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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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第二季度） 

 

【基地建设综览】 
 

稳中有升，成果显著 

——俄罗斯研究中心 2016 年第二季度工作综述 

 

本季度，教育部正式下发了《关于公布 2015 年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测评结

果的通知》，我中心从全国 151 所重点研究基地测评中脱颖而出，获评“优秀”基地。在“港

澳台国际问题研究”学术片的 13 个基地中，我中心在标志性、代表性成果方面更是取得排

名第一的佳绩。下一步，俄中心将认真总结并分析此次测评结果，继续紧紧围绕国家“十三

五”规划纲要精神，按照服务国家急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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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基础研究与决策咨询研究相结合，以国际化和多学科合作研究为发展战略，

大力提升基地的发展水平，加快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新型智库的建设。2016 年第二季度，

我中心全体研究人员在科研一线继续深耕细作，取得显著成果。 

 

 

深耕细作，成果丰硕 

第二季度，俄罗斯研究中心科研成果继续保持稳中有升的积极趋势，继续在项目研究、

专著出版、学术论文发表、研究报告发布、主流报纸发表评论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有影响力

的成果。 

在项目研究方面，2016 年 5 月，姚海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

大项目“文明模式与俄罗斯外交”（项目编号：08JJDGJW260）顺利结项，结项成果为 1 部

学术专著《俄罗斯文明与外交》。 

2016 年 6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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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阶段性进展，其成果为专著《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2015）》。 

2016 年 4 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国通史（六卷本）》（项目批准号：11&ZD134）

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本项目的第一卷和第三卷的内容顺利完成，并举行学术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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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4 月，中心副主任杨成副教授申报的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四届（2016）学术

年会青年论坛项目“丝绸之路的重构与全球政治的欧亚时刻：中国、俄罗斯与欧盟三边合作

的前景与挑战”获得立项，本次论坛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发起创办，旨在推进学术创

新，展示研究成果，构筑学术交流公共平台，将于 9 月 22 日举办。 

2016 年 4 月，中心副主任杨成副教授申报的 2016 年度华东师范大学第一批人文社会科

学智库成果培育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中亚跨境水资源冲突治理的路径研究”（项目

编号：2016ZK003）获得立项。 

2016 年 4 月，中心副主任杨成副教授申报的 2016 年度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海外

发文项目“中俄印三边关系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过程中的大欧亚”（项目编号：2016HW005）

获得立项。 

2016 年 4 月，中心博士后万青松申报的 2016 年度华东师范大学第一批人文社会科学智

库成果培育项目“中俄‘两河流域’合作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16ZK004）

获得立项。 

2016 年 5 月，根据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公布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59 批面

上资助获资助人员名单的通知》（中博基字[2016] 8 号），中心博士后万青松申报的科研项目

“跨国政治协作空间及其建构——以欧亚地区国家间合作为例”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59 批面上资助（项目立项编号：2016M591622）。 

2016 年 5 月，为全面、深入了解、研究上海和江苏、浙江两省如何结合自身优势，主

动、务实、有效参与“一带一路”对接欧亚经济联盟的进程，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课题组在 2016 年 1-3 月已经开展的“中俄两河流域（长江中上游地区与伏尔加河沿岸地区）

合作”国内调研基础之上，正式启动对江苏、上海、浙江三省市的中国与俄罗斯企业展开实

地调研，重点就两国企业之间的经贸投资合作、海外经营与管理、政策与服务需求等问题进

行考察与调研，旨在为落实中俄两国元首关于深化两国区域层面经贸、人文等领域的合作提

供政策支持。本次调研同时得到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大力支持和协助。 

在专著出版方面，2016 年 5 月，姚海教授主编的专著《俄罗斯文明与外交》，由中国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 

2016 年 6 月，中心副主任刘军教授主编的专著《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2015）》，由

中国时事出版社正式出版。 

2016 年 6 月，中心副主任杨成副教授应三联出版社的邀请，担任“苏联”丛书主编。 

在国内和国际期刊论文发表方面，本季度我中心也取得了优秀成绩，具体而言： 

国内期刊论文发表：冯绍雷教授在《国际问题研究》2016 年第 2 期发表“Russia’s Middle 

East Strategy: Features, Background and Prospects”一文；林精华教授在《俄罗斯研究》2016

年第 2 期发表《人文学术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张力——冷战时代英美斯拉夫学界对苏联的文学

把握》一文；贝文力副教授在《译林》2016 年第 3 期发表《镜头后的风云》一文；陈建华

教授撰写的《听草婴先生谈翻译》一文，被收入到上海翻译家协会成立 30 周年文集《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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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中；杨成副教授在《世界知识》2016 年第 11 期发表《俄美战略博弈，何以论输赢》

一文；王海燕副教授在《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年第 4 期发表《“一带

一路”标准一致化研究——以中国与中亚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领域合作为例》一文；张昕博

士在《国际关系研究》2016 年第 2 期发表《跨越“大分裂”：以国家能力为例》一文；万青

松博士后在《俄罗斯研究》2016 年第 1 期发表《大国政治的欧亚时刻——地缘政治经济视

域下“欧亚”认知的演进及其寓意》一文。 

国际期刊论文发表：2016 年 5 月，冯绍雷教授在俄罗斯期刊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016

年第 3 期发表俄文论文“Один путь – много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松里公孝教授在美国 SSCI 期刊

Demokratizatsiya: The Journal of Post-Soviet Democratization 2016 年第 2 期发表“Domestic 

Politics In Crimea, 2009-2015”一文；利布曼教授在国际期刊 Caucasus International2016 年发

表“Linking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Mission Impossible?”一

文；张昕博士在期刊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2016 年 5 月第 183 期发表“Has ‘Coordination’ 

Started?”；万青松博士后在俄罗斯“瓦尔代”俱乐部（Valdai Discussion Club）官方网站上

发表俄文与英文文章“Sino-Russian Strategic Cooperation: Responsibilities on Key Issues at a 

Critical Moment”。 

在研究报告方面，中心成员继续完成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报告，包括冯绍雷教授

撰写的《俄罗斯从叙利亚撤军之后的影响与应对分析》、《俄裔朝鲜问题著名学者、韩国国民

大学教授安德烈·兰考夫关于当前朝鲜政局走势的研判》；刘军教授撰写的《把塞尔维亚建

设成为中国—中东欧合作的核心国家》、《利用主场外交，助推中国方案》；贝文力副教授撰

写的《上海合作组织人文教育合作综述》；王海燕副教授撰写的《上海合作组织中亚国家经

济形势综述》、《中亚国家经济形势分析》；肖辉忠博士撰写的《上海合作组织农业发展中的

新态势及问题分析(2014-2015)》；阎德学博士撰写的《日本举办 G7 峰会的政治经济考量》、

《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反恐合作的几点建议》；万青松博士后撰写的《当前中俄关系发展面

临的若干问题及对策建议》、《“独联体化”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基于上海合作组织与

独联体的比较视角”》。 

在主流报纸发文方面，冯绍雷在《东方早报》发表《建“欧亚伙伴关系”，中国向欧亚

大陆内部开放》、在《社会科学报》发表《未来愿景中的上海合作组织》；林精华教授在《上

海社会科学报》发表《中国问题：百余年来这样引进欧美文学》一文；王海燕副教授在《文

汇报》发表《上合成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平台》、《亚信会议创新“一带一路”安全体系》，

在《解放日报》发表《乌兹别克斯坦在上合和“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 

 

 

学术交流，阔步向前 

本季度，俄罗斯研究中心科研团队积极参与国内外举办的高层次国际学术研讨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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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地提升了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11&CurRec=1&recid=&FileName=GGXY201602014&DbName=CJFDTEMP&DbCode=CJFQ&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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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心在国内外学界的良好声誉与影响力。 

4 月 11 日，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应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的邀请，赴京出席上海

合作组织国家研究中心年会。 

4 月 13-14 日，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应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邀请，赴京出席“上海五

国边境地区军事信任协定签署 20 周年国际研讨会”并发言。 

4 月 27-28 日，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应韩国著名智库——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的邀

请，前往济州岛出席主题为“建构未来东北亚共同繁荣愿景的对话”的国际研讨会，并就“中

国对外战略与东北亚地区的合作”做主旨发言。 

5 月 23 日，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应邀赴京出席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会。 

5 月 28 日，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俱乐部 Akimbekov 主任来访我院并做报告“Kazakhstan: 

a look into the future”，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主持。 

5 月 31 日，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为海关系统做讲座。 

6 月 6 日，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出席国外俄罗斯学新书发布会。 

6 月 12-14 日，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应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的邀请，

前往挪威出席主题为“开发亚太的最后边疆：在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开发中构建国际合作”

的国际研讨会。 

6 月 15 日-6 月 30 日，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前往俄罗斯收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

国通史》的档案材料。 

6 月 16 日，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档案馆馆长阿尔特里佐夫先生座谈。 

6 月 20 日，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与俄罗斯国防与外交事务委员会荣誉主席、俄罗斯高

等经济研究大学世界经济与政治系主任卡拉加诺夫先生座谈。 

7 月 1 日，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高等经济研究大学合作的框架

之下，参加第六届中俄国际关系暑期学校并为中俄学生做主题为“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

中国对外战略演进：以‘一带一路’为例的分析”的讲座。 

6 月 24-25 日，中心研究员陈建华教授受邀到广州参加“斯拉夫文论与比较诗学”国际

研讨会。 

6 月 26-27 日，中心研究员陈建华教授受邀到北京参加“中俄思想史比较”国际研讨会。 

6 月 15 日，中心研究员陈建华教授受邀在上海大学作题为“百年中国的俄国文学史研

究”的讲演。 

6 月 27 日，中心研究员陈建华教授受邀在首都师范大学作题为“俄国文学史研究方法

反思”的讲演。 

6 月 20 日，中心研究员林精华教授应云南大学文学院邀请，举办“百年中国外国文学

学科建设与‘中国问题’”的学术演讲。 

6 月 24-27 日，中心研究员林精华教授负责筹备的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系和芝

加哥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克莱门森大学语言学系合作的“中俄思想史比较”国际学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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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召开，林教授主持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缺乏中国元素的俄国知识体系及其困境》。 

3 月 28-29，中心王海燕副教授参加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Китай и Евразия: нов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и вызовы»，并做 “Сопряжени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ОЯСА ШЁЛКОВОГО ПУТИ и ЕВРАЗИАТ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ЦА”的发言。 

4 月 29 日，中心王海燕副教授参加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与上海商学院联合举办

的学术研讨会“‘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俄罗斯、东欧、中亚的外交战略”，并做“丝绸之

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在中亚的对接”的发言。 

5 月 12 日，中心王海燕副教授参加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主办的“‘上海合

作组织与中亚形势’暨第 17 届全国中亚问题研讨会”，并就“一带一盟”在中亚的对接与上

合组织的作用发言。 

5 月 25 日，中心王海燕副教授参加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举办的“上合组织峰会和

中蒙俄经济走廊”研讨会，并做“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实施与建议”的发言。 

6 月 24 日，中心王海燕副教授参加解放日报•上海观察国际报道栏目与上海市国际关系

学会、上海社科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上海市世界史学会共同举办的专家座谈会，盘点

峰会成果。 

6 月 28 日，中心王海燕副教授受邀参加中国国际关系学会指导，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文汇报社与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八届“金仲华国研杯”

征文颁奖研讨会暨第十九届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青年学者论坛，担任评论员。 

6 月 8 日，阎德学博士应邀出席在太湖举办的世界文化论坛第四届年会“建设新型国际

关系的重要理念”，并发表“解读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国学智慧”，受到外交部前部长李肇星的

肯定，并在会后就有关问题进行了交流。 

2016 年 5 月 9日，张昕博士主持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 Michael Rochlitz 

的访问及其演讲“State-business Relations in Russia and Chin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2016 年 5 月 12－13 日，张昕博士赴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参加“比较政治学读书会”，

讨论的文献是：Wenkai He, Paths toward the Modern Fiscal States: England, Japan, and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2016 年 5 月 23 日，张昕博士接待美国国防大学近东南亚战略研究所学者 Jeffrey Payne 

访问并做学术讲座。 

4 月 1 日至 6 月 25 日，中心研究员松里公孝教授应邀在台湾国立政治大学（National 

Changchi University in Taipei）继续讲授 “History of Northeast Asia”和“Cultural Geopolitics in 

Eurasia”两门课程。 

5 月 12 日，中心研究员松里公孝教授应邀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学研究所做了题为

“Rise and fall of ethno-territorial federalism in the USSR (Russia), China and India”的讲座。 

6 月 9 日，中心研究员松里公孝教授应邀在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做了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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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lim Administrations in non-Arab Peripheries: China, India, Turkey, and Russia”的讲座。 

6 月 6 日，中心研究员利布曼教授应邀出席在法国巴黎举办的学术年会“the Society for 

Institu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Economics (SOIE) ”。 

6 月 16 日，中心研究员利布曼教授应邀出席在俄罗斯莫斯科举办的年会“'Political 

Economy of Inequality'”。 

6 月 16 日，中心研究员利布曼教授应邀出席在德国柏林举办的年会“the Long Night of 

Science”。 

 

 

国际合作，稳中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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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邀请国外一流专家学者来访并做专题报告，提升我中心的国际化水

平。 

2016 年 4 月 9 日，俄罗斯研究中心举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国通史（六卷本）》

（项目批准号：11&ZD134）项目学术交流会议。本次交流会由“俄国通史”项目首席专家

冯绍雷教授主持，邀请各子课题负责人姚海教授、张建华教授、曹维安教授、余伟民教授、

罗爱林教授和江苏人民出版社领导重点讨论本项目第一卷和第三卷的内容。 

2016 年 4 月 12 日，保加利亚驻沪领事馆总领事迪米特尔·奥巴吉叶夫一行访问了我校。

他高度评价了我校在国际化建设方面的努力，表示保加利亚驻沪领事馆将积极推进保加利亚

各高校与华东师大的合作，尤其是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当代中国研究”全英文硕士项目

等方面有更多深入的合作。 

2016 年 4 月 20 日，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国际关系系 Н.В.Ковалевская 副教授访问

俄罗斯研究中心，并做了题为«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 в новых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условиях: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интересы,русская "миссия" и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перспектива»的演讲。 

2016 年 5 月 28 日，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基金会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苏丹·阿基

姆别科夫(Султан Акимбеков)一行四人访问俄罗斯研究中心，并做了题为«Kazakhstan: a look 

into the future»的学术演讲。 

2016 年 6 月 23 日，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俄罗斯联邦一级国家顾问、俄罗斯总统国民

经济和国家行政学院院长弗拉基米尔•马乌教授莅临俄罗斯中心，并作题为“1991 年以来俄

罗斯的经济政策：内外挑战与转型方向”的学术讲座。 

2016 年 6 月 23 日，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格奥尔基•杰尔卢吉扬教授到访俄罗斯中心，

并作题为“The Soviet Union as development state”的学术讲座。 

 

 

 

资政启民，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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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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当前复杂多

变的国际形势和地区热点问题，以面对面访谈、书面、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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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31 日，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做客东方卫视《子午线》节目，就“中俄能源合作委

员会会议召开的背景”发表观点。 

5 月 31 日，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做客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看看新闻 Knews》

综合节目，就“中俄会议——向新型双边关系迈进”发表观点。 

6 月 20 日，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在莫斯科就彼得堡经济论坛，接受东方卫视《环球交

叉点》的远程采访。 

6 月 27 日，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在莫斯科就普京总统访华，接受东方卫视《环球交叉

点》的远程采访。 

6 月 27 日，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为澎湃新闻撰写题为“《中俄联合声明》表明伙伴关系

不封顶，共创‘大欧亚’新局”的文稿。 

6 月 28 日，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为“观察者网”撰写题为“中俄合作有巨大空间，也

有艰难过程”的文稿。 

6 月 4 日，中心副主任杨成副教授应深圳图书馆邀请，赴深圳参加市民文化大讲堂 2016

年第 20 场（总第 961 场），本次活动的主题是“热点解读：大国博弈与亚太地区秩序重构”。 

6 月 24 日，中心副主任杨成副教授接受中国评论网中评深度专访，解读普京访华。 

5 月 20 日，中心副主任杨成副教授参加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 PK 栏目，谈 G7 会不会沦

为日美全球打手。 

4 月 21 日，中心阎德学博士针对日本安倍首相访俄，接受新华社 45 分钟的专访，提出

“安倍再次主动出击，谋求在领土问题上取得突破”，内容用于《新华内参》的国际《参考

清样》。     

4 月 22 日，中心阎德学博士应苏州市国土资源局领导的邀请，为该局全体公务员做了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国学智慧”讲座。 

5 月 6 日，中心阎德学博士针对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访华和访问东南亚四国，接受新华社

45 分钟的专访，提出“日本外交全方位出击，谋求大国存在感”，用于《新华内参》的国际

《参考清样》。 

4 月 15 日，中心张昕博士接受 CCTV News 采访，就日本在南海加速行动发表评论。 

5 月 17 日，中心张昕博士在东方卫视《环球交叉点》谈关于日本主办的七国峰会以及

俄罗斯与七国集团关系 。 

5 月 19 日，中心张昕博士接受 CCTV Asia Today 采访关于俄罗斯东盟峰会。 

5 月 27 日，中心张昕博士在澎湃新闻－外交学人栏目发表评论“俄罗斯‘东进’新方

向：被 G7 排斥后如何再造大国地位”。 

5 月 31 日，中心张昕博士担任韩国学刊 Journal of Siberian and Russian Far Ea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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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匿名审稿人。 

5 月 31 日，中心张昕博士接受央视英语频道 CCTV News 采访，谈中俄双边关系“新

质量”的意义和背景。 

6 月 2 日，中心张昕博士参加东方卫视环球交叉点节目，讨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校园

枪击案。 

6 月 10 日，中心张昕博士担任 SSCI 学刊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匿名审稿人。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工作简报 2016 年第二季度 

9 Center for Russian Studies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基地建设亮点】 

 

中心在 2015 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测评中 获评“优秀” 

2016 年 5 月 30 日，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公布 2015 年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测评结果的通知》，我中心获评“优秀”。 

 据悉，2015 年教育部社科司委托南开大学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管理创新研究中心，依托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系统”，在重点研究基地常态化监测和在线日常管理的

基础上，依据“全面考察，突出质量和贡献导向；以客观评价为主，主客观评价相结合；分

类评价，鼓励特色发展”的原则，对全国 151 所重点研究基地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8 月 30 日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咨政服务、学术交流、资料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进行

全面测评。在本次测评中有 30 个基地被评为“优秀”，我中心名列其中。在“港澳台国际问

题研究”学术片的 13 个基地中，我中心在标志性、代表性成果方面取得排名第一的佳绩。 

俄罗斯研究中心将认真总结分析此次测评结果，围绕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一

步修订和完善我中心“十三五”发展规划，大力提升基地的发展水平，加快服务国家重大战

略需求新型智库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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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绍雷主任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立 15 周年纪念活动 

 

2016 年 5 月 5 日，上海社科院举办“上海合作组织成立 15 周年：成就与展望” 报告会，

报告会由上海合作组织、上海社科院联合主办。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拉希德·阿利莫夫大使

在报告会发表主题演讲，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俄罗斯、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驻华大使以及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王开文大使、欧亚司副司长姜岩也出席

了报告会并分别致辞。 

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应邀出席上合组织成立 15 周年报告会，并在报告会开始前与上海

从事俄罗斯研究的专家一起同上合组织秘书长和各国驻华大使进行交流。 

 

冯绍雷主任出席“开发亚太的最后边疆：在俄罗斯远东西伯

利亚开发中构建国际合作”的国际研讨会 

2016 年 6 月 12-14 日，应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的邀请，俄罗斯研究

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前往挪威出席主题为“开发亚太的最后边疆：在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开

发中构建国际合作”的国际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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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成副主任出席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 

“俄罗斯和中国：向新型双边关系迈进”研讨会 

2016 年 5 月 30 日至 31 日，俄罗

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俄罗

斯和中国：向新型双边关系迈进”国

际会议，继续去年开始的富有成果的

对话。会议邀请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

夫、中国前国务委员戴秉国、俄前外

长伊万诺夫等重量级嘉宾，以及研究

双边关系中各种问题的权威专家和俄

中工商界及媒体代表，评估俄中关系

当前情况和发展态势，指出双边合作

主要成就和未解决的问题，并向俄中

两国领导层就进一步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供建议。中心副主任杨成副教授受邀出席研讨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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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成副主任出席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 

第 14 届中亚安全年会 

 

2016 年 6 月 20 日，中心副主任杨成副教授应邀出席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院举办的

第 14 届中亚安全年会，并作题为“中国的中亚外交政策：知觉与错误知觉”的会议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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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学术活动】 

 

俄中心举办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俄罗斯通史》（6 卷本）项目

会议 

    

2016 年 4 月 9 日，俄罗斯研究中心举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国通史（六卷本）》

（项目批准号：11&ZD134）项目学术交流会议。本次交流会由“俄国通史”项目首席专家

冯绍雷教授主持，邀请各子课题负责人姚海教授、张建华教授、曹维安教授、余伟民教授、

罗爱林教授和江苏人民出版社领导重点讨论本项目第一卷和第三卷的内容。两位子课题负责

人分别对本课题的工作进展、写作构想、攻关重点等内容进行汇报，其他专家对课题的内容 

完善提出了高质量的意见和建议。课题组拟于今年秋天举行下一阶段的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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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驻沪总领事迪米特尔-奥巴吉叶夫访问国关院与俄

罗斯中心 

2016 年 4 月 12 日，保加利亚驻沪领事馆总领事迪米特尔-奥巴吉叶夫一行访问了我校。

国际交流处处长丁树哲、副处长王素斌，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军一同会见了总

领事一行。 

丁树哲介绍了我校近年来与保加利亚各高校合作的举措以及取得的成果，并就继续推进

代表团互访、学术交流等方面提出了建议。迪米特尔-奥巴吉叶夫高度评价了我校在国际化

建设方面的努力，表示保加利亚驻沪领事馆将积极推进保加利亚各高校与华东师大的合作，

尤其是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当代中国研究”全英文硕士项目等方面有更多深入的合作。 

会谈后，迪米特尔-奥巴吉叶夫在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进行了主题为“The 

European Union on the eve of 60th anniversary”的演讲，国关院中外师生在座。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 Н.В.Ковалевская 副教授访问我中心 

2016 年 4 月 20 日，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国际关系系 Н.В.Ковалевская 副教授访问

俄罗斯研究中心，并做了题为«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 в новых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условиях: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интересы,русская "миссия" и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перспектива»的演讲。来自上外、

上海财经大等兄弟高校、本校相关院系和俄罗斯研究中心的近 30 名师生参加。

Н.В.Ковалевская 的演讲围绕新形势下俄罗斯的国家利益维护、国家认同取向与未来发展前

景等问题展开，并在演讲结束后与师生就当前俄罗斯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中俄关系发展、

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俄罗斯世界”构想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积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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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师生应邀赴挪威参加“2016 北极

会议” 

 

2016 年 5 月 25 至 26 日，“2016 北极会议”(High North Dialogue 2016)在挪威诺尔兰郡

首府博德市成功举办。我院潘兴明教授、陈静老师，与 5 位硕士研究生---史书怡、邰洁、

Timothy Hughes（美国）、Nodirjon Boybirov（乌兹别克斯坦）和王韵涵共同参加了该会议。 

潘兴明教授作

为本次大会唯一受

邀的中国学者在会

上做主旨发言，并在

闭幕式中做总结发

言。同时，Timothy 

Hughes 和史书怡也

在大会中呈现了精

彩报告。会后，我院

师生代表华东师范

大学 ,见证了诺德大

学校长亲笔签订了华东师范大学与诺德大学(Nord University)深化双方合作与学术交流的协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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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Султан Акимбеков

先生来访我中心 

2016 年 5 月 28

日，哈萨克斯坦首任

总统基金会世界经

济与政治研所所长

苏丹·阿基姆别科夫

(Султан Акимбеков)

一行四人访问俄罗

斯研究中心，并做了

题为«Kazakhstan: a 

look into the future»

的学术演讲。来自上

外等兄弟高校、本校

国关院和俄罗斯研究中心的师生参加。Султан Акимбеков 的演讲围绕新形势下哈萨克斯坦

的内政外交与未来发展前景等问题展开，并在演讲结束后与师生就当前哈萨克斯坦国内政

治、经济形势、中哈关系、哈俄、哈土（尔其）关系发展、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

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积极互动。 

 

俄罗斯总统国民经济和国家行政学院院长弗拉基米尔• 马乌

教授到访我中心 

2016 年 6 月 23 日上午，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俄罗斯联邦一级国家顾问、俄罗斯总统

国民经济和国家行政学院院长弗拉基米尔•马乌教授莅临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在理

科大楼 A404 俄罗斯中心会议室作了题为“1991 年以来俄罗斯的经济政策：内外挑战与转型

方向”的学术讲座。俄罗斯驻上海领事馆副领事、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社会学教授格奥尔

基·杰尔卢吉扬、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潘兴明教授等出席，本次讲座

由杨成副教授主持。来自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及其他学校的学者学

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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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经济面临着内在的结构性挑战和以西方制裁为主的外部冲击与限制。弗拉基米尔

•马乌教授从历史的长时段视角比较了俄历史上遭受的经济危机，认为普京当局在面对危机 

时更加灵活，准备也更加充分，但挑战同也更加严峻。讲座结束后，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

社会学教授格奥尔基·杰尔卢吉扬对讲座做了精彩的点评，弗拉基米尔•马乌教授回答了部

分师生的提问。 

 

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格奥尔基·杰尔卢吉扬教授到访俄罗

斯中心 

2016 年 6 月 23 日下午，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格奥尔基•杰尔卢吉扬教授到访俄罗斯

研究中心，并在理科大楼 A404 室作了题为“The Soviet Union as development state”的学术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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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本次学术讲座由杨成副教授主持。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与俄罗斯中心的部分师生

参加了本次讲座。教授从国家的角度将现代化视作建立军队抵御外敌入侵的过程，分析了军

事形式与相关的国家制度在世界体系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奥尔基•杰尔卢吉扬教授是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社会学教授。苏联时期他曾专攻非洲

史，曾经是苏联军方派驻莫桑比克的顾问。苏联解体后奥尔基•杰尔卢吉扬教授到了美国，

并在著名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指导下攻读了第二个社会学博士学位。 

 

 

【基地重大项目】 

“文明模式与俄罗斯外交”项目成果出版 

   

  2016 年 5 月，姚海教授主编的专著《俄罗斯文明与外交》，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

式出版。本书是姚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文明模式与俄

罗斯外交”（项目编号：08JJDGJW260）的结项成果。 

 

 

【内容简介】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俄罗斯外交受

到空间条件、文化特质、民族精神、东正教、帝国

体制等文明因素的影响，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

传统，在俄罗斯国家的成长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国际关系和世界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本书由姚

海、左凤荣、冯绍雷等十位国内知名俄罗斯苏联研

究专家联合撰写，从文明与外交相互关系的层面，

梳理俄罗斯外交的发展演变。对文明与外交相关性

的研究，是在新的层次上揭示和说明俄罗斯外交本

质、风格、特点的一种尝试。    

    与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相比，俄罗斯文明

因素在俄罗斯外交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更为隐性和

厚实。作为一种无形的软力量纽带，它对俄罗斯外

交思想、外交决策和外交行为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俄罗斯外交受到地理条件、

周边环境、生存方式、文化特质、历史经验、国家

模式、宗教精神、社会意识、民族心理等文明要素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独具的传统和特色，

在俄罗斯作为强国崛起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俄罗斯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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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际关系和世界局势也产生着重大影响，它既可以是维护国际局势稳定和推动国际合作的

重要力量，也可能是引发国际矛盾和冲突的现实因素。 

    本书在选题、思路、方法、观点和选取的材料方面都颇有新意，在贯通俄罗斯发展道路

的基础上，把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结合起来，探讨了俄罗斯强国外交中所具有和隐含的文明

特征。这为正确认识和理解当代俄罗斯的外交，提供了独特的文明、文化视角，具有很强的

现实参考意义。 

 

“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项目阶段性成果出版 

 

    2016 年 6 月，中心副主任刘军教授主编的专著《上

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2015）》，由中国时事出版社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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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性成果。 

 

【内容简介】本书共分四个部分，分别为总论、上合组

织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上合组织合作领域研究，

以及国际关系视角下的上合组织，深入解读了地区热点

问题和重大事件对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影响，对成员

国、观察员和对话伙伴国发展现状及其与上海合作组织

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客观的描述。 

 

 

“跨国政治协作空间及其建构——以欧亚地区国家间合作

为例”项目获得立项 

    

    2016 年 5 月 11 日，根据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公布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59 批面上资助获资助人员名单的通知》（中博基字[2016] 8 号），中心博士后万青松申报的科

研项目“跨国政治协作空间及其建构——以欧亚地区国家间合作为例”获得中国博士后科

学基金第 59 批面上资助（项目立项编号：2016M591622）。 

 

作为跨区域、开放性、多元化的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建设既涉及国际国内两个大局，

又全方位覆盖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多个重大领域，这是中国新一届政府的伟大创举。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实施区域，欧亚地区的地缘经济生态将随着这一倡议的成功实

施而发生不可忽视的重要变化，同时，中国这一倡议的推广与实施，不仅表明欧亚地区在中

国对外经济活动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而且也给中国学界构建一种新的“欧亚”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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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鉴于“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外交的一种创新提法，目前还没有现成的成熟理论框架可

借用。本文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重点从空间内涵、空间外延和空间生产的三个维度的对

构建“新欧亚”进行了铺陈和设想，希望把空间理论与中国外交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在前人

研究的基础之上，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推动欧亚地区社会经济持续、稳定、持久

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 

 

 

【最新成果推介】 

 

“建‘欧亚伙伴关系’，中国向欧亚大陆内部开放” 

冯绍雷，《东方早报》，2016 年 6 月 27 日 

【内容提要】普京 6 月 25 日对北京的访问，按理是一次例行的双边国事访问。但是，人们

从普京所率领的庞大代表团几乎囊括所有重要阁僚、还有各界重要代表性人物的参与，从本

次来访所签署的三十多个重要协议，特别是从双方联合声明所书写的重要内容中，感觉到了

本次普京来访的非同寻常。作为两个体量巨大的大国：中国与俄罗斯而言，在中俄睦邻友好

合作条约签订 15 周年之际，国际社会、包括国内发展正处于面临诸多调整的重大变动时期，

因此，中俄走势自然更加引起来自各方的关切。 

 

“未来愿景中的上海合作组织” 

冯绍雷，《社会科学报》，2016 年 5 月 5 日 

【内容提要】15 年来上合组织当然已经远远不止是停留于政治边界问题的彻底解决，而是

已经建成为一个政治、安全、经济、人文各个领域的合作都得到了前所未有发展的区域合作

组织。从政治角度看，这样高频率的高层政治交往，解决了大量互信和原本需要更多沟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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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解决的问题。从安全领域来看，反恐安全合作机制和反恐信息中心的建立，包括频繁举

行的上合组织范围内的每次军事演习，都表明了上合组织军事与安全领域合作的不断深化。

从经济合作的视角来看，双边领域经济交往中所取得的进展，为今后的推进提供了非常宝贵

的基础。从人文交往领域观察的话，各国文化、教育、传播、旅游等各个部门，和不知其数

的基层工作者为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了解、相互学习以及友谊和感情的增进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可以明显感觉得到的一个变化是，成员国人民之间超越物质条件之上的知识、精神和思

想交流的水平在实质性提升。 

 

“Russia’s Middle East Strategy: Features, Background and 

Prospects” 

Feng Shaolei，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r/Apr 2016 

【Abstract】At the end of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21st century, changes took place in the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landscape, with the ability of the West to dominate world affairs widely 

questioned in the wake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following the series of regime change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me European countries pushed in the name of “revolu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North Africa and members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negative effects have 

continuously emerged. 

 

Один путь – много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Фэн Шаолэй，《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3, 2016 

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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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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后的风云” 

贝文力，《译林》，2016 年第 3 期 

【内容提要】《解放》是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在 1967—1971 年间拍摄的战争史诗片,共有五集:

《炮火弧线》《突破》《主攻方向》《柏林之战》和《最后一击》,以 1943 年库尔斯克战役红

军反攻为开端,再现了几次重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战役:强渡德涅河、解放基辅、收

复白俄罗斯、解放波兰、攻克柏林。该片通过恢宏的场面,从不同角度,多层次地展现了反法

西斯战争的胜利进程。《解放》是俄罗斯(苏联)电影史上耗资最多、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

战争大片。而影片产生的曲折过程以及折射出的社会政治风云,同样能够构成一部大片的丰

富内容,令人感叹,更发人深思。 

 

“上海合作组织人文教育合作综述” 

贝文力、顾恒，《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2015)》，2016 年 6

月 

【内容提要】2014-2015 年，上海合作组织全面落实《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实施纲要》，

在人文领域凝心聚力、精诚协作，交流方式更加多元、合作尺度更加深入、战略内涵更加突

出，彰显了旺盛的生命力。上合组织弘扬丝绸之路精神，积极打造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

推动民心相通，不断夯实本地区各国友好交往的民意基础。 

 

“State-Managed Integration as a Contributor to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Cooperation Program between China’s 

Northeast and Russia’s Far East and Eastern Siberia” 

Yang Cheng，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92，2016 

【Abstract】One of the implications of modern global process, such as globalization, 

regionalization, and integration, is the changing status of nation-states and their borders. Border 

studies have shifted from a perspective of regarding borders as barriers to a transitive and 

relational view. In reality, whether a cross-border region prospers or not also depends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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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evant regional governments’ attitudes towards promoting cross-border development in their 

respective localities. 

 

“俄美战略博弈，何以论输赢” 

牛新春、杨成、樊吉社、张弘、董春岭、安刚，《世界知识》，

2016 年 11 期 

【内容提要】从 2013 年 11 月乌克兰危机爆发至今,两年半过去了。叙利亚内战也已持续五

年有余。这两场危机兼具国家内部冲突、冷战遗留因素、非传统安全挑战和大国战略利益之

争等多重背景。围绕这两大热点问题,从欧洲到中东形成了一条国际安全的"动荡线"、地缘

政治的"断裂带",局部大有冷战重来之势,对大国关系、国际安全形势和全球战略格局产生着

复杂而深远的影响。俄罗斯和美国都直接介入了乌克兰、叙利亚问题,并且以之为平台,相互

展开了激烈的战略博弈。 

 

“上海合作组织中亚国家经济形势综述” 

王海燕，《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2015）》，2016 年 6 月 

【内容提要】2014 年，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的中亚四国和参会国土库曼斯坦的经

济总体发展有所波动，受世界能源价格下降、乌克兰危机、俄罗斯受制裁等外来因素的影响，

各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普遍有所下降，中亚国家的贸易、投资和金融三项产业增减不一，

各国货币都有一定幅度的贬值。展望未来，中亚国家经济下行的压力增大，过去保持了多年

的经济增速会有所回落，各国都在采取措施应对可能发生的危机，中亚国家经济提振尚需时

日。 

 

“中亚国家经济形势分析” 

王海燕，《中亚发展报告(2016)》，2016 年 6 月 

【内容提要】2015 年，在世界经济形势依然低迷，国际能源等大宗原材料产品价格大幅下

滑、俄罗斯经济整体下降和汇率降幅明显的连带作用下，中亚国家整体经济形势普遍不容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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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89%9b%e6%96%b0%e6%98%a5&code=22140811;07547435;09954300;22303327;27022980;32935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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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d%a8%e6%88%90&code=22140811;07547435;09954300;22303327;27022980;32935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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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8a%e5%90%89%e7%a4%be&code=22140811;07547435;09954300;22303327;27022980;32935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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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bc%a0%e5%bc%98&code=22140811;07547435;09954300;22303327;27022980;32935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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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91%a3%e6%98%a5%e5%b2%ad&code=22140811;07547435;09954300;22303327;27022980;32935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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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ae%89%e5%88%9a&code=22140811;07547435;09954300;22303327;27022980;32935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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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各国经济增幅达历年来新低，工农业产值普遍减少，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加大；汇率都

大幅下降，各国吸引的投资普遍减少，财政金融状况不容乐观。展望未来，正如世行首席经

济学家考希克·巴苏称，2015 年对世界经济来说是“令人失望的一年”，而 2016 年是“充

满风险的一年”，“全球经济，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可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中亚国家的经

济风险也在加大，比较依赖外部世界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经济能否

企稳回升，经济相对独立的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经济能否保持较高增速依然面临多

种变数。 

 

“‘上合’成共建‘一带一路’重要平台” 

王海燕，《文汇报》，2016 年 6 月 23 日 

【内容提要】2016 年 6 月 23 日至 24 日，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卡里莫夫邀请，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塔什干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16

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正好 15 周年。上合组织从最初的安全领域合作，快速发展为亚欧地区

少有的同时由政治、安全、经济、人文四轮驱动全方位合作的区域合作组织。由于上合组织

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和参会客人及国际组织相关国家所在的区域与“一带一路”

区域高度重合，上合组织正在成为与沿线各国共建“一带一路”的全方位区域合作平台。 

 

“乌兹别克斯坦在‘上合’和‘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

王海燕，《解放日报》，2016 年 6 月 22 日 

【内容提要】乌兹别克斯坦不仅是古丝绸之路上重要的驿站之国，而且是上海合作组织创始

成员国之一，对上合组织和“一带一路”建设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时值上海合作组织成

立 15 周年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乌兹别克斯坦的邀请，于

6 月 21 日起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乌兹

别克斯坦不仅是古丝绸之路上重要的驿站之国，而且是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之一，对上

合组织和“一带一路”建设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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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标准一致化研究——以中国与中亚国家出入

境检验检疫领域合作为例” 

王海燕，《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 5 月 

【内容提要】“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中国面对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试图从世界规则

和标准被动的接受者和参与者转变为主动的倡导者和制定者的一个主动选择。而标准一致化

建设将为政策沟通,减少贸易投资障碍和壁垒,促进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起到重要的推动作

用。从出入境检验检疫领域入手开展务实合作,是促进“一带一路”贸易便利化一个非常重

要的领域。基于此,文本以中国与中亚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领域合作为例,对“一带一路”标

准一致化进行研究。近年来,中国与处于“一带一路”核心区的中亚国家在出入境检验检疫

领域的制度虽有不同,但在功能领域已有多方面的合作,并建立了双边和多边的制度安排。经

过多年的实践,中国与中亚国家在相关法律法规、标准一致化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

决,需要在建立沟通机制、信息共享、标准制定等多方面开展更加积极有效的合作。这将对

促进“一带一路”贸易便利化起到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亚信会议创新‘一带一路’安全体系”， 

王海燕，《文汇报》，2016 年 5 月 3 日 

【内容提要】2016 年 4 月 28 日，习近平主席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

议第五次外长会议开幕式并发表讲话。几乎包括所有亚信成员国、观察员国和有关国际组织

在内的近 40 个代表团出席本次会议。在全球化和区域化时代，没有地区安全和稳定就难以

保障区域经济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涉及亚欧非广大的国家和地区，安全保障体系的构建

尤为重要，亚信会议正在成为保障“一带一路”区域安全的一个重要机制。 

 

Has “Coordination” Started? 

Zhang Xin,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May 2016 

【Abstract】This article critically reviews the response of the Russian and Chinese expert 

communities to the May 2015 declaration by Presidents Xi and Putin on “coordinat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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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and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It highlights a 

broad consensus on the most immediate goals, but also disagreement on a range of issues which 

will have to be overcome if a common Eurasian economic space is to be realized. 

 

“跨越‘大分裂’:以国家能力为例” 

张昕，《国际关系研究》，2016 年 4 月 28 日 

【内容提要】政治学领域关于国家的研究经常被两个次级学科分割，造成了议题重合但研究 

对话却极为有限的局面。这种局面存在于欧美学界，也清楚地反映在中国的国际关 

系研究中。这种分裂从形式上看是将国家对内和对外的研究视为两个完全独立的领 

域，各自有自己的核心议题、基本假定和研究方法，从而各自需要在相对独立的空间 

内展开研究。 

 

“上海合作组织农业发展中的新态势及问题分析

(2014-2015)” 

肖辉忠，《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2015)》，2016 年 6 月 

【内容提要】2014-2015 年，国际油价、棉花价格下跌，俄罗斯卢布贬值、经济低迷等诸多

因素，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农业经济造

成了负面影响。这些国家采取积极行动，弥补损失。俄罗斯实施明确的农产品和食品进口替

代战略，扶持本国农业产业，推动俄罗斯农产品出口。哈萨克斯坦也把食品进口替代提上了

日程，把俄罗斯、中国等视为其农产品和食品出口的主要市场。乌兹别克斯坦农业政策的连

续性比较强，一个明显的趋势是降低棉花的种植面积，提高粮食作物，特别是水果、蔬菜的

种植和生产。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面临着人多、地少、国家经济实力有限等诸多局限，

粮食至今不能自我满足，需要大量进口。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发

展与上合组织国家的经贸关系。近年来，在农业领域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地区农业合作（中

国东北地区，特别是黑龙江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的水平不断提升，一批真正具有实力和

农业生产经验的中国大型农业企业（特别是农垦系统的企业）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投资

与生产，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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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estic Politics In Crimea, 2009-2015” 

Kimitaka Matsuzato，Demokratizatsiya: The Journal of 

Post-Soviet Democratization，2016(2) 

【Abstract】Crimea’s annexation to Russia was the result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rimean 

leaders and the Kremlin, so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Crimea’s domestic politics in the 

period before this event. To make Crimea a bastion for his victory in the 2010 presidential election, 

Viktor Yanukovych dispatched Vasily Dzharty, former mayor of Makeevka (Donetsk Oblast), as 

Party of Regions electoral curator of Crimea. Before and after the 2010 presidential election, 

Dzharty’s team liquidated Crimea’s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to build a more effective 

government and reliable electoral machine. Humiliated Crimean indigenous elites nicknamed 

Dzharty’s team the “Macedonians,” but accepted their leadership as long as they secured 

Yanukovych’s victory and subsequently pumped abundant subsidies from Kyiv into developing 

Crimea. The Euromaidan Revolution brought to the surface the potential tension between the 

Macedonians and indigenous Crimean elites. The Macedonians, headed by the late Dzharty’s 

successor, Crimea’s prime minister Anatoly Mogilev, found it possible to cooperate with the 

newly born Euromaidan government. The Crimean elites rejected this idea and removed Mogilev 

from his post to ask Russia for military help. 

 

“人文学术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张力——冷战时代英美斯拉

夫学界对苏联的文学把握” 

林精华，《俄罗斯研究》，2016 年第 2 期 

【内容提要】战后英美斯拉夫学界，在遏制东方共产主义而超常发展“苏联学”之大势中，

却和这一超级重点学科保持着明显距离：远不只是热衷于研究和出版被苏共排斥的俄侨文

学、境外文学、持不同政见者文学，还同样直面苏联主流的作家作品和理论，并自主地编纂

不同类型的俄罗斯文学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遵循斯拉夫学传统，既十分重视俄语的基础

文献搜集和整理，又遵守欧洲既成的人文学术范式，从而不直接针对苏联官方话语、不依据

“苏联学”范式，在话语层面能超越冷战意识形态。如此研究的魅力，是苏联对俄罗斯文学

的僵化阐释所不能及的，因而反过来引领苏联末期以来人文学术研究，为后苏联俄罗斯文学

研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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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问题’：百余年来这样引进欧美文学” 

林精华，《社会科学报》，2016 年 4 月 7 日 

【内容提要】自百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始，中国人就突然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剧作家不再

是关汉卿或汤显祖，而是莎士比亚；同样，突然知晓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不是曹雪芹，

而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狄更斯……百余年来的外国文学译介，给中国

人建立了所谓的世界文学经典，培养了中国人在这些伟大文学家面前自惭形秽的心态。 

 

“‘独联体化’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基于上海合作组

织与独联体的比较视角” 

万青松，《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2015)》， 2016 年 6 月 

【内容提要】 在 2015 年 5 月 8 日中俄共同发表《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

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中，上海合作组织再次被赋予重要使命，成为两区域发展方案对

接合作的重要平台。如何将上合组织打造成“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倚重平台，正成为当

前需要深入研究的现实问题。本文认为，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我们借鉴欧亚地区已有区域合

作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鉴于此，本文选取欧亚地区两个较大且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区

域国际组织——上合组织与独联体，通过分析它们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两组织具有诸多相

似之处：从历史和政治条件来看，两组织是在相似的背景下成立的；从组织结构来看，两组

织都是“大国+小国”的权力结构且主要的机制设置大同小异；从组织功能来看，两组织的

安全、经济功能相似；从运行效率来看，目前两组织都面临运行效率低下的问题且无法完全

履行自己的职能，继续发展面临挑战。独联体二十余年的发展历程最显著的特征可以被概括

为“独联体化”。上合组织要想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过程中发挥关键

性作用，有必要吸取独联体的发展经验和教训，防止本组织出现类似“独联体化”的趋势。 

 

“试析当前欧亚经济联盟面临的难题——兼论与‘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对接” 

万青松，《欧亚经济》，2016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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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在俄罗斯遭受制裁、石油价格暴跌、卢布贬值、俄经济结构再次面临转型

的多重压力下，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在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主要面临内外两方面的发展难

题。为此，各国试图通过新举措推进本国经济发展、减轻外部市场的负面影响。当前欧亚经

济联盟的机制建设正在不断完善，中国应适时采取稳妥政策，循序渐进地推进欧亚经济联盟

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对接。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下的欧亚地区主义” 

万青松，《俄罗斯学刊》，2016 年第 3 期 

【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开启了欧亚地区国家间合作的新局面。目前西方学者主要运用四种

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分析视角来解释欧亚地区主义现象。虽然他们的理论框架或多或少具有

一定的解释力，但同时也存在不足之处，一些论点值得进一步商榷。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对

西方国际关系学界有关欧亚地区主义的研究视角进行系统梳理，并指出他们在理论解释方面

的不足之处，以期裨补阙漏。本研究可为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构建“一带一路”战略的理论框

架提供更加广泛的综合性参考文本。 

 

“大国政治的欧亚时刻——地缘政治经济视域下‘欧亚’认

知的演进及其寓意” 

万青松，《俄罗斯研究》，2016 年第 1 期 

【内容提要】虽然术语“欧亚”被频繁地使用，但由于意识形态、抑或知识储备不足的原因，

对其内涵及历史演进较为客观的讨论仍然相对欠缺，也未形成广泛共识。从地缘政治、地缘

经济两个维度梳理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对“欧亚”的认知，理清来自不同时代、不同国度、

不同领域、不同视角的研究者眼中“欧亚”的具体指称及其演进，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正在

欧亚地区大规模推进的区域化进程。地缘政治学视域下的欧亚地区正在变成一个组织结构渐

趋杂乱的区域，愈加成为域内外大国展开国际竞争的大舞台。世界主要大国愈发向着与本国

现实利益结合更为紧密的方向，制定新的欧亚战略。地缘经济视域下的欧亚地区，因其丰富

的资源禀赋、多元的经济结构、众多跨区域的交通运输走廊等影响国际分工的要素存在，使

其在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继续占据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深刻影响着地区未来的发展面貌。概

而言之，各国对“欧亚”的认知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并渐趋多样化：或以本国利益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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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或以自我价值观为标准，或以人类文明发展为导向，或以历史与现实为根据。随着国际

政治“欧亚时刻”的加速到来，建构“新欧亚”被学界提上议事日程，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

欧亚各国的共同努力。 

 

“上合组织启动扩员进程，正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万青松，俄罗斯“卫星”新闻通讯社，2016 年 6 月 22 日 

【内容提要】上合组织已走过十五个年头，其建立被认为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历史性创举。迄

今为止，上合组织总体上稳步发展，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该组织中的 6 个成员

国、6 个观察员、6 个对话伙伴国几乎涵盖了整个欧亚的核心区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特

别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即将成为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国，再次印证本组织具有持续不断的吸引

力。随着上合扩员进程的启动，该组织正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SINO-RUSSIAN STRATEGIC COOPERATION: 

RESPONSIBILITIES ON KEY ISSUES AT A CRITICAL 

MOMENT” 

Wan Qingsong，Valdai Discussion Club，March 5th 2016 

【Abstract】Over the long run, the following key issues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deserve our 

attention and consideration at a later stage. The great potential of Sino-Russian cooperation is 

underpinned by similarities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Sino-Russian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needs to look past existing theoretical models and creatively 

evolve with the times. Currently, Sino-Russian regional cooperation is facing many conceptual 

problems that require new breakthroughs. There are debates on how to better coordinate 

operations between the SREB and EAEU. The trial and error method should be employed to 

promote cooperation. 

http://ru.valdaiclub.com/events/own/sotrudnichestvo-mezhdu-kitaem-i-rossiey-protsess-i-perspektiv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