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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研究中心

一、中心简介

西安外国语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成立于 2020年，同年获批国家民委“一

带一路”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培育）。中心由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负责日常管理，

主要依托政治学和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开展研究工作，走“语言+专业”的特色发展模式，

拥有外国语言文学博士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和政治学硕士一级学位授权点。

中心坚持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咨政建言四个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以南亚

国别和区域研究为重点，以南亚国家智库研究、藏学和喜马拉雅研究为亮点，涵盖南亚民族

宗教、南亚国家社会文化、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南亚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研究等若干方向。

形成了一支高水平的研究队伍，在高层次项目立项、高质量研究成果产出、高水平学术交流

上已取得了一定成绩。同时，中心高度重视智库建设，充分发挥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信息直

报点的优势，加强国别区域研究及应用，向上级有关部门报送了一批高质量的决策咨询报

告，为各级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智力支持。

二、研究队伍

姓名：张杰

职务/职称：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南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研究领域：南亚安全

个人简介：张杰，男，1980年 7月出生，吉林长春人。2004年本科毕业于东北师范大

学，获法学学士学位，2007年硕士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2010年毕业于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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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南亚安

全研究。近年来，以第一作者在《国际问题研究》《南亚研究》《国际论坛》《新疆社会科学》

《南亚研究季刊》《当代世界》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文章 10余篇。先后主持国际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子课题 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1项，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项，西安市

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1项，陕西省教育厅项目 2项；所撰写的 30余篇资政报告被中共陕西省委

办公厅采用，其中 2篇被中央办公厅采用；获 2018年度、2019年度陕西省党委系统信息工作

先进个人。

姓名：耶斯尔

职务/职称：西安外国语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研究领域：南亚地区伊斯兰教、地缘政治

个人简介：耶斯尔，男，1972年 10月出生，新疆沙湾人。1996年本科毕业于西北民族

学院，获得法学学士学位；2004年硕士毕业于新疆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2015年 12月

博士毕业于新疆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现为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员，主要

从事南亚伊斯兰教研究。近年来，在《现代国际关系》《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等期刊发表论

文 10余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 2项，新疆自治区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1项。

姓名：张燕军

职务/职称：西安外国语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副教授

研究领域：国际安全、国际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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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张燕军，男，1980年生，山东菏泽人，2004年本科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获

历史学学士学位，2007年硕士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2011年毕业于西北

大学中东研究所，获世界史博士学位。现为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

西亚、南亚安全研究。近年来，以第一作者在《世界民族》《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阿拉伯

世界研究》《南京政治学院学报》《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文章 10余篇，并

有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载或摘录。出版专著 1部。

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1项，陕西省社科基金 1项，陕西省教育厅基金 2项，参与国家社

科基金重大项目和一般项目各 1项，获得陕西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1项。

姓名：耿鹏涛

职务/职称：西安外国语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副教授

研究领域：国际安全、南亚安全

个人简介：耿鹏涛，男，1982年 10月出生，陕西西安人。2005年本科毕业于吉林大

学，获法学学士学位，2009年研究生毕业于兰州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2016年在兰州大学

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师、副教授，主要从事南亚安全研

究。近年来，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人民论坛》《当代世界》《甘肃社会科学》《印度洋经

济体究》《法国研究》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文章 10余篇。先后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项，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1项。

姓名：王国兵

职务/职称：西安外国语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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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巴基斯坦军政关系、伊朗问题

个人简介：王国兵，男，1989年 11月出生，山西省太原人。2013年本科毕业于山西忻

州师范学院，获历史学学士学位；2016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东所，获历史学硕士学位；2019

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东所，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师，讲

师，主要从事中东政治、国家安全学的教学与研究。近年来，以第一作者在《西亚非洲》《情

报杂志》《中东研究》《阿拉伯世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相关文章

十余篇，参编学术专著 1部，累计约 20万字。主持陕西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项项目

1项，校级项目三项，作为主要成员完成了国家社科和省部级项目多项。

姓名：苏欣

职务/职称：西安外国语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讲师

研究领域：南亚族群与安全、中东国际关系

个人简介：苏欣，女，1992年 5月生，甘肃陇南人。2016年硕士毕业于西北大学，获历

史学硕士学位，2020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

关系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南亚族群与安全、中东国际关系研究。近年来，以第一作者在《国

际论坛》《阿拉伯世界研究》《中东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文章 5篇。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

年项目 1项，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 1项，西安外国语大学校级科研项目 1项。

姓名：张帅

职务/职称：西安外国语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讲师

研究领域：中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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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张帅，1991年 8月生，云南德宏人。2014年本科毕业于云南民族大学，获文

学学士学位；2021年博士毕业于云南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硕博连读）。现为西安外国语

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印关系研究。近年来，在 Journal of Tibetan and

Himalayan Studies、《南亚研究季刊》《印度洋经济体研究》《国际石油经济》等学术刊物独著

公开发表论文 10余篇，出版专著 1部。先后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1项、西安市社科

规划基金重点项目 1项、校级重点科研项目 1项。向上级有关部门报送 10余篇决策咨询报

告，其中 1篇被《人民日报》内参采用，3篇被省部级党政机关单篇采用，1篇获省委常委、

省委宣传部部长肯定性批示。

姓名：林民旺

职务/职称：西安外国语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外聘研究员，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

研究员

研究领域：国际关系理论、南亚国际关系

个人简介：林民旺，男，1979年生，福建南平人。现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

理、研究员、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南亚学会理事、南京大学中国南海问题协同创新中

心研究员、《太平洋学报》编委、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及多家智库特约研究员。

姓名：孙德刚

职务/职称：西安外国语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外聘研究员，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研究领域：中东政治与国际关系、大国中东战略、中国中东外交

个人简介：孙德刚，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

师，中国中东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理事，《国际展望》《阿拉伯世界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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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研究》、Belt & Road Initiative Quarterly 等学术期刊编委。曾担任 ESCI 来源期刊 Asian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主编，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副所

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2012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4

年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和“复旦大学优秀博士后”，2015年入选“上海市曙光人才”，

2016年入选“上海市社科新人”，2021年入选国家级人才计划。

孙德刚籍贯安徽，2006 年获得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先后赴香港大学（2004-

2005）、美国丹佛大学（2007-2008）、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2010）、英国牛津大学（2012-

2013）、美国哈佛大学（2018-2019）等访学、研修。近年来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问

题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国际安全研究》《西亚非洲》、Middle East Policy、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 Mediterranean Politics 、 Africa Spectrum 、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Cairo Review of Global Affairs、Contemporary Arab Affairs 等期刊上发表论文 80 余

篇，20余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以及人大复

印资料《中国外交》《国际政治》《世界史》等转载。已出版学术专著 7部，主编 6部，译著

1部（合），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 10项，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5项。

姓名：富育红

职务/职称：西安外国语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外聘研究员，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

研究领域：中南亚问题、阿富汗问题和地区安全问题

个人简介：富育红，复旦大学法学（国际关系）博士。曾在《国际观察》《国际政治科

学》《南亚研究》《俄罗斯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10余篇。

讲授课程

《国际冲突与危机管理》（本科生）

《恐怖主义问题研究》（研究生）

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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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8年 11月.“国际反恐合作：现状、问题与前景”.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心研

讨会.

2. 2018年 11月.“欧亚研究全国青年学术共同体”会议.复旦大学.

3. 2018年 10月. 阿富汗“第七届赫拉特安全对话会”.

4. 2017年 11月.“欧亚研究全国青年学术共同体”会议.复旦大学

5. 2016年 10月.“中国西北周边局势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挑战与进展”学术研

讨会. 上海. 复旦大学

6. 2016年 6月.“‘伊斯兰国’对中国周边及国内渗透、扩张态势及我政策应对”研讨

会.新疆.伊宁

7. 2015年 11月.“当前世界恐怖主义形势、影响及对策”研讨会.上海.复旦大学

三、研究成果

（一）论文（按照作者划分，下同）

张杰

1.《莫迪政府的阿富汗战略：路径、动因与成效》，《新疆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一作）

2.《试析“伊斯兰国”及其主要分支宣传策略的内在逻辑与应对》，《南亚研究》2020年

第4期。（独作）

3.《莫迪政府的中亚政策》，《国际论坛》2019年第3期。（一作）

4.《试析阿富汗塔利班的宣传策略及对策》，《南亚研究季刊》2018年第3期。（独作）

5.《特朗普政府南亚安全战略探析》，《国际论坛》2018年第2期。（一作）

6.《试析巴基斯坦对“中巴经济走廊”的立场及对策》，《当代世界》2018年第1期。（一

作）

7.《“危险话语”视阈下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安全政策探析》，《南亚研究季刊》2017年第3

期。（一作）

8.《阿富汗局势发展中的塔利班因素》，《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1期。（独作）

9.《冷战结束后拉美恐怖主义探析》，《拉丁美洲研究》2015年第4期。（一作）

耶斯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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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亚地区的能源“博弈”》，《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2期。中国人

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国际政治》2010年第9期全文转载。（独作）

2.《巴基斯坦的“伊扎布特”组织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年第4期。

（独作）

3.《纳布科管道—问题与前景》，《新疆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独作）

4.《中东大变局中的地缘政治博弈》，《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12期。（独作）

5.《西域新疆的战略地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3期。（二作）

6.《俄格冲突以来的高加索格局》，《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4年第1期。（独作）

7.《阿富汗局势中的伊朗因素》，《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5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

刊资料《国际政治》2014年第8期全文转载。（独作）

8.《伊朗的阿富汗政策及其走向》，《阿拉伯世界研究》2014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复

印报刊资料《国际政治》2014年第10期全文转载。（独作）

9.《论美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年第1期。（独作）

10.《美国撤军阿富汗与美俄在中亚的博弈》，《新疆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独作）

11.《2015年美国在中亚新动向及其影响》，《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6年第4期。

（独作）

12.《阿富汗的国族构建—问题与前景》，《新疆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二作）

张燕军

1.《“新月地带”与中东地缘政治变动研究》，《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

（一作）

2.《伊斯兰教与中东民族国家构建》，《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年第1期。（独作）

3.《中东军事现代化进程中的美国因素研究》，《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独作）

耿鹏涛

1.《反导之争——新一轮军备竞赛的起点？》，《当代世界》2008年第8期。（一作）

2.《重塑“天下观”的时代意义与现实途径》，《甘肃社会科学》2016第3期。（独作）

3.《论温特身份理论中的群体身份构建》，《湖北社会科学》2016第5期。（独作）

4.《马克龙的欧盟改革方案能否成功》，《人民论坛》2018第13期。（二作）

5.《法国反恐战略评析》，《法国研究》2016第3期。（二作）

6.《法国移民的身份认同困境》，《法国研究》2019第2期。（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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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龙欧盟改革的前景》，《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2019第3期。（一作）

8.《内战团体的激进化转向》，《公安学研究》2021第3期。（独作）

9.《〈中导条约〉终结原因探析》，《战略决策研究》2021第4期。（独作）

10.《身份视阈下的英法德“印太战略”比较研究》，《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2第4期。

（独作）

王国兵

1.《伊朗巴斯基民兵的历史嬗变与转型》，《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年第1期。（独作）

2.《伊斯兰革命卫队与伊朗政治发展》，《西亚非洲》2019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

资料转载。（一作）

3.《2017年伊朗政治、经济、社会形势总报告》，《伊朗国家发展报告（2017-201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二作）

4.《特朗普时代美伊关系探析》，《伊朗国家发展报告（2017-2018）》，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18年。（一作）

5.《2018年伊朗国家总报告：挑战与危机频发》，《伊朗国家发展报告（2018-201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二作）

6.《伊朗“向东看”战略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中东问题研究》2017年第1期。

（二作）

7.《伊朗巴斯基民兵的结构功能及影响探析》，《中东研究》2018年第2期。（一作）

8.《2018年利比亚政治、经济形势发展总报告》，《中东战略与形势报告2018-2019》，

时事出版社，2020年。（独著）

9.《2019年利比亚政治、经济形势发展总报告》，《中东战略与形势报告2018-2019》，

时事出版社，2021年。（独著）

10.《中伊合作新阶段：中伊合作25年协议分析》，《中伊外交关系研究文集》（波斯

语），（伊朗）德黑兰大学出版社，2021年。（独著）

11.《伊朗情报体系结构与困境分析》，《情报杂志》2022年第6期。（独作）

12.《中国：维护与实践多边主义的典范》，中国社会科学网，2022年9月14日。（独作）

13.《国外智库的区域国别研究经验与启示》，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2月。（独作）

14.《伊朗国家安全战略的历史嬗变与影响》，《西部学刊》2022年第11期。（一作）

15.《总体国家安全观与课程思政的融合问题研究》，《教育教学研究》2022年第3期。

（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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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高校思政教学中的问题及策略分析》，《教育与研究》2022年第7期。（一作）

苏欣

1.《跨界族群视阈下的俾路支问题研究》，《国际论坛》2020年第1期。（一作）

2.《伊朗的阿富汗移民政策探析》，《中东研究》2020年第2期。（一作）

3.《伊朗俾路支人的历史发展及当代演变》，《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年第3期。（独作）

4.《中国与伊朗石油合作探析》，《西安石油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一作）

张帅

1. Shuai Zhang, “India's Policy towards Chinese Tibe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an Think

Tanks”, Journal of Tibetan and Himalayan Studies, Vol.1, No.1, 2022.

2.《宗教政治化与宗教社会化：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崛起及未来走向》，《印度洋经济体

研究》2021年第2期。（独作）

3.《“清洁印度”运动论析》，《南亚地区发展报告2019-2020》，时事出版社，2021年。

4.《印度犹太人的构成、特点与身份认同》，《南亚研究季刊》2019年第1期。（独作）

5.《印度发展清洁能源的动因、特点与前景分析》，《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8年第5期。

（独作）

6.《印度能源外交的现状与特点》，《国际石油经济》2018年第3期。（独作）

林民旺

1.《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及中国的政策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4期。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5年第9期全文转载。（独作）

2.《印度—欧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动力及前景》，《欧洲研究》2015年第4期。《人大

复印资料—国际政治》2015年第12期全文转载。（独作）

3.《印度在南海问题中的利益诉求及未来前景》，《南亚研究季刊》2014年第4期。《人

大复印资料—国际政治》2015年第5期全文转载。（独作）

4.《寻求核时代的战略稳定》，《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5期。（独作）

5.《国际安全合作中的潜规则：一项研究议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8期。

《人大复印资料—国际政治》2013年第11期全文转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3年第12期

部分转载。（独作）

6.《国家声誉的塑造与变迁：一个分析框架》，《外交评论》2013年第6期。（独作）

7.《寻求普遍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一项不可能的使命》，《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6

期。（独作）



南亚研究中心

南亚研究中心 11

8.《国际规范的国内化：国内结构的影响及传播机制》,《当代亚太》2011年第1期。

《人大复印资料—国际政治》2011年第5期全文转载。（一作）

9.《欧盟成员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欧洲化》，《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3期。（独

作）

10. Minwang Lin, “On Democratic Deficit in the European Union”,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3, 2008.

孙德刚

1.《多元一体：中东地区的弱链式联盟探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1期。（一

作）

2.《复合身份政治：西亚大国参与阿富汗安全事务的三重维度》，《国际安全研究》

2022年第2期。（一作）

3.《合而治之：论新时代中国的整体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 4期。（独

作）

4.《从顺势到谋势：论中国特色的中东安全治理观》，《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5期。（独作）

5.《论21世纪中国对中东国家的伙伴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7期。（独作）

6.《中国港口外交的理论与实践》，《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5期。（独作）

7. Degang Sun and Ruike Xu, “China and Egypt’s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the

Xi-sisi Era: A ‘Role Theory’ Prism”,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27,2022.

8. Degang Sun and Yahia Zoubir, “Securing China’s ‘Latent Power’: The Dragon’s Anchorage

in Djibouti”,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30, No.130, 2020.

9. Degang Sun and Yahia Zoubir,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Conflict Resolu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A Case of Quasi-Mediation Diploma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7, No. 110, 2018.

10. Degang Sun and Yahia Zoubir, “The Eagle’s Nest in the Horn of Africa: US Military

Strategic Deployment in Djibouti”, Africa Spectrum, Vol. 51, No. 1, 2016.

富育红

1.《美国公共外交的反恐作用与局限》，《美国研究》2019年第1期。（独作）

2.《“伊斯兰国”南亚分支的性质、影响及发展》，《南亚研究》2017年第3期。（独作）

3.《“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渗透及各方的应对》，《新疆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独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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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恐怖主义问题关联》，《中国与世界》2017年第六辑。（独作）

5.《中国对阿富汗公共外交》，《公共外交研究》2018年第1辑。（独作）

6.《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地区毒品——恐怖网络问题探析》，《中国与世界》2016年第五

辑。（独作）

7.《西方援助在阿富汗的“恶性循环”》，《中亚研究》2016年第1辑。（独作）

8.《阿富汗政治和解中的行为体角色分析》，《国际观察》，2016年第1期。（独作）

9.《阿富汗政治重建中的军阀角色分析》，《南亚研究》2016年第1期。（独作）

10.《阿富汗恐怖主义形势探析》，复旦大学“当前世界恐怖主义形势、影响及对策”研讨

会会议论文，2015年11月。（独作）

11.《阿富汗重建中的大国关系结构》，《南亚研究》2015年第1期。（独作）

12.《阿富汗反叛团伙及其关联》，《南亚研究季刊》2015年第1期。（独作）

13.《上海合作组织介入阿富汗的背景、问题与方式》，《俄罗斯研究》2014年第6期。

（独作）

14.《对中国进一步介入阿富汗的相关思考》，《国际关系研究》2014年第5期。（独作）

15.《美国新能源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4年第2期。（独作）

16.《巴基斯坦塔利班发展现状与演变趋势》，《南亚研究季刊》2014年第1期。（独作）

17.《阿富汗塔利班与巴基斯坦塔利班比较研究》，《国际政治科学》2014年第1期。

（独作）

（二）著作

耶斯尔

1.《边陲多民族和谐聚居村：新疆布尔津县冲乎尔乡奇巴尔托布勒克村调查报告》，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专著）

2.《中亚五国人口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年。（合著）

3.《“一带一路”欧亚合作发展报告（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合著）

张燕军

1.《二战后中东地区军备竞赛与军备控制研究》，科学出版社，2017年。（独著）

2.《索马里史》，载《索马里、吉布提和科摩罗史/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商务印书馆，

2022年。（合著）

王国兵

1.《“一带一路”国别概览：卡塔尔》，大连海事出版社，2018年。（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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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实践教学探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22年。（合著）

张帅

《印度“能源贫困”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独著）

林民旺

1.《选择战争：基于规避损失的战争决策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独著）

2.《奥运会与北京国际化》，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合著）

孙德刚

1.《中国参与中东安全事务专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合著）

2.《“一带一路”国别研究报告（摩洛哥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合著）

3. Degang Sun with Dandan Zhang, Diplomacy of Quasi-alliances in the Middle East, Berlin:

Gerlach Press, 2020.

（三）科研项目

张杰

1.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以来伊斯兰极端主义演化和未来趋势及对我影响研究》

（21VGQ015）。

2.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1世纪阿富汗族群冲突对国家政治秩序的冲击与

影响研究》（18XJCGJW002）。

3.主持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陕西涉外智库的建设机制研究》（2019E006）。

4.主持西安市社科规划课题《“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及其对“一带一路”的影响研究》

（16F65）。

耶斯尔

1.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巴基斯坦伊斯兰教现状研究》（08XZJ006）。

2.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现代土耳其政教关系演进研究》（16XZJ015）。

3.主持新疆自治区社科基金项目《新疆周边国家局势与新疆安全研究》（11BGJ071）。

4.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大研究专项《与“三股势力”进行斗争，实现

新疆长治久安的治本策略研究》子课题《与极端暴恐进行长期斗争的反恐去极端化工作研究》

（18VFH014）。

张燕军

1.主持陕西省教育厅重点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古代中东与中国陵寝文化比较研究》

（20JZ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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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持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民族国家构建与中东政治稳定研究》（13H040）。

耿鹏涛

1.主持西安外国语大学校级科研项目《中亚地区维和行动前景与中国对策研究》

（2014051）。

2.参与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价值构建研究》（12BKS068）。

3.参与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文本视阈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构建研究》

（16BKS001）。

4.参与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中国共产党人的学习思想研究》（10XJA710001）。

王国兵

1.参与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伊朗反美思潮研究》（20BGJ076）。

2.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冠疫情背景下的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研究》（21CGJ010）。

3.参与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舆情思政专项《中美关系新格局下的舆情分析与应对研究》

（2021ZX29）。

4.主持陕西省教育厅项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演变与影响研究》（21JK0308）。

5.主持西北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意识形态研究》（YZZ17073）。

6.主持安徽大学西亚北非研究中心课题组项目《非洲恐怖主义的蔓延—尼日利亚“博科圣

地”研究》(YFZX2016CX-2）。

7.主持西安外国语大学科研基金项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多重角色与影响探析》

（20XWE04）。

8.主持西安外国语大学校级教改项目《<国家安全学>课程思政》（20BYK38）。

9.主持横向项目《国家安全知识教育培训课程》（H2022049）。

苏欣

1.主持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美国和伊朗的制裁与反制裁斗争研究》

（22JK0159）。

2.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伊朗应对美国制裁的反制战略研究》（22CGJ020）。

张帅

1.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印度议会委员会涉藏报告研究（1951-2021

年）》（22YJCGJW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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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持西安市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课题《印度主流媒体对西安城市形象的建构及其影

响研究》（22LW115）。

林民旺

1.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建立全方位的中印战略互信研究》（19ZDA139）。

孙德刚

1.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整体外交研究》

（19AGJ010）。

2.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的理论与案例研

究》（16JJDGJW011）。

3.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时期中国参与中东地区治理的理论与

案例研究》（14JJD810017）。

4.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美国在中东伊斯兰地区军事基地的战略部署与调整趋势

研究》（13CGJ042）。

5.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准联盟外交与中国安全战略研究》（07CGJ003）。

6.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新形势下中国的安全环境与准联盟战略研究》

（2011M500061）。

7.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冷战后西方大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

研究》(10JJDGJW022)。

8.主持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准联盟外交与大国准联盟战略比较研究》（11ZS66）。

（四）资政报告

张杰

向上级有关部门报送40余篇资政报告，其中多篇被省部级党政机关单篇采用。

王国兵

1篇资政报告被陕西省有关政法机关采用。

张帅

向上级有关部门报送10余篇决策咨询报告，其中1篇被《人民日报内参》采用，3篇被省

部级党政机关单篇采用，1篇获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肯定性批示。

（五）成果奖项

张杰

1. 2021 年度陕西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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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9 年度陕西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3. 2018 年度陕西省党委系统信息工作先进个人。

4. 2019 年度陕西省党委系统信息工作先进个人。

孙德刚

1. 2018 年 11 月，论文《冷战后美国中东军事基地的战略调整》获第十四届上海市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排名唯一）。

2. 2018 年 11 月，研究报告《中东难民×××》获第十四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决策咨询奖二等奖（排名第一）。

3. 2016 年 11 月，专著《冷战后欧美大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研究》获第十三届上海市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排名唯一）。

4. 2012 年 12 月，论文《论“准联盟”战略》获上海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二等奖（排名唯一）。

5. 2010 年 12 月，论文《热点外交实践与中国外交理论的创新》获上海市第十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内部探讨优秀成果奖”（排名第三）。

四、中心活动

2021 年 11 月 13 日 ， 举 办 “ 阿 富 汗 变 局 与 南 亚 安 全 形 势 ” 学 术 研 讨 会

https://guoguan.xisu.edu.cn/info/1119/36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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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7 月 16 日，举办“南亚安全形势新变化与中国在南亚的利益”学术研讨会

https://www.xisu.edu.cn/info/1080/205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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