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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致辞

	 2013 年，对于中国、上海及本院都是具有关键意义的一年。在

过去一年里，党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体部署，描绘了未来发展

的宏伟蓝图，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崭新的阶段。中国 ( 上海 )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开启了上海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新篇章，

上海再一次站在了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主动承担起全国开放战略

的先行者使命。在过去一年里，我院紧紧围绕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特别

是十八大三中全会精神这条主线，根据中央和上海市领导关于加强智库

建设的要求，不断加强智库能力建设和制度化水平，提高为国家总体

外交、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水平，增强为社会服务的意识，在探索

和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智库的建设上取得了新的经验。

	 2013 年，国际形势的发展总体平稳，但各种暗流涌动，国际格局

转型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不均衡性进一步发展。在新一届中央领导

的战略谋划下，中国外交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锐意进取，有力地维护

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的国际影响和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本院围绕

新型智库转型发展的需要，根据中国智库进入新阶段的新任务、新特

院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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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积极探索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的新途径，

努力夯实本院在智库建设方面的基础和领先地

位。本院突出实践和问题导向，根据中国外交

在新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最直接、最紧迫的需

要定课题、定任务，突出研究的中国性、战略

性和创新性。本院进一步密切了与中央部委的

机制化联系，承担和完成了大量国家任务，多

次得到中央领导和部门的表扬，我院再次成为

外交部政策研究课题重点合作单位。2013年，

本院以服务上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

市为目标，围绕扩大上海国际影响力这一主题，

深化和拓展促进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之

道，通过与上海市外办协作，围绕上海申办世

界城市日、上海友城合作、非政府组织管理与

立法等专题提供了一批高质量的调研报告。

	 2013年8月，我接过杨洁勉院长的接力棒，

成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在杨洁勉院长

的领导下，本院在智库转型发展的道路上迈出

了坚实的步伐，海内外影响力不断扩大，我要

对他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展望 2014 年，

我既感重任在肩，更觉使命光荣。改革没有完

成时，只有进行时。我坚信，只要全院上下团

结一致坚持改革和转型，继续深化本院的工作，

我院必将为国家的发展、上海的发展作出更大

的贡献。

我院顺利完成领导班子交接。

国务委员杨洁篪会见我院代表团。

外交部部长助理郑泽光向我院颁发“外交部
政策研究课题重点合作单位”证书。

2013

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中美交流基金会主席
董建华来访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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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库的研究要具前瞻和前沿特色。本院今年加强了和中央及上海市实务部门的机制化

互动和合作。我院和中央外办、外交部、国台办、商务部、财政部、中联部等中央部委的

机制性联系不断加强，并再次成为外交部政策研究课题重点合作单位。除了我院研究

人员积极参与中央各部委的各种会议、承担各种调研项目，我院还继续派遣研究人员赴

外交部挂职。此外，我们还先后邀请到来自中央部委的重要官员40多人，加强与我院研

究人员的交流。

	 其次，贯彻中央和上海市领导对智库研究的重要指示，加强研究的战略和应用特色。

	 2013年，中央领导对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指示。上海市领导也强调，要加强对宏观性、

战略性问题的研究和对创新转型关键性、政策性问题的研究。在发挥中国特色外交理论

研究领域优势的基础上，本院围绕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周边秩序建设、国际新公域治理、

软实力与公共外交、“一国两制”与国家统一战略等课题开展研究。研究报告体现战略和

理论的结合、战略和策略的结合、宏观性和可操作性的结合。配合中美建构新型大国关系、

周边工作会议等重要时间节点，我院相继推出了系列研究报告，获得良好效果。在服务上海

方面，本院以提升上海国际影响力为抓手，围绕上海申办世界城市日、社会管理创新、

友城合作等主题，承担了上海市政协、外办等相关课题，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

咨询报告。我院的研究成果得到中央和上海市政府的高度肯定。

	 最后，发挥智库学术优势，加强中长期研究规划，突出研究报告的前瞻性和创新性。

	 本院加强了对中长期问题的研究规划，并提前谋篇布局，为总体外交和上海未来发展

做好政策储备。自习近平主席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

设想之后，本院紧跟形势发展，围绕“一带一路”战略规划2014年调研主题和系列报告。

针对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将于2014 年在上海召开首脑峰会，以及下半年在北京

召开的APEC会议之契机，我院成立了专门的课题组，并细化了为中央和上海市有关部门

服务的相关计划。

	 2013 年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召开之后的开局之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之后提

出了许多新的理念和战略性举措，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进军号。

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总结，我们认识到，中国智库已经进入理论创新、战略谋划、政策建议、

信息平台和公共舆论等五位一体的新阶段，全院以创新型智库转型升级为主要驱动力，紧紧

结合国家总体外交战略，适应上海“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要求，以学习、进取、创新的

精神将工作不断推动向前。

	 （一）突出智库调研的战略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理论、战略
和政策三管齐下，强调本院成果的中国贡献和上海特色。

	 2013 年，中国新一届政府准确把握世界格局变化和中国发展大势，在战略层面统筹

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在全面深化国内改革的同时，大力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

了许多重大对外战略思想、外交政策和策略方针，并开展了一系列重大对外行动。站在新

起点上的中国外交，对本院的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

	 首先，我院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以及新一届政府的系列重要讲话，加强政 (府 )

研 (究 ) 对接，扩宽政研交流渠道，以任务定研究队伍，从而更好地配合国家总体外交和

上海发展的需要。

陈东晓院长与我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洁勉出席首届两岸和平论坛 ,在会上与上海市委书记

韩正合影。

我院成为“上海高校新型智库建设领导小组”的成员单位。杨洁勉主任被聘为教育部区域和

国别研究基地专家评审委员会委员及上海国际关系智库理事会理事长。

我院成立世界城市日课题组，就申办世界城市日与上海市外办开展共同研究。

杨剑副院长出席于韩国首尔召开的全球网络治理大会，并拜会韩国国立外交研究院等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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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晓院长被外交部聘为东盟地区论坛专家名人小组中方专家名人。

法国戴高乐基金会代表团来访我院。

纽约时报、金融时报、时代杂志等主流媒体来访我院，了解中国外交。

“欧债危机：对全球经济和新兴国家的影响”国际研讨会在我院召开。

7

8

5

6

（二）积极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打造学术育民阵地。

	 以学术研究推动不同文化和文明的交流和理解，帮助国际社会全面理性了解中国的

新型发展，培育国民正确的国家利益观和成熟理性的国民心态，不仅是智库发展的趋势，

也是中国智库应该承担的重要使命。

	 首先，本院积极配合国家总体外交，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活动，做到“请进来”和“走

出去”的有机结合。在“请进来”方面，在保持我院对外接待全方位、多层次特点的同时，

做到配合国家外交需要，突出重点，以学术交流促进外方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理解。例如在

接待美国来宾的时候，配合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的提出，积极向外宾阐述这一概念的内涵

与意义，营造有利于这一概念进一步推广的国际环境。接待来自东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

国家的智库与官员，向他们就中国周边外交政策、对亚太地区经济与安全合作机制的发

展，以及海上权益等议题进行解释与沟通。在接待发展中国家的客人时，重点结合中国

改革开放和治国理政的经验进行交流。在“走出去”方面，深入研究对象国，做好实地调研，

准确把握社情民意。调研国家和地区覆盖全面，体现了中国全方位外交的特色。

	 其次，努力增强学术外宣能力，加强学术成果的社会转化。为了更好地对外阐述中

国的对外战略，在国际学界获得更大的话语权，我院今年相继推出智库版战略报告，

包括中英文的《中国外交的全球战略 (2013-2023)》（《China's	Global	Strategy	

(2013-2023)》）、就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推出英文版报告《Co-exploring	and	Co-

evolving:	Constructing	a	New	Model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等。

	 今年，我院启动了全新设计的官方网站，以更好的视觉体验、丰富的资讯信息、深入

的分析评论加强网络上的外宣力度。我院以确保“准确”、“及时”、“深入”作为网站建设

的宗旨，增加了重大时事的深度分析力度。与此同时，我院研究人员接受国内外各大主

流媒体采访和发表媒体文章共600余次。其中接受凤凰卫视、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频道、

东方卫视、香港卫视、海峡之声广播电台等电视、电台和电话采访为 450 次，发表于

《人民日报》、《中国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中国社会科学报》、

《星岛日报》（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美）、《海峡时报》（新）、《朝日新闻》

（日）和《联合早报》（新）等中外主流媒体的评论文章121篇。

（三）以增强服务意识和协同创新能力为核心加强智库建设。

	 2013 年，中国的智库迎来新一轮的发展高潮，我院以此为机遇进一步探索中国特色

智库的发展道路。

	 首先，我院加强了对智库建设的理论准备，将智库本身的建设作为研究的重点之一。

我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洁勉提出，中国智库已经进入理论创新、战略谋划、政策建议、

信息平台和公共舆论等五位一体的新阶段，符合创新型智库发展趋势，为我院发展提供

了理论指导。

	 其次，我院以提高协同创新能力为重点，加紧国内外智库网络的建设。除了保持我院

与国外学术机构联系广泛和紧密的传统优势之外，我院积极参加教育部和上海市教委的

智库建设推进活动。我院成为上海高校新型智库建设领导小组的成员单位，杨洁勉前

院长被聘为上海国际关系智库理事会理事长。

	 最后，我院大力推进院各项规章制度的完善，努力抓管理，抓队伍建设，我院的科学

化管理水平不断提升，有力地保障了智库的研究和可持续发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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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宾来访

学术研讨

出访交流

国际合作

丰硕成果

青年风采

年度撷英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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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澳大利亚外长、现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荣誉校长加雷斯·埃文斯教授来访

我院，并与学者交流。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政策研究所代表团来访我院。

来访我院的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保罗·埃文斯接受我院采访。

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亚洲与中东事务副总干事阿尼·苏克拉大使在我院作

题为“金砖国家中的南非”的演讲。

美国桂冠学士国际交流项目代表团聆听我院张哲馨博士所作的“中国崛起和

全球角色”主题演讲。

2

1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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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晓院长会见美国前商务部部长约翰·布兰森

率领的威尔逊中心亚洲新议程项目代表团。

美国威尔逊国际中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何珍

（Jane	Harman）来我院就双方合作进行交流。

陈东晓院长会见埃塞俄比亚高级研究所执行所长

特雷法·夏沃基达内卡一行。

年
度
撷
英

贵
宾
来
访

	 作为一家在全国以及全世界具有较高声誉的国际关系领域智库，

我院吸引着大批来自世界各国和各地区学界、政界、媒体、非政府组织

等各界人士前来拜访交流。2013 年，我院共接待了来自 55 个国家和

地区的 350 多批访客，围绕着世界格局变化、国际热点问题、中国

外交走向等展开了频繁且深入的对话。

贵宾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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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

联合举行“亚太合作安全 2.0”学术研讨会。

金砖国家与会代表在由我院与德国艾伯特

基金会联合举办的“金砖国家与2015年后全球

发展议程”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由我院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共同承办的“中澳

对话：G20与地区倡议”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召开。

澳方二十国集团事务协调人德布鲁尔与中方

二十国集团事务协调人崔天凯出席会议。

我院与芬兰拉普兰大学共同举办“北极安全与

国际合作”研讨会。

1

2

3

4

2

1

7

3 4

9 108

学术研讨
	 2013 年，我院共主办、合办了 21 场国际研讨会，40

余场国内、市内研讨会。这些研讨会紧密结合当前的国际

格局与中国外交所面临的重要议题展开讨论。会场上，学者

之间激烈的脑力激荡和思想交锋将会议主题的研究水平

推向新的高度。 学
术
研
讨

年
度
撷
英

6

院长助理、台港澳研究所执行所长严安林在我院与台湾淡江大学

合作举办的第十七届“国际形势与两岸关系”研讨会上发言。	

我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执行所长吴莼思主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理论基础与现实路径”研讨会。

我院与2013年上半年欧盟轮值主席国爱尔兰驻沪总领事馆合作，

召开欧盟国家驻沪总领事会议，介绍新领导集体下的中国外交。

我院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联席举办“中国 - 南盟关系：迈向

更紧密的伙伴关系”研讨会。

我院召开“中国—东南亚关系与台湾问题”学术研讨会。	

我院举办“下一个十年的中拉关系”研讨会。

8

7

9

10

6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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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访
交
流

我院全球治理研究所执行所长叶江教

授赴冰岛参与北极议题国际研讨会，

并与冰岛总统会见。

杨剑副院长率团出访期间与丹麦北极

大使克拉夫斯·阿诺尔迪·霍尔姆进行

座谈。

杨洁勉主任率团出访法国、突尼斯、

阿尔及利亚。

陈东晓院长率团访问美国，在美国国务院

与美国助理国务卿帮办梅建华会谈。

杨剑副院长率代表团出访拉美期间访问

阿根廷国际关系理事会。

杨洁勉主任率团出访欧洲三国期间在

瑞典外交部座谈。

我院学者杨洁勉、李新出席由俄罗斯外交

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俄罗斯新闻社等机构

主办的第十届“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

年会”。

5

1

6

7

2

3

4

1

4 6 75

2 3

	 2013 年，我院配合国家总体外交布局，积极“走出去”、“请进来”，通过走访境外

知名智库、参与国际重要研讨会和邀请国外访问学者等途径发挥公共外交和学术外交的作用。

我院共组团出访 92 批次 120 人次，涉及国家 50 个。同年，我院共接收来自美国、比利时、

斐济、斯里兰卡等多国的访问学者及实习生 22 人，我院学者赴外访学 8 人。

出访交流
年
度
撷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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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3

12

挪威南森研究所伊思琳在我院担任访问学者，与我院研究人员座谈。

我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李新教授出席于拉脱维亚召开的“波罗的海论坛”，并作主题

发言。

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张海冰出席于津巴布韦召开的“中非友好关系”国际研讨会。

我院海洋极地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沛于德国访问期间与德国外交部能源和原材料对外政策部

副主任Marcus	Hicken 等官员座谈。

8

9

10

11

我院访问学者丹·斯泰因博克与研究人员交流。

来自美国莱斯大学贝克研究所的访问学者孔安怡与我院咨询委员会主任俞新天座谈。

来自斐济大学的访问学者。

来自斯里兰卡外交部的访问学者。

12

13

14

15

15

109

8

11

出
访
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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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与斯里兰卡驻沪总领事馆合作举办

“斯里兰卡日”活动。

我院与福特基金会开展合作，资助学者赴美

访学。

我院与南非斯坦凌布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

签署合作协议。

我院与德国艾伯特基金会联合庆祝合作

三十周年。

我院与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签署合作备忘录。

我院与挪威南森研究所就极地研究建立合作。

我院同美国进步中心、中美交流基金会合作

召开视频会议，联合撰写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研究报告。

我院与德国发展研究所合作，联合举办“2015

年后的国际发展合作：欧洲与新兴经济体的

视角”国际研讨会。	

1

6

5

2

7

3

4

8

1

3 4 5

7 8

6

2
国
际
合
作

国际合作
	 我院与境内外 50 多家智库机构或高等研究院校通过合作协议

保持良好的学术交流互动。其中，2013 年新增境外合作机构 15 家，

包括中美交流基金会（中国香港）、福特基金会（美国）、战略与

国际研究中心（美国）、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瑞典）、

巴西金砖国家政策中心、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南非中国研究中心、

塞尔维亚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等，合作类型包括联合办会、互派

访问学者、合作撰写报告等。

年
度
撷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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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我院撰写出版的战略报告。

陈院长接受CCTV采访。

杨洁勉主任在香港外国记者会发表演讲。

我院外交政策研究所执行所长李伟建、资深日本问题专家李秀石接受上海电视台采访。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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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
硕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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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硕成果

	 2013 年，我院研究人员共撰写并公开发表论文 126 篇，其中发表于核心期刊的

论文 47 篇，出版学术著作 10 本，于各大境内外主流媒体发表评论文章 600 多篇，

接受媒体采访 450 余次。我院中文学术性双月期刊《国际展望》及英文学术性季刊《Global	

Review》在 2013 年分别出版了 6 期和 4 期。同时，网络等新兴传播媒介也成为我院

展示学术交流与科研成果的重要平台，全新设计和启动的网站以更好的视觉体验、

丰富的资讯信息、深入的分析评论获得关注。

2

3

4

2013 年我院中文学术性双月期刊《国际展望》、英文学术性季刊《Global	Review》，

以及我院学者出版的专著等。

5

年
度
撷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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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青年学者鲁传颖参加于韩国首尔召开的国际安全研讨会。

我院青年学者方晓、刘宗义赴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访学。	

我院美洲中心副主任牛海彬与拉美学者交流。

我院青年学者查晓刚在国际会议上发言。

我院青年学者裘旭东赴香港中美交流基金会挂职锻炼。

遴选出的硕士研究生在美国克州农工大学布什学院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访学。

1

2 3

4

5

6

7

1

2

2

6 7

青
年
风
采

青年风采
	 培育新时代从事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青年人才，亦是我院肩负的重要使命。我院研究生培养

项目在 2013 年期间继续与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布什学院、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

研究中心等机构合作，努力提升青年学生的全球视野。同时，我院的博士后工作站进入第三年，主办

的“上海国研杯”青年学者论坛迎来第五次盛会。青年研究人员积极参与到各项学术研讨活动中。

4

5

年
度
撷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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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收入情况（单位：万元）

	 上海市财政拨款

	 课题资助

	 国际捐赠

2013
财务报告

2013年支出情况（单位：万元）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学术交流、会议及出访经费

	 科研专项经费

	 课题经费

	 刊物出版经费

	 其他

3325.17

318.55

395

1123.05

602.86

451.72

326.51

106.14

244.18

917.68

财
务
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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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
景

	 2014 年，我院将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继续深入

院体制机制改革，以人才队伍建设和能力建设推动智库建设

的转型升级。我院将根据站在历史新起点上的中国外交的新

形势和新任务，围绕中国外交的战略布局，以在中国召开的

两次重要的国际多边峰会亚信会议和APEC会议为重点开展

全年的工作，同时做好中长期的研究规划，围绕“十三五”

规划为未来二十年中国和上海的发展远景做准备。

2014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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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关
于
我
们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前身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建立

于1960	年，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已成为国内一流，国际

知名的智库之一。我院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包括：从战略和政策

角度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及中国的对外关系

进行跨学科研究；为中央政府和上海市政府提供国际事务

方面的咨询；通过共同举办学术研讨会、合作课题研究和

互派访问学者，与海内外相关研究机构建立和维持紧密的

合作机制；推动政府、媒体和社会民众对世界趋势及主要

热点问题的了解。

	 我院现有研究及科辅人员逾90	人，其中30	余人为资深

研究人员，并设有研究生培养和博士后流动站。主要出版

刊物为学术期刊《国际展望》及其他不定期战略报告。

About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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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略研究所

全球治理研究所

世界经济研究所

外交政策研究所

台港澳研究所

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研究所

信息研究所

美洲研究中心

亚太研究中心

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

西亚非洲研究中心

欧洲研究中心

海洋和极地研究中心

7个研究所

6个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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