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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建设综览】

本季度，俄罗斯研究中心继续全方位推进基地建设，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开展国际

交流合作与科研工作，俄中心在学术研究、提交专报、国际交流等方面取得了众多成果。

2020 年 9 月 10 日，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秘书处到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进行调研。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秘书处团队由秘书长王晓

泉研究员、副秘书长杨波教授、副秘书长王晨星助理研究员组成，俄中心参加座谈的老师包

括华东师范大学原副校长、上海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会长范军教授，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

究院院长、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军教授，院长助理阎德学副研究员，崔珩，宋羽竹。双

方讨论了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与上海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建立工作联络机制、学会与俄

中心联合举办活动的措施，同时，双方还商讨了 2021 年 10 月由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

心承办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年会相关事宜。

本季度，俄罗斯研究中心成员向上级部门提交了 4 篇专报，所涉及问题包括《日本战略

文化对安倍政府对华决策的影响分析》、《深化落实、细化修订<反分裂国家法>的几点建议》、

《后疫情时代俄罗斯与欧美关系的变化及我应对》、《办好第三届进博会的几点工作建议》，

相继在光明网、东方卫视、《文汇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Global times 等媒体发表系列评

论，在国家最需要学者贡献智慧时发挥智库资政启民、服务社会的功用。

本季度，中心成员在《俄罗斯研究》、《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Post-Communist Economies》

上陆续发表文章。“十三五”立项的基地重大项目不断推进，陆续产出高质量的阶段性成果。

积极推进学术研究的成果产出

在基地重大项目研究方面，本季度，由冯绍雷教授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重大项目“‘一带一路’与‘欧亚伙伴关系’对接中的中国定位与战略研究”（项目批准

号：19JJD810001）的阶段性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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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在《俄罗斯研究》2020 年第 4 期上。由宋羽竹助理研究员承担的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俄罗斯文学中的西伯利亚文本研究”（项目批准号：



20YJC752014）的阶段性成果“俄罗斯“长久之国”的构建——从“大书奖”看国家叙事”

发表在《俄罗斯研究》2020 年第 4 期。由谢尔盖·卡拉加诺夫、德米特里·苏斯洛夫等人

承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欧亚合作与中俄关系的战略定位”（项目

批准号：16JJDGJW003）的阶段性成果“俄罗斯外交政策新思想”，发表在《俄罗斯研究》

2020 年第 4 期上。

在学术论文方面，冯绍雷在《当代世界》2020 年第 4 期上发表论文“普京执政 20 年与

俄罗斯对外战略新动向”；Chuluunbaatar Ariunjargal，刘军在《学术探索》2020 年第 7 期上

发表论文“蒙古国生态问责制度述评”；曲文轶，Глимбицкий Игорь在《俄罗斯东欧中亚研

究》上发表论文“俄罗斯视角下的新冠大流行：中国角色、中美竞争及俄罗斯的选择”。利

布曼在 SSCI 期刊《Post-Soviet Economics》上发表系列论文“Eurasian Regionalism and the WTO:

A Building Block or a Stumbling Stone? ”、“ Global Governance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he Challenge of the Eurasi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Global

Governance and Eurasi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Lessons Learned and Future Agenda”。

参与高水平学术活动

2020 年 7 月 6 日，中心副研究员阎德学为华东师范大学书记培训班做了一次交流发言，

题目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课题申报的几点体会”。

2020 年 7 月 10 日，中心副研究员阎德学参加上海海峡两岸研究会组织的沪台学者赴环

旭电子、富邦华一银行等台资企业参访调研。

2020 年 7 月 21 日，中心主任冯绍雷应邀出席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线上视频会议

并发言，会议主题是“百年变局下的金砖合作发展方向”。

2020 年 7 月 24-27 日，中心青年研究员崔珩赴大连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参加教育部

区域国别课题项目会议，并做主题发言“抗疫时代的中俄地方民生合作路径”。

2020 年 7 月 28 日，中心副研究员王海燕参加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A 类）

“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子课题“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科学评估与决策支

持（XDA20010000）的课题负责人中期成果视频会议，并作为子课题主持人汇报了所主持的

“中哈连云港港口与物流合作基地项目”进展情况。

2020 年 7 月 30 日，中心主任冯绍雷应邀出席同济大学文科高水平科研培育项目评审。

2020 年 8 月 6 日，中心主任冯绍雷应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的邀请，出席上海高

校智库专家座谈会并发表观点。

2020 年 9 月 2 日，中心副研究员王海燕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举

办的视频会议“中亚皮书（2021）和上合皮书（2021）选题暨地区形势研讨会”并作为指定

发言代表发言。

2020 年 9 月 24 日，中心主任冯绍雷出席由上海市反恐办与上海市高校智库周边合作与



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涉恐安全风险评估研讨会，做题为

“中美俄特殊复杂的大国关系及对我影响”的报告。

2020 年 9 月 24 日，中心副研究员阎德学受上海市反恐办、上海反恐研究中心之邀，参

加“第三届国际进口博览会涉恐安全评估研讨会”，为办好本届进博会，在会上做了重点发

言“当前中日关系与上海进博会”，并提出几条具体的工作建议。

2020 年 9 月 26 日，中心青年研究员宋羽竹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主办的“第

三届中国智库建设与评价高峰论坛”，并围绕“国际抗疫合作中的中国智库行动与贡献”和

“2020 年中国智库综合评价研究”两大主题开展交流研讨。

2020 年 9 月 29 日，中心副主任刘军参加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

会和上海市日本学会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行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十四届（2020）

“学会学术活动月”项目：“主动塑造有利国际环境，建设两个百年目标”学术研讨会。

资政启民，服务社会

本季度，俄罗斯研究中心的成员们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将自己的学术成果转化为政府咨

询建议报告、媒体稿件和大众文化活动。

2020 年 7 月 9 日，崔珩在《Global Times》发表“France and Russia benefit from special

relationship”一文。

2020 年 7 月 16 日，张昕参加白俄罗斯智库“明斯克对话”（Minsk Dialogue） 组织的线

上研讨会，关于上合组织在后疫情时期的前景。

2020 年 7 月 19 日，阎德学提交《日本战略文化对安倍政府对华决策的影响分析》专报。

2020 年 7 月 27 日，张昕接受《Financial Times》采访，评论近期中美俄三边关系。

2020 年 8 月 14 日，贝文力携 5 月出版的《大剧院的故事》（增补版）参加第 17 届上海

书展“新书分享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全景直播间”），做关于戏剧与剧院的产生发展

历程的讲座。

2020 年 8 月 15 日，贝文力参加第 17 届上海书展静安分会场“悦读静安”文化讲坛，

做题为“当代俄罗斯文化艺术图景扫描”的讲座。

2020 年 8 月 20 日，崔珩在《Global Times》发表“Trump unable to change rocky US-Russia

ties”一文。

2020 年 8 月 20 日，张昕接受 CGTN Dialogue 节目连线采访，评论白俄罗斯局势。

2020 年 8 月 23 日，阎德学提交《深化落实、细化修订<反分裂国家法>的几点建议》专

报。

2020 年 8 月 30 日，冯绍雷做客东方卫视《环球交叉点》，就白俄罗斯政治风暴发表观

点。

2020 年 9 月 4 日，张昕接受《文汇报》采访，评论纳瓦尔尼投毒案以及德国俄罗斯关



系。

2020 年 9 月 7 日，崔珩在光明网理论版发表题为“上合组织提供全球化区域治理范本”

一文。

2020 年 9 月 7 日，王海燕在光明网理论版发表题为“疫情新形势下要大力促进上合组

织区域数字合作”一文。

2020 年 9 月 14 日，阎德学提交《后疫情时代俄罗斯与欧美关系的变化及我应对》专报。

2020 年 9 月 23 日，崔珩在《Global Times》发表“Russia won't fall prey to US-led China cage

trap”一文。

2020 年 9 月 25 日，阎德学提交《办好第三届进博会的几点工作建议》专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