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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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第一季度） 

 

 

【基地建设综览】 

策马扬鞭，开拓新局面 

——2014 年俄罗斯研究中心第一季度工作综述 

 

2014 年第一季度，俄罗斯研究中心策马扬鞭，加快步伐。在巩固已有成绩的基础上，

不断突破。在教育部和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在学术交流、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团队

建设等方面均有出色表现。 

 

学术交流积极活跃 

本季度俄罗斯研究中心以自身强大的学术资源与影响力不断吸引着国内外知名专家与

机构到访俄中心，中心以开放的态度进行广泛学术交流，并探索新的研究合作模式。 

美国国防大学近东南亚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杰弗瑞•佩恩、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

会主席费•卢基扬诺夫、哈萨克斯坦总统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首任总统与国内政策中心主

任艾达尔•阿姆列巴耶夫等均到访，并作主题演讲。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SAI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俄罗斯与欧亚问题

专家 Bruce Parrot 教授率 15 人学生代表团来访，并邀请冯绍雷教授作了题为“中国视角下

的俄欧关系”讲座。 

韩国驻上海领事馆副总领事李康国一行到访，就乌克兰问题与俄中心学者进行座谈，交

换意见。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韩文科所长一行来访, 就上合组织发展状况,中亚地

区能源治理机制、多边能源合作等方面问题与我中心研究员进行了座谈，并探讨了双方未来

可开展的科研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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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副总领事李康国一行来访会谈            与国家发改委能源所专家合影 

 

基地项目稳步推进 

俄罗斯研究中心作为基地重大项目的试点机构，已经于 2011 年一次成功立项 12 项教育

部基地重大项目（五年）。2013 年 12 月，这批项目均顺利通过了教育部的中期考核。已经

产生了一大批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大部分项目已经完成了终稿的 50%以上。2014 年 1 月 14

日，对通过通讯评审的 8 个基地重大项目进行会议评审，差额评选出其中的 6 项进行追加资

助，旨在产生基地的标志性、代表性成果，同时延长研究时间一年；其余的项目将于 2014

年提交结项。 

 

服务社会资政启民 

针对国际形势，我中心学者在国内外一系列媒体上发表了紧跟事态的介绍和报道，在引

导舆论，传播正能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围绕乌克兰事件，中心学者冯绍雷、刘军、杨成、张昕等在《东方早报》、《观察者网》、

《新民晚报》、、《解放日报》、《中国网》等媒体上发文十余篇，冯绍雷等接受《凤凰卫视》、

《中央电视台》、《东方卫视》、《第一财经》、《新华网》、《文汇报》、《China Daily》等媒体的

采访二十余次。俄中心网站上开辟了“乌克兰研究专题”，呈列了中心成员的相关研究成果

以及中心期刊《俄罗斯研究》上刊登的“乌克兰专题”文章。 

 

 

按照国家对于高校智库“资政启民”的要求，俄中心冯绍雷教授等学者加大了在重要讲

坛发表学术研究成果的力度，获得了广泛认可与积极反响。冯绍雷教授先后在国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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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上海市政协外事委员会、“新民环球讲坛”等进行了主题演讲或专题

报告。 

    冯绍雷教授等应中央机构和有关职能部门的要求，提供了若干专题研究报告。根据有关

方面的正式反馈，获得了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 

 

团队建设彰显成效 

    中心一直注重团队发展，重视中青年学者的培养与扶持，数年来培养了不少研究型人才。

本季度中心青年学者刘军、杨成、郑润宇、张昕、阎德学等相继有紧扣国际时事的研究成果

发表在《新民晚报》、《解放日报》、《东方早报》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2012 级硕士研究

生蒋霁望的“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的欧亚帝国梦”一文也刊登在《东方早报》的国际版上；

张昕就乌克兰问题的研究成果以《成果要报》的形式报送；中心副主任杨成副教授就乌克兰

问题接受中央电视台、中国人民广播电台的采访。中心团队不懈努力，发挥学术优势，针对

社会热点问题，积极释疑解惑，再一次体现了俄中心的舆论引导功能。 

 

 

 

 

【基地建设亮点】 
 

学术发表新变化渠道拓展传播广 
2014 年初，俄中心在学术发表上有了更为明显的新变化，除了已有的在学术刊物和报

刊杂志上发表文章，中心学者开始更广泛地运用网络系统发表学术和评论文章，以传播更多

有关俄罗斯研究的分析和信息。 

（1）2014 年 2 月 6 日习近平主席今年再次首访俄罗斯和参加冬奥，冯绍雷教授除了在传统

媒体，如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国青年报》、《第一财经》、《新民晚报》等发表相关采访

和评论，还在《光明日报》网、《人民日报》海外网、《央视网》、《观察者网》发表了有关习

主席首访的评论文章，受到好评。 

（2）围绕乌克兰事件，冯绍雷教授等人在国内国外一系列媒体上，包括《凤凰卫视》、《东

方卫视》、《第一财经》、《深圳卫视》、《广东卫视》、《纽约时报》等上发表了一系列紧跟事态

的介绍和报道，在引导舆论，传播正能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冯绍雷教授“乌克兰”系列时评引关注 
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中心冯绍雷教授在《东方早报》、《观察者网》等连续发表“基辅

之乱”、“从另一种视角看乌克兰国际环境”、“乌克兰之变的未来选择”、“普京在克里米亚问

题上的精打细算”、“克里米亚的第三条道路”等评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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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章在国内首先第一次提出了有关必须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相互交织的角度看

待乌克兰危机的观点，提出了关于乌克兰未来中立化的国际地位，以及联邦制或邦联制的宪

政安排，乃是乌克兰问题的不可避免的必然路径。上述文章在报上和网上的及时发表，以及

所引起的关注，对于国内智库而言，是一项比较新的有待加强的实践。 

 

基地数据库建设稳步推进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坚持以基础研究

与应用研究相结合。随着中心多年来的发展，中心逐渐积累了自己独有的丰富学术信息资源。

根据中心发展的需要，独立建设大规模的数据采集和整理、专业学术功能强大的“大数据时

代”新型电子数据库已经成为中心的重要任务之一。中心组织专业学术团队对数据库的建设

进行多次的深入探讨论证，对数据库的发展进行了设计，并与专业技术团队合作共同开发、

建设中心独立的数据库。2014 年上半年将推出自己的专业超级数据库。 

 

 

 

 

成功举办“百场校级学术讲座”之黄枝连讲座 
3 月 14 日，著名华人学者黄枝连（Huang Chih-Lien）教授访问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

地区发展研究院，并在理科大楼 A510 作了题为“走出‘#2.0’，走向‘#3.0’的发展道路：

探索‘3+2+2+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发开展及其国际意义” 的精彩演讲。此次讲座被

列为我校“百场校级学术讲座”之一，由我中心杨成副教授主持，校内外众多师生参与其中。 

黄教授首先陈述了他提出的“1.0”、“2.0”、“3.0”三个版本。他认为，以澳门为例，“1.0”

涵盖从公元 11 世纪北宋时期至 16 世纪的明中叶约 500 年；“2.0”则涵盖从 16 世纪至 20 世

纪澳门回归，这是西方主义的 500 年。此后的发展，放眼世界，中国率先进入了“3.0”，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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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开启后西方主义的 500 年。随后，黄教授以此为分析框架重新解读了东西方历史进程。最

后，黄教授详细阐述了“3＋2＋2＋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在讲座过程中，黄教授还与师生分享了他的学术研究心得。演讲结束后，还与在场师生

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互动，整场

讲座在掌声中结束。 

黄枝连教授是享誉国际的知

名学者。他祖籍福建漳浦，1939

年生于马来亚的巴生，先后求学

于香港新亚书院和哈佛大学。后

在香港中文大学、新加坡南洋大

学、浸会学院等高校任教。此外，

他是兰州大学客座教授，并获得

了俄罗斯科学院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1985 年创办“香港亚太二十一学会”，并任会长至今。 

 

 

 

 

【重大学术活动】 

 
冯绍雷教授应邀在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演讲 

 

2014 年 3 月 10，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

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周边合作与

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

应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教育处公使

衔参赞赵国成邀请，在使馆教育处

做了题为“乌克兰危机与大国关系”

的演讲。使馆馆员和在莫斯科学习

进修的教师学生二百余人聆听了演

讲。     

冯绍雷教授梳理、分析了当前乌克兰乱局的起因、内外作用的因素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

走向，同时结合文明结合部概念，讲解了当前国内国际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演讲之后，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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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雷教授还详尽回答了师生们的提问。 

听众们对精彩的演讲多次报以热烈的掌声。驻俄使馆政策研究室的青年研究人员们表示，

冯绍雷教授的观点对他们启发很大。 

正在俄罗斯访问的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任友群也出席了演讲会。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韩文科所长一行来访 

 

2014 年 3 月 13 日下午,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

所韩文科所长一行访问了国关

院, 就上合组织发展状况,中亚

地区能源治理机制、多边能源

合作等方面问题与我院俄罗斯

研究中心、欧洲研究中心研究

员进行了座谈。 

座谈会上，韩文科所长首

先介绍了能源所的历史与发展

状况，我院冯绍雷院长介绍了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的成立历史，以及俄罗斯研究中心、

欧洲研究中心、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的研究重点、研究状况、研究队伍，强调了我

院作为综合性的教学、研究机构的特点。双方均表示希望有机会可以建立并开展长期、稳定、

实质性的科研合作。 

我院余南平教授、杨成副教授、王海燕副研究员、张昕老师、郑润宇老师分别就各自研

究进行了主题发言。 

 
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主题讲座 

 

应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冯绍雷教授的邀请，俄罗斯外交与国防 

政策委员会主席费·卢基扬诺夫于 2014 年 3

月 22 日到访国关院，针对最近乌克兰的局势

问题进行主题讲座。 

卢基扬诺夫教授在演讲中首先回顾了乌

克兰过去 20 年在俄欧之间摇摆的历史，分析

了最近乌克兰动荡局势发展发生的原因，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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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俄罗斯在新形势下的外交转向。最后，卢基扬诺夫教授与国关院的师生们进行了深入的交

流与互动。 

卢基扬诺夫教授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国际顾问委员，兼任《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

主编。作为俄罗斯著名学者，在俄罗斯国内外享有盛誉。 

上海社会科学研究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潘大渭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副主任杨波副教授等也应邀参加。 

 

白俄罗斯研究中心举办“热情好客的白俄罗斯”主题活动 

 

3 月 27 日下午，“热情好客的白俄罗斯”主题活动在白俄罗斯研究中心举行。华东师大

校长助理高炜、校国际交流处处长丁树哲、副主任王素斌、校国际教育中心主任助理金丽君、

白俄罗斯驻沪总领事瓦列里•马采利和夫人、领事特里布什和夫人以及来自我校国关、外语、

公管等学院的师生代表出席了活动。  

高炜在致辞中指出：今年是白俄罗斯历史文化年，作为华东师大和白俄罗斯驻沪总领馆

2014 年系列活动的开篇，以“热情好客的白俄罗斯”为主题的活动具有特别的意义。它将

为我们打开一扇通往白俄罗

斯的窗口，使我们进一步了

解白俄罗斯历史和文化，感

受白俄罗斯人民的热情好客。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

在于心相通。这样的主题活

动正是能够使两国人民心心

相印，能够进一步夯实民间

友谊的基础。高炜表示，现

在正是上海早春最美好的时

节。中白教育文化交流合作的前景、我校与白高校交流合作的前景像春天一样的美好。马采

利总领事表示：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让更多中国朋友了解白俄罗斯的文化与人民。 

在用白俄罗斯人民“面包和盐”的最高礼仪向领导和贵宾表达敬意和欢迎之后，我校白

俄罗斯留学生用中俄两种语言向大家介绍了白俄罗斯丰富而曲折的历史、著名人物的事迹，

播放了关于白俄罗斯自然风光和名胜古迹的影片，演唱了白俄罗斯歌曲，为大家多方位地展

示了白俄罗斯历史文化的魅力。通过校际互换项目曾在白俄罗斯国立大学进修的我校俄语系

硕士研究学张泽雅也发言回顾了她在白俄罗斯度过的美好时光。 

2014 年是白俄罗斯历史文化年。白俄罗斯将举办 2014 冰球世锦赛、维捷布斯克第二十

三届国际艺术节、白俄罗斯庄园开放日等一系列活动，让世界更多地了解白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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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玉生大使来访 解读当前乌克兰局势 

 

 3 月 22 日中国前驻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等多国大使、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副秘书长高玉

生先生到访我院，针对近期乌克兰局

势进行了主题讲座。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高玉

生大使就曾长期在中国驻苏联大使

馆工作。90 年代初又作为参赞在中国

驻俄罗斯联邦大使馆工作。新世纪以

来，他先后担任中国驻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斯坦和乌克兰等国的大使，在担任乌克兰大使期间更是亲眼见证了乌克兰“橙

色革命”的发展和后续影响。 

高玉生大使结合多年的外交实践经验，解读了乌克兰事件对于国际格局的深刻影响。他

不仅介绍了俄乌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更分析了事件背后各方势力的博弈，深入研判了乌克兰

事件对于俄罗斯、欧盟、美国等

利益攸关方的意义，进一步预测

了乌克兰局势对于其他独联体

国家、对于持续发酵的伊核谈判

和叙利亚问题的潜在影响。高大

使还就乌克兰事件对于中国战

略环境和外交政策的影响同与

会者进行了热烈讨论和互动。 

本次讲座由俄罗斯研究中

心主任冯绍雷教授主持，王海燕、姜睿、张昕、郑润宇、高晓川、贾浩等老师及部分研究生

参加。上海社科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潘大渭，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波

等也应邀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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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达尔·阿姆列巴耶夫教授专题讲座 

 

2014 年 3 月 24、25 日，哈萨克斯坦总

统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首任总统与国内

政策中心主任艾达尔·阿姆列巴耶夫到访

国关院，针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欧亚联盟

及中亚发展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主题讲座。 

讲座中，阿姆列巴耶夫教授对丝绸之

路经济带和欧亚联盟的建立、发展以及所

面临的挑战做了清晰和详细的分析，并和

同学们就有关中亚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互动。 

 

 

 

 

【基地重大项目】 

 
        科研咨询紧结合 服务国家大战略 
  俄罗斯研究中心的基地重大项目中，既有基础性的同时也是对于理解和认识当下俄罗

斯问题大有帮助的主题，如“20 世纪早期俄国思想史”、“冷战后俄罗斯政治精英的思想谱

系”，也有关于俄罗斯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非常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的研究主题，如“俄罗

斯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俄罗斯经济地理空间”、“俄罗斯与中国和澳大利亚的能源合作模

式”，还包括俄罗斯与大国之间的关系、中俄之间的关系，如“俄欧关系”、“俄罗斯与中东

欧”、“俄罗斯与金砖国家”、“俄罗斯远东开发与中俄合作”、“中俄关系中的形象与认知”、

“上海合作组织中长期前景研究”等。虽然这些研究的主题词是“俄罗斯”，但是可以发现，

这些研究主题的背后，无一不与中国、以及中国对俄罗斯的认识和了解密切相关。以这些项

目的研究为基础，俄罗斯研究中心在 2014 年将继续积极地向外交部、中联部、发改委、国

开行等部门提供咨询服务，把科研与咨询服务紧密结合，服务国家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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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融危机时代中东欧国家欧盟国家的 
政党政治结构变迁“ 

余南平，周生升，《俄罗斯研究》，2014 年第 1 期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后危机时代俄罗斯与中东欧社会

经济的转型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1JJDGJW012）的阶段性成果。 

 

内容摘要：中东欧国家政党与政治结构有着特殊的不稳定性，而这个不稳定性与中东欧

国家社会、经济转型高度关联。2008 年金融危机和 2009 年欧债危机无疑加剧了人们对于这

一不稳定性的担忧。通过对选举结果的实证研究并全面分析和梳理后金融危机时代中东欧国 

家政党政治变迁的总体结构后可以发现，中右、中左两大政治力量主导政坛的格局没有发生

动摇，任何意识形态的极端势力也没有利用金融危机崛起。这就需要讨论中东欧国家转型过

程中具有特色的政党政治生态环境，并对其影响政府运作进行研究，为把握中东欧国家目前

的政党政治转型特征提供有分析力的解释。 

 

“索契冬奥会上的‘中国时间‘” 
杨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 年 2 月 12 日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俄关系的中长期前景研究”（项目批准号：08BGJ003）

阶段性成果。 

 

内容摘要：本文以习近平主席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期间的外事活动为例，强调此访充

分展示了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有担当、讲诚信、乐助友、不拘泥的独特个人魅力，深刻表达了

新合作观、新安全观、新义利观和新道德观支配下的习式外交理念，巧妙塑造了爱和平、求

合作、同发展、共繁荣的中国形象，也含蓄点明了越来越有大国风范的中国外交未来的优先

方向。 

作者强调，新时期的中俄关系议程已经日渐清晰，一方面，在事关国际和地区安全、和

平与稳定的诸多重大事务和热点问题上，中俄将在更高频次上、更宽领域内联合提出负责任

的大国倡议并协同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公共产品，推动全球发展与地区治理水平的升级，促

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另一方面，借助发展战略对接等多种方式，推动中俄两国之间优质政治

关系继续向经济、人文乃至军事领域的合作成果进行深刻转化，促进双方直接面向彼此的双

边务实合作关系走深、走实、走稳、走远。未来十年的国际舞台上，更为健康、更为理性、

更具影响的中俄关系可以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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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注意到习主席的索契之行为跨欧亚海陆一体化合作版图的重组提供了一次契机，强

调在中国崛起及全球化之亚欧美三大核心地带相互引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一个新的连接欧

洲、原苏联地区以及中国等东亚国家的全面网络将会生成，欧亚大陆原本清晰的欧洲和亚太

地区的地理界线将随着它的构建而变得日益模糊。 

周边外交方面，以“亲、诚、惠、容”理念为指导，以与其他国家走和谐共生发展道路

为基本框架，以“命运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构建为核心，以共享发展红利为手段的外

交转型，标志着中国作为一个成长中大国的日渐成熟。习主席索契之行中与阿富汗总统卡尔

扎伊的会晤即是中国周边外交新方略的一次成功的检验。 

作者还分析了习主席索契之行的公共外交角色，认为我领导人种种谦逊的态度折射的是

中国作为学习型大国的基本立场。在习式外交思维中，中国不是一个旨在另起炉灶、革新国

际秩序的修正主义挑战者，而是一个合作者。 

 

 

 

【最新成果推介】 

 
“中俄可能为大国关系提供新的范式”  

冯绍雷，《人民论坛》，2014 年 3 月上期，总第 434 期 
 

内容摘要：本文提出的俄罗斯成为中国外交优先选择，表明中国选择对外事务中的最优

伙伴的标准，提出了对于中俄关系的重新认知和创新构建，有可能为当代大国关系提供一种

新的范式；同时，中俄两国所面临的历史阶段和环境又使得中俄关系也必将面临诸多挑战。 

 
“英帝国经济治理的历史考察” 

潘兴明，《贵州社会学刊》，2014 年第 3 期 
 

内容摘要：英帝国的经济治理经历过垄断经营和自由放任两个历史阶段。其中在垄断经

营阶段推行了北美（西印度）样式和东印度两种样式；在自由放任阶段则在移民型殖民地实

行属地分权制，在非移民型殖民地实行中央集权制。帝国之内，殖民地和自治领的经济功能

为宗主国提供所需原材料和商品市场。英帝国经济扩张及治理的直接结果是形成了强大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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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综合经济实力；缔造了自由贸易体系和规则；确立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标准；扩大了农业耕

地面积。同时，英帝国经济治理给殖民地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Economic Trends and Domestic Debates of Russia 

Feng Shaolei,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January/February 2014  

【Abstract】 The Russian economy has been in 

a downturn since 2013. There are a variety of 

deep roots for this trend, which include the 

aftermath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nd domestic economic structural problems. 

The economic fluctuation has aroused heated 

debates in Russia. Liberals, centrists, and 

traditionalists are all putting forward their 

perspectives and proposals regarding the 

current economic situ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economic tendency, 

interacting with the Putin government’s strategies. 

 

“学术泛智库化的后果：作为国际政治学的        
美国‘苏联学’” 

林精华，《社会科学战线》，2014 年第 2 期 
 

内容摘要：苏联解体产生的巨大效应，不仅改变俄国存在状态及其与世界关系，也深刻

影响了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俄国的认知方式。冷战时代，西方为了遏制苏俄及其社会主义阵营，

在智库、情报部门和学界合作下，改变了欧洲有百余年历史的传统学科“斯拉夫学研究(Slavic 

studies)”，孕育出超级学科“苏联学(Sovietology)”。而美国关于苏联的认知和战略，主要就

是仰赖于智库分析和情报识别的苏联学。这样的苏联学，无论是对苏联及其社会主义制度、

政治运作、计划经济实施、文化活动开展、对外关系等研究的立足点，还是具体分析模式、

范式选择，乃美国遏制苏联的冷战意识形态行为，而非客观中立的学术研究，结果导致 1991

年底苏联解体不仅之于国际社会太突然，对致力于冷战的苏联学也是始料未及的。随着研究

对象的逝去，苏联学研究模式自然难以为继。由此，在后冷战时代如何重新评估苏联学，以

便更有效且深入地研究俄罗斯问题，成为美国斯拉夫学界不断面对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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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异度探析” 
郑忆石，《新疆社会科学》，2014 年第 1 期 

 

内容摘要：阶级观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阶

级观与马克思的阶级观，在阶级界定的基点上，有“多元”与“一元”的差异；在社会动力

承担者的指向上，有中间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差异。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阶级观差异成因，

是资本全球化的不同阶段和西方资本主义不同的社会现实，导致的社会阶级内在结构的改变。 

 

“苏联与中朝关系（1945-1958）” 
余伟民，《冷战国际史研究》，第 16 辑，2013 年 1 月 

  

内容摘要：当代中朝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一种特殊类型。中朝关系的特殊性源自两

国革命年代革命志士为抗击共同的敌人并肩战斗而结下的革命情谊，也源自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中各国共产党相互关系的结构特征。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间形成的同盟关系既有针对西

方阵营的一致性，又存在阵营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其中，作为中朝关系的“第三者”——苏

联的因素在中朝关系的形成和确立阶段始终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变量。大体而言，1945—1949

年中朝两国新政权形成国家间关系时，苏联对朝鲜领导者的选择发挥了主导性作用，而 1950

年代斯大林逝世后国际共运格局和中苏关系的变化则对中朝关系的调整和定型产生了十分

重要的影响。 

 

“大国中兴：普京的强国战略” 
刘军，《东方早报》，2014 年 2 月 17 日 

 

内容摘要：俄罗斯的重新崛起或者是其浩瀚无垠能源资源的因素所导致，或者是西方整

体衰落的因素所导致，但从根本上看体现了普京的雄才大略。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是从衰落走

向中兴的起点，重塑其大国地位，重建昔日辉煌无疑是一代俄罗斯领导人的大梦想。此外，

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也是国际政治版图与力量配置转换、西方开始其整体性衰落的阶段，这也

为俄罗斯的大国复兴战略提供了条件。 

从国际政治的现实来看，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独立或联合应对重大国际

问题，屡次挫败西方的图谋，大国自信显著增强，显示了一个传统的欧亚大国在外交与战略

安排上的独到之处。 

 

 

“用亚洲安全新思维实现中日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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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德学，《东方早报》，2014 年 3 月 7 日版 
 

内容摘要：中国外交需要站在整个亚洲安全格局的新高度，结束中日“冷战”状态，改

善中国周边的外交和安全局势。文章认为，中日角逐对当事国来说，弊大于利，对周边国家

乃至亚洲来说，更有百害而无一利，直接导致包括中日韩在内的东北亚地区无法建构稳定的

安全机制，也使东盟处于两难境地，并造成国家间安全竞争的螺旋式升级。安倍参拜靖国神

社的实质是以中日对抗为表象的日美间游戏。当前，日本决策层对美国的战略意图和能力感

到不安，对中美接近更加恐惧，希望向美国展示其战略存在的价值。由于安倍政府始终不直

面中日问题的症结，不仅极大损害了中日关系，能否强化日美同盟也是一个大问号。不过，

日本对美国的战略忧虑，也为中日和解提供了某种契机。 

 

“乌克兰危机深深深几许？” 
杨成，《解放日报》，2014 年 2 月 20 日版 

 

内容摘要：本文注意到此轮乌克兰危机的动力机制与过往独联体范围内的政权更迭有着

不同的逻辑，即亚努科维奇政府及反对派都无法掌控整个进程而在某种程度上被右翼极端主

义力量所操纵。作者还强调了国家能力及精英治理能力不足的负面影响以及认同危机的二元

张力结构，分析了俄西方立场的前后演变及各自优劣之处。本文还在国内外首倡赋予乌克兰

永久中立国地位的政治解决方案，较布热津斯基所提“芬兰化”方案及俄罗斯宪法法院院长

顾问提议的“中立”方案尚早三天。克里米亚公投结束后俄罗斯外交部同样正式提出了使乌

克兰中立的倡议。 

 
“乌克兰变局中的宪法瑕疵” 

张昕，《东方早报》，2014 年 3 月 4 日版 
 

内容摘要：亚努科维奇的执政表现和此前警察对于游行群众过度使用暴力的事实都完全

可以构成议会发起弹劾程序的理由，但是实际的弹劾程序确实没有发生，将罢黜总统的过程

定性为“政变”是可以接受的。类似的过程其实在过去三年里，在埃及已经发生了三次。和

埃及的情况类似，由大规模民众意愿支持的“革命”话语是否能够全面取代宪政程序意义上

的“政变”定性、在宪政程序正义之外是否还有更高的转型正义原则，这些难题则需要另外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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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南方反恐简史” 
郑润宇，《东方早报》，2014 年 1 月 3 日版 

 
内容摘要：俄罗斯的恐怖主义问题由来已久。俄罗斯的高加索和南方地区,是俄罗斯穆

斯林居民的主要聚集地区，俄罗斯 2000 万穆斯林居民中的大多数集中在这里。包括高加索

诸共和国、鞑靼斯坦、巴什基尔斯坦等。车臣与这些周边共和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安全形势

相互严重影响。特别是经历了两次车臣战争的冲击，车臣的经济和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

大批难民逃向其他高加索共和国，无数年轻男子失业。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车臣人旧恨难消，

而车臣又有着以血偿血的传统，并且历来对俄罗斯中央政府有排斥倾向。这些使得车臣地区

反俄情绪进一步提升，恐怖主义赖以存在的诸多因素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消除。 

 

 

 

【基地部分成员动向】 

 
冯绍雷 

 2014 年 1 月 15-16 日，应邀参加“亚信会议：合作的机遇与挑战”学术研讨会； 

2014 年 1 月 19 日，受邀在国家图书馆作“当代国际政治的思想回归”主题演讲（由国家图

书馆和三联书店联合举办）； 

2014 年 2 月 7 日，CCTV-NEWS 冯绍雷教授谈索契冬奥会； 

2014 年 3 月 10 日，应邀在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做演讲； 

2014 年 3 月 15 日，在文新大楼作“乌克兰事件与大国博弈”的演讲； 

2014 年 3 月 24 日，在上海市政协外事委员会作讲演。 

杨成 

2014 年 1 月 8-9 日，参加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主办的国际会议； 

 2014 年 1 月 15-16 日，应邀参加“亚信会议：合作的机遇与挑战”学术研讨会； 

2014 年 2 月 22 日，接受云南卫视新视野节目电话采访谈乌克兰危机与 2008 年俄格“五日

战争”的异同点及俄采取军事干预的可能性等问题； 

2014 年 2 月 25 日-28 日，赴卡塔尔多哈参加英国国防智库皇家三军联合研究所（RUSI）主

办、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多哈中心承办的“Preparing for Afghanistan Post-2014”国际会议； 

2014 年 3 月 6 日，参加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主办的乌克兰形势内部研讨会，作题为

“乌克兰危机的动力机制、内外影响及中国立场的理性选择”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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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3 月 6 日，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节目有关乌克兰危机的电话采访； 

2014 年 3 月 7 日，与俄罗斯驻上海总领馆副领事科尔尼延科就乌克兰危机的发展前景及中

方立场等问题交换意见； 

2014 年 3 月 10 日，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谈乌克兰危机中俄方的立场及调整空间； 

2014 年 3 月 16 日，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节目有关乌克兰危机的电话采访； 

2014 年 3 月 22 日，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谈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俄西方关系演变前景； 

2014 年 3 月 22 日，应邀在北京大学历史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作题为“形成中的中国新欧亚

战略——以一路一带对接为中心”的学术演讲； 

2014 年 3 月 23 日，应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邀请，作题为“‘长普京时代’

俄罗斯内政外交的核心动力与中俄关系的中长期前景”的学术报告。 

林精华 

2014 年 1 月 17 日，受邀出席俄国科学院远东所当代中国政治改革圆桌讨论会； 

2014 年 3 月 24 日，受邀出席俄国科学院东方所第 44 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全俄学术研

讨会。 

陈建华 

2014 年 1 月 17 日，应邀赴交通大学外语学院讲座； 

2014 年 2 月 15～16 日，应邀赴浙江大学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开题会； 

2014 年 3 月 8～9 日，赴华中师大参加马工程《外国文学史》教材会议； 

2014 年 3 月 21～22 日，应邀赴黑龙江大学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开题会； 

2014 年 3 月 25 日，应邀赴河海大学讲座。 

张昕 

2014 年 3 月 6 日接受环球第一财经电话采访，对乌克兰克里米亚公投发表评论； 

2014 年 3 月 12 日接受环球第一财经电话采访，对美国对乌克兰局势的对策发表评论。 

Alexander Libman 

February 2014，Central Asia Security Workshop,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World in Kazakhstan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Customs Union； 

March 2014，IERES seminar,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Is There a Local 

Knowledge Advantage in Federations? The 2010 Russian Forest Fires as a Natural Experiment； 

March 2014，CERES seminar, Georgetow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Autocratic Cooperation 

and Eurasian Regional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