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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世鴻 
  

 職稱/職務 教授、博士生導師 

 電    郵 bishihonggms@aliyun.com 

電    話 -- 

辦 公 室 -- 

郵寄地址 澳門氹仔偉龍馬路澳門科技大

學 O407 室 

教研領域  

亞太地區國際關係、東南亞國際關係 

東南亞國際關係史和東南亞區域國別 

學  歷 

2008 - 2012 南開大學 歷史學 博士學位 

2000 - 2002 （日本）早稻田大學 國際關係學 碩士學位 

1992 - 1996 國際關係學院 文學 學士學位 

  

教學經歷  

2003 - 今 雲南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 教授 

2020 - 今 清華大學國際與地區研究院 學術委員會委員/兼課教師 

2016 - 2017    雲南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 副院長 

2017 - 2018    雲南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 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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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成果 

CSSCI收錄 

1. 畢世鴻：《“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視閾下的日本對印度外交》，《南亞研究》，

2020 年第 3 期。 

CSSCI期刊收錄 

1. 畢世鴻、馬丹丹：《海外中資企業公共外交實踐的路徑、成效與問題的評析——以

越南中資企業為例》，《雲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 年第 5 期。 

2. 畢世鴻、宋洋：《東盟國家社交媒體政治假新聞治理研究》，《南洋問題研究》，2022

年第 4 期。 

3. 畢世鴻、馬丹丹：《中國在東南亞的國家角色構建及面臨的角色衝突》，《南洋問題

研究》，2021 年第 1 期。 

4. 畢世鴻、屈婕：《東盟國家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認知及其應對探析——基於非對稱

相互依賴視角》，《太平洋學報》，2021 年第 4 期。 

5. 畢世鴻：《雙重衝擊下的中國與東盟國家供應鏈重組》，《印度洋經濟體研究》，2021

年第 4 期。 

6. 畢世鴻：《“印太戰略”視域下的日本對東盟外交》，《和平與發展》，2021 年第 5 期。 

7. 畢世鴻、屈婕：《多邊合作視角下中日在東盟國家的協力廠商市場合作》，《亞太經

濟》，2020 年第 1 期。 

8. 畢世鴻、屈婕：《“印太”視閾下印尼外交內在邏輯探析—基於“中等強國”行為模式

的視角》，《印度洋經濟體研究》，2020 年第 6 期。 

9. 畢世鴻、張程岑：《東盟跨境煙霾問題及其治理合作》，《南洋問題研究》，2019 年第

3 期。 

其他收錄 

1. 畢世鴻：《日本學界的東南亞“地區”意象》，盧光盛主編：《雲大地區研究》，2022 年

第 1 期，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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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畢世鴻：《日本的東南亞研究：學科特徵和地區構想》，《東南亞研究》，2022 年第 3

期。 

3. 畢世鴻、李根：《越南共產黨的人才觀及人才政策》，《南亞東南亞研究》，2022 年第

3 期。 

4. 畢世鴻：《世界史與全球史視閾下的區域國別研究》，姜景奎主編：《區域國別學》，

第 1 期，北京：商務印書館，2022 年。 

5. Bi Shihong, “China’s Southeast Asia Studies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Asian Studies, Volume 67, Issue 1, 2021, January 31, 2021. 

6. Bi Shihong,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under the building of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 Asia Studies, Volume 10, Issue 

1, 2021, 22 Feb 2021.  

7. 畢世鴻、宋洋、楊雨：《2019 年越南形勢及對瀾滄江—湄公河合作的參與》，劉稚主

編：《瀾滄江—湄公河合作發展報告（202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

年。 

8. 畢世鴻、張程岑：《瀾湄國家可攜手治理跨境煙霾》，（新加坡）《聯合早報》，2020

年 6 月 2 日，第 10 版。 

9. Bi Shihong & Zhang Chengcen, “Forest fires: Lancang-Mekong regional countries can 

work together to manage transboundary haze”, in Think China, 08 Jun 2020.  

10. Bi Shihong, “Upcoming Myanmar elections a litmus test for NLD’s economic policies, 

ruling ability”, in Global Times, October 19, 2020.  

11. Bi Shihong, “Myanmar election lays bare indifferent relations with West”, in Global Times, 

November 12, 2020. 

12. 畢世鴻：《中國如何看“一帶一路”倡議和中日兩國的協力廠商市場合作》（日文），

（日）末廣昭等編著：《亞洲的新地區秩序與相互交錯的戰略：泰國、CLMV、中國

和日本》（日文，共著），東京：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2020 年。 

13. 畢世鴻：《中日兩國在東南亞的協力廠商市場合作》（日文），（日）《世界經濟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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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 3 期。 

14. 畢世鴻、張程岑：《合作應對湄公河流域跨境煙霾的影響》，《世界知識》，2020 年第

10 期。 

15. Bi Shihong & Zhang Qiong, “The Struggle of the Vietnamese People to Create a Unified 

Independent Stat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Experience in the Colonial Period”, in Tim 

Niblock, Yang Guang & Zhou Yan (ed.), Area Studies: New Realities, New Conception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August 20, 2020 

16. 畢世鴻：《新冠肺炎衝擊與中國—東盟關係》（日文），（日）東大社研現代中國研究

據點編：《後新冠肺炎時代的東亞：變動中的力學》（日文），東京：東京大學出版

會，2020 年。 

17. Bi Shihong, “Xi’s Myanmar visit will boost Paukphaw ties”, in Global Times, January 15, 

2020. 

18. 畢世鴻：《中國學者如何看“一帶一路”倡議和中日兩國的協力廠商市場合作》（日文），

《泰國資訊》，2019 年第 5 期。 

19. 畢世鴻：《西方國家在緬甸履行國際責任的經驗及其啟示》，《緬甸研究》，2019 年第

4 期。 

20. 畢世鴻：《日本“大東亞共榮圈”構想與“南方共榮圈”的幻滅》，宋志勇主編：《南開日

本研究 2019》，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 年。 

21. 畢世鴻：《美日對湄公河地區合作的介入及其影響》，張蘊嶺、李雪威主編：《命運

共同體構建與東北亞和平發展》，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9 年。 

22. 畢世鴻、蘇蕾：《2018 年越南形勢及對瀾滄江—湄公河合作的參與》，劉稚主編：

《瀾滄江—湄公河合作發展報告（201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年。 

23. Bi Shihong, “Let’ s reap potential of China-Myanmar cooperation”, in Global Times, 

February 17, 2019.  

24. Bi Shihong, “How Hanoi summit can help Vietnam”, in Global Times, February 24, 2019.  

25. Bi Shihong, “Myanmar’s initiative can help end Rohingya row”, in Global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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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mber 15, 2019. 

 

學術著作 

1. 畢世鴻等：《“雙迴圈”視閾下的中國—東盟經濟合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22 年。 

2. 畢世鴻等：《企聚絲路：海外中國企業高品質發展調查—越南》，北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2020 年。 

3. 畢世鴻、李秋豔譯：《安南史研究》（（日）山本達郎著），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

年。 

4. 畢世鴻等：《區域外大國參與湄公河地區合作策略的調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

版社，2019 年。 

5. 畢世鴻、李秋豔譯：《東印度公司與亞洲之海》（（日）羽田正著），北京：北京日報

出版社，2019 年。 

 

學術編輯 

1. 畢世鴻等主編：《田野調查》（第一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3 年。 

 

研究項目 

1. 《“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特色周邊外交理論與實踐創新研究》，2017 年度教育部哲

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專案，首席專家，2017-2022 年。 

2. 《區域外大國參與湄公河地區合作策略的調整研究》，2012 年度國家社科基金一般

項目，主持人，2012-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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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任職 

1. 中國日本史學會副會長 

2. 中華日本學會常務理事 

3. 中國東南亞研究會理事 

4. 中國亞太學會理事 

 

學術獎項 

1. 雲南省萬人計畫“文化名家”（2018 年）。 

2. 《越南政治經濟制度研究》（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6 年），獲姚楠翻譯獎三等

獎（2017 年）。 

3. 《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對東南亞的經濟統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年），獲雲南省第十七次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2014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