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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经历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 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 2021 年 12 月 – 至今
– 国际关系学系副系主任 2023 年 10 月 – 至今
– 仲英青年学者 2022 年 1 月– 2024 年 12 月
–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副主编 2022 年 9 月– 至今
– 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 2020 年 2 月 – 2021 年 12 月

教育背景

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系
– 政治学博士 2019 年 12 月
– 主修领域: 安全、和平与冲突; 政治学方法论

美国犹他州立大学政治学系
– 政治学理学硕士 2015 年 5 月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 法学硕士（国际关系） 2012 年 6 月
– 法学学士（国际政治） 2010 年 6 月

访学经历

英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
– 访问学者 2025 年 1 月 – 2025 年 2 月

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
– 访问学者 2017 年 6 月 – 2017 年 8 月

研究和教学兴趣

国际关系: 国际冲突、内战、政治暴力、冲突管理、对外政策分析

政治学方法论: 应用统计学、空间分析、社会网络分析、预测模型、机器学习、数据可视化

学术研究成果

专著与编著

2. 陈冲：《空间依赖与大数据时代的冲突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 年（预计）

1. Feng Liu, Xuefeng Sun, andChongChen eds.,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A CJIP Reader (Oxford: OxfordUniversity
Press, 2023) [e-reader]

https://orcid.org/0000-0001-7481-9172
mailto:chongchen@tsinghua.edu.cn
https://github.com/cc458
https://twitter.com/nkuchong
https://cc458.github.io
https://academic.oup.com/cjip/pages/new-directions-in-the-study-of-chinas-foreign-policy
https://academic.oup.com/cjip/pages/new-directions-in-the-study-of-chinas-foreign-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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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期刊发表

9. Chong Chen, Kyle Beardsley, and Nils B. Weidmann , “The Grass is Alway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Transnational Ethnic Inequality
andEthno-nationalist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Research, First published Jun14, 2025, pp.1-16,DOI:10.1177/00223433251317102.

8. Gabriella Levy, Rebecca Dudley, Chong Chen, and David A. Siegel, “Diplomatic Statements and the Strategic Use of Terrorism in Civil
War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9, No. 2-3, 2025, pp.296–320, DOI: 10.1177/00220027241227907.

7. Chong Chen, “The Contagion of Foreign Policy Change: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of Chinese Leadership Visits, 1978-2014”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6, No. 2, 2023, pp. 157–180, DOI: 10.1093/cjip/poad003.

6. ChongChen, JordanRoberts, ShikshyaAdhikari, VictorAsal, Kyle Beardsley, EdwardGonzalez,Nakissa Jahanbani, Patrick James, Steven
Lobell, Norrin M. Ripsman, Scott Silverstone, and Anne van Wijk, “Tipping Points: Challenges in Analyzing International Crisis
Escal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24, No. 3, 2022, viac024, DOI: 10.1093/isr/viac024.

5. Laia Balcells, Chong Chen, and Costantino Pischedda, “Do 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 Rebel Constituencies and Civil War
Allianc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6, No. 1, 2022, sqab095, DOI: 10.1093/isq/sqab095.

4. Chong Chen and Kyle Beardsley, “Once and Future Peacemakers: Continuity of Third-Party Involvement in Civil War Peace Processes,”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 28, No. 2, 2021, pp. 285-311.

3. KaitlynWebster, PriscillaTorres,ChongChen, andKyleBeardsley, “Ethnic andGenderHierarchies in theCrucible of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4, No. 3, 2020, pp. 710–722.

2. Kaitlyn Webster, Chong Chen, and Kyle Beardsley, “Conflict, Peace, and the Evolution of Women’s Empower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3, No. 2, 2019, pp. 255-289 [Lead article].

1. Chong Chen, “Territorial Dispute Initiation by Weaker State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1, No. 3, 2018,
pp. 339–372.

中文期刊发表

21. 吕蕙伊、司晓宇、陈冲：《国际维和行动如何影响内战中的外部支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 年第 11 期，第
29-59 页。(《新华文摘》2025 年第 5 期转载)

20. 黄贝、陈冲：《数字技术普及与国内暴力冲突》，载《国际政治科学》，2024 年第 3 期，第 36–71 页。(《新华文摘》2025
年第 1 期转载)

19. 陈冲、漆海霞、管浩：《“一带一路”倡议的外交政策效应：基于大数据双边关系衡量的分析》，载《外交评论》，2024 年
第 5 期，第 27-54 页。

18. 司晓宇、陈冲：《联合国维和部队派遣国构成与平民保护——基于非洲维和特派团的微观数据分析》，载《世界经济与
政治》，2023 年第 6 期，第 54-82 页。（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国际政治》2023 年 10 期转载）

17. 陈冲、胡竞天：《空间依赖与武装冲突预测》，载《国际政治科学》，2022 年第 2 期，第 86-123 页。

16. 杨竺松、陈冲、杨靖溪：《“一带一路”倡议与东道国的国家治理》，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 3期，第 4-29页。（中
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外交》2022 年 07 期转载）

15. 陈冲：《全球外交访问网络的形成与演化——基于大数据的社会网络分析》，载《外交评论》，2021年第 4期，第 120-154
页。(《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1 年第 11 期转载)

14. 陈冲：《武装冲突与妇女赋权——基于两项自然实验研究的证据》，载《国际安全研究》，2021 年第 4 期，第 103-127
页。（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妇女研究》2021 年第 5 期转载）

13. 温尧、谢蒙莹、陈冲：《“一带一路”浪潮的生成——基于空间模型的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 年第 2 期，第
134-154 页。(中国世界经济学会“2022 年度国际政治经济学最佳中文论文 TOP10 榜单”)

12. 庞珣、陈冲：《国际金融的“赫希曼效应”》，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 年第 6 期，第 132–155 页。

11. 陈冲、庞珣：《非洲恐怖袭击时空规律的大数据分析——基于GIS技术和分离总体持续期模型》，载《外交评论》，2020
年第 2 期，第 121–154 页。

10. 陈冲：《机会、贪婪、怨恨与国内冲突的再思考——基于时空模型对非洲政治暴力的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8 年第 8 期，第 94–127 页。

9. 陈冲：《社会网络与多方调停的效果（1945–2001）》，载《国际政治科学》，2012 年第 4 期，第 18-62 页。

8. 陈冲、刘丰：《社会网络、结构分析与国际关系——评 < 国家间网络：国际网络的演化、结构和影响 >》，载《国际政
治研究》，2012 年第 2 期，第 160–172 页。

7. 卢璟、陈冲：《国际冲突调停的讨价还价模型：一种定量检验》，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 年第 5 期，第 58–81 页。

https://doi.org/10.1177/00223433251317102
https://doi.org/10.1177/00220027241227907
https://doi.org/10.1177/00220027241227907
https://doi.org/10.1177/00220027241227907
https://doi.org/10.1093/cjip/poad003
https://cc458.github.io/files/chen_et_al_ISR.pdf
https://cc458.github.io/files/chen_et_al_ISR.pdf
https://doi.org/10.1093/isr/viac024
https://doi.org/10.1093/isq/sqab095
https://doi.org/10.1093/isq/sqab095
https://doi.org/10.1093/isq/sqab095
https://doi.org/10.1080/13533312.2020.1768074
https://doi.org/10.1093/isq/sqaa031
https://doi.org/10.1017/S0020818319000055
https://doi.org/10.1093/cjip/poy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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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刘丰、陈冲：《国际关系研究的定量数据库及其应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 年第 5 期，第 18–41 页。（中国人民
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国际政治》2011 年第 11 期转载）

5. 陈冲、刘丰：《多元启发决策理论与美国总统使用武力: 一种定量检验》，载《国际展望》，2011 年第 5 期，第 58–74 页。

4. 陈冲：《国际冲突调停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争鸣——评 < 调停国际危机 >、< 国际冲突调停 > 与 < 国际调停互动 >》，载
《当代亚太》，2011 年第 3 期，第 132–157 页。

3. 陈冲、卢璟：《国际危机调停发生的供需因素分析（1918–2001）》，载《国际政治科学》，2011 年第 2 期，第 1–39 页。

2. 陈冲、刘丰：《美国使用武力行为的定量分析，1946–2006》，载《国际政治科学》，2010 年第 2 期，第 63–89 页。

1. 陈冲、刘丰：《国际关系的社会网络分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09 年第 4 期，第 92–111 页。

评论文章

4. 陈冲：《地理空间数据与冲突预测》，载《中国国际战略评论》第 20 辑，2025 年

3. 陈冲：《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空间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报》版号 A06，2025 年 6 月 5 日

2. Priscilla Torres, Katie Webster, Chong Chen, and Kyle Beardsley, “Might COVID-19 Upend Social Hierarchies?,” Political Violence
at a Glance, September 30, 2020.

1. 陈冲：《定量分析与双边关系数据》，载《中国社会科学报》版号 016，2010 年 8 月 26 日

在审论文

“The Diffusion of Territorial Dispute Claims,” with So Jin Lee and David A. Siegel (Revise & Resubmit atResearch and Politics)
“Mediating Post-Civil War Peace: Third Parties in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ivil War Peace Settlements,” with Huiyi Lyu and

Colin Flint
工作论文 (部分)

“Interstate Hostility, Transborder Ethnic Kin, and the Onset of Civil War”
“In the Shadow of Rebellion: The Intrastate Diffusion of Ethnic Inclusion”
“Ethnic Diversity, Local Competition, and Separatist Conflicts”
“Predicting International Crises and Near-Crises: Conditional v.s. Unconditional Expectations,” with Jordan Roberts and Kyle Beardsley
“Provision of Infrastructure and Local Conflict: Evidence from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ith Huiyi Lyu and Bei Huang
“Rebel Leaders and Civil War Alliances,” with Zhejun Qiu, Ruolin Su, and Weiwen Yin
“Rebel Alliances and the Dynamics of Violence in Civil Wars”, with Gary Uzonyi

软件研发

“postregplots: AnRPackage forVisualizingSimulation-basedMarginalEffects fromGeneralizedLinearModels” (开发版本可在GitHub下
载)

课题经费与奖励荣誉

课题经费

国家人才支持划科研经费，￥30 万 2023 – 2026 年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 万 2020 – 2023 年

清华大学引进人才启动经费，￥30 万 2020 – 2023 年

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16 万 2022 – 2023 年

国际研究学会差旅奖学金 2019 年

杜克大学 Jerry B. and Callie Stone Scholarship 2018 – 2019 年

杜克大学研究生会议差旅奖学金 2016 – 2019 年

犹他州立大学研究生科研项目奖 2015 年

犹他州立大学差旅奖学金 2013 – 2015 年

美国南方政治学学会 Prestage-Cook Travel Award 2015 年

国际研究学会（西部）年会差旅奖学金 2014 年

https://politicalviolenceataglance.org/2020/09/30/might-covid-19-upend-social-hierarchies/
https://github.com/cc458/postregpl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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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与荣誉

2024 年中国知网高被引学者 Top5% 2025 年

清华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 2025 年

清华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 2024 年

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计划 2023 年

清华大学仲英青年学者 2022 – 2024 年

清华大学优秀招生新人奖 2021 年

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 2020 年

杜克大学博士研究生全额奖学金 2015 – 2020 年

杜克大学 Bradley 基金会 Bradley Fellows 2016 – 2018 年

杜克大学研究生院暑期奖学金 2016 – 2019 年

杜克大学–康斯坦茨大学暑期交换奖学金 2017 年

犹他州立大学硕士研究生全额奖学金 2013 – 2015 年

南开大学优秀毕业生 2012 年

南开大学最佳本科毕业论文奖 2010 年

教育部国家奖学金 2007 – 2009 年

学术会议展示

学术年会

美国政治学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年会：2017、2019、2020、2023、2024、2025 年

国际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年会：2015、2017、2018、2019、2024 年

国际和平科学协会 [Peace Science Society (International)] 年会：2016、2018 年

美国中西部政治学年会（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年会：2014、2015、2021、2024 年

美国南方政治学年会（Souther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年会：2015、2018 年

美国中国政治研究学会年会（The Associa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Studies）年会：2017 年

国际研究学会–西部年会（ISA–West）年会：2014 年

太平洋地区国际政治会议（Pacific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onference）：2023、2024 年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年会：2010、2011、2012、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 年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学共同体年会：2021、2022、2023、2024 年

全国计算社会科学高端论坛：2020 年、2021 年

特邀讲座与工作坊

2025年：牛津大学中国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兰州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数据中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4年：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吉林大学东北亚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数
据中心；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北京大学国际
关系学院

2023年：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管管理学院；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数据中心；郑州大学政治与公管管
理学院；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防科
技大学系统工程学院；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安全计算实验室；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

2022年：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中国社会
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西安交通大学亚欧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北京大学国际
关系学院；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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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组织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数据科学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2020年：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西安交通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社会
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
公共事务学院；清华大学计算社会科学平台

2019年及之前：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第四届中国与国际关系研究
生论文工作坊；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

教学经历

讲授课程

本科生课程

《国际关系定量分析基础》，清华大学 2020–2023 年秋季、2025 年春季

《国际安全概论》，清华大学 2021–2023 年春季、2023 年秋季、2025 年春季、2025 年秋季

研究生课程

《社会科学的空间分析》，清华大学 2021 年春季、2022 年秋季、2024 年春季

《内战研究》（英文），清华大学 2021 年秋季、2023 年春季、2025 年春季

《数据科学导论》（英文），清华大学 2025 年秋季

《国际关系实证分析》(合开)，清华大学 2024 年春季、2025 年春季

研讨讲习班

《空间数据可视化与分析》 2022 – 2024 年
– 清华大学计算社会科学与国家治理实验室“大数据与因果推断研讨班”
–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清华计算社会科学讲习班”
–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第八届暑期社会科学方法班”
–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研讨班”

《线性与非线性回归模型》 2022 – 2023 年
–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研讨班”

教改项目

基于《国际关系定量分析基础》课程的数据科学思维培养和学术能力提升改革（ZY01_01），清华大学 2024 年秋

《国际安全概论》课堂教学评价改革实践研究 (DX04_08)，清华大学 2023 年春

指导学生
∗ 表示预计毕业时间

博士论文指导

卢妍君 (2029 届)∗

黄 瑛 (2027 届)∗

吕蕙伊 (2026 届)∗

司晓宇 (2025 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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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指导

胡竞天 (2026 届)∗

韩 嘉 (2025 届) 卢妍君 (2025 届) Amanda Grace Howard (2025 届)

郝梦圆 (2024 届) Asnaya Zeynalli (2024 届)

Biligtsaikhan Uuganbayar (2023 届) Stefania Jiang (2022 届)

本科论文指导

代志高 (2024 届) 张宇航 (2026 届)∗

胡竞天 (2023 届) 胡天悦 (2023 届) 王 淇 (2023 届)

李萧萧 (2022 届) 杨靖溪 (2022 届) 陈沅倩 (2022 届)

赵佳鹏 (2021 届) 任 禧 (2021 届)

学术兼职与公共服务

学校服务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党支部书记 2023 年 – 至今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系主任 2023 年 – 至今

清华大学实践教学指导组专家 2023 – 2026 年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指导教师 2021 年 – 至今

杜克大学本科招生校友咨询委员会（AAAC） 2023 – 至今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数据与计算实验室副主任 2020 年 – 2022 年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生资格考试委员会委员 2020 年 – 2023 年

清华大学本科生招生办公室四川组成员 2020 年 – 2023 年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博士生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 2020 年

杜克大学政治学系“安全、和平与冲突”论文工作坊学生协调人 2018 – 2019 年

杜克大学政治学系“安全、和平与冲突”教授招聘委员会学生代表 2017 – 2018 年

学科服务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年会副秘书长 2021 年– 至今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副主编 2022 年– 至今

Asian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青年编委 2023 年– 至今

《战略决策研究》编委会委员 2023 年– 至今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责任编辑 2020– 2022 年

中国亚洲太平洋学会青年分会秘书长 2024 年– 至今

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海洋战略与安全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2023– 2028 年

青年外交高校联盟第一届专家团专家 2021– 2023 年

清华国际关系实证论文工作坊组织者 2020 年– 至今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研讨班组织者 2021– 2023 年

国际研究协会第 59 届年会志愿者 2018 年

会议主持人和评论人：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年会（2018–2024 年); Triangle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第 18 届学
术新人年会讨论人 (2017 年)

https://academic.oup.com/cj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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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审稿人: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Research and Politic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世界经济与政治》、《外交评论》、《国际政
治科学》、《当代亚太》、《经济学》（季刊）、《战略决策研究》、《国际安全研究》、《世界政治研究》、《太平洋学
报》、《国际经济合作》等期刊

专业学会会员

美国政治学会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国际研究学会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国际和平科学协会 [Peace Science Society (International)]

美国政治学方法协会 (The Society for Political Methodology)

其他教育背景

美国密西根大学 ICPSR 暑期定量方法班项目学者 2014 年夏季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海上学府环球游学项目 2012 年春季

语言与计算机技能

语言: 中文、英语

计算机: R 、STATA、SAS、SPSS、Python、Git/GitHub、LATEX、ArcGIS、QGIS、Gephi、HTML、C++

推荐人

Kyle Beardsley
美国杜克大学政治系教授
电话: + 1(919) 660-4318
邮箱: kyle.beardsley@duke.edu

Peter Feaver
美国杜克大学政治系教授
电话: +1(919) 660-4331
邮箱: pfeaver@duke.edu

David Siegel
美国杜克大学政治系教授
电话: + 1(919) 660-4306
邮箱: david.siegel@duke.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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