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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 条 新 闻（3则） 

●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第四次出席“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努尔加利耶夫到访俄中心演讲 

★ 重 要 学 术 活 动（9则） 

●俄罗斯研究中心成功举办第三届欧亚论坛 

●俄中心主办“俄罗斯与中亚问题研究方法论”高级研修班 

●匈牙利前总长塞纳什来访俄中心演讲 

★ 项 目 进 展 情 况（3则） 

●中心专职研究员郑忆石教授获批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中心兼职研究员沈志华教授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结项 

★ 基 地 管 理 工 作（3则） 

●俄罗斯研究中心青年学者沙龙正式启动 

★ 突 出 成 果 简 介（3则） 

●中心主任著作《20世纪的俄罗斯》获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中心副主任主编的《中国俄苏文学史论》获高校科学研究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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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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三季度） 

 

头条新闻（3 则） 

 

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第四次出席“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 

 

2009年 9月 6日-15日，在俄罗斯举行了“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辩论会， 

“瓦尔代”俱乐部辩论会参与者是来自俄罗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加拿

大、意大利、瑞士、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土耳其、日本、中国、印度和伊

朗十六个国家的研究员、记者、历史学家和作家，本年度，他们参加“俄罗斯-

西方：回顾与展望”的主题辩论。辩论期间，与会者们与俄罗斯国家领导人、政

府代表、工商界和社会团体负责人举行会谈和交流。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

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应邀参加。 

 

冯绍雷教授在接受俄新社电话采访中，透露了一些相关的会议信息。 

俄罗斯总理弗拉基米尔·普京在 11 日接见“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成员

时表示，他认为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可以通过俄罗斯辽阔的疆域将东西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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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起来。冯绍雷教授在电话采访中说：“普京总理特别强调了东西西伯利亚地区

丰富的资源储藏，（他表示）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可以将东西方通过俄罗斯辽

阔的疆域联系起来，这是个非常大的战略思想。”  冯绍雷教授表示，这是普京

作为俄罗斯领导人第一次非常清楚的表达了如此重要的战略构想。 冯绍雷主任

指出，由于普京今天提出的清晰解释，俄罗斯在连接东西方的过程中，从物质上

和思想上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9月 14日在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尔举行了“现代国家和全球安全”国际会议，

会议由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主持，并在会上发表了演讲。来自 18 个国家 550

多名代表聚首雅罗斯拉夫尔，冯绍雷教授也应邀请参加了本次会议。9月 15日，

梅德韦杰夫总统正式接见“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成员。（资料来源：俄罗斯

新闻网） 

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成立于 2004 年，创办单位包括俄罗斯新

闻社，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莫斯科新闻报》、《全球政治中的俄罗

斯》杂志社和《侧面》杂志社。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自 2006 年起连续 4 年应邀

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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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努尔加利耶夫到访俄中心演讲 

 

应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院、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

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的邀请，2009年 9月 23日上海合作组织

秘书长努尔加利耶夫来访华东师大，就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中国与中亚国家的

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讲演，并与师生们进行了座谈。本次学术活动同时还邀请了上

海社科院等单位的俄罗斯、欧亚问题专家。国关院院长、俄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

副院长贝文力副教授、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成副教授等领导、老师及部分学

生代表参加了座谈。 

23 日上午，努尔加利耶夫先生围绕“上海合作组织面临的迫切问题”、“中

亚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以及“中国在中亚的形象”三个主题进行了精彩演讲。努

尔加利耶夫在演讲中谈到了近期上合组织成员国共同商讨的热点问题，包括：是

否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基金会；在组织框架内共同打击毒品犯罪、恐怖组织、重大

跨国犯罪等。他还指出，上合组织帮助其成员国结成了睦邻友好关系，并为各国

相互借鉴发展经验提供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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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下午，努尔加利耶夫在座谈会上就与会者提出的有关金融危机、上合

组织基金会的建立问题、上合组织的运作模式、性质、地位、发挥的作用以及组

织在反恐领域所做的努力等问题给予了详细的解答。 

最后，努尔加利耶夫高度肯定了我院在研究上海合作组织领域取得的成就，

并祝愿我院在将来取得更大的发展。 

 

中心参加编写的中俄地区合作规划纲要获两国领导人正式批准 

 

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成副教授自 2007 年 7 月以来一直参与《中国东北

地区同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的编写和两国相关部门的磋

商工作，并于今年 4 月 19日至 25日、7月 26 日至 31日作为专家和国家发改委

代表团成员分别赴莫斯科和布拉戈维申斯克与俄政府代表团磋商，参与和俄方商

定最终文本的工作。 

9 月 23 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纽约会见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时两国元首

正式批准了《中国东北地区同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胡

锦涛主席强调，“这是一份内容充实、很有分量的文件，对推动中俄毗邻地区合

作具有重要意义。希望两国有关部门抓紧落实，推动两国地方合作不断迈上新台

阶。” 

 

重要学术活动（9 则） 

 

俄罗斯研究中心成功举办第三届欧亚论坛 

 

由俄罗斯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三届欧亚论坛于 9 月 28-29 日在华师大顺利举

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形成中的中亚权利均衡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现任

上合秘书长努尔加利耶夫、世桥基金会执行长广树诚教授等分别做主题演讲。 

论坛围绕“大国关系重组与形成中的中亚权力均衡”、“上海合作组织与全

球背景下的中亚安全”、“中亚的资源管理与上合的作用”、“中亚的一体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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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化与上海合作组织”、“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对上合发展的影响”、“上合的

地区/全球角色以及欧亚的未来”等六大主题进行专题研讨。 

欧洲改革中心俄罗斯与中国项目主任波波罗教授认为中亚存在三种可能的

场景：成为合作增强的地区；地区方面竞争更加严重甚至会有对抗；俄中美三国

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其中第三种场景是最可能发生的，中俄在中亚的互动将

会更为谨慎。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邢广程教授就中亚各国的利益取向、中亚

国家利益取向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做了全方位的深度分析与解读。就俄罗斯与

中亚国家进程一体化问题，邢教授认为中亚国家去俄罗斯化进程远远高于比中亚

国家的一体化进程，而中俄两国的新型国家关系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

方。 

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成副教授提出形成中的中亚权力均衡并非传统意

义上的大国权力的博弈，中亚国家已经是独立的行为主体而不是大国权力均衡的

客体，尤其要高度关注哈萨克斯坦在中亚地区角色的转型。杨成认为应该从更宽

广的视野审视中亚，即将欧亚大陆的两端与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中亚结合起

来看，才能解决维持中亚和平、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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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英国伦敦战略研究所、欧洲改革中心、俄罗斯高等经济学校、日内瓦安

全研究中心等国外权威机构，以及中国国内各大院校及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等

70 余人参与了此次多元化多角度多范式的研讨，本届欧亚论坛由华师大国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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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 

 

“俄罗斯与中亚问题研究方法论”高级研修班顺利召开 

 

为进一步提高中国的俄罗斯与中亚问题研究水平，推进国际关系学科建设，

争取平等参与国际对话，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

研究中心与上海《俄罗斯研究》杂志社于 2009 年 9 月 29-30 日举行了以“俄罗

斯与中亚问题研究方法论”为主题的第二届全国青年骨干研究人员高级研修班。 

来自黑龙江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大、中国人大、浙江

大学、河北师大、苏州科技学院、华中师大、新疆师大、四川外语学院、辽宁大

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上海社科院、华东师大等全国 20 余所高校、研究院

的 40 余名俄罗斯与中亚问题研究的青年骨干教师和部分博士研究生参加了本次

研修班。欧洲改革中心波波·罗教授、俄罗斯高等经济学校、俄罗斯对外经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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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研究国家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莫济阿斯、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所长潘志平

教授、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副主任杨成副教授、《俄罗斯

研究》副主编陈大维编辑分别为学员进行相关方面的授课。学员也就相关的研究

方法、自己研究中的疑难、体会等与授课专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中心副主任出席“新兴国家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首次‘金砖四国’

峰会”专题研讨会 

 

2009 年 6月 17 日，上海国际关系学会与解放日报国际部召开“新兴国家面

临的挑战和机遇－首次‘金砖四国’峰会”的专题研讨会。会议由本会常务理事

任晓主持，与会者有：王德华、余建华、胡健、张家哲、章节根、杨成、张建新、

张玫、祝鸣、牛海彬以及刘宗义。 

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成副教授指出，此次金砖四国峰会是在经济危机条

件下国际社会开始更多关注新兴国家的背景下举行的，而四国的首次峰会事实上

更多地成为俄罗斯展示自己实力的舞台，各方面的安排体现了其老牌大国的风

范。总体上看金砖四国之间分歧众多，四国的合作还只是处于非常松散的阶段。

中方对此应予以冷静对待。 

 

中欧关系 30年小型座谈会（沙龙） 

 

2009 年 8月 10 日，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成副教授主持召开了“中欧关

系 30 年”小型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伍贻康教授（上海社科院），李宏图

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Li ZHANG 博士研究生（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华东师

大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访学）。 

中外学者就中欧关系、中法关系、经贸、意识形态、人权等诸多方面展开了

热烈的探讨。 

伍贻康老师首先就中欧的整体关系作了简要的介绍。他指出，中欧关系开始

于 70年代中期，但是在最初的 20年，双方关系的发展处于平稳、初级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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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惊人的表现。从 1994 年以后，中欧不仅在双边关系上，也包括多边关系，

都取得了大的进展，成为亚欧大陆重要的战略两端。伍老师认为，这是两种社会

发展模式的交流，中欧之间相互借鉴之处很多，但是其中出现一些问题也是很正

常的。Li ZHANG 博士关心的问题是，1975 年中欧的建交，是否经过了深入的思

考，还是一时之举？就此问题，伍贻康教授认为，中欧之间 1975 年建立外交关

系是正常的国际关系的外交，但是当时双方的了解是肤浅的，是大形势使然。很

长时间内，欧洲并不了解中国，从这个视角看，发生于 1989 年的中欧之间的问

题，就很容易理解了。欧洲认为自己给了中国大量的援助（技术、农业等多方面），

所以中国应该在欧洲设想的轨道上行驶，但是中国却没有这样。今年（2009年）

4月，欧盟智库发表关于外交方面的报告，表明了欧盟的失望，即没有达到原来

的目标，并指出中国是欧盟在经贸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对手。 

关于人权问题，Li ZHANG 博士提出，能否在国家间的经贸关系中，同时平

衡人权问题？经济和政治能否兼容？关于这个问题，杨成老师指出，中国国内目

前的社会分化很大，在上海等经济发达的地区，维权的意识很强。李宏图老师指

出，欧盟为什么每次都要提出人权？这其中是否预设着意识形态的问题？为何不

向美国提人权问题？难道中国是人权最严重的国家么？伍贻康教授指出，国家间

关系仍然是以利益为准则，在中欧关系中，不能讳言意识形态的问题。中欧之间

首先是竞争的关系，但是以合作为基础。欧盟在 2006 年的官方文件中，将中国

视为经贸领域的竞争对手。中欧之间应该对双方的关系进行重新的反思和探索。

我认为，中欧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欧之间的价值观有共同点。中国在人权

方面取得了巨大、快速的进步，中国发展方向，与西方所讲的不矛盾。特别是现

在的言论很自由。出版上也有很大的自由度，在报纸上，也有对政治体制方面的

评论等。虽然中国在民主、投票上做得不够，但是民主不等于投票，中国可能丰

富、创造西方没有的民主。对比之下，英国、北欧王室的存在，这是否是民主呢？

如果没有西方的自以为是，如果西方对中国更多的尊重，那么一些所谓的“愤青”

自动就消失了。 

Li ZHANG 博士提出，是否每次提人权时，中国都认为是对主权的干涉？李

宏图老师指出，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伍贻康老师指出，中国同

意就人权问题进行对话，所以不存在您说的这个问题。如果哪位工作人员一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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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关于人权问题，就拂袖离席，那是不对的。但是中国不能接受借公众场合对此

借题发挥。杨成老师提出，1949年以后，美国提出谁失去了中国？2000 年以后，

又提出了谁失去了俄罗斯的问题。但是没有考虑为什么失去了？究其原因主要是

因为没有尊重两国的实际情况。对人权的提法，可以提，应该提。但是中国希望

平等对话。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一是不能把中国看成一个高度同质化的国家；

二是不应该区别看待，欧盟在对中国的技术支持上面，强调要分阶段进行，而在

人权方面却要求一步到位。李宏图老师认为，人权，既是自然权利，也是社会权

利。法国人强调普世性价值，但是到 19 世纪已经变成社会权利，即与一定的社

会相联系。而权利的实现，也是与社会条件相关联的。另外，每个国家都有独特

的人权问题，可能在目前的中国是农民工问题，在法国也有移民问题。再次不能

把人权作为行动的前提。中国学者夏勇在《中国民权哲学》中指出，中西在人权

论证上的差异很大，以及在法律、实践层面也存在差异，这些问题会产生沟通中

的冲突。中国可能缺少的是对人权理论的阐释。杨成老师提及，美国学者安玛丽

所著的《这才是美国》的前言中指出，自由在美国、法国和德国的理解各不相同。 

关于民族问题，伍贻康老师指出，中国很注意尊重少数民族问题，在信仰、

生育政策、优惠等诸多方面都有体现，而且不仅是针对少数民族地区，而是面向

整个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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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成副主任等赴中俄边境地区考察 

 

2009 年 7月 30 日至 8月 5日，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成副教授在参加完

中俄政府代表团磋商后赴中俄边境地区黑河口岸、呼玛和逊克口岸进行实地考

察，并与黑龙江省发改委、振兴东北办和黑龙江省商务厅专家进行了座谈，为充

实和深入研究所承担的课题“中俄毗邻地区合作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8月 4日至 5日，杨成副主任和封安全博士同赴绥芬河市，就金融危机对中

俄木材贸易的影响以及俄罗斯关税政策调整对中俄木材贸易的影响进行专题调

研。考察期间，在绥芬河市发改委的精心安排下，俄中心研究人员分别与绥芬河

市海关、口岸办、铁路办、商务局等机构代表以及木材贸易部分龙头企业代表举

行了座谈，获得了大量一手数据。 

 

匈牙利前总长塞纳什（Szenes Zoltan）来访俄中心演讲 

应华东师大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邀请，匈牙利前总长塞纳什退役上将

于 2009 年 9 月 1 日访问了我院与俄罗斯研究中心，并发表题为《北约的未来及

其新战略》的讲演。演讲后与师生就北约、上海合作组织等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 

国关院副院长贝文力老师主持整个交流活动。院长助理、俄罗斯研究中心副

主任杨成老师，《俄罗斯研究》常务副主编陈大维老师，以及国关院其他师生参

加了本次活动。 

塞纳什 2005 年退役后在匈牙利社会科学院军事委员会担任主席，并一直在

匈牙利国防大学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曾获匈国防大学军事学硕士、经济大学博

士。其研究领域主要为国际与地区形势、安全政策等问题，上海合作组织是其近

年来研究的重点领域。 

以下是演讲内容的摘录。 

上午好，很高兴来到这里与各位师生讲解和交流有关北约，也即北大西洋公

约组织的一些看法。在开始之前，要提两点：一是我来自匈牙利，匈牙利曾属于

华约国家，我作为匈牙利的政府官员曾与北约进行过激烈对抗，在我年轻的时候，

北约对于我来说是敌对方。这一点非常重要，我是民族主义者，但是世界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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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国际格局变得更加多极化，问题也变得多多，不同的国际组织应该一起合

作应对共同挑战。第二是，我来自匈牙利国防大学国防安全政策学院，匈牙利国

防大学建立于 1996 年，参照的是华盛顿的美国国防大学的模式，在此之前，我

们有个三所军事院校，最终合并为一所，我在国防安全政策学院讲授一些课程，

教授本科、硕士和博士层次的学生。我接受的教育是要对抗北约，但是匈牙利的

政治在 1989 年发生变化，从共产主义体制变为民主体制。我是第一位在北约工

作的匈牙利将军，最开始我在北约军事委员会。1999 年我们加入北约后，我到

北约在意大利的机构工作，自此，就开始在北约的生涯。。我们大学开设一门特

别的课程叫“北约研究”，第一学期我们向 civilian students 开设北约研究的

课程。前段时间，北约在庆祝 60岁生日，它于 1949年成立，为对抗苏联。在匈

牙利，我们庆祝匈牙利成为北约成员国 10周年，因此在匈牙利有两个庆祝活动。

开始之前，有必要提到这些内容。 

对于北约的未来，充满了争论。在冷战时期是没有这些争论的，那是北约有

明确的敌人——苏联。冷战后，北约就一直在寻求新角色和新任务，改变任务、

改变全部的组织结构以及行动，北约核心的功能是集体防御（Collective 

Defense），现在北约正变得越来越全球化，因此，第一个争论是北约是否仍应

局限于欧洲地区呢？但是北约在阿富汗等地区的行动说明北约正在应对全球性

的威胁，包括恐怖主义。第二是，北约正在从防御性的政治军事组织向全球安全

问题的“先发制人”的性质转变，有点类似联合国安理会的角色，北约的许多行

动也是以联合国安理会的决策为基础的，只有 1999 年北约空袭塞尔维亚的行动

是个例外。三、北约在庆祝成立 60 周年时最重要的工作是确定新的战略概念，

现在的战略概念是 10 年前即 1999年华盛顿峰会确立的，但已经完全过时了，因

为 10年间，世界彻底地发生了很多变化，尤其是从 2001年之后。因为，由于新

的全球威胁，北约找到了未来的新道路、新哲学以及新战略概念。今年斯塔拉斯

堡和凯尔峰会上的一次大型会议上，370多人汇聚一堂讨论未来北约的原则和理

念，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美欧敌人的条件下，北约该如何前进？ 

北约的核心功能是第五条款（Article 5），第五条款指：对任何成员国的

武装袭击均被视为对全体成员国的安全威胁。北约关于第五条款的说明和应用，

其灵感来源于联合国宪章第 17.1 中关于自卫权的说明。匈牙利加入北约就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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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发挥第五条款的作用，可以看一下地图，南斯拉夫已经解体，匈牙利与这个

南方的邻居存在争端，我们加入北约为的就是安全上得到保障。第二个原则是

2001 年 9.11 事件造成的影响，经过一番辩论之后，北约于 2002 年确立了一系

列针对恐怖主义的方案计划。 

接下来，我们回顾一下如下几个问题，北约是什么？北约是如何运作的？北

约做什么，以及北约未来的日程是什么？  

北约首先是基于一些共同理念的组织，所有成员都认同以下的价值：1、巩

固（solidarity），北约现在有 28 个成员国，在今年 4 月份于法国斯特拉斯堡

召开的峰会上，新纳入了两个国家：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其中，美国和加拿

大是非欧洲国家。巩固意味加强国家间的关系。2、自由（Freedom）和安全

（Security），第五条款规定要采取军事和政治的手段来捍卫成员国的自由和安

全。因此，北约是一个政治军事组织，北约也从不理睬经济事务，这一点与上海

合作组织不同，只有当我们讨论预算的时候才会谈及“钱”的问题。3、跨大西

洋关系（Translantic Link），将北美与欧洲的安全利益永久性地联系起来。历

史上，欧洲国家面临来自的苏联袭击威胁，它们希望得到美国的保护，这是最初

的设想。北约作为一个政治组织，采取一系列手段通过减低冲突威胁来加强安全，

包括三种主要的方式：外交、对话共识和合作。共识很重要，没有共识就没有一

致的决议。举个例子吧，当我还是匈牙利驻北约军事委员会代表的时候，卢森堡

的代表就和我说：北约内部，在共识的原则下，小国的作用和美国一样重要。那

我再举一个发生在去年的痛苦的例子，在 2008 年本打算邀请 3个国家加入北约，

即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但历史上马其顿曾属于希腊，所以去年希腊

就否决了马其顿成为成员国的资格。因此，要建立共识确实是件艰难的事情和漫

长的事情。比如，对于科索沃问题，北约从 1998 年就开始无休止的会谈讨论，

如何处理科索沃危机，如何对付米洛舍维奇等，当然最后的结果是打击塞尔维亚

政权。曾经的一次磋商会议持续了 26 个小时，可以说保持着时间最长的记录。

第三个途径是合作，成员国间的合作以及伙伴国之间的合作，我们有伙伴关系计

划，北约的伙伴国很多，这样说的话北约是个庞大的组织，因为运作起来的时候，

会包括很多国家。其次，北约也是一个军事组织，奉行集体安全的原则，为应对

各种危机，采取危机应对行动，保持一定的军事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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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是如何运作的呢？北约有四个高级别的决策组织，其一是北大西洋理事

会（North Atlantic Council），包括三个层次，领导人/国防部/大使。大使层

次的理事会是最基本的，负责提供最基本的信息，例如评估 9.11 后恐怖主义对

北约的整体威胁等。 其二是防御计划理事会（Defence Planning Committee），

主要是决定军事事宜。其三是，核武器计划理事会（Nuclear Planning Group），

但现在的作用已没有冷战时期那么显著，每年保持一次会议，作用在下降。军事

机构的最高组织是军事委员会（Military Committee），下属两个战略司令部司

令部，分别是：Allied Command Operations 和 Allied Command Transformation，

第一个位于美国，主要是为未来的发展设计方案。另外，北约还有数不清的附属

委员会。由此看出，北约有很多独特之处。NATO 有一些其它的含义，例如：No 

Action Talks Only，或者 North Atlantic Travel Office。要知道为了达成外

交共识，取得合作，必须要妥协让步，过去 11 年间，在北约应对在科索沃和土

耳其出现冲突中有所体现。 

接下来，看一下北约都做些什么呢？五大类：保护民众，欢迎新成员国，发

展伙伴国，建设和平与稳定，应对新威胁。有选择性的介绍下，第一，为了发展

伙伴国，北约建立了丰富的伙伴国计划体系，有 Euro-Atlantic Partnership 

Council，该计划包括 28 个国家；Partnership for Peace programme，一般加

入北约都要先被纳入该计划；NATO-Russia Relations，NATO-Ukraine relations，

NATO-Georgia Relation，北约与俄罗斯、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关系是北约每年

讨论的最大最重要的事情，乌克兰一直想加入北约，但问题很比较困难，相比，

格鲁吉亚加入北约要容易点；还有 Mediterranean Dialogue 和 Istanbul 

Cooperation Initiative，这是北约发展与北非和海湾国家关系的重要途径。第

二，在建立和平与稳定计划方面（Building peace and stability），北约在科

索沃、阿富汗以及伊拉克执行着任务；采取一系列的海上行动（Maritime 

operations），包括北约打击海盗行动；以及执行民事紧急任务，例如处理难民

危机、应对火灾、水灾和地震等自然灾害，前段时间，希腊爆发火灾，北约就参

与了灭火以及救援行动。以目前在阿富汗的行动为例：我们都知道，阿富汗的局

势仍不稳定，现在北约以及其他总共 42 个国家派驻着 6 万 4 千 5 百人的军队，

主要在阿富汗南部和塔利班组织作战。在 2009 年 4 月，北约斯塔拉斯堡峰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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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了新的北约阿富汗战略，这是一项庞大的、涉及方方面面的计划，通过国际国

内的努力，使阿富汗最终享有安全、自由、稳定、民主和人权。同样，在科索沃，

北约等 34 个国家派驻着 1 万 3 千 8 百人的军队，以维持科索沃的安全局势。在

伊拉克，应联合国安理会第 1546 号决议邀请，北约在伊拉克从事训练、装备和

技术支持等任务，但没有战斗任务。目前，超过 3000 人的伊拉克官员在北约机

构中接受过培训，北约已捐赠了价值 1亿 4千 500万欧元的装备。再以北约灾难

反应行动为例，在巴基斯坦地震救援行动中，北约飞机累计飞行 168次，运送约

3425 吨的物品以及药品食品等，其他的行动包括参与美国卡特里娜飓风救援行

动，2008 年摩尔达维亚、乌克兰洪水救灾行动、2008 年保加利亚森林火灾救援

行动，以及 2009年格鲁吉亚水灾救援等。 

那目前北约的议事日程应该包括哪些呢？在 60 周年之际，摆在新任秘书长

拉姆森面前的工作有：继续给予阿富汗足够的支持，应对北约-俄罗斯关系，改

善科索沃局势，确定执行联盟的新战略概念等。其中，阿富汗问题和北约-俄罗

斯关系尤为关键，尤其是牵涉到乌克兰和格鲁吉亚问题，使得俄罗斯采取进攻性

的外略，使得北约-俄罗斯关系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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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博士后参加“美国总统奥巴马执政后的俄美关系”学术研讨会 

 

9月 7日，上海社科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举办了“美国总统奥巴马执政后的俄

美关系”学术研讨会。应邀来访的俄罗斯科学院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副所长维克

多·克列缅纽克研究员在会上作了题为“新概念：俄美互动体系”的学术报告。 

维克多·克列缅纽克研究员在报告中着重就近年来俄美关系现状、及奥巴马

政府对俄美政策调整、以及俄美关系发展所面临的任务等问题进行分析。重点分

析了俄美关系“重启”的各个层面的问题。 

上海高校与科研机构部分俄罗斯问题研究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进行了有关

讨论。我中心博士后郑润宇应邀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中心学者参加“地缘经济空间转型”国际研讨会 

 

9月 3日至 4日，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成副教授以及中心

肖辉忠博士共同参加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俄罗斯“东方－西方：一体化与发

展”常设论坛共同主办的“地缘经济空间转型：多极世界中的中国与俄罗斯”国

际研讨会。 

与会的外方代表包括俄联邦委员会国家杜马交通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V.克里

缅科，“东方－西方：一体化与发展”常设论坛主席 М.白达科夫，俄联邦委员

会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委员 V.勃戈莫罗夫，俄罗斯地缘经济与全球问题社

会研究院院长 I.科切托夫，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 V.米

海耶夫等共人。 

会议期间，中俄双方就世界经济长期发展态势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地缘经

济条件下的国际金融与世界银行体系重组，国际金融体系变革与中俄合作，上合

组织安全与经济合作，多极化世界中的中俄区域合作，后危机时代俄中经济关系

前景和中俄经济合作中的制约因素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杨成副主任就上海合

作组织框架内的中俄竞合关系以及幸福指数、相互认知对中俄关系的影响等问题

作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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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成副主任陪同国家发改委领导出席第四届远东经济论坛 

 

应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行政长官邀请，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

长张国宝于 9 月 7 至 11 日率团赴俄出席了第四届远东国际经济论坛，并顺访俄

滨海边疆区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市，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成副教授随

团参加。 

张国宝同志先后会见了俄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伊沙耶夫，哈巴边疆区

州长什波尔特、俄萨哈（雅库特）共和国政府主席鲍利索夫、萨哈林州副州长布

雷金、阿穆尔州州长科热米亚科、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市长布什卡廖夫市长等俄地

方领导。 

 

重大项目进展情况（3 则） 

 

冯绍雷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请结项 

 

由冯绍雷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世纪初期的俄美欧三边关系

——兼及新帝国主义对大国关系的影响”（03BGJ001）近日完成并提交评审。从

2003 年项目得到立项后起，进行资料收集与调研，围绕相关主题展开写作与研

讨，整个项目计划在 2005 年年底前完成。根据项目写作的需要，申请延期，得

到了批准，随后，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合理地调整项目结构，更广泛地搜集资

料和展开写作。 

为保证项目的顺利、高质量完成，首席专家冯绍雷教授曾利用多次出国开会

和本机构主办会议的机会，就项目主题与众多著名的国际国内学者进行交流。例

如：自 2006 年起，冯绍雷教授作为唯一的中国教授参加了由俄罗斯总统和总理

亲自召集的每年一度的“瓦尔达论坛”通过与全球顶尖的俄罗斯问题专家进行学

术与交流，与俄罗斯最高领导人的近距离接触，对本项目进展十分有帮助。例如：

2008 年 9 月 26 日到 28 日，“中俄美三边关系：观念、结构与政治”国际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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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与会学者均是中、俄、美顶尖的国际问题专家，此次会

议恰好在 2008 年俄格冲突发生后不久召开，在会议上，各国学者对俄美关系、

欧俄关系以及跨大西洋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对本项目的写作与完工有积极的

帮助意义。 

项目评审专家在近 5 年的时间内对每一位写作者的稿件进行了数次的评估

与修改，并紧密跟踪当前的形势，做出相应的补充和调整。 

本项目的研究成果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三边关系研究——国际研究

中一个古老新问题”，力图从理论上对三边关系研究解构；第二部分为“从冷战

到冷战后的欧美俄三边关系”，将从历史、文化和关系结构三个角度对三边关系

的演进做一个分析和前瞻；第三部分为“问题领域的俄美欧关系”，分别从政治、

经济和安全的视角进行分析；第四部分为“地区领域中的俄美欧三边关系”，涵

盖了前苏联地区、新欧洲地区和中东欧地区；第五部分“帝国研究的启示——世

纪之交帝国研究与俄美欧关系”，采用欧美学术界最新兴起的帝国研究的视角，

来探讨当今帝国的历史如何影响俄美欧三边关系及其走向，以及以俄美欧为主体

的大国关系的走向。总之，当今俄罗斯、美国与欧盟三边关系的展开远不是单向

度的国际交往可以言说，这里包含着丰富的体制抗争、文化文明的背景等等内部

和外部因素的复杂交织。 

 

中心专职研究员郑忆石教授获上海市课题 

 

中心专职研究员、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郑忆石的课题《当代俄罗斯哲学与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获批 2009 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课题”。课题批准号：2009ＢＺＸ001。 

 

中心兼职研究员沈志华教授重大攻关项目结项 

 

中心兼职研究员、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沈志华老师承担的教育部重大攻关项

目 “冷战时期美国重大外交政策研究”（项目批准号：06JZD0013）于 2009 年

9月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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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管理工作（3 则） 
 

俄中心青年学者沙龙正式启动 

 

俄罗斯研究中心在加大青年学者引进力度的同时，更加注重青年学者的学术

基础和学术研究能力。为此，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决定

拿出专项资金推动和资助以青年学者为主体的学术沙龙。 

该学术沙龙每月的第二个星期五下午举行，每次由 1-2名青年学者作主旨发

言，同时邀请本院、本校或者外单位相关领域的资深专家学者参加，旨在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保证青年学者在学术道路上的长远、健康发展，为国关院、俄中

心的后续发展奠定扎实的队伍基础。 

本学术沙龙将于 2009年 10月 9日举行第一场活动，主旨报告人是俄罗斯研

究中心副主任杨成副教授、俄罗斯研究中心封安全博士。 

 

俄罗斯大全数据库使用专题说明 

 

俄罗斯 2008 年购进了“俄罗斯大全”数据库之后，就使用中遇到的一些问

题等，专门邀请该数据的经销商来中心进行详细的说明，并向参加俄罗斯与中亚

问题研究方法论的学员作了详细的使用说明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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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文玲先生对于数据库及其使用方法作了详细的介绍。他指出，East-View

是俄语数据库，它是俄罗斯出版的，这个数据库是从俄罗斯带到中国的，实际上

East-View 是一个美国公司，而且专门出版与俄罗斯及中亚相关的，就是把东亚、

东方以及东欧或者俄罗斯周边的这些，以及中亚的一些出版物带到美国去进行出

版。搜集了很多的学术以及相关的新闻、报刊包括一些学术资料来进行整合作出

一个强大的数据库资源。目前，East-View除了提供这些网络服务，还有一些纸

本印刷的传统的图书，以及光盘、军事地图，还有一些军政府用的相关资料。

East-View 是一个资源比较庞大的综合数据库，其中包含了研究俄罗斯各个方面

的一些学科资料，从政治、文化一直到军事安全、科技、医疗方面，就整个俄罗

斯大全数据库来说，它包含了许多的子库，从 07 年底我们才刚刚开始把俄罗斯

大全数据库推广到各个高校、政府以及研究机构，到目前为止华东师大购买这个

子库以及所有的资料范围最广的，也是研究俄罗斯国际关系、政治最多的一个单

位。也希望在座的各位老师如果有需要查阅的资料都可以来华师大做客，我们也

非常欢迎各位老师来跟我们进行学术交流。从整个资源的分类来说，我们按照中

国的习惯分为几大类，第一大类就是人文社科以及参考书目，人文期刊主要是一

些外语学院在用，包括一些语言文学、历史对于研究文史类的老师是非常有帮助

的。第二大类就是参考书目，目前 East-View数据库与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用的是

相同的系统，一旦有新出版的图书，这些书目都会以最快的速度更新到数据库内。

中间有一个图书馆以及博物馆的介绍，也是跟人文期刊一样，都是研究历史和人

文学比较重要的资源。第二大类就是和我们的华师大关系比较近的就是俄罗斯官

方与独立军事安全出版物以及地方军事区域文件，在这里不光能够浏览到最新的

期刊，还提供了过刊的会射功能。有俄罗斯法律数据库的这么一个子库，所有的

与俄罗斯法律法规相关的一些内容都被囊括在这里面，以及一些独联体国家的分

析文档大概有 100多种出版物。还有就是政府出版物，就是国家重大文件还有一

些相应的立法，包括一些文案等等。第三大类就是历史期刊，把历史问题都做了

比较详细的收录。第四部分就是研究国际政治比较实时的新闻报道，其中子库就

是中央报纸以及地方报纸，乌克兰出版物以及俄罗斯的新闻，以及在美国出版的

一些有关俄罗斯的新闻报道的摘要和精华。其中值得一提的就是乌克兰出版物在

全球范围内唯一一家由 East-View提供的电子出版物的这么一个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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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崔文玲先生就具体的检索文章的技术方面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基地人才引进 

 

为进一步推进俄罗斯研究中心的建设步伐，华东师大任命原俄语系副教授贝

文力老师担任华东师大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贝文力老师同时担任

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 

贝文力副教授在俄苏文艺、俄语、外交礼仪等方面的教学深受华东师大师生

的好评。由于国家的需要，曾赴中国驻白俄罗斯使馆工作三年。完成任务返校之

后，被学校任命为国关院副院长。 

贝文力老师加入俄罗斯研究中心，对中心工作的细化和推进将起到很大的促

进作用。 

 

突出成果简介（3 则） 

 

《20世纪的俄罗斯》获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的著作《20 世纪的俄罗斯》，北京三联出版社，2007

年版，获得 2009 年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类三等

奖。 

成果简介：  本书以基辅洗礼为起点，以鞑靼占领为铺垫，以彼得大帝的

改革为转折，构画了革命前俄国历史的起落进程，突出了东西方影响犬牙交错状

态下的俄国文明基本特点。作者力图从一个文明横向展开与社会更替演进纵向推

进相互结合的角度，以求形成对俄国十月革命历史一个新的解释；并且在此基础

上探讨苏联模式的成因。 作者试图将 20世纪俄苏改革的历史形成为一个整体加

以分析，突显了东西方结合部文明背景之下历次改革的艰难进程。作者着力于苏

联解体进程中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力图将政治权力意志与客观社会经济过程相互

结合来分析苏联解体的深层动因。本书选择了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和国际背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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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角度专门分析了其与苏联解体之间的关系，其中许多材料是作者多年访苏俄

所收集材料的第一次披露。 本书的最后选择了把叶利钦时期和普京时期的俄罗

斯作为重点描述对象，刻画了俄罗斯上世纪 90 年代的艰难转型，以及新世纪以

来普京励精图治、大刀阔斧的治理如何使俄罗斯走上强国之路。 全书的写作重

点：其一尽力全面分析苏联解体的深层结构性原因；其二，展示文明背景制约下

俄苏社会的百年沉浮；其三，描述普京主导下俄罗斯复兴的可能路径。 

 

《中国俄苏文学史论》获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由中心副主任陈建华教授主编的《中国俄苏文学史论》，重庆出版社，2007

年，获得 2009年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成果简介：《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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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苏关系史纲》获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由中心兼职研究员沈志华教授主编的《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

年，获得 2009年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第一部完整反映从 1917年十月革命到 1991 年苏联解体，中苏关系复杂曲折

历史全过程的权威力著——《中苏关系史纲》，日前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并被列

入 2007 年北京图书订货会组委会认定的“2007 年最值得推荐的一本书”。 

1990 年以来，伴随着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档案文献大量解密并开放，中苏

关系史的研究也被推上了一个新台阶。作为国内本专业领域第一流的专家学者，

《中苏关系史纲》著者在掌握大量中国与前苏联历史档案的基础上，遵循“以史

解史”的客观原则，回顾和缕析 1917-1991年中苏关系的发展史，对中苏关系的

http://action.utops.cc/click.jsp?adsId=168&adsLeagueId=5&adsUserId=1&siteId=378&siteLeagueId=5&siteUserId=277&scId=2&adsType=6&prices=1.31&checkCode=865abada8c&click=1&url=http%3A//www.totole.com.cn&v=0&keyword=%u5173%u7CFB&s=http%3A//book.people.com.cn/GB/69399/85598/85599/5839915.html&rn=281190
http://action.utops.cc/click.jsp?adsId=2&adsLeagueId=5&adsUserId=1&siteId=378&siteLeagueId=5&siteUserId=277&scId=2&adsType=2&prices=0.81&checkCode=d14fc7c1a0&click=1&url=http%3A//www.totole.com.cn/&v=0&keyword=%u5386%u53F2&s=http%3A//book.people.com.cn/GB/69399/85598/85599/5839915.html&rn=65617
http://action.utops.cc/click.jsp?adsId=122&adsLeagueId=5&adsUserId=1&siteId=378&siteLeagueId=5&siteUserId=277&scId=2&adsType=2&prices=0.8&checkCode=c1fc3bed12&click=1&url=http%3A//www.totole.com.cn/&v=0&keyword=%u51FA%u7248&s=http%3A//book.people.com.cn/GB/69399/85598/85599/5839915.html&rn=708839
http://action.utops.cc/click.jsp?adsId=176&adsLeagueId=5&adsUserId=188&siteId=378&siteLeagueId=5&siteUserId=277&scId=2&adsType=2&prices=0.8&checkCode=08f0fa9cd1&click=1&url=http%3A//www.amazon.cn/static/lxj_090702_bk_top50.asp&v=0&keyword=%u56FE%u4E66&s=http%3A//book.people.com.cn/GB/69399/85598/85599/5839915.html&rn=978227
http://action.utops.cc/click.jsp?adsId=36&adsLeagueId=5&adsUserId=1&siteId=378&siteLeagueId=5&siteUserId=277&scId=2&adsType=4&prices=1.1&checkCode=d3d7866df4&click=1&url=http%3A//www.totole.com.cn&v=0&keyword=%u638C%u63E1&s=http%3A//book.people.com.cn/GB/69399/85598/85599/5839915.html&rn=37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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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阶段进行多视角和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是目前第一部完整反映中苏关系复

杂曲折历史全过程的权威力著。 

《中苏关系史纲》对人们非常关注的一系列重大敏感问题给予了深刻的解

读：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同盟何以短命？中苏分裂的

过程是怎样发生的，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究竟在哪里？两国的国内政治是怎

样影响各自的对外政策的？中苏关系的阴晴冷暖对全球政治格局产生了怎样巨

大的作用？  

 

成员动向： 

 

冯绍雷 

  2009 年 7 月 10 日，参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内

部研讨会及中亚区域合作机制研究课题项目工作总结会，议题 为“从奥巴马访

俄看俄美寡情年息新动向及其对我的影响。 

9月 2日-4日，参加在台湾举行的会议，会议主题为“没有主义？：台、中、

日、俄文本、思想与意识形态的交会”  

9月 6日-17日，出席在俄罗斯举行的瓦尔代论坛。 

9月 19-20日参加由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主办的“新中国六十年外交理论”研

讨会，提交的发言题目是“继承传统与开拓创新交织中的 60 年中国外交”（涉

密）。 

9月 23日，在华东师大主持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努尔加利耶夫来访座谈 

9月 25日，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讲座。 

9 月 26-27 日，前往上海政法学院参加“中国外交 60 年与外交理论”学术

研讨会。 

9月 28-29日，参加并主持在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召开的“形成中的中

亚权力均衡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 第三届欧亚论坛国际会议。 

9月 29-30日，参加并主持在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召开的“俄罗斯与中

亚问题研究方法论”高级研修班。 

 

http://action.utops.cc/click.jsp?adsId=164&adsLeagueId=5&adsUserId=1&siteId=378&siteLeagueId=5&siteUserId=277&scId=2&adsType=7&prices=1.3&checkCode=a17c2e0dbe&click=1&url=http%3A//www.totole.com.cn&v=0&keyword=%u8FDB%u884C&s=http%3A//book.people.com.cn/GB/69399/85598/85599/5839915.html&rn=559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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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兴 

7月，赴内蒙古大学参加中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年会并提交论文。 

8月赴四川大学进行学术调研。 

沈志华 

 2009 年 9 月 21 日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

坛”做讲演：“冷战国际史研究及其在中国的表现”。 

9月 29日在复旦大学出席“中朝建交 60周年纪念与研讨会”，提交论文并

做主题发言：《勉强的联盟：中朝同盟的建立及其延续（1946-1961）》。 

田春生 

2009 年 5 月 28-29 日参加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世界政治经济学会第四届年

会》（The 4th forum of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提

交论文“Comparison of The Impacts fo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China 

and Russian”。 

郑忆石 

2009 年 7 月 5-9 日，参加《“后苏联时期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

学”学术研讨会——第十二届全国俄罗斯哲学研讨会》。地点：哈尔滨黑龙江大

学。提交论文：“别尔嘉耶夫：主体自由观的别样解读”。主办单位：中国俄罗

斯哲学研究会、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2009 年 7 月 25-27 日，参加《“新中国六十年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讨会

暨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地点：北京国防大学。提交

论文：“60 年哲学发展的反思与启示”。主办单位：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国

防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并在本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

常务理事。 

余伟民 

2009年 8月 13—14日，参加“朝鲜历史与东亚文化”学术会议（延边大学）。 

2009 年 8月 17—18日，参加“中国世界史研究论坛第六届学术年会”（东

北师大）。 

2009 年 8月 19—20日，参加“冷战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学术会议（华东师

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