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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展望》在积极刊发符合本刊定位的自由来稿的同时，也通过预报专题

选题进行组稿。欢迎踊跃赐稿，并欢迎争鸣性的研究。其中对应预报选题的来稿，

截稿期为该期出版日期三个月前。 
 
2021 年第 1 期：大国竞争已重新成为美国国家战略的出发点，大国竞争加

剧，大国关系出现意识形态阵营化倾向。美对华战略遏制升级，对俄战略挤压加

大；欧洲大国及欧盟强化权力政治诉求，美欧矛盾扩大；美大选后的内政外交政

策也可能出现新变化。中国需以自身的确定性对冲大国内部和大国关系的不确定

性。对中国在新技术领域实力上升的忧心是一些大国对华政策转变的一大驱动力，

折射了新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技术民族主义”不断抬头，国际科技合作和

产业协同网络断裂之虞加剧，我们需从交叉学科角度思考新问题。本期拟讨论大

国关系、新技术与国际关系。 
 
2021 年第 2 期：一些大国正根据综合国力重新界定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地

位，并确定其战略目标，国际秩序面临重大挑战。体系主导国的扩容或更替将长

期、曲折，霸权大国和传统大国仍将长期掌握主导权并影响国际秩序，我们需兼

顾长期趋势和当下挑战两方面分析问题。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已出现较大变化，

为此需要关注主要战略方向战略态势的新特点、大国地区政策、地缘安全等。本

期拟讨论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战略态势、地缘政治与外部环境。 
 
2021 年第 3 期：一些大国执政者的“搅局”或属世界经济秩序稳定的偶然

干扰因素，其随执政当局的自然更迭或将趋于平息。但偶然中或又隐含必然，我

们应全局性分析、把握必然性和今后趋势，有效开展经济外交，维护世界经济秩

序稳定，构筑合理的国际经济规则体系。同时，随着数字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国

际生产格局、创新格局、竞争格局加速重构，数字经济时代出现的新问题以及渐

成体系的全球数字经济国际管理秩序安排问题值得关注。本期拟讨论国际经济秩

序的稳定与维护。 
 
2021 年第 4 期：个别大国经济行为的政治化导致逆全球化势头上升，开放

型世界经济体系遭遇碎片化危机。从狭义概念看，全球化正在受到冲击，全球价

值链分工越深的地区，受到的影响越大。但是从广义的全球化概念看，状况或许

并不悲观。当然，全球化本身显然将因为大环境的变化而出现新特点，这种“新

全球化”的特征如何？其支柱、其参与方式等将有何新变化？如何因应？本期拟

讨论逆全球化、全球化及“新全球化”问题。 



 
2021 年第 5 期：战略环境的变化使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新压力，在政治多极

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元化和新科技革命带来新问题和新挑战的

背景下，国际社会如何形成符合时代潮流、体现公平正义和共商共建共治精神的

全球治理观，如何让多样化的治理理念为全球治理提供新思路和新经验，如何推

动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和发展，如何发挥全球治理新动力的作用，提升全球治理

能力以应对挑战和危机？本期拟讨论全球治理方面的诸多问题。 
 
2021 年第 6 期：国际关系研究和国际问题应对，需多视角研究和把握环境

变化。当前时期社会心理变化是重要观测对象，这包括一些国家总体社会心理的

变化、更包括广大年青人群的心理状况演绎。有关的社会心理结构或正在重塑，

并将影响未来国际关系。同时，迄今人们多基于西欧、北美等文明视角讨论国际

问题，但诸如印度、波斯、斯拉夫、南美等文明看世界的视角同样应关注，我们

需掌握更广泛范围的思想和观念并判断和应对其国际政治影响。本期拟讨论社会

心理、多元文明相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