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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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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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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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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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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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简报 

（2013 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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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精华  著作 

 

文化转向与外国文学研

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 5月 

沈志华  著作 
《朝鲜战争再探——中

苏朝的合作与分歧》   
香港三联书店 

 

2013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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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亚太地区未来

的中俄关系 

《俄罗斯研究》 

 

2013年 4月 

 

冯绍雷 

 
 论文 

政治强人语境下的

独特权威逻辑 

《人民论坛·学术前

沿》 

2013年 4月 

 

冯绍雷 

 
 采访 

俄罗斯要借中国之

风行经济之帆 
《中国评论新闻网》 2013年 4月 

冯绍雷  论文 
如何看待中俄关系

的意义和挑战？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

文稿》 

2013年 6月 

 

郑润宇  论文 

新普京时代的俄罗

斯反对派——对

2011-2012 俄罗斯

反对派运动的一些

思考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2013年 5月 

郑润宇  论文 

苏联元帅去世引叹

息 俄近年来兴起

怀念苏联浪潮 

环球时报 

 

2013年 5月 

 

郑润宇  论文 俄学者称中国太空 环球时报 2013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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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浪漫而友好”   

郑润宇  论文 

Some reflections on 

Sino-Russian 

relations after the 

visit of President Xi 

Jinping to Russia 

 

 Journal of Eurasian 

Affairs 

 

2013年 7月 

 

田春生  论文 
新普京时代俄罗斯

经济发展趋势分析 

《俄罗斯学刊》 

 

2013年 3月 

田春生 
 论文 

俄罗斯经济发展及

其面临的困惑 
   《当代世界》 

2013年 3月 

田春生 
 论文 

“中等收入陷阱”

有关研究的梳理 
   《人民论坛》 

2013年 3月 

田春生 
 论文 

2012年俄罗斯宏观

经济形势及前景 

《欧亚发展研究》 

 
2013年 3月 

 

 
——《俄罗斯研究》2013 年 1--2 期文章一览表 

文章题名 作者 作者单位 

 

发表刊次 

 

斯大林、苏联外交与冷战的起源 戴超武 华东师范大学 2013年第 1期 

文化冷战与冷战初期的苏联反美

宣传——以中央宣传鼓动部解密

档案为切入点 

赵玉明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

究中心 

2013年第 1期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的社会主义主

张与实践 
杨奎松 华东师范大学 

2013年第 1期 

试论俄国历史上的禁欲派与约瑟

夫派之争 
赵小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3年第 1期 

俄罗斯东正教会与苏联公共外交 贾付强 复旦大学 2013年第 1期 

清末民初中国人留学俄（苏）活

动的历史考察 
刘振宇 华中师范大学 

2013年第 1期 

深化中美俄三边关系  维护亚太

和平与稳定 
熊光楷 

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

参谋长、中国国际战略

学会原会长 

2013年第 2期 

面向亚太地区未来的中俄关系 冯绍雷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

究中心 
2013年第 2期 

愿景的方向与可能性的边界：对

俄罗斯制定 21 世纪上半叶亚太

地区战略的几点意见 

В ·Л ·拉林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 2013年第 2期 

机遇与桎梏：变革时代的俄罗斯

亚太战略 
申韬 辽宁大学 2013年第 2期 

俄印超常关系二百年与俄国的印 林精华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 2013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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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学 究中心； 

首都师范大学 

1884 年阿穆尔河沿岸总督区的

创建与俄罗斯亚洲地区的权力重

构 

松里公孝 
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

研究中心 
2013年第 2期 

论日俄战争前的俄国海权战略 曹群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2013年第 2期 

中国的“瓦西里”与他的俄罗斯

朋友——走私者与他们的跨文化

身份 

吴若痕 德国弗莱堡大学 2013年第 2期 

 

 

【基地重大项目成果推介】 

 

“面向亚太地区未来的中俄关系” 

冯绍雷，《俄罗斯研究》，2013（2）。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俄关系的中长期前景研究”（项

目批准号：07JJDGJW251）的阶段性成果。 

内容提要：亚太地区逐渐成为吸引全世界眼球的

聚焦点。这一地区很可能成为当今世界在一个较长阶

段中经济社会发展最快的地区；该地区也是世界上发

展水平和治理模式最具多样性的一个区域。中国与俄

罗斯作为亚太地区的大国，当前两国关系正进入一个

新的发展阶段。中俄两国的现代化进程有可能成为一

个可以通过相互“内化”以求得相互支持的合作过程。

两国在亚太地区开展的合作非常有可能超出以往的

深度与规模，两国联手合作有可能具有改变力量格局

的动能。在安全事务方面，中俄两国元首在 2013 年

的联合声明中，提出了有关地区安全的新构想；在经

济合作等方面，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俄罗斯的远东、

西伯利亚开发，为中俄在亚太地区的合作留下了巨大

的空间。针对面向亚太未来的中俄关系，还需要对若干理论和战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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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印超常关系二百年与俄国的印度学” 

林精华，《俄罗斯研究》，2013（2）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 世纪早期俄国思想史”（项目批

准号：11JJDGJW007）的阶段性成果。 

内容提要：印度之于俄国，不仅是和西方争夺中亚—南亚的战略要地，而且也是不断重

建“东方文明”的最重要资源。由此，无论是被英国殖民时虚弱的印度，还是国力和经济并

不发达的冷战时代的印度，都得到了帝俄和苏联的倍加重视。而俄苏重视印度，并不仅限于

外交领域，而是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造成这种奇观，和俄国有效地改造了从西方引进

的印度学息息相关：俄国的印度学不同于英国殖民主义的论述，它唤起了俄国知识界对现实

印度的同情、对古典印度的崇敬，也赢得了印度的好感。苏联延续了这种印度学传统，甚至

加大对印度古典文明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在苏联和印度产生了更积极的回应。殊不

知，这种成效正是俄苏把印度纳入其东方战略的认知和定位的结果，而且还产生了印度比中

国更可信和更值得尊敬的效果。 

 

“俄罗斯认同中‘我—他’身份构建的历史流变” 

郭小丽，《俄罗斯研究》，2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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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重大项目

“本我与他者——中俄关系中的形象与认知问题”（项目批准号：11JJDGJW005）的阶段

性成果。 

内容提要：在俄罗斯，认同问题始终是思想史的核心问题之一。从 10 世纪到 19 世纪，

俄罗斯人分阶段地在一个又一个的神话传说中寻找着民族归属感。在俄罗斯民族的横向认同

中，对他者的接纳和排斥同时进行，全球化和反全球化趋势并行不悖；在俄罗斯民族的纵向

认同中，主动或被动接纳的他者不断叠加在原有的“我”的文化语义内涵之中，与之对话并

使其丰满，并最终构建了“我—他”二元的身份建构。而在另一方面，横向和纵向认同使得

俄罗斯身份建构中始终保持着双重他性。 

 

 

Faith or Tradition: the Armenian Apostolic Church and Community-Building  

in Armenia and Nagorny Karabakh 

 Kimitaka Matsuzato, Religion, State and Society, Vol.41, No.1, 18–34, 2013.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后苏联空间内‘未被承认的政治实

体’研究”（11JJDGJW010）的阶段性成果。课题负责人为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中心教

授松里公孝（Kimitaka Matsuz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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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no secret that the Armenian Apostolic Church (AAC)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Armenian nationality and Armenian states (Armenia and Nagorny Karabakh). Previous 

studies have concentrated on surveying the privileges granted to it by these Armenian states. This 

study goes further by elucidating complementary relations between the AAC and these states in 

community-building. These states are suffering from the incompetence of local governments 

created by radical municipal reforms and the decollectivisation of agriculture during the 1990s. 

They need the help of the AAC, which is potentially able to mobilize rural intellectuals via church 

(parish) councils. The AAC wishes to reinforce its position, which it sees as endangered by 

various ‗sectarian‘ challenges. Its weak appeal to faith (insufficient evangelization) gives 

Protestant ‗sectarians‘ abundant room for proselytism, against which the AAC intends to struggle 

‗from below‘ by its deeper involvement in community-building. 

This study is a result of the projects entitled ‗Research on the Unrecognized States in the 

Post-Soviet Space‘ and ‗Trans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Black Sea Rim‘ financed by the China 

Ministry of Education (No. 11JJDGJW010) 

 

《俄罗斯经济外交与新时期的中俄合作》项目资助课题的专著提交结项 

由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田春生教授负责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研究基地重

大项目《俄罗斯经济外交与新时期的中俄合作》（2009JJD810006）项目资助课题的专著提交

结项。 

 

“联邦主义和俄罗斯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正式制度 

和非正式制度的相互嵌入”项目进展顺利 

由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 Alexander Libman 教授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与中

亚区域经济整合研究‖进展情况如下： 

（1）发表论文“Are Human Rights and Economic Well-Being Substitutes? The Evidence 

from Migration Patterns across the Indian Stat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3, 

Vol. 31, pp. 139-164 (with C. Herrmann-Pillath and G. Yadav)  

（2）发表论文“National Autocratization and the Survival of Sub-National Democracy”，

Evidence from Russia's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of 2011.Acta Politica, forthcoming (with A. 

Obydenkova) 

（3）发表论文“Sub-National Variation of Corruption in Russia: What Do We Know About 

It? ”，REGION: Regional Studies of Russia, Easter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forthcoming (with 

V.  Kozlov) 

（4）发表论文“Foreign Trade Effects of the Customs Union between Belarus, Kazakhstan, 

and Russia”. Central Asia Economic Paper No. 8, 2013 (with D. Ushkal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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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成果推介】 

 

面向亚太地区未来的中俄关系 

冯绍雷，《俄罗斯研究》，2013 年第 2期，第 3-14页。 

亚太地区逐渐成为吸引全世界眼球的聚焦点。这一地区很可能成为当今世界在一个较长

阶段中经济社会发展最快的地区；该地区也是世界上发展水平和治理模式最具多样性的一个

区域。中国与俄罗斯作为亚太地区的大国，当前两国关系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俄两

国的现代化进程有可能成为一个可以通过相互“内化”以求得相互支持的合作过程。两国在

亚太地区开展的合作非常有可能超出以往的深度与规模，两国联手合作有可能具有改变力量

格局的动能。在安全事务方面，中俄两国元首在 2013 年的联合声明中，提出了有关地区安

全的新构想；在经济合作等方面，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俄罗斯的远东、西伯利亚开发，为中

俄在亚太地区的合作留下了巨大的空间。针对面向亚太未来的中俄关系，还需要对若干理论

和战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政治强人语境下的独特威权逻辑 

冯绍雷，《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 4月下。 

近二十多年苏俄民主政治的演进呈现一种在外交上先亲西方、后与之疏远，国内政治先

民主、而后又趋于保守化的循环。历史的制约决定了当代俄罗斯民主政治既不可能太过于遵

从西方民主，但也不会过于回归前苏联的旧制。在当下的发展进程中，俄罗斯民众还是倾向

于选择带有威权主义色彩的政治强人普京，在实现强国目标的同时，创造性地探索属于俄罗

斯自己的民主之路。 

 

专著：朝鲜战争再探——中苏朝的合作与分歧 

沈志华，香港三联书店，2013年 5月。 

作者依据确凿的史料，严肃地探讨了了朝鲜战争期间中、苏、朝三方的合作与分歧。对

朝鲜战争期间中朝联盟真实状况的回顾和探索，大致可以做出如下结论： 一、毛泽东在十

分困难的条件下决心派兵入朝作战，表明中共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忠诚，同时也在实际

意义上让中国承担起亚洲革命领导者的责任。由此，中苏同盟得到巩固，毛泽东也取得了斯

大林的信任。于是，中国在战争中的主张往往得到苏联的支持。 二、由于大规模、持续不

断地派遣军队进入朝鲜，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掌握了中朝方面对于战争战略和策略的实际

主导权，斯大林则不得不放弃战前苏联对朝鲜的完全控制。而在中苏两个大国团结一致的情

况下，朝鲜只能“忍辱负重”，采取服从的态度。 三、尽管在中朝之间发生分歧和矛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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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都是朝鲜依从中国的主张，但毛泽东的本意并非要侵犯朝鲜主权、干涉朝鲜内政，也没

有像斯大林战前那样追求对朝鲜的控制。究其原因，一方面中朝关系如同中苏关系，反映出

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结构性弊病，即国际共运中党际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排斥各党独立地

位的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另一方面，毛泽东熟读中国古书，在他的头脑中有意无意地接受

了“中央王朝”的理念。中国与朝鲜之间在历史上长期保持着宗藩关系，其特点之一就是宗

主国并不要剥夺外藩的主权，而只是要求其臣服和追随。 四、金日成有一种强烈的民族独

立意识，又要在朝鲜建立起他个人独一无二的统治地位，而朝鲜劳动党内部派别林立，其中

构成威胁的主要是南方派、莫斯科派和延安派。特别是在战争的环境中，延安派成员多为军

事领导干部，并与入朝作战的中国军队保持着密切联系，这无疑令金日成感到不安。这种心

理障碍，再加上中国军事领导人时而表现出来的对朝军作战能力的轻视，使得中朝高层之间

缺乏一种超脱意识形态的真诚和信任，从而给他们的同盟及合作带来了困难，同时也为战后

中朝关系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论文集《文化转向与外国文学研究》 

林精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5月 

外国文学研究在中国已近百年，早期多为简单的概述作品情节、大量引述对象国时尚的

点评，1920年代以后发展为用所在国的文学史家观点作为研究根据，建国后最初 30年先是

用苏联人观点和方法、后改用意识形态去批判外国文学现象，改革开放后先是对外国文学研

究中的意识形态化解读进行拨乱反正，很快就进入用外国流行理论分析相关文学现象的阶

段，至今亦然。然而，世界上各国文学艺术总是和自己的文化背景、身份认同、独特的常识

等相关联，须有相应的文化视野方可解释清楚其中的奥妙和复杂性，研究者对具体文学现象、

流行的文学思潮和重大文学事件等之研读、判断，还得有深刻的中国主体性意识，这就是人

文学术中的“文化研究”。如何使文化研究在外国文学界不是作为流行理论被套用，而是内

化成作为视野和方法的“文化转向”，具体运用于对英语文学、俄语文学、法语文学、德语

文学、日语文学、比较文学等具体个案的阅读、辨析、判断，这显然是外国文学研究进程中

艰难而又重要的变化，同时又是醒目的标示。本论文集就是显示这种转型的重要成果。 

 

2012年俄罗斯宏观经济形势及前景 

田春生，《欧亚发展研究》，2013年 3月 

2012 年是俄罗斯迈向复兴发展道路的重要一年。主要经济数据大体符合俄经济发展部

“适度乐观”预期，经济保持“中速增长”（GDP 年增速 4%左右）态势。支撑俄罗斯 2012

年及今后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将维持现有规模，消费需求和投资

需求将继续拉动经济增长，外贸出口将保持小幅增长。制约俄罗斯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

全球经济疲弱对俄经济增长前景的影响、发展资金受限、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仍不稳定、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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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适龄人数下降和“入世”后遇到的问题。预计在普京执政时期，俄经济将继续处在上升通

道，“中速增长”是基本表现。 

 

新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反对派 

郑润宇，《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3年第 3期，第 21-29页。 

从 2011年底至 2012年底，俄罗斯反对派持续不断的抗议运动，促使俄罗斯长期沉寂的

公民政治意识开始苏醒，推动着俄罗斯公民社会的进一步完善，构成了俄罗斯社会转型过程

中的重大社会政治事件。研究这一现象，一方面需从现实层面梳理反对派在这一年时间里三

个阶段的抗争，分析其实质性的社会功效，并关注其间的新要素，即俄罗斯中产阶级的政治

觉醒与社交互联网的政治功效；另一方面，则应从俄罗斯历史与文化的视角，比照分析俄罗

斯历来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反对派在推动国家发展过程中一脉相承的“分裂派”精神，寻找

当前反对派运动所包含的历史基因。通过这两个维度的分析，综合理解和评估这一年来的反

对派和反对派运动的复杂意义，我们便有可能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观察俄罗斯正在发生的政治

生态变化，并预测俄罗斯国家未来可能的发展走向。 

 

 

【研究报告/学术研讨会成果推介】 

 

第十四届全国俄罗斯哲学研讨会在中心召开 

 

第十四届全国俄罗斯哲学研

讨会于 2013 年 4 月 19 日至 4 月

21 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此次

会议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华东

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共同主

办。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

黑龙江大学、苏州大学、华东师范

大学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学

者共 40 余人参加会议，提交会议

论文 20 余篇。 

本次会议围绕俄罗斯哲学、俄罗斯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俄罗斯哲学与社会现实、俄罗斯

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等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众多富有启发性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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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上午 11 点，会议闭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马寅卯主持，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安启念、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百春、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做总结发

言。上述专家学者充分肯定了中国学界在俄罗斯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世界级水平，同时也指出

了中国学者在俄罗斯哲学研究中更应回应现实问题。 

 

俄罗斯著名学者卡拉加诺夫教授做客大夏讲坛 

 

  应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

任冯绍雷教授邀请，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

世界经济系主任、俄罗斯外交与国防委员

会名誉主席卡拉加诺夫教授，于2013年4

月22日访问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

心并做客大夏讲坛，为全校师生带来了题

为“变化的世界和地缘政治的回归”的精彩

演讲。 
讲座开始之前，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

记童世骏、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

长冯绍雷、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总支书记兼副院长贝文力会见了卡拉加诺夫教授及其

夫人。华东师范大学与高等经济大学有着长期的紧密合作，以俄罗斯研究中心为平台，两校

已经联合举办三届莫斯科暑期学校。此次卡拉加诺夫教授来访时值两校相互开设工作室。此

次会谈中双方谈到了在已有合作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两校间开展国际合作，共同开设国

际研究课程、互派学生到对方学校短期进修。 

在讲座中卡拉加诺夫提到了当前世界变化的十个趋势，分别为变化加快为标志的时间压

缩、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复兴、第二次解冻、地区冲突加剧、政治激进主义出现、原材料紧缺、

西方民主模式回归、政治体制趋同。二十世纪对于俄罗斯来说是苦难的世纪，任何一个国家

都没有俄罗斯经历的那么多。俄罗斯在变化世界中目前正处于迷茫阶段，并不能明确国家的

发展方向，同时俄罗斯国内也缺乏进行改革所必需的动力。 

卡拉加诺夫教授是目前俄国内对外政策与战略、包括普京总统在外交方面的最重要顾问

之一；他创立了瓦尔代国际论坛，该论坛是俄最高级别的国际关系论坛，每年由普京总统、

以及一批俄高层官员与高层次专家学者参加的一项引人注目的创新机制。 

来自复旦大学、上海外语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社科院的教师及研究生

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哲学系、历史系、资环学院等单

位的师生参加了演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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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中心与俄新社成功联合举办“全球化时代的身份认同与俄罗斯”研讨会 

 

2013 年 6 月 1 日，主题为“全球化

时代的身份认同：中国、俄罗斯与跨国

经验”的研讨会在华东师大国际关系与

地区发展研究院召开。会议主办方分别

是华东师大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俄罗斯研究中心和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

论俱乐部。与会专家来自外交学院、上

海社科院、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俄罗斯高等经济大

学、俄罗斯新闻社和瓦尔代基金会。 

主办方中的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

俱乐部希望通过研讨会了解学习中国学界对于身份认同问题的研究成果，并且作为今年 9

月瓦尔代论坛十周年大会前的一次“头脑风暴”活动， 为瓦尔代论坛提供背景报告。作为

主办方的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则希望借助会议聚合国内外学界相关领

域的跨学科研究力量，开启关于身份认同问题与区域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新领域。 

会议讨论中形成两大共识。首先，中俄两国都面临内部多种意识形态和理念体系并存的

现状，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共识和统一的文化空间尚不存在，而且寻求共识的努力在全球化和

对外开放带来的均质化挑战面前可能更加困难。其次，身份认同作为概念和一整套叙事具有

相当强的“建构”特征。  

 

 

外交部副部长程国平来我校调研 

 

6 月 9 日，外交部副部长程国平来

到我校中山北路校区，就周边合作与发

展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工作进行调研。校

领导童世骏、陈群、任友群、朱自强和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复旦

大学教授任晓等出席调研座谈会。 

2012 年，我校按照教育部“2011计

划”的要求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合作创

建了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2013 年 1 月，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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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该中心。周边中心属文化传承类协同创新体。它将联合国内外知名智库，在外交部、中联

部等有关政府部门的指导下，对与中国周边和平发展相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战略

性、前瞻性研究，提升高等院校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的周边研究创新能力，为国家的

长远发展、核心利益和整体安全服务。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冯绍雷

教授任该中心主任。 

陈群从发展理念和目标、师资队伍和人才建设、学科建设与国际化发展等方面，汇报了

我校的整体情况，简要介绍了周边中心的建设情况。周边中心主任冯绍雷从机构定位、基本

理念、成果展示等方面，详细汇报了周边中心的建设工作。童世骏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华东

师大能够为国家的外交事业发展提供有效的学术支持，也希望周边中心能够成为中国的高校

智库，为国家的发展战略做出贡献。 

程国平在讲话中指出，周边中心整合优质资源，紧扣时代脉搏，是一个新型的发展思路，

既服务于社会发展和上海地方建设，也结合国家需求，为外交事业和领导决策提供参考。他

希望中心能够抓好选题、选好载体、服务国家战略，为有中国特色的外交事业发挥智库作用。 

座谈结束后，程国平副部长针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外交工作，为复旦大学、上海

国际问题研究院和我校师生作了专题报告。 

 

 “俄国通史”研究生暑期学校 

 

2013 年 6 月 22 日，由国际关系和地区发展研究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主办的“俄国通史”

研究生暑期学校在我校中北校区理科大楼 A510 会议室隆重开幕。副校长范军教授，国际关

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冯绍雷教授，弗吉尼亚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阿伦·林奇教授，

以及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苏州科技学院等高校的暑期学校主

讲教授和来自全国 16 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暑期学校学员共同参加了开幕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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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仪式由冯绍雷教授主持，范军副校长对于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师和同学们表示欢迎，

并结合自己多年的治学经历，对于如何更好地拓展俄罗斯研究提出深刻的见解，也对青年研

究生们寄予殷切的期望。随后，弗吉尼亚大学阿伦·林奇教授代表国关院海外合作伙伴对本

次暑期班表示祝贺，并向参加暑期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赠送了他在华东师范大学担任访问学

者时完成的著作。开幕仪式结束后，来自陕西师范大学的曹维安教授讲授了本次暑期学校的

第一次课程，为同学们介绍了俄国历史的起源和等级君主制等方面的内容，引发了同学们的

深入思考。 

暑期学校是根据教育部《关于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加强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进

一步提高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精神，上海市学位办面向全市高校研究生培养单位推出的一

项重要的教育创新实践环节，它旨在通过邀请国内外一流的专家学者为研究生开设最新的前

沿学术讲座，扩大研究生学术视野，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同时促进跨学科、跨领域以及全

市高校研究生培养单位的交流与合作。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考虑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

院及俄罗斯研究中心在俄罗斯问题研究领域的优势，尤其是依托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俄国通

史”所进行的研究，特委托国关院及俄中心承办此次暑期学校，显示了对于国关院及俄中心

的充分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