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第六期 

 

 

 
 

3   吴大辉，王  洋 / 美国战略界为何没能预见苏联解体——基于认知相符理论的解析 

38  曲文轶 / 俄罗斯社会对中俄关系的认知演进——以“全俄中心”民调数据为依据 

72  柳丰华 / 中美俄在亚太：政策演变与博弈趋势 

 

 

 

105 郦  菁，张  昕 / 从“转型推手”到“政治疏离”——苏东地区市民社会的理论与实

践批判 

136 毕洪业，江  博 / 寡头干政何时了？——论乌克兰国家治理的困境及根源 

165 王林兵，雷  琳 / 从议会选举到政治变局——吉尔吉斯斯坦西式民主的危机 

 

 

 

2020 年第五期 

 

 
 

3   杨洁勉 / 疫情下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变化趋势分析 

24  理查德·萨克瓦 / 拧紧螺栓：新冠疫情与国际政治 

50  叶莲娜·切班科娃，彼得·杜特科维奇 / 新冠大流行与世界秩序 

 

 

70  于  滨 /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中俄温差” 

109 焦一强，王四海 / 美俄退出《中导条约》及其对欧洲安全与地缘政治的影响 

144 杨双梅，曾向红 / 国家角色间冲突的应对——以美国参与中亚区域治理为例 

 
 

168 徐  斌 / 市场转型与中俄天然气合作机制——以“西伯利亚力量”管道为例 

 

 

 

2020 年第四期 

 

 
 

3   李永全 / 欧亚地缘政治形势与大国博弈 

20  冯绍雷 / 中俄欧在欧亚大陆的互动——兼论“一带一路”对三方关系的影响 

欧亚大陆大国关系 

中俄经贸合作 

特稿：新冠疫情与世界秩序 

美国外交与欧亚安全 

大国关系研究 

欧亚国家转型研究 



 

 

 

61  费海汀 / 俄罗斯的政治结构及发展趋势——2020 年宪法修改前后的比较 

89  谢尔盖·卡拉加诺夫，德米特里·苏斯洛夫，等 / 俄罗斯外交政策新思想 

 

 
 

118 刘文飞 / 索尔仁尼琴：生活与创作 

153 宋羽竹 / 俄罗斯“长久之国”的构建——从“大书奖”看国家叙事 

 

 

 

2020 年第三期 

 

 
 

3   亚历山大·利布曼 / 西方学界的俄罗斯研究：问题与发展逻辑 

 

 

19  李  亮 / 上海合作组织建立成员国间冲突调解机制初探 

54  朱杰进，邹金水 / 对“中国倡议”的不同反应——俄罗斯在上合组织中的国际制度行

为选择 

 
 

80  张树华，高  媛，等 / 新时代中俄全面合作与欧亚大陆经济空间再拓展 

97  杜哲元 / 俄国在中亚的扩张——动因、进程及其战略分析 

 

 

140 周  明 / 哈萨克斯坦对欧亚经济联盟的参与及限度——结构制约与精英偏好的影响 

174 张宏莉，余  苇 / 哈萨克斯坦外来劳务移民及治理措施 

 

 

 

2020 年第二期 

 

 

 

3   李中海 / 当代俄罗斯经济思想：知识重构及政策影响 

 
 

欧亚大陆历史与现状 

专  论 

上合组织机制建设 

哈萨克斯坦经济与社会 

政党研究 

专  论 

俄罗斯文学与政治 

俄罗斯政治外交新动向 



28  强  舸，叶尔郎·马季耶夫 / 哈萨克斯坦“祖国之光”党的组织体系和发展趋势 

51  聂俣诚 / 当代俄罗斯地方政治中的政党——角色变化及其原因（1992-2019 年） 

 

 

101 谢尔盖·比留科夫 / 身份认同与地区政治经济发展——以俄罗斯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

国为例 

124 葛静深 / 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身份的多维话语建构 

162 李  暖 / 难以摆脱的“俄罗斯化”——后苏联流散语境下俄罗斯犹太人的归国难题 

189 王弘毅 / 波兰的中等强国外交——身份定位、角色期望与外交偏好 

 

 

 

 

2020 年第一期 

 

 

 

3   冯绍雷 / “自由国际秩序”、多极化与俄罗斯的“2024 议程” 

 
 

39  王  晋 / 盟友还是对手？俄罗斯与伊朗、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关切与挑战 

63  魏熊生，汪宁 / 俄罗斯对叙利亚政策中的东正教因素 

89  华  盾 / 大国博弈、双层均势的亚洲时刻——俄罗斯智库对中美经贸摩擦的认知与政

策立场 

 

 

153 王思羽 / 乌克兰民粹主义的特征及影响（2000-2019 年） 

 

 

190 康斯坦丁·沃斯特里科夫 / 下诺夫哥罗德州政治状况与地区发展前景 

 

 

 

2019 年第六期 

 

 

 
3   李建民 / 普京治下的俄罗斯经济：发展路径与趋势 

 

 

31  沈志华 / 美国对苏贷款问题历史考察（1943-1946）——关于美苏经济冷战起源的研究

（之一） 

区域身份构建 

中东、亚太政治中的俄罗斯 

中东欧民粹主义 

专  论 

俄罗斯地区发展 

冷战史研究 

专  论 



61  艾伦·林奇 / 美国与中苏联盟（1950- 1965年） 

91  俞紫梅 / “冷战”与“解冻”：双重背景下苏联对外科学文化政策的调整（1953-1964

年） 

 

 
110 郭丽双 / 反抗与重塑：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对俄罗斯文明的新构想 

143 周  超 / 中东欧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主义的兴起——从社会文化遗产角度的分析 

 

 

176 宋铁勇 / “地方性”视角的中东路事件——基于地方史料的研究 

 

 

 

 

2019 年第五期 

 

 

3   理查德·萨克瓦 / 超越世界秩序的冲突 

 

 
28  封  帅 / 世界历史中的欧亚空间——源起、建构与衰朽 

73  朱永彪，魏丽珺 / 中国、美国和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评析 

108 孙  超 / 非正式制度、中心化国家构建与现代中亚政治的形成 

141 石  靖 / “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与后苏联时代的地区分离冲突 

169 汪金国，陈亚州 / 国家身份视角下蒙古国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 

 

 

2019 年第四期 

 

 

 

3   张德广 / 中俄关系：回顾与前瞻 

16  鲁桂成 / 亲历中苏边界谈判 

 

 

30  波波·罗 / 普京的外交政策 

58  初智勇 / 中俄利益互助型战略合作的形成机制及特征——兼析其在美国“南海航行自

由”问题上的表现 

 

 

94  林精华 / 大众文学在俄国的起源和发展考 

143 赵婷廷 / 阿尼奇科夫的民俗学遗产 

171 刘雅悦 / 民间东正教的“圣经”——俄罗斯宗教弹唱诗歌《鸽书》的结构与思想分析 

 

政治思潮研究 

地方·地区研究 

欧亚地区：空间、身份与政治变迁 

专  论 

中俄关系七十周年 

俄罗斯民间文化 

 

俄罗斯外交政策 



 

2019 年第三期 

 
 
 

3   雷建锋 / 帝国继承国身份与俄罗斯外交 

37  赵鸣文 / 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 

63  葛静深 / “俄罗斯北方”：当代俄罗斯北极大国身份的学术话语建构 
 

 

 

95  施  越 / “分而治之”还是“自下而上”——再议苏联初期的中亚民族划界 

123 王鸣野 / 中间地带的通道政治与中间地带国家的国际行为——以吉尔吉斯斯坦玛纳斯

空军基地为例 

 

 

157 赵小华 / 莫斯科商人文化赞助活动内在动因探析——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初 

180 王  帅 / 基里尔任牧首十年来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发展研究——传承、转型与挑战 

 

 

2019 年第二期 

 
 
 

3   徐  衍 / 杜金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的哲学渊源 

33  张昊琦 / 俄罗斯“国家性”的历史结构 
 

 

 

67  王  文，张婷婷 / 俄罗斯对华认知的新变化及前景展望 

88  官晓萌 / 俄罗斯地区选举与地区政治新发展——兼论 2018 年地区选举 

 

 

127 松里公孝 / 顿巴斯战争与前线城市中的政治——以马里乌波尔、克拉马托尔斯克为例 

155 杨友孙，卢文娟 / 波兰西里西亚人争取族群地位问题评析 

180 刘作奎 / 日本的中东欧政策及对中国“16+1 合作”的影响分析 

 

 

2019 年第一期 

 

 
 

3   沈志华，余伟民 / 斯大林是怎样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战后苏美从合作走向对

抗的路径和原因 

俄罗斯外交与国情 

俄罗斯商人与东正教 

 

中亚问题研究 

俄罗斯思想研究 

中东欧问题研究 

 

俄罗斯舆情与地区 

国际秩序与大国关系 



21  于 滨 / 中俄与“自由国际秩序”之兴衰 

56  孙艳晓 / 金砖国家的扩容：基础、路径与风险 

 
 

 

86  A·雅科夫列夫，Л·弗林克曼，С·马卡罗夫，В·波戈达耶夫 / 俄罗斯精英共识与地

区经济发展——鞑靼斯坦共和国的经验 

118 C·比留科夫 / 转折中的库兹巴斯——阿曼·图列耶夫的离任与克麦罗沃州的发展前景 

 

 

147 宋羽竹 / 诗意化的民族想象——俄罗斯文学中的西伯利亚文本研究 

177 庄 宇 / 苏联文化政策的转向（1946- 1956）——《电话谋杀案》在苏联的排演风波 

 

 

2018 年第六期 

 
 

 

3   冯绍雷 /  

 
 

6   E·维诺库罗夫 / 欧亚经济联盟：发展现状与初步成果 

30  王 志 / 欧亚经济联盟：进展与挑战 

 
 

 

62  王林兵，雷琳 / 吉尔吉斯斯坦的现代政治精英研究——起源、特点、变迁与影响 

92  焦景丹 / 浅析塔吉克斯坦的劳务移民输出及其影响 

 

 

122 艾 苏 / 分离主义的历史分期和特点初探 

146 苟利武 / 乌克兰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族群分离与治理——以克里米亚问题为例 

164 张丽娟 / 近年来波兰和乌克兰之间关于历史记忆的冲突 

 

 

 

2018 年第五期 

 
 

 

3   张昕 / 读懂中国的同时，也读懂世界 

 
 

7   姚 海 / 从概念变化的视角理解 19 世纪俄国革命运动 

俄罗斯地区问题研究 

俄罗斯文化问题研究 

 

中亚问题研究 

卷首语 

欧亚经济联盟研究 

族群问题研究 

卷首语 

俄政治历史的范畴问题 



28  B·马良文 / 俄罗斯和中国是欧亚联合体的两个顶梁柱 

43  林 莹 / 中产阶级与威权体制转型——基于普京时代俄罗斯中产阶级的解析 

 
 

 

77  C·巴尔苏科娃 / 俄罗斯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当代选择——以农业政策为例 

97  张广翔，张文华 / 苏联赶超型的核工业发展政策——以乌拉尔地区为例 

143 万青松，万秋波 / 俄罗斯外语战略简析 

173 赵 静 / 语言政策及其对格鲁吉亚族际关系的影响 

 

 

 

 

 

 

2018 年第四期 

 

 

3   冯绍雷 / 对于高质量的地区与国别研究的殷切期待 
 

 
 

6   李中海 / 俄罗斯经济的非优性：地理角度的阐释和分析 

30  徐广淼 / 苏联北方海航道开发历史探析 

62  崔 珩 / 远东西伯利亚开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95  基里尔·鲁德 / 白俄罗斯与中国：命运与共 一路同行 

104 张严峻 / 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的历史流变与现实境遇 

144 韩 璐 / 乌克兰危机后白俄罗斯外交发展评析 

 

 

163 杜哲元 / 反思英俄中亚“大博弈”——进程、实质、特点及历史镜鉴意义 

 

 

 

2018 年第三期 

 

 

3   冯绍雷 / 《俄罗斯研究》2018 年第三期卷首语 

 

 

8   R·萨克瓦 / 统一的欧洲抑或分裂的欧洲？ 

俄罗斯/欧亚研究中的问题领域 

白俄罗斯研究 

卷首语 

中亚地区研究 

俄罗斯经济与地区 

欧亚地区政治进程 

卷首语 



24  封 帅 / 增长的极限：亚信会议发展的结构性困境与改革路径探析 

45  杨 恕，王术森 / 社会认同理论视角下的中亚地区一体化 

76  周 明 / 乌兹别克斯坦新政府与中亚地区一体化 
 

 
 

106 费海汀 / 当代俄罗斯政治思想的研究方法：现象与挑战 

131 孙 超，钮维敢 / 俄罗斯联邦民族-国家建设与分离主义的消弭 

169 王 佳 / 俄罗斯的反酗酒措施及实施困境探析 

 

 

 

 

 

2018 年第二期 

 
 

 

3   柳丰华 / 普京总统第三任期俄美关系演变与第四任期双边关系走势 

23  毕洪业 / 俄罗斯地缘政治思想的演变及影响 

45  田少颖 / 戈尔巴乔夫的“共同欧洲家园”外交构想研究 
 

 

77  杨攻研，曲文轶 / 俄罗斯政府债务演进的政治经济逻辑及风险研究 

101 李洋 / 俄罗斯 2018-2020 年中期财政预算、影响因素分析及各方争论焦点 

130 张冬杨 / 俄罗斯数字经济发展现状浅析 
 

 

159 杨友孙 / 冷战结束后中东欧政体转轨及其得失 

182 涂志明 / 冷战后欧盟对南高加索地区政策研究——政策演变、主要动因和影响要素 

 

 

 

2018 年第一期 

 
 

 

3   于滨 / 十月革命百年之后——世界秩序与西方认同的解体与重构 

 
 

22  杨成绪 / 二战后德俄关系发展历程及其前景展望 

45  张红 / 法国对俄“摇摆”政策的国内外因素探析 
 

 

俄罗斯政治与社会 

俄罗斯外交思想与实践 

俄罗斯经济问题研究 

中东欧、高加索研究 

大国关系 

专  论 

欧亚经济 



82  丛晓男 / 中国-欧亚经济联盟 FTA 的经济障碍与现实选择——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

GMR-CGE 

112 刘文翠，刘遵乐 / 乌兹别克斯坦汇率市场化改革问题研究 

 
 

128 张广翔，周嘉滢 / 冷战以来西方学者有关 19 世纪俄国官僚史的研究：理论、观点和趋

势 

159 张玉艳，杨恕 / 论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形成、发展与终结 

181 赵旭黎 / 苏俄村社与贫农委员会的博弈及其影响 

 

 

 

 

 

 

2017 年第六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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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李太龙 / 从大国认同观点谈乌克兰危机中的克里米亚事件 

40  A·利布曼，A·奥贝坚科娃 / 历史遗产及欧亚区域一体化 

 
 

57  袁勋 / 列夫·古米廖夫“民族过程”理论评述 

113 王佳 / 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族族群意识调控及国家认同建构 

 
 

140 曲昊月，肖金波 / 俄罗斯区域农业经济空间异质性研究 

177 邓沛勇 /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俄国工业发展特征 

 

 

 

2017 年第五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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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张广翔 周嘉滢 / 西方学者有关俄国 1861 年农民改革原因的阐释：冷战以来的理论转

向与研究焦点 

58  徐广淼 / 十月革命前俄国北方航道开发历史探析 
 

 
 

俄苏研究 

俄国农业、工业经济 

欧亚安全与一体化 

欧亚地区民族与认同 

专论 

 

俄国经济史 

 

俄（苏）外交 



87  封帅 / 大陆帝国邂逅海洋文明：英俄关系的历史逻辑与当代意义 

118 郝江东 / 1947 年旅大问题与苏联的“双规”策略 

137 陈梦莉 张强 / 日本国内关于“北方四岛”问题的争论、原因及影响 

 

 

157 郭小丽 / 13-14 世纪中俄文化认同的趋同性 

185 下米斗伸夫 / 日本和苏联的相互认同研究（1945-1991 年） 

 

 

 

 

 

 

 

2017 年第四期 
 

 

3   冯绍雷 / 大历史中的新定位——俄罗斯在叙事-话语建构领域的进展与问题 

 
 

34  徐凤林 / 《路标》文集对俄国法律意识的反思 

50  赵爱国 / 俄罗斯形式主义范式的美学思想史价值 

82  刘雅悦 / 俄国旧礼仪派中反教堂派的末世论思想分析 

 

 

105 侯丹 / 新时代的边缘人——谈奥尔加·斯拉夫尼科娃作品《永生的人》 

116 王贺白 / 走出地下室悲剧的卡拉马佐夫少年 

 
148 阎国栋 / 别林斯基的中国观及其与俄国汉学的关系 

168 郭小丽 / “第三罗马说”与“中国论”中的“我-他”建构——认同视域的中俄文化比

较 

 

 

 

2017 年第三期 

 

 

 

3   官晓萌 / 从第七届杜马选举看当代俄罗斯政党政治 

24  李洋 / 俄罗斯的现实经济困境及深层原因探讨 

49  马博 / 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评析——动机、愿景与挑战 

俄（苏）认同 

俄国文化思想 

 

中俄文化关系与比较 

 

俄国文学作品 

 

专  论 

 

俄罗斯政治与经济 



76  邓沛勇 / 1917 年前俄国石油工业中外资垄断集团及其影响 

 

 

105 焦一强 / “继承”还是“决裂”：—“后卡里莫夫时代”乌兹别克斯坦外交政策调整 

132 张晓慧 肖斌 / 吉尔吉斯斯坦社会运动中的政治暴力：基于案例的比较分析 

162 张栋 董莉 郑红媛 / 中亚五国经济和金融发展情况的比较研究（2009-2016 年） 

 

 

 

 

 

 

 

 

 

2017 年第二期 

 

 

 

3   施 展 / 历史哲学视域下的西域-中亚 

17  王树春 朱燕 / 大欧亚伙伴关系：多维视角下的深度解析 

44  林精华 / 从苏联解体到统一的俄罗斯文学被分解——2015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国际政

治学 

 

 

79  雷婕 童伟 / 俄罗斯政府能否摆脱油气依赖? 

105  И.А·马卡罗夫 / 俄中农业合作：期望与现实 

 

 

128 孙 超 / 南高加索安全复合体的生成困境探析 
157 何奇松 / 俄罗斯军事航天：理论、现实、改革 

177 曹升生 / 冷战后美国的涉俄非政府组织研究 

 

 

 

2017 年第一期 

 

 

3   冯绍雷 / 北约东扩、“特朗普新政”与俄欧安全新格局 

37  初智勇 / 俄罗斯国家安全要素的互动与结构——地缘不安全语境下的循环与延续 

 

中亚研究 

欧亚安全 

欧亚历史与政治 

 

欧亚经济 

欧亚社会与经济 

俄欧安全 

 



 

79  王 佳 / 俄罗斯“母亲基金”的实施成效及瓶颈问题探析 

106 丁超 雷婕 / 公共财政框架下的俄罗斯住房保障制度改革 

130 伊万·沙拉法诺夫 任群罗 / “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哈萨克斯坦产业投资环境研究 

 

 

162 李 燕 / 从“社会主义者的胜利”到“两个政权并存”——伊戈尔·多顿赢得摩尔多瓦

总统大选的原因分析与前景预测 

182 申文 唐妮 / 阿尔巴尼亚的联盟抉择（1946-1961）——基于一种联盟理论的历史分析 

 

 

 

 

 

 

 

2016 年第六期 

 

 

 

3   张广翔  李振文 / 俄国保守主义的实质与变迁——关于理查德·派普斯俄国保守主义

的研究 

23  张昊琦 / 宿命与超越——地缘政治之于俄罗斯国家认同的意义 

60  荆宗杰 / 杜金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评析——以“多极世界理论”为例 

 

 

91  潘 光 / 欧亚陆上丝绸之路沿线的“文明断裂带”研究——兼论“文明冲突论”的双重

性 

109 凌 霞 / 苏联意识形态转向中的美国文化渗透因素及反思——以持不同政见者为中心 

149 杜晓梅 王亚民 / 文艺文献文学：俄罗斯纪实文学的继承与发展——以《切尔诺贝利的

祈祷：未来纪事》为例 

168 王志亮 袁胜育 / 国际反恐法律机制视域下的上合组织反恐法律机制建设 

 

 

185 富景筠 / 俄罗斯能源政策的范式转变与东北亚能源关系 

 

 

 

2016 年第五期 

 

 

 

欧亚小国研究 

欧亚文明·文化·法律 

 

欧亚政治思想 

 

东北亚能源 

文本·文献研究 



3   史思谦 / 论《古史纪年》中的古罗斯帝国形象构建 

21  И.Т·弗罗洛夫  安启念（译） / 回首改革—И.Т·弗罗洛夫与日本《朝日新闻》记者

的谈话（1993 年 2 月） 

 

 

82  刘国菊 /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与古巴关系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106 刘名望 / 浅析苏联在 1961 年果阿事件中的角色 

 

 

125 陈 宇 / 俄罗斯本国收入的资本化与经济增长 

150 宋 博 / 试论俄罗斯央地关系治理的非常规工具选择—能源治理 

 

 

179 张 杰 / 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利益与公民的安全保护 

2016 年第四期 

 
 
 

 

3   刘文飞 / 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思想史意义 

29  龙瑜宬 / 以赛亚·伯林与俄罗斯文化 

50  季明举 / 想象的共同体：斯拉夫派的民族主义文化意识建构 

80  赵爱国 / 俄罗斯语言学传统中的方法论特质 

 

 

111 徐凤林 / 当代俄罗斯东正教社会服务简析 

125 翁泽仁 / 当代俄罗斯东正教媒体的传播状况探析 

 

 

146 徐坡岭、刘畅 / 俄罗斯经济增长中的技术效率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非径向超效率

DEA 模型 

169 伊万·沙拉法诺夫、任群罗 / 中国企业在哈萨克斯坦投资环境评价及风险研究——基

于 69 家中资企业调查研究 

 

 

 

2016 年第三期 

 

 

 

3   封 帅 / 俄罗斯研究领域的“英国学派”—历史沿革、思想谱系与时代特征 

苏联外交 

俄罗斯经济 

中亚安全 

思想与文化 

宗教与社会 

欧亚经济 

海外俄苏研究 



37  阎德学 / 斯拉夫·欧亚研究的“日本范式” 

64  韩冬涛、孔令兰萱 / 斯蒂芬·赫德兰视野中的俄罗斯转型路径依赖 
 

 

94  萨雅娜·娜姆萨拉耶娃 / 中俄边境城市满洲里的女性边贸人 

122 碧法兰 / 模仿性竞争：以中俄边境城市的建筑演化为例 

140 孙 超 / 俄罗斯帝国民族分离主义的起源 

 

 

163 刘博玲 / 试论 17 世纪俄国东正教会分裂的原因 

184 吴舒屏 / 东正教政治理念辨析——兼评俄罗斯教会之依附性悖论 

 

 

 

2016 年第二期 

 

 

 

3   冯绍雷 / 美国对俄罗斯问题的决策争议和认知差异 

32  A·克里科维奇，Y·韦伯 / 美国行为的根源——以美国对俄政策为例 

47  R·萨科瓦 / 世界秩序：俄罗斯的视角 
62  波波·罗 / 两种世界观与世界失序的回归——新霍布斯式想象与俄罗斯外交的功能性

失调 

100 初智勇 / 意识形态对俄罗斯国家对外目标的影响 

134 林精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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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杨友孙 / 乌克兰地方自治：问题、改革与前景 

 

 

 

2016 年第一期 

 

 

 

3   万青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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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王志远 / “后苏联空间”与“丝绸之路 

经济带”：一个分析框架 

79  封帅 / 利基航线、俱乐部产品与北方海航道开发战略转型的路径选择：一个中方视角 

人类学·民族学 

东正教 

国际秩序与大国关系 

 

乌克兰研究 

一带一路研究 

 



 

 

104 刘春杰 / 大众传媒立法视域下的俄罗斯政治精英治国理念变迁 

135 顾炜 / 俄罗斯人权观念的变化对其介入危机方式的影响 

 

 

157 高恒建 邓峰 / 苏美会谈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181 吕雪峰 / 南海争端中的苏联/俄罗斯因素 

 

 

 

 

 

 

 

2015 年第六期 

 

 

 

3   A·阿姆列巴耶夫 / 上海合作组织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前景 

31  С·比留科夫 / “丝绸之路”与欧亚一体化——两大战略项目相结合的前景 

58  В·卡普斯京 / “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与俄中合作 

 

 

88  程浩 / 浅析 18 世纪末俄罗斯南下及日本知识分子近代国际观及扩张意识的发端——

以工藤平助的《赤虾夷风说考》为例 

102 侯艾君 / 中亚垦荒运动及其后果新论 

124 郝江东 / 1948-1949 年初斯大林对华政策调整再探讨 

 

 

155 张水辉 / 转型以来中东欧国家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研究 

180 郑华 程雅青 / 俄罗斯对金砖国家身份的建构——基于俄主流媒体涉金砖报道的分析

2013-2014 

 

 

 

2015 年第五期 

 

 

 

3   刘旭 / 油价下跌与欧美制裁下的俄罗斯石油企业经营现状分析 

40  刘乾 任晓航 尼古拉·霍夫洛夫 / 俄罗 

斯天然气：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与对 

冷战史与国际关系 

观念与治理 

 

上合组织 

 

制度·身份 

俄苏历史 

 

欧亚能源 

 



外合作战略转型 

75  王海燕 / 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多元化出口战略（1991-2015）：一项实证主义分析 

 

 

97  R·萨科瓦 / 金砖国家和泛欧洲的终结 

112 潘兴明 周鹤 / 三种维度下的金砖国家关系考察 

138 贾中正 任琳 / 俄罗斯与“金砖国家”的经济联系研究 

 

 

160  A·雅科夫列夫 / 俄罗斯与中国公共行政中的激励机制与经济增长 

177  O·玛琳诺娃 / 利用外部“他者”：俄罗斯总统言论中有关美国与中国表述（2000-2015）

的比较分析 

 

 

 

2015 年第四期 

 

 
 

 

3   赵爱国 / 俄罗斯“斯拉夫主义”哲学思想的学理内涵 

35  戴艳梅 刘肖岩 徐祗朋 /《2025 年前俄罗斯国家民族政策的战略》解读与分析 

58  杨素梅 高寒 / 俄政府对顿河哥萨克政策的历史演变 

89  张宏莉 赵静 / 摩尔多瓦语言政策及相关问题分析 

104 赵小华 / 全俄罗斯圣徒拉多涅日的谢尔吉崇拜经久不衰原因探析 

 

 

 

133 杨佩桦  侯敏跃 / 多维视野下的中俄、中澳资源合作比较研究 

172 王小龙 / 成败之间：战后苏联新卢布改革与中国金圆券改革比较研究 

 

 

 

2015 年第三期 

 

 

 

3   施展 / 世界历史视野下的“一带一路”战略 

20  谢尔盖·卡拉加诺夫  季莫费·博尔达切夫 等 / 构建中央欧亚:“丝绸之路经济带”

与欧亚国家协同发展优先事项 

37  亚历山大·利布曼 / 乌克兰危机、俄经济危机和欧亚经济联盟 

58  戴轶尘 / 欧盟中亚战略中的多边安全合作及其成效评估 

84  李载荣 / 韩国的新北方政策与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开发 

比较研究 

金砖国家 

 

民族·语言·宗教 

 

比较经济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 

 



102 刘宗媛 / 简析复兴“新丝绸之路”中的次国家行为者——以重庆市为例 

 

 

119 成志杰 / 网状伙伴外交机制：中俄合作的新路径 

140 亚历山大·加布耶夫 / 俄罗斯对华政策：驱动力和决策过程 

156 初智勇 / 俄罗斯对外结盟的目标形成及影响因素——基于权力结构、地缘关系、意识

形态视角的分析 

 

 

 

 

 

 

 

 

2015 年第二期 

 

 

 

3   张晓东 / 父与子：后苏联电影中的苏联形象 

20  张建华 / 《德尔苏·乌扎拉》：冲突年代苏联电影中的“中国形象”与中苏关系 

46  胡腾蛟 / 冷战早期美国对苏联“敌人形象”的塑造    

 

 
 

76  郝娜 / 俄国革命为什么会发生？——文化的与结构的视角 

95  郝江东 / 战后初期斯大林对华“双轨”政策的形成 

123 邱海燕 / 中国领袖对苏决策中国家利益与政党利益的权衡（1921-1966 年） 

 

 

154 伊万·沙拉法诺夫 任群罗 / 哈萨克斯坦如何应对“荷兰病” 

178 顾乐民 / 基于切比雪夫最佳逼近原理的俄罗斯人口变化通道 

 

 

 

2015 年第一期 

 
 
 

 

3   R·萨科瓦 / 乌克兰的未来 

28  梁强 / 乌克兰危机一年：回顾、反思与展望 

60  S·赫德兰 / 在乌克兰问题上制裁俄罗斯有无意义及效用？ 

制度变迁与俄罗斯外交 

苏联形象 

 

俄苏·历史 

经济·人口 

乌克兰危机 

 



86  李秀蛟 / 乌克兰危机中的政治算术    

  

115 徐坡岭 肖影 刘来会 / 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经济危机的性质及展望 

149 徐昱东 / 中亚俄罗斯各地区投资环境评价及投资区位选择分析 

 

 

 

 

 

 

 

2014 年第六期 

 
 

 
 

3   冯绍雷 / 2014 年之后的俄罗斯 

 

 

19  张华 / 俄罗斯不应诉“北极日出号案”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36  李若愚 / 日本和沙俄外交史中的领土问题——以日本史料为中心的分析 

 

66  富育红 / 上海合作组织介入阿富汗的背景、问题与方式 

87  任洁 / 中亚同质性背景下的哈萨克斯坦政府改革与治理研究 

 

 

111 梁强 / 苏联、英国、美国与 1945 年的里雅斯特危机 

136 郝亚堃 / 美国兰德公司的苏联政治研究：内森·莱特斯与《政治局行动准则》 

 

 

162 徐小杰 / 丝绸之路战略构想的特征研究 

181 谢蕾 方小刚 /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背景下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能源合作的法律问题研

究 

 

 

 

2014 年第五期 

 

 

 

欧亚经济 

 

专 论 

 

俄罗斯对外关系 

 

外交决策 

 

中亚研究 

 

中国边疆研究 

 

文学与文化 

 



3   刘文飞 / 诗散文：布罗茨基的《悲伤与理智》 

26  龙瑜宬 /“落在两扇磨石间的谷粒”：索尔仁尼琴在西方（1974-1994） 

 

 

62  翁泽仁 / 当代俄罗斯东正教报刊的世俗化特色探析 

82  张晓玲 梁英超 / 试论俄罗斯东正教哥萨克节的产生 

 

 

105 赵凤彩 / 东正教与当代俄罗斯国民信仰及自我认同 

120 文龙杰 / 关乎身份认同：俄欧关系中的免签问题 

 

 

150 朱川豫 / 试论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妇女教育改革 

172 顾鸿飞 / 社会转型背景下俄罗斯非国立高等教育发展的选择 

 

2014 年第四期 

 
 

 
 

3  刘瑶  马括 / 后金融危机时代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的贸易关系分析 

20  B·卡布斯金 / 俄罗斯加入 WTO 对其与独联体国家及上合组织成员国贸易的影响          

44 肖影 / 独联体地区国家贸易便利化进展评析 

 

 

61  赵围  郭力  宋晓光 / “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视角下的中俄科技合作 

83  徐昱东  徐坡岭 / 俄罗斯投资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俄各地区中小企业

发展水平的视角 

113 李洋 / 俄罗斯经济转轨初期的金融环境不稳定与企业发展困境 

131 张聪明 / 俄罗斯的外汇储备与欧亚经济一体化 

 

 

165 金飞 / 前苏联经济增长的 TFP 讨论——苏俄与西方序列的比较 

192 郭晓琼 / 俄罗斯经济增长动力与未来发展道路 

 

 

 

2014 年第三期 

 

 

3   封帅 / 悲剧的诞生：身份认同困境与克里米亚的命运 

42  尼古拉·特鲁别茨科伊 / 论乌克兰问题 

60  葛汉文 丁艳凤 / 乌克兰民族主义：历史演进、政治诉求与极端发展 

东正教 

 

认同问题 

 

教育问题 

 

贸易与区域合作 

 

经济增长 

 

企业与金融 

 

乌克兰问题 

 



76  杨友孙 / 乌克兰宪法变革下的政体困局：评估与展望 

104 孙超 / 分离的国际化及其演进——对南奥塞梯和乌克兰东部地区分离情势比较 

 

 

136 林精华 / 从欧洲化到苏维埃化的跨欧亚帝国治理：关于欧亚主义的论述 

187 张海鹰 / 20 世纪 20 年代俄国侨民界对欧亚主义的批评 

 

 

 

 

 

 

 

2014 年第二期 

 

 

 

 

3  理查德·萨克瓦 / 欧亚一体化的挑战 

24 李超 曾向红 / 试析文化因素对中亚一体化的影响 

53  V·多多诺夫 L·穆扎帕罗娃 D·穆罕穆德扎娃 / 中亚：从外围到中心 

71  张恒龙 谢章福 / 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与挑战——基于二元响应模型

的计量分析 

91  连雪君 / 传统的再发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观念与实践——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在地

区国际合作研究中的探索 

115 吴大辉 / 后反恐时代阿富汗的重建：关于中亚国家作用的探讨 

 

 

 

130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 / 俄罗斯在中亚的利益：内容、前景、制约因素 

177 宋志芹 / 试论俄罗斯与乌兹别克斯坦的能源合作 

 

 

 

2014 年第一期 

 

 

 

 

3   朱建刚 唐薇/ 俄国思想史中的“波兰问题”——保守派的视角 

22  雷蒙德·塔拉斯 / 波兰的长期恐俄症？精英和大众态度的比较 

43  余南平 周生升 /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东欧欧盟国家的政党政治结构变迁 

欧亚主义 

 

中亚与欧亚一体化 

 

俄罗斯与中亚 

 

斯拉夫·欧亚 

 



 

 

 

74  石芳 / 启蒙时代的俄国形象与“欧洲”建构——对伏尔泰俄国历史著作的分析 

92  张建华 / 塑造“苏联形象”：越南战争中的苏联军事专家及其影响 

139 陈余 / 苏德战争前苏联政治宣传中的“德国形象”——以《真理报》为主要考察对象 

 

 

 

157 波波·罗 / 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从战略三角到后现代三角 

182 黄登学 / 新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述评——兼论普京新任期俄罗斯外交走势 

 

 

 

 

2013 年第六期 

 

 

 

3   冯绍雷 / 俄罗斯：2013 年的多重含义 

 

 
 

12  张昕 / “能源帝国”、“能源超级大国”和“能源外交”的迷思 

32  I·欧拉兰德 / 全球化视角下俄罗        斯远东地区油气业发展：挪威国家         

石油公司合作战略个案研究 

51  昆都 / 丝绸之路的连通和地区运输走廊 

 

 

66  徐凤林 / 东正教灵修传统与俄国文化史——霍鲁日的俄国文化史观 

79  赵小华 / 俄罗斯东正教会封圣史发展概述 

111 B·谢尔比年科  郭小丽 / 19 世纪俄国哲学中的中国形象 

130 安启念 / 从奥伊泽尔曼看后苏联时期         俄罗斯哲学 

147 洪亮 / 凡登布鲁克与俄国 

 

 

167 于滨 / 西方苏联学的内核与外延 

 

 

 

2013 年第五期 

 

 

 

形象·符号 

 

战略·政策 

 

专  论 

 

能源与交通 

 

宗教与哲学 

 

俄苏问题 

 

乌克兰问题 

 



 

3   葛汉文 / 冷战后乌克兰的地缘政治思想 

23  杨恕  朱倍德 / 后苏联时期俄乌关系中的历史、文化因素 

42  赵永华  刘佳莹 / 政治新闻架构中的画框隐喻——基于《纽约时报》对乌克兰“橙色

革命”报道的框架分析 

 

 

 

61  梁强 / 苏联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特兰西瓦尼亚问题（1940-1945） 

87  孙德刚 / 苏（俄）在叙利亚军事基地部署的动因分析 

120 曾向红 / 遏制、整合与塑造：美国中亚政策的战略目标 

164 徐刚 / 塞尔维亚与科索沃谈判：背景进程与展望 

 

 

2013 年第四期 

 

 

 

3   徐坡岭 郑维臣 / 俄罗斯转型以来货币政策演化分析——公共选择的视角 

21  赵围 郭力 宋晓光 / 俄罗斯科研人才队伍整体评价与发展展望 

42  叶召霞 / 试析当代俄罗斯住房公用事业改革 

65  余南平 孔令兰萱 /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东欧社会经济转型评估 

 

 

115 叶楠 / 探析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的变革与投资策略选择 

132 潘成龙 / 解析俄罗斯开发与对外经济银行的建立与实践 

150 宋艳梅 / 俄罗斯国际发展援助的特点——兼与苏联时期比较 

 

             

172 赵旭黎 / 新经济政策前期苏联粮食政策的负面效应与农民反抗 

191 李洋 / 投资的代价：1970-1980 年代苏联经济增长困境 

 

 

 

2013 年第三期 

 
 

 

             

3  G·吉尔 / 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符号政治 

 
 

15  刘文飞 / 俄国文学中的“女性记忆”和“遗孀文学”——以《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

为例 

大国地区外交 

 

历  史 

转  型 

外  经 

专  论 

记  忆 



45  李新梅 / 当代俄罗斯作家记忆中的苏联解体——俄罗斯作家访谈录综述 

 

 

66  阎国栋 / 遥远的记忆与诱人的传闻——17 世纪中期前俄国的中国形象 

94  刘亚丁 / 祖国保卫者形象塑造——2012 年 2 月 23 日普京卢日尼基体育场演讲分析 

 

 

117 郭小丽 / 俄罗斯认同中“我-他”身份构建的历史流变 

144 Ю·西涅丽娜 / 当代俄罗斯国民宗教性发展状况（1989-2012 年） 

166 朱晓明 孙友晋 / 现当代欧洲罗姆人问题探析 

 

 

185 劳灵珊 / 试论弗洛罗夫斯基对欧亚主义思潮的参与和反思 

 

 

 

2013 年第二期 

 

 

             

3   熊光楷 / 深化中美俄三边关系  维护亚太和平与稳定 

 

 

10  冯绍雷 / 面向亚太地区未来的中俄关系 

24  В·Л·拉林 / 愿景的方向与可能性的边界：对俄罗斯制定 21 世纪上半叶亚太地区战

略的几点意见 

42  申  韬 / 机遇与桎梏：变革时代的俄罗斯亚太战略 

 

 

67  林精华 / 俄印超常关系二百年与俄国的印度学 

116 松里公孝 / 1884 年阿穆尔河沿岸总督区的创建与俄罗斯亚洲地区的权力重构 

151 曹  群 / 论日俄战争前的俄国海权战略 

178 吴若痕 / 中国的“瓦西里”与他的俄罗斯朋友——走私者与他们的跨文化身份 

 

 

 

2013 年第一期 

 

 

             

3   戴超武 / 斯大林、苏联外交与冷战的起源 

88  赵玉明 / 文化冷战与冷战初期的苏联反美宣传——以中央宣传鼓动部解密档案为切入

点 

 

认  同 

形  象 

欧亚主义 

专  论 

历史视野中的俄罗斯与亚太 

俄罗斯与亚太地区新秩序 

苏联与冷战国际史 



 

 

107 杨奎松 /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的社会主义主张与实践 

 

 

147 赵小华 / 试论俄国历史上的禁欲派与约瑟夫派之争 

165 贾付强 / 俄罗斯东正教会与苏联公共外交（1943-1953 年） 

 

 

184 刘振宇 / 清末民初中国人留学俄（苏）活动的历史考察 

 

 

 

 

 

2012 年第六期 

 

 

 

3   Е·普里马科夫 / 观念与社会形态间的张力 

8   B·朱达 / 普京的新任期、新政策 

 

             

12  冯绍雷 / 东西方文明结合部：俄国研究的一个基本分析范畴 

 

 

39  张树华 / 普京道路与俄罗斯政治的未来 

59  С·比留科夫 В·萨文 / 普京的使命：俄罗斯向何处去？ 

 

 

85  张  昕 / 国家资本主义、私有化与精英斗争——近期俄罗斯“国家—资本”关系的两

重逻辑 

106 冯春萍 / 俄罗斯宏观经济地域空间格局的演变 

 

 

124 于  滨 / 普京三任外交启动：光荣、梦想与现实 

151 李  兴 / 普京欧亚联盟评析 

 

 

175 王宪举 / 2012 年俄罗斯国内形势和对外关系的若干特点 

 

 

 

2012 年第五期 

 

中俄关系史 

宗教史 

社会主义研究 

海外学者专论 

俄罗斯经济 

俄罗斯外交 

年终专稿 

俄罗斯历史与文化 

俄罗斯政治 



 

             

3   赵华胜 / 中国与阿富汗——中国的利益、立场与观点 

20  A·高希 / 印度与阿富汗关系中的中亚因素 

37  姚远梅 / 杜兰德线：侵略阿富汗的泥潭——从十九世纪英国人建立“科学边界”说起 

 

 

 

62  王维然 雷琳 吴唯君 / 自然资源是哈萨克斯坦的赐福还是诅咒？ 

76  宇山智彦 / 吉尔吉斯斯坦二次革命后的政党政治与总理-总统制：乱中有序 

93  杨  成 / 去俄罗斯化、在地化与国际化：后苏联时期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

的生成和巩固路径解析 

160 陈体标 /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产业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 

 

2012 年第四期 

 

 

 

3   潘兴明 / 俄罗斯与南非关系的历史考察——以苏联与非国大关系为视角 

21  肖辉忠 / 试析俄罗斯金砖国家外交中的几个问题  

43  李冠杰 / 一种正常的战略伙伴关系——印俄战略合作的成效与前景 

 

             

67  封  帅 / “双向失衡”结构与欧洲导弹防御议题中的美俄博弈 

94  林精华 / 陌生的邻居——后苏联时期俄国民族主义潮流下的中俄关系 

156 阎德学 黄灏 / 日本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二手车交易研究 

 

 

192 姜  睿 / 气候政治中的俄罗斯因素——俄罗斯参与国际气候合作的立场、问题与前景 

 

 

 

2012 年第三期 

 

 

 

3   刘文飞 / 米尔斯基和他的《俄国文学史》 

34  张  红 刘会宝 / 俄罗斯国家身份的探寻之旅——詹姆斯·比灵顿的俄国文化研究  

65  张建华 / 以赛亚·伯林视野下的苏联知识分子和苏联文化 

90  杨素梅 / 哥萨克的起源与社会属性分析：一种哥萨克学的研究视角 

 

阿富汗问题 

中亚与上合组织 

俄罗斯与大国关系 

俄罗斯与金砖国家 

非传统安全与俄罗斯外交 

新经济政策 

文化·社会 



             

103 黄立茀 / 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初创与确立 

126 张  丹 / 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城市住房管理体制转型初探 
 
 
 
 

144 余南平 李秋悦 / 后金融危机时代俄罗斯经济转型评估 

174 徐坡岭 郑燕霞 / 分权体制下中俄地方官员激励机制及其经济行为选择比较——2000

年以来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2012 年第二期 

 
 
 
 

3   冯绍雷 / 总统大选后的俄罗斯态势 

 

             

10  T·科尔顿 / 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政治领袖 

53  庞大鹏 / 俄罗斯的发展道路 

84  侯铁建 / 俄罗斯发展战略演变的理论逻辑 

 

 

101 大串敦 / 支配型政党的统制界限？——统一俄罗斯党与地方领导人 

122 官晓萌 / 俄罗斯地区立法机关选举研究 

 

 

143 S·赫德兰 / 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是时候忘记俄罗斯现代化了吗？ 

166 杨  成 / “普京主义”的社会基础与 2012 年总统选举之后的俄罗斯政治生态发展趋势 

191 王树春 万青松 / 试论欧亚联盟的未来前景 

 

 

 

2012 年第一期 

 
 
 
 

3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俄罗斯国防与外交政策委员会 / 21 世纪的中国与俄罗

转型经济研究 

专  论 

俄罗斯选举·背景篇 

俄罗斯选举·地区篇 

2012 年俄罗斯总统选举

举·地区篇 

战略对话 



斯：地区挑战与机遇—“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俄中分组讨论用提纲 

 

             

 

40  久保庭真彰 / 俄罗斯经济的转折点与“俄罗斯病” 

92  夏启明 刘贵洲 / 浅析俄罗斯新税制：石油行业发展的十字路口 

106 侯敏跃 韩冬涛 / 中俄、中澳能源合作比较研究：合理性、有效性、可持续性探析 

125 J·库兹涅尔 / 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精英及其对能源政策的影响 

 

 

 

154 吕  鹏 / 从东亚样本看“后共产主义”研究的多元路径 

177 郭  洁 / 近二十年波兰外交转型刍议 

 

 

2011 年第六期 

•苏联解体研究专辑 
 
 
 

3   潘兴明 / 帝国研究视角下的苏联解体研究 

15  李永晶 / 苏联解体与文明进程——马克斯·韦伯“俄国革命论”的视点 

 

 

29  M·坎加斯普罗 / 苏联改革的两面性：从改革走向崩溃 

46  K·彼得罗夫 / 建构、重建与解构：从概念史视角看苏联解体 

 

 

71  庞昌伟 / 国际油价波动与苏联解体 

85  任  琳 / 中俄和解研究 

 

 

96  林精华 / 世界殖民帝国历史的和平结束——21世纪初俄国人对苏联解体的认知 

118 于  滨 / 转型的迷茫与困惑 

137 胡  彦 辑 / 俄罗斯大事记 

 

2011 年第五期 
 
 
 

3   冯绍雷 / “王车易位”后的俄罗斯走向及其构想中的对外战略 

 

 

斯拉夫·欧亚 

俄罗斯与欧亚能源 

苏联解体•范畴篇 

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改革专论 

苏联解体•实证篇 

苏联解体•认知篇 

专   论 

苏联解体：中国学者笔谈 

 



14  盛世良 / 亲历苏联解体 

18  左凤荣 / 退出冷战：戈尔巴乔夫的主动选择 

21  余伟民 / 苏联解体的制度因素与行为因素 

 

 

25  Е·普里马科夫 / 苏联为什么会终结？ 

40  С·卡拉-穆尔扎 / 苏维埃制度崩溃的原因之初步分析 

59  Д·谢泽 / 从勃列日涅夫的“干部锻炼”到戈尔巴乔夫的“迭次更换”——苏联 1985-1989

年间罗名制的动荡不稳 

 

 

90  徐坡岭 韩爽 / 中东欧独联体政治经济转型 20 年：约束条件与转型政策、策略选择 

105 庞大鹏 / 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的国民心态 

118 郑润宇 / 从俄罗斯全球战略视角剖析俄哈关系模式 

133 胡  彦 辑 / 俄罗斯大事记 

2011 年第四期 
 
 
 

3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俄罗斯国防与外交政策委员会 / 经由和谐发展走向地

区稳定：新世界格局中的俄罗斯与中国——“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俄中分组

讨论用提纲 

17  А•А•邓金  等/ 2030 年全球战略预测 

 

 

48  季明举 / 民族主义话语及其表述实质——19 世纪上半叶俄国文化运动及其历史影响 

62  徐凤林 / 民族情感与道德义务——俄国学者 20 世纪初民族主义争论中的哲学问题 

 

 

75  于彬  曲文轶 / 中俄电力产业规制机构设置及影响因素比较研究 

92  李中海 / 卢布国际化战略评析——兼论中俄贸易本币结算 

 

 

105 李丹慧 / 关于 1960 年代中国与东欧五国关系的若干问题——来自中国档案文献的新

证据 

130 梁  志 /  1968 年“普韦布洛”号危机初期的美苏交涉 

146 胡  彦 辑 / 俄罗斯大事记 

 

 

2011 年第三期 
 
 
 

3   赵  泓 / 循序渐进 精益求精——《俄罗斯研究》发行三十周年寄语 

 

苏联解体：原因篇 

苏联解体：影响篇 

战略预测 

俄国民族主义 

经  济 

冷战国际史 

刊 首 语 

高端论坛：上海精神与上海合作组织 



 

6   М·伊马纳利耶夫 / 上海合作组织：十年安全与合作之路 

8   А·拉希德 / 成就巨大，前景灿烂 

12  С·沙赫赖 / 建立促进上合组织繁荣发展的评估机制 

15  Д·卢基扬采夫 / 推动上合组织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18  А·梅杜舍夫斯基 / 20 世纪初俄国革命历史编纂学的基本问题 

48  邵丽英 / 叙述创新与问题转换——俄国“十月革命”再思考 

78  Е·普里马科夫 / 十月革命的历史是不能改写的 

87  封  帅 / 观念、体制与领袖——阿齐·布朗视野中的俄罗斯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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