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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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第一季度） 

【基地建设综览】 

本季度，中心“十三五”基地重大项目积极产出高质量的中期成果。此外，中心研究人

员在《欧洲研究》、《国外社会科学》和《俄罗斯研究》等 CSSCI 期刊上发表 3 篇文章；在

澎湃新闻、东方网、凤凰全球连线等重要媒体上发表多篇时评文章。 

在基地重大项目研究方面，本季度，中心研究员、基地重大项目承担人于滨教授在 CSSCI

来源期刊《俄罗斯研究》2018 年第 1 期上发表《十月革命百年之后——世界秩序与西方认

同的解体与重构》一文，此文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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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的国际格局与中俄关系：传统、现代与未来”（项目批准号：

16JJDGJW002）的阶段性成果。 

在学术论文方面，本季度，冯绍雷主任在《欧洲研究》2018 年第 1 期上发表《“对俄

制裁案”和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未来》一文，在《新民晚报》上发表访谈《普京胜选无悬

念，俄罗斯将如何发展？》；刘军副主任在《国外社会科学》2018 年第 1 期上发表《新时

代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与目标》；王海燕副研究员的研究报告《经贸合作企稳回升：

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关系》被收录在《中亚国家发展报告（2018）》一书中；林精华教授在

《外国文学评论》2018 年第 1 期上发表《解构主义的政治和伦理危机：保罗德曼修辞学阅

读理论与其亲纳粹言行》；张红老师在《俄罗斯研究》2018 年第 1 期上发表《法国对俄

“摇摆”政策的国内外因素探析》。 

 

举办国内学术研讨会 

2018 年 3 月 23 日，俄罗斯研究中心承办“俄罗斯大选后的内政外交走向”学术研讨会。 

 

参与国内外高水平学术交流 

2018 年 3 月 5 日，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与日本京都产业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东乡

和彦教授就中俄关系进行座谈。3 月 15 日，冯绍雷教授应外交部驻澳门特区特派员公署的

邀请，前往澳门城市大学做客中国外交大讲堂，就“亚洲特性与中俄关系”发表演讲，随后

还为葡语国家研究院研究生做讲座 

2018 年 1 月 11-12 日，中心副主任贝文力副教授在北京参加“一带一路”理论体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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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高端论坛暨 2018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智库联合体年会，并做大会发言：“一带

一路”建设过程中的理论内涵诠释及其对外表达。 

2018 年 1 月 24-25 日，张昕副研究员应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邀请，赴芬兰赫尔辛基，

先后参加卡内基基金会与芬兰外交部联合主办的内部政策讨论会、芬兰国际事务研究院主办

的公开讨论会，并在公开讨论会上做主题发言。 

 

媒体发声 

2018 年 3 月 18-19 日，冯绍雷教授接受观视频的采访，分别发表“十二年前我就与普

京见面，他的精神状态一直保持到了今天”，以及“真正了解普京和俄罗斯，就能理解为什

么他总能赢大选”的评论。 

2018 年 3 月 19 日，冯绍雷教授在澎湃新闻上发表《十二年来与普京交流互动点滴：

“秘密”上海情结和战略远见》，3 月 22 日在观察者网上发表《普京胜选的启示》。 

2018 年 3 月 26 日，刘军教授在东方网上发表《总统大选与普京的未来六年》，3 月

31 日发表《“毒剂”事件与西方的另类团结》。 

2018 年 2 月 1 日，张昕副研究员发表英文时评“The Kremlin Report – More than a 

sloppy list”，对美国财政部针对俄罗斯提出的“克里姆林宫报告”发表评论。 

2018 年 1 月 19 日，万青松副研究员应邀参加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的《凤凰全球连

线》节目，与北京、香港的军事专家，探讨中俄关系（军事合作）。2 月 24 日与 26 日，分别

就中白经贸合作及其前景等问题，以及中俄经贸合作、地方合作等问题，接受商务部主办的

《国际商报》记者白舒婕的采访。 

2018 年 3 月 28 日，郑润宇博士在东方网上发表《俄罗斯是否会走向战争？——从欧

美大规模驱逐俄罗斯外交官事件引起的忧思》，3 月 30 日发表《克麦罗沃大火——普京连

任后的又一次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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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建设亮点】 

 

针对当前国际热点问题，中心多位成员媒体发声 

 

围绕着俄罗斯总统大选，2018 年 3 月 18 日和 19 日，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接受观视频

的采访，分别发表“十二年前我就与普京见面，他的精神状态一直保持到了今天”，以及“真

正了解普京和俄罗斯，就能理解为什么他总能赢大选”的评论。此外，冯绍雷教授还在澎湃

新闻和观察者网上分别发表“十二年来与普京交流互动点滴：‘秘密’上海情结和战略远见”

和“普京胜选的启示”的评论。 

 

 

 

 

 

2018 年 2 月 1 日，张昕副研究员发表英文时评“The Kremlin Report – More than a 

sloppy list”，对美国财政部针对俄罗斯提出的“克里姆林宫报告”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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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 19 日，万青松副研究员应邀参加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的《凤凰全球

连线》节目，与北京、香港的军事专家，探讨中俄关系（军事合作）。 

 

 

 

此外，中心副主任刘军教授和中心研究员郑润宇博士则针对俄罗斯总统大选、“神经毒

剂事件”以及俄罗斯克麦罗沃大火事件等时事热议话题，在东方网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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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昕副研究员赴芬兰参加国际会议 

 

2018年1月24-25日，中心研究员张昕应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邀请赴芬兰赫尔辛基，

先后参加卡内基基金会与芬兰外交部联合主办的内部政策讨论会，以及芬兰国际事务研究

院主办的公开讨论会。公开讨论会的主题为 “Future Trajectories of the Russia-China 

Relationship”，张昕副研究员在会上做主题发言。 

 

 

 

 

 

 

 

 

 

【重要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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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文力副主任参加“一带一路”理论体系建设高峰论坛暨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智库联合体年会 

 

 
 

2018 年 1 月 12 日，“一带一路”理论体系建设高峰论坛暨 2018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

研究基地智库联合体（以下简称智库联合体）年会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

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主办，其他智库联合体成员协办。旨在探索“一带一路”

理论体系建设，总结以往经验，并对联合体运作机制和模式建设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胡正荣教授致欢迎辞，国家发改委西

部司副司长、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组副组长翟东升，教育部中

外人文交流中心主任、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处副秘书长杜柯伟，中联部当代世界研

究中心副主任、“一带一路”智库联盟理事会副秘书长王立勇，中国传媒大学协同创新中

心主任金德龙等学者先后发言。中东研究所副所长孙德刚研究员、潜旭明副研究员出席论

坛。 

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贝文力副教授应邀赴会，并做“‘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理

论内涵诠释及其对外表达”的大会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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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研究中心承办“俄罗斯大选后的内政外交走向” 

学术研讨会 

 

 
2018 年 3 月 23 日下午，由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主办、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

究中心承办的“俄罗斯大选后的内政外交走向”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大召开。 

出席本次学术活动的有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

政法学院、上海社科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学会会员机构的专家学者与研究生。会议

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单元和第二单元是学术研讨会，由上海市俄罗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汪

宁教授和杨烨教授主持。第三单元是学会 2018 年常务理事会，由上海市俄罗东欧中亚学会

会长范军教授主持。 

中心阎德学副研究员和张昕副研究员分别做了主题发言，发言题目是《俄罗斯大选后

看俄日关系》与《俄罗斯“新修正主义”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中心副主任刘军教授就普京就任总统之后未来六年的俄罗斯内政外交，做了展望发言

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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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重大项目进展】 

 

“21 世纪的国际格局与中俄关系”项目发表阶段性成果 
 

本季度，中心研究员、基地重大项目承担人于滨教授在 CSSCI 来源期刊《俄罗斯研究》

2018 年第 1 期上发表《十月革命百年之后——世界秩序与西方认同的解体与重构》一文。   

此文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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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世纪的国际格局与中俄关系：传统、现代与未来”（项目批准号：16JJDGJW002）的阶

段性成果。 

于滨教授在文章中指出，在十月革命过去百年之后，西方国家所主导的殖民体系早已瓦

解，对于非西方世界的物质与科技优势也逐渐难以维持，此时回顾十月革命，对其历史意义

的认知会变得更为清晰。列宁和布什尔维主义提出的关于民族自决与帝国主义的论述，将世

界战争的根源直接指向西方所主导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体系。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殖民

主义发展到达顶峰的时刻，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和意识形态提出了全方位的挑战，有力地

推动了国际体系的变革。在西方观念的建构过程中，种族主义构成了其意识形态的重要内核，

那些在西方国家内部倡导多元化的人并不愿看到真正多元化的世界。西方世界实际上在以唯

我论的视角观察世界，不愿接受非基督教和非白人国家的崛起，如何维持文明的共存将成为

新时代国际体系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Rente et clientele dans la Russie du temps present”, 

Naqd, No.32 

 

  这是俄罗斯中心研究员谢尔盖·比留科夫发表的法文文章，发表在法国学术期刊 Naqd 

2018 年第 32 期，也是俄中心基地重大项目《中俄经贸合作的理论与实践模式研究——基

于对两国毗邻、非毗邻和支点城市的企业合作调研》（项目批准号：16JJDGJW005）的阶段

性成果。 

    文章指出，虽然在 2000 年代，俄罗斯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发展，但是俄罗斯经济仍然没

有从寻租型经济转向投资型经济的发展模式。俄罗斯人仍然面临着“原料型”经济模式带

来的困扰。比留科夫教授指出，为了改善俄罗斯的经济环境，俄罗斯需要转变政府与私人

领域的关系；中央政府应该合理放权，允许地方政府使用当地资源，相对独立地发展地方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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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成果推介】 

 
冯绍雷：“‘对俄制裁案’和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未来”， 

《欧洲研究》，2018 年第 1 期 

 

因“黑客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而触发的2017年“对俄制裁案”，是当前国际格局转

型和大国关系迅速而微妙变化背景下发生的一场重要国际争端。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认

为，这场争端不仅体现了当下国际国内事务进程的高度交织，反映出国际转型期的诸种特

征，而且将深刻影响今后较长时期内美欧与俄罗斯的相互关系。冯绍雷主任从长时段进程

与当前危机的相互结合、国际政治中被忽视的“情感因素”、危机处理的“合宜性”等角

度进行分析，以期全面把握和客观深入解读这场危机。 

 

冯绍雷：“普京胜选无悬念，俄罗斯将如何发展？”， 

《新民晚报》，2018 年 3 月 15 日 

 

在 2018 年 3 月 18 日俄罗斯总统大选前夕，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在《新民晚报》发表署

名文章。他认为俄罗斯大选的结果并没有太多悬念，普京当选连任几成定局。但是，如何从

这场大选涉及的深层进程来观察俄罗斯——中国最大友邦的未来发展前景，还是一个值得关

注的问题。冯绍雷教授在文中深入分析了普京在俄罗斯国内的民意支持，特别是年轻人对普

京的支持与肯定，这是与以往不同的一个重要信号。对于普遍认为的俄罗斯“糟糕”的经济

状况，冯绍雷教授特别之处，需要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俄罗斯的经济，从而正确评估期经济

实力和耐压能力。而且一系列权威国际经济组织对俄罗斯的经济运行的评价正在朝正面的方

向变化。关于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文章指出，俄罗斯对西方有对抗的能力，但是没有可能

走冷战的老路。但是俄与西方的意识形态之争，无法预料是否如往昔一般的激烈。 

 

刘军：“新时代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与目标”， 

《国外社会科学》，2018 年第 1 期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定位、新使命，中国的新

外交航程满载着对人类命运与前途的美好愿景，中国不断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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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副主任刘军教授系统分析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渊源、核心原则、路径选择

和两大目标并从学术史上分析了“新型国际关系”这一概念的演变与其在当今国际环境下

的意义。 

 

刘军：“总统大选与普京的未来六年”， 

东方网，2018 年 3 月 26 日 

 

2018 年俄罗斯总统大选在毫无悬念中落下帷幕，普京第四任总统正式开启。本次总统

大选很有可能是普京人生旅程中的最后一次大选，未来六年之路如何展开，国际社会普遍关

注。为此，中心副主任刘军教授撰文加以分析。他认为，2018 年俄罗斯总统大选标志着一个

新的政治周期和新的政治时代拉开帷幕。从内部来看，普京优先强调国家性、爱国主义、保

护国家利益、改善私人营商环境、解决社会问题。从外部来看，普京将自己塑造成为强硬政

策的支持者，要求保护国家安全利益。总体来看，在逆境中继续追求强国地位，出奇制胜地

在军事、安全与外交领域显示俄国风采，努力撕裂西方同盟体系将是未来普京六年的工作重

点与目标 

 

王海燕：“经贸合作企稳回升；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关

系”，《中亚国家发展报告（2018）》，2018 年 3 月 

 

中心副研究员王海燕老师在文章中指出，2018 年中亚国家经济继续向好，国家间合作

日趋紧密。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会更加紧密，并面临一些有利条件：中亚国家与中

国支持经济全球化的立场一致；中国在中亚国家的经贸伙伴排序上不断上升；中亚国家积

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并与中国实施战略对接，共同制定合作发展规划；中亚国

家间的关系明显改善，有利于中国与中亚开展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油气能源等领域大型

的多边经济合作项目；中亚国家竞相发展连接中国与欧洲、中国与西亚和南亚的经济走廊

建设，通道经济效益初显；中亚国家逐步放宽对中国的签证和移民制度，有利于双方投资

与旅游合作。 

 

张红：“法国对俄‘摇摆’政策的国内外因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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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俄都是有着独特外交思想和实践的世界大国。中心研究人员张红老师指出，新世纪以

来，法国对俄政策摇摆于大西洋主义和戴高乐主义之间，游走在价值观和利益之两端。她认

为，2000 年以来法国三任总统治下的对俄政策变迁，基本上沿袭的是传统的平衡战略，但

逐渐由利益导向转变为价值观导向。法国的对俄政策受到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

欧美俄大三角关系、欧盟北约双东扩、法国战略考量以及国内精英对俄罗斯、对法俄关系的

认知等。当前，马克龙治下的法国以欧盟建设为核心依托,以多边主义为战略手段，在美俄中

三国间奉行均衡原则，以实现其“法国梦”。 

 

郑润宇：“俄罗斯是否会走向战争？——从欧美大规模驱逐

俄罗斯外交官事件引起的忧思”，东方网，2018 年 3 月 28 日 

 

欧美大规模驱逐俄罗斯外交官，这一反常态势，再次将俄罗斯推到了国际政治视野的

风口浪尖。联想到不久前的冬奥会被抵制，普京连任，俄罗斯多名军事人员在叙利亚死亡的

争议事件，以及可以预见的政治色彩浓厚的世界杯。这一切让一个充满危机的俄罗斯，一个

充满变数的世界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郑润宇：“克麦罗沃大火——普京连任后的又一次考验”，

东方网，2018 年 3 月 30 日 

 

2018 年 3 月 25 日的星期天一场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严重火灾，使克麦罗沃（Кемерово）

这个寂寂无名的小城突然成为俄罗斯媒体的焦点。不管是主流媒体、社交网站、自媒体，它

们的头条以及主要内容区基本全是关于这个噩耗的报道。其热度已远超刚刚结束的总统大选，

以及欧美大规模驱逐俄国外交官事件。俄罗斯中心郑润宇博士通过对事件的分析，特别是专

门咨询了正在中心驻所研究的来自克麦罗沃国立大学的谢尔盖·比留科夫教授，专门撰写此

文。文章指出，此次火灾暴漏了俄罗斯地方政府行政中的诸多短板，也对俄罗斯中央政府的

形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俄罗斯如何处理这次内部事件，是普京连任后的一次重要考验。从

俄罗斯方面来看，确实非常关注此事的处理，包括一系列的重要活动日程，都为此而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