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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工作简报 

（2008 年第二季度） 

 

头条新闻（7 则） 

 

外交部部长助理李辉充分肯定俄罗斯研究中心工作 

 

4 月 15 日，外交部主管俄罗斯及欧亚地区事务的部长助理李辉在其办公室

会见了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和中心副主任杨成。 

冯绍雷教授向李辉部长助理介绍了俄罗斯研究中心的基本情况、中心结项和

在研项目情况、中心国际化方面的进展、“俄罗斯及大国关系”985 创新基地的

科研设计、中心标志性成果等。 

李辉部长助理充分肯定了俄中心取得的成绩，认为俄中心在决策研究等领域

作出了不小贡献，鼓励中心继续围绕俄罗斯内政外交、上海合作组织等问题进行

深入研究，强调俄罗斯问题研究有着光明的前景。 

 

2008年全国俄罗斯形势例行内部研讨会召开 

 

6月 7日至 9日，由我校俄罗斯研究中心、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中国

俄罗斯东欧中亚经济研究会联合主办的“2008 年全国俄罗斯形势例行内部研讨

会”在苏州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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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讨会以“俄罗斯的发展前景：新阶段、新机遇、新挑战”为主题。来

自我校、中共中央外联部、中共中央党校、商务部、新华社、中国社科院、上海

社科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中国国际问题学会、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北京师范

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防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浙江师范大学等全国各

高校和相关研究单位的 50余名代表参加大会。 

与会代表主要就俄罗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俄罗斯对外关系走向及

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中俄关系的中长期前景三大议题，深入展开意见交流和思

想碰撞。 

在会议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上，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俄罗斯东欧中

亚研究所原所长徐葵和我校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俄罗斯研究中心主

任冯绍雷教授分别致辞，在回顾建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俄罗斯研究的状况

的基础上，对今后的研究提出了新的建议和希望。在研讨会上，商务部欧洲司正

司级商务参赞须同凯应邀做了题为《中俄经济合作：现状、问题与前景》的特邀

报告。 

 

中心学者撰写署名文章引导高校学生理性表达爱国情感 

 

5月初，针对北京奥运会圣火在伦敦、巴黎等城市传递时遭遇“藏独”

分子捣乱破坏，西方一些国家政要纵容这种破坏并发表对华不友好言论，俄罗斯

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副主任杨成博士分别以《从国际社会的中国认知主流

趋势看当前的不友好事件》和《回归理性——对近期围绕奥运会圣火传递等事件

的反思》为题撰写署名文章，帮助学生认清形势，把握大局，教育引导高校学生

理性合法有序表达爱国情感。 

  

冯绍雷教授参加市委代表团出访 

 

4 月下旬，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作为特邀专家参加市委代表团，

前往埃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考察对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并向市决策咨询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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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提交相应考察报告，得到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冯绍雷教授出席市委咨询会议 

 

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分别于 6 月 18 日、6 月 24 日和 6 月 26 日

参加市委办公厅咨询会议，为上海市对外合作提供决策咨询。冯绍雷教授在会上

的发言受到了市委领导的充分肯定与认同。 

 

 

冯绍雷教授受聘“上海会议大使” 

 

6 月 30 日，冯绍雷教授被上海市旅游事业管理委员会聘为“上海会议大

使”，自 2008年 6月 30日至 2013年 6月 29 日，聘期五年。上海市副市长赵雯

在聘任仪式上颁发证书。 

 

杨成受聘为复旦大学中国外交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成被复旦大学中国外交研究中心聘为兼职研究员，

自 2008 年 4 月 1 日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 

复旦大学中国外交研究中心是该校国际问题研究院今年新成立的研究机构。

由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任晓担任中心主任。 

 

重要学术活动（16 则） 

 

冯绍雷教授参加改革开放与中国对外战略研讨会 

 

4 月 8 日，冯绍雷教授在上海参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组织的“中国对外战

略的成功与经验——改革开放 30 年的回顾与总结”研讨会，并主持第一议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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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外战略的成功经验”。 

 

欧盟中亚事务特别代表毛磊与俄中心学者进行交流 

 

4 月 14 日，欧盟中亚事务特别代表、前驻俄罗斯大使、前驻华大使毛磊（Pierre 

MOREL）在法国驻沪总领馆新闻副领事 Agnes HUMRYZIAN 陪同下来俄罗斯研

究中心访问，与中心学者就中亚地区形势、中欧各自同中亚国家的关系、上海合

作组织等问题进行了交流。会谈由俄中心副主任杨成主持，潘兴明教授、刘军副

教授、余华川副教授等在座。 

杨成副主任向毛磊介绍了俄罗斯研究中心及研究概况，阐述了对当前中亚局

势的理解，指出安全问题是中国对中亚关注的核心所在，认为解决中亚地区的安

全问题应该从经济和社会政策同时入手。毛磊介绍了欧盟调整中亚战略的主要考

虑。双方就巴基斯坦在中亚的影响以及毒品走私以及其他的非传统安全方面进行

了商讨。双方一致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与欧盟在中亚问题上的合作是可行的。 

 

杨成参加第二届“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国际学术讨论会 

 

4 月 20 日至 22 日，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成博士应邀赴北京九华山庄参

加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和北京大学当代俄罗斯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

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期间，杨成副主任阐述了俄罗斯对

华认知的正反背离现象、特点及其对中俄关系的影响，并和与会的俄罗斯驻华使

馆外交官进行了对话交流。 

 

中心研究人员与美国著名学者卡赞斯坦对话 

 

4 月 23 日，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成以及包承柯副教授应邀参加复旦大

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组织的“世界政治理论研究 50 年”研讨会，与美国康奈尔大

学教授、美国政治学会（APSA）当选会长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就

帝权、欧亚地区的“第二次转型”等问题进行了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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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外交部官员访问俄罗斯研究中心 

 

4 月 25 日，阿富汗外交部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亚辛·拉苏里（Yasin Rasouli）

及国际事务部主任 M·穆尼尔·吉阿西（M. Munir Ghiasy）来俄罗斯研究中心进行

学术访问。期间，俄中心副主任杨成、潘兴明教授、余华川副教授等与对方就中

亚地区安全形势、中阿关系、阿国内局势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拉苏里表示， 2007 年阿富汗安全形势出现好转。阿政府军队采取独立行动，

说服地方长老，取得重大进展。西方那份声称阿政府只控制 30%领土的报告是错

误的。实际上阿政府控制了全部领土，但由于警察和军队还不够强大，所以控制

还不够完善，使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有机可乘。 

拉苏里承认阿富汗毒品问题形势严峻，认为在阿政府控制地区罂粟的种植减

少，政府加强了对安全地区的控制，要求人们种植其他作物；但在南方，在塔利

班的逼迫下，农民没有其他选择。政府不愿对农民施加压力，以免他们与塔利班

合作，所以我们应当对此采取宽容的态度。拉强调在反毒问题上，阿需要区域性

和国际性的合作。 

 

徐小杰教授在对外经贸大学作学术演讲 

 

5 月 13 日，应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邀请，俄罗斯研究中

心研究员、中国石油集团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海外投资研究所徐小杰所长做客

“形势与政策”第十二讲。 

徐小杰教授结合油气工业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意义，指出油气资源在世界能

源格局中所处的主导地位，深入解读了当前国际油气投资格局及其未来发展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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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冯绍雷教授参加上海合作组织论坛第三次会议 

 

5 月 18 日，冯绍雷教授赴北京参加上海合作组织论坛第三次会议，围绕上

合组织发展前景及深化上合组织框架内安全、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等议题进行

发言。 

上海合作组织论坛于 2006 年 5 月在莫斯科成立，是一个对上海合作组织长

期进行评审和调研的机构。论坛独立确定自己的研究题目、研究方向和研究计划，

并组织科学讨论会和其他活动。 

 

徐小杰教授参加第四届能源与石油问题学术研讨会 

 

5 月 18 日，徐小杰教授应邀出席第四届能源与石油问题学术研讨会并作主

旨发言。 

本届会议以“高油价与石油峰值”为主题，是世界石油峰值研究会中国分会

的例行会议之一。 

 

哈萨克斯坦学者访问俄中心 

 

5 月 22 日，哈萨克斯坦总统基金会副会长多赫达洛夫应邀访问俄罗斯研究

中心。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副主任杨成等向多赫达洛夫介绍了俄中心的基本情

况，特别是国际合作情况。双方探讨了加强合作的可能性和渠道。 

 

杨成副主任应邀参加上海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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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5 日至 27 日，第三届上海论坛年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本届论坛年会围

绕“经济全球化与亚洲的选择：转型•增长•福祉”的主题展开研讨。俄罗斯研究

中心副主任杨成应邀参会，在“亚洲经济转型与国际秩序”分论坛上围绕中印崛

起、亚洲共享文明、软实力、俄美核战略等问题作了即兴发言和评论。 

 

欧洲学者何庚德在中心作学术讲演 

 

6月 11日，波兰华沙经济学院教授、原欧盟项目办学术委员会顾问何庚德

先生（Guenter Heiduk）应俄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邀请，在基地作题为“中国对

外贸易让谁担心让谁忧？”的学术讲演。 

何庚德教授通过分析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状况，用科学计量的方法回答了

一个颇具争议的热点问题：中国的对外贸易究竟危及了谁的利益？他认为，第一，

中国的单向贸易是建立在其国内相当大的相对优势之上的，其出口产品获益最大

的是进口国的消费者；第二，在求过于供的市场中，中国成了水平产业内贸易中

一个新的强有力的竞争者；第三，中国的垂直产业内贸易会加剧跨国公司在全球

市场上的竞争；第四，中国融入全球化市场的很多领域，实际上使越来越多的国

家获得了利益，而不是危害了别的国家的利益。 

最后何庚德教授和在场师生就中国的东亚贸易结构、石油价格等相关问题进

行了相互交流。 

 

欧洲改革中心专家应邀作学术演讲 

 

http://www.iis.fudan.edu.cn/picture/1137.gif
http://www.iis.fudan.edu.cn/picture/1137.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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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6 日，欧洲改革中心（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主任 Charles Grant

和副主任 Katinka Barysch 应邀为华东师大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师生分别

作欧中关系和欧俄关系学术演讲，并与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等进行了

学术对话。 

欧洲学者向中方学者提出了俄内部情况、中俄关系评价、中俄美、中俄欧关

系互动等问题。冯绍雷教授等强调，中俄两国本质上都不是反西方的，中俄都愿

意与西方接近，西方对中俄关系的定位不准确；中俄关系现在不仅是外部因素驱

动，主要是内部因素的推动力很大；同以前相比，在中俄关系中，制度性的构建

得到了很大的加强；中国不担心俄罗斯与欧、美关系的恶化，因为在俄罗斯与西

方之间有着深厚的关系基础，双方的关系不会过于恶化。 

欧洲改革中心又称伦敦智库，专为欧盟委员会提供俄罗斯及中东欧事务咨

询。 

 

冯绍雷教授出席第三届全国国际关系博士生论坛 

 

6 月 21 日，第三届全国国际关系博士生论坛在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

务学院隆重开幕。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国际合作理论与争鸣”，论坛由中国国际

关系学会和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联合举办。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

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应邀与会，并对博士生

的主题发言作了精彩点评，分析了各相关研究领域的现状，同时尖锐地指出了各

篇论文中的不足，并对相关作者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提出了诸多建设性的意见。 

 

第三届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青年学者论坛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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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2 日，第三届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青年学者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成功

举办。本次次论坛由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和华师大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联

合主办、华师大青年国际问题研究会承办。 

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秘书长金应忠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

展研究院院院长、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致开幕词。 

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社科院以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上海各大高校和相关科研院所的青年学

者、博硕士研究生以及我校其他院系的部分师生参加了此次会议。俄罗斯研究中

心的研究人员和博士硕士研究生积极参会。 

今年恰逢改革开放 30周年，为纪念改革开放 30周年，回顾改革开放的发展

历程，探讨改革开放与中国外交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次论坛的主题设为“改革

开放 30 年与中国外交”，分上午、下午两个时段，四个学术单元举行，与会青

年学者分别就“改革开放与中国的国际形象”、“改革开放与中国的国际责任”、

“改革开放与中国外交的变迁”、“改革开放与中国的国际影响”做了发言与讨

论。会上，青年学者以文会友，积极互动，唇舌交锋，碰撞出激烈的思辨火花，

掀起会场一个又一个的高潮。 

 

沈志华教授赴日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 

 

6 月 26 至 27 日，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俄罗斯研究中心

研究员沈志华教授应邀赴日本北海道大学参加“东北亚的冷战—新资料与新观

点”国际学术会议，并发表学术论文。 

 

冯绍雷教授参加英国皇家战略研究所国际会议 

 

6 月 27 日至 29 日，冯绍雷教授前往伦敦参加英国皇家战略研究所组织的“俄

罗斯的未来：新总统的选择”国际会议，就俄罗斯的周边关系及主要的双边关系

问题发言并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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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进展情况（2 则） 

 

中心学者获批 2 个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在 200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过程中，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建华

教授和杨成博士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改革年代俄罗斯文学研究的转型

与方法论问题”和“中俄关系的中长期前景研究”两个项目分别获得批准立项。 

 

《俄罗斯通史》项目前期工作启动 

 

江苏人民出版社今年初推出“大国通史系列”计划，要求最终成果应能代表

国内世界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争取站稳 30 年，形成话语权，成为国内相关学术

研究及高级人才培养的基础读本。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担任《俄罗斯

通史》主编、“大国通史系列”编撰委员会委员。 

今年 4 月以来，冯绍雷教授按照学术性、前沿性、创新性等标准开始前期组

织工作，搭建了由陕西师范大学曹维安教授、吉林大学张广翔教授、北京师范大

学张建华教授、苏州科技大学姚海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余伟民教授等组成的分卷

主编班子，初步商定按照剑桥史的写法编撰 6 卷本《俄罗斯通史》。按照规划，

《俄罗斯通史》分卷主编第一次工作会议将于 7 月中旬召开。 

 

 

基地管理工作（4 则） 

 

中心积极参加重大项目学术沙龙 

 

根据《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管理办法》，

自今年年初起，校社科处组织各重点研究基地每 2 个月举行一次重大项目学术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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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由基地确定一个在研的基地重大项目作汇报，并进行研讨。俄罗斯研究中心

积极参与了这一活动。 

目前，已经由相关项目负责人就《中俄关系的文明背景、经济动因和战略空

间》、《新中国选派留苏学生的进程、意义及经验教训》、《20 世纪俄罗斯人文思

想与中俄文化关系》三个基地重大项目进行了汇报。 

 

基地组织一批精品课程 

 

加强精品课程建设，培养优秀人才是俄罗斯研究中心的一个优先发展方向。

为此，基地继续聘请国外一流学者为中心博士硕士研究生提供优秀课程。 

3 月 20 日至 5 月 20 日，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中心主任艾

伦·林奇（Allen Lynch）教授为华东师大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的硕士研究

生系统讲授了“美国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课程。 

根据华东师范大学与德国汉堡大学有关欧洲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

合作协议，德国汉堡大学经济、商业与社会学院 Wolfgang Voegeli 教授于 5 月 23

日至 31 日来访，同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余华川副教授一起，为 2006 级硕

士研究生开设为期一周的“欧盟法基础”课程。主要内容包括：欧洲一体化演变

历程，欧盟法与成员国法，欧盟的多层治理，欧洲法院案例分析等。 

 

凤凰卫视资深评论员曹景行受聘我校教授 

 

6 月 13 日，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兼言论部总监、中国电视节目榜最佳新

闻类节目《时事开讲》开创人曹景行先生，受聘为我校教授。党委书记张济顺向

曹景行先生授予聘书。上海市台办研究室主任李雷鸣、我校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冯

绍雷出席受聘仪式。 

曹景行先生表示，台湾问题一直是自己新闻工作的重点，很高兴能在两岸交

流的新形式下进入大学从事自己最感兴趣的研究工作，希望今后能结合自己的经

历和积累与国际关系学院一起研究两岸关系。 

受聘仪式后，曹景行先生为现场同学作了一场题为《台海新局》的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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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景行先生曾任《亚洲周刊》副总编辑、《明报》主笔、《中天新闻频道》

总编辑。 

 

俄罗斯学者加盟基地 

 

今年以来，俄罗斯研究中心利用“俄罗斯及大国关系”985 创新基地的支持，

进一步加大引智活动，不断优化基地研究人员的结构配置。5 月 1 日，俄罗斯研

究中心与俄罗斯科学院经济所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亚历山大·利伯曼签订为

期 2 年的工作合同，聘请利伯曼为俄中心研究员。这是继去年利伯曼出任俄中心

兼职研究员后双方合作的又一重大突破，弥补了俄中心在俄罗斯经济研究领域的

薄弱环节，也是基地国际化道路上的一大重要成果。 

 

突出成果简介（2 则） 

 

《外国文学鉴赏辞典大系》 

 

6 月上旬，中心副主任陈建华教授主持《外国文学鉴赏辞典大系》工作会议。

《外国文学鉴赏辞典大系》系 15 卷大型辞书，由陈建华教授担任总主编。目前

此书已被列为上海市重点出版图书，并在华东师范大学立项。 

 

《“地中海计划”和中国外交的机遇》 

 

本文为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作为特邀专家参加上海市市委埃及、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考察对外经贸合作区建设考察代表团向市决策咨询委员会提

交的考察报告，于 5 月 29 日刊于 2008 年第 5 期市委专报，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

作出批示予以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