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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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三季度） 

 

【基地建设综览】 

 

 

巩固成绩，稳步推进 

——俄罗斯研究中心 2014 年第三季度工作综述 

 

2014 年第三季度，俄罗斯研究中心继续坚持以科研成果为先导，以智力服务为主线，

巩固成绩，稳步推进。在教育部和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在学术交流、研究成果、社会

服务、团队建设等方面均有优异表现。 

 

学术交流深入开展 

中心在学术交流上继续走开放性、国际化发展道路，加强国际智库合作交流机制的建设，

积极组织和参与全球性、区域性相关学术论坛、研讨会等活动；开展“走出去、请进来”的

研究人员交流活动，探索更多的研究合作模式，逐步扩大我中心的国际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 

由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主办，上海市国际关系学

会协办的“乌克兰危机与大国关系”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参会学者包括来自上海社科院、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或科研机构的专家。 

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副主任杨成副教授应韩国斯拉夫研究中心（KASS）的邀请，赴

韩国首尔参加第六届东亚斯拉夫-欧亚研究会议。会上，冯绍雷教授发表题为“东北亚空间

结构的历史性变化与地区合作的前景”的主旨演讲，这是除东道国代表之外唯一的主题演讲。 

华东师范大学与英国剑桥大学蒙古与内亚研究中心联合主办“Sino-Russian Cross-border 

Dynamics in the Post-Soviet Era: New Conceptualization, New Thinking, New Evaluation”国际

研讨会。此会议是俄罗斯研究中心杨成副主任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上合组织的中长期前景研究”框架下的学术研讨活动，此次研讨会成果计划结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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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服务资政启民 

针对社会热点问题，我中心学者在国内外重大媒体上刊文发表评论，积极释疑解惑，引

导社会舆论。围绕马航坠机事件、乌克兰局势等问题，中心学者冯绍雷、杨成、张昕等在《东

方早报》、《新民周刊》、《新京报》、《观察者网》等媒体上发文十余篇，并接受《凤凰

卫视》、《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东方卫视》、《第一财经》、《深圳卫视》、《China 

Daily》等媒体的采访数十次。俄中心网站上“乌克兰研究专题”不断丰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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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以“智力服务、资政启民”为工作宗旨，积极传播社会知识，引导公众。俄中心冯

绍雷教授出席第 79 期“文汇讲堂”，并与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做“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主

题对话。活动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与认可，发挥了高校智库服务社会的作用。 

 

科研成果陆续发布 

本季度，基地各类科研项目按照项目书计划稳步推进，按时完成预期目标。 

中心副主任杨成主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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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结项，最终成果为“中俄关系的中长期前景：以制度累积为中心”。

杨成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上海合作组织的中长期前景”（项

目批准号：11JJDGJW0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路径——基

于新大陆主义的思考”一文发表在《欧亚经济》2014 年第 4 期“‘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

的背景、潜在挑战和未来走势”栏目。 

中心特聘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林精华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重大项目“20 世纪早期俄国思想史”（项目批准号：11JJDGJW007）完成阶段性成

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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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发表在《俄罗斯

研究》2014 年第 3 期上。 

 

队伍建设稳步推进 

中心历来注重团队发展，重视中青年学者的培养与扶持，数年来培养了一批学术型人才。

本季度中心青年学者杨成、张昕、郑润宇、王海燕等有紧扣社会热点问题的研究成果相继发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工作简报 2014 年第三季度             

3 Center for Russian Studies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表在《解放日报》、《新京报》、《东方早报》等媒体上，颇具影响力；中心副主任杨成被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聘请为首席研究员（chief research fellow），还受

聘为韩国翰林大学俄罗斯研究所国际学术期刊 The Journal of Siberian and Far Eastern Studies

编委会成员。中心青年学者的科研影响力在国内国际平台上均逐步显现。 

 

此外，中心杨成、张昕等老师带领国关院 13 名同学赴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研究大学参

加中俄暑期学校，俄罗斯青年学者代表团访问国关院并与俄中心学者座谈。中心开展的一列

活动，在中俄学者之间、中俄青年学子之间搭建起了沟通、交往、互动和理解的桥梁，为中

俄交往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教师节前夕，华东师范大学精神文明办公室、华东师范大学工会发来表彰，俄罗斯研究

中心获评为“华东师范大学第七届文明组室”，这是对中心团队建设工作的肯定与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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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建设亮点】 

 

 “后苏联时期的中俄跨境合作”工作坊顺利召开 

     2014 年 7 月 24-25 日，华东师范大学与英国剑桥大学蒙古与内亚研究中心联合主办

“Sino-Russian Cross-border Dynamics in the Post-Soviet Era: New Conceptualization, New 

Thinking, New Evaluation”国际研讨会。此会议是俄罗斯研究中心杨成副主任主持的教育部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上合组织的中长期前景研究”框架下的学术研讨活动，此

次研讨会成果计划结集出版。 

来自剑桥大学社会考古学部蒙

古与内亚研究系、德国慕尼黑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黑

龙江社会科学院等共计 12 名此领域

资深教授与专家参与了此次会议。

此次会议分主题讨论了“后苏联时

代中俄两国合作境况”、“俄罗斯

远东政策与中国关系”、“中俄边

境区地方竞争与合作”、“跨境交

通运输网建设”等一系列中俄合作

中的关键问题。 

剑桥大学 Caroline Humphrey 教授作“文化视角下的中俄‘底层全球化’”报告，一批

国际知名学者在本次会议上发布前沿研究，根据自己扎实的田野调查及案例，深入分析中俄

现行中微观层面合作模式与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为中俄两国进一步经贸合作拨开迷雾。 

 

中心副主任杨成受聘于国际知名研究机构及学术刊物 

    2014 年 7 月 1 日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成被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

所聘请为首席研究员（chief research fellow），聘任期为 2014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2014 年 8 月 1 日受聘为韩国翰林大学俄罗斯研究所国际学术期刊 The Journal of Siberian 

and Far Eastern Studies 编委会成员。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成立于 1956 年，其前身是苏联科学院世界经

济政治研究所（1925～1948 年）。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是从事社会经济、政治和战

略方面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实力很强，对国际形势发展能做出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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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和预测，在俄罗斯国内学术界和政界以及国际上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这两封聘书再度反映出中心学者研究水平正逐步得到国际知名机构和学术期刊的认

可。 

 

【重大学术活动】 

 

“乌克兰危机与大国关系”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 

2014 年 7 月 3 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主办，

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协办的“乌克兰危机与大国关系”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会议室举行。会议由国关院院长、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主持，参加研讨会的学

者包括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秘书长金应忠、华东师大副校长范军以及来自上海社科院、上海

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    

会上冯绍雷院长提出了以文明冲突理解乌克兰问题的新视角。这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俄罗

斯究竟是一个什么国家？是否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是西方、欧洲国家？乌克兰处于国际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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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渡区域，是东西方争夺的势力范围。梅德维杰夫曾经明确指出，俄罗斯拥有势力范围。

另一个问题是怎样区分欧亚联盟和欧亚一体化？两者是否一样？这对判断乌克兰的前景十

分重要。华东师大副校长范军教授在发言中指出，乌克兰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国家治理水平低

下。借用著名学者卡雷尔的观点，当前大国关系的特征是“新”和“旧”的共存和交替。此

次学术研讨会气氛热烈，嘉宾发言内容精彩、观点鲜明，取得了圆满成功。 

 

 

 

 

 

 

 

 

 

 

 

 

第四届中俄暑期学校成功举办 

2014 年 7 月 2 日至 10 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和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研究大学联合主办的

第四届中俄暑期学校在莫斯科成功举办。 

13 名学生在中心老师杨成、张昕等的带领下，与来自俄罗斯各地的 20 余名师生一起在

莫斯科进行了为期 9 天的学术交流

与交往。暑期学校期间，学术活动

密集高效。我中心学者与俄方学者

一道为中俄师生带来了精彩纷呈的

课程。中俄青年学生与老师们互动

不断。 

中俄师生还一起举办了座谈

会，就中俄关系、中俄青年交往等

进行了友好、坦诚的交流。暑期学

校业余时间，中方学生在俄方组织

者引导下参观了莫斯科红场、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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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等历史文化景点，加深了对俄罗斯民族历史、文化的理解。此外，中国文化之夜、俄罗斯

文化之夜活动的举办，给予了中俄师生更加多元的交往平台。在此过程中，中俄学子之间结

下了深厚的友谊。暑期学校结束后，中俄青年学生之间依然通过网络平台联络。 

中俄暑期学校是由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和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研

究大学世界经济与国际事务学院联合举办的中俄学术交往、青年交流项目，至今已经举办了

四届。中俄暑期学校在中俄学者之间、中俄青年学子之间搭建起了沟通、交往、互动和理解

的桥梁，为中俄交往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第五届“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 

对话伙伴国大学生暑期学校”圆满落幕 

7 月 21 日，由上海市教委主办、我校国际教育中心和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上海

合作组织研究院承办的“2014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对话伙伴国大学生暑期游学”开幕式

在逸夫楼举行。副校长任友群、校国际交流处处长丁树哲、校国际教育中心主任黄美旭、国

关院-上合研究院院长冯绍雷、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与人文交流促进中心秘书长潘大渭以

及来自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我校国关院、俄语系、数学系等单位的师生代表出席。上合组

织成员国和对话伙伴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驻沪总领馆的外交官也应邀出席。来

自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的 36 名学生参加本次游学

活动。 

  在接下来的四周时间里，围绕“促进

文明间的对话，增强民族间的感情”而展开

专题讲座、汉语学习、文化考察、“做一天

上海人”等活动使 36 名来自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白俄

罗斯的学生全面感受了中国历史文化的魅

力，深入体验了上海现代化的气息。而各国

“国家日”、“我看上合”演讲比赛、T 恤

设计大赛等活动则大大促进了学生之间的

相互了解和友谊。副校长任友群、俄罗斯驻

沪总领事安德烈•斯莫罗金等出席了“俄罗

斯国家日活动”，与各国学生一起听取了关

于俄罗斯国情民俗的介绍，观赏了俄罗斯民

族歌舞，并品尝了俄罗斯学生制作的民间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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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各国学生还与上海俄语爱好者俱乐部成员和四川雅安留守儿童参访团的代表们进行了交

流联欢。 

8 月 14 日，第五届“2014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对话伙伴国大学生暑期游学”活动圆

满落幕。闭幕式上，各国学生代表畅谈了游学体会，汇报了游学成果，并通过美丽动人的民

族歌舞向上海市教委和华东师范大学表达真挚的感谢。校国际教育中心主任黄美旭向每个学

员颁发了结业证书。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研究员波罗季奇来访 

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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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绍雷教授邀

请，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资深研究员弗拉基米尔·费多尔洛维奇·波罗季奇于 2014 年 9 月

11 日访问俄罗斯研究中心，并同中心师生座谈。 

国关院院长助理张昕博士主持座谈，参加座谈的还有国关院副院长贝文力、刘军，以及

肖辉忠、郑润宇等俄罗中心青年科研骨干。座谈中贝文力副教授简要的介绍了华东师范大学

和俄罗斯研究中心国际交流的概况，之后波罗季奇教授介绍了自己最新的科研成果，并同在

座师生交流了科研中的心得。 

波罗季奇教授现在工作于俄罗斯研究院远东所，从事中俄政治比较研究，在俄罗斯现代

的汉学家中具有代表性，波罗季奇教授此次也应国家汉办邀请来华参加第四届世界汉学大

会。波罗季奇教授早年曾长期在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人权事务局工作，既拥有深厚的科研功底，

也有实际工作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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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教育部代表团一行来访 

9 月 17 日，由外联局长弗·沙普罗夫率领、各州教育厅主管领导组成的白俄罗斯教育

部代表团来访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范军在白俄罗斯研究中心会见了代表团，向客人介绍了

我校建设发展的历程和与白俄罗斯高校合作的举措以及取得的成果，并就深化合作提出了建

议。沙普洛夫高度评价我校在国际化建设方面所做的努力，他强调，白俄罗斯教育部和各高

校将一如既往积极推进与华东师大的合作，支持白俄罗斯研究中心的发展。 

在随后举行的工作会谈中，白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贝文力与代表团嘉宾就教育体制改

革、全球化背景下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素质教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白俄罗斯驻

沪总领事瓦·马采利也参加了会见和讨论。 

 

 

 

 

应邀参加第六届东亚斯拉夫-欧亚研究会议 

2014 年 6 月 27-28 日，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副主任杨成副教授应韩国斯拉夫研究中

心（KASS）的邀请，赴韩国首尔参加第六届东亚斯拉夫-欧亚研究会议。本次会议的主题为

“东亚国家和平的建构和东亚合作与联系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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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冯绍雷教授发表了题目为

“东北亚空间结构的历史性变化与

地区合作的前景”的主旨演讲。这是

在东道国代表——亚洲斯拉夫国际

大会——之外唯一的主题演讲。杨成

副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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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作题为

“The Eurasian Moment in Global Politic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Big Powers’ Strategies 

for Regional Integration”的发言，还担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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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乌拉尔国立师范大学校长访问我校 

    9 月 10 日，俄罗斯乌拉尔国立师范大学校长阿·西蒙诺娃与该校国际项目发展部主任

加·巴比奇访问我校。校长陈群会见了来宾，双方就可能开展合作的学科和领域进行了探讨

并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这标志着两校正式拉开了校际合作的序幕。  

随后，阿·西蒙诺娃校长一行还在国关院参观了俄罗斯研究中心与白俄罗斯研究中心，

与教研人员进行了交流。校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任友群将由华东师大国关院和俄罗斯研究中

心组织编译并已出版的《普京文集》赠予阿· 西蒙诺娃校长留念。阿·西蒙诺娃校长表示，

回国后要将这份珍贵的礼物收藏于该校图书馆，供学校师生查阅。 

乌拉尔国立师范大学成立于 1930 年，位于俄罗斯的第三大城市叶卡捷琳堡，是俄罗斯

一所历史悠久的公立大学，拥有在校学生约 15,000 名，开设有计算机科学、工程系统控制、

语言与文学等本科专业，以及心理教育、经济与管理、教育学等硕士专业，与国外 20 余所

高校和学术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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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青年学者代表团到访中心 

作为 2014 年- 2015 年“中俄青年友好交流年”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组派了 13

人的青年学者代表团来华参观交流，代表团成员分别来自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俄罗斯科学

院远东分院、后贝加尔国立大学、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等单位。9 月 18 日，代表团访问了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并与中心学者进行了座谈。 

座谈会上，中心副主任贝文力向客人介绍了学校和机构的相关情况。中心主任冯绍雷教

授重点介绍了中国俄罗斯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双方学者还就中国学者对俄罗斯政治体系的关

注点、中国学者眼中的普京、俄罗斯民主化道路、苏联解体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探讨

和交流。  

座谈会由贝文力主持，冯绍雷、刘军、中国社科院机关党委书记崔建民、中国社科院欧

亚所副所长孙力、中国社会科学院蒋菁博士以及中心学者王海燕、肖辉忠、郑润宇等老师出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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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重大项目】  

 
“中俄关系的中长期前景研究”顺利结项 

 

俄中心杨成副教授主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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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结项，最终成果为“中俄关系的中长期前景：以制度累积为中心”。

课题组成员：杨成、毛艳。 

 

    本课题尝试从理论上对制度化与国家间关系稳定与否的关联性作出初步回答，首次将中

俄关系全面置入制度化框架下进行研究，构建了比较分析国家间关系制度化的动力机制及其

绩效等方面的综合性分析框架，拓展了以往国际关系研究更多关注西方国家联盟的传统制度

化研究范式，深化了对中俄关系的已有认知，对理解和把握中俄关系中长期前景的主要脉络

提供了较为清晰的工具。 

    就应用价值和社会影响而言，项目阶段性成果较为丰富，产生了较好的国内和国际影响。

本课题共发表 CSSCI 核心期刊论文 9 篇；国外期刊论文署名成果 2 篇；1 篇中文论文被选译

为英文；1 篇《中国社会科学报》评论；学术论文的引用总频次也达到 39 次。由外交部、

中联部等部领导批示、国家发改委直接采纳并被转化为国家对俄政策以及其他实际部门重视

和采纳的重要咨询报告 20 份，其中 2 篇呈报中央领导参阅，部分内容直接用于高层领导访

俄谈话材料；被采纳并报送有关部门供决策参考的咨询报告 28 份，其为相关部门在对俄政

策方面的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尤其在中俄跨境跨地区合作领域，课题组直接参与了相关

国家规划纲要的草拟、谈判和实施评估等工作，不少对策建议直接被有关部门采用为国家政

策。阶段性成果共获得 5 项省部级奖励（3 篇论文、两份咨询报告）。 

该研究从实践层面全面把握后冷战时期中俄关系的动力机制及其中长期走向，在一定程

度上有利于把握相当部分国际关系的发展“主旋律”，进而为我国成长为全球性力量的战略

谋划提供智力支持：一方面提高对俄外交工作的前瞻性、主动性，另一方面更好地调动和利

用俄罗斯因素来维护和延长我们的战略机遇期。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路径 

——基于新大陆主义的思考” 

杨成，《欧亚经济》，2014 年第 4 期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上海合作组织的中长期前景”（项

目批准号：11JJDGJW0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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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倡议提出后，中国与欧亚地区国家的共有历史记忆被重新激

活，一种基于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理念而构建的新的合作机遇开始浮现。欧亚地区中国主要

合作伙伴对该倡议充满矛盾心理，既希望中国在促进地区经济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又担心

受制于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未来构建能否顺利，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

理念和议程设置以及地区国家对其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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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精华，《俄罗斯研究》，2014 年第 3 期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 世纪早期俄国思想史”（项目批

准号：11JJDGJW007）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 ：1920-30 年代，有一批俄侨知识分子务实面对苏维埃化了的俄罗斯，力图重建关于俄

罗斯帝国——苏维埃国家之认知，因而出现了欧亚主义运动。以特鲁别茨柯依为代表的欧亚

主义思想家们，并非在海外闭门造车，而是立足于复杂的历史经纬，具体论述了欧化治理方

式的不合时宜性，包括俄罗斯文化和欧洲文化之差别、俄罗斯东正教与欧洲基督教之不同、

俄国地理位置的跨欧亚性等。他们还以此来证明苏维埃制度的合法性，肯定其终止欧化进程

的必要性和意义。俄侨知识分子的构成复杂，关于欧亚主义的相关论述也充满了矛盾。数十

年间，欧亚主义思潮在苏俄境内默默无闻，可是在后苏联时代，随着白银时代和俄侨文化遗

产的再发现，以及俄国融入欧洲的过程困难重重，它却在俄联邦各阶层又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关键词： 跨欧亚疆域   帝国治理   欧化   苏维埃政权      

 

 

http://202.120.85.33/Jweb_elsyj/CN/abstract/abstract326.shtml
http://202.120.85.33/Jweb_elsyj/CN/abstract/abstract326.shtml
http://202.120.85.33/Jweb_elsyj/CN/abstract/abstract326.shtml
http://202.120.85.33/Jweb_elsyj/CN/abstract/abstract32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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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成果推介】 
 

“‘甲午’启示录：现代化的战争与和平双轮” 

冯绍雷，《观察者网》，2014 年 8 月 14 日 
 

内容摘要：纪念甲午战争有必要从历史学、政治学等各个相关的学科视角出发，以考察一个

核心的问题，即现代化进程与对外政策、现代化和战争之间，究竟具有怎样的相互关系。作

者简要回顾了 19 世纪中期后中日俄三国的改革后，认为这一时段复杂历史的实质在于：经

过了在大体同一时段发生的、自觉和不自觉地以大体近似的改革为目标的现代化进程之后，

三国如何来处置他们之间的国家利益的尖锐冲突。尽管当代世界并没有改变国际政治中现实

主义的逻辑，但是立足于现代化建设的全方位目标，首先是努力提升体制和人本身的品格和

素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历史已经初步地提供了在大体和平的条件下可以实现利益和意

愿相互交换的基本格局。现代化，可以不一定意味着战争。 

 

“俄罗斯城市发展及其在区域经济中的作用” 

冯春萍，《世界地理研究》，2014 第 2 期 

 

内容提要：在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城市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俄罗斯城市的产生迟

于西方发达国家，其城市化进程在遵循世界发展普遍规律的同时有着自身发展的独特性。文

章回顾了俄罗斯的城市发展在沙俄时期、苏联时期和转型时期的三个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指

出苏联时期是俄罗斯城市化最重要的发展阶段；总结了俄罗斯城市发展具有大城市较少、结

构单一的市镇较多、城市化进程中的“伪城市化”现象、城市规模等级体系发育不够完善和

城市群发展不成熟等主要特点，并进一步分析了城市在俄罗斯区域经济中的重要性，着重探

讨了莫斯科市及莫斯科城市集聚区具有的突出地位。文章最后就俄罗斯的“逆城市化”现象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欧债危机的福利趋同解释” 

余南平、孔令兰萱，《同济大学学报》，2014 年 8 月 

 
内容摘要：理清欧债危机的本质，可以对解决欧债危机的可能途径形成清晰的判断。文章在

梳理有关欧债危机形成的既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建立最优货币区“福利趋同”假说，认为

欧元区劳动力流动不满足最优货币区原则，同时采用实证数据论文了欧元区内存在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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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同”事实，并结合欧元区金融一体化实践分析了欧元区“福利趋同”实现的金融路径，不

仅在理论上提出了区域一体化的边界问题，同时也指出了欧债危机解决的艰难性和长期性。 

 

“乌克兰危机改变九大政治趋势 ” 

张昕，《东方早报》，2014 年 8 月 21 日 

 
内容摘要：由乌克兰危机引出的“普京主义”原则既是对俄罗斯自身文明和国际定位的调整，

也直接挑战了建筑在二战和冷战基础上的现行国际秩序，对后者的若干基础原则和一系列核

心概念俄罗斯都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并且努力将这些解释一般化。这些概念包括：主权、领

土完整、合法性、国际正义和民族自决等。 

 

“俄乌‘且谈且努力’” 

王海燕，《解放日报》，2014 年 8 月 28 日 

 
内容摘要：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 26 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举行了双边

会晤。会晤没有取得任何实质进展。本次会谈俄乌两国领导人表现出严重分歧，这预示着乌

当局和东部民间武装的纷争难以化解，俄乌之间的矛盾一时难以调和，乌东部危机短期内难

以平息。 

 

 

“20 世纪俄苏舞台上的《哈姆雷特》” 

贝文力，《中华读书报》，2014 年 9 月 17 日  

 
内容摘要：自从哈姆雷特在莎士比亚笔下诞生以后，这一有着复杂性格与深刻内心体验的人

物形象在世界各地被无数次地诠释演绎，出现了众多融入不同时空特点的哈姆雷特。在戏中，

哈姆雷特曾对优伶们说：“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

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在 20 世纪俄罗斯戏剧舞台上，《哈姆雷特》排

演历程的本身就如同一出戏，情节曲折，内涵深邃，折射出的是历史底色的丰富斑斓和历史

进程的复杂诡谲。 

 

“俄罗斯哲学‘开放意识’的曲折历程及其启示” 

郑忆石，《广东社会科学》，2014 年第 4 期 

 

内容摘要：“开放意识”贯穿于俄罗斯哲学的始终，具体体现为乐于亲近与热衷吸取西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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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文化。从近代俄罗斯哲学的“从向往到开门”，到苏联哲学的“从闭门到开窗”，再到当

代俄罗斯哲学的“从热捧到理性”，具有“开放意识”的俄罗斯哲学，经历了螺旋式的曲折

历程。它为全球化时代下的今日各国哲学，认识和处理哲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在交

往与交流中吸取域外哲学文化的理论资源，增强本国哲学的理论弹性和修补能力，提供了启

迪。 

 

 

“善待历史：当代俄国日常生活中的‘苏联’” 

林精华，《读书》，2014 年第 9 期 

 

内容摘要：后苏联俄国没有因国家从苏联变成了俄联邦、社会制度从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化为

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运行换成了自由市场经济等，就强行按俄联邦主流话语伪饰“苏联”，

消除“苏联”在社会运行和日常生活中的本然存在，而是基本上本真保存作为历史的苏联之

原貌，尤其是 1990 年代后期以来，把苏联和后苏联当作俄国历史发展的两个连续阶段，是

基辅罗斯-莫斯科公国-沙俄-俄罗斯帝国的正常延续。而这种认知历史的方式，整体上并非俄

联邦的独创，而是俄国最重要的历史变迁传统之一。而俄联邦把“苏联”生活化，与俄联邦

自 1990 年代中后期以来尽力还原俄国历史的潮流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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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部分成员动向】 

冯绍雷 

2014 年 7 月 2 日，赴复旦大学参加由上海市教卫党委、上海市教委科技处和上海市高校智

库研究和管理中心举办的第 3 期智库工作坊； 

2014 年 7 月 3 日，出席并主持了由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俄罗斯研究

中心主办，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协办的“乌克兰危机与大国关系”学术研讨会； 

2014 年 7 月 3 日，做客凤凰卫视《震海听风录》栏目，就马航 MH17 事件会否引发国际关

系新变局的议题发表观点； 

2014 年 7 月 4 日晚，应美国总领馆邀请参加美国国庆活动； 

2014 年 7 月 30 日，应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邀请，为其暑期班做讲座并出席暑期班结

业仪式； 

2014 年 8 月，出席“2014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对话伙伴国学生暑期游学”活动，并为参

与学生做学术讲座； 

2014 年 8 月 14 日，出席由春秋综合研究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主办，《观察者网》等合力

支持的 2014“世纪中国论坛”，并作了相关发言； 

2014 年 9 月 9 日至 13 日，出席第十一届“全球史中的纪念活动”中法历史文化研讨班并在

开幕式上致辞； 

2014 年 9 月 13 日，出席第 79 期“文汇讲堂”，并与前外交部长李肇星（现任中国人民外交

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会长、中国翻译协会会长），

并发表“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主题对话； 

2014 年 9 月 23 日，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参加“亚洲安全新架构建设”研讨会并作主题发

言； 

2014 年 9 月 24 日，出席“‘安泰•问政’——世界经济新形势下的人民币国际化暨上海市世

界经济学会研究成果报告会”并做主题发言。 

 

贝文力 

2014 年 7 月，访问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乌拉尔国立师范大学； 

2014 年 7-8 月，组织“2014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对话伙伴国学生暑期游学”活动，并作

主题为“上海与上海文化”的演讲； 

2014 年 8 月 13 日，在上海书展作主题报告《普京与新俄罗斯——《普京文集》新书推介》， 

2014 年 9 月，接待俄罗斯、白俄罗斯代表团来访； 

 2014 年 9 月 17 日，“20 世纪俄苏舞台上的《哈姆雷特》”发表于《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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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 

2014 年 7 月 1-2 日，主持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暑期学术论坛“乌克兰危机与大国关系”； 

2014 年 7 月 2 日，与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联合举办“乌克兰危机与大国关系”学术研讨会； 

2014 年 9 月 5 日，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理事扩大会议； 

2014 年 8 月 25 日，上海市欧洲学会工作会议。 

 

杨成 

2014 年 7 月 1 日，被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聘请为首席研究员（chief 

research fellow，2014 年 7 月 1 日-2019 年 6 月 30 日）； 

2014 年 7 月 3-10 日，赴俄罗斯高等经济学校参加中俄第四届国际关系暑期学校。7 月 4 日，

为暑期学校学员作题为“The Eurasian moment in global politic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big powers’ strategies for regional integration”的讲座； 

2014 年 7 月 6 日，与俄罗斯国防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就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

俄西方关系议程设置及中俄关系的定位调整等问题交换意见； 

2014 年 7 月 9 日，与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米赫耶夫、《世界经济

与国际关系》杂志主编里亚博夫等学者举行圆桌会议，作题为“Chinese Neighborhood Policy 

and the Geopolitical Economy Trends in Eurasia: Take the Initiative of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s An Example”的主旨报告； 

2014 年 7 月 11 日，接受央视新闻频道采访，谈乌克兰危机的最新演变态势及其影响； 

2014 年 7 月 14 日，参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主办的“乌克兰危机以来的大国关系与我国周

边安全架构建设”内部研讨会，作题为“乌克兰危机与俄西方关系新议程”的发言； 

2014 年 7 月 15 日，参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办的“中国与周边国家水资源合作现状与前

景”研讨会，作题为“中亚水资源治理困境的深层原因及应对路径——以‘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为中心的情境模拟”的发言； 

2014 年 7 月 19-20 日，参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俄罗斯铁路公司及世界“文明对话”公

众论坛联合主办的“加强中俄经济合作，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跨欧亚发展带的有效对接”

国际研讨会，就俄方的“跨欧亚发展带”构想等问题作评论； 

2014 年 7 月 24-25 日，与英国剑桥大学蒙古与内亚研究中心联合主办“Sino-Russian 

Cross-border Dynamics in the Post-Soviet Era: New Conceptualization, New Thinking, New 

Evaluation”国际研讨会，作题为“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ross-border Bridge Construction 

over Heilongjiang (Amur) River—The Tongjiang-Nizhneleninskoe Bridge Project as a Case 

Study”的发言； 

2014 年 7 月 30 日，接受东方卫视“子午线”节目采访，就乌克兰局势演化中美欧对俄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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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严厉制裁发表观点； 

2014年8月 1日，受聘为韩国翰林大学俄罗斯研究所《西伯利亚与远东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Siberian and Far Eastern Studies）编委； 

2014 年 8 月 2 日，参加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办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和平崛起及我外交

政策的认知与判断”对话会，作题为“国际权力转移与中国外交应对：问题、原因与前景”

的主旨报告； 

2014 年 8 月 8 日，参加复旦大学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办的“东亚安全和中日关系”小型研

讨会，与日本知名学者、东京大学高原明生教授和藤原归一教授进行对话； 

2014 年 8 月 22 日，接受央视新闻频道“环球连线”节目采访，谈乌克兰政府军与反政府武

装军事冲突前景及乌德、俄乌元首峰会对乌克兰危机的后续影响； 

2014 年 8 月 26 日，接受央视新闻频道“环球连线”节目采访，谈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乌

克兰及欧盟的经济影响以及三方明斯克会晤对乌克兰危机演变的影响； 

2014 年 8 月 28 日，参加复旦大学新兴市场经济研究中心、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

中心等联合主办的“转型国家经济：发展与比较”学术研讨会，作题为“‘丝绸之路经济带’

共建进程中的欧亚转型经济体角色：基于新大陆主义的思考”的发言； 

2014 年 8 月 29 日，接受央视新闻频道“环球连线”节目采访，谈北约卫星图片的真实性及

新亚速斯克被乌东部民兵占领的战略影响；接受深圳卫视“直播港澳台”节目采访，谈俄乌

及西方围绕俄是否“入侵”乌克兰的话语权争夺战因果及俄志愿兵与常规军的介入程度等问

题；接受东方卫视“子午线”直播采访，谈北约发布卫星图片的时间选择考量及乌克兰危机

转化为局部战争及全面冲突的可能性问题； 

2014 年 9 月 3 日，参加北京大学历史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联合

主办的第二届“历史与秩序”青年学者论坛“中央欧亚研究的现状与展望”，作题为“俄罗

斯与国际学界的中亚学研究议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以后苏联空间（中亚）的区域一体化

研究为中心”的发言； 

2014 年 9 月 4-5 日，参加在乌鲁木齐举行的第九届丝绸之路市长论坛暨 2014 年丝绸之路经

济带城市合作发展论坛，作题为“新大陆主义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共建路径——兼论新

疆对外开放的新议程与新角色”的主旨发言； 

2014 年 9 月 9 日，应邀为宝钢集团摩天轮讲坛，作题为“战略互疑的自我实现？——中国

与西方关系中的认知因素及其对我国和平崛起的影响”的专题讲座； 

2014 年 9 月 9 日-12 日，参加法国巴黎人文之家、中国法国史学会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

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等联合举办的第十一届中法历史文化讲习班。其中，10 日主持法国国家

科研中心研究院、罗马史研究著名学者米海伊·科尔比埃的讲座“维克森吉托里克斯：纪念

失败的英雄”； 

2014 年 9 月 12 日，接受东方卫视“子午线”节目直播采访，谈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中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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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合作深化及上合组织反导声明等问题； 

2014 年 9 月 14 日，参加云南卫视“新视野”特别节目录播，评论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俄欧

关系； 

2014 年 9 月 15 日，参加深圳卫视“决胜制高点”节目，就习近平主席中亚南亚两亚行及中

国周边经略战略等问题展开讨论； 

2014 年 9 月 17-19 日，参加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经济合作中心等单位主办的中青年

改革开放论坛（莫干山会议·2014）“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国治理”，作为青年学者代表在“中

国外交战略评估”老中青对话辩论会中作“中国外交议程设置的能力亟待加强”的发言，担

任“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周边外交”和“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两个莫干山夜话（闭

门会议）的召集人； 

2014 年 9 月 22-23 日，参加挪威国防研究所主办的“新视野下的中俄关系”国际研讨会，

作题为“Kys Ala Kachyy or Hiz Hwar: China, Russia, and Central Asia post-2014”的发言。该

论文将被收入由 Bobo Lo 及 Jo Inge Bekkevold 主编的集体专著； 

2014 年 9 月 26 日，接受哈巴罗夫斯克 Gubernia 传媒集团著名主持人索菲亚·艾比芳诺娃采

访，谈中俄跨境跨地区合作的前景等问题；接受哈巴罗夫斯克广播电台采访，谈乌克兰危机

背景下的远东与中国东北地区合作问题； 

2014 年 9 月 26-27 日，参加由莫斯科公民教育学校、支持公民倡议库德林基金会、哈巴罗

夫斯克边疆区杜马、挪威国际问题研究所、斯德哥尔摩转型经济研究所等联合主办的“全球

世界中的俄罗斯地区”讲习班，为与会人员作题为“Р о с с и й с к о -К и т а й с к

о е  п р и г р а н и ч н о е  и  м е ж р е г и о н а л ь н о е  с о т р у д н и

ч е с т в о : п л а н ы  и  п е р с п е к т и в ы ”的讲座； 

2014 年 9 月 29-10 月 1 日，赴韩国汉阳大学能源安全与治理研究中心学术交流，讨论中俄

天然气管道项目进展等问题。 

 

张昕 

2014 年 7 月 3 日－7 月 10 日，参加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在莫斯科主办的中俄国际关系暑期

学校，主讲“国家资本关系与能源的政治经济学”； 

 2014 年 8 月 22 日，作为评议人参加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所举办的 2014 年第 15 期鸿儒论道，

主讲人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教授，演讲题目“全球新格局下中国

如何实现战略发展”； 

 2014 年 9 月 11 日，主持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资深研究员弗拉基米尔·费多尔洛维奇·波罗

季奇访问俄罗斯研究中心； 

 2014 年 9 月 11 日，接受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 CCTV News 采访，对上合组织扩容和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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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局势发表评论； 

2014年 9月 17－19日，参加 2014年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莫干山会议），主持青年圆桌“现

代智库建设与学术成果转化”, 并作“大学既研究机构当前在政策制定中发挥的作用”的

发言； 

2014 年 9 月 19 日，接受上海外语频道 ICS Shanghai Live 栏目采访，对苏格兰独立公投发

表评论； 

2014 年 9 月 20 日，澎湃新闻“俄乡纪行”专栏 “中国为何支持印巴这对‘冤家’加入上

合组织”； 

2014 年 9 月 27 日，参加国际区域治理与创新人才培养高层论坛暨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务学院成立会议，作题为“世界体系中的半边缘国家赶超与区域治理”的发言。 

 

郑润宇 

2014 年 8 月 30 日，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版）》关于纪念抗日抗日战争胜利主题采访，载

于“‘9·3’为了胜利的纪念”第 5 版。 

 

余伟民 

2014 年 8 月 9-10 日，出席在黑龙江大学举行的“俄罗斯、东欧、中亚：历史与现实比较”

学术研讨会暨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 2014 年会，作大会发言：战争与革命的再思考； 

2014 年 8 月 20—21 日，出席在韩国首尔大学举行的“历史教育与现代性”国际学术研讨会，

做大会发言：中国历史教育中的现代化叙事。 

 

郑忆石 

2014 年 7 月 26-27 日，参加由全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首都师范大学举办的“历史唯物主

义与全面深化改革”理论研讨会，并提交论文“文化意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

内涵”，作大会发言，被选为全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常务理事； 

2014 年 9 月 13 日，参加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央编译局、东华大学国外马克思主

义与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在东华大学举办的“正义与财产权”学术研讨会。 

 

陈建华  

2014 年 8 月 17-18 日，在长沙参加“20 世纪美国文学思想学术研讨会”。 

 

Alexander Libman 

September 10, 2014，IFN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Seminar, Stockholm,: 

Anti-Western Conspiracy Thinking and Expectations of Collusion: Evidence from China and 

Russia; 

Joint ISA-FLACSO Conference, Buenos Aires, Buenos Aires 23-25.07.14: The Overlooked 

Region: Economic Regionalism with Russia and Central Asia; 

“Trade Policy Regimes”: Workshop within the IIASA projec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within wider European and Eurasian Space” (Vienna, 9.07.2014): Economic 

Crises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Eur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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