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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困境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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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发展涉及多个方面的推进与合作。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加强区域国别

学人才培养已成为服务国家战略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任务。我国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发展的推进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其中，优化课程设置和提高培养质量是基础工作，包括强化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则涉及政策引导、资金支持以及深化产学研合作。此外，拓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对于培育具有全球视野的区域国别学人才至

关重要，包括师生海外交流与实习项目及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因此，只有整合各方资源，形成合力，才能推动我国区域国

别学人才培养迈向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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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alent cultivation of area studies in China involves the promotion and cooperation of various aspects. 
Under the current complex and ever-changing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strengthening talent cultiv ation of area studi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ask to serve national strategies and enhanc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he advancement of talent cultivation of area 
studies in China requires eff orts from multiple aspects. Among them, optimizing curriculum settings and improving training quality 
are fundamental tasks,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theoretical teaching and practical teaching. Increasing policy support and innovating 
talent cultivation mechanisms involve policy guidance, fi nancial support, and deepening industry-academia-research cooperation. 
In addition, expanding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s crucial for cultivating talents of area studies with a global vision, 
including teacher-student overseas exchanges and internships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research projects. Therefore, only by 
integrating resources from all parties and forming synergy can we promote China’s  talent cultivation of area studies to a new h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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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研究各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等综合问题的学科，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高校和

研究机构关注的热点。人才培养是区域国别学发展的重要

组成部分，而优秀的区域国别学人才既能为我们更好地了

解世界提供智力支持，也有助于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

大作用。然而，在现阶段我国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方面仍

存在诸多困境与挑战[1]。随着全球化发展和国际竞争加剧，

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日益紧密，需要从更深入

的层次认识这些复杂关系。我国近年来在区域国别学领域

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在人才培养

质量、课程体系建设、政策支持以及国际交流等方面仍有

较大差距[2]。因此，深入分析我国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的困

境与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对推动我国区域国别学

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旨在分析我国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所面临的困境，

并结合国际经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首先，文章将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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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我国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3]。其次，

从国际视角比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区域国别学人

才培养方面的实践，以期为我国区域国别学科提供有益借

鉴；最后，针对我国实际情况，探讨如何优化课程设置、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拓宽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的对策，

以促进我国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事业的繁荣发展。

1　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现状与困境

1.1　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的发展概况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和地缘

政治格局的变化，区域国别学逐渐成为一门重要的研究领

域。从最初重点关注大国战略及政治经济问题，到现今涉

及多个国家与地区的广泛议题，区域国别学得到了国际社

会的高度认可[4]。在我国，区域国别学的发展起步较晚，

但近年来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众多高校和研究机构纷纷设

立相关专业和课程，以满足社会对该领域人才的需求。然

而，相较于发达国家的区域国别学发展，我国仍然存在不

少差距。

当前，我国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呈现以下特点：第一，

基础教育阶段：区域国别学基础教育阶段的人才培养尚未

形成完善的体系，部分高校开设的课程教材更新滞后，课

程设置过于理论化，缺乏实践性和针对性。第二，高等教

育阶段：主要集中在本科及硕士阶段，研究型人才培养尚

未形成规模。部分高校的课程设置仍然以传统政治经济学

为主，缺乏对区域国别问题的深入探讨。第三，教师队伍

建设：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业教师数量有限，且部分教师

在教学与研究能力方面存在不足，导致我国区域国别学人

才培养质量难以得到保障。第四，学术研究水平：虽然近

年来国内区域国别学研究水平有所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

比，论文质量、国际 影响力等方面仍有较大差距。

1.2　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面临的困境

第一，课程体系不完善。当前我国区域国别学的课程

体系还不够完善，部分课程设置单一，关注理论而忽视实

践，导致学生缺乏实际操作能力，特别是学生缺乏对对象

国或区域的深入了解。第二，师资力量不足。尽管一些高

校和研究机构已经引进了国际优秀的教师资源，并且也在

积极培养本土教师队伍。但总体来说，区域国别学教师队

伍的建设需要进行综合学科的训练，且培养周期较长，从

而我国区域国别学教师队伍仍存在数量不足、整体师资梯

度培养速度滞后等问题。第三，政策支持不够。相较于发

达国家，我国在区域国别学领域的政策支持力度有限，对

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资金投入不足，特别是缺乏支持本专业

学生赴对象区域或国家进行长期田野调查的资金支持，从

而制约了该领域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的发展。第四，国际

交流与合作受限。由于历史、文化、语言等因素的影响，

我国区域国别学人才在与国际同行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时

面临诸多难题。

2　国际比较与经验借鉴

2.1　发达国家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模式

发达国家在区域国别学领域具有较长的研究历史和成

熟的人才培养体系。总结其经验，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课程设置丰富多样。发达国家针对不同区域和国家

的国别学开设了丰富多样的课程，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强调跨学科交融。第二，师资力量雄厚。教师队伍多

为该领域的权威专家，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和高度的学术

素养，能够为学生提供全面、深入的指导。第三，研究环

境优越。政府和社会给予高度关注和支持，在资金投入、

政策引导等方面保障了区域国别学研究的发展。第四，国

际交流与合作广泛。鼓励学生参加国际会议、研讨班等活

动，拓宽视野，促进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2.2　发展中国家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实践

发展中国家在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方面，虽然起步较

晚，但也有一定的实践经验：第一，注重本土化研究。发

展中国家的区域国别学研究更注重本土化，关注自身国家

与地区的实际问题，研究内容与国家发展战略紧密结合。

第二，培养模式灵活多样。各国根据自身情况，采取不同

的培养模式，如双学位、联合培养等，提高人才培养效

果。第三，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通过与发达国家和

地区建立学术交流与合作机制，引进先进理念和教育资

源，助力本国区域国别学的发展[5]。

2.3　对我国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的启示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借鉴以下几点经验，以改进

我国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第一，完善课程体系：参考发

达国家的课程设置，建设丰富多样、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课程体系，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第二，强化师资队伍建

设：引进国内外优秀教师，加强专业培训，提高教师队伍

的整体素质[6]。第三，提升政策支持力度：加大对区域国

别学研究的资金投入，为人才培养与科研创新提供有力保

障。第四，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鼓励学生和教师赴国外

参加学术活动，拓宽数字化资源，推动国际合作项目，以

提高我国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的水平[7]。

3　对策建议：推动我国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发展

综上所述，我国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发展涉及多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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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推进与合作。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加强

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已成为服务国家战略和增强国际竞争

力的重要任务。对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着手：

3.1　优化课程设置，提高培养质量

第一，加强理论教学。理论教学应紧密结合国际关系、

国际政治、国际经济等相关领域的理论体系，重视各学科

知识的融合与相互补充，旨在拓宽学生的研究视野和深

度。为提升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质量，应重视理论教学，

使学生掌握基本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际经济等相关

领域理论。此外，应当关注跨学科知识融合，例如地缘政

治、文化研究和国际法等内容，进一步提升学生对于区域

国别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第二，丰富实践教学。实践教

学是提高培养质量的关键环节。教育部门应引导高校开展

多样化实践活动，包括实地调查、案例分析、模拟演练、

参与国际会议等。同时，鼓励学生参加国内外实习、志愿

者项目等，锻炼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增

强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实战能力。在实践教学方面，注重让

学生参与多样化的实践活动，如实地调查、案例分析、模

拟演练等，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使

他们在未来应对国际事务中更具实战能力。

3.2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第一，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政府应充分发挥引导作

用，制定并实施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明确区域国别学人

才培养的目标与方向。在资金支持上，加大投入，为区域

国别学提供必要的设施和保障，激励表现优异的学生和教

师。深化产学研合作，鼓励高校与企业、政府部门、研究

机构等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建人才培养基地，实现

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同时，加大资金投入，为区域国别

学人才培养提供设施、科研项目、奖助学金等方面的保

障。对于表现优异的学生和教师，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奖

学金、研究经费或晋升机制予以激励。第二，深化产学研

合作。鼓励高校加强与企业、政府部门、研究机构等实体

的合作，共建人才培养基地。此外，引导学界与产业界共

同开展前沿问题研究，提升我国区域国别学的整体研究水

平。通过产学研一体化模式，促使高校人才培养更贴近市

场需求、国家战略和国际竞争力。

3.3　拓宽国际交流与合作，培育全球视野的区域国别

学人才

第一，推动师生海外交流与实习项目。积极推进师生

参与海外交流与实习项目。对于优秀的教师，应给予资助

支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访问学者项目、跨国合作研究

等。对于学生，鼓励赴海外高校交换学习、实习、参加志

愿者项目等，培养他们的全球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拓

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对于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区域国别学人

才至关重要。推动师生参与海外交流与实习项目，构建“

走出去、请进来”的双向交流模式。为优秀教师提供资助

支持，让他们参加国际会议、访问学者项目等；第二，开

展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加大在国际合作研究项目方面的投

入，为区域国别学人才打造更多机会。与海外优秀高校、

研究团队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共同开发相关课题，推

进国际间的知识共享。通过国际合作研究，为我国区域国

别学人才提供最新的学术资源，丰富他们的研究视角，提

升整体研究水平。同时，鼓励学生赴海外高校进行交换学

习、实习等活动，培养他们的跨文化沟通能力。此外，加

强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的开展，与海外优秀高校和研究团队

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共同推进知识的创新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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