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头 条 新 闻（5则） 

●保加利亚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到访 

●欧盟大使、驻中亚特别代表来俄罗斯中心讲座交流 

★ 重 要 学 术 活 动（6则） 

●中心研究员赴日参加“首届斯拉夫欧亚研究东亚会议” 

●冯绍雷主任赴京参加“中亚区域合作机制及前景”国际研讨会 

●俄罗斯国际关系学院学者卢金到中心演讲 

★ 项 目 进 展 情 况（3则） 

●郭小丽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优秀成果鉴定 

●基地重大项目进展情况介绍 

★ 基 地 管 理 工 作（1则） 

●《俄罗斯研究》杂志编辑委员会会议 

★ 突 出 成 果 简 介（4则） 

●中心副主任杨成副教授文章获上海市第九届哲社优秀成果奖 

●外籍研究员以俄罗斯研究中心名义在国际知名刊物上发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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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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第一季度） 

 

头条新闻（5 则） 

 

保加利亚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到访 

 

应外交部长杨洁篪的邀请，保加利亚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瓦伊洛•卡

尔芬（Ivailo Kalfin）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在沪访问期间，副总理伊瓦伊洛•

卡尔芬于 3月 24日访问了我校，并受聘担任华东师大顾问教授。 

副总理伊瓦伊洛•卡尔芬不仅是一位年富力强的政治家，也是一名优秀的学

者，在经济学、政治学方面颇有造诣，其主要研究领域是“黑海区域化合作”。

在我校访问期间，副总理伊瓦伊洛•卡尔芬为师大学子带来了一场题为《黑海区

域的地位以及保加利亚对该地区稳定与发展的贡献》（The Role of the Black Sea 

Region and Bulgaria’s Contribution to its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的精彩演讲。俄罗斯中心主任冯绍雷主持了本次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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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芬指出，黑海地区，尽管利益交织，但平静依旧。但是这个地区还有其

它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 

他还介绍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组织“黑海经济合作组织”，这是一个有着 16

年推进经济合作历史的组织，成功在该地区实现了银行间的合作，但这是远远不

够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保加利亚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软安全领域发

挥其核心的作用。 

冯绍雷教授指出，“这是一次关于黑海地区的杰出演讲，卡尔芬先生没有仅

仅描述地缘政治，他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给我们讲述了黑海地区的问题。我想

这对于我们非常重要，全方位了解生活在黑海地区人民的想法。谢谢阁下给我们

描述了保加利亚在黑海地区的角色，这不仅仅对保加利亚非常重要，对全欧洲而

言也是如此。” 

 

 

欧盟大使、驻中亚特别代表 Pierre Morel 来访俄罗斯研究中心 

 

2009年 2月 26日上午，法国前驻华大使、现欧盟驻中亚特别代表 Pierre Morel

一行 5 人（欧盟委员会驻华代表团政务参赞 Alexander McLachlan； 欧盟中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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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代表政策顾问 Klaus Zillikens；捷克驻上海总领事馆领事 Bohumil Mazanek）

在华东师大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就欧盟对中亚的战略进

行了演讲，并与国关院和俄罗斯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交流。冯绍雷（院长、

俄罗斯中心主任），刘军（副院长，俄罗斯中心副主任），杨成（院长助理，俄罗

斯中心副主任），潘兴明（院长助理），潘大渭（上海社科院俄罗斯中心主任）等

老师出席了本次座谈。冯绍雷教授主持整个会议。 

欧盟大使 Pierre 

Morel 首先对欧盟的

特别代表制（Special 

Representative, SR）

做了详细的介绍。之

后，Pierre Morel 大使

重点介绍了欧盟的

中亚战略，主要涉及

6 个优先方向：1、法

治 2、教育问题  3、

经济发展和外贸 4、

能源问题 5、环境和

水问题  6、关于共同威胁。此后，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就欧盟大使的这六个方

面的阐述，一一做出了自己的看法与见解，既有认同之处，也有中国学者自身对

于中亚问题的看法和思考，同时也介绍了俄罗斯研究中心的一些与中亚相关的项

目，以及俄罗斯研究中心与欧盟国家重要研究机构之间的密切联系。中心副主任

刘军老师、杨成老师，高晓川也就一些议题与欧盟代表团进行了交流和问答。 

 

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当选第二届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教育部在 2009 年 3 月 20 日发布的教社科[2009]2 号司局函件《教育部关于

印发<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章程>及第二届委员会成员名单的通知》中指出，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第四次工作会议修订通过了新的《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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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并对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进行了换届。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中心主任

冯绍雷教授当选为“综合研究学部”（俄罗斯研究）委员。这是冯绍雷主任第二

次当选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基地研究人员入选新一届上海市欧洲学会 

 

2009 年 3 月 21 日，上海市欧洲学会在社联大楼 6 楼会议厅举行换届改选大

会及 2008 年度年会。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再次当选为新一届上海市

欧洲学会副会长，潘兴明教授、杨成副教授、成键副教授新当选为学会理事。 

 

国家发改委振兴东北司向基地提出重要委托 

 

2009 年 3 月 28 至 29 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振兴东北司（前身为国务

院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办公室）副司长王化江专程到访俄罗斯研究中

心，与中心副主任杨成副教授就中俄地区合作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并委托杨成协

助起草中俄地区合作协定框架文本。 

 

重要学术活动（6 则） 

 

 

中心研究人员出席“首届斯拉夫欧亚研究东亚会议”  

 

2009 年 2 月 5 至 6 日，在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举行了“首届斯拉

夫欧亚研究东亚会议” （First East Asian Conference for Slavic Eurasian Studies）。

此次国际会议的主题是 “俄罗斯的复兴与欧亚的未来——东亚的视角 ”

（Resurgence of Russia and the Future of Eurasia-Views from the East），会议由中国

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日本俄罗斯东欧研究学会与韩国斯拉夫研究协会联合举

办，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承办。来自中、日、韩、俄罗斯、蒙古、马

来西亚、中亚等国家的近百余名斯拉夫问题专家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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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的邀请，华东师大俄罗斯中心主任冯绍雷

教授、副主任杨成副教授、肖辉忠博士与会并进行相关学术交流和报告，李承红

博士向大会提交了论文并由肖辉忠博士代为宣读。 

冯绍雷教授作为主席，主持了 2 月 5 日的题为“The End of Autonomy? 

Regional Politics in Russia after Putin”的小组会议。会议发言人为东京大学的

Abramoto Mari，庆应（Keio）大学的 Chuman Mizuki 和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

心杨成副主任。杨成老师的发言题目是“Is Regions’ Para-Diplomacy Still Viable? 

The Russian Far East and China’s North East”，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探讨了中俄毗

邻地区间的交往问题。在 2 月 6 日的小组会议上，冯绍雷教授作了“Russia-Georgia 

Conflict and Its Impact on Trends of Russia’s Foreign Policy”的主题发言。许多与会

专家认为这个发言体现了很高的水准，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 

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应会议举办方的邀请，还组织了 2 月 5 日的一场小

组会议“欧亚地区的非传统安全议题——制度、资源和社会政策”（U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in Eurasian Region: Institution, Resources and Social Policies），组织

者为杨成副主任。这个小组会议的发言人有：俄罗斯科学院经济所的 Daria 

Ushkalova，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的李承红和肖辉忠。 

与会专家学者对俄罗斯研究中心的议题选择和会议发言均不吝“精彩”、“出

色”等溢美之词给予高度评价。 

 

 

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出席华东师大终身教授报告表彰会 

 

2009 年 2月 19 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 2009 年国家社科类基金项目申报动

员暨终身教授学术报告表彰会”在中山北路校区新逸夫楼报告厅隆重召开。学校

领导对本次会议非常重视，由俞立中校长亲自主持。来自全校各院系的终身教授、

科研管理负责人、课题申报者济济一堂，交流、共享各类科研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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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的第二阶段是“终身教授学术报告”表彰会。“终身教授学术报告

会”是我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的一部分，由终身教授每年志愿（无报酬）面

向全校师生作一次学术前沿报告。五年来，全校累计已举行了一百二十多场终身

教授学术报告会，在校内外

产生了积极影响，已形成我

校的学术品牌之一。本次会

议针对累计已经做满 5次终

身教授学术报告的冯绍雷、

许纪霖、李其维、陈锡喜、

方俊明五位教授进行了隆

重表彰。 

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

在发言中说，“我记得哈贝马斯说过，人在进行对话的时候，也是人的平等和自

由体现最充分的时候。而现代条件下的学术文化之要义，大概也就是在对话中提

升境界，在对话中获得项目理解，进行在对话中求得和谐与意趣。所以，我感觉

这样的对话和交流对我来说很重要……我感到，随着交流、对话和沟通的进行，

我们的认知水平会逐渐提高，我们的知识领域也慢慢扩大……我感到我们还有可

能有责任把教授讲座的效应扩大，把将学校、决策部门，甚至是企业中有兴趣的

人都吸引过来参与这样的学术活动……无论讲座、还是对话，其目的都是希望引

起思考……对我来说，作好一场讲座实际上很难，需要作很多的准备，特别是要

阅读大量的文献……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讲座，提高同学们阅读的兴趣。思考与阅

读是相联系的，而有阅读基础的思考，才使得交往有意趣，有长进。但是现在，

似乎不少人觉得阅读已经不太重要。这是一个社会现象。当然，阅读是需要花一

定功夫的，特别是对学生而言，但是，阅读是必要的素养。所以，我希望通过我

们的讲座，大家交流阅读的心得，丰富彼此的心智、拓展彼此的精神空间。（资

料来源：华东师范大学校报 2009年 3月 17日） 

 

 

日本学者 Osuka Fumikazu到访中心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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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3 月 17 日，日本横滨国立大学交叉文化研究系 Osuka Fumikazu 老

师到访俄罗斯研究中心。Osuka Fumikazu 的研究方向是俄罗斯思想、宗教与哲

学史。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成副教授，俄中心学术秘书肖辉忠参加了座谈。 

杨成向到访的 Osuka Fumikazu 介绍了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从建设基地

到以基地为核心组建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院，再到纳入“俄罗斯及大国关系”985

创新平台，最后由国家开发银行与华师大共建国关院的四次提升历程，强调了本

基地在中国俄罗斯研究学界的特殊地位。 

针对对方的学术兴趣，杨成副主任还谈及了基地在俄罗斯历史和俄罗斯思想

史研究领域的进展，并着重介绍了正在进行的《俄国通史》项目研究的情况，指

出这是新一代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俄国历史重新进行思考的努力；该项目由华东师

大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统筹安排，整合了北京师大、陕西师大、河北师大、

广西师大、苏州科技学院和华东师大在俄国史领域内专家学者；本项研究将突出

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现代化为主线；二是从横向角度突出俄国历史文化本身的

特色；三是关注自然地理造成的空间因素对于俄国作为欧亚大国历史的影响；四

是重视帝国治理模式的兴衰更替在俄国历史中的作用；五是在俄国与世界历史发

展交互作用的背景下聚焦俄国发展。 

Osuka Fumikazu 也介

绍了日本的俄罗斯、斯拉

夫研究的情况，特别介绍

了横滨大学的俄罗斯经济

与哲学两个研究方向的情

况。 

随后，双方就苏联解

体以来的俄罗斯发展问题

进行了深入交流，共同表

达了进行俄罗斯问题联合

研究的希望。 

最后，杨成向客人赠送了俄罗斯研究中心的标志性成果《转型时代丛书》（5

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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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智库经济顾问詹澈先生来访俄中心 

 

2009 年 3月 20 日，华东师范大学两岸交流与区域发展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国民党智库经济顾问詹澈先生为国关院、俄罗斯中心师生做了一场题为《台湾的

地方选举与台湾的政局发展》精彩报告。国关院院长、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

雷教授主持了报告会。 

在报告会上，詹澈先生对台湾基层民主运动、蒋经国时代解除报禁、党禁等

事件作了介绍，重点介绍了农民运动对台湾地方选举所造成的影响，并且详细剖

析了台湾两大政党在 2000-2008年的三次台湾大选中的各种行为，为在座的老师

和同学带来了原生态式的台湾政局介绍。 

在随后的互动环节中，詹澈先生回答了听众所提出的几个问题。詹先生还对

未来台湾政局做了前瞻性地预测。 

 

 

冯绍雷主任赴京参加“中亚区域合作机制及前景”国际研讨会 

 

“中亚区域合作机制现状及前景"国际研讨会，于 2009 年 3 月 23 日在北京举

行，这是中方首次就该问题举行的大型国际学术活动。外交部副部长李辉、俄罗

斯驻华大使拉佐夫、塔吉克斯坦驻华大使阿利莫夫以及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等 50

余人出席。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应邀出席，并就新时期

中俄美三边关系在中亚的互动发表了重要看法，受到中国前驻俄罗斯大使、上海

合作组织前秘书长张德广大使等人的高度评价。 

 

俄罗斯国际关系学院学者卢金副教授到中心演讲 

   

2009 年 3月 26 日下午，俄罗斯外交部下属的国际关系学院（МГИМО）东

亚及上合研究中心主任卢金·亚历山大·米哈伊尔诺维奇 (Лукин Александ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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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ладимирович)副教授在华东师大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俄罗斯研究中心

就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俄罗斯与中国合作进行了精彩演讲，并回答了本院老师和同

学的有关提问。冯绍雷教授主持整个会议，中心副主任杨成老师全程进行翻译。 

卢金强调中国比俄有更好的走出危机的条件。他指出，中俄都是出口国，

依赖外国市场，但是原材料价格下降对中国而言有利，而对俄是不利因素，所以

俄经历着双重打击。中俄都在刺激内需，但是中国通胀率远低于俄国。中俄都在

支持银行业，但是俄很难扩大贷款发放，因为通胀率过高，准备金率相比国际水

准也高。中国扩大内需可促进民族产业，但是俄依赖进口，所以即使促进也是促

进国外企业，因此俄只能挑选可能性产业进行扶持，比如农业，但是农产品收购

价格又需要协调。中国外汇储备数量比较大，且目前还没有下降，所以可以持续

支持的时间比较长，尽管中国需要钱的地方也比较多。 

另一方面，克服危机的政治条件也很重要。俄中此次反危机方案中其实有

很多内容并非首次提出，但过去因缺少政治意愿和政治动力而没有实施。比如，

俄反腐、行政改革等是早该推动的，只是由于受到精英的阻挠而一直没有实施，

总统甚至自己也无法推动议会原封不动地通过反腐议案，最后还不得不做出某些

修改。中国也是这样，许多方案早就存在，比如加大社会保障力度早就提出了。 

卢金认为，中俄出现社会冲突危机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历史经验表明，

社会冲突不是在长期一贯的贫穷环境下产生的，而是由于社会环境的急剧恶化产

生的。人的主观心理预期和现实情况反差过大时就会发生社会冲突，反差越大，

冲突来临得越快，有时这甚至不取决于政府政策。前苏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某种意义而言，是苏联自身的宣传机器把自己推翻了，政府宣扬的和打开国门后

老百姓亲眼所见的反差过大，冲突就发生了。对中国而言，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

速度可能至关重要，老百姓已经过惯了好日子，要倒过去受苦难度要大很多，导

致问题的可能性也就大很多。总之，中俄面对的问题相似，应对方法相似。中国

以较少损失克服危机的可能性大些。 

 

项目进展情况（3 则） 

 

中心研究员郭小丽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优秀成果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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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公布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009 年

1-2月结项名单”和“成果鉴定等级公告”，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北师大

郭小丽教授的课题：“俄罗斯弥赛亚意识的文化语义内涵及其当代影响”

（06CGJ003），成果名称“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顺利结项并获得优秀等级鉴

定。 

 

基地重大项目进展情况介绍 

 

俄罗斯研究中心一贯重视对基地重大项目的跟踪管理，各项目负责人也积极

努力，目前在研的重大项目都在有序地进展之中，并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项目阶

段性成果。具体情况简介如下： 

1、“20 世纪俄罗斯人文思想与中俄文化关系”，负责人：陈建华，立项时间：

2004 年，已经提交结项。 

2、“中俄石油合作研究”，负责人：徐小杰，立项时间：2004年，已经有 1篇

文章发表在 CSSCI 来源期刊，数篇提交给外交等实际部门的决策咨询报告。

争取在 2009年年内结项。 

3、“苏俄史研究”，负责人：沈志华，立项时间：2005 年，已提交结项。有 8

篇阶段性成果发表在 CSSCI来源期刊上。 

4、“上海合作组织研究”，负责人：田永祥，立项时间：2005年，有 1篇文章

发表在 CSSCI来源期刊上，有 1篇著作中的章节，和 1篇研究报告（2009年

3月 18日，在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与俄罗斯统一基金会论坛上，作主旨发

言“金融危机形势下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这个发言被中联部整理成内部

书面报告上报中央有关部门参考）。 

5、“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基于俄美关系的研究”，负责人：李兴，立项时间：

2006 年，目前已经有 5篇阶段性成果发表在 CSSCI来源期刊上；已经出版一

部署名的专著成果，争取按时完成。 

6、“新中国选派留学生的进程、意义及教训”，负责人：周尚文，立项时间：

2006 年，目前已经有 4篇阶段性成果发表在 CSSCI来源期刊上，争取在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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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内完成。 

7、“中俄关系的中长期前景研究”，负责人：崔启明，立项时间：2007 年，已

经有 2篇署名文章发表在 CSSCI来源期刊和数篇决策咨询报告。 

8、“中东欧独联体国家转型比较研究”，负责人：程伟，立项时间：2007 年，

目前项目正在研究之中。 

9、“冷战起源研究”，负责人：余伟民，立项时间：2008年，启动研究。 

10.“文明模式与俄罗斯外交”，负责人：姚海，立项时间：2008年，启动研究。 

 

 

《俄国通史》 项目 

 

江苏人民出版社组织的大国通史系列丛书写作项目，由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

中心负责其中的大国通史·俄国通史部分的写作与组织工作，中心主任冯绍雷教

授担任 “大国通史系列”编撰委员会委员、《俄国通史》主编。 

目前，俄国通史项目细化大纲基本完成。冯绍雷教授专门为课题组成员印发

了俄罗斯著名学者萨哈罗夫编撰的最新版《俄罗斯历史》教材以及三卷本《剑桥

俄国史》，作为项目写作的参考。按照预定计划，近期将举行项目写作者的见面

交流会。 

俄国通史的写作整合了华东师大、北京师大、陕西师大、广西师大、河北师

大、苏州科技学院等高校俄国史领域内的知名学者专家力量，力争最终成果代表

国内俄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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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地管理工作（1 则） 

 

冯绍雷主任主持召开《俄罗斯研究》杂志编辑委员会成员会议 

 

为了更好地发挥国关院俄罗斯研究中心的学术研究功能，提升《俄罗斯研究》

杂志的品质，冯绍雷主任于 2009年 2月 16日下午主持召开了编辑委员会全体成

员会议，共商杂志编辑的推进工作。参加会议的有解放日报资深记者陈大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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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问题研究院专家李敏焘、国关院院长助理、俄罗斯中心副主任杨成以及姜睿、

郑润宇博士。俄罗斯中心副主任、刘军副院长也出席了本次会议。 

这次编辑委员会成员会议是国关院在 2009 年度工作会议之后的第一个工作

推进会。会议对编委会作了新的充实调整，明确由冯院长任主编，陈大维任常务

副主编，李敏焘、杨成任副主编，姜、郑二位老师参加日常编务工作。 

冯院长对本次会议提出工作意见：一是要求编委会成员定期碰头研究工作，

需要校院支持的工作可以商量。二是希望新的编委会能够进入长期的持续的常态

化的管理状态。三是对杂志编辑研究方向的定位思考请专家进一步深入研讨。 

会议还对联系约稿、亚目设计、编辑会议、来稿登记、初选审核、期刊维护

等具体工作进行了细化和分工。这些措施的落实将对提高杂志的编辑质量和拓展

对外的影响发挥积极作用。 

 

突出成果简介（4 则） 

 

中心副主任杨成老师《俄罗斯实施东部大开发》一文获奖 

 

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成老师的《俄罗斯实施东部大开发战略》，

获得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内部探讨奖）。 

该报告曾发表于中共中央机密级内部刊物《文献与研究》2007年第 20期。

本文首先指出，俄罗斯已经形成了一套政策体系和具体措施，推动其东部大开发

战略的实施。二，介绍俄东部大开发涉及地区的基本情况。三，作者认为俄罗斯

此举意在增强凝聚力，缩减地区差距，防止俄东部地区“去俄罗斯化”，也是试

图利用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发展的机遇，实施“奔向东方”的新亚洲战略，改变

以往的远东政策。本文及时把握住了俄罗斯地区发展的战略性调整，为中俄两国

最高领导人倡议的地区发展战略协调提供了理论和现实基础。 

本文在《文献与研究》发表后引起国务院振兴东北办等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国务院东北办邀请作者出席 2007 年 7 月 4 日举行的中俄地区合作专家座谈会并

作主旨发言，会后成立了中俄地区合作研究课题组，作者被委任为课题组副组长，

负责实际研究工作，并作为主要作者起草中俄地区合作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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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2009年获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是国家社科基金成果，该专著由华东师范大学俄

中心陈建华教授主编，重庆出版社 2007年出版。全书分四卷八编，共 174 万字。

第一卷分五个阶段梳理了中国俄苏文学研究的百年历程，第二卷分俄国文学与宗

教研究、俄国文论研究等十个方面进行了专题探讨，第三卷勾勒了中国学界对

24 位重要的俄苏作家研究的历史，第四卷收入了晚晴以来中国俄苏文学研究方

面的重要史料。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在“优秀成果介绍”中称这部专著“视

野开阔、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是国内外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的

学术专著”。学界对该成果评价较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原会长吴元迈等诸多学

者称：这“是近年来一部真正潜心撰写的上乘学术著作。全书架构完整，叙述详

尽，具有十分宽阔的学术视野。全书设计颇具匠心”；是“有创见、高质量的学

术史研究专著”；“在研究角度、探索的深度和广度方面达到很高水平，对有关的

学术问题把握得当，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出版后对学科的发

展必将起到推动作用”。 

该成果 2008年获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同年获第二届“三

个一百”原创图书奖，2009年获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中心主任发表重要文章： 

中国对内事务和对外事务方面存在五个反差 

 

本文出自《当代亚太》，2009年第1期，作者：冯绍雷(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

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内容简介：学者需要研究中国国内改革与对外拓展之间

的关系，从内外关联性方面看，中国存在五个方面的反差。第一，国家对内部事

务的整体性安排与对外部事务的长远规划存在反差。第二，外部世界对中国未来

发展的构想、评价和猜测与中国人对自身未来发展的判断和评价之间存在着反

差。第三，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期望与中国可能承担全球事务的实际能力这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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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有着较大的反差。第四，“韬光养晦”与迫切需要中国国家定位的清晰化以

及主导理念的明确化之间的反差。第五，中国未来对外部影响的伸展的趋势与这

种伸展的载体与功能之间也存在反差。 

 

中心外籍兼职研究员以中心名义在国际知名刊物发表文章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俄

罗斯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A.Libman，在最新一期的俄罗斯《经济问题》（《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杂志上以华东师大研究员的名义发表了题为“经济学中的学术团体

与地理集中”的文章。《经济问题》杂志是俄罗斯重要的专业学术期刊，在国际

上具有较大的知名度，也是国际研究俄罗斯问题专家学者们重要参考来源。 

文中指出，学术团体的制度环境对于学术成就与发展方向起着关键的作用。

经济理论（同时也包括其他的人文与自然科学）在自身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的一个

特点是，主要的研究中心在地理上高度集中，实际上，经济学理论一直是由为数

不多的国家的研究人员所主导的。 

Научные сообщества и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ая концентрация 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науке ，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2, Февраль 2009, С.105-118，А Либман, кандидат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наук, старший научный сотрудник ИЭ РАН, докторант Маннгейм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отрудник Восточно-Китайского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成员动向： 

 

冯绍雷主任 

2009 年 1 月 8 日，在国际贵都大饭店（延安西路 65 号）二楼唐厅参加市外

办咨询专家迎新春座谈会，市外办李铭俊主任、邵慧翔副主任参加，时间约为 2

个小时，座谈题目：全球金融危机对上海对外交往的影响与对策；当前经济形势

与 2010 年世博会的机遇与挑战。 

1 月 11 日，应外交部邀请参加“中亚区域合作机制研究”课题项目研讨会。 



 16 

1 月 12-13 日，前往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参加中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讨

会。 

1 月 13 日，前往国家开发银行进行工作访问，与国家开发银行金融研究中

心主任郭濂、研发部主任洪振华，以及国家开发银行评审二局、培训局等职能部

门进行了工作会谈，就国家开发银行与华东师范大学共建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

究院的资金管理，在国际农业合作研究、有关国际业务培训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研

讨。 

1 月 14-15 日，参加中国社科院欧洲所欧洲政治学会会议。 

1 月 16 日，与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领事凯灵 Katherine Dixon,及助理黄震乾

女士会面。 

1 月 21 日上午，参加校基地建设工作会议暨迎接教育部基地评估准备工作

会议。 

1 月 22 日，在与欧盟政务参赞会面。 

2月 18日，前往上海市汉中路 158号东亚研究所 703室参加赴台预备会及“两

岸关系 60 年回顾课题研讨会”。 

   2 月 26 日，接待欧盟中亚及格鲁吉亚冲突的特别代表 Pierre Morel 大使一行。 

   3 月 19 日，前往上海社科院小礼堂参加第三期社科信息交流会，冯老师以 “国

际金融风暴与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为主题进行演讲，演讲时间为 50-60 分钟。 

3 月 20 日，主持台湾农业问题研究专家詹澈的讲座；晚上接待瑞典乌普撒

拉大学俄罗斯问题研究专家 Stefan Hedlund 教授。 

3 月 23-24 日，赴京参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中亚

区域合作机制现状与前景”国际研讨会。 

3 月 24 日下午，主持保加利亚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受聘仪式及演讲。 

3 月 25 日，作为“俄罗斯与大国关系研究”创新基地的负责人向学校汇报工

作。 

3 月 25 日下午，接见捷克国际问题研究所 Drulak 所长并座谈。 

3 月 25 日晚，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培训中心与捷克查理大学 Majestric 所长

座谈。 

3 月 26 日下午，接待俄罗斯国际关系学院学者卢金并主持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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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 日，在中山北路校区新二教室为物理系党员师生（100 人左右）做讲

座。 

 

刘军副主任 

2009 年 2 月 26 日，在文科楼 1502 室参加欧盟关于中亚及格鲁吉亚冲突的

特别代表 Pierre Morel 大使座谈会，并提问交流。 

2009 年 3 月 19 到 22 日，刘军副主任、副教授赴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

大学，参加“中国的和平崛起及其对亚洲的影响”国际学术探讨会，并做题为“中

国的和平崛起与中国形象”会议发言。 

 

杨成副主任 

2009 年 1 月 13 日，前往国家开发银行进行工作访问，与国家开发银行金融

研究中心主任郭濂、研发部主任洪振华，以及国家开发银行评审二局、培训局等

职能部门进行了工作会谈 

2009 年 1 月 20 日，拜会国家发改委振兴东北司王化江副司长，就中俄地区

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 

2009 年 1 月 20 日，拜会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六局田永祥局长、钱乃成副局

长，就上海合作组织研究等问题交换意见。 

2009 年 1 月 24 日，拜会外交部东欧中亚司张喜云司长，汇报了俄罗斯研究

中心的最新情况。 

2009 年 2 月 5-6 日，赴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参加“首届斯拉夫

欧亚研究东亚会议”，作题为“Is Region’s Para-Diplomacy Still Viable? The Russian 

Far East and China’s North East”的主题发言。 

2009 年 3 月 7 日，接受《广州日报》采访，并发表“金融危机考验普京“不

败神话”文章。 

2009 年 3 月 21 日，参加上海市欧洲学会换届改选大会及 2008 年度年会，

就大国关系和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欧关系、中法关系等问题发言。 

2009 年 3 月 28 日至 29 日，会见国家发改委振兴东北司副司长，接受该司

委托起草中俄地区合作协定框架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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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永祥 

2009 年 3 月 18 日，参加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与俄罗斯统一基金会论坛，

并作了主旨发言：金融危机形势下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 

 

田春生 

2009 年 1 月 22 日，参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年会，并

被聘为该所特邀研究员。 

2009 年 2 月 2 日，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资本论》《帝国主义论》

与当前西方金融危机”思想家论坛（6）的学术会议，并做主题发言和提供论文。 

2009 年 1 月 20 日，参加中国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会（北京）内部交流会。 

 

李兴 

2009 年 2 月 5-6 日，赴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参加“首届斯拉夫

欧亚研究东亚会议”，作题为“美俄中亚大战略的比较分析与中国的对策”的发言。 

 

郭小丽 

  2009 年 1 月 4-8 日，参加在黑龙江大学哲学系举办的会议。 

 

曲文轶 

2009 年 2 月 5-6 日，赴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参加“首届斯拉夫

欧亚研究东亚会议”，提交发言的论文题目为“俄罗斯的产业结构演进与金融危机

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