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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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第三季度) 

 

【基地建设综览】 

 

承前启后，稳步前进 

——俄罗斯研究中心 2015 年第三季度工作综述 

 

2015 年第三季度，在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指引下，在积极推进学术研究、积累智

识积淀、加强智力服务的理念指导下，中心成员在已有基础上，勤勉奋进继续前行，累结丰

硕智力成果；在保持常规学术交流活动基础上，积极拓展国际学术交流的广度与深度，努力

搭建国际交流平台，为培育优秀青年人才夯实基础。 

 

稳扎稳打，成果丰硕 

中心成员勤奋钻研，在本季度累结了丰硕的智力成果，产出了一批高质量的成果和学术

论文，一项教育部重点人文社科项目结项，中心成员承担的各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也获

高度评价。 

由我中心刘军教授主持开展的教育部重点人文社科项目“未来十年俄欧关系的发展与中

国的欧亚地区战略研究”（项目编号：11JJDGJW008）顺利结项。“中国的国家定位及欧

亚战略”一文作为该项目的中期成果，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5 年第 4 期。 

2015 年 9 月 4 日，教育部社科司公布了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由我中

心研究员陈建华老师主编的《俄罗斯人文思想与中国》一书获得了著作类三等奖。该书系俄

罗斯研究中心基地重大项目“20 世纪俄罗斯人文思想与当代中俄文化关系”（项目编号：

05JJDGJW003）结项成果。 

 

学术交流，巩固推进 

本季度我中心成员继续保持积极态势，参与国内国际学术活动，不断巩固推进中心与学

术界的广泛、深入交流。 

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参加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办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中亚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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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华爱国工程高级论坛组委会组织的“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暨国家安全论坛”、百

年中国史第五次会议以及首届全国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会议等；中心副主任杨成副教授

先后参加了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国家领袖基金会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马歇尔安全研究

欧洲中心联合举办的“哈萨克斯坦与世界秩序”论坛、陕西师范大学第一届中吉圆桌会谈，

以及在莫斯科举行的“全球化及欧亚一体化背景下的中俄战略互信”国际会议等；王海燕副

研究员赴蒙古国参加了“中俄蒙智库合作联盟成立暨首届中俄蒙三方智库合作论坛”。8月

2 日至 9 日，我中心冯绍雷教授、杨成副教授、王海燕副研究员、肖辉忠博士共同出席了第

九届国际斯拉夫欧亚研究学会世界大会。中心青年学者张昕博士赴格鲁吉亚参加了由德国汉

堡大学和平研究与安全政策研究所和格鲁吉亚伊利亚国立大学主办的国际工作坊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in the Caucasus and Central Asia- Introduction to the Practice Turn and 

Political Ethnography”。中心研究员林精华教授应邀在剑桥大学进行了访学；陈建华教授参

加了在内蒙古赤峰学院和内蒙古民族大学举行的“中国外语专家草原学术高峰论坛”，以及

在长春举行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暨2015年学术

年会”。 

 

国际交流，搭建平台 

本季度，中心举办了一系列针对学生与青年学者的国际交流活动，为培育优秀青年人

才搭建平台，成绩显著。 

中心承办了以“纪念伟大胜利、促进和平发展、增强了解融合”为主题的第六届“上

合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大学生暑期学校”；与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研究大学世界经济与国际事

务学院联合主办了以“Eurasia 2020: New Scope of Cooperation”为主题的第五届中俄暑期

学校；联合法国人文之家、中国法国史研究会、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和瑞士弗里堡大学共同举

办以“和平的思考与构建”为主题的第十二届中法历史文化研讨班。一系列内容丰富的活动

很好地将“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为广大学生与青年学者搭建了多元化交流平台，

提供了更多参与国际对话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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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建设亮点】 
 

第五届中俄暑期学校顺利举行 

 

2015年7月2日至8日，由我院与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世界经济与国际事务学院联合举办

的以“Eurasia 2020: New Scope of Cooperation”为主题的第五届中俄暑期学校顺利举行。来

自我院的15名硕博研究生以及来自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莫斯科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

学的同学参加了此届暑期学校。 

7月3日，第五届中俄暑期学校正式拉开序

幕。以冯绍雷教授为代表的中方授课教授团、以

卡拉刚诺夫教授为代表的俄方授课教授团围绕

着Eurasia和One Silk One Road这一主题，从不同

的领域和角度为学员们带来了一场场思维风暴。

在暑期学校期间，高密度、高水平的讲座、讨论、

兵器推演谈判接连不断，双方学员认真聆听、快

速书写、踊跃提问。 

    期间，举办了中国文化之夜和俄罗斯文化之夜。中俄双方学员通过各种形式为彼此演绎

了悠久传奇的历史和文化。文化之夜不仅加深了学员们对中俄文化的理解，同时也于互动中

增进了友谊。 

7月8日，当收获了知识与友谊的学员们从教授手中接过结业证书时，既兴奋又不舍。学

员们表示“参加此次暑期学校将是终身难忘的一次经历，我们不仅享受了艺术的熏陶，收获

了知识、友谊，更多的是近距离地感受了俄罗斯的思想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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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学术活动】 
 第六届“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大学生暑期学校”

成功举办 

 

7 月 20 日，由上海市教委主办、我校国际教育中心和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上海

合作组织研究院承办的“2015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大学生暑期学校”在华东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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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大学中北校区举行。副校长梅兵、上海市外办欧非处副处长余强、校国际交流处副处长黄

志华、校国际教育中心副主任王钢、国关院-上合研究院院长冯绍雷、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

作与人文交流促进中心秘书长潘大渭以及来自我校国关院、俄语系、数学系等单位的师生代

表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观察员国白俄罗斯驻沪总领馆的外交官也应

邀出席。   

开幕式上，梅兵副校长在致辞中强调，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也是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不久前上合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 15 次会议成功举行，在此背

景下，举办以“纪念伟大胜利、促进和平发展、增强了解融合”为主题的“上合成员国和观

察员国大学生暑期学校”活动，具有特别的意义。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驻沪总领事佐·克拉巴

叶夫在讲话中指出，近几年上合组织成员国关系发展突飞猛进，在科技、文化、教育、旅游、

人文领域的合作尤为显著，暑期学校活动有利于各国年轻学生互相交流和理解、夯实友谊。

俄罗斯驻沪领事丹·鲍里索夫对暑期学校启动表示衷心祝贺，感谢华东师大为深化和加强上

合组织框架内的人文交流做出的重大贡献，并表示相信，暑期学校的学员将拥有难得的机会, 

不仅可以接触到中国的语言、文化、历史和现代生活，还可以深入了解彼此的兴趣和观点，

深刻体验合作的精神，深刻体验包容、平等和尊重观点与民族发展多样性的精神。白俄罗斯

驻沪领事安·特瑞布什说，在不久前的上合组织乌法峰会上，白俄罗斯成为了观察员国。他

诚挚地祝福参加本次活动的大学生在游学活动中顺利、快乐，希望他们能够汲取新的知识、

建立友谊、互帮互助。冯绍雷教授表示，上合暑期学校是将上合宗旨付诸实践、推进上合建

设与发展的一个具体和务实的项目，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加强上合成员国、观察

员国青年朋友间的了解与沟通，加强对相关问题的深入讨论和研究尤为重要。上合问题专家、

哈萨克斯坦总统基金会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阿·阿姆列巴耶夫，学员家长代表、俄

罗斯对外经济银行理事伊·丘马科夫斯基，2012 年第三届暑期学校学员、现在我校攻读硕

士学位的克里斯蒂娜·舍甫琴科等也发表了讲话。 

今年的上合暑期学校为期四周，活动内容包括专题讲座、汉语学习、文化考察、圆桌会

议、创意大赛和民俗体验等。参加上合暑期学校的同学们首先参加了精彩的专题讲座，较为

深入系统地学习了文化知识。在接下来的活动中，双方学员交流各自的传统文化，俄方学员

在中国学员的指导下学习书写中国传统毛笔字，学画中国水墨画。暑期学校还为学员们精心

安排了民俗体验环节，在此环节中，俄方学员同中国学员一起体验中国传统的民俗。中国的

传统茶艺表演令学员们印象深刻，而包饺子、捏糖人则是令学员们在欢声笑语中更为亲切地

体验了中国民俗文华中所蕴含的深厚魅力和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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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中法历史文化研讨班举行 

8 月 31 日至 9 月 5 日，我校联合法国人文之家、中国法国史研究会、法国巴黎第一大

学和瑞士弗里堡大学共同举办了以“和平的思考与构建”为主题的第十二届中法历史文化

研讨班。这一年一度的盛会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法国史研究青年学者和学生的积极参与。 

     

8 月 31 日晚，第十二届中法历史文化研讨班举行开幕式。开幕式上，副校长汪荣明首

先代表我校对中外学者的到来表示欢迎。他在致辞中指出，中法历史文化研讨班走过 12 年

的一个轮回，经历了“长时段”的考验，在 2015 年这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的时

间点上去思考“和平”问题至关重要，这突显了对人类命运的共同关注。他表示，华东师范

大学自建校以来致力于培养有社会担当的人才，必将坚定不移地对中法历史文化研讨班此类

高水准的国际会议给予坚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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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致辞中表示，基于

多种文化背景，多领域、多时段、多学科地研究和平议题，对和平的思考与建构非常重要。

和平不仅是力量的平衡、内外制度的构建，和

平更是一种原则、品质、素养，甚至是一种灵

魂。在战争已然远去的今天，回顾战争，思考

和平，其意义更加弥足珍贵。他认为改革开放

取得一定成绩的中国更需要和平，并呼吁中欧

青年一道致力于维护世界的和平。 

法国总领事 Axel Cruau 先生、瑞士副总

领事 Anna Mattei 女士、中国法国史研究会沈

坚会长、巴黎一大戴和特教授和弗里堡大学奥

塞尔教授等先后在仪式上致辞。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和瑞士联邦建交65周年。中法历史文化研讨班精心安排了主题为“庆祝中瑞建交65周年：

文化外交的作用”的“瑞士日”活动。瑞士驻华大使戴尚贤先生、瑞士弗里堡大学多位教授

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的学者共同出席并作精彩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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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重大项目】  
“未来十年俄欧关系的发展与中国的欧亚地区战略研究” 

项目顺利结项 

 
由我中心刘军教授主持开展的教育部重点人文社科项目“未来十年俄欧关系的发展与

中国的欧亚地区战略研究”（项目编号：11JJDGJW008）顺利结项。“中国的国家定位及

欧亚战略”一文作为该项目的一项成果，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5 年第 4 期。 

    本课题鲜明地在国内学术界提出“中国欧亚地区战略”这一核心概念并论证其必要性

与可行性。从必要性来看，战略的概念在中国长期缺失，战略的缺失必然带来战略目标的模

糊，新兴大国在崛起过程中一定需要清晰的战略目标，这样才能在外部战略环境格局变化与

内部战略需求之间达到相互平衡。此外，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俄罗斯的复兴及欧盟全球角

色认同的提升，欧亚大陆的战略竞争将愈加激烈，与此同时，中国国家战略利益尤其是重要

战略能源与资源供应都集中在欧亚大陆地区，迫切需要制定中国的欧亚地区战略。 

 

“20 世纪俄罗斯人文思想与当代中俄文化关系”结项成果 

获得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著作类三等奖 

2015 年 9 月 4 日，教育部社科司公布了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由我中

心研究员陈建华教授主编的《俄罗斯人文思想与中国》一书获得了著作类三等奖。该书系

俄罗斯研究中心基地重大项目“20 世纪俄罗斯人文思想与当代中俄文化关系”（项目编号：

05JJDGJW003）结项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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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人文思想与中国》对俄罗斯人文思想与当代中国文化的

关系作了深度考察。上编四章尝试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把握俄罗斯人文

思想的精髓，着重阐明了别尔嘉耶夫、巴赫金、艾亨鲍姆和洛特曼等

俄国思想家的学术价值，以及其对中国当代学界的巨大影响。下编依

托丰富的史料，对若千重要期刊、著名翻译家和重要专题进行了深入

探讨，展现了丰富复杂的历史层面，以及作者的清醒思考。 

 

 

 

 

 

 

【最新成果推介】 

 

 “乌法会议：一个标志性时刻” 

冯绍雷，《解放日报》，2015 年 7 月 11 日 

【内容摘要】从一个长时段来看，乌法会议可以说是地区合作长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时刻。

对于乌法会议，可能不能仅仅从欧亚地区本身来加以理解。因为，无论是金砖国家、还是上

海合作组织，其核心成员国首先都是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因此，他们的发展之路，不可能不

与全球形势变化紧密关联。至少有两大全球性的政治经济趋势与金砖和上合组织在乌法举行

的会议是直接有关的。 

 

Implications of the Ufa BRICS and SCO Summits  

FENG Shaolei, Valdai Discussion Club, 2015 Jul. 20th 

【Abstract】In the long run, the Ufa summits could be considered a landmark moment in the long 

process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For the Ufa summits, they can’t likely be understo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ly the Eurasian region because, be it the BRICS countries or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their core members are, above all, representatives of emerging 

economies. As a result, their future development won’t be possible without close ties to the 

changing global situation. Incidentally, there are at least two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rends 

directly associated with BRICS and the 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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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the Purpose of Closer Ties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FENG Shaolei, Valdai Discussion Club, 2015 Sep. 24th 

【Abstract】In a recent address, Russian Foreign Minister Sergey Lavrov reiterated that the 

current state of Russian-Chinese relations is “the best in history” . Cheng Guoping, Chinese Vice 

Foreign Minister for Eurasian Affairs, announced at a news conference on August 27 that 

President Putin will be formally fet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during his visit to China in early 

September. Cheng specifically referred to the “personal friendship” between Putin and Xi, the two 

heads of state. Sino-Russian cooperation, including re-convergence among emerging countries, 

does not mean revolutionary changes to destroy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order. However, it 

appears that they are still capable, together with other players on the world stage, of making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order fairer, more reasonable, more diverse and more balanced. At the same 

time, both countries can also achieve their own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during such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This may b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loser Sino-Russian ties today. 

 

 

 “中国的国家定位及欧亚战略” 

刘军，《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5 年第 4 期 

【内容摘要】随着中国的成长与力量的不断上升,中国终究要发展成为一个全球大国。然而,

当下中国只能定位于一个欧亚地区大国而非全球大国。作为一个欧亚大国,必须要有清晰的

欧亚战略。中国的欧亚战略一要考虑发展,二要考虑安全。从发展层面上看, “一带一路”

是中国欧亚战略的核心;从安全层面上看,立足欧亚大陆,全面建设与俄罗斯及欧盟的战略伙

伴关系,避免与美国的战略碰撞是中国欧亚战略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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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欧亚战略应对大国关系新变化” 

刘军，《国家治理周刊》，2015 年 7 月 

【内容摘要】中国外交战略应理性对待俄美在亚太地区的分歧乌克兰危机后，大国关系再度

进入一个分化、调整与转型的时期。主要表现为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倒退,中俄关系的上升，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面临挑战。虽然不排除在一个特定的时段俄罗斯与西方，尤其是与美国关

系会重回常态，但是从目前来看,还缺乏促使关系根本性转变的突破口。这一背景下，或许

有人认为中俄联手对抗西方的局面已初步形成。 

 

China and Russia: An Economic Component  

YANG Cheng, Valdai Discussion Club, 2015 Sep. 21st 

【Abstract】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Ukrainian crisis, setting and implementing each 

Chinese-Russian cooperation agenda has been scrutinized under a microscope in the outside world. 

Putin’s recent visit to Beijing is no exception. Despite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Russian presidents, as evidenced by their eye contact and smiles in Tiananmen 

Squar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has 

once again aroused controversy. The Western media have noted that the Power of Siberia project 

won’t begin before the end of 2018, while the Altai pipeline project has been temporarily 

suspended, which was interpreted as growing uncertainty in Chinese-Russian relations. In sharp 

contrast, the second stage of Chinese-Russian joint naval exercises before Putin's visit has been 

seen as evidence of the de facto allianc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Putting military issues aside 

for a while, in terms of economics, many popular opinions on the state of Chinese-Russian 

economic cooperation are based on misunderstandings. 

 

Sino-Russian Partnership Distorted by West 

YANG Cheng, Global Times, 2015 Aug. 25th 

【Abstract】China and Russia started the Joint Sea 2015 II exercise on Thursday and it will run 

until Friday in the waters of the Peter the Great Gulf, off the Clerk Cape and the Sea of Japan. 

This is another major form of military cooperation after the two countries conducted joint na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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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rcises in the Mediterranean during May 11-21 that has attracted worldwide attention. 

 

       “陌生的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史和神学” 

林精华，《黑龙江社会科学》，2015 年第 4 期 

【内容摘要】在目前的国际关系格局中，俄国之于中国似乎是最为亲切的。而这种亲切感，

远不只是地域政治的利益驱动，还得到中国所构建的世界知识体系所支撑，如中国人普遍认

为俄罗斯文学艺术是特别伟大的。论及俄罗斯文艺，其实和俄罗斯作为国家一样，为东正教

所浸染。但俄罗斯东正教在基督教世界中极为独特，用基督教一般性知识不能替代俄罗斯东

正教历史和神学。而缺乏这种专门知识，正如无法理解俄国和欧洲之复杂关系、俄罗斯人何

以痴迷于共产主义那样，也不能理解俄国文学艺术和知识分子特征。因对俄罗斯东正教知识

欠缺，造成对俄国的认知，和俄国人对中国的判断相去甚远，意外与俄国人因其在知识体系

上把关于中国的学问纳入专门的“汉学”相呼应，导致看似互动的中俄实乃熟悉有限的邻居。 

 

 

 “中印‘国家－资本’比较分析： 

以国家石油公司海外投资为例” 

张昕，《社会科学》，2015 年第 9 期 

【内容摘要】本文提出一个国内“国家－资本”关系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框架来解释中国和

印度两国国家石油公司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不同表现。和印度相比，更注重国家财富积累的

国家行为和国内监管体系上的竞争性管制导致了中国国家石油公司之间更强的竞争性和更

主动的海外投资动力，而经济外交与企业商业战略的结合也使中国国家石油公司的海外投资

比印度同行更迅速、地域覆盖更广泛、呈现更多风险偏好的特性。  

 

 

 “新兴经济赶超、国家资本主义与世界秩序” 

张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年, 47 卷第 4 期 

【内容摘要】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一组新兴经济体内部“国家－社会－市

场”复合体发生的性质变化直接影响到这些国家对于国际治理的系统偏好。新兴经济体的最

重要共性是国家在经济活动中占据重要作用，但这一轮的“国家资本主义”既不是简单重复

历史上已有的国家资本主义实践，也没有单纯寻求融入自己成长的新自由主义大环境：冷战

后的国家资本主义呈现出“融入式挑战”的双重性。国家在这些新兴经济体中掌握了新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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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和手段来协调自己和资本的关系，从而使得新的国家发展模式、后发展赶超形态成为可能。

新兴经济内部的“国家－社会－市场”复合体的性质在微观层面（包括公司治理、企业融资、

技术创新等）呈现出与现行自由资本主义体系不同的特征；从而在宏观上，新型经济的内在

性质将反映在他们对世界秩序的需求上，不断推动一组与自由资本主义秩序有差别、但并不

直接竞争的“平行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