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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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四季度） 

 

【基地建设综览】 
 

奋勉不止，再创佳绩 

——俄罗斯研究中心 2015 年第四季度工作综述 

 

2015 年第四季度，俄罗斯研究中心紧紧围绕服务国家急需、突出研究特色、注重成果

质量、引领学科发展的总体布局要求，积极发挥本机构在俄罗斯与原苏联国家转型、苏联史、

当代俄罗斯政治与外交、大国关系、俄苏文学、欧亚地区与国别研究等国际关系领域的特色

优势，进一步强化问题导向、应用导向，努力推出原创性、前瞻性、针对性的高质量研究成

果，致力于提升本中心在理论与政策研究方面的创新能力。本季度，我中心全体研究人员再

接再厉，不断进取，在科研一线继续深耕细作，取得丰硕成果。 

 

深耕细作，成果丰硕 

第四季度，俄罗斯研究中心科研成果继续保持稳中有升的积极态势，在重大项目研究、

专著出版、学术论文发表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并获得国内外学界同行的认可与肯定。具体

而言，我中心多位研究员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取得新进展，专

著《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2014）》正式出版，多篇学术论文发表在 SSCI、CSSCI 等国内

外核心期刊，基地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科研奖励等。 

2015 年 12 月，中心研究员郭力教授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俄罗斯东部地区的发展与中俄合作新空间”（项目编号：11JJDGJW004）顺利结项，项目

最终成果将以专著《俄罗斯东部地区的发展与中俄合作新空间》的形式呈现。 

2015 年 10 月，中心研究员潘兴明教授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

目“俄罗斯与新兴市场国家关系研究”（项目批准号：11JJDGJW009）的阶段性成果《三种

维度下的金砖国家关系考察》在核心期刊《俄罗斯研究》2015 年第 5 期正式发表。 

2015 年 12 月，中心副主任杨成副教授主编的专著《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2014）》，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本书是 2011 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项目（培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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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项目编号：11JBGP031）和杨成副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上海合作组织的中长期前景研究”（项目编号：11JJDGW011）的

阶段性成果。全书以跨欧亚大陆一体化与上海合作组织中长期前景作为主题，从历史、现实、

前景三大视角对跨欧亚一体化新态势、上合组织新进程及其中长期前景进行了深入、全面的

学理性探讨和研究。 

2015 年 10 月，由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领衔的科研团队在德国东欧研究协会主办的知名

SSCI 期刊《Osteuropa》（《东欧》）发表三篇学术论文。三位中心成员分别就中国的欧洲、苏

联、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国际政治经济等相关问题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进一步提

升我中心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影响力。这三篇学术论文是：冯绍雷：“Bambus im Wind 35 Jahre 

Osteuropaforschung in China‖,《Osteuropa》, 5-6/2015, S. 169–174；杨成：“Strukturkrise und 

Neuanfang Russlandforschung in China‖,《Osteuropa》, 5-6/2015, S. 149–168；张昕：“Nach dem 

Neoliberalismus Staatskapitalismus in China und Russland‖, 《Osteuropa》, 5-6/2015, S. 21–32。 

在 CSSCI 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方面，我中心也取得了较好成绩。冯绍雷教授在《欧洲研

究》2015 年第 4 期发表《欧盟与俄罗斯：缘何从合作走向对立？——论围绕乌克兰"东-西"

取向的三边博弈》一文；潘兴明教授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5 期

发表《英美霸权转移的历史考察》一文；张昕博士在《国外社会科学》2015 年第 6 期发表

《大规模私有化的阴影：来自转型经济的证据》一文等。 

2015 年 12 月，教育部印发《关于颁发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

科学）的决定》，中心研究员陈建华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

世纪俄罗斯人文思想与当代中俄文化关系”（项目批准号：13AWW002）结项成果《俄罗斯

人文思想与中国》荣获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本次获奖充分体现出我中

心研究成果获得国家政府部门、国内学界同行和社会的高度认可与肯定。 

2015 年 11 月，中心青年研究员张昕博士提交的学术论文《新兴经济赶超、国家资本主

义与世界秩序》荣获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青年论坛教师组一等奖，再次彰显了本中心

在学界的科研水平。 

 

学术交流，稳步拓展 

本季度，俄罗斯研究中心成员再接再厉，继续积极主动地参加国内外举办的各类高层次

学术交流活动，进一步拓展与国内外学术界的深入交流，强化与国内外同行的友好学术联系，

大胆发出中国之声，有力地提升了我中心在国内外学界的良好声誉与影响力。 

2015 年 10-12 月，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多次受邀出席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韩国、

日本等国家举办的高层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发言，具体包括俄罗斯主办的“瓦尔代”国际辩

论俱乐部第 12 届年会、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基金会主办的首届阿斯塔纳俱乐部国际会议、

新加坡国立大学与俄罗斯高等经济研究院在韩国首尔市共同举办的“俄罗斯远东及西伯利亚

开发第二届政策论坛”、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欧亚研究中心主办的纪念该中心成立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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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大型国际研讨会等。此外，冯教授还应邀出席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形势研讨会、中

国上合组织研究中心年终形势研讨会、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海主场论坛、上海市国际关

系学会年会、中国大学智库论坛、第四次亚信国际圆桌会议、春秋研究院首届学术委员会会

议，以及由我院主办的第二届青年学术精英讲习班闭幕式和“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与南亚

的政治经济学”国际学术会议等学术交流活动。 

中心副主任刘军教授应邀出席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 2015 年学术年会和我院主办

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与南亚的政治经济学”的国际学术会议并发言。 

中心副主任杨成副教授也应邀出席首届阿斯塔纳俱乐部国际会议和在韩国首尔市举办

的“俄罗斯远东及西伯利亚开发第二届政策论坛”，参加了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举办的

中俄关系研讨会，以及在上海举办的“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中国周边关系”研讨会、“亚

洲安全：评估与展望”研讨会、第二次“复旦-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中俄关系对话”国际

学术研讨会等学术活动。 

中心潘兴明教授应邀出席“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与印度尼西亚哈比比中心在雅加达

共同主办的“亚洲在亚洲世纪的目标何在？”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英国史研究会 2015 年

学术讨论会并发言。 

中心陈建华教授应邀参加在苏州大学召开的文学史问题学术会议。 

中心副研究员王海燕也应邀出席首届阿斯塔纳俱乐部国际会议，还参加“中亚与中国新

疆社会治理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论坛—第四届中亚论坛、中国上海合

作组织研究中心年终形势研讨会、“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哈合作”国际研讨会、“中国‘海上

丝绸之路’与南亚的政治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 2015 年学术年

会等。 

中心青年学者张昕博士应邀参加一系列国际学术会议，包括“Contested Histories & the 

Politics of Memory - 3rd Foundation for Australian Studies in China (FASIC) Conference”、“201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Eurasia Initiative and Cooperation in East Sea Rim”、“The Third 

China-Japan Young Leaders Forum: the Co-responsibility for Regional Order in a Multipolar 

World”，以及“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研讨会、我院主办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与南亚的

政治经济学”等。 

中心研究员松里公孝教授应邀参加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Japan Consortium for Area 

Studies、Institute for the research of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等国际会议。 

 

国际合作，汇聚菁华 

本季度，俄罗斯研究中心继续拓展国际合作，与海内外知名高校、研究机构、智库保持

稳定合作关系，为青年人才搭建国际交流平台、提供丰富多彩的访学、学术交流机会，进一

步开拓他们的全球视野，提升学术研究能力。具体而言，我中心第二次举办国际青年人才培

训活动“中俄联合研究院青年学术精英讲习班”，继续邀请国外一流专家学者来访并做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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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与国外知名机构联合主办大型国际学术会议。 

2015 年 11 月 10－16 日，继 2014 年首届中俄青年学术精英讲习班成功举办之后，我中

心继续举办第二届中俄青年学术精英讲习班，集中学习与研讨当前欧亚大陆的政治经济发展

新进程。本次讲习班吸引了 36 名来自中国、俄罗斯、中亚、韩国、北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研究生和青年学者。中心同时邀请国内外国际关系领域资深专家学者为本次讲习班学员授

课，本次讲习班最终取得圆满成功。未来中心将继续为来自五湖四海的优秀青年才俊搭建一

个具有国际水准的交流平台。 

2015 年 10 月 15 日，应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成副教授的邀请，英国埃克塞特大学

国际关系助理教授约翰·汉德肖(John Heathershaw)访问我中心，并作了―Rebels without a 

cause? Authoritarian Conflict Management in Tajikistan, 2008-15‖；2015 年 12 月 19 日，应中心

主任冯绍雷教授的邀请，俄罗斯知名期刊《全球事务中的俄罗斯》主编、现任俄罗斯国防与

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学术委员会主任卢基扬诺夫教授(Fyodor 

Lukyanov)再次到访我中心，就中俄关系与国际形势举办精彩讲座。 

2015 年 10 月 14 日，我中心与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联合举办本年

度校庆学术报告会，中心成员积极参加并发言；2015 年 11 月 21 日至 22 日，由我中心与国

关院、周边中心以及黄氏跨国公司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与南亚的政

治经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汇聚了国内外一流学者，就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

南亚国家关系、地区合作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2015 年 11 月 30 日，俄罗斯研究中心举行 2015 年度第六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

地“跨学科主题沙龙”。本次沙龙主要研讨俄罗斯研究中心杨成副教授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上海合作组织的中长期前景研究”。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俄罗

斯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

心、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课程与教学研究所等六个教育部重点基地的 14 位专家学者

参与了本次主题沙龙。本次沙龙由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贝文力副教授主持，中心科研团队

成员肖辉忠博士、张昕博士参与本次学术沙龙。 

 

资政启民，服务社会 

本季度，秉承资政启民，服务社会的理念，俄罗斯研究中心多位成员受邀走进政府机关、

高校、科研机构和广大企业、社会团体，积极开展一系列精彩讲座活动，为广大群众展现不

一样的外部世界，接受再启蒙的思想洗礼。针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地区热点问题，

我中心成员以面对面访谈、电话和书面采访等各种形式在国内外大众媒体积极发出本机构的

声音，引导理性且富有内涵的舆论建设，切实履行大学的社会责任。 

在举办讲座方面，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应邀前往中国浦东干部管理学院，为俄罗斯部级

干部做报告；受邀为我校教管系及华东空管局的合作项目授课，内容为“中国的国际形势”；

受邀为我校留学生办公室的相关老师做主题为“一带一路与当前大国关系”的讲座；受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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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 2015 级艺术硕士生举办“琴、棋、书、画与大国政治的再启蒙”的讲座；受邀为市委

宣传部做题为“中国看世界—俄罗斯问题”的专题讲座。中心潘兴明教授受邀在上海图书馆

作了题为“中英关系‘黄金时代’的历史解读”的讲座。中心青年研究员阎德学博士受邀为

水利部太湖管理局处长培训班做了“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国学智慧”讲座；受邀为上海工商外

国语学校、东辉外国语学校对外汉语教师培训班做了“漫谈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讲座。 

在接受国内外媒体采访方面，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先后三次做客上海东方卫视“环球交

叉点”栏目，就当前国际与地区热点问题发表见解；中心副主任刘军教授接受中央电视台英

语频道 CCTV News 采访，就杭州举办 2016 年 G20 峰会发表评论；中心副主任杨成副教授

多次接受新华网、中新社、环球网、凤凰网、国际先驱导报等媒体采访；中心青年研究员张

昕博士多次接受“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俄罗斯卫星网等俄罗斯媒体的采访，还多次在东方

卫视“环球交叉点”栏目、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 CCTV News 上接受采访并作评论；中心郑

润宇博士多次接受俄罗斯卫星网的采访等。 

 

 

【基地建设亮点】 

 

第二届中俄联合研究院·青年学术精英讲习班成功举办 

 

2015年 11月 10－16 日，继 2014年首届中俄青年学术精英讲习班全面审视“欧亚空间”、

“欧亚主义”等概念的历史和文化内涵之后，俄罗斯研究中心与国关院举办第二届中俄青年

学术精英讲习班。本次讲习班进一步结合了当下国际与地区变化发展现实，重点学习和讨论

当前欧亚空间内外的政治经济发展进程与前景。我校副校长郭为禄教授代表学校致欢迎辞，

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陶米恒先生作题为―中俄关系最新进展‖的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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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讲习班以“未来世界体系中的欧亚”为主题，同时结合当下现实，探讨当前欧亚

地区一体化的现实进程和未来发展前景，吸引了来自中国、俄罗斯、乌克兰、匈牙利、波兰、

韩国、美国、印度、蒙古九个国家的 36 名研究生和青年学者报名参加。此外，主办方精心

还设计了四个环节的教学内容：专题讲座、主题发言、团队建设、中外学生学术对话。 

本次讲习班的专题讲座邀请了来自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苏黎世理工大学、韩国成均

馆大学、哈萨克斯坦欧亚大学、澳门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卡内基中心、华东

师范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多名资深专家讲学，主要就“中国、印度与亚洲一

体化”、“创建中央欧亚”、“地区主义、地区安全的政治学”、“韩国的欧亚战略与韩朝统一”、

“地区文化外交——上海高校与欧亚地区”等主题为学员们进行深入讲解。在此过程中，讲

习班学员还积极与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优秀研究生进行学术对话。中外学生就个人的

学术经历、研究兴趣、论文选题方向等进行学术对话和交流，涉及的主题包括―美国中亚外

交政策：思想与目标‖、―一路一带与中印关系‖、―中国的区域政策：以西部大开发战略为例‖、

―保守主义和俄罗斯地缘政治身份认同‖、―政治转型国家如何应对具有宗教背景的政治势力

——埃及与土耳其的比较‖等。 

据悉，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俄罗

斯研究中心于 2014 年设立了―中俄联合研究院‖，并成功举办首届中俄青年学术精英讲习班，

旨在进一步深化中俄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推动两国青年在人文社科领域高层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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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的交流与合作，为两国优秀青年人才搭建基础性研究平台，同时提升中俄青年在国际舞

台上的学术和文化影响力。 

 

 

中心三位研究员在国际 SSCI 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2015 年 10 月，由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领衔的科研团队在德国东欧研究协会主办的知名

SSCI 期刊《Osteuropa》（《东欧》）发表三篇学术论文。三位中心成员分别就中国的欧洲、苏

联、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国际政治经济等相关问题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进一步提

升我中心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影响力。这三篇学术论文是： 

 

冯绍雷：“Bambus im Wind 35 Jahre Osteuropaforschung in 

China‖,《Osteuropa》, 5-6/2015, S. 169–174； 

杨成：“Strukturkrise und Neuanfang Russlandforschung in 

China‖,《Osteuropa》, 5-6/2015, S. 149–168； 

张昕：“Nach dem Neoliberalismus Staatskapitalismus in China 

und Russland‖, 《Osteuropa》, 5-6/2015, S. 21–32。 

 

 

中心两位研究员受邀参加阿斯塔纳俱乐部首届年会 

2015 年 11 月 8-12 日，俄罗斯研

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副主任杨成

副教授应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基金会

的邀请出席阿斯塔纳俱乐部首届年会，

并就“欧亚：世界地缘政治的关键区

域”、“区域安全：冲突还是合作”以

及“欧亚地缘经济：冲突之地抑或机

会之域”等主题与与会专家进行深入

探讨和交流。本届年会之后，两位研

究员还出席了关于哈萨克斯坦议题的

特别会议，并受到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高层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据悉，阿斯塔纳俱

乐部会议是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授权首任总统基金会组织主办的中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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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最高端的国际学术会议，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欧盟、土耳其、伊朗等

国家的 50余位知名人士与会。 

 

‚海上丝绸之路‛与南亚政治经济学国际研讨会成功召开 

2015 年 11 月 21-22 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黄氏

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和周边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

“‘海上丝绸之路’与南亚的政治经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成功召开。 

 

本次研讨会开幕式由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军教授主持，华东师

范大学副校长郭为禄教授代表我校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加快“一带一路”建设，

有利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

界和平发展，是一项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也必将带动新型大国关系、

和谐周边关系进入新的阶段。中外学者们就“一带一路”话题展开跨学科的深入

研究和讨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在致

辞中指出，“一带一路”与现有的已高度体制化、拥有大量法律法规及以制度建

设为基础的地区经济合作制度框架如何对接，还有待探讨和研究。 

随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洁勉教授和中国前驻孟买总领

事刘友法大使发表了主旨演讲。杨洁勉教授重点指出，中国正处在新一轮国内发

展的关键时期，从国际上看，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是挑战看来大于机遇。中国与

南亚还要从结构重组及创新的角度来提升经济合作，双方经济合作一定要尽快产

生可见的、具体成果，同时努力避免信任赤字及零和博弈。刘友法大使表示，在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中印两国如何解决战略思维错位问题，如何实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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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相互对接，如何透过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如何促进基于规则的竞争，已成为

考验两国领导人和政府理论和战略智慧的重大课题。 

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上，来自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印度、新加坡及中国

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的 60 余位专家学者，从多角度、多学科的视角，对中国的

“一带一路”倡议、“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南亚地区合作、中国与南亚国家双

边关系、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对外投资及其对东道国的政治意义等问题展开了深

入、坦诚的探讨与交流。 

 

【重大学术活动】 

 

俄罗斯研究中心参与举办 2015 年校庆学术报告会 

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以及我校六十四周年校庆之际，俄

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积极参与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举办的 2015 年校庆学术报告会，

就当前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前沿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2015 年 10 月 14 日，国关院校庆学术报告会在理科大楼 A404 室举行。报告会由院长刘

军教授主持，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副主任贝文力副教授以及学院全体教师、硕士生、博士

生以及外国留学生受邀参与本次学术活动。 

报告会历时三个小时，来自俄罗斯中心与国关院的八位老师先后做了精彩的主题发言，

冯绍雷、余南平两位教授进行了精彩点评。贝文力老师首先在报告中指出，在世界反法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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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胜利 70 周年后的今天，我们将目光投向历史的目的是为了着眼于当下。冯绍雷教授对

老师们的发言逐个作了深入点评，尤其对贝文力老师的报告表达了高度赞赏，并就三种艺术

创作的表达形式，以及由此表现出的三大文明全球治理的智慧进行了拓展阐释。 

高晓川老师在发言中指出，自 2011 年起，中国同中东欧的合作越来越受到国际关注，

合作的定位和作用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中国同中东欧的合作是欧亚大陆两个转型经

济体之间的合作；第二，中东欧国家是中欧合作之间的重要端口，起到桥头堡的作用；第三，

中国同中东欧的经济合作有利于中欧经济的平衡发展；第四，同中东欧国家合作在提升中国

企业的国际合作层次中有重要作用；第五，中国与中东欧的合作有特殊的政治经济含义，有

利于加强我国同他国的战略经贸联系，并且对于改善中欧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姜睿老师结合她的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与在场师生共同探讨―基于

‗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整合创新机制‖。余南平教授在点评姜睿老师的发言时指出，―一带一

路‖建设首先要考虑经济状态，经济实力和产业链建设。搞一体化需要产业链作基础，没有

产业链的嫁接，不产生经济附加值将违背经济规律。关于 2015 年年 10 月 5 日达成的 TPP

协议，他指出，一方面是由于奥巴马政府的大力推动，另一方面是全球格局发生了二次转变。 

潘兴明教授在发言中指出，随着全球化和中国的发展，我国对周边国家形成的强大吸引

力，外国移民问题越发突出。阎德学老师指出，教育的目的是立德、立功、立言，师道是―化

民成俗‖。臧术美老师在报告中指出，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源于对现代性的批判，后现代国际

关系理论以打破僵化的体系为己任。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学者试图打破西方话语体系的霸权，

开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理论和话语体系，两者都有破除已有的、固化的思维方式的目

的。张红老师的发言指出，韩国智库近年来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其中东亚研究所号称―韩国

的布鲁金斯学会‖是唯一进入百强的韩国民间智库，在总统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本次学术报告会的互动讨论环节，师生们畅所欲言，将报告会气氛推向了高潮。此次

校庆学术报告会汇集了学院老师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

化等多个领域的前沿问题。以校庆报告会为起点，俄罗斯中心与国关院将继续开展更多专题

的师生学术交流活动。 

 

2015 年度第六场教育部基地‚跨学科主题沙龙‛顺利举行 

2015 年 11 月 30 日，俄罗斯研究中心在我校中山北路校区理科大楼 A204 会议室顺利举

行了本年度第六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跨学科主题沙龙”。本次沙龙主要研讨俄

罗斯研究中心杨成副教授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上海合作组织

的中长期前景研究”。来自我校俄罗斯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基础教育改革与

发展研究所、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课程与教学研究所等六

个教育部重点基地的 14 位专家学者参与了本次主题沙龙。本次沙龙由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

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党总支书记兼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贝文力副教授主持，中心研究成员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工作简报 2015 年第四季度 

11 Center for Russian Studies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肖辉忠博士、张昕博士参与本次学术沙龙。 

 

贝文力副教授首先对参与本次沙龙的专家学者表示感谢，并简单介绍了本次沙龙的主题

与项目的具体情况。接着，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成副教授就主持的课题完成情况向与会

专家学者做了详细汇报。他在发言中指出，就学术价值而言，本课题在学科理论方面提出了

一系列的概念和分析框架，比如“复合权力结构模式”、国际机制的“中段发展陷阱”、“制

度累积”、全球政治的“欧亚时刻”、“体制安全”等，同时在一系列国内外举办的大型学术

研讨会上进行了宣讲、发表，目前已经获得了国内外学界、同行的认可与肯定，包括“瓦尔

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在内的国际研究报告已采用了本项目的一些学术概念和分析。自本项目

启动以来，项目成员已经在国内外权威期刊、专著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阶段性成果多次

获得省部级科研奖励。项目最新阶段性成果——《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2014）》将于今

年 12 月出版，共计 30 余万字。该书以跨欧亚大陆一体化与上海合作组织中长期前景作为主

题，从历史与现实的视角对欧亚地区合作、上合组织发展进行了深入、全面探讨。 

就方法论而言，通常，科学研究往往遵循的是“试错”的逻辑，它以假设起步，然后用

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或者事实论据对假设进行检验，最后得出结论。方法是我们获取资料和进

行研究的技术和工具，掌握和正确使用研究方法可以增强研究成果的可靠性和说服力。杨成

指出，本课题批判性地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特别是在整合西方知名智库与俄罗斯科学院智

库的国际预测研究方法基础上，探讨了上合组织的中长期发展前景，丰富了地区组织的研究

方法。总体而言，本课题研究拓展了以往国际关系及区域研究更多关注大国成员及物质因素

的传统国际组织的研究范式，深化了对上合组织内部的复杂性及所在地区权力格局的复杂性

认知，对理解和把握该组织中长期前景提供了较为清晰的论析。 

就应用价值和社会影响而言，中国崛起已经成为国际体系转型和国际权力转移的核心要

素之一，如何建构更为合理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如何处理好与主要大国及我周边的关系已日

益迫切，上合组织在此意义上就是一块中国成长为成熟大国的试金石。本课题通过一项基于

新视角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一些具有实践价值的结论。这部分成果已经获得包括外交部、中联

部在内的实际部门的采纳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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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贝文力副教授进行了补充发言。他在肯定项目成果得到国内外机构、部门、同行

认可的同时，还谈及了与本项目密切相关的人文领域的合作成果，即俄罗斯研究中心迄今已

成功举办六届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大学生暑期学校”，并在国内外产生积极

反响。每年的上合组织成员国暑期活动以专题讲座、汉语学习、文化考察、圆桌会议、创意

大赛和民俗体验等多种形式开展，旨在促进各国青年学生互相交流、互相理解、夯实友谊基

础，在某种程度上将上合研究的各种成果都化为了具体人文合作实践。此外，本项目的实施

过程中还与俄罗斯高等经济研究院（研究型大学）建立了紧密的科研合作关系。每年双方联

合举办暑期学校的主要议题中都涉及上合与欧亚地区诸多重大热点问题。明年 9 月，俄罗斯

研究中心还将承办第七届东亚斯拉夫—欧亚国际学术研讨会，届时，包括上合组织等议题都

将获得更多的国际关注。 

张昕博士作为项目成员也进行了简短发言。他特别指出，针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在推进发

展议程方面动力不足的问题，扩大与深化合作路径的争论在成员国学术界和决策界正在兴起，

上合组织又到了一个关键的发展节点，需要对其中长期前景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做出有针对

性的安排。 

与会专家学者对本项研究都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不管是研究成果还是研究视角方面，

本课题都有许多值得关注的亮点。与此同时，与会专家们也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对进一步完善

本课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比如，有学者谈及上合组织的人文合作问题，提出借鉴中国古代

思想——以义促合的理念，从道、义、利的角度更多考虑其他上合成员国的需求，将上合组

织的文化建设作为未来研究的一个重点努力方向；也有学者看到目前上合组织运行效率较低，

扩员之后面临印巴矛盾问题，认为上合组织的未来顶层设计要重视这一负面因素；还有学者

指出本项目的政策性比较强，问题比较敏感，可在决策参考方面多做文章；最后，有学者谈

及了人文地理视域下的“一带一路”建设与上合组织发展的风险管控问题。针对学者们关心

的上述问题，杨成副教授一一做了回应。 

最后，贝文力副教授再次对参与主题沙龙的专家学者们表示衷心感谢，并进行了简单总

结，指出与会专家从不同角度对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的合作、组织发展前景问题进行了多维度

探讨，对本项目后续研究的开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期待再次与大家进行富有成效的学术交

流。至此，本次主题学术沙龙取得预期目标，顺利结束。 

 

 

塔吉克斯坦的权威冲突管理讲座成功举办 

2015 年 10 月 15 日，应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成副教授的邀请，英国埃克塞特大学

国际关系助理教授约翰·汉德肖（John Heathershaw）来访问我中心，并作题为―Rebels without 

a cause? Authoritarian Conflict Management in Tajikistan, 2008-15‖的学术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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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德肖博士作为中亚问题专家，通过对中亚事务多年的研究，发现相较于其他地区，后

苏联空间的武装冲突相对较少。他以塔吉克斯坦为例，认为自 1994-1995 年的塔吉克斯坦内

战以来，该国至今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国际、国内战争，而仅有一些小型武装冲突。基于以上

研究，汉德肖博士提出问题―为什么后苏联空间仅仅发生有限武装冲突，却没有大规模的武

装冲突甚至战争？‖在讲座中，他首先通过数据从次国家、国家和国际三个层面实证分析了

这一问题，并提出权威冲突管理（Authoritarian Conflict Management (ACM)）的框架，对

2008-2015 年间塔吉克斯坦的冲突——反叛进行了模型分析。 

汉德肖博士认为，权威冲突管理是对主流观念的挑战。首先，它不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

国家建构，而是一种多层次的国家形成的过程；其次，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使用权威的手段

对租金、领土空间和话语权进行建构。 

在具体谈到塔吉克斯坦权威冲突管理时，汉德肖博士着重认为，塔吉克斯坦的国家建构

是来自自下而上的武装重整，而非各种形式的国际援助，而这种武装重整依靠于一种单一的

保护模式，效率低下是其特征，因此，政权的脆弱导致武装冲突滋生，但同时权威冲突管理

也应运而生，作为一种功能性模型，其与塔吉克斯坦的国家形成相辅相成。 

讲座结束后，杨成副教授和现场学生就身份认同以及中国学生对中亚国家的看法等问题

和汉德肖博士进行了对话。讲座在掌声中圆满结束。 

  

中外学者共议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与南亚合作 

2015 年 11 月 21-22 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黄氏跨国公司研

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及周边中心联合举办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与南亚

的政治经济学‖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来自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印度、新加坡及中国部

分高校和研究机构的 40 余位专家学者参与研讨，就―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对于地区一体化、

双边关系、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对外投资及其对东道国的政治意义进行了多角度、多学科、

跨国界的深入探讨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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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由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军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郭为禄教授致

开幕辞。他谈到，从中国腹地到欧洲自公元二世纪开始就已形成了一条商业贸易通道，这就

是连接亚、非、欧三洲著名的―丝绸之路‖，它是商业与文化交流之路，是文明融合互鉴之路，

是历史沟通与传播的友谊之路。他指出，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

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是一项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的伟大事业，也必将带动新型大国关系、和谐周边关系进入新的阶段。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黄氏跨国公司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白永辉等专

家学者出席开幕式并发言。冯绍雷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当前国际社会正面临重大转型，从国

际政治经济基本原理出发来看，国际经济合作一定要以国际政治合作为基础，特别是大国间

的政治合作。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应以怎样的节奏和方式推进―一带一路‖的发展。迄今为

止，经济合作项目仍然是―一带一路‖主要的推进方式，这与现有的已高度体制化、拥有大量

法律法规及以制度建设为基础的地区经济合作制度框架如何对接，还有待探讨和研究。白永

辉教授则详细介绍了会议各个专题的研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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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前院长杨洁勉教授作了―让‗海上丝绸之路‘成为推动中

国和南亚合作互动的新力量‖主旨发言。他指出，中国正处在新一轮国内发展的关键时期。

从国际上看，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是挑战大于机遇。中国与南亚还要从结构重组及创新的角

度来提升经济合作，努力避免信任赤字及零和博弈。―海上丝绸之路‖为中国与南亚的经济合

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为双方政治与安全合作也提供了便利，中国与南亚要利用―海上丝绸

之路‖倡议作为双方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他认为，中国应该更进一步推进国内的改革

开放，应该把中国的发展放在更广阔的世界和平发展与共赢的大背景下来考察。 

前驻孟买总领事刘友法在其题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中印关系‖的主旨演讲中表示，

―一带一路‖建设应将中印两国文化再创辉煌作为利益汇合点，加快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文

化合作政治共识，尽快商签两国合作研究协定，以佛教缘为纽带，考虑将涉印高铁和高速公

路项目与印度重要历史文化古迹串联起来，着力推进两国文化资源对接，夯实推进―海上丝

绸之路‖建设所需的人文和情感基础。他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中所有涉印项目均应坚持以

经济合作为基础，充分发挥各自产业与资源比较优势，优先推进交通基础设施、能源通道建

设，加快投资便利化进程，鼓励两国企业合作参与印度政府倡导的经济带和重大城市互联互

通网络建设。 

此次研讨会分设三个专题:一、―宏观视角下的‗海上丝绸之路‘‖，研讨―一带一路‖对中国、

南亚以及跨国公司的影响；二、―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与主要的参与国‖，讨论―一带一路‖

战略对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的经济影响作用以及这些国家将如何影响中国―一带一路‖

战略的实施；三、―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主要双边关系中的政治经济因素‖，讨论中国

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时如何处理与印度等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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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专题分别涉及到―中国的崛起与欧亚大陆的交通革命‖、―中印关系与‗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与‗海上丝绸之路‘‖、―欧亚主义，丝绸之路与中国的经济策略‖等十

多个议题，来自全世界各地的青年学者踊跃参与并热情发言。 

本次研讨会旨在为学者们提供一个高质量的交流和互动平台，同时，也有助于将学术成

果转化为有关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实践智慧。 

 

 

2015 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顺利召开 

    2015年12月14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举办的

本年度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顺利召开。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秘书长金应忠教授、上海

社会科学院余建华研究员、胡键研究员、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洪业副教授

等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此次研讨会。 

 

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军教授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辞。会议共分为两个部分，国际形势

与中国外交热点问题探讨和区域与国别问题研究。此次研讨会涉及近二十个发言议题，就当

前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进行了深入对话，同时对区域和国别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气氛紧凑

而热烈，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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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热点问题探讨‖的板块中，余建华研究员就中东安全局势与国际

反恐问题做了主旨发言，他认为中东地区动荡和教派冲突背后是大国关系的博弈，而中国在

成为大国的道路上，在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同时又必须有所选择，做最合适的事情。孙溯源

副研究员以―中东大变局与美俄大博弈‖为题，对中东热点问题进行了宏观的梳理。胡键研究

员和唐慧云老师分别就中美关系现状与2016美国大选发表了自己的观点。龙静老师在谈到新

形势下的中欧关系时表示，2014-2015年处于提升时期，双边关系正处于全面、稳定、健康

地发展，中欧关系是新型大国关系的标杆。阎德学博士以―习式天下主义与安倍和平主义‖

为题对中日关系进行了宏观的探讨。封帅博士在谈到当前亚太地区安全新架构的建设与中国

的战略选择时认为，亚太地区处于―历史遗留问题+当前大国战略竞争+未来的非传统的竞争‖

三者结合的复杂处境，亚太地区不同国际机构之间相互纠葛，相互掣肘，很难形成完整架构。

如要解决问题，还需中美共治，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 

在―区域与国别问题研究‖的板块中，贝文力副教授就―中白教育合作：进程与前景‖议题

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展望。王海燕副教授就―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发表主旨演讲，她认为，

六大经济走廊中，中蒙俄最有可能实现，同时要促进上合组织协调沟通，应该更强化上合组

织的作用。潘兴明教授则对―英国脱欧‖的前景做出了自己的分析和预期。臧术美老师则注重

欧盟治理研究的―向内挖掘‖，系统分析了―地区‖这一层级在欧盟多层及治理中的特殊地位。

赵银亮老师在―地缘政治视角下的缅甸民主化及中国对缅外交转变‖的发言中表示，缅甸的现

代化导致国内不稳定，而现代性会带来稳定，缅甸是一带一路通往东南亚和南亚的核心，需

进行全方位外交。张丹华教授、包承柯副教授分别就中国周边外交中的乌兹别克斯坦、台湾

问题作了报告。陈志强老师则从法律角度详细讲解了中国海外侨民的外交保护问题。 

 

‚瓦尔代‛学术委员会主任卢基扬诺夫教授到访我中心 

2015年12月19日，应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的邀请，《全球事务中的俄罗斯》

杂志主编、俄罗斯国防与外交委员会主席、瓦尔代会议学术委员会主任卢基扬诺夫教授

(Fyodor Lukyanov)到访我中心，就中俄关系与国际形势作题为《处于全球日益动荡中的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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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与中国：合作路径和动因的补充》的主旨演讲。本次讲座由俄罗斯中心青年学者张昕博士

主持，40余名国关院师生和中心研究员聆听了本次讲座，并与卢基扬诺夫教授互动。

 

卢基扬诺夫教授在演讲中提到―后冷战时代的三个时期‖和―四个国际体系角色‖。他指出，

当前国际体系正在形成新的世界秩序，面临着艰难的转型过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

苏东剧变虽然意味着冷战的结束，但没有形成新的全球秩序，国际社会的现实发展证明所谓

―西方社会的胜利‖是错误的。 

卢基扬诺夫教授还认为，后冷战时代大致可以被粗略地划分为三个时期：一，1991年苏

联解体至2001年美国9•11事件。二，2001年美国9•11事件至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三，2011

年至今。当今国际社会现实不仅证实了冷战后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模式的破灭，也表明冷战

中形成的国际机制的失效。与此同时，当今国际舞台上活跃着的四大重要国际行为体——美

国、欧盟、俄罗斯和中国，其中中国无疑是国际社会中十分重要的一极，但美国及其盟友推

行的体系改革有意地将中俄排除在外，中俄也不会以牺牲行动自由为代价而融入其中。 

 

讲座之后，冯绍雷教授指出，《全球事务中的俄罗斯》与瓦尔代国际论坛具有很高的学

术水平，为国际形势提供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历史及现实研究。我们研究国际形势，不仅要

关注当前局势的现状，还需结合历史发展的成因。 

卢基扬诺夫和冯绍雷教授的现场演讲引起了在场师生的积极反响和热烈讨论，也进一步

推动了学院师生的学术参与度和学术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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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兴明教授参加“中国英国史研究会 2015 年学术讨论会” 

 

2015年12月19-21日，由中国英国史研究会和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

英国史研究会2015年学术讨论会”在湖南省湘潭市召开。俄罗斯研究中心潘兴明教授应邀出

席，并做题为“近代帝国的社会融合与种族隔离”的大会主旨发言。 

 

世界卫生组织资深外交官宋允孚先生来访 

2015年12月28日下午，卫生部原外事司司长、世界卫生组织资深外交官宋允孚先生来访

我院并作“如何做国际公务员——国际组织任职的经验分享”讲座讲座由我院党总支副书记、

副院长鲁静老师主持。 

 

宋允孚先生首先介绍了国际公务员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宋允孚先生通过分析他在世界卫

生组织中的任职经历引起了同学们的兴趣，宋允孚先生表示国际公务员是一种很有前途的职

业，但做国际公务员同时又意味着要承担巨大的责任——国际公务员要为全人类的福祉服务

——必要时甚至要献出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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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允孚先生接着介绍了中国人参与在国际组织中的任职情况，他通过数据向同学们展示

了在国际组织中中国国籍的国际公务员的人数比例要远低于中国缴纳的会费的现状，因此对

广大中国学生而言，成为国际公务员还有助于在国际组织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随后，宋允

孚先生讲述了成为国际公务员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和素质。宋允孚先生指出，成为一名国际

公务员需要具有国际视野，只有具备了国际视野，才能为全人类的福祉服务，同时他还鼓励

同学在提升外语能力等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高沟通能力等软实力。宋允孚先生还告诉同学，

成为国际公务员靠能力也靠机遇，因此同学们在提升自己硬实力、软实力的同时还要善于发

现机会，并及时为这些机会做充分的准备。 

最后，同学们积极地与宋允孚先生交流互动，向宋允孚先生提出了自己寻找机会、提升

能力等方面的困惑，宋允孚先生积极地做出了回应，给出自己的意见，同学们获益良多。 

 

 

【基地重大项目】  

 

《俄罗斯人文思想与中国》 

荣获第七届高等学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 

2015 年 12 月，教育部印发《关于颁发第七届高等学校科

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的决定》，中心陈建华教

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 世纪俄

罗斯人文思想与当代中俄文化关系”结项成果《俄罗斯人文思

想与中国》荣获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 

本课题致力于将 20 世纪俄国思想界探索的问题加以科学

的归纳，提出俄罗斯的历史命运和特殊道路问题、个人与世界

和谐的冲突问题，俄罗斯的人道主义问题、俄国的社会主义问

题、俄国的虚无主义问题、国家与政权问题、俄罗斯的宗教哲

学问题、俄国的―弥赛亚说‖和世界末日论问题、二十世纪初俄

国的文化复兴问题等，进行理论与历史融为一体的考察和论述。 

 

 

‚上海合作组织的中长期前景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出版 

2015 年 12 月，中心副主任杨成副教授主编的专著《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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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本书是 2011 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项目（培育）“上

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项目编号：11JBGP031）和杨成副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上海合作组织的中长期前景研究”（项目编号：11JJDGW011）的

阶段性成果。全书以跨欧亚大陆一体化与上海合作组织中长期前景作为主题，从历史、现

实、前景三大视角对跨欧亚一体化新态势、上合组织新进程及其中长期前景进行了深入、

全面的学理性探讨和研究。 

作为一门学科，地缘政治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强调了大国对于

权力和首要地位的追逐，不同派别的学说更多体现在对操作方式

和实施工具的认知和实践的差异上。马汉的“海权论”和麦金德

的“陆权论”为二元对立的所谓历史地理规律提供了充足的想象

空间，似乎陆权—海权的天敌式对抗是穿透历史的无法回避的法

定主题。近代以来国际秩序的几轮调整也在某种程度上佐证着海

权对陆权的长期优势，欧亚大陆上的大国和国际机制的兴衰历程

经常在这一分析框架下被建构、解构、再建构、再解构。 

上海合作组织本身就是在苏联解体、后苏联空间重组的大背

景下生成、发展和演进的，它既是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在后冷战时期的“大转

型”的重要推手，又是这一进程的代表性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该组织成员国的体质类型在

“第三波”乃至所谓“第四波”民主浪潮的冲击下仍然保持了与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鲜明差

异，也因此往往被西方贴上了“威权联盟”、“反美/反北约/反西方”阵营的标签，其发展前

景也多被质疑。 

问题在于，在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持续作用下，20 余年来上海合作组织所在的

欧亚地区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新变化，即对以对抗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地缘政治剧场的

消费逐渐让位于以生产、交换、消费循环为中心、合作为主的地缘经济的良性竞争。这一变

化预示着世界和地区市场的力量开始超越国界，即便是在一个新独立国家遍布的、曾经因大

国博弈留下深刻伤痕的地区，市场也不再是国家秩序的附属品，二是具有了相对独立的体系

性功能。 

 

 

‚俄罗斯东部地区的发展与中俄合作新空间‛项目顺利结项 

中心研究员郭力教授承担的教育部重点文科基地俄罗斯研究中心的重大项目“俄罗斯

东部地区的发展与中俄合作新空间”（项目编号：11JJDGJW004）于 2015 年 12 月结项，结

项成果为《俄罗斯东部地区的发展与中俄合作新空间》。 

“俄罗斯东部地区的发展与中俄合作新空间”是 2011 年度教育部重点文科基地俄罗斯

研究中心的重大项目，完成时间是 2015 年 12 月。该项目在项目组成员的积极努力，利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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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有利条件查询资料，赴俄罗斯东部地区进行调研，将得到的第一手资料做了详细的分析和

研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和研究报告。在原计划发表 3 篇论文的基础上，课题组公开发表了

论文 15 篇，专著 1 部，智库建议类文章 9 篇，有 4 篇获得了有关领导的批示。在项目中期

研究成果的支撑下，2014 年初，课题组还承担了黑龙江省委书记的指令性项目《中俄边境

自由贸易区研究》；2015 年初，课题组又承担了黑龙江省软科学重大攻关项目《龙江陆海丝

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的对俄科技合作研究》。目前已按计划、按要求完成了本项目，最终研

究成果将以 33.5 万字的专著《俄罗斯东部地区的发展与中俄合作新空间》形式呈现。 

 

 

‚俄罗斯与新兴市场国家关系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发表 

中心研究员潘兴明教授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俄罗斯与

新兴市场国家关系研究”(项目批准号：11JJDGJW009)的阶段性成果《三种维度下的金砖

国家关系考察》发表在《俄罗斯研究》2015 年第 5 期。 

金砖国家的内外关系分为三种维度关系：金砖国家内部关系、金砖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

家的关系（南南关系）以及金砖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南北关系）。金砖国家的三维关系

的内容和特点体现了这个新兴经济体组织的新颖特性和国际地位。在金砖国家的三维关系中，

内部关系是组织基础和凝聚核心，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关系是自身发展的依靠源泉，与发达国

家关系是合作共赢的环境要求。金砖国家通过创新，将能发现和创建更加公平、合理、有效

的新全球治理体系。 

 

【最新成果推介】 

 

“Evolution of China’s Foreign Strategies in the New Century” 

Feng Shaolei, <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 4, 2015, pp. 

173-188. 

【Abstract】 The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ic initiative is a focus and priority for China‘s 

foreign strategy in the new century. What is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is that this 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 initiative driven by concrete projects aims to link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with 

systemic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al desi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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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mbus im Wind 35 Jahre Osteuropaforschung in China” 

Feng Shaolei, <Osteuropa>, 5-6/2015. 

【Abstract】Nach Maos Tod erwachte in China das Interesse an der Sowjetunion und an 

Osteuropa. Ziel war es, dort Anregungen zur Modernisierung und Öffnung des eigenen Landes zu 

finden. Die Osteuropaforschung war somit von Beginn an politiknah und praxisorientiert. Mit dem 

Fall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herrschaft in Osteuropa und der Auflösung der UdSSR 1991 

verlor die chinesische Osteuropaforschung ihr Forschungsobjekt: die Reform des Sozialismus. 

Nach einer Dekade politischen Desinteresses an Russland wächst in China nun wieder der Bedarf 

an Russlandexpertise. 

 

 

‚欧盟与俄罗斯：缘何从合作走向对立?——论围绕乌克兰 

‘东-西’取向的三边博弈‛ 

冯绍雷，《欧洲研究》， 2015 年第 4 期 

【内容摘要】本文对欧盟与俄罗斯围绕乌克兰"东-西"取向所展开的博弈和各方互动机理进

行了多方面的考察，旨在探寻欧俄关系急剧恶化的原因。文章选取了四种分析路径：第一，

剖析欧盟与俄罗斯所持有的两种一体化模式的理念分殊，阐释观念性的对立对于当前这场纷

争所产生的效应；第二，解析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和俄罗斯争取乌克兰加入欧亚经济联

盟这两个对冲型区域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分析路径依赖因素在其中产生的影响；第三,考察

欧俄关系演变期间的关键性多边框架——欧、俄、乌三边关系的新态势，透视这一重要外部

环境的制约性缺失所引起的后果；第四，通过把握这一多边进程中的两个重要角色德国与俄

罗斯的关系变化来研判俄欧关系的演进趋势。  

 

 

‚中俄关系与俄罗斯的东亚战略布局‛ 

刘军，《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 年 10 月 

【内容摘要】随着俄罗斯对外战略的不断演变与调整,其对外战略的重点也不断向亚太转移,

其参与亚太经济一体化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当前,俄罗斯面向东亚的战略布局逐渐形成,包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6%bd%98%e5%85%b4%e6%98%8e&code=17488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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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打造中俄战略合作升级版、开发振兴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回归亚太一体化等。从当下国

际社会发展的形势来看,中国仍处于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要有充分的战略定力,通过"一带

一路"全面构建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新格局,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带动中美新型大

国关系的发展,理性处理与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争端,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 

 

 

‚英美霸权转移的历史考察‛ 

潘兴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5 期 

【内容摘要】英美之间以和平方式实现霸权转移的背景、过程和原因,可以从历史研究的视

角来探讨。其背景不乏冲突和波折，其过程先后经历了初始—互补、转折—同盟、完成—协

同三个阶段。其原因在于：首先，英美经济实力对比变化,英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使之难以继

续维护世界霸权；其次，美国的霸权挑战模式有别于德国的霸权挑战模式，更容易为英国所

容忍和接受；再次，英美之间共同文化和血缘纽带产生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三种维度下的金砖国家关系考察‛ 

潘兴明；周鹤，《俄罗斯研究》，2015 年第 5 期 

【内容摘要】金砖国家的内外关系分为三种维度关系：金砖国家内部关系、金砖国家与其他

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南南关系)以及金砖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南北关系)。金砖国家的三维

关系的内容和特点体现了这个新兴经济体组织的新颖特性和国际地位。在金砖国家的三维关

系中,内部关系是组织基础和凝聚核心,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关系是自身发展的依靠源泉,与发

达国家关系是合作共赢的环境要求。金砖国家通过创新,将能发现和创建更加公平、合理、

有效的新全球治理体系。 

 

 

“Strukturkrise und Neuanfang Russlandforschung in China” 

Yang Cheng,  <Osteuropa>, 5-6/2015.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6%bd%98%e5%85%b4%e6%98%8e&code=17488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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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it dem Aufstieg zur Weltmacht wachsen auch Chinas äußere Interessen in Politik, 

Wirtschaft und Kultur. Um diese verfolgen zu können, sind fundierte Kenntnisse über die anderen 

Kulturräume und Regionen der Welt erforderlich. Die chinesische Russland- und 

Eurasienforschung, die Wissen über den postsowjetischen Raum zur Verfügung stellen soll, ist in 

einer strukturellen Krise. Sie hat sich selbst isoliert und ist wissenschaftlich, methodisch und 

publizistisch nicht wettbewerbsfähig. Ein Paradigmenwechsel, eine intellektuelle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isierung, mehr Forschungvor Ort und tatsächliche Interdisziplinarität sind für einen 

Neustart in der chinesischen Russlandforschung erforderlich. 

 

 

“Nach dem Neoliberalismus. Staatskapitalismus in China und 

Russland” 

Zhang Xin, <Osteuropa>, 5-6/2015. 

【Abstract】 Die staatskapitalistischen Systeme Chinas und Russlands weisen eine Reihe von 

Gemeinsamkeiten auf. In beiden Ländern gibt es einen freien Markt, und sie sind in die 

Weltwirtschaft integriert. Gleichzeitig setzten sie nie auf ein lupenreines neoliberals Programm. 

Moskau und Peking haben in Schlüsselsektoren die Rolle des Staates als Investor und Kreditgeber 

gestärkt. Davon versprechen sie sich Vorteile im globalen Wettbewerb. Zwar beanspruchen China 

und Russland nicht mehr wie zu Zeiten des Ost-West-Konflikts, ein alternatives Modell zum 

Kapitalismus zu repräsentieren. Die staatskapitalistischen Regime sprechen lediglich von 

„Entwicklung― und „Modernisierung― als höchstem Ziel ihrer Politik. 

 

 

‚大规模私有化的阴影:来自转型经济的证据‛ 

张昕，《国外社会科学》，2015 年第 6 期 

【内容摘要】包括俄罗斯在内的部分转型经济体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实行了以票券为基础的

大规模私有化,这样的私有化方案对此后这些国家公司治理和产权冲突的性质有长期的影晌。

在缺少有效法律保护的背景下展开的大规模私有化在正式法律制度界定的"法定权利"和由

经济现实界定的"事实权利"之间产生了的巨大空间,为部分行为主体提供了强大动力来挑战

现有的产权安排,从而导致了一个动荡、高度对抗性的公司治理结构。多种跨国数据显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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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经济中,那些采用了和俄罗斯类似的私有化方案的国家在中期显示出比其他转型经济更

高的产权不安全程度,而无论是立法质量还是执法能力的差别都不足以完全解释上述产权主

观评价的跨国差别,从而间接支持了作者提出的产权不稳定的假说：由下至上对产权分配现

状的社会冲击才是产权不安全的主要导因。 

 

 

‚阿列克谢耶维奇:记录时代苦难直面多舛人生‛ 

陈建华，《社会科学报》，2015 年 11 月 12 日 

【内容摘要】白俄罗斯作家、记者斯维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 2015

诺贝尔文学奖，她挑战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历史记载方式，记录那些从未发出过自己声音的人

类的命运，让我们更加接近和看清世界的真相。正如颁奖词所言:“她的复调书写，是对我

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 

 

 

‚生命的交融‛ 

陈建华，《文汇报》，2015 年 11 月 2 日 

【内容摘要】草婴先生走了，熟悉他的人都为之哀伤。先生翻译活动中最后的、也是最重要

的一件事情就是翻译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全集。这主要是从“文革”以后开始的。记得 1980 

年他在为我们开设的“文学翻译”课上，就谈到了他正在进行的这项工作。他还将刚刚译完

的部分初稿油印出来，发给我们，并以此为例谈他的译介心得，如结合《安娜·卡列尼娜》

的译稿来谈人物外貌的翻译等等，例证鲜活生动。那年，草婴先生才五十多岁，他给自己设

定的译出托尔斯泰全部小说的宏大计划才起步不久。历经二十多年的努力，这个计划终于完

成。如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所言：“一个人能把托尔斯泰小说全部翻译过来的，可能全世界

只有草婴。”当然，这里不仅仅是宏篇巨译，还有生命的交融。 

 

 

如草之青，如婴之纯 

陈建华，《解放日报》，2015 年 10 月 30 日 

【内容摘要】杰出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草婴先生几日前远行。受他教诲多年的陈建华教授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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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之余，更多以理性态度深思草婴一生，并指出，在如今略嫌浮躁的译风面前，我们有必要

重温包括草婴先生在内的前辈关于翻译的见解，有必要认真研读那些将文学翻译视作生命的

翻译大家的翻译力作和力透纸背的文品、人格。 

 

‚亚太自贸区建设势在必行‛ 

王海燕，《文汇报》，2015 年 11 月 18 日 

【内容摘要】2015 年 11 月 18-19 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 23 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

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各国领导人将主要讨论包括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小企业、人力资

源开发和可持续增长等有关亚太经贸合作的议题，其中，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

建设议题将成为重中之重。 

 

 

‚上海合作组织聚焦‘一带一路’‚ 

王海燕，《文汇报》，2015 年 12 月 14 日 

【内容摘要】2015 年 12 月 14 日至 15 日，即将在河南郑州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

首脑(总理)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将迎来中国本年度―主场外交‖的重要收官之战。2013 年 9

月以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给沿途的亚欧国家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和潜力，获得包

括上合组织区域在内的国家的一致响应和支持。上海合作组织正在成为推动―一带一路‖务实

合作的一个重要平台，成为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