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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政治与经济》教学计划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王星宇 

 

《亚太政治与经济》课程介绍………………………………………………………………第一周 

【对阅读书目和课堂发表、讨论做细致说明并征求意见】 

 

第一部分：导论………………………………………………………………………………第二周 

       【布置第五、六周的阅读书目和资料】 

第一节  亚太区域概况 

第二节  亚太区域合作现状……………………………………………………………第三周 

【基本确定课堂发表、讨论的分组（6 组左右）与时间】 

 

第三节  亚太区域合作发展特征分析…………………………………………………第四周 

【布置第七、八、九周的阅读书目和资料；提醒该单元课堂发表】 

 

第二部分: 亚太区域合作的案例分析：ARF的发展与挑战——来自建构主义的观点 

绪论………………………………………………………………………………………第五、六周 

0.1研究动机 

0.2相关理论回顾 

0.2.1现实主义：观点 

0.2.2自由主义：观点 

0.2.3建构主义： 

0.2.3.1观点 

0.2.3.2相关安全的论述、启示 

0.2.3.3研究框架要素 

建立规范 

凝聚认同 

构建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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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讲授与阅读资料后的讨论，重点是如何通过阅读相关 

理论书籍和资料来发现问题、探讨研究意义并构建研究框架】 

 

1.基本内容一：ARF的源起：世界观、规范与集体认同 

1.1东盟国家的世界观与安全观…………………………………………………………第七周 

1.1.1东盟各国的世界观 

1.1.2东盟各国的安全观 

【授课形式：课堂讲授与阅读资料后的背景介绍；布置第十、十一、十二周资料】 

1.2东盟框架下规范的形成………………………………………………………………第八周 

1.2.1东盟成立及其意义 

1.2.2东盟框架内的重要原则：不干涉原则及其实践 

1.2.2.1柬埔寨问题上的应用 

1.2.2.2成员国增加问题上的应用：越南、缅甸、柬埔寨 

1.2.2.3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应用：金融危机 

1.2.3区域主义的体现：区域自主 

1.2.3.1柬埔寨问题 

1.2.3.1东南亚金融危机 

1.2.3.2区域文化的体现 

和平与非武力 

越南入侵柬埔寨 

南中国海问题 

【授课形式：课堂讲授与阅读资料后的背景介绍】 

1.3东盟区域认同的凝聚与塑造…………………………………………………………第九周 

1.3.1东盟模式的特征  

1.3.1.1非正式——搁置模式 

1.3.1.2协商——共识模式 

1.3.2东盟集体认同的形成 

【授课形式：课堂讲授与阅读资料后的背景介绍】 

 

2. 基本内容二：ARF的成立与发展 



2015-16学年秋季学期 周三 8:00-9:30  明商 0102教室 

2.1 ARF的成立……………………………………………………………………………第十周 

2.1.1区域安全环境的变迁 

2.1.2成立过程 

【授课形式：阅读资料后的主旨发言与教师点评；布置第十三、十四、十五周资料】 

2.2 ARF的组织架构与发展进程规划…………………………………………………第十一周 

2.2.1 ARF的组织架构 

2.2.1.1 组织架构的构成 

2.2.1.2ARF部长级会议 

2.2.1.3ARF高官会 

2.2.1.4 ARF的第二轨道 

2.2.1.5 ARF参与成员资格 

2.2.2 ARF的阶段安全进程 

2.2.2.1 ARF推动信心建立措施阶段 

2.2.2.2ARF预防外交阶段 

2.2.2.3 ARF危机处理阶段 

2.2.3 ARF规范的形成 

2.2.3.1 非建制性 

2.2.3.2双轨并行的沟通机制 

2.2.3.3协商共识机制 

2.2.3.4渐进式进程 

2.2.3.5东盟的行为规范 

【授课形式：阅读资料后的主旨发言与教师点评】 

 

自主学习：ARF成立对于亚太区域安全的意义…………………………………………第十二周 

【第十二周为自主学习时间，各组同学自由安排 2 学时 

时间准备案例研究第十三、十四、十五周课堂发表】 

 

3. 案例研究：ARF的发展与规范拓展 

3.1 案例一：ARF发展与南中国海争议………………………………………………第十三周 

【分组课堂发表与教师点评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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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案例二：ARF的不干涉原则与东帝汶问题………………………………………第十四周 

【分组课堂发表与教师点评相结合】 

3.3 案例三：ARF与非传统安全：恐怖主义…………………………………………第十五周 

【分组课堂发表与教师点评相结合】 

 

4. 研究结论………………………………………………………………………………第十六周 

4.1结论一：ARF的成就：区域安全 

4.2结论二：ARF的挑战： 

4.2.1 区域安全文化——规范的作用与大国政治 

4.2.2 认同建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4.2.3 区域安全危机事件与 ARF 

4.3 展望：ARF的未来 

【课堂讲授与小组总结（每组 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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