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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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第四季度） 

【基地建设综览】 

基地重大项目研究是俄罗斯研究中心工作的重点。此外，俄罗斯研究中心还举办了两

次国际学术会议，中心研究人员在学术文章写作和媒体宣传方面，也有相关的成果产出。 

在基地重大项目研究方面，本季度，俄中心“十三五”基地重大项目的阶段性成果，4

篇学术文章，发表在 CSSCI 来源期刊《俄罗斯研究》2017 年第 5 和第 6 期上。 

此外，2017 年 10 月 23-29 日，中心副主任刘军教授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重大项目“中俄经贸合作的理论与实践模式研究——基于对两国毗邻、非毗邻地区和

支点城市的企业合作调研”（项目批准号：16JJDGJW005）课题组一行六人赴湖南、重庆、

四川三省市调研“中国长江中上游与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区域合作情况。2017 年 12 月 27

日，在华东师范大学社科处组织的教育部文科基地项目研究的跨学科沙龙上，刘军教授汇报

了该项目的研究动因、进展情况，以及接下来的工作想法，并接受了跨学科专家的宝贵建议。 

在专著出版方面，2017 年 10 月，冯绍雷教授等主编的《全球化的未来：中国面临的挑

战与角色转换》，由中信出版社正式出版。 

在学术论文方面，本季度，贝文力副主任在《文汇报》上发表《民族乐派与斯拉夫作曲

家》一文；周尚文教授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7 年第 5 期上发表《革命理想主义

的困顿——评列宁关于世界革命的理想和实践》一文；王海燕副研究员的研究报告《上海合

作组织成员国经济形势综述》被收录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2016）》一书中；林精华

教授在《文学评论》2017 年第 4 期上发表《“文学理论”学科在西方的兴盛与危机：来自

冷战或苏联文论的影响》；C·比留科夫（Бирюков С.В.）教授和郭小丽教授在《俄罗斯研

究》2017 年第 5 期上分别发表《俄罗斯伏尔加联邦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与前景》和《13-14

世纪中俄文化认同的趋同性》。2017 年 12 月，《俄罗斯研究》第 6 期分别刊登了 A·利布曼

（Alexander Libman）教授撰写的论文《历史遗产及欧亚区域一体化》和 C·卡拉加诺夫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教授撰写的论文《克服欧洲危机的欧亚方案——扩大解决问题的空

间》。 

 

举办重要的国际学术讲习班、研讨会 

2017 年 11 月 3-8 日，俄罗斯研究中心主办第四届中俄联合研究院·青年学术精英讲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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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这是得到国务院刘延东副总理批示的一个中俄间重要的文化交流机制。 

2017 年 11 月 5 日，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亨利·二世荣休教授傅高义

（Ezra Vogel）应俄罗斯研究中心邀请，到访我校，做客大夏讲坛。 

 

参与国内外高水平学术交流 

2017 年 10 月 17-19 日，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应邀出席瓦尔代论坛第十四届年会，并就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等相关议题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提问与对话。 

2017 年 10 月 18 日，中心副主任贝文力老师应邀出席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俄语文学国际

研讨会，并作发言。 

2017 年 12 月 11 日，中心副主任刘军教授应邀出席第七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并作发言。

2017 年 12 月 22 日，赴深圳参加“国际大格局与中国新时代”学术研讨会，并作发言。 

2017 年 12 月 3 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办 2017 年国际顾问会议，中心主任冯绍雷

教授和中心副主任刘军教授应邀出席，并作发言。 

2017 年 12 月 16 日，张昕博士和万青松副研究员受邀在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

参加“欧亚研究全国青年学术共同体”会议。 

 

媒体发声 

2017 年 11 月 14 日，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在观察者网发表“对普京 83%的支持率说明

了什么？”一文。 

2017 年 10 月 10 日，张昕博士接受俄罗斯生意人报 Kommersant 采访，评论中国未来

五年面临的主要挑战。2017 年 12 月 10 日，参加东方卫视《环球交叉点》节目，讨论 2018

年俄罗斯总统大选和普京 4.0 的前景。 

2017 年 10 月 26 日，万青松副研究员回答俄罗斯媒体时有关中共十九大的相关评论，

被俄罗斯对外政策领域的知名期刊《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官网全文转载；2017 年 12 月

15 日，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评论中俄关系。 

2017 年 10 月 27 日，郑润宇博士在东方网发表《索布恰克参选——2018 俄罗斯总统大

选的搅局还是新生态的开始？》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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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建设亮点】 

冯绍雷教授出席瓦尔代论坛第十四届年会 

 

2017 年 10 月 17-19 日，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十四届年会在俄罗斯索契举行。

来自世界各地的俄罗斯问题专家和俄罗斯政要出席了本次论坛。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

心主任冯绍雷应邀出席。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建设性破坏：能否从冲突中产生世界新秩序”。 

 

在现场问答环节，普京总统回答了冯绍雷教授的提问：您如何评价习近平主席的十九

大报告？普京回答冯绍雷提问时说，他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有良好的个人关系，俄中两国

也总是能在诸多问题上找到共识。普京说，俄罗斯密切关注正在进行的中共十九大。这次

大会非常开放，邀请了很多国际媒体记者。他说，毫无疑问，习近平的报告及围绕报告进

行的讨论，都说明中国致力于面向未来的发展。中国无疑是世界经济的驱动器。中国是俄

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双方有庞大的合作计划，包括在一些重要领域，如太空、高科技、

能源等，这都为两国关系未来发展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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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表示，他和习近平在会面时互称朋友，这符合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水平，同时，双方

也都致力于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他说，“就如外交官们所说的，俄中两国在许多问题上的

立场一致或接近”，“在任何问题上，俄中双方总是能找到共识，能够寻找并找到某种妥协，

达成一致。最终，这种共识能够造福于两国。因为双方在前进，不纠结于某些问题，不停滞，

而是想办法去解决，继续向前走，这样就会出现新的可能。这是非常积极的做法”。 

 

俄罗斯研究中心位列瓦尔代论坛全球主要合作伙伴名单 

 
2017 年 10 月 17-19 日，俄罗斯第十四届瓦尔代论坛年会在索契成功举行。10 月 17 日，

在瓦尔代论坛正式公布的全球主要合作伙伴名单中，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位列首

位。 

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已连续 14 年受邀参加普京总统亲自倡议、建立和参与的瓦尔代论

坛，并担任该机构国际学术委员会唯一中方委员。俄罗斯研究中心与瓦尔代论坛一直保持良

好合作关系，双方已先后在上海和莫斯科联合举办了四次瓦尔代论坛中俄分组会。 

 

 

 

 

http://rus.ecnu.edu.cn/DAT/i/5566-b.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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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学术活动】 

 
傅高义教授做客华东师大文科最高讲坛：大夏讲坛 

 

2017 年 11 月 5 日，应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的邀请，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

中心前主任、亨利·二世荣休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到访我校，做客大夏讲坛，在中北

校区逸夫楼做了题为“中日关系与东亚未来”的精彩演讲。我校中外师生及闻讯而来的其他

高校、新闻界、出版界、文化界人士共 200 余人聆听了报告。讲座由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

绍雷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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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教授根据其长期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丰富积累，结合早年间与周恩来、邓小平、廖

承志等中国领导人接触的经历，在报告中详细描述了上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中日关系由密

切交往合作转向摩擦对立的历史过程，为研究这一段国际关系史提供了一个社会学的视角，

为从事国际关系和其他学科研究的师生拓展了思维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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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认为，苏联解体之后中日两国的社会结构变化、两国领导人代际更替、两国综

合国力对比的变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 1992 年之后中日关系转冷。他不断强调学者的

责任，担忧中日关系长期对立将会影响到东亚国家的未来，主张中日两国领导人积极对话。

讲座之后，傅高义教授与在场师生进行互动，回答了师生们提出的一系列问题。 

傅高义教授于 1972 年接替费正清教授成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一度被

称为美国唯一的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在学术界享有崇高声望。他曾著有《共

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 年）》、《日本第一》、《日本的中

产阶级》、《邓小平时代》等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其中《邓小平时代》一书于 2012

年获得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莱昂内尔·盖尔伯奖，在中国读者之中引起巨大反响。 

 

 

俄罗斯研究中心主办 

中俄联合研究院·第四届青年学术精英讲习班 

 

2017 年 11 月 3 日，“中俄联合研究院·第四届青年学术精英讲习班”在理科大楼 A404

室正式开幕。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军教授主持开幕式，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

绍雷教授致辞。美国文博大学(Wittenberg University)于滨教授、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

杜比宁(Yuri Dubinin)教授以及挪威诺德大学祖洛娃博士(Elena Zhurova)应邀出席。参加讲

习班的 18 名学员，是来自俄罗斯、美国、挪威、乌克兰、匈牙利、摩尔多瓦及中国等多个

国家的硕士生和博士生。 

 

刘军副主任主持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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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上，刘军副主任回顾了学院的发展历史、中俄青年学术精英讲习班的发展历程。

据他介绍，中俄青年学术精英讲习班最初只招收中国和俄罗斯的学员，经过几年发展，有来

自更多国家的学员参与进来，贡献不同的视角和观点。冯绍雷教授在致辞中强调了交流在国

家间关系发展、提升互信度中的重要性，并介绍了与学院有合作关系的俄罗斯、中亚、欧洲

等研究机构和学者。 

在接下来的几天内，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挪威的资深学者及专家与多国青年学术

精英围绕讲习班主题展开了多层次、多学科的讨论交流。本次讲习班具有三个特点：学员和

授课者更加国际化、主题更加多元化以及加入了特色的大夏讲坛活动。 

 

 

俄罗斯研究中心联合主办 

“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与非洲和中东的政治经济学” 

国际学术会议 

 

2017 年 11 月 18-19 日，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与非洲和中东政治经济学”为主题

的国际学术会议在我校举办。来自美国、英国、阿联酋、伊朗、肯尼亚以及中国的国际关系

学者聚集一堂，共同探讨这一话题。本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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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

创新中心联合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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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处处长周云轩教授、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军教授分别致开幕

辞，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黄氏跨国公司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白永辉主持开幕式。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前副所长丁一凡博士，美国丹佛大学国际

关系学院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执行主任赵穗生教授，宁波诺丁汉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 Dr. 

Jeffrey Payne，美国德克萨斯基督教大学 Manochehr Dorraj 教授等众多知名学者参加会议。 

白永辉教授表示，自习近平 2013 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至今，许多研究仍然侧重于

叙述中国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寻求实现的目标，或预测“一带一路”将产生宏大的地缘政治或

地缘经济影响，很少有学者系统地探究在贸易、投资、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中国内陆地区的

经济形势、支撑中国对外关系和软实力等方面已经发生的变化。在会上，他以南亚和东南亚

为例来解释这些问题，同时也借鉴了非洲和中东的情况进行分析。经过为期一天半的深入研

讨，学者们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充分的切磋和交流，会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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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中心成功举办 

《白俄罗斯歌曲选集》首发式暨音乐会 

 

2017 年 10 月 20 日，由白俄罗斯研究中心、白俄罗斯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主办的《白

俄罗斯歌曲选集》首发式暨音乐会在我校国际汉语教师研基地二楼报告厅成功举行。我校副

校长汪荣明、副校长李志斌，白俄罗斯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瓦•米•马采利及夫人，

《歌曲选集》译者、著名翻译家薛范，普陀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顾军、国际交流中心主任陈苗，

上海音乐出版社社长费维耀、图书编辑部主任杨海虹、美术编辑翟晓峰，上海市欧美同学会

常务副会长盛焕烨、联络部陈章媛，上海市翻译家协会张品芹，上海音乐学院教育系合唱指

挥王海灵，以及来自我校和兄弟院校的师生代表，途牛、华为等各界社会人士出席了开幕式。 

 

  

汪荣明副校长致辞                       马采利总领事致辞 

 

白俄罗斯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瓦•米•马采利在致辞中对《歌曲选集》出版工作人员的辛

勤付出表达了感谢。他指出，《歌曲选集》首发式的举办恰逢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举行，今年又是白俄罗斯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25 周年，同时是白俄罗斯两位

伟大的诗人扬卡·库帕拉和雅库布·柯拉斯诞辰 135 周年，也是华东师范大学白俄罗斯研究

中心成立 5 周年。希望《歌曲选集》的出版能为深化白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强两国互利

合作，落实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倡议框架内的白中人文合作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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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华研究员和罗曼诺夫研究员到访俄中心并做讲座 

 
2017 年 12 月 11 日，中国社科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国外社会科学》杂志主编张

树华研究员，以及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中俄关系分析与预测中心高级研究员罗曼诺夫应邀到

访俄中心，做了题为“全球化世界中的中国和俄罗斯”的讲座。中心副主任刘军教授主持讲

座，30 余名师生聆听了讲座。 

 

张树华和罗曼诺夫在讲座中分别从中国和俄罗斯的视角，分析中俄两国上世纪 70 年代

和 90 年代转型历程不同的原因，以及转型对于中俄两国当下发展路径的影响，并在此基础

上进行比较分析。同时，两位学者结合当前热点问题，进一步分析中俄两国在全球化世界中

所处的位置。讲座结束后，张树华和罗曼诺夫与在场师生进行了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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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重大项目进展】 

俄中心基地重大项目课题组赴长江中上游调研 
 

2017 年 10 月 23-29 日，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课题组一行

六人赴湖南、重庆、四川三省调研“中国长江中上游与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区域合作情况。

课题组由基地重大项目负责人刘军教授牵头负责，成员包括万青松副研究员、郑润宇博士、

肖辉忠博士以及国关院两名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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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先后走访湖南师范大学、湖南省大型企业中联重工、四川外国语大学、渝新欧物

流集团、俄罗斯独联体国家四川商会等处于对俄人文和经贸合作第一线的高校、企业和行业

协会。四川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明国辉亲自主持与课题组的会谈，并就加强华东师大国关院

与重庆战略研究院合作提出了相关建议。同时，课题组出席了四川大学 10 月 27-28 日主办

的“长江-伏尔加”高校联盟启动仪式暨智库论坛，其中刘军教授主持分组讨论并作主题发

言。 

田野调查方式已经得到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广泛应用，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课题组通过田野调查方式完成承接课题，改变“闭门造车”的传统研究方式，真正的深入接

触和了解所研究的对象，重塑既有认知。这样的尝试既有利于高校教学与研究方式改革，同

时也有利于推动高校智库建设。 

 

俄中心参加华东师大社科处组织的 

教育部文科基地项目研究跨学科主题沙龙并做汇报 

 
2017 年 12 月 27 日，华东师大社科处组织了教育部文科基地项目研究的跨学科沙龙。

本次沙龙汇报的是俄罗斯研究中心刘军教授承担的基地重大项目“中俄经贸合作的理论与实

践模式研究——基于对两国毗邻、非毗邻地区和支点城市的企业合作调研”（项目批准号：

16JJDGJW005）。上海外国语大学毕洪业教授主持会议，来自华东师大其他教育部文科基地

的代表出席了本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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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教授介绍了项目研究的动因、项目的进展情况。从 2016 年底到 2017 年底，项目组

已经先后两次走访长江中上游相关省市的高校、外事部门、企事业单位，以及俄罗斯在华的

若干企业。从调研中得到了对中俄经贸、人文合作的相当直观、丰富的认知。调研也是本项

目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项目组将于 2018 年上半年赴俄罗斯远东、俄罗斯伏尔加联邦区走

访调研。此外，项目组于 2017 年 3 月 24-25 日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项目会议，外交部欧亚

司领导专程赴会指导工作。项目组成员的内部小型会议，每三个月聚集一次，已经商定了写

作大纲和任务分工。作为阶段性的学术成果，项目成员在中文核心期刊《俄罗斯研究》（CSSCI

来源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谢尔盖·比留科夫：“俄罗斯伏尔加联邦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现

状与前景”，《俄罗斯研究》2017 年第 5 期） 

在跨学科专家的交流环节，来自城市中心、教育系、哲学系等文科基地的专家学者，从

各自的研究和观察出发，提出了非常宝贵的建议。如对赴俄的中国企业进行跨文化培训、第

三国对俄罗斯营商环境的研究、中俄发展经贸关系的推动力因素、对居民认知的调查、对俄

罗斯园区特殊政策的关注等等。 

 

【最新成果推介】 

冯绍雷：“对普京 83%的支持率说明了什么？”， 

观察者网，2017 年 11 月 4 日 

 

【内容摘要】2018 年俄罗斯大选将近。虽然，普京总统依然没有明确表态参加大选。

但是，根据 11 月 2 日最新公布的全俄民调中心统计，普京的支持率又一次攀升到了 83.5％

的高度。这说明了什么？如果说，三年以前乌克兰危机高潮阶段对普京 80％以上的支持率

表明了俄罗斯人民爱国主义情绪的高涨。而三年以后，恐怕还得考虑当下的新变化。 

 

贝文力：“民族乐派与斯拉夫作曲家”， 

文汇报，2017 年 10 月 13 日 

 

【内容摘要】人类社会的变迁总与人类艺术的发展相辅相成。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欧洲社

会，比以往更强调个人。文学艺术中的浪漫主义应运而生。随着民族独立概念的出现，艺术

http://www.guancha.cn/global-news/2017_11_03_433346.shtml
http://www.guancha.cn/global-news/2017_11_03_43334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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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民性也开始形成。音乐领域出现浪漫乐派。以自觉的方式在音乐中肯定民族传统的民族

乐派是浪漫乐派的重要分支。所有斯拉夫民族的国家都以具有音乐才能著称。斯拉夫音乐家，

尤其是俄罗斯、捷克与波兰音乐家构成了民族乐派的中坚。这与下列因素密不可分：1812

年，俄罗斯打退了拿破仑的入侵。胜利激发了人民的自我意识和对自身文化的兴趣，彼得大

帝时代以来的简单借鉴与模仿让位于具有独特性的改造与创造。捷克、波兰等其他斯拉夫国

家，也都不遗余力地强调本民族的特质，营建自己的艺术，凸显自身的存在与价值，服务民

族的独立与解放。斯拉夫作曲家们以多种方式表现他们的民族主义：或以本民族的歌曲和舞

曲作为音乐基础；或以本国的民间传说、历史故事、英雄事迹、自然风光为描绘对象，创作

交响诗、歌；或为本国有影响的作家、诗人的作品编配音乐。对于斯拉夫作曲家而言，音乐

的意义和作用远远超出音乐本身。 

 

C·卡拉加诺夫：“克服欧洲危机的欧亚方案——扩大解决问

题的空间”，《俄罗斯研究》，2017 年第 6 期 

 

【内容提要】乌克兰危机促使各方积极寻求重建欧洲安全体系的出路。一个紧要的任务，

是要建立一个跨地区的、整个欧亚大陆的安全体系。第一步可以成立一个欧亚合作、发展与

安全论坛。如果能在此安全论坛的基础上，最终成立大欧亚共同体，那么目前的欧洲安全困

境将会是另一个局面，将更容易解决，因为这将是一个更适应世界发展趋势的合作平台。一

个对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开放的大欧亚项目，符合俄罗斯、中国以及其他欧亚国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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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亚合作与中俄关系的战略定位”（项目批准号：16JJDGJW003）的阶段性成果。原文发

表于《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Russia in Global Affairs）2015 年 8 月。感谢《全球政治中的

俄罗斯》授权本刊翻译发表。本文的中文翻译同时参照了俄文和英文版本。 

 

A·利布曼：“历史遗产及欧亚区域一体化”，《俄罗斯研究》，

2017 年第 6 期 

 

【内容提要】苏联历史以何种方式影响着欧亚区域主义（Eurasian regionalism）？尽管

很多文献已注意到“后苏联”区域主义概念本身，即已蕴含着历史在其中所发挥的关键作

用。但关于“苏联”历史遗产具体影响的研究，尚散布于文献之中且少被关注。这种历史遗

产至少在两个方面影响着欧亚区域主义：一方面，它是区域组织（regional organizations）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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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隐性环境因素；另一方面，通过路径依赖的惯性作用，直接影响欧亚区域组织本身的演

进。由于苏联遗产，欧亚区域主义的发展与其他地区的区域主义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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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欧亚伙伴关系与地区化进程，the Partnership in the Great Eurasia and the Regionalization 

Process ”（项目批准号：16JJDGJW004）的阶段性成果。 

 

C·比留科夫：“俄罗斯伏尔加联邦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与

前景”，《俄罗斯研究》，2017 年第 5 期 

 

【内容提要】中俄两国政府推出了“长江-伏尔加河”合作规划。为此，特别需要研究

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伏尔加联邦区内各联邦主体地位不同，与俄罗斯中央政府

的关系以及游说和影响中央政府的能力差别也很大。整体而言，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

坦两个共和国，以及下诺夫哥罗德州，历史积累与发展态势较好。伏尔加联邦区在吸引外

资方面（特别是来自德国的投资），有着丰富的经验。希望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为中俄

“长江-伏尔加河”的合作，提供一定的背景知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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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俄经贸合作的理论与实践模式研究——基于对两国毗邻、非毗邻地区和支点城市的企业

合作调研”（项目批准号：16JJDGJW005），以及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跨欧亚伙伴关系背

景下的中俄‘两河流域’合作研究”（项目批准号：17BGJ032）的阶段性成果。 

 

郭小丽，“13-14 世纪中俄文化认同的趋同性”，《俄罗斯研

究》，2017 年第 5 期 

 

【内容提要】中俄两国正式交往不过四百年的历史，却往往彼此为镜，在对方身上看到

自己的影子。尽管中俄两个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及民族性格并不相同，但在国家治理方面曾

经具有某种相似性。早在古代时期，草原文化就影响过东斯拉夫和华夏民族，到 13-14 世纪，

中俄两个民族都处在蒙古帝国的直接或间接控制之下，其文化和治理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

了中俄两国，不仅如此，中国文化中的某些元素也经蒙古人传到俄罗斯。因此可以说，在中

俄两国正式成为邻国之前，就已经开始彼此影响和相互认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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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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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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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海燕：“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经济形势综述”，《上海合作

组织发展报告（2016）》，2017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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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整体经济

形势普遍不容乐观。各国经济增幅为历年来新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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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金融状况恶化。展望未来，上合

组织成员国的经济风险仍然较大，面临西方国家经济制裁的俄罗斯经济能否遏制下滑势头还

未可知。比较依赖外部经济的哈萨克斯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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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能否保持较高增速，依然面临多种变数。 

 

林精华：“‘文学理论’学科在西方的兴盛与危机：来自冷战

或苏联文化的影响”，《文学评论》，2017 年第 4 期 

 

【内容提要】鉴于战后包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体系在内的苏联理论在世界的召唤力，欧

美尤其是主导冷战进程的美国，积极推动学界创建普遍理论，使欧洲文学批评实践转换为文

学理论，并促使文学教育也介入其中，把日新月异的文学批评方法纳入教材、课程，文学理

论由此发挥着远超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实践的作用，成为重要学科。这一试图超越苏联文论

的文学理论学科，大量借助当时欧洲的哲学、语言学等资源而显示出科学性、专业化，适应

包括人文学科在内的西方高等教育职业化大势，却因颠覆传统批评遗产、无视传统审美资源，

内在矛盾重重，不断引发文学研究界的指责，使关于文学理论的危机之声不绝于耳。但不同

于苏联文论直接与意识形态关联，学院化的文论之争成为该学科发展的一部分，使问题甚多

的文论学科，反而具有创新能力。 

 

周尚文：“革命理想主义的困顿——评列宁关于世界革命的

理想和实践”，《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7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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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解放全人类，是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理想，也是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马克

思主义关于世界革命的理想，深深地嵌入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脑海里,自然也成为列宁和

俄国布尔什维克追求的崇高理想。可是，世界历史时代的巨大变化，理想和现实发生碰撞，

使以“解放全人类”为使命的世界革命理论在实践中遇到严重挑战，列宁时代已碰到这个问

题，在全球化迅猛推进的今天，很少再有人重提世界革命的口号。然而，两种(或多种)不同

社会制度的国家共处在一个星球上，应该如何处理好相互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

问题。列宁晚年，已提出要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交往以及和平共处的设想。回顾列宁在这个

问题上的困顿和新的思考，总结和研究历史的经验教训，仍有所裨益。 

 

郑润宇：“索布恰克参选——2018 俄罗斯总统大选的搅局还是

新生态的开始？”，东方网，2017 年 10 月 27 日 

 

【内容提要】还有不到 5 个月时间，即将迎来 2018 俄罗斯总统大选。这次大选结果将

决定未来 6 年俄罗斯的命运，对未来世界格局的走向也将产生影响。但目前从俄罗斯国内政

治生态来看，克里姆林宫避免高谈论此事，普京也一直低调回应是否参选。同时，其他参选

人的陆续登台，使俄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这台戏，开始推出新的故事情节。目前，最有戏

剧色彩的就是 10 月 18 日索布恰克宣布参选 2018 年的新总统。这无疑是目前 2018 年俄罗斯

总统大选最有意思的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