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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文斌校长在中国区域国别学共同体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非常高兴能够代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参加本次“中国区域国别学共同体”成

立大会，非常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诚挚邀请，并提供宝贵的平台，能够与各位

同仁一道共同探讨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共同探讨运用区域国别学服

务国家战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认为今天会议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背景：

第一，党的二十大刚刚闭幕，提出了走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加快推进高质

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在闭幕式的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总书记再次

强调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区域国别学的研究实际上是伴随着中国

对外开放的历程不断的聚焦，不断的延伸，不断的推进，党的二十大是我们深化

对区域国别研究学总体的研究思想和定海神针；

第二，2022 年 9 月，国务院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

录 2022，将区域国别学纳入交叉学科门类的一级学科，授予经济学、法学、文

学、历史学的学位。这对在座与之相关的学校、学院和学科建设都是一件大好事。

刚才宁琦校长特别说到，北京大学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和学科框架定位发挥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钱乘旦先生是研究现代化的专家，不久前我校邀请他赴对外经

贸大学交流，他讲了“三个一”，做好区域国别学研究要懂一种语言，掌握一门

专业，有一段与语言对象国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对我校很有启发；

第三，2022 年 9 月 29 日，教育部召开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建构和高校资

政服务能力提升工作推进会。会上怀进鹏部长专门强调要强化国际组织人才培养

和国别区域研究，建好教育系统国际组织联合研究院、国别区域联合研究院、国

际传播研究院。怀部长多次提到把区域国别研究做好，要发挥举国的体制，凝聚

力量，联合开展有组织的区域国别研究，发挥好区域国别研究对于践行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构建中国特色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重要作用。



怀部长所言体现教育部对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创建区域国别学研究重要作用

的新要求，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谈几点认识：

第一，关于对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认识。我们要利用好这个平台，共同交

流、共同合作，深化对区域国别学的学理性研究。刚才刘伟校长提到，区域国别

学是老问题、新学科，实际上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在时政领导、实践问题领域，

我们都已经开始从事对区域国别学的研究，但是这次纳入到一级学科，又是一个

新的开端和新的起点。

深化对区域国别学交叉学科属性的研究，既要了解对象国家和区域的语言、

历史、习俗，需要对某一门具体专业，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具有一定的研究

能力，可能历史、语言、文化比重较大，但是对对象国的经济和社会治理部分还

需要进一步加强。如何统筹好区域国别涉及的多学科门类，找准学科交叉的落脚

点和学科互动模式，是区域国别学有待进一步论证和讨论的内容。

我们交叉学科最后的学科归宿，将来从事区域国别学的老师将来评职称、学

科属性如何定位，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第二，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强顶层设计和学科联动。对外经贸大学

成立 71年，我校在人才培养上以“外语+外贸”为目标，现在我们将其转变为“外

语+外贸+全球治理”，为全球治理和国际组织提供更多人才，是我们对外经贸大

学的责任和使命。对外经贸大学把区域国别学放在我校智库内，我校 2001 年建

立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当时是我校高端智库，最近我校又成立了区域国别研究

院，并研讨把区域国别研究院、英语学院和外语学院联动起来，共同承担起人才

培养的目标任务，积极争取申报一级学科博士点；

第三，把握学科规律，服务国家战略。我们要通过区域国别学学术研究、人



才培养，服务国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使“一带一路”更好推进。刚才

区域国别学的倡议当中宗旨就是三条：一是注重学理性研究；二是立德树人，人

才培养；三是服务国家战略。我们将按照区域国别学倡议书把这三条落实好，践

行好。

再次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一定在共同体当中发挥我们对外经

贸大学自身的学科优势，人才培养的优势，大家互学互鉴，共同把“中国区域国

别学共同体”组织和建设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