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罗斯研究》来稿须知与注释示例 
 

《俄罗斯研究》多年来形成了以扎实的俄罗斯欧亚国别与区域研究为依托，有效服务中

国外交政策的办刊特色。旨在刊发各领域、各学科中外学者在俄罗斯及欧亚问题研究领域的

前沿成果，尤其欢迎融经验性、理论性、时效性于一体的、有中国思想和中国关怀的研究俄

罗斯及欧亚问题的论文，为推动国内外学界沟通，尤其是国内学界、青年学者的发展提供平

台。常设议题主要包括俄罗斯及欧亚地区国家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对外关系研究、国

际关系理论研究、大国关系研究等。本刊议题不囿于上述方面，诚挚欢迎有创新性的高水平

成果向本刊提供新的议题引领。 

 

一、来稿须知 
 

来稿须遵守学术研究的原创性和严谨性原则，须对他人知识产权充分尊重，无违法、违

纪、违反学术道德的内容。须承诺未一稿多投，其中包括未局部改动投寄他刊等。请作者认

真核对并确保引文、出处等信息准确无误。 

1. 请使用电子邮箱或在线投稿系统投稿： 

投稿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 

在线投稿系统：http://ru.ecnu.edu.cn/ 

电话：021-62233816   021-62238113      传真：021-62238113 

本刊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邮编：200062 

2. 来稿请以“作者姓名：文章题目”命名 word 文档，并随正文后提供作者姓名、所在

单位、专业技术职称、通信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电子信箱等。 

3. 来稿字数 1.5 万-2 万字。需有 300-500 字的内容提要，3-5 个关键词。基金项目类文

章请注明项目来源、项目名称及编号。 

4. 本刊实行三审三校和双向匿名相结合的审稿制度，稿件取舍标准重在学术质量。 

5. 编辑部有权对来稿做文字性修改。 

6. 编辑部将在收到电子版投稿之日起 70 天内通过邮件通知您审稿情况，请及时查阅；

如遇特殊技术原因，在此期间您没有收到本刊的回复，可自行处理您的稿件。 

7.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稿件一经采用，会向作者支付稿酬，邮寄样刊。 

8.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

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中国知网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

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二、注释示例 
 

本刊论文中文使用宋体，数字、西文使用 Times New Roman 字体。为便于读者阅读，

注释采用脚注形式，注释示例如下： 

1. 中文文献： 

（1）专著： 

冯绍雷：《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1992 年以来的俄罗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66 页。 

mailto:russiastudies@163.net


（2）文集及文集类报告等： 

田曾佩：“我与俄罗斯的不解之缘”，载周晓沛、谢·尼·冈察洛夫主编：《世代友好：

纪念中俄建交 70 周年文集》，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9 年，第 19 页。 

（3）译著： 

[美]理查德·拉克曼著：《国家与权力》，郦菁、张昕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10 页。 

（4）期刊文章： 

杨洁勉：“疫情下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变化趋势分析”，《俄罗斯研究》，2020 年第 5 期，

第 18 页。 

（5）报纸文章： 

刘军：“中俄美需建立大国良性互动”，《环球时报》，2021 年 3 月 20 日第 7 版。 

（6）电子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新华网，2017 年 7 月 5 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7-07/05/c_1121263941.htm 

（7）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等，若无

版本研究之需，请使用人民出版社最新版本。 

（8）如序言、引论、前言、后记等与著作、文集的责任者不同，则参照文集示例。 

（9）非直接引用请标注“参见”（提示未引用的其他相关著述供读者参考）或“详见”

（与原文文字有异的撮要引述）。 

 

2. 英文文献： 

（1）英文著作： 

R. Sakwa, Russia against the Rest: The Post-Cold War Crisis of Word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20. 

（2）英文期刊文章： 

J. Mearsheimer,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9, Vol.43, No.4, pp.7-50. 

（3）英文报纸文章： 

Kathryn Stoner, “The U.S. Should Stop Underestimating Russian Powe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23, 2020. 

（4）英文网络文献（需标注文章发表的日期）： 

Moritz Luetgerath, “Why the Vision of European Strategic Autonomy Remains a Mirage”, 

World Economic Forum, March 30, 2019,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9/03/why-the- 

vision-of-european-strategic-autonomy-remains-a-mirage/ 

 

3. 俄文文献： 

（1）俄文著作： 

Замятин Д.Н. Культура 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Моделировани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бразов. М.: 

Знак, 2006. С.86. 

（2）俄文期刊文章：  

Макаров И. Шанс на перемены//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21. №.1. С.5.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9/03/


（3）俄文报纸文章： 

Сурков В.Ю. Долг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Путина//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1 февраля 2019 г. 

（4）俄文电子文献（需标注文章发表的日期）： 

Послание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6 мая 2004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24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