010  Associate Professor,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1994-1998 Lecturer,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Education

1998-2001 Ph.D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1989-1992 M.A.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1985-1989 B.A.

Depart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iaocheng University, Shangdong Provence, China.

Research Grants

2017-2020  A research grant for “A Study on Brexi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U and United Kingdom and its Implications on

China”, provided by the Research Base for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 Found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7-2018  Award from China Scholarship Council.

2015- 2016  Basic Research Program,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Grant to the study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Sino-EU Relations.

2006-2009   Research Programs for 211 Universities in China, for the study of European External Relation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2003-2006 The Chines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Granted to the study of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Teaching

1.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Graduate Level.

2. Foreign Policy of the Republic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Graduate Level.

3. International Politics, Graduate level.

Publications

Articles

2019.

1. “The UK’s Particip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nd Its Implications,” The Contemporary World, No.

7, 2019.

2. “The Uncertainty of the Brexit and Its Negative Implications,” The Academic Frontiers, No. 6, 2019.

3. “An Analysis of Poverty Gap between the US and Europe, ” The people’s Tribune, April, 2019.

2018



1 . “Cross Border Cooperation of  Border Local governme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Area Studies

and Global Development, No. 6, 2018.

2. “The Inner Conflicts on European Affairs of UK’s Two Major Political Parties,” The people’s Tribune, June, 2018.

3. “Why the Leader of Globalization Pushes Trade Frictions?” The people’s Tribune, June, 2018.

4. “The EU Foreign Policy in the Influence of Multi-dimensional Crisis”, International Forum, No.6, 2019.

2017

1. “Brexit and It’s Implications on Sino-EU Relations”, a chapter in Su Ge and Ruan Zongze(eds.) World Situation and

China Diplomacy 2016, Beijing: World Affairs Press, 2017.

2. “On the Future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 Current Crisis and Uncertainties ”, The Academic Frontiers, No.4, 2017.

2016

1. “Nationalism in China”, The People’s Tribune, January, 2016.

2.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and China: Power, System, and Idea”, a chapter in Chen Yue and

Liu Qingcai(eds.) China’s Big Power Diplomacy in the 21th Century, Beijing: World Affairs Press, 2016.

2015.

1. “The Soft Powers of European Union”, a chapter in Zhang Li-hua(ed.), A Study of Cultural Soft Powers, Beij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ess, 2015.

2. “The Rise of Eurosceptic Parties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European Politics”, International

Forum, 2015, Vol.17, No.4, pp.24-29.

3. “The Development of Eu-Ind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and Its Influential Factors”, South Asia Studies, 2015, No.4, pp.

122-135.

2014.

  1. “Party Groups and its Function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China Daily of Social Science, April 30,2014.

2013.

1. “Ten Years of the Sino-Europe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Journal of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3, Vol.1, No.2, pp.22-32.

2. “Cosmopolitanism in Oriental Wisdom: on the New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China Pursues”, Academic Frontiers,

June 2013, pp.64-73.

3. “On the Collapse of People’s Political Trust”, Academic Frontiers,July, 2013, pp.67-72.

4. “Peaceful Rise and the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Great Powers”, a Chapter in Liang Shou-de, et al eds.,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Its External Relations, World Knowledge Press, pp.30-39.

2012.

1.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Western Democracies” The People’s Tribune, April 2012, pp.22-23.

2. “Cultural Diplomacy of the European Union” A Chapter in Tao Xiu-ao, Chen Wenli (eds) A Study of the International

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China, Jiuzhou Press, 2012, pp.57-75.

3. “Extreme Right Parties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Chinese Association of European Studies ed.,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New Thinking, New Approaches, and New Framework, China Press Group and World

Publisher, 2012.

4. “Beyond Big Power Struggle for Hegemony: a Cultural Explanation of the Peaceful Rise of China”, Academic

Frontiers, August 2012, pp.44-49.



5. “Understanding and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Peaceful Rise of China”, The People’s Tribune, September 2012, pp.26-

27.

6. “Im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ism in the European Union”, Studien zu Deutschen Kulture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2, pp.76-80.

2011.

1. “The External Cultural Policies of the EU”, International Review, 2010, No.4, pp.59-65.

2. “Where Hatred and Violence Comes from? Immigr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China Education News, September

12,2011.

2010.

  1. “The Evolution the Philosoph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since the Funding of New China”,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0, No.3, pp41-46.

  2.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Party Politics”, The China Daily of Social Science, July 1,2010.

2009.

1.“Contending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uropean Common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Forum, No.5.pp.38-43.

2008.

1. “Functions of the Transnational Party Federations in the European Union”, 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Tianjin

Committee of the CPC, No.1. pp.57-62.

2. “The Extension of the Concept of Strategy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ratigiology in China”,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o.1. pp.1-6.

3. “The Spanish Socialist Party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Review, No.3. pp.66-72.

4.”External Environment Policy and Practices of the EU” Chinese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no.5, pp.33-46.

2006.

“Parliamentary Groups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Special Party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Beijing Administrative

College, No.4, pp.10-12

2005.

“System of European Parliamentary Groups”, Chinese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no.6, pp.81-93

2004.

1. China’s Idea of Multilateral Diplomacy and Her Participation in Multilateral Diplomacy, Journal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No.5. pp.41-46.

2. Legitimacy and European Parliament,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o. 6. pp.17-22.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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