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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人 简历 

一．基本情况                                

姓    名：李相万（1959年生，男） 

学    历：经济学博士(政治经济学)  

职    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工作单位：韩国庆南大学极东问题研究所 

专    长：研究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国政治经济学及东北亚文化等。 

通讯地址：（邮编）03053， 韩国首尔市钟路区北村15路2号（三清洞）和平馆B210室 

办公电话：+82-2-3700-0788 

手    机：+82-10-5460-4395  

E-mail：lxw59@kyungnam.ac.kr, lxw59@hotmail.com 

 

二．学习简历 

1979-1983年获韩国东国大学社会科学學院政治学士学位（政治外交专业） 

1983-1985年获韩国东国大学研究生院硕士学位(国際政治专业） 

1990-1993年获韩国东国大学研究生院博士学位结业(国際政治经济专业） 

1994-1997年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学位（政治经济专业） 

 

三．工作简历 

1984.3.-1985.2. 韩国东国大学社会科学院政治外交系助教 

1986.4.-1989.7. 陆军政治思想教育军官(政委) 

1990.1.-1991.12. 韩国东国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1997.9.-2004.12. 世界政治经济研究院研究委员、东国大学和培材大学政治系在职教授 

2002.7.-2004.7. 東國大学中國産業經濟硏究所研究委員 

2003.9.-2004.9. 北京城市學院客座敎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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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9.-2009.2. 崇实大学国际通商研究生院特聘教授 

2009.7.-2016.4. 国立忠北大学国际经营系特聘教授 

2015.3-2018.8. 中国西北政法大学商学院客座教授 

2016.4-2022.12. 韩国庆南大学极东研究所计划室长兼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2009.3.-2016.12. 韩中社会科学学会副会长及季刊《韩中社会科学研究》杂志总主编. 

2014.3-2018.12. 中国地区学会政治外交分组委员长 

2017.3.-2018.8. 海南岛海口经济学院客座教授 

2019.1.-2019.12. 韩中社会科学学会会长(第九届) 

2021.1.-2022.12. 韩中社会科学学会名誉会长 

2020.1.-2022.12. 中国地区学会首席顾问 

 

四．承担教学课程和研究方向 

主要研究方向：东北亚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中朝关系、中国政治經濟、东北亚政治经济

与儒教文化、亚洲区域一体化等。 

 

五．科研和学术成果 

001．李相万，《理解现代中国-1》(合著），HanWool Academy 出版社，2002.3. [韩文] 

002．李相万，《理解现代中国-2》（合著），HanWool Academy 出版社，2003.9. [韩文] 

003. 李相万，《理解现代中国-3》（合著），異彩出版社，2005.3. [韩文] 

004. 李相万，《现代中国经济理解》(合著）YICHAE 出版社，2006.4. [韩文] 

005. 李相万，中国7大地域的对韩国印象研究(合著), 韩国学术情报出版社 2011.6[韩文] 

006. 李相万，中国7大地域的消费意识研究(合著), 韩国学术情报出版社, 2011.6[韩文] 

007. 李相万，中国7大地域的区域意识研究(合著), 韩国学术情报出版社. 2011.6[韩文] 

008. 李相万，中国7大地域的社会信赖(合著), 韩国学术情报出版社, 2011.3. [韩文] 

009．李相万，中国社会主义资本积累与扩大再生产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99

7.6.[中文] 

010. 李相万，中国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革与新资本积累机制研究，《世界政治经济》第4号，19

97.12.5．[韩文] 

011. 李相万，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变化世界体系论的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第 4号，1997.12.

 [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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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李相万，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变化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社会科学研究》第17辑，

1998.8. [韩文] 

013．李相万，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变动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相关性研究，《世界政治经济》 

第5号，1998.11. [韩文] 

014．李相万，从半外围国家发展的教训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桃战，《社会科学研究》

第6号，1998.12. [韩文] 

015．李相万，世界体系与半外围国家发展可能性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第 18辑，1999.2. 

[韩文] 

016．李相万，中国社会主义’新政’的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研究》第7号，1999.12. [韩文] 

017．李相万，东亚世界体系形成的政治经济学－中国作用与限界，《世界政治经济》第7号，

2000.12. [韩文] 

018．李相万，世界体系与中国的反霸权战略，《世界政治经济》第8号，2001.12. [韩文] 

019．李相万，东北亚的新冷战与中国的反霸权战略，《北韩研究学会报》第5卷2号，2001.12.

 [韩文] 

020．李相万，从辩证法的观点看中国社会主义理念的变化与持续，《世界政治经济》第9号，

2002.12. [韩文] 

021．李相万，世界体系与北韩新义州特区的挫折，《韩国国际政治学会论文集》，2003.4. 

022．李相万，北韩新义州开放政策的限界，《檀谷论文集》，2003.8. [韩文] 

023．李相万，世界体系中国的东北亚战略与新义州特区开放政策的限界，《北韩研究学会报》

第7卷1号，2003.8. [韩文] 

024．李相万，世界体系与中国社会主义的现在与未来，《韩中社会科学研究》第2卷，2003.1

2. [韩文] 

025．李相万，对于北韩核问题各国家的立场，《世界政治经济》第10号，2003.11. [韩文] 

026．李相万，当代中国资本积累结构变化与私营经济的成长，《现代中国研究》第5卷2号，2

003.12. [韩文] 

027．李相万，是否进行中国帝国主义化？,《现代中国学会发表论文集》，2004.4. [韩文] 

028．李相万，世界体系与中国后现代化，《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

4.6. 

029．李相万，对于当代中国积累体系宏观结构变化研究，《韩中社会科学研究》第4卷，200

4.6. [韩文] 

030. 李相万，世界体系与中华帝国的相关性研究,《现代中国研究》第6卷1号，2004.6. [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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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李相万，韩中教育文化交流合作方案探索-以山东省为例，《釜山与山东大学韩中学术研

讨会论文集》， 2004.8. 

032．李相万，入世下教育多元化与韩中教育市场开放探索，《东北亚经济经营研究》，2004.

10. 

033．李相万，中华帝国的霸权与朝鲜半岛的未来，《理解现代中国》，2005.3. [韩文] 

034. 李相万，世界体系与中国后现代化，《江苏省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035. 李相万，中国社会主义后期现代化起源-政府，市场，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东北亚经

济经营研究》，第6卷1号[韩文] 

036. 李相万，北京Olimpic以后中国的政治变化，《自由公论》2008年9月. [韩文] 

037. 李相万，中国经济成长与中国人对韩国的印象，《韩中社会科学学会学术研讨会论辑》，

2009年11月27日[韩文] 

038. 李相万，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政治经济：资本和市场的二重性，《韩中社会科学研究》，

第8卷1号，2010.4. 

039.李相万， "Pragmatic Cause of Sovereign" （务实王道） : The Strategic Culture and the 

Orient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Defense Policy, 《韩中社会科学研究》第9卷1号，

2011.4 

040. 李相万，关于中国大城市消费意识研究，《韩中社会科学研究》第9卷1号，2011.4[韩文] 

041. 李相万，中国人的区域认同与区域葛藤: 作用和反作用, 《中國与中國學》, 第13号, 201

1.2. [韩文] 

042. 李相万，在中国4大直辖市地区的对韩国印象实证研究, 《中國學硏究》, 2011.6. [韩文] 

043. 李相万，基于“资源诅咒”假说的中国西部地区经济转型发展研究-以内P蒙古地区非均衡增

长为例, 《韩中社会科学研究》第9卷2号，2011.7 

044. 李相万，中国民用核能利用立法问题初探—以核安全为中心,《韩中社会科学研究》，第1

0卷2号，2012.4 

045. 李相万，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与区域城市化进程研究,《韩中社会科学研究》第10卷3号，20

12.7 

046. 李相万，内蒙古草原生态恶化与治理的辩证统一：文化与制度维度, 《韩中社会科学研究》

第11卷1号，2013.1 

047. A study on the Image of Korea in Municipal Areas in China, 《韩中社会科学研究》第11卷2

号，2013.4 

048. 李相万，接境地带的南北韩行政统合方案研究，京畿发展研究院，2013.09.30[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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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9. 李相万，中国海洋军事力膨胀与韩国海洋主权问题研究, 韩国军事问题研究院, 2013.12.3

0 

050. 李相万，中国帝国化谈论：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辩证的理解, 《韩中社会科学研究》第

12卷4号，2014.10.28. [韩文] 

051. 李相万，中国的‘天下世界’与帝国化设计谈：基于世界体系论的维度,《中国地区研究》，

第1卷1号, 2014.12. [韩文] 

052. 李相万，一帶一路: 海洋海洋丝绸之路的政治經濟的含意, 《中國地域硏究》, 第 2 卷 1

号, 2015.05. [韩文] 

054. 李相万，帝国化的物质基础-中国经济是危机还是机会:世界体系论维度解释,《中國地域

硏究》, 第2卷2号, 2015.12. [韩文] 

055. 李相万，Cultural Barriers of Tacit Knowledge Sharing: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 and Empirical 

Evidence,《韩中社会科学研究》, 第14 卷 1 号 2016. 01。[英文] 

055. 李相万， 「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的辩证探索：基于世界体系论的视角解释(中文)」,《韩

中社会科学研究》, 第 14 卷 3 号 2016. 07.  

056.  LEE Sang-man. Deployment of THAAD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Northeast Asian security 

dilemmas: analysis based on neorealism, Northeast Asia Forum, 2016 (06) [英文] 

057. 李相万， “企业管理人员不道德工作伦理实证研究”，韩中社会科学学会,『韩中社会科学

研究』, 第 14 卷 4 号 2016.10.31. pp.181-193 [中文] 

058. 李相万， “萨德入韩与东北亚的安全困境：基于新现实主义的分析”，吉林大学东北亚研

究院，『东北亚论坛』, 第 6 期第 25 卷 2016. 6.30. [中文] 

059. 李相万，“部署萨德使半岛问题更难解”，人民日报国际论坛，第3版， 2016. 7.31. [中文] 

060. 李相万，「企业管理人员不道德工作伦理实证研究」，韩中社会科学学会,『韩中社会科

学研究』, 第14卷 4号， 2016.10.31. pp.181-193。[中文] 

061. 李相万，“一带一路”与东亚周边国家之间合作与开发—“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复旦大

学研讨会上发表. 2016年11月4日。[中文] 

062. 李相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帝国崛起、东亚安全困境：世界体系论维度解释，海口经

济学院会议上发表，2016年12月27日。[中文] 

063. 李相万, 东亚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周边国家公共外交实践方案的探索 - 以国际公共产品供

应的可能性为例（中文）- ,复旦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 2017年4月26日。[中文] 

064. 李相万, 关于核心国家利益之冲突与妥协的机制研究 - 以美中关系为分析对象，中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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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学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 2017年5月13日。[韩文] 

065. 李相万, 基于辩证视角解释-中国公共外交的‘地区性’和‘世界性’, 圆光大学国际学术研讨

会上发表. 2017年5月26日。[中文] 

066. 李相万，核心国家利益的冲突和妥协的机制考察:美中关系的分析为中心，『21世纪政治

学会』， 第27卷 2号，2017年6月30日。[韩文] 

067. 李相万, 关于美中两国间长期合作关系的形成和变化辩证考察-认识的转换和核心国家利

益的再定义为中心–，『中苏研究』，第41卷 2号， 2017年8月30日。[韩文] 

068. 李相万，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对中国的认识和应对: 萨德问题上的启示，『现代中国研

究』， 第 19 卷 2 号， 2017 年 9 月 30 日。[韩文] 

069. 李相万，地战略视角看对中朝关系的持续和变容批判的研究；金正恩时代为中心， 『韩

中社会科学研究』，第 15 卷 4 号， 2017 年 10 月 30 日。[韩文] 

070. 李相万，韩半岛与命运共同体的互补作用-以地缘经济视角解释，中央民族大学国际学术

研讨会上发表，2017年10月28日。[中文] 

071. 李相万，“一带一路”与东北亚地区国际合作-基于地缘经济的视角，第二届海岛经济发展

与国际合作论坛会议论文集，2017年12月9日。[中文] 

072. 李相万，『2017-2018 朝鲜半岛局势的评价和展望』，庆南大学极东问题研究所出版，

2017年12月15日。[韩文] 

073. 李相万，韩半岛安全困境的化解：命运共同体与公共产品的互补作用，『中国地区研

究』， 第4卷 2号， 2017年12月30日。[中文] 

074. 李相万, 2018年第十三届中国两会（政协、全人大)的评价和展望，『韩半岛焦点』，庆

南大学极东问题研究所，2018年3月22日. [韩文] 

075. 李相万, 习近平亲政体制的构建和2018年中国两会的评价--中央权力结构的重组和巩固化

工作为中心，中国地域学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中国地域学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手册』，

2018年5月26日。[韩文] 

76. 李相万，从亲密到冷淡：朝鲜媒体中的中国形象分析—以2009-2017年《劳动新闻》涉华

报道为例,『韩中社会科学研究』，第16卷 3号， 2018年7月30日。[中文] 

077. 李相万，"关于习近平亲政体制构建方式及其含义的研究:以指导理念、权力结构改编和加

强统治正当性为中心", 『韩国与国际政治』, 第34卷 4号, PP. 183-216. [韩文]    

078. 李相万， ‘新时代’习近平外交理念的辩证含义研究”, 『中國地域硏究』, 第 5卷3号, 

2018年 12月 30日. pp. 245-281.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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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9. 李相万，『2018-2019 朝鲜半岛局势的评价和展望』，庆南大学极东问题研究所出版，2

017年12月15日。[韩文] 

080. 李相万， “Study of the Northeast Asia’s Confidence Building Mechanism on Geo-Strate

gic Perspective”, 『韓中關係硏究』, 第5卷 1号, 2019年 2月 25日. PP. 163-198. [英文]    

081. 李相万， “Research on the Restrictive Factor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outh Korea Trade in Tourism Service”, 『韩中社会科学研究』, 第17卷 2号, 2019

年 4月 30日. PP. 253-279. [英文]    

082. 李相万， "南、朝、中地缘经济合作的政治经济-以朝鲜的战略变化为中心"，『韩中社会

科学研究』, 第17卷 3号, 2019年 7月 30日. PP. 7-38. [韩文]     

083. 李相万，"中美战略竞争时期两岸关系:收敛和扩散的双重性"，『中國地域硏究』, 第6卷

2号, 2019年 8月 30日. pp. 85-123. [韩文]    

084. 李相万，"中国和越南的开放政策给朝鲜开放的含义研究", 『中苏研究』，第43卷2号，2

019年8月30日。pp. 75-110. [韩文] 

085. 李相万，『2019-2020 朝鲜半岛局势的评价和展望』，庆南大学极东问题研究所出版，2

019年12月15日。[韩文] 

086. 李相万，「韩半岛国际关系史」, Han Wool Academy, 2019.2. [韩文]    

087. 李相万，「新的东北亚秩序和韩半岛的未来」, Han Wool Academy, 2019.12.  [韩文]   

088. 李相万，「中美战略竞争:问题出在哪里？」, 庆南大学极东问题研究所出版，2020年2月

10日. [韩文] 

089. 李相万，『2020-2021 朝鲜半岛局势的评价和展望』，庆南大学极东问题研究所出版，2

020年12月10日. [韩文] 

091. 李相万， “伪满建筑经济价值研究”, 『敎育與學習』, 2020年 第2券 第 1期, 2020.1.30.

 [中文]     

092. 李相万， “伪满建筑历史价值研究”, 『探索科學』, 2020年 第 3期, 2020.3.30. [中文]  

093. 李相万， "韩中电影和电视剧中的记者形象比较研究"，『中國地域硏究』, 第7卷2號, 2

020. 5. 30. pp. 175-200. [中文]    

094. 李相万，"新冠疫情的政治经济和危机的新自由主义:辩证思维”，『亚细亚研究』, 第23

卷 2号, 2020. 5. 30. pp. 1-46. [韩文]    

095. 李相万， “朝鲜‘并进’外交政策及中朝关系-金正日执政后期为中心”，『韩中社会科



8 

 

学研究』， 第18卷3号，2020. 7. 31. PP.56-75. [中文]  

096. 李相万， “伪满建筑文化价值研究”, 『敎育發展硏究』, 2020年 第2券 10號, 2020. 10.

30. [中文]    

097. 李相万， “短视频内容营销的价值及模式研究－以抖音为例－”, 中國地域學會, 『中國

地域硏究』 第7卷 第4號, 2020. 11. 30. PP. 163-190。 [中文]  

098. 李相万，「中朝关系: 1945-2020」, 庆南大学极东问题研究所出版，2021年1月30日. [韩

文] 

099. 李相万， “城市更新中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社会经济效益的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韩中社会科学研究』， 第19卷1号，2021. 1. 30. PP. 192-207. [中文] 

100. 李相万， “FTA背景下中国农产品对韩国出口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韓中關係硏

究』, 第7卷 1號, 2021年 2月 28日. PP. 187-209. [中文] 

101. 李相万， “中韩自贸区的经济效应研究与对策分析—基于引力模型的模拟”, 『中國硏

究』, 第24卷 1號, 2021年 2月 25日. PP. 163-198. [中文] 

102. 李相万， “基于地缘政治视角中国灰色地带战略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以中国海警法生效

为中心”, 中國地域學會, 『中國地域硏究』第7卷 第4號, 2021. 05. 30. PP. 301-325. [中文] 

103. 李相万， “A Study on East Asian Supply Chain Restructuring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under the Adjust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2

6 No.2, June 2021.PP. 158-192. [英文] 

104. 李相万，“伪满建筑文化价值研究：以新京为中心”，『韩中社会科学研究』, 第19卷 3

号, 2021. 7. 30. [中文] 

105. 李相万，「中国"一带一路"构想对韩半岛的影响：地缘经济合作的持续和变用」， 庆南

大学极东问题研究所出版，2021年7月30日. [韩文] 

106. “一带一路”的人性体现探析“,『大学(社会科学)』2021年第41期(总第535期), 2021.11.3

0., pp.106-109. [中文] 

107.李相万，“中美战略竞争时期韩国对外合作政策研究:以竞争与合作的地缘经济观点为中心

-”, 『中苏研究』第45卷第3号，2021秋季, PP. 147~181. [韩文] 

108. 李相万，"中美战略竞争时期台湾海峡的安保困境-'72'体制的持续与变化"，庆南大学极东

问题研究所, 2021.12. 2. [韩文] 

109. 李相万，『2021-2022 朝鲜半岛局势的评价和展望』，庆南大学极东问题研究所出版，202

1年12月20日.[韩文] 



9 

 

110. 李相万，『韩中建交30年』，东亚日报附设 化汀和平财团•21世纪和平研究所, 2022. 

1. 28. 

111. 李相万，“ 基于儒家文化两岸一体化的探索－以儒教资本主义和儒家社会主义争论为中

心－”, 『韩中社会科学研究』， 第20卷1号，2022. 1. 30. PP. 223-244.[中文] 

112. 李相万,“中国和韩国的北极政策比较研究”，『现代中国研究』， 第 23 卷 4 号， 

2022 年 2 月 28 日。[韩文] 

113. Lee, Sangman, Digital Field Cooperation among Chinese, Korean, and Japanese 

Firms amid Sino-US Rivalry, International Area Studies Review, Vol.26, No.2, 2022, 

pp. 3-34[英文] 

114. 李相万，“Taiwan-U.S.-China Relations: An Perspective from Korean（臺美中關係：

韓國之視角）”，『國際事務與企業國際研討會：人工智慧在國際事務與企業的應用與治理会

议资料辑』，2022 年 6月 9日。[中文] 

115. 李相万，『尹锡悦政府提议的外交安保政策十题』，亚洲大学美中政策研究所，2022 年

6月 27日。[韩文] 

116．李相万,“中國的核政策与韓半島无核化政策的淵源”,『东北亚国家为实现韩半岛无核

化而合作的可能性与局限性:以南北韩和韩半岛周边四国的核政策为中心』,『忠南大学学术研

讨会资料辑』，2022 年 11 月 04日，pp.1-15.[韩文] 

117. 李相万，『中国共产党第 20届党大会的意义，评价和展望』，庆南大学极东问题研究所

出版，2022年 11月 9日.[韩文] 

118．李相万,“韩中关系的过去 30 年(而立)和未來的 30 年(耳順)--尹锡悦政府的作用”，

『山东大学国际研讨会资料辑』，2022 年 11月 26日。[中文] 

119. 李相万,“东北亚共生与韩中关系未来展望-从求同存异转向和而不同范式探索”，

『IAF-IFES 亚洲-欧亚的战略选择与挑战:不确定性 vs 共生国际研讨会资料辑』，2022 年 12

月 16日。[中文] 

120. 李相万，『2022-2023 朝鲜半岛局势的评价和展望』，庆南大学极东问题研究所出版，202

2年12月15日.[韩文] 

121.李相万，“中国的核，朝鲜的核，还有韩半岛无核化进退两难:谈论核武装和引进战术核

武器”, 『国防与科技』，2023年 1月 30日.[韩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