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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实践”研讨会 

暨太平洋学报编委会会议于我校召开 

2019 年 11 月 30 日上午，由《太平洋学报》编辑部主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治理创新研究院承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传播与实践”研讨会暨《太平洋学报》编委会会议在广东外

语外贸大学南校区举行。 

中国太平洋学会常务副会长、《太平洋学报》主编丁磊，《太

平洋学报》编辑部主任潘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治理创新研

究院院长赵龙跃以及来自自然资源部南海局、自然资源部海洋发

展战略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同济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海洋大学经济

学院、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的专家出席了本

次会议。开幕式由潘峰主任主持，何传添副校长和丁磊书记致辞。 

会议伊始，何传添副校长对《太平洋学报》作出了高度评价，

介绍了广外悠久的办学历史、发展基本情况和“双轮驱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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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智库”等优势特色，并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随后，丁磊书记在致辞中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

意义，并对《太平洋学报》的发展现状及未来目标进行了梳理。

丁书记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中国对外战

略思想体系的顶层设计，已经在中国外交中得到广泛应用，科学

阐释和把握理解这一重大理论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同

时，《太平洋学报》作为国际政治类的期刊，也是海洋领域唯一

一份社会科学的综合期刊，以海洋相关问题的研究为主线，促进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进一步提升了我国海洋人

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和社会各界对于海洋问题的认识水平。未

来应致力于把《太平洋学报》打造成拓展国家海洋发展战略思想

库、海洋人文社科学术研究的一线阵地，宣传中国参与全球治理

的重要窗口。最后丁书记鼓励各位编委在新时代改革背景下给出

真知灼见，积极推动《太平洋学报》在前沿问题、热点问题上的

深入研究。 

开幕式结束后，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党委书记雷波主持本次研

讨会，他表示与会学者们是《太平洋学报》越办越好的中坚力量，

希望本次会议能为学者们提供学术交流和思想碰撞的平台，进一

步促进海洋与人文社科以及自然学科的交叉领域研究。 

在专家发言环节，同济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周琪

首先指出理论上和现实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存在差别，增进彼此

合作、共同应对挑战并建立完善的全球治理体制是使全人类获益



的良方。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杨剑表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

基于知识和规则的知识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要有基础又

要应对挑战，如何平衡各方利益，是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的

重点。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杨泽伟对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

理体系变革的实践、经验教训与现实困境、外在机遇与内在动力

以及路径等方面进行了论证。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党

委书记贾宇从海洋管理体制调整、海洋法律体系建设、海洋问题

磋商谈判、有限度使用武力维护主权、积极参加全球海洋治理等

方面对新中国的海洋事业进行了详细的回顾。中国人民大学国际

关系学院宋伟表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看法应遵循平等互利

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并强调从全球到区域乃至双边层面建设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

长陈须隆表示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先要明确其内涵，坚持

求真务实、因地制宜，并通过对接、融通、建构和强化等对外传

播策略加强宣传。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戴桂林阐述了人

类命运共同体和海洋命运的耦合性内涵，指出合理使用海洋资

源、坚持可持续发展是构建“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必然之

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翟崑深入地阐述了海洋命运共同体的

理念与实践现状，强调我国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任重道远，仍需

不断努力。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院长张振江

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契合中国不同阶段的历史，并强调

“一带一路”是中国政策实践的典范，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中国



应肩负起国际社会的责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领军学者、国

际治理创新研究院院长赵龙跃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治

理人才的培养相结合，强调研究院现在从格局培养、知识拓展、

能力提升、国际合作、学科建设和接轨世界五个方面来培养高端

国际治理人才，并介绍了研究院近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果。 

在热烈而融洽的氛围中，会议接近尾声。雷书记总结道，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在于行动，行动的关键在于人。中国在

海洋方面的国家化人才培养还存在不足，而这正是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关键。由此，雷书记对国际治理创新研究院的工作作出

了高度评价，最后呼吁大家关注海洋学会和海洋事务，通过参与

海洋事务的治理，参与全球治理以及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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