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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历 
 

基本信息                                                              

姓    名：宋亦明                    出生年月：1993年 09月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出 生 地：甘肃省兰州市 

学术主页：sym915.github.io            电子邮箱：sym915@bfsu.edu.cn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9号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内大厦 1号楼 706 

 

工作经历                                                              

2022年 9月至今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教育背景                                                              

学历教育 
2018年 9月至 2022年 7月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法学博士/国际政治经济学 

2016年 9月至 2018年 7月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法学硕士/国际政治经济学 

2012年 9月至 2016年 7月  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法学学士/国际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学方向） 

联培访学 
2021年 8月至 2022年 8月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科学系  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Visiting Graduate Researcher 

短期培训 
2023年 8月至 2023年 8月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国别学研究方法工作坊” 

2020年 7月至 2020年 8月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方法与中国政治制度训练营” 

2017年 6月至 2017年 7月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讲习班” 

 

主要荣誉                                                              

国家级 
1. 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2020、2021）；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2017）；本科生国家奖学金

（2013、2014、2015） 

2.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公派留学资助（2020） 

省部级 
1. 北京市“优秀毕业生”（2016） 

2. 北京市“三好学生”（2014） 



宋亦明-简历 

2 

学会级 
1.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第十四届博士生论坛优秀论文一等奖（2019）；第十五届博士生论坛优秀论文一等

奖（2020） 

2. 美中教育基金会美国研究网络年会“梅仁毅美国研究论文竞赛”二等奖（2018） 

校院级 
1. 中国人民大学提名“学术新星”（2022）；“优秀毕业生”（2022）；“优秀团员”（2018）；“三好

学生”（2019、2020）；“学业奖学金”一等奖（2017、2018、2019、2020、2021）及二等奖（2016）；

“研究生学习优秀二等奖学金”（2019）；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之星”特等奖学金（2021）

及一等奖学金（2017、2018、2020）、“优秀共产党员”（2021） 

2. 中央财经大学“本科生优秀毕业论文”（2016）；“挑战杯”论文大赛一等奖（2016）；“中财杯”

辩论赛最佳辩手（2012）；“三好学生”（2013、2014、2015）；“优秀团员”（2013、2015）；“优

秀学生干部”（2013）；“优秀班长”（2015）；“全面发展一等奖学金”（2013、2014、2015、2016）；

“学术科研与创新优秀奖学金”（2013）；“学业优秀奖学金”（2014）；“社会实践优秀奖学金”

（2015）；“美育素养优秀奖学金”（2016）；“涌金本科生学术奖学金”（2015）；“理想社会实践

团队奖学金”（2014、2015）；“涌金学术科研团队奖学金”（2015） 

 

学术专长                                                              

国际及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 
1. 制度复杂性与制度等级制理论 

2. 产权制度与产业联盟理论 

能源与气候政治经济学 
1. 能源贸易与经济安全 

2. 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 

3. 能源转型与气候变化 

4. 能源制度与全球治理 

经济外交与经济权术 
1. 中美经贸关系 

2. 中国能源外交 

3. 武器化相互依赖 

 

开设课程                                                              

研究生课程 
1. 能源政治经济学               专业选修    秋季学期    2022年至今 

2. China’s Economic Diplomacy    专业选修    春季学期    2024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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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课程 
1. 外交决策                     专业必修    秋季学期    2022年至今 

2. 比较政治学                   专业必修    春季学期    2023年至今 

 

学术成果                                                              

专著 
1. 《“能源诅咒”的政治起源：现代化始点、产业联盟与产权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4

年版。 

论文 
1. 《拜登政府的国际制度重塑战略：行动、特征与制约》（通讯作者，与卓晔合作），载《东北亚论坛》，

2024年第 5期，第 49至 60页。 

2. 《社区干扰、外国干预与中国在拉丁美洲国家资源类投资的安全风险》（第一作者，与戴璐璟合作），

载《拉丁美洲研究》，2024年第 4期，第 49至 75页。 

3. “Low Carbon Development and Energy Security Challenges of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Corresponding Author, with Kunze Li, Long Xiao, Kai Qi) Elementa: Science of the 

Anthropocene, Vol.12, No.1, 2024, 00074, pp.1-18. 

4. 《“经济资源诅咒”的政治病理学：研究演进与知识谱系》，载《国外理论动态》，2024年第 2期，

第 159至 169页。 

5. 《加拿大何以隔绝“能源诅咒”？基于经济现代化-产业联盟-产权制度的分析视角》（第一作者，

与陈福临、蒋欣辰合作），载《区域国别学刊》，2024年第 2期，第 132至 153页。 

6. 《能源是福还是祸？——能源丰裕国经济增长分流的政治逻辑》，载《比较政治学研究》，2023 年

第 2期，第 295至 322页。 

7. 《竞争之后：国际制度竞争的演进逻辑》（第一作者，与李冰合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

年第 11期，第 129至 159页。 

8. 《委内瑞拉能源经济的增长何以不彰？——基于经济现代化-产业联盟-产权制度的分析视角》（第

一作者，与邹仪婷合作），载《拉丁美洲研究》，2023年第 3期，第 106至 130页。 

9. 《挪威隔绝“能源诅咒”的现代化基础与产业逻辑》（第一作者，与吴泽平合作），载《欧洲研究》，

2023年第 2期，第 109至 137页。 

10. 《疫情阴影下的危机应对——2020年中国经济外交报告》（第二作者，与李巍合作），载《战略决策

研究》，2021年第 3期，第 3至 35页。 

11. 《制度竞争与国际制度的等级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 4期，第 33至 60页。 

— 获奖：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第十五届博士生论坛优秀论文一等奖（2020）。 

— 摘录：《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1年第 9期，第 157页。 

12. 《“能源祝福”与“能源诅咒”的政治分流——基于产权制度的解释》（第一作者，与邹仪婷合作），

载《世界政治研究》，2020年第 4期，第 93至 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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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产业联盟与“能源诅咒”：委内瑞拉与俄罗斯的现代化“宿命”》（第一作者，与张经纬合作），

载《外交评论》，2020年第 2期，第 82至 120页。 

— 获奖：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第十四届博士生论坛优秀论文一等奖（2019）。 

— 英译：“Industrial Coalitions and ‘Energy Curse’: The ‘Destiny’ of Modernization in Venezuela and 

Russia,” Foreign Affairs Review, Vol.37, No.2, 2020, published online. 

14. 《国家维护能源安全手段的选择逻辑：产权制度的视角》，载《国际安全研究》，2020 年第 1 期，

第 98至 130页。 

15. 《中俄能源外交的历史演进》（第二作者，与于宏源合作），载《区域与全球发展》（现更名为《区域

国别学刊》），2018年第 5期，第 107至 128页。 

16. 《国际官僚与国际制度竞争退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 8期，第 62至 93页。 

— 摘录：《财经》，2018年第 24期，第 8页。 

— 评价：中国知网“高价值论文”（2023）。评价机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

限公司、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 

17. 《全球气候治理的中美合作领导结构：源起、搁浅与重铸》（第一作者，与于宏源合作），载《国际

关系研究》，2018年第 2期，第 137至 152页。 

18. 《特朗普政府的能源与气候政策及其影响》（第二作者，与李巍合作），载《现代国际关系》，2017

年第 11期，第 32至 41页。 

— 收录：《上海美国评论（第 4 辑）》，第 220至 241页。 

19.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缩影：以“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共同体会议”为研究对象》（第二作者，与李

巍合作），载《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 2期，第 122至 149页。 

20.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的拉丁美洲贸易外交》（第三作者，与白云真、石少锋合作），载《拉丁

美洲研究》，2015年第 4期，第 51至 57页。 

译作 
1. 格雷厄姆·艾莉森：《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宋亦明译，载《世界政治研究》，2019年第 1

期，第 45-49页。 

2. 阿米塔夫·阿查亚：《重新思考世界政治中的权力、制度与观念》，白云真、宋亦明译，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 2019年版。 

— 收录：“东方编译所译丛·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 

3. 保罗·维奥蒂：《美元与国家安全：硬权力的货币维度》，白云真、宋亦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版。 

编著 
1. 《中国经济外交蓝皮书（2020）:在世界经济裂变中负重前行》（副主编，与李巍、张玉环合编），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年版。 

2. 《中国经济外交蓝皮书（2019）:纷争年代的大国经济博弈》（副主编，与李巍、张玉环合编），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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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经济外交蓝皮书（2018）: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外交引领者》（副主编，与李巍、张玉环合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年版。 

书章 
1. 《特朗普政府的能源与气候政策及其影响》（第二作者，与李巍合作），载王联合主编：《上海美国

评论（第 4 辑）》，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9年版，第 220至 241页。 

2. 《全球能源治理》，载江涛等编著：《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7年版，第 138至

167页。 

报告 
1. 《中国海外安全风险蓝皮书（2024）》（主要执笔人，与戚凯等合作），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安全研究

院、中海安公司，2024年 1月。 

— 发布：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安全研究院、中国海外安全研究所、中海安（北京）咨询有限公司，2024

年 1月 24日。 

2. 《特朗普政府的能源与气候政策及其影响：中国的战略机遇》（第二作者，与李巍合作），中国人民

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报告第 31期），2017年 11月。 

— 发布：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2017年 11月 7日。 

数据 
1. “能源丰裕国主要社会经济数据——《“能源诅咒”的政治起源：经济现代化、产业联盟与产权

制度》配套数据集”（2022年）。 

评论 
1. 《国际制度竞争的时间维度》，载《世界政治研究》，2023年第 4期，第 48-54页。 

2. 《在国际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中“找回国家”——评<投资国家能力>》，载《社会科学报》，2023 年

10月 26日，第 8 版。 

3. “Rethink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the World Energy System,”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Vol.3, No.2, 2021, pp.345-349. 

4. 《重塑国际能源版图：急速扩张的美国能源出口》，载《世界知识》，2018年第 12期，第 53至 55

页。 

5. 《从石油到天然气：中国维护能源安全主战场的大转移》，载《世界知识》，2018年第 6期，第 54

至 56页。 

6. 《特朗普打开中美贸易战的潘多拉魔盒》（第二作者，与李巍合作），载《中国新闻周刊》，第 818期，

第 43至 45页。 

7. 《评<制衡美元>》，载《中国青年报》，2016年 11月 7日，第 2 版。 

8. 《谁能领导分化的美国？美国总统选战前瞻》，载《中国人民大学》（校报），2016年 11月 7日，第

3 版。 

主持课题 
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23）：美国塑造国际组织的逻辑及中国的对策研究（23CGJ03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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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在研）。 

2. 北京外国语大学科研培育项目（2023）：中美战略竞斗背景下美国塑造国际组织的逻辑与中国的对

策研究（2.0万元；在研）。 

3. 北京外国语大学“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主题研究”专项项目（2023）：“一带一路”能

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政治风险研究（2023ZX026；5.0万元；在研）。 

4. 北京外国语大学新入职教师科研启动经费资助项目（2022）：“能源诅咒”的政治起源：现代化始

点、产业联盟与产权制度（2022QD041；5.0万元；在研）。 

5. 中国人民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2019）（5.0万元；已结项）。 

6.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9）：产权制度对国家维护能源安全的影响：一项基于

开放经济政治学的比较历史分析（19XNH030；1.1万元；已结项）。 

7.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课题（2014）：国家安全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NMOE2014120059；1.0万元；已

结项）。 

8. 北京市级大学生创新课题（2013）：经济崛起过程中美国对外战略及对我国的启示（BEIJ2013110049；

0.5万元；已结项）。 

参与课题 
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22）：非洲马克思主义政权比较研究（项目批准号：22BZZ003；负

责人：闫健）。 

2. 复旦发展研究院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专项课题（2018）：转型时期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前景研究

（FDZMHX1802；负责人：李巍、张玉环）。 

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14）：中美国际经济制度战略与新型大国关系研究（14BGJ051；负

责人：李巍）。 

 

学术活动                                                              

专场演讲 
1. “资源型国家经济增长与停滞的政治起源”，惠园国关青年学术沙龙（第 5 期），主办：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安全计

算实验室，2023年 12月 12日。 

2. “博士研究的议题选择、问题发掘与议程设置”，山大国政博士生学术工作坊第三期，主办：山东

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2022年 12月 26日。 

专题发言 
1. “从资本主义多样性到经济外交多样性：议题拓展与议程迁移”，第二十届全国外交学学科建设年

会“从和平共处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 75年”学术研讨会，主办：复旦大学、外交学

院，2024年 6月 29至 30日。 

2. “空间距离、技术成本与民主转型——基于石油产业的考察”，第十五届全球问题研究青年论坛

“技术变革、国家发展与大国地缘战略的演进”学术研讨会，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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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国际关系研究》编辑部，2024年 5月 24日。 

3. “资源相互依赖的武器化与全球资源治理的碎片化：一项研究议程”，“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体系

面临的挑战及应对”学术研讨会，主办：南开大学全球问题研究所、亚洲研究中心，2024年 4月 21

日。 

4. “国际关系教学中的互动与可视化”，第七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学共同体年会，主办：清华大学

国际关系研究院，2024年 1月 6日。 

5. “能源相互依赖的‘武器化’和‘去武器化’”，第十六届国际问题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大变局时

代下的国际纷争与学科变革”，主办：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23年 11月 25日。 

6. “竞争之前：国际制度间竞争生成的产业逻辑”，第六届世界政治前沿对话“世界政治中的竞争与

变革”，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世界政治研究会、《世界政治研究》编辑部，2023

年 11月 5日。 

7. “‘能源诅咒’还是‘产权诅咒’？——基于伊朗和尼日利亚的考察”,第一届北京外国语大学

“非洲研究论文工作坊”，主办：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23年 10月 14日。 

8. “全球领先能源智库”，第三轮全球智库评价研究项目专家评审研讨会·能源智库专场，主办：中国

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2023年 8月 24日。 

9. “全球化进程与国际制度研究议程的共振”，第十六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共同体会议“全球治理中

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主题讨论，主办：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2023年 7月 4日。 

10. “国际制度复杂性的议程陷阱及其超越”，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国际政治研究分会首届青年学者工

作坊“国际制度与规范研究：新角度与新思考”，主办：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国际政治研究分会、

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23年 6月 17日。 

11. “挪威何以隔绝‘能源诅咒’？——基于经济现代化-产业联盟-产权制度框架的解释”，第二届

中国政治经济研究上海论坛“世界智慧与中国经验”，主办：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2022年 9月 17日。 

12. “国际制度研究的议程演进”，第十五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共同体会议“国际制度的发展困境与危

机”主题讨论，主办：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2022年 7月 5日。 

13. “‘能源诅咒’的政治起源：经济现代化、产业联盟与产权制度”，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工作坊第十

九期“博士论文专场报告会”，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工作坊，2022

年 6月 1日。 

14. “国际制度间竞争的演进逻辑”，第二届国际政治理论与方法前沿青年论坛，主办：中国社科院世

经政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国际政治科学》编辑部，2022年 5月 8日。 

15. “能源产业联盟、能源产权制度与委内瑞拉的经济增长”，第二届“海派集英”政治学与公共管理

博士学术论坛，主办：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2020年 11月 27日。 

16. “制度竞争与国际制度的等级制”，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第十五届博士生论坛，主办：中国国际关系

学会、外交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2020年 11月 13日。 

17. “经贸摩擦背景下中美能源合作的走向”，“世界能源地理与国家安全”研讨会，主办：中国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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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世界地理专业委员会、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2019年 12月 21日。 

18. “‘能源祝福’与‘能源诅咒’的政治分流——基于产业联盟的解释”，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第十

四届博士生论坛，主办：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

编辑部，2019年 11月 20日。 

19. “国家维护能源安全手段的选择逻辑：产权制度的视角”，第十届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新时代的

IPE与国际（国家）安全”，主办：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关系学

院，2019年 10月 25至 27日。 

20. “‘能源祝福’与‘能源诅咒’的政治分流——基于产业联盟的解释”，第七届全国国际关系研

究生学术论坛“全球化与国际体系转型”，主办：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2019年 9月 8日。 

21. “制度设计与国家能源政策选择：以中美维护能源安全为例”，第十二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共同体

会议“战略风险、经济环境与崛起国的政策选择：历史与理论”主题讨论，主办：清华大学国际关

系研究院，2019年 7月 10日。 

22. “美国崛起过程中的金融外交”，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第十一届研究生学术论坛，主办：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2019 年 5 月 18 日；第三届全国国际关系史研究生论坛，主办：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

院，2018年 10月 27日。 

23. Sino-U.S. Joint Leadership of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and China’s Climate Diplomacy toward the 

U.S.，美中教育基金会第十五届美国研究联络会年会，主办：华东师范大学、美中教育基金会，2018

年 11月 9至 10日。 

24. “国际官僚与国际制度竞争退出”，第六届全国国际关系研究生学术论坛“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

理论与实践创新”，主办：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2018年 7月 29日。 

25. “能源纷争中的国际制度竞争：基于 IEA与 OPEC的实证研究”，第十一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共

同体会议“国际政治中的大国竞争：理论、历史与实践”主题讨论，主办：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

院，2018年 7月 16日。 

26. “中美气候合作领导与中国对美气候外交”，首届 UIBE 高校政治学研究生论坛，主办：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8年 6月 9日。 

27. “中美共治：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结构”，北京外国语大学第九届国际问题研究生论坛，主办：北京

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6年 12月 23日；第七届研究生南湖公共问题论坛，主办：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哲学院，2016年 12月 10日。 

会议主持 
1. “能源与气候政治的研究进展和议程前沿”，第十三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共同体会议，主办：清华

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2020年 8月 12日。 

2. “理解中美经贸关系：理论与历史维度”，明德国关青年论坛第 4期，2019年 4月 22日。 

评论与谈 
1. “国际政治研究与定量研究方法近十年发展”座谈会，主办：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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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编辑部、北京大学全球风险政治分析实验室、清华大学国际关系数据与计算实验室，2023年

12月 16日。 

2. 第十六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共同体会议“国际制度的扩员与变革”主题讨论，2023年 7月 5日。 

3. 比较国际政治经济圆桌会议第 6期“重新发现世界政治的时间维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比较国

际政治经济研究所，2022年 11月 17日。 

4. 明德国关青年论坛第 6期“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定量研究设计与基本操作”，2019年 9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