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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以来，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双边关系得以深化并展现出

百花齐放的局面。这一时期，在拉美地区，左翼政党方兴未艾；

在中国，经济规模庞大并保持强劲增长；在美国,政治愿景缺乏

共识，经济秩序愈发难以驾驭。‘尽管在历史学范畴内对移民迁

徙的论述可以追溯到一个多世纪前（Lai and Tan 2010, Sha et

al 1986），但是绝大多数文献更关注当今的国际政治、宏观层

次经济变革等问题，以及它们更宽广的影响’（e.g.

Gonzalez-Vicente 2011）。‘近年来，得益于来自社会科学领

域内部的跨学科协作，依靠立足当地、跨国对比，并以人种民族

志等角度为核心驱动的研究范式方兴未艾’（e.g. Oliveira and

Schneider 2016, Kong and Gallagher 2016, Klinger 2015）。

本期特刊旨在‘以中国与美洲的当代变迁为出发点，扩宽中国-

拉丁美洲地理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深化涉及双边在地理学领域内

的学术理解。’我们认为既不能简单得出‘中国-拉美关系中，

拉美受到中国的‘影响’更大，也不应简单得出‘中国-拉美关

系中，中国受到拉美的‘影响’更大。’两种论断都过于简化。



确切地说，我们尝试更深入地去探究由多方参与构建，推动当代

中拉关系发展的动力来源并了解相应的表现形式。

我们邀请您以‘中国与拉丁美洲双边关系之新地理’为主题，从

下列一个或数个交叉学科（地理学与其它学科）为切入口，

为本期特刊撰写学术文章，望不吝賜教。

一．经济地理-近年来，中国-拉美增长强劲的贸易、政治和

双方采用的不同国家-资本范式,对各自制度和经济变革的

促及影响。

建议主题：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劳务移民；初级

商品出口；粮食安全；地下市场与盗版侵权；中国-拉

美历史上与当今时代的移民与迁徙；商业与资本流动；

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发展模式。

二．政治地理与地缘政治-当代中国与拉丁美洲双边关系肇

始于后冷战时代的地缘政治，并通过制度变革、国家实践和

社会运动等方式建构了新型的地缘政治关系。严密地分析以

上的政治和地缘政治动向在当今时代显得非常必要。

建议主题：军事合作与军备投资、区域及国际政治

分歧与协定；异见与激进主义；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

区域领导权之争；新的国家理论；中国崛起。



三．环境地理学-中国与拉美之间的贸易与投资流动对制度

改革、改变土地用途、迁徙和社会运动等领域都有显著地影

响。在当今世界对环境问题的理解持续变化的大背景下，我

们如何分析中国-拉美双边关系？

建议主题：气候变化政策、适应性和温室气体减排；

能源政治；科学实践；林业、渔业或农业变化的实践；

采掘经济与文化；公共卫生；废弃物管理；污染与补

救；永续性实验。

四．文化地理学-华裔群体在拉美和拉美群体在中国，客居

异乡所引发的相互之间的文化碰撞，对于深化与拓展中国与

拉丁美洲双边关系起到重要的作用。文化交流如何影响中国

和拉美各自地区（国家）的文化格局、生存空间、历史习俗

和文化实践？

建议主题：劳动力移民和融入；旅游；学术合作和

教育交流；艺术，文化和美学；语言和群体认同；流

行文化；同性恋群体和活动；媒体趋势。

五．历史地理学-21 世纪之前的专门史研究，包括中国和拉

丁美洲之间的移民史、接触史、官方交往史和文化史等。



六．专题分析-欢迎以下列角度展开分析，包括政治经济学、

政治生态学、科学与技术研究、重要的地理信息系统、性别

认同理论、重要的种族与性别理论等。

文体要求：

一、学术文章（8000 字）-对促进理解中国与拉丁美洲地理

学术研究有推动作用的原创性文章。

二、带注释的论说文（3000-4000 字）-围绕中心主题通过阐

述论据，构建论点。相比传统的学术文章，本类型可使用相

对较少的引用材料但文章应提供充足的材料方便感兴趣的

读者后续自行搜索相关数据。

三、观点大纲（1000-1500 字）-反映当代事件和个人经历的

写作大纲并请附上相关新闻或报告的网络链接。

请将扩展的提纲（500 字）同时用两种语言（1.英语；2.西

班牙语或葡萄牙语其中一种语言），于 2017 年 3 月 25 日前

发送至：jlag@clagscholar.org 请在邮件标题注明‘JLAG

LA/China Special Issue’字样。编辑理事会将在完成提纲

评估后，与作者沟通完善后续写作细节。如提纲获得采纳，

编辑理事会需在 2017 年 9 月 15 日前收到文章的最终版本。

mailto:jlag@clagschola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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