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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条新闻 

――《教学理论：课堂教学的原理、策略与研究》获“200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最新动态 

――宏篇巨著《赫尔巴特文集》问世 

——课程所完成 2003 年招生工作 

――传播课程理念、服务教学实践——江阴实验学校博士行 

 学术交流 

――“富布莱特”学者的哈佛大学之行 

――倪文锦教授应邀访问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 

 学术会议 

――“第一届世界课程大会”进入最后准备阶段 

——课程所吴刚平副教授参加教育部高中课程改革会议 

 学术研究 

――研究性学习研究取得阶段性进展 

1、研究性学习丛书（教师读本）待版 

2、普通高中研究性学习丛书待版 

――《全球教育展望》新专栏频出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  200062            Tel:0086-21-62238113  Fax:0086-21-62232110 

No.3663 Zhongshan Bei Road,Shanghai,China  Postcode:200062   Email:xiaohuizhong@hotmail.com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成果简报 
 

成果简报 2010 年 

第 2 期 
（总第 19期） 

2011年1月7日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主编：刘军   主审：冯绍雷  责任编辑：肖辉忠 

 

 

目    录 
 

 基地成果一览表 

——著作一览表 

——论文一览表 

——研究报告一览表 

——学生成果一览表 

 

 基地重大项目成果推介 

——冯绍雷：“俄罗斯体制转型的路径依赖”，《俄罗斯研究》 

——孙景宇：“度量制度转型的质量—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刘  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内政治研究”，《国外社会科学》 

——陈  波：“美韩同盟与 1954 年日内瓦会议”，《史学集刊》 

 

 重要成果推介 

——《构建中的俄美欧关系》，冯绍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9 月 

——《国际金融危机：理论与现实的警示》，田春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8 月 

——《北约东扩与俄罗斯的战略选择》，刘  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9 月 

——“俄罗斯：重新现代化”，《第一财经日报》，冯绍雷，2010 年 12 月 24 日 

 

 研究报告/学术研讨会成果推介 

——“中俄非传统安全合作需上新台阶”，冯绍雷，教育部社科司《成果简报》2010 年第 5 期 

——“半总统制的逻辑原理和后共产主义政治”，松里公孝，《俄罗斯研究》2010 年第 5 期 

——《国外高级国际研究院的比较研究》，冯绍雷，2010 年 7 月，提交国家开发银行成果 

——“俄中两国著名学者对新世界格局中的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俄关系的思考”，杨成，俄中心内参 

 

主送：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华东师范大学社科处 

抄送：上海市教委科技处、华东师范大学党办、校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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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简报 

（2010 年下半年） 

 

【基地成果一览表】 

——著作一览表 

作者姓名 合作者 
成果

形式 
成果名称 出版单位 出版日期 

冯绍雷 主编 著作 《转型时代》丛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 

冯绍雷 主编 著作 《大国预测》丛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 

冯绍雷 主编 著作 《欧盟研究丛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 

冯绍雷  著作 
《构建中的俄美欧关系

——兼及新帝国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0 年 9 月 

刘  军 曹亚雄 著作 
《大构想—2020 年的

欧盟》 

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0 年 9 月 

刘  军 李海东 著作 
《北约东扩与俄罗斯的

战略选择》 

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0 年 9 月 

田春生 郝宇彪 著作 
《国际金融危机——理

论与现实的警示》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0 年 8 月 

 

——论文一览表 

作者姓名 
合作

者 

成果

形式 
成果名称 期刊名称 发表日期 

冯绍雷  论文 
“中亚地区的三边关

系” 

《文明对话与和谐世

界》国际会议文集，张

德广主编，世界知识出

版社 

2010 年 10 月

第 1 版 

冯绍雷  论文 
“传统与现代交融中

的新中国外交” 

《新中国外交 60 年》中

国国际关系学会论文

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冯绍雷  论文 
“俄罗斯的欧亚空

间” 

《大观》，高全喜主编，

法律出版社 
2010 年 

冯绍雷  论文 

“关于日俄战争的认

知问题及其历史记

忆” 

《“没有主义”？文本与

语境脉络、思想与意识

型态的交汇》论文集，

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

哲研究所 

2010 年 

冯绍雷  论文 
“北方四岛的百年之

争” 
《私家历史》 

2010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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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绍雷  论文 
“学术与审美—陈乐

民书画集” 
《中华读书报》 

2010年7月7

日 

冯绍雷  论文 “一片潇湘落笔端” 
《陈乐民书画集》，北京

三联 
2010 

冯绍雷  论文 
“梅普体制的新走势

及其政治含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 年 8 月

24 日 

冯绍雷  论文 
“俄罗斯：重新现代

化” 

《第一财经日报》元旦

特刊 

2010 年 12 月

24 日 

冯绍雷  论文 

China-US-Russia 

Trilateral Relations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Order 

《 Sino-American 

Relations 》 , Publisher 

group : Ashgate 

2010  

冯绍雷  论文 
“Puin football and 

Asia” 
载于俄罗斯的俄文网站 7Dec.2010 

冯绍雷  论文 
“俄罗斯体制转型的

路径依赖” 
《俄罗斯研究》 

2010 年第 6

期 

冯绍雷  采访 “后世博遗产”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

中心《专家论坛》节目

组（People in the Know） 

2010 年 11 月

8 日 

冯绍雷  采访 
“关于俄罗斯20万亿

卢布经费的评论”  
凤凰卫视 

2010 年 12 月

15 日 

冯绍雷  采访 

就梅普关系及俄对外

关系表现发表观点

（20 分钟左右） 

凤凰卫视全球连线 
2010 年 12 月

31 日 

姚  海  论文 

“在东西方之间——

涅夫斯基外交及其评

价” 

《俄罗斯研究》 
2010 年第 4

期 

姚  海  论文 
俄国 1917 年的“电报

革命” 
《历史教学问题》 

2010 年第 6

期 

姚  海  论文 
“1917 年革命前的俄

国是什么样的国家” 

《苏联真相：对 101 个

重要问题的思考》，新华

出版社 

2010 年 10 月 

姚  海  论文 “二月革命真相” 《苏联真相》 2010 年 10 月 

姚  海  论文 
“布尔什维克党是怎

样夺取政权的” 
《苏联真相》 2010 年 10 月 

陈建华  论文 
“俄苏文学研究在新

世纪中国” 

《心灵的桥梁—中俄文

学交流计划国际学术研

讨会论文集》，天津大学

出版社 

2010 年 7 月 

陈建华  论文 “史诗艺术家” 《托尔斯泰文集》首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年 9 月 

沈志华  论文 

“一个新的学术增长

点：冷战国际史海外

研究状况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辑刊》 
2010 年第 30

期 

郝宇青  论文 
“苏共缘何不能成为

学习型政党”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0 年第 5

期 

郝宇青  论文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

联政治信任的状况考

察” 

《社会科学》 
2010 年第 12

期 

贝文力  译文 
“俄罗斯历史的东方

节律” 
《俄罗斯研究》 

2010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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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文力  编译 
“卢日科夫执政下的

俄罗斯” 
《社会科学报》 

2010 年 11 月 

437 期 

贝文力  论文 
“俄国社会文化图景

上决斗影像的描述”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论

丛》 

译文出版社，

2010 年 9 月 

刘  军  论文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中的国内政治研究” 
《国外社会科学》 

2010 年第 4

期 

刘  军  论文 

“冷战后影响美国对

外政策的国内政治因

素分析” 

《教学与研究》 
2010 年第 9

期 

刘  军  论文 
“从北约新战略看俄

罗斯与北约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 年 12 月

2 日 

王海燕  论文 

“ 2009－ 2010: 上合

组织成员国综合经济

形势回顾与展望” 

《俄罗斯中亚东欧市

场》 
2010.10 

杨  成  访谈 

“北约‘拥抱’俄罗

斯暗含分化中俄目

的” 

《广州日报》 
2010 年 11 月

26 日 

杨  成  访谈 

“俄 2010‘梅氏’外

交：多合作、少对抗、

全方位” 

《广州日报》 
2010 年 12 月

31 日 

杨  成  访谈 

“有油自远东来——

写在中俄原油管道竣

工之际” 

《中国石油石化》 
2010 年第 20

期 

杨  成  访谈 
“俄罗斯转型之痛：

‘双头鹰’迷失” 
《时代周报》 

2010 年 10 月

1 日 

杨  成  访谈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в 

Солнечном городе. 

Дмитрий Медведев 

начнает продвиж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в Китае с 

переделки павильона 

Коммерсантъ 

18 августа 

2010 

года.№150. 

杨  成  论文 
Индекс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III 

квартал 2010 года 

Институт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шений,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центр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Алматы 

2010 

杨  成  论文 

“外交传统与后‘冷

战’时期俄罗斯对外

政策的逻辑” 

《大观》：第三卷，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0 年 9 月 

杨  成  论文 
“俄罗斯的中国新移

民：阶段性总结” 

潘兴明、陈弘主编：《转

型时代的移民问题》，上

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 

杨  成  论文 
“俄回归非洲着眼军

事和能源” 
《非洲》 

2010 年第 12

期 

杨  成  论文 

M. T. フラヴェル著

『強い国境・守ら

れた国家』（英語） 

《境界研究》（  Japan 

Border Review） 

2010 年第 1

期 

杨  成  论文 
“美宣布抓捕10名俄

间谍” 
《环球时报》 

2010 年 6 月

30 日 

杨  成  论文 
“西方怀疑俄罗斯示

好诚意” 
《环球时报》 

2010年7月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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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春萍  论文 
“俄罗斯农业的新近

发展” 
《世界地理研究》 

2010 年第 4

期 

成  键  论文 
“囊中羞涩  俄再启

私有化” 
《中国石油石化》 

2010 年第 18

期 

成  键  论文 
“‘Khudainatov’俄石

油博弈出新主” 
《中国石油石化》 

2010 年第 19

期 

田春生  论文 
“俄罗斯国家资本主

义的形成及其特征” 
《经济学动态》 

2010 年第 7

期 

孙景宇  论文 

“度量制度转型的质

量——对中国和俄罗

斯的比较研究”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0 年第 6

期 

郑忆石  论文 

“阿尔都塞：意识形

态特征的双重解读及

其悖论” 
《广州大学学报》 

2010 年第 6

期 

陈  波  论文 
“美韩同盟与1954年

日内瓦会议” 《史学集刊》 
2010 年第 4

期 

陈  波  论文 

“日美同盟与冷战前

期美国在日本本土及

琉球群岛的核部署” 

《日本学刊》 
2010 年第 4

期 

张  红  论文 

“肯尼迪在美苏古巴

导弹系统危机中的

‘战争边缘策略’探

析” 

《中南大学学报》  
2010 年第 4

期 

张  红  译文 

“地理的不确定性：

关于俄罗斯、欧洲和

亚洲的四个论题”  

《俄罗斯研究》 
2010 年第 4

期 

张  红  译文 
“冷和平：解读俄罗

斯与西方的关系” 
《俄罗斯研究》 

2010 年第 6

期 

 

——研究报告及会议论文一览表 

作者姓名 
合作

者 
成果名称 提交、采纳单位 

提交、采纳

日期 

冯绍雷  
《高校智库——海外高级国际研究院

比较研究》 
国家开发银行 2010 年 7 月 

冯绍雷  “中俄非传统安全合作需上新台阶”  教育部社科司 
2010 年 11

月 30 日 

冯绍雷  
“从内外联动的角度看金融危机后的

中国外交” 
新华社 

《 内 参 清

样》 

冯绍雷  
“卢日克夫下台、‘梅普之争’、以

及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前景”  

提交国开行陈元

董事长 
2010 年 

冯绍雷  “思想史与当代俄国政治” 

中央编译社《社科

信息》内参 12 月

号 

2010 年 12

月号 

冯绍雷  “金融危机后的中美俄三边关系” 
“瓦尔代”国际辩

论俱乐部论坛中

2010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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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分组会 

王海燕  
“大国在中亚能源领域的博奕与中国

的策略” 

新疆发改委 2010

年年度研究报告

集《中亚观察与研

究》 

2010 年 9 月 

王海燕  “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领域的合作” 

新疆发改委 2010

年年度研究报告

集《中亚观察与研

究》 

2010 年 9 月 

王海燕  
“新疆构建向西开放新格局的突出矛

盾与问题分析” 

国家科技部子课

题 

2010 年 12

月 

田春生  
“中俄经贸合作的问题及其应对之

策” 

中国进出口银行

《海外投资与出

口信贷》 

2010 年第 4

期 

杨  成  

“小国行动的逻辑和形成中的中亚地

区格局——兼论上海合作组织和集体

安全条约组织的合作模式” 

国家开发银行项

目成果  
2010 年 7 月 

杨  成  
“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的特色

与定位” 

载于《高校智库—

—海外高级国际

研究院比较研究》

国家开发银行 

2010 年 7 月 

杨  成  
“俄罗斯外交政策调整对中俄关系影

响” 
《外国问题研究》 

2010 年 9 月

7 日 

杨  成  
“俄罗斯对推动地区合作首批项目的

考虑及需解决的问题” 
《外国问题研究》 

2010 年 9 月

10 日 

杨  成  
“卢日科夫下台预示着普京时代的终

结” 
《外国问题研究》 

2010 年 10

月 13 日 

杨  成  “俄罗斯亚太政策的新动向” 《外国问题研究》 
2010 年 12

月 23 日 

杨  成  “莫斯科骚乱事件的国内因素” 《外国问题研究》 
2010 年 12

月 24 日 

杨  成  
“日俄能源合作的基本情况和最新动

向” 
国家能源局 

2010 年 9 月

13 日 

杨  成  
“关于推进中俄地区合作的几点思

考” 

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振兴东北

司 

2010 年 9 月

13 日 

杨  成  
“关于编制东北亚地区规划纲要的几

点建议” 

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振兴东北

司 

2010 年 11

月 3 日 

杨  成  
“互为战略支撑，实现毗邻地区共同

发展、共同繁荣” 

“瓦尔代”国际辩

论俱乐部论坛中

俄分组会 

2010 年 11

月 25 日 

杨  成  
“俄罗斯外交智囊在沪谈俄最新战略

思考” 

《解放日报情况

简报》第 42 期 

2010 年 1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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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成  

“经由和谐发展走向地区稳定：新世

界格局中的俄罗斯与中国”——“瓦

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中俄分组会讨

论用中方提纲 

重印于《战略与对

策》，2010 年 12

月 27 日 

2010 年 11

月 24 日 

杨  成  

“俄中两国著名学者对新世界格局中

的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俄关系的战略思

考” 

俄罗斯研究中心

主办的《战略与对

策》内参，提交外

交部、教育部 

2010 年 12

月 27 日 

崔启明  “亚太安全视角下的中俄战略协作” 

“瓦尔代”国际辩

论俱乐部论坛中

俄分组会 

2010 年 11

月 25 日 

 

——学生成果一览表 

作者姓

名 

合 作

者 

成 果

形式 
成果名称 期刊名称 

发表日

期 

孙  超  
论文 

 

“前行中的困顿：京都时代与后

京都时代的俄罗斯气候环境外

交” 

《俄罗斯研究》 
2010 年

第 6 期 

胡  彦  
译文 

 

“1984至 2009年俄罗斯平面媒

体文本中的美国霸权形象和俄

罗斯自我形象：觊觎、憎恶和望

尘莫及？” 

《俄罗斯研究》 
2010 年

第 6 期 

罗甘本  译文 
“主观性很重要——重新思考

俄罗斯与西方关系” 
《俄罗斯研究》 

2010 年

第 6 期 

 
——《俄罗斯研究》2010 年 4--6期重要文章一览表 

文章题名 作者 作者单位 发表刊次 

“东西方之间的俄罗斯” И.孔达科夫 

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通讯

院士，俄罗斯国立人文

大学教授，华东师范大

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特约

研究员 

2010 年第 4 期 

“俄国历史中的东方节律” 

爱·萨·库

尔平—古拜

杜林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

究所首席研究员 
2010 年第 4 期 

“地理的不确定性：关于俄罗

斯、欧洲和亚洲的四个论题” 
马克·巴莘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 2010 年第 4 期 

“在东西方之间——涅夫斯基外

交及其评价” 
姚  海 

苏州科技学院历史系教

授，华东师大俄罗斯研

究中心研究员 

2010 年第 4 期 

“斯大林最后同意打朝鲜战争的

原因” 
左凤荣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

研究所教授 
2010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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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总统制的逻辑原理和后共产

主义政治” 
松里公孝 

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

研究中心教授 
2010 年第 5 期 

“世界体系中的后苏联国家：欧

盟新成员国、独联体成员国和中

国之比较” 

大卫·兰恩 
剑桥大学社会与政治学

系教授 
2010 年第 5 期 

“施米特与俄罗斯当代政治思

潮” 
徐凤林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

所及北京大学哲学系教

授 

2010 年第 5 期 

“无处不在的身影——东正教介

入俄罗斯社会政治生活试析” 
林精华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2010 年第 5 期 

“金融危机后的俄罗斯” 
斯蒂芬·赫

德兰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欧亚

研究所 
2010 年第 6 期 

“1984 至 2009 年俄罗斯平面媒

体文本中的美国霸权形象和俄罗

斯自我形象：觊觎、憎恶和望尘

莫及？” 

波 · 彼 得

松 、 埃 米

尔·佩尔松 

瑞典马尔默大学全球政

治研究教授、瑞典隆德

大学政治科学硕士 

2010 年第 6 期 

“主观性很重要——重新思考俄

罗斯与西方关系” 
瑞加娜•海勒 

德国汉堡大学和平研究

与安全政策研究所高级

研究员 

2010 年第 6 期 

“俄罗斯体制转型的路径依赖” 冯绍雷 
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

心主任 
2010 年第 6 期 

 
 

【基地重大项目成果推介】 
 

“俄罗斯体制转型的路径依赖—从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相关性视角的一项考察，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外俄苏研究”（项目批准号：

2009JJD810005）的阶段性成果，发表于《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 6期，冯绍雷。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转型国家，近二十年来，俄罗斯的转型和发展过程展现出极其丰富的

内涵。这一问题对于整个转型研究来说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但迄今仍然处于有待发掘

和研究的状态。本文试图通过对俄国转型的路径依赖的分析，探讨体制转型与对外政策之间

的相关问题。对于体制变迁与对外政策的相关性研究来说，俄罗斯转型过程中的路径依赖现

象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俄国转型过程中呈现的经验和教训都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启示。首

先，俄国无论是推进改革还是推进对外政策的调整，从表面上看，一般都是危机反应。似乎

只有危机才是推动俄国转型的基本动力，似乎不处于重大的危机之下，传统体制好像找不到

动力让它发生变化。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个具有一定内在逻辑依据的转型进程，即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俄罗斯转型实际上是依傍着一定的路径而依次发生变化的。其次，即使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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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转型是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艰难空间中运行，但是，其对外政策基本上仍然呈现出积极进取

的姿态。即使在当代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俄国仍然奋发有为，而且显然颇有所得。再次，

俄国无论内部转型还是对外政策都具有东西方兼顾的广阔视野，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注意。 

 

“度量制度转型的质量——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研究” 

本文系俄中心基地重大项目“俄罗斯的经济外交与新时期的中俄合作”（2009JJD810006）

的阶段性成果，孙景宇、杨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 年第 6 期。 

与那些通过测度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程度来比较中国和俄罗斯制度转型绩效的文献不

同，文章并不认为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必然会提高制度转型的质量。基于詹

科夫等（2003）的理论框架并结合克莱格等（1999）提出的契约密集型（CM）指标，文章

从无序和专制两个方面来综合度量中国和俄罗斯制度转型的路径和绩效，并在此基础上对中

国和俄罗斯进行了比较。 

 

“美韩同盟与 1954年日内瓦会议” 

本文系俄中心基地重大项目“冷战起源研究”（08JJDGJW261）的阶段性成果，陈  波，

《史学集刊》，2010 年第 4 期。 

1954 年日内瓦会议的议题之一是朝鲜问题。在日内瓦会议之前和期间，美韩两国就韩

国赴会、朝鲜统一等问题展开交涉，而美国为维护美韩同盟关系，不断向韩国提出的条件作

出妥协让步。印支局势的恶化改变了朝鲜问题谈判的节奏，美韩在会议上的协调使美国态度

走向强硬，成为导致会议无果而终的重要原因之一。美韩之间围绕日内瓦会议的互动为认识

冷战时期阵营内部关系与两极格局的分化对立提供了一个历史断面。 

 

“冷战后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国内政治因素分析” 

本文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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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项目“国内

政治与对外关系—基于俄美关系的研究（06JJDGJW003）”的阶段成果，刘  军，《教学与

研究》2010 年第 9 期。 

一国的对外政策是决策者根据国家利益在理性选择的基础上制定的。但是，决策者制定

外交政策又是处在一个复杂的国内政治环境之中，从而使得国内政治影响对外政策的制定与

实施。从美国来看，其国内政治中的宪政民主、治理机构、利益集团等因素对冷战后美国对

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内政治研究” 

本文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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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项目“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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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对外关系—基于俄美关系的研究（06JJDGJW003）”的阶段成果，刘  军，《国外社

会科学》2010 年第 4 期。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中，关于国内政治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方兴

未艾。本文考察了国内外学者对国内政治概念的界定，并分析了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

建构主义等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政治因素。 

传统的现实主义明确地提出国内政治的属性决定国际政治的结果。尽管新现实主义并不

认为国内政治是决定国际结果的必要条件，但是其理论贡献突出表现在从体系与结构的角度

去分析国内政治，从结构上明确提出国内政治系统的等级制属性。相比之下，自由制度主义

不仅明确地提出要重视国内政治的作用，同时提出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相互渗透、外交

政策与国内政策的密不可分、国际制度对国内制度的影响等一系列理论命题。建构主义本身

并不排斥国内政治的作用，认为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不是各自封闭在自己的领域内，国内政

治的变化可以改变国际体系。社会化理论以及安全文化理论表明，建构主义的理论体系仍然

注重从国内到国际的双向互动。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了国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互动、国

内政治的国际根源以及关于国家属性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等问题，突出体现了其理论体系中国

内因素的重要性。 

 

【重要成果推介】 

 

《构建中的俄美欧关系—兼及新帝国研究》，冯绍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 9月 

新世纪以来，俄罗斯、美国与欧盟的相互关

系依然是国际关系演变中的一组重要的多边关

系。这三家相互关系的演变和发展，不仅体现着

冷战后、甚至于冷战前国际关系的余绪，还引导

着新时期国际社会政治经济的种种变迁。研究透

了俄美欧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够

把握相当部分当今世界国际关系走势的脉络。 

从理论上说，俄美欧相互关系体现着冷战后

三种不同的国家构建模式，这三种不同构建的国

家发展模式渊源很深，至少已经在二战以后世界

历史发展进程中有了初步的体现。冷战时期的国际体系不光可以以“两极体制”这样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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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加以概括，而且，实际上，苏联（继承体为俄罗斯）、美国、欧共体（1992年之后改称

欧盟）这三家已经构成冷战条件下各自独树一帜的国家与区域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冷战

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俄罗斯、美国与欧盟的相互关系，代表着三种不同的体制背景在一

起参与和构建全球关系的格局，这个意义上的解读使得这一组三边关系具有丰富的理论意

义。从事本书研究的另一个目的，是希望通过理论总结，使得对三边关系这一复杂国际现象

的理解能够增加深度。 

 

《国际金融危机：理论与现实的警示》（世界经济问题丛书；“十一五”国家重点

图书出版规划），田春生，郝宇彪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8月 

田春生，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基地重大项目承担者。《国际金融危机:理论与现实的警

示》对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蔓延和原因进行回

望，对本次金融危机的表现与特征、本质与根源、理论与

观点、学术与流派等进行解读，阐述了金融危机对中国经

济的主要影响，论证本次危机是全球化下资本主义基本矛

盾在全球范围的扩散，是市场经济基本矛盾与经济周期规

律的集中体现，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与政策对全球经济

产生重大影响的例证。全书在解读危机的基础上提出，由于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所

经历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少，又面临危机后出现的各种问题与矛盾，因此中国需要从理论、实

践与发展等方面总结并汲取教训，需从全球化视角和市场经济固有矛盾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战略进行反思。《国际金融危机:理论与现实的警示》立足从中国这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今后

发展谋略的视角，深刻剖析了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警示。 

 

《北约东扩与俄罗斯的战略选择》，刘  军，

李海东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9月 

本书是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北

约东扩、欧盟东扩与俄罗斯的关系及其长远战略影响”

项目成果。20世纪 90年代以来，随着北约东扩的提出，

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就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在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以及俄罗斯与北约理事会的框架

下，俄罗斯与北约并没有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伙伴，

在与北约合作过程中，俄罗斯仅仅作为一个参与者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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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出现。2008 年 8 月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军事冲突的发生更是使俄罗斯与北约关系走向新的

危机。俄罗斯与北约关系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什么？这一关系具有什么样的特点？俄罗斯与北

约关系的未来走向是什么？本书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回答。 

 

“俄罗斯：重新现代化”，《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 12月 24日，冯绍雷 

如果说，20 世纪世界历史上的俄罗斯是以其最令人震惊的起落激荡闻名于世的话，那

么今天的俄罗斯虽不是当年可比，也面临着不少艰难的问题与挑战，但却依然以其强劲有力

的内部发展、富于想象力的体制安排以及出色的外交，为这个转型中的世界增色。 

当下的俄罗斯正在形成一个以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取向为背景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

的核心目标是俄罗斯的重新现代化。从政治上看，一个目前仍由总理普京主导的“垂直系统”，

以强国、稳定与安全等原则为基调，但却辅之以强调自由、开放、现代化的政治理念，并逐

渐被更具竞争性质的“人造双头政治”系统所逐渐取代。在经济上，俄罗斯过度依赖于世界

市场的资源出口型经济难以在短期内消失。但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后，俄罗斯正

在开始以创新经济为龙头、以经济多样化发展为取向的新阶段。至于社会层面，一个既有别

于上世纪 90年代激进改革，也不同于本世纪第一个 10 年注重内部稳定的社会政治文化新氛

围正在形成。而这一转变的主要背景，乃是一个在后苏联时期成长起来的新社会精英阶层正

在逐渐走向成熟。外交上的调整及其结果看上去更为显著。目前正在出现的是一个不仅首先

与西方、而且也全方位地与中国利用一切机会发展关系的俄外交活跃时期。其活动幅度之大、

外交行为谱段之广泛，前所未见。上述变化和发展态势不可避免地将对中俄关系带来重大影

响，非常值得对之加以较全面的回顾与总结。 

 

【研究报告/学术研讨会成果推介】 

 

“中俄非传统安全合作需上新台阶”，冯绍雷 

发表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成果摘报》2010年第 5期（总第 5期），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编，2010年 11月 30日。  

冷战结束以后的中俄关系发展经历了历史性进步，为面向新阶段的两国关系健康发展提

供了良好机遇和基础。金融危机后的中俄之间合作不仅有可能取得新发展，而且有可能站在

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加以拓展。在当今中国的发展面临巨大国际挑战和机遇背景下，加强中



 13 

俄两国在经济与资源开发、环境与气候保护、应对种族与宗教冲突、人文交流的交往等非传

统安全领域的交流合作意义巨大。 

本文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俄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研究”的

成果摘要。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关系和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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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 

 

“半总统制的逻辑原理和后共产主义政治”，松里公孝 

本文系作者于 2010 年 6月 3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举办的第三届俄罗斯与

欧亚研究高研班 （The Third All-Chinese Advanced Training Course for Young scholars

— “Methodology of Russian and Eurasian Studies”）上的学术讲演文本，发表于《俄

罗斯研究》2010年第 5期。 

对半总统制的研究已经成为政治科学中最具活力的一个部分，其原因是绝大多数在“第

三次民主化浪潮”中出现的转型国家（即原苏东集团国家和原法国、葡萄牙殖民地）选择了

半总统制。在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发展中，出现了过渡模式的多样性。即两种最自然的过渡

模式（过渡到总统—议会制和议会制）、一种略显波折的过渡模式（过渡到总理—总统制）

和两种偏离了原来发展路径的过渡模式  ——过渡到高度总统制化的半总统制（格鲁吉亚、

2005年前的亚美尼亚和 2006年前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以及权力分散的半总统制（乌克

兰）。根据研究，半总统制在后共产主义国家的频繁出现，共有六个方面的原因：1、半总统

制和共产党中央与政府之间的二元权力结构模式之间存在相似性；2、戴高乐主义者

（Gaullist）把行政权力分割为战略和管理两部分功能的主张很容易被理解和应用；3、即

使宪法赋予议会任命总理的权力，但由于议会选举结果往往并非自动产生多数派，在此情况

下，总统就会拥有足够干预总理产生和内阁形成的机会（立陶宛和后橙色革命时期的乌克

兰）；4、在由选民直选总统体制过渡到议会选举总统体制的过程中往往会伴随着对议会选举

产生总统时所设条件的增多（比如，不是简单多数，而是 3/5 通过方式），而这通常会导致

总统长时间的空缺（1990年代的斯洛伐克和 2009年以来的摩尔多瓦）；5、民选总统看起来

更加民主且更能回应选民影响国家政治的愿望；6、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半总统制国家政

客们的“演技”使得他们国家的政治能够“娱乐”那些不愿放弃进入“半总统制剧场”门票

的民众。 

 

《国外高级国际研究院的比较研究》，冯绍雷主编，提交国家开发银行成果，2010

年 7月 



 14 

本项目的立项意图主要是出于随着我国国力高速发展，国际影响迅速增长，同时国际关

系格局也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之下，非常有必要对于我国国际研究领域的研究、教学体系作

一番深入探讨，无此探讨，显然，将无力担当重任。 

本文所选择的研究对象，除了是目前国际一流学府、或者最具代表性的机构之外，尤其

考虑到所有被研究的机构是作者们相当熟悉的合作伙伴，或者曾经长期在彼处工作，或者派

过访问学者，或者是有着长期合作关系。实地考察，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再加上文献研究（包

括网络资料）是本项研究的主要依据。 

要办好高校“智库”的一个必要前提，是需要建立和维护国际研究领域的“学术精神”。

这样一种“学术精神”的核心是以中国式的国际研究学科体系的建立为目标，以国外以及本

国高校智库的经验教训为参照，以多学科、国际化以及超越意识形态的创新精神为指导，争

取汇集各方力量，真正来推动此项工作，来满足当前以及长远的紧迫需要。本项报告认为，

问题导向之下的国际研究，需要大力推动多学科方法，国际化的办学宗旨，更新改造研究生

教学体系，超越意识形态的独立学术探索，充分完备的研究工作保障体统，这六项工作应该

是兴办“高校智库”的基本切入点。 

 

“俄中两国著名学者对新世界格局中的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俄关系的战略思考”，

杨成，俄罗斯研究中心《战略与对策》内参，提交外交部、教育部等部门 

2010年 12月 

日前，由俄罗斯新闻通信社和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瓦尔代”国际

辩论俱乐部中俄分组会在上海西郊宾馆举行。会议主题为“经由和谐发展走向地区稳定：新

世界格局中的中国与俄罗斯”。俄著名智囊机构国防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卡拉加诺夫、后

工业社会研究所所长伊诺泽姆采夫、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卢贾宁等，以及中国前驻俄罗

斯大使李凤林、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静杰、前驻俄海陆空三军武官王海运、中央外办综合

局局长崔启明、中联部六局副局长钱乃成、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

中心主任、“瓦尔代”常务理事冯绍雷等 30余名重量级专家与会。俄罗斯国防与外交政策委

员会和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各自准备了讨论提纲。 

会议以务实和工作性讨论为基本原则，就新时期中俄关系的战略背景、两国对策及亚太

地区合作的新模式等问题进行了“中俄专家对话史上少见的”坦率而真诚的对话，形成以下

核心思考：国际格局未来 10-20年的核心问题，俄方认为是美国和西方的整体性衰落和中国

崛起之间的矛盾；俄方判断自身将逐渐成为大国竞相争取的对象；俄方主张亚太地区必须建

立新的地区安全和发展模式，以解决中美关系对抗性的潜在上升这一核心问题；关于中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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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局势和上海合作组织，两国学者都认为中亚地区不是一个俄中两国竞争的领域，或是俄中

两国发生冲突的地区。但俄方倾向于认为中亚今后相当长时期的主要问题在于安全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