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

推进构建中国自主的中东研究知识体系

主 办：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时 间：2022 年 10 月 29 日
地 点：腾讯会议



开幕式（8:30-9:10）
（腾讯会议号：179-398-232）

致 辞：查明建 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校长、教授

主旨发言：吴思科 用新视野审视世界大变局下的中东
前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前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埃及大使

兼驻阿拉伯国家联盟全权代表

朱威烈 关于新时代中国中东研究的学术思考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

主任,《阿拉伯世界研究》顾问

主 持 人：丁 俊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教授，《阿拉伯世界研究》主编

第一单元（9:10-11:30）
主 持 人：王有勇上海外国语大学科研处处长、教授
主题发言：（每人 15 分钟）

王林聪 关于构建中国中东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周 烈 走中国特色的中东研究之路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原校长、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

王 健 中美在中东战略博弈前景及其中国中东政策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潘 光 为什么这么多中东国家希望加入上海合作组织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李绍先 中东国家与大国关系新变化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张倩红 以色列与印度关系的新动向

郑州大学副校长、教授

刘中民 当前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的缓和及其隐忧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余建华 中东地区国际形势发展的若干认知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李伟建 对新形势下加强中阿战略合作的几点思考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第二单元（13:30-15:10）

分论坛一：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外交与合作

（腾讯会议号：324-766-534）

主 持 人：赵 军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
评 议 人：陈越洋 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发 言 人：（每人 10 分钟）

马晓霖 中东形势变化与中国外交应对

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教授

丁 俊 百年变局下的“中东之治”：路径与挑战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教授

刘胜湘 中美战略竞争下的中国中东外交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唐志超 借力中阿峰会，推动中阿战略合作再上新台阶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东政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汪 波 中国参与中东热点问题的大国协调历程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薛庆国 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建设及其挑战
——从一部阿尔及利亚小说谈起
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教授

钮 松 以“一带一路”通向命运与共的中国与中东国家
合作现状及前景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王广大 中阿峰会引领共建新时代中阿命运共同体

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教授

陈越洋 新时期中阿战略伙伴关系下的阿拉伯青年对华认知

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李 意 《阿拉伯世界研究》2023 年选题策划及约稿方向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阿拉伯世界研究》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



分论坛二：中东国家局势变化与分析

（腾讯会议号：626-718-692）

主 持 人：丁 隆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
评 议 人：文少彪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发 言 人：（每人 10 分钟）

丁 隆 俄乌冲突下中东国家经济转型与发展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

孙德刚 中东国家应对俄乌冲突的政策选择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章 远 中东国家新空间战略的安全观照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阿拉伯世界研究》副主编

王泽壮 伊朗对非洲之角国家外交中的宗教因素

安徽大学西亚北非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王新刚 叙利亚难民在阿拉伯邻国的分布与生存现状

西北大学叙利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范鸿达 伊朗 2022 民众抗议观察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韩建伟 对当前伊朗政治形势、前景及影响的分析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

陆怡玮 论海湾阿拉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和文化中心的迁移
——以文学奖项为例
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潜旭明 2022 年伊拉克形势变化的回顾与分析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助理、副研究员

文少彪 从合作到敌对：美国与萨达姆政权的赞助
——代理困境（1979-1992）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分论坛三：历史文明与构建中国中东研究知识体系

（腾讯会议号：179-398-232）

主 持 人: 余 泳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评 议 人：舒 梦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发 言 人：（每人 10 分钟）

王有勇 翻译在构建中国对阿话语体系中的作用

上海外国语大学科研处处长、教授

李秉忠 土耳其世界观与角色观的百年变迁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

毕健康 英国撤军叙事与埃及“三次革命”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冀开运 伊朗突厥化历程及其现实影响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伊朗研究中心教授

车效梅 亚非欧一体化与丝路城市史体系建构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教授

陈 杰 当前中国中东研究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中山大学中东研究中心教授

韩志斌 20 世纪中东史学的流变与特点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教授

金忠杰 新时代中国自主中东研究知识体系的丰富

宁夏大学阿拉伯学院（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王 泰 构建中国自主的埃及史学术体系几个问题的思考

内蒙古民族大学法学与历史学院教授

舒 梦 “一带一路”走出去过程中的性别视角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闭幕式（15:10-16:00）

（腾讯会议号：179-398-232）

主 持 人：李 意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阿拉伯世界研究》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

分论坛评议交流：（每人 10 分钟）

分论坛一评议人：陈越洋 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分论坛二评议人：文少彪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分论坛三评议人：舒 梦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总 结 人：金忠杰 宁夏大学阿拉伯学院（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章 远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阿拉伯世界研究》副主编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简介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始创于 1980 年 9 月，2000 年 12 月入选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长期致力于推动中国特色的阿拉伯学和中东学学
科体系建设，积极发挥基地“思想库”“信息库”和“人才库”功能，在科学研
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资政启民、社会服务、舆论引导、国际交流、信息资
料建设等各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和丰硕成果。近年来，聚焦中东研究的重大理论与
现实问题，主动对接和服务国家和地方发展战略，推进新型智库建设，努力为中
国中东外交和中国参与中东地区治理提供智力支持。现为上海高校智库，并入选
“一带一路”高校智库影响力榜单、中国智库来源索引(CTTI)智库、“高校百强
智库”A 类智库，成为全国相关领域最具影响力的高校智库。

上外中东研究所拥有一支结构合理、阵容可观、学缘优良、富有创新能力的
研究团队，设有经外交部批准成立的“中阿合作论坛研究中心”，以及中东国别
与区域研究中心、中东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中东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心、中东军
事与安全研究中心等分支机构；形成“亚洲与中东”国际论坛、智库系列讲座、
中国中东研究网等重要学术平台。

研究所负责主办有中文核心期刊《阿拉伯世界研究》、英文期刊《亚洲中东
与伊斯兰研究》(Asian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和《中东地区
发展报告》。中文刊《阿拉伯世界研究》于 1978 年创刊，自 1982 年起公开发行。
该刊注重基础研究与政策研究相结合，致力于弘扬学术探索与创新精神，促进中
国“阿拉伯学”与“中东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长期关注西亚北非地区政治、
经济、能源、安全、宗教、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情势变化，强调对该地区热点问
题进行深入系统的学理探究，力求凸显中国话语和全球视野。英文刊《亚洲中东
与伊斯兰研究》于 2007 年创刊，2018 年第 1 期起由英国 Routledge 出版社出版，
在 2021 年 3 月入选 ESCI 来源期刊名录。该刊以反映中东与伊斯兰国家研究的前
沿成果为立足点，注重向全世界推介亚洲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