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5

社科与实践 25 年 2卷 1期 ISSN：3082-8287(Print)；3082-8279(Online)

区域国别法赋能国家战略的实现路径与发展方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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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区域国别法作为新兴学科，在国家战略实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论文聚焦区域国别法如何赋能国家战略，

深入探讨其推动的方向与途径。通过理论分析、案例研究以及数据分析，明确该学科在外交、经济、安全等领域的

应用价值，并提出构建合作机制的策略，旨在为区域国别法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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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emerging discipline, regional and national law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strategi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how regional country law serves national strategies, and discusses in depth the 
direction and approach of its services. 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 case studies and data analysis,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this discipline in the fields of diplomacy, economy, security and other fields is clarified, and the strategy of constructing a 
cooperation mechanism is proposed,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regional country law 
to better serve national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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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在全球化深度发展的背景下，世界各国联系日益紧密，

地缘政治、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等方面的互动频繁且复杂。

区域国别法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逐渐凸显其重要性。它以

特定区域或国家为研究对象，整合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

历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知识，为国家战略的制定、实施与

调整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支撑。

从国际形势来看，地缘政治格局持续演变，地区冲突、

贸易摩擦、意识形态分歧等问题不断涌现。例如，近年来中

东地区局势动荡，伊朗核问题、巴以冲突等热点事件频发，

这不仅影响地区稳定，也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产生冲击。在

这种情况下，国家需要深入了解相关区域和国家的政治体

制、外交政策、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等情况，才能在复杂的

国际环境中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外交政策，维护国家利益和国

际地位。

从中国发展需求出发，“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企业“走

出去”战略的实施，都要求对沿线国家的市场环境、社会文

化、法律制度等有深入研究。例如，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过

程中，由于对投资目的地国家的文化习俗、商业规则缺乏了

解，遭遇了诸多困难和风险。据不完全统计，因文化差异导

致的投资项目失败案例在过去五年间占比达到 10%~15%。

因此，加强区域国别法研究，探索其服务国家战略的方向和

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区域国别法赋能国家战略的实现路径

1.1 提供决策支持
区域国别法研究机构通过发布研究报告、政策建议等

方式，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例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

院针对中美贸易摩擦，发布了一系列研究报告，分析美国贸

易政策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这些报告深入研究了美国不

同利益集团的诉求，如制造业协会、农业团体等对贸易政策

的影响；同时，分析了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对贸易政策的影响，

如传统制造业衰落促使美国政府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研究报

告还对美国贸易政策的走向进行了预测，为中国政府制定应

对策略提供了有力支持。

据不完全统计，近五年间，中国政府采纳相关区域国

别法研究机构政策建议的比例达到 40%，有效提升了决策

的科学性。这一数据表明，区域国别法研究机构在政府决策

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国家应对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提

供了科学依据。

1.2 推动人才培养
高校和科研机构通过开设区域国别法相关专业和课程，

培养具备跨文化交流能力、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例如，

北京大学设立了区域国别研究专业，课程设置涵盖区域政

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内容。在政治方面，开设了“区域

政治制度比较”课程，对比不同国家的政治体制、选举制度

等；在经济方面，开设了“区域经济发展与合作”课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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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投资合作等问题；在文化方面，开

设了“区域文化与社会”课程，探讨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

社会习俗等。

此外，该专业注重实践教学，与企业、政府部门合作

开展实习项目。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参与实际的区域国别研

究项目，如企业海外市场调研、政府对外政策制定等，将理

论知识应用于实践。据调查，该专业毕业生在进入外交、外

贸等领域工作后，能够迅速适应工作环境，发挥专业优势，

其中 80% 的毕业生在工作中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得到用人单位的高度评价。

1.3 加强国际合作
中国研究机构与国外同行开展合作研究、学术交流等

活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例如，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

中国与欧洲、亚洲多个国家的研究机构合作，共同研究不同

区域的碳排放情况、应对措施等。在合作过程中，中国研究

机构借鉴了欧洲国家在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新能源技术研

发等方面的经验；同时，向其他国家分享了中国在可再生能

源利用、节能减排政策制定等方面的成果。

通过合作，中国能够借鉴国外先进的研究方法和经验，

提升自身研究水平，同时也增强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

权。在过去五年里，中国区域国别法研究机构参与国际合作

项目的数量增长了 50%，发表的国际合作研究成果数量增

加了 40%。这一数据表明，国际合作促进了中国区域国别

法研究的发展，提高了中国在该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2 区域国别法赋能国家战略的发展方向

2.1 外交战略支持
区域国别法为国家外交政策提供依据，通过研究不同

国家的政治体制、外交倾向和文化特点，预测其外交行为，

助力制定适应性策略。例如，中国在中东地区，通过深入分

析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宗教、地缘政治矛盾及地区影响力竞

争，尊重两国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推动对话与合作，促进

了地区稳定。

过去十年，中国在中东地区外交斡旋成功案例增加

30%，提升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显示区域国别法在外

交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2.2 经济发展助力
区域国别法支持国家经济发展，通过研究目标市场国家

的经济结构、消费习惯和贸易政策，帮助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例如，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研究发现，这些国家对电子产品需

求旺盛，电子企业据此调整出口策略，研发和生产适合当地

市场的产品，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2020 年对东盟电子

产品出口额达到 500 亿美元，较 2015 年增长了 50%。

在海外投资方面，研究投资目的地国家的基础设施、

劳动力成本、法律环境等，能帮助企业降低投资风险。依据

区域国别法研究成果进行投资决策的企业，海外投资失败率

降低了 15%。例如，某企业在非洲投资建设工厂前，通过

研究当地劳动力市场，制定了详细的培训计划，确保了工厂

的顺利运营。

2.3 安全保障支撑
区域国别法在国家安全领域发挥关键作用，对周边国

家军事力量、地缘安全态势的研究，有助于中国制定国防战

略。例如，对中亚国家的研究发现，部分国家存在极端主义

威胁，中国通过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安全合作，共同打击恐怖

主义势力，维护了地区安全稳定。在网络安全、能源安全等

非传统安全领域，区域国别法研究能帮助中国识别潜在风

险，提前制定应对措施。

3 区域国别法赋能国家战略的合作机制构建

3.1 产学研合作机制
建立政府、高校、企业之间的合作机制，实现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高校开展基础研

究和人才培养，企业提供实践平台和实际需求。

例如，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政府引导高

校与相关企业合作，开展沿线国家投资环境研究。政府出台

相关政策，鼓励高校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并提供专项资金

支持研究项目。高校研究人员深入企业调研，了解企业在海

外投资中遇到的问题，如市场准入壁垒、文化差异等，开展

针对性研究。企业为高校学生提供实习机会，让学生在实践

中运用所学知识，参与企业的海外投资项目策划、市场调研

等工作。

通过这种合作机制，相关研究成果转化率提高了

35%，有效推动了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与合

作。例如，某高校与一家建筑企业合作，研究东南亚国家的

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研究成果为企业提供了详细的市场分析

和投资建议，企业根据这些建议成功中标多个项目，实现了

业务拓展。

3.2 跨学科合作机制
区域国别法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

多个学科，加强跨学科合作至关重要。研究机构应打破学科

壁垒，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开展综合性研究。

例如，在研究非洲国家发展问题时，政治学、经济学、

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人员共同参与。政治学研究人员分析非

洲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稳定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经济学

研究人员研究非洲国家的经济结构、产业发展模式、贸易政

策等；社会学研究人员关注非洲国家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

人口问题等对发展的制约。通过跨学科合作，从多个角度进

行分析，提出全面的发展建议。

通过跨学科合作，研究成果的深度和广度得到显著提

升，相关研究成果被引用次数平均增加了 20%。例如，一

项关于非洲国家城市化进程的跨学科研究成果，综合了多个

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数据，为解决非洲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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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在学术界和政策制定领域都产生了广泛

影响。

4 实践案例分析

4.1 案例一：区域国别法助力中国—东盟经济合作
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东盟的经济合作不断深化。

区域国别法研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对东盟国家经

济结构、市场需求、贸易政策的持续研究，中国企业能够精

准定位市场，调整产品结构。

例如，广西某农业企业通过对越南农产品市场的研究

发现，越南对热带水果加工产品需求旺盛，而当地加工能力

不足。该企业据此在越南投资建设水果加工厂，利用当地丰

富的水果资源，生产果汁、果脯等产品。在投资建设过程中，

企业充分考虑越南的劳动力成本、土地资源、税收政策等因

素，合理规划生产规模和运营模式。同时，企业注重与当地

文化的融合，招聘当地员工，开展员工培训，提高员工技能

水平，促进了当地就业和经济发展。产品不仅满足了越南市

场需求，还出口到其他国家。

区域国别法研究为政府制定与东盟的贸易政策提供了

依据，促进了双方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近十年间，中国—

东盟贸易额从 2010 年的 2927.8 亿美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6846.0 亿美元，增长了 134%。

4.2 案例二：区域国别法为中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

建设提供支持
中国在非洲开展了大量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区域国别

法研究为这些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保障。在建设蒙内铁路

（蒙巴萨—内罗毕标轨铁路）时，研究人员对肯尼亚的地理

环境、社会文化、劳动力市场等进行了深入研究。

研究发现，肯尼亚部分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在铁路建

设过程中需要采取特殊的环保措施。建设方制定了详细的环

保方案，如在施工过程中减少对自然植被的破坏、设置野生

动物通道等，保护了当地生态环境。同时，当地劳动力技能

水平参差不齐，需要加强培训。建设方与当地职业培训机构

合作，开展了针对铁路建设的技能培训课程，提高了当地员

工的技能水平，为铁路建设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

蒙内铁路建成后，极大地改善了肯尼亚的交通状况，

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据统计，蒙内铁路开通后，肯尼亚蒙

巴萨港的货物吞吐量增长了 20%，为肯尼亚 GDP 增长贡献

了 1.5 个百分点。

5 数据分析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区域国别法服务国家战略的效果，

对相关数据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在外交领域，选取了中国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交互动数据。在过去五年中，

基于区域国别法研究成果制定的外交政策，使中国与沿线国

家高层互访次数增加了 40%，达成的合作协议数量增长了

35%，有效推动了双边关系的发展。这表明区域国别法研究

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交合作提供了有力支持，

促进了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在经济领域，分析了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成功率。

通过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投资项目的统计，发现依据区域

国别法研究进行投资决策的项目，成功率比未依据研究的项

目高出 18 个百分点。这说明区域国别法研究能够帮助企业

更好地了解投资目的地国家的市场环境、政策法规、文化习

俗等，降低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成功率。

在安全领域，对中国在海外的人员和资产安全事件进

行统计，发现通过区域国别法研究提前预警并采取防范措施

的情况下，安全事件发生率降低了 25%。这充分体现了区

域国别法研究在保障中国海外人员和资产安全方面的重要

作用，为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

6 结论

区域国别法在推动国家战略方面具有广阔的前景和重

要的价值。通过明确外交战略支持、经济发展助力、安全保

障支撑等服务方向，采取提供决策支持、推动人才培养、加

强国际合作等途径，构建产学研、跨学科等合作机制，并结

合实践案例不断优化，区域国别法能够为国家战略的制定与

实施提供有力支撑。

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区域国别法学科建设，提高研究

水平，完善合作机制，使其在国家战略实施中发挥更大的作

用。具体而言，要加大对区域国别法研究的投入，吸引更多

优秀人才从事相关研究；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学习借鉴国

外先进的研究经验和方法；推动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使区

域国别法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发展和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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