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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传统安全与全球治理的理论探索

2022年1月8日,第四届中国非传统安全论坛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在广州成功举办。本

届论坛以“非传统安全与全球治理”为主题,由广东国际经济协会主办,《全球非传统安全观察》编辑

部承办,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

展研究中心协办。来自浙江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重
庆大学、浙江海洋大学、湖南农业大学、长沙理工大学、浙江财经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国家移民

管理局等学术组织与机构的40余位专家学者、研究生出席了线下论坛。

 

本次论坛分为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以“中国应对非传统安全”为主题,邀请专家进行主旨演

讲;第二部分为学者根据各自研究成果进行专题演讲;第三部分为学者就总体国家安全观与非传统

安全研究、后疫情时代非传统安全挑战与能力建设、非传统安全研究范式及理论体系与学科建设、

与国际非传统安全合作等话题进行自由发言;第四部分为与会者就《非传统安全蓝皮书:中国非传

统安全研究报告(2021-2022)》初稿进行专题探讨。

广东国际经济协会陈斌博士主持论坛开幕式,介绍与会嘉宾并阐述了论坛的议程、特点以及目

标。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理论和合主义的创立者余潇枫教授、《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主编魏

志江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共管理学科评议组专家徐晓林教授、浙江海洋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黄建钢教授、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牛军凯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周方银教授、暨
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振江教授、长沙理工大学余乃忠教授出席了本次论坛并做了主旨发言。围

绕“中国非传统安全”这一主题,与会的专家学者各抒己见,对非传统安全的学科发展与定位、非传

统安全理论以及各类具体的非传统安全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对于非传统安全的学科发展与定位,余潇枫教授剖析了“安全”“国家安全”等概念,认为非传统

安全有不对称、不确定和不易控的特征以及良性和非良性的取向。因此,非传统安全的学科发展应

当是倾向于成为一种杂合学科,其好处为“领域延展性”和“学科反包性”,能够避免单一学科、交叉

学科、跨学科的不足,从而直接针对方略型、决策型、创新型进行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徐晓林教授

和明承瀚副教授则以“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建设刍议”为题,从国家安全学的定义、性质、核心价值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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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研究内容、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等方面对国家安全学作为一级学科建设进行了探讨。
在非传统安全理论方面,魏志江教授和卢颖琳分析了安全化困境的形成,并以2014年西非埃

博拉疫情、特朗普政府的边境墙政策以及2015年以来法国反恐政策作为案例,分别阐释了“安全化

适当性”困境、“安全化互动性”困境和“安全化导向性”困境的生成机理与条件。
在具体的非传统安全议题方面,余乃忠教授分析了人工智能武器的发展前景及其风险管控。

他认为,从哲学属性上看,人工智能进入武器领域是人的社会实践,但它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具有

历史必然性和规律性。从现实场景上看,人工智能武器具有指挥高效化、打击精确化、操作自动化、
行为智能化等特征。周方银教授以新冠疫情为案例,分析了非传统安全合作对中国周边外交的影

响,认为当前要避免非传统安全传统化。张振江教授分析了“结伴不结盟”的外交思维,认为这是应

对传统安全的非传统路径。黄建钢教授分析了东海海洋安全的重要性以及海洋安全战略要点。陈

世伦教授以查尔斯·里伯的案件作为案例,分析了话语是在安全化过程中发挥作用及其背后的运

作机制。谢贵平教授分析了新时期中亚国家政治“代际转型”危机对中国的严重威胁,并提出相应

的对策思考。张宇权副教授分析了中国与菲律宾非传统安全合作的现状、动机与挑战。谷名飞副

教授分析了后疫情时代法国马克龙政府外交政策。李佳副教授对中国贸易安全的热点问题进行了

梳理,并分析了中国贸易的风险来源与威胁评估。廖丹子副教授探讨了数据密集型社会数据安全

化的形态,并分析了其对非传统安全研究的重塑。此外,章雅荻、蔡榛、刘天阳、陈玉梅等学者也分

别从非传统安全治理模式、后疫情时代的亚太地区气候与能源安全合作、后疫情时代的安全心理和

社区公共卫生安全维护等方面阐述了各自的研究成果。
与会专家学者高度评价了此次高峰论坛的学术成果和积极意义,一致认为本次论坛为促进中

国非传统安全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研讨中国非传统安全的关键问题、厘清我国非传统安全面临的

重大挑战与机遇以及思考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发展等提供了重要平台。同时,本次论坛也为我国华

南地区高校和科研院所在非传统安全研究领域的协同创新、团队培育、重大和重点项目的策划起到

了推进作用。总体而言,本次论坛呈现以下特点:一是与会专家代表性强。此次与会代表来自全国

12所高校与机构,其中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理论和合主义的创立者余潇枫教授、《中国非传统安全

研究报告》主编魏志江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共管理学科评议组专家徐晓林教授等国内知名专

家学者皆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做了重要发言。二是与会者的研究成果所涉领域广泛且前沿,无论是

在学术理论构建还是政策决策方面都极具参考意义。三是与会人员形成了“老中青梯形组合”。本

次论坛除了有重量级的专家学者分享各自的研究成果外,还吸引了不少对非传统安全研究有兴趣

且优秀的学生参与,会场内外围绕非传统安全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交流。四是社会智库积极参与。
本次会议的主办方广东国际经济协会与承办单位《全球非传统安全观察》编辑部皆是属于对非传统

安全领域有兴趣且近年建树颇丰的社会智库。论坛最后,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余潇枫总结致辞,宣布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论坛秘书处成立并邀请陈斌博士担任中国非传

统安全研究论坛秘书长。
(广东国际经济协会常务副会长　陈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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