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师简介

基本资料

姓 名 随新民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68.01 技术职称 教授

学历/学位 博士/研究生 毕业院校 外交学院

主要研究方向

国际关系 中国外交 中印关系

国内外工作、学习及研究经历

1992年 9 月-1995年 3月 北京科技大学 攻读硕士学位；

1995年 10月-2004年 1月 河南工业大学教师；

2002年 9月- 2005年 7月 外交学院 攻读博士学位；

2005年 7月 -2006年 10月 外交学院教师；

2006年 10月-2015年 10月 中原工学院教师、思政部副主任。

2015年 10月-至今 中原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社会职务及学术职务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 中国外交史研究会会员



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1. 东亚合作进程与中印关系调整——兼谈三角关系分析范式 《现代国际关系》 2006年第 7期

2. 中印关系研究 50年：多元化的议程和不对称的支点 《国际论坛》 2005年第 6期

3. 印度中印边界的认知 《国际政治科学》 2006年第 1期

4. 印度对华安全认知的维度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07年第 1期

5. .印度对华安全认知的来源 ——从社会认知视角分析《南亚研究季刊》 2006年第 3期

6. 东亚共同体建设与中印关系 《东亚地区合作与中美关系》 2006年版

7. 国际制度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学术探索》 2004年第 6期

8. 理解周恩来外交思想：一种外交哲学视角 《外交评论》 2006 年第 2期

9. 中印关系研究 50年：多元化的议程和不对称的支点 《中国外交》 2006年第 3期

10. 周恩来外交学研究：体系架构、问题与建议 外交评论》 2006 年第 2期

11. 欧盟 CFSP制度性缺失及对华政策评估 《南都学坛》 2004年第 5期

12. 中法（欧）关系：中法学者间的认知性差异与认同 《法国研究》 2004年第 1期

13. 学术规范与学人治学 《外交学院学报》 2003年第 2期

14. 中印关系研究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年版

15. 印度对中国的认知与对华政策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科研项目情况

16. 北京社科规划课题“北京市民国际意识调查” 2008年北京社科规划办鉴定结项；

17. 东亚地区主义的开放性、地区性与中国的参与研究 2009年河南省教育厅结项；

18. 印度主流媒体上的中国形象对中印关系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河南省教育厅社科规划课题；

19. 国际金融危机与内陆省区国际意识——基于河南居民和市场主体的调查 河南省政府决策招标；

20. 《中印关系研究：社会认知视角》 河南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21. 亚洲地区合作与中印关系研究 河南高校科技创新人才项目

获奖项及称号情况

1.出版学生专著两部（《中印关系研究》和《印度对中国的认知与对华政策》），

学术论文 30余篇。《中印关系研究》（独著）是学术界的创新；

2.《国际制度合法性与有效性——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

研究范式的比较分析》、《东亚共同体建设与中印关系调整》、《中印关系研究

50年》等文章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

3.参加“中国——印度二轨对话”和“中美关系与亚太合作”、“东亚合作：

进展与反思”等国际学术会议，并发表主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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