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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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二季度） 

 

【基地建设综览】 

求真务实，稳扎稳打 

     ——俄罗斯研究中心 2014年第二季度工作综述 

2014 年第二季度，俄罗斯研究中心继续坚持以学术能力为抓手，以智力服务为主线，

求真务实，稳扎稳打，不断巩固、充实、提升研究中心的各项工作质量。 

 

专著成果，占据高地 

本季度由俄罗斯研究中心组织编译的《普京文集

(2012-2014)》中文版首发式在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举行。为更好地

了解和研究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执政理念、治国思想及俄罗斯人民

在强国富民发展道路上的最新探索成果，本中心群策群力，精心

组织编译了这一部别具意义的专著。而编译工作本身也使俄罗斯

研究中心的各位研究工作者获得了一次学习俄罗斯领导人的理

念与思想、了解俄罗斯的成就与现状的机会，获得了一次通过具

体务实的工作为中俄友好事业贡献自己力量的机会。 

作为国内首部系统分析乌克兰危机的新书——《乌克兰变局真

相》4 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俄罗斯研究》

副主编杨成在整部书的编写过程中承担了重要的角色，与其他俄罗斯

东欧中亚学者一起，对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危机的后续发展和演变、

危机背后牵涉的历史因素特别是克里米亚问题和俄乌关系等进行了

全景式描述。 

 

上述两本专著的编辑与出版，既显示出我中心在俄罗斯及东欧研究的实力，也进一步强

化了我中心在该领域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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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常抓不懈 

随着“百场校级学术讲座”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第二季度，中心迎来了多位各领域重

量级专家学者的到访，举办了多场精彩的学术报告。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研究员作了题为“美国思想库：缘起、发展

与前景——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的精彩演讲。 

弗吉尼亚大学伍德罗·威尔逊政治学院外交事务教授布兰特尼﹒沃马克（Brantly 

Womack）作了题为“亚洲与非对称性”的精彩演讲。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研究所所长维克多·拉林教授做客大夏讲

坛，解读 21 世纪初俄罗斯的太平洋政策。 

 

智力服务，提升美誉 

凭借 2014 亚信峰会在沪召开的契机，我中心多位学者通过多种媒体渠道发表了一系列

关于峰会专题的事态解读与政策分析，在提高中心的社会认知度，辐射舆论引导力等方面发

挥了积极良好的作用。 

峰会筹备与召开期间，中心学者冯绍雷、刘军、王海燕、张昕等专家学者，发挥学术优

势与专业特长，认真投入亚信专题研究讨论，围绕国际国内形势、亚信峰会、亚信与上海等

议题在东方卫视、《文汇报》、《观察者》、《新民周刊》等媒体平台上积极建言献策，对

峰会的顺利召开提供了有效的智力服务与支持。 

  

资政启民一直是俄罗斯研究中心坚持的特色与理念，通过对于关键事件、关键会议以及

关键议题的发声，我中心在提升自身认知度与美誉度方面显示出了长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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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建设亮点】 

《普京文集》在京首发，助推中俄友好 

 5 月 13 日上午，由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

究中心组织编译，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世

界知识出版社联合出

版 的 《 普 京 文 集

(2012-2014)》中文版首

发式在俄罗斯驻华大

使馆举行。外交部副部

长程国平与俄罗斯联

邦 驻 华 大 使 安 德

烈·杰尼索夫共同为文集揭幕。我校党委书记童世骏应邀在首发仪式上致辞，党委副书记兼

副校长任友群、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冯绍雷、国际交流处处长丁树哲、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社长王焰等出席活动。 

《普京文集(2012-2014)》收录了 2012 年至 2014 年初普京总统 43 篇文稿和讲话，其中

有对俄罗斯“建设公平社会”的社会政策的阐述，也有对国际关系包括中俄未来合作关系的

展望；有在俄罗斯联邦议会上发布的国情咨文，有各类纪念性大会上的讲话发言，有与俄罗

斯大学师生座谈的实录，以及与媒体的连线访谈等，内容丰富而鲜活。 

 

亚信峰会，彰显智力服务水平 

由我国主办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已成功落幕。近日,上海市亚信

峰会保障筹备工作协调小组办公

室,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向

我校发来感谢信。信中提到：“峰

会筹备期间，贵校冯绍雷、刘军等

专家学者，发挥学术优势与专业特

长，认真投入亚信专题研究讨论，

围绕国际国内形势、亚信峰会、亚

信与上海等议题积极建言献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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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的顺利召开提供了有效的智力服务与支持”。 

 

‚百场校级学术讲座‛纵谈环球、精彩纷呈 

4 月 21 日，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研究员访问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

研究院，并在中北校区理科大楼 A510 报告厅作了题为“美国思想库：缘起、发展与前景——

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的精彩演

讲。此次讲座由国际关系与地区

发展研究院院长冯绍雷教授主

持，来自市教委和我校社科处的

同志也莅临现场，同时来自复旦

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沪

上高校的师生与华东师范大学

的师生一起参加了讲座。 

李成教授首先陈述了美国智库的缘起，紧接着以布鲁金斯学会的座右铭为切入点分析了

美国智库的发展，最后，结合全球传媒革命时代代际变化的挑战，对美国智库的前景进行了

展望。 

4 月 24 日，弗吉尼亚大

学伍德罗·威尔逊政治学院外

交事务教授布兰特尼﹒沃马

克（Brantly Womack）受邀访

问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

地区发展研究院，并在中北校

区理科大楼 A416 作了题为

“亚洲与非对称性”的精彩演

讲。讲座由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张昕老师主持，国关院的同学们参加了讲座，同时来

自华师大其他院系及外校的师生也积极参与到讲座之中。  

 

余南平工作室关于上海自贸区的政策建议报告 

受市领导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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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市创新基地余南平工作室（以下简称工作室）所提交的决策咨询报告《利用

上海自贸区抢先建设我国海外投资平台》受到了相关市领导的关注，“上海自贸区管理委员

会”领导专门委托工作人员致电工作室首席专家余南平教授表示感谢，并就报告中相关问题

和余南平教授进行了讨论，双方希望对这些问题保持进一步的合作和研究。 

该报告由工作室首席专家余南平教授执笔。报告的核心观点是：在中国吸收外来投资增

速逐步下降和中国各类资本海外投资加速的大背景下，逆向思维，将“吸收资本”变成“输

出资本”，通过自贸区服务功能的专项拓展，在海外投资服务，内外资本互动中，增加自贸

区的高附加值，是符合上海已有条件要素的战略选择，同时也是符合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的

历史选择的。 

上海市社会科学国际战略与上海发展方向创新研究基地暨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余南平

工作室，由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于 2013 年 12 月批准

在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作为一个以国际问题研究为背景的重点研究基地，该工作室一直致力

于将国际问题研究与上海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探索。 

 

 

【重大学术活动】 

 
冯绍雷为离退休老同志讲解大国关系与周边形势 

 

干部工作办公室在逸夫楼多功能厅举办国际形势报告会，邀请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

院院长冯绍雷为我校离退休老同志讲解大国关系与周边形势。老干部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王贤

禹同志主持报告会。 

随着中国国力强大，国

际上“中国威胁论”甚嚣尘

上。钓鱼岛纷争未见平息，

南海又风云再起，中国和平

崛起面临的周边形势和挑战

愈见复杂、激烈。作为知名

的俄罗斯和国际问题研究专

家，冯绍雷教授根据他的丰

富知识以及与国际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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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人士的交流接触得到的信息，在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中，将亚信峰会、香格里拉对话、钓

鱼岛和南海问题、乌克兰危机等热点问题的有关情况向老同志一一作了介绍，对中、俄、美、

日等大国当前的现状和关系问题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冯教授的报告帮助老同志更好地了解了

当前我国的周边形势和外交对策，进一步理解了十八大报告有关世界形势的基本判断、外交

大政方针，以及据此提出的“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有关表述。 

 

举行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9 周年 

暨白俄罗斯解放 70 周年活动 
 

5 月 5 日下午，我校白俄罗斯研究中心、白俄罗斯驻沪总领馆和欧美同学会留白分会联

合举行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9 周年、白俄罗斯解放 70 周年活动。校长陈群，白俄罗

斯驻沪总领事马采利和夫人，我校国际交流处、国际教育中心、国关院、外语学院等单位的

代表以及欧美同学会留白分会、上海工商外语学校、上海俄语爱好者俱乐部的代表出席了活

动。 

陈群在致辞中强调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表示纪念这一胜

利，就是要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美好的未来。陈群回顾了不久前对白俄罗

斯的访问，介绍了与白方院校开展务实合作的已有举措和未来规划。马采利回顾了中白人民

在战争中相互支持、并肩作战的感人历史篇章，并向白俄罗斯研究中心赠送了“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百科全书”。 

纪念会上，我校白俄罗斯留学生用中俄文介绍了反法西斯战争中白俄罗斯人民在极其艰

难的条件下抗击顽敌的壮举，播放了珍贵的图片和电影片段。我校老教授合唱团、上海普希

金合唱团演唱了“灯

光”、“小路”、“海

港之夜”、“共青团

员之歌”等战争年代

的歌曲，白俄罗斯领

事夫人玛利亚·巴什

凯维奇、国关院硕士

研究生华盾、白俄罗

斯留学生伊琳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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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谢妮娅朗诵了《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等表现卫国战争军民战斗和生活的诗歌。受热烈、

高昂的气氛感染，马采利总领事也登上舞台，唱起了著名歌曲“胜利日”，把纪念会再次推

向了高潮。 

 

维克多·拉林教授做客大夏讲坛，解读俄罗斯太平洋政策 
 

5 月 16 日，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研究所所长维克多·拉林教授

应邀访问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并做客大夏讲坛，解读 21 世纪初

俄罗斯的太平洋政策。讲座由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

教授主持。 

他首先从历史维度介绍了俄罗斯东向发展的由经济利益驱动和帝国抱负驱动的两个阶

段，指出了俄罗斯太平

洋政策的若干特点。通

过对《俄罗斯联邦 2020

年前国家安全战略》和

《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

（2013）》这两份重要

文件的解读，拉林教授

分析了俄罗斯太平洋政

策的主要原则和俄罗斯

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

点。在理论层面的分析

之后，拉林教授又结合俄罗斯在太平洋地区的发展实践，回顾了 1992 年后俄罗斯太平洋“新

道路”的三个阶段。最后，结合中俄两国的现实需要与非理性障碍对两国的发展前景进行了

展望。 

维克多·拉林教授长期从事东方学和亚太地区的安全与国际关系研究，被公认为俄罗斯

国内研究远东和西伯利亚问题最杰出的学者。在学术职务之外，拉林教授还受聘为滨海边疆

区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市议会专家委员会成员，同时担任中俄友好协会滨海边疆区分会主席，

2010 年荣获“中俄关系 60 周年杰出贡献奖”，以表彰他为中俄关系健康发展作出的重要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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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研究生学术论坛开幕 
 

2014 年 5 月 19 日，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研究所所长维克多·拉

林教授与夫人莉莉娅·拉琳娜教授做客国关院研究生学术论坛，与国关院学子举行了一场学

术严谨、气氛轻松、互动活泼的学术沙龙交流活动。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俄罗

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也亲到现场参与了交流。 

   维克多·拉林教授就中俄关系进行了新的解读。对中俄关系中的经贸关系进行了细致

的分析，并从历史的

维度进行了纵深的观

察。莉莉娅·拉琳娜

教授则从社会舆论调

查的角度分析了俄罗

斯远东地区居民对外

国的好感程度、对周

边国家的评价以及在

出国旅游目的地选择

上的倾向性等国际交

往中的现象和问题，为同学们的国际关系研究引入了新的研究视角。 

 随后，在场学子与拉林教授夫妇进行了热烈而轻松的互动。同学们就中俄关系的现实

与未来前景、社会舆论调查的方法与教授夫妇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讨论。交流过程中，拉林教

授还提出欢迎中国青年学生参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的调查研究活动。同学们结合自己的

研究方向提出了很多有针对性的问题，拉林教授夫妇轻松幽默而又富有学术思考的话语给同

学们带来了轻松愉悦的学术盛宴。整个沙龙在欢声笑语中落下帷幕。 

国关院研究生学术论坛是在学院、冯绍雷院长和其他老师的关怀、帮助与支持下创立的，

论坛由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研究生会主办，旨在推动国关院学子与专业内名师大家的

交流互动，搭建学生对外交往等平台，提升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 

 

Fred Schrader 教授关于马克思手稿研究的系列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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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历史系

教授 Fred Schrader 来我院作系列讲座，主题是马克思手稿的研究发现。系列讲座第一场于

2014 年 5 月 23 日举办，讲座由我院冯绍雷院长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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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d Schrader 教授在第一场讲座中主要讲述了马克思写作和工作的方式。教授研究马克

思手稿长达 40 年，通过自己分析马克思手稿中

的修改痕迹、笔迹、甚至是马克思写作时使用

的铅笔颜色等细节，还原马克思当时写作和工

作的图景。讲座中，教授为大家展示了大量的

马克思手稿图片，并分析了一些从未出版的手

稿内容。接着，教授讲述了当年这些手稿从德

国运送到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社会历史国际研究

院（Internationaal Instituut voor Sociale Geschiedenis）的曲折历程。最后，教授与国关院的师

生们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互动。  

Fred Schrader 教授 2011 年起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曾执教于清华大学、法国第一大

学、阿姆斯特丹大学、汉诺威大学等名校。2002 年至 2012 年，曾任 《马克斯恩格斯全集》

编委会成员。主要研究方向及在研项目有：马克思思想研究、19 世纪全球史（西方史学史）、

“社会事实”与当代社会史、市场史与市民社会史、当代西方历史。 

 

 

【基地重大项目】 
        

    俄中心特聘日本北海道大学松里公孝教授所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重大项目——后苏联空间内“未被承认的政治实体”研究（项目批准号：：11JJDGJW010）

阶段性成果发表在 Nationalities Paper （SCI）。 

     Contextualized violence: politics and terror in Dagestan 

Magomed-Rasul Ibragimov & Kimitaka Matsuzato (2014), Nationalities Papers: The 

Journal of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42:2, 286-306, DOI: 10.1080/00905992.2013.867932  

 

Despite the escalating terrorist actions, there is no polarized constellation in the 

Islamic politics of Dagestan. Russia’s Federal Security Service (FSB) officers regard 

the corrupt Dagestan authorities to be significantly responsible for the massive 

conversion of youths to terrorism, and began to contact with moderate Salafis to 

isolate the “forest brothers”(armed Salafis) in 2010. Exploiting the FSB’s soft strategy, 

secular intellectuals requested to reform the Muslim Spiritual Board of Dagestan by 

electing a legitimate mufti. Having seen the incompetence of intra-Sufi opposition 

(non-Avar sheikhs) in the War on Terror, the Spiritual Board jumped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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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dwagon of dialog strategy in 2012. The secular authorities of Dagestan, indifferent 

to intra-Muslim politics, limit their activities to the call for dialog between the secular 

authorities and the forest brothers. In this way, political actors hijack the master 

narrative of the “War on Terror” and these narratives are imported to local politics. 

Keywords: Dagestan; Islam; terrorism; FSB RF; moderate Salaf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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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成果推介】 
 

‚亚信峰会将致力于建设亚洲安全架构‛ 
冯绍雷，《东方早报》，2014 年 5 月 19 日版 

 

内容摘要：2014 年上海亚信峰会的举行，乃是亚洲安全事务演进过程中的一次历史性

检阅，也是对于当下亚洲安全形势的一次重要审视。人们有理由期待亚信峰会为亚洲和世界

的安宁带来福音。亚信会议的历史使命正是由亚洲地区安全事务的一系列特点所规定。其一，

安全问题；其二，安全领域的开放性，是亚洲地区的又一特征；其三，与其他地区相比，亚

洲安全事务更多地受制于内部事务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其四，和欧洲大体上是北约

等一两个地区安全组织主导整个安全事务的局面不一样，亚洲现有安全结构是由大大小小各

种不同的安全组织形成的一个网结。亚信峰会的当下任务：首先是，对于权力自然转移过程

的过于意识形态化的渲染；其次，借助于现代信息条件而制造的种种“被预测的未来”；其

三，为相关利益集团所绑架的军火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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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美关系发展演变及其对中国外交环境的影响‛ 
刘军，《外交观察》第三辑，2014 年 4 月 

 

内容摘要：本文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出发，分析得出俄美关系的发展运行逻辑与一般规

律：阶段性、不稳定性、非对称性。指出当前俄美两国之间的分歧主要是安全问题和后苏联

空间博弈两大问题。本文认为，普京第三任期的俄美关系不会是长期对抗，也不可能是全面

合作，仍然是在俄美关系发展运行的逻辑与一般规律支配下阶段性地、不稳定地向前发展。

在此情形下，俄美关系常态发展最符合中国利益。中国在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过程中， 

一定不能忽略俄罗斯的诸种要求和利益，处理好中俄经济关系落后于政治关系和战略互信两

大问题。 

 

‚新型大国关系与‘修昔底德陷阱’‛ 
余南平，《文汇报》，2014 年 4 月 21 日版 

 
内容摘要：今年以来，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系列政策的负面性和曲解性解读明显增加。

其中以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 Graham Allison 在 1 月 1 号发表在《国家利益》杂志上的“2014

大战之年？”最为有代表性，该文不仅提到了让西方政治家无法释怀的“修昔底德陷阱”，

同时其还反复描绘 1914 年大战前的欧洲与今天亚洲的相似之处。在 2 月结束的慕尼黑安全

会议上，连一向乐观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慎重地对亚洲中日对峙的局势表示了忧虑。布

热津斯基 2009 年提出的中美“G-2”概念，哈佛大学佛格森提出的中美“生产－消费”共

生关系，这些能够促进中美和谐共处观点的影响力，似乎正在美国弱化。而突破“修昔底德

陷阱”，有赖于世界主要大国对时代特征的正确把握与判断。 

 
‚中俄能源合作告别‘一头热’时代‛ 
杨成，《新京报》，2014 年 5 月 22 日版 

 

内容摘要：中俄领导人在上海见证天然气贸易的合同问世，足以说明两国正朝着能源统

一空间的目标前进。中俄能源合作已进入一个双向驱动、稳步加速的全新发展阶段。整体而

言，构建全面能源伙伴关系已经开了一个好头。从石油到天然气，从电力到煤炭，从核电设

备到其他技术供应，从下游到上游，两国的能源合作最近几年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全方位的

拓展。与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俄能源合作历史上双方均曾出现的“一头热”不同，中俄

能源合作当前已进入一个双向驱动、稳步加速的全新发展阶段。 

可以预期，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很可能会成为中俄能源合作的快速扩张期。中俄应该在合

作中凝练共识，逐步营造起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能源合作文化。这不仅是姿态的体现，也

是中俄构建成熟大国关系典型范式的必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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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新安全观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 
王海燕，《文汇报》，2014 年 5 月 25 日 

 

内容摘要：在亚信上海峰会上，国家主席习主席在主旨发言中提出了倡导共同、综合、

合作和可持续安全的亚洲新安全观，积极探讨与亚洲各国建立亚洲安全与合作的新架构，这

将对亚洲未来的区域安全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并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

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重要的安全保障。 

经济带具有流动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点，要在安全的基础上保障物畅其流、人畅其

通，才能带动沿线区域发展。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亚洲区域一体化加速，沿途国家逐渐连

成安危与共、利益交融的命运共同体，对保障经济安全的利益更加趋同、诉求更加迫切。 

 

‚中国和平崛起之艰辛与冷战遗产‛ 
林精华，《求是》，2014 年 3 月号 

 
内容摘要： 中国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过程中和其后的持续增速发展，给世界发展

贡献良多，期间中国政府反复解释中国追求和平崛起，并在实践上也的确是致力于和周边国

家地区、非洲拉美、欧美、俄国等共赢互利，但还是遇到了难以计数的国际阻力。相较于俄

联邦解决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压力，尤其是促成克里米亚神奇回归，中国对国际压力的反应，

在国民看来，多是被动应对。造成如此困局，是因美苏冷战结束过程，中国参与程度有限，

以苏联解体方式的单方面终结冷战行为，造成西方冷战遗产自动的合法化，东北亚地区的冷

战格局被固化下来：这就是中国和平崛起的背语境。 

 
‚亚洲安全机制需要更新想象力‛ 

张昕，《新民周刊》，2014 年 5 月 22 日 
  

内容摘要：亚洲地区安全机制的缺乏，在二战以后已经是老生常谈，但是近期地区局势

的变化迅速提升了对有效国际协调机制的需求。一方面，美国在亚洲腹地发动的两场战争即

将结束，美国和北约军事力量从阿富汗全面撤出已是定局，而在美国战略资源全面收缩的大

背景下，亚洲太平洋地区将成为其全球战略的新聚焦点。另一方面，亚洲经济虽然仍然是世

界经济最重要的增长极，但是亚洲国家间的差距和国家内部的差距在冷战后这一轮经济增长

周期中也在不断扩大。由此引发的国家内部矛盾冲突和国家间矛盾冲突都有进一步升级的趋

势，而且国内矛盾转换和诱发国际冲突的频率也在上升。这也为外部势力（尤其是美国）实

施分化策略，巩固自己在亚洲的控制地位提供了新的机会。如今，关于亚洲安全机制的讨论，

需要突破新自由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桎梏，才有可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如此复杂多样的亚洲

社会里，形成一种不落“俗套”的区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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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危机的理论透视‛ 
张昕、冯绍雷，《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6 期 

 

    内容摘要：2013 年底开始的乌克兰危机迅速从形式上的国内宪政危机演变成为国际政

治冲突，由此引发的大国间矛盾甚至被不少评论人士认为是新冷战的开端。在复杂事态背后，

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又根据不同的评判标准对于整个事态的起因和性质给出了全然不同的解

读。本文试图在综合总结上述不同解读的同时，提出自己的基本认识：“民主和专制之争”

的视角不能有效理解乌克兰事件的本质，需要将“合法性”、“历史文化认同”和“地缘政治”

三个视角结合来把握危机的性质。本文依据这三个视角的组合对乌克兰政治进程对于未来世

界格局和国家间关系的影响作出预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受到重大挑战，由此西方国家回归

结盟政策、国际政治部分回归 20 世纪初期特征的可能性上升；相对于民族国家政治实体成

员的身份认同，族群、宗教、语言等身份认同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将会上升，国际政治的文

化冲突色彩更加浓重。虽然新冷战的可能性被夸大，但俄罗斯会努力寻求与其他反西方力量

联合，大国间相互制约和竞争的样态将更加复杂。 

 

 

 

【基地部分成员动向】 

 
冯绍雷 

2014 年 4 月 9 日，接受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采访，就乌克兰事件后中俄关系发表观点； 

2014 年 4 月 16 日，做客凤凰卫视“震海听风录”栏目，就普京及其外交战略、治国理念等

发表观点； 

2014 年 4 月 17 日，接受《新民晚报》采访，针对乌克兰危机与大国关系发表观点，采访文

章于 4 月 22 日在该报发表； 

2014 年 4 月 21 日，主持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研究员的讲座“美国思

想库：缘起、发展与前景”； 

2014 年 5 月 4 日，接受《闻道》专访，针对国际政治和俄罗斯研究的长篇采访刊登在杂志

的 2014 年第 1 期； 

2014 年 5 月 13 日，前往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并出席《普京文集(2012-2014)》中文版首发式； 

2014 年 5 月 16 日，主持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研究所所长维克多•拉

林教授关于俄罗斯太平洋政策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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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5 月 19 日，接受《国际金融报》采访，就俄罗斯资本外流事件发表观点；同日在《东

方早报》发表时评“亚信峰会将致力于建设亚洲安全架构” ； 

2014 年 5 月 20 日，接受《21 世纪经济报道》采访，就即将召开的亚信峰会发表观点； 

2014 年 5 月 21 日，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采访，就亚信峰会及建构亚洲安全机制发表观

点； 

2014 年 5 月 21 日，接受 CCTV-NEWS“中国 24 小时”栏目采访，针对亚信峰会发表观点； 

2014 年 5 月 23 日，主持复旦大学历史系弗雷德·施拉德教授关于马克思手稿研究的系列讲

座； 

2014 年 5 月 24 日，做客 CCTV-NEWS“今日话题”栏目，就亚信峰会及其对亚洲的影响发

表观点； 

2014 年 5 月 25 日，做客凤凰卫视“寰宇大战略”栏目，针对乌克兰危机后美国对欧政策问

题发表观点； 

2014 年 5 月 26 日，赴上海中欧工商管理学院作演讲，同台演讲的还有法国和西班牙驻沪总

领事； 

2014 年 6 月 3 日，应华东师范大学老干部工作办公室邀请，为离退休老同志讲解大国关系

与周边形势； 

2014 年 6 月 5 日，接受《凤凰周刊》专访，就普京其人以及俄罗斯外交走向发表观点； 

2014 年 6 月 8 日，接受《长江日报》专访，针对新近出版的《普京文集》以及普京其人发

表观点。 

 

刘军 

2014 年 4 月 3 日，参加上海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学术会议“乌克兰局势对国际

关系格局的影响”并作主题发言； 

2014 年 4 月 11 日，接受瑞士电视台采访：中国军费上涨为哪般； 

2014 年 4 月 23 日，接受潇湘晨报采访：中国或迎十年战略宽松期有点乐观； 

2014 年 4 月 27 日，参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纪念和平共处 60 周年”学术研讨会并作主

题发言； 

2014 年 5 月 16 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座谈会：新时期的智库建设，并作主题发言； 

2014 年 6 月 16 日，与越南胡志明国家行政学院代表团座谈； 

2014 年 6 月 27 日，市委党校一分校演讲：乌克兰危机与大国关系的博弈。 

 

贝文力 

2014 年 3 月 10-14 日， 随校代表团访问俄罗斯，与莫斯科国立大学、俄罗斯外交部外交学

院、俄罗斯国立赫尔岑师范大学领导、专家学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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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4 月 21-27 日， 随学校代表团访问白俄罗斯、俄罗斯，参加会见白教育部长马茨凯

维奇和第一副部长茹克，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白俄罗斯国立经济大学、明斯克国立语言大

学、俄罗斯高等经济研究大学、彼得堡国立经济大学校领导会见会谈，拜会我驻俄大使李辉、

驻白大使崔启明、驻俄教育处公参赵国诚等活动； 

2014 年 4 月 24 日，在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教育处讲座：“当代俄罗斯文化艺术管窥”； 

2014 年 6 月 27 日，在外交部档案馆讲座：“俄罗斯芭蕾艺术赏析”。 

 

杨成 

2014 年 4 月 9 日，参加上合组织首任秘书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张德广大使

及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学会高级顾问王海运将军在上海大学的“亚信与中国战略”报告会并作

评论； 

2014 年 4 月 12 日，应邀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作题为“俄罗斯介入克里米亚危机的合法性问题：

以统独公投前后‘人的安全’叙事为中心”的学术演讲； 

2014 年 4 月 12 日，接受深圳卫视“直播港澳台”采访，谈乌克兰东部局势影响； 

2014 年 4 月 16 日，接受深圳卫视“直播港澳台”采访，谈日内瓦四边会谈前景等问题； 

2014 年 4 月 18 日，参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变动局势下的中俄印三边机制发展前景”内

部研讨会，作题为“当前国际局势对三边机制发展的影响及我对策”的发言； 

2014 年 4 月 23 日，接受深圳卫视“直通港澳台”采访，谈拜登访乌后的乌克兰局势及演变

前景； 

2014 年 4 月 28 日，接受挪威国防研究所研究员 Christopher Hsiung 的学术访谈，就中俄关

系的制度化安排、国际和地区权力转移对中俄关系的中长期影响等问题发表意见； 

2014 年 4 月 30 日，接受东方卫视“子午线”栏目直播采访，谈西方制裁对俄罗斯经济的短

期和中长期影响； 

2014 年 5 月 5 日，受上海市社会科学国际战略与上海发展方向创新研究基地暨上海发展战

略研究所余南平工作室委托，提交“历届亚信峰会组织工作及对我启示”的咨询报告； 

2014 年 5 月 7 日，接受新加坡《海峡时报》采访谈中国积极主办亚信的考量、亚洲事务由

亚洲国家主导解决及亚洲方式背后含义及亚信与东盟关系、新加坡应有立场等问题； 

2014 年 5 月 11 日，应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邀请，在京作题为“第二次冷战？第五波浪潮？

——试论乌克兰危机的动力机制、内外影响及发展前景”的讲座； 

2014 年 5 月 12 日，拜会外交欧亚司、新闻司领导，就乌克兰问题的相应对策及中国公共外

交等提出建言； 

2014 年 5 月 19 日，参加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与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有关中俄地区投

资合作的会谈； 

2014 年 5 月 22 日，参加香港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专题节目 “乌克兰大选能否避免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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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播，谈乌克兰危机的症结、俄乌关系的前景等问题； 

2014 年 5 月 26 日，接受东方卫视“子午线”直播采访，谈波罗申科胜选原因对对乌克兰内

政外交的影响； 

2014 年 5 月 27 日，接受东方卫视“子午线”栏目直播采访，谈寡头当政对乌克兰内政议程

的影响及俄乌西方互动的前景； 

2014 年 5 月 28 日，接受东方卫视“子午线”栏目直播采访，谈俄罗斯对乌政策的转型及乌

东部危机的前景； 

2014 年 5 月 29 日，接受新加坡 CNA 电视台采访，谈中国周边外交政策转型、中国与东盟

关系、中越纷争等问题； 

2014 年 5 月 29 日，参加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亚信峰会”讨论会，作题为“亚信、

亚洲新安全观与泛亚安全架构的生成空间：挑战与威胁”的发言； 

2014 年 5 月 29 日，应邀为上海海关学院关院百家讲坛作题为“非理性的理性与理性的非理

性：乌克兰危机对策之俄中比较”的学术讲座； 

2014 年 5 月 30 日，参加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办的“稳定与发展：中国与中亚

的关系”国际研讨会，作题为

“Инициатив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ояса шелкового пути СиЦзиньпина: 

Часть стратегии «Марша на запад» или всего лишь проект всеобщей интеграции?”的发言； 

2014 年 6 月 5 日，接受东方卫视“子午线”栏目直播采访，谈俄大使出席波罗申科就职典

礼、俄美欧三边关系、G7 对东海南海问题关注的含义及中国与 G7 关系前景问题； 

2014 年 6 月 22 日，接受深圳卫视“直播港澳台”栏目采访，谈乌克兰停火对乌克兰东部形

势及俄乌关系影响等问题； 

2014 年 6 月 26 日，参加东亚国家斯拉夫-欧亚研究会议第六次峰会，就东亚国家欧亚研究

合作网络的机制化问题及上海承办 2016 年会议的初步设想等发言； 

2014 年 6 月 27-28 日，参加第六届东亚国家斯拉夫-欧亚研究国际会议，作题为“The Eurasian 

Moment in Global Politic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Big Powers’ Strategies for Regional 

Integration”的发言，并担任“Cooperation and Confrontation: Russo-Chinese Relations after the 

Aigun Treaty (1858) to the Present”分会场三篇论文的评论人。 

  

王海燕 

2014年 5月 10日，参加外交部国际经济司来我院调研的“一带一路”问题内部座谈会，发

言“‘一带一路’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外交应对建议”； 

2014年 5月 18日，接受哈萨克斯坦国家电视通讯社、哈萨克斯坦总统电视广播公司关于亚

信会议和中哈关系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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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5月 25日，参加“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学术研讨会，发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地

缘经济与人文环境”， 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上海政法学院、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

交流合作培训基地合办； 

2014年 6月 10-11日，参加“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 2014年会”，发言“‘丝绸之路经

济带’与上合组织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办。 

 

林精华 

2014 年 4 月 20 日，受邀出席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组织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圆桌讨

论会； 

2014 年 4 月 10 日，受邀出席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组织的“加拉罕与苏中关系”纪念会； 

2014 年 4 月 28 日，受邀出席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季塔连科院士八十寿辰会； 

2014 年 4 月 28 日，受邀出席北京外交学院东方外交史研究中心组织的“东亚区域意识与合

作经验”全国学术研讨会，并主持最后一场大会，发表演讲“缺乏共同价值观基础的东亚问

题”； 

2014 年 4 月，在俄国科学院远东所从事当代中俄关系研究（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高级研究

学者）； 

2014 年 6 月 24 日，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之邀，在俄罗斯文学研究室发表演讲

“俄罗斯国家认同与苏联时代的文学史编纂”。 

 

郑忆石 

2014 年 4 月 13 日，参加由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市委党校等联合主办的“马克思

主义与改革开放”论坛； 

2014 年 6 月 18 日，参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探索与争鸣》杂志社、华东师范大学

政治学系、中文系、哲学系联合主办的“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脉络中的欧陆激进思想”

论坛，并作学术点评。 

 

张昕 

2014 年 4 月 15 日，接受环球第一财经电话采访，对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局势态度和中国在

乌克兰进程中地位发表评论； 

2014 年 4 月 21 日，接受《国际金融报》采访，对莫斯科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发表评论； 

2014 年 5 月 10 日，参加东方卫视“环球交叉点”节目，讨论乌克兰局势； 

2014 年 5 月 12 日，接受《东方早报》采访，评论乌克兰局势； 

2014 年 5 月 20 日，接受环球第一财经电话采访，对中俄能源合作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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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5 月 21 日，接受中央电视台英文频道 CCTV News 采访，对亚信、中俄关系发表评

论； 

2014 年 5 月 23 日，接受环球第一财经电话采访，对乌克兰大选、普京圣彼得堡论坛讲话发

表评论； 

2014 年 5 月 24 日，参加东方卫视《环球交叉点》节目，讨论亚信会议与新亚洲安全观； 

2014 年 5 月 26 日，接受环球第一财经电话采访，对乌克兰大选结果发表评论； 

2014 年 6 月 16 日，接受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 CCTV News Biz Asia 电话采访，关于俄罗斯

对于乌克兰停止天然气供气发表评论。 

 

郑润宇 

2014 年 4 月 22 日，参加“海外的中国政治精英研究”（李成）学术交流； 

2014 年 5 月 29 日，参加上海合作东欧中亚学会主办的关于亚信峰会的学术研讨会； 

2014 年 6 月 12 日，参加上海市教委科技处和上海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举办的上海高校

智库工作坊（第 2 期）研讨会。 

 

Alexander Libman 
ICSID Conference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d Incentives for Government”, St. Petersburg, 

30-31.05.2014: Pre-Communist and Communist Modernization: The Mixed Influence on Modern 

Democratization;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Seminar, 22.05.2014: Russian Investment in the Post-Soviet Space 

University of Innsbruck Seminar, 14.05.2014: Getting the Incentives Right: Resource Boom and 

Education in Kazakhstan; 

Jean Monnet Workshop on “Approaching EU-Russia Relations Differently”, Mainz, 

11-12.04.2014, Did the Post-Soviet Customs Union Undermine or Support Europeanization? 

Institute for Eastern European Studies Regensburg Seminar, 10.04.2014: Getting the Incentives 

Right: Resource Boom and Education in Kazakhst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