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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国际格局继续深刻变化，世界

秩序转型加速，全球治理问题突出，中国外交

成功应对各种挑战，中国的作用和影响不断扩

大。2015 年，上海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科创中心的道路上稳步前行，上海外事在服务

和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方面成绩显著。2015

年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建院 55周年，我院

围绕国家总体外交和上海发展大局，根据年初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

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的精神，

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为迎接“十三五

规划”开局做好充足准备。

2015 年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 70 周

年，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围绕国际秩

序和规范的争夺在加剧。尽管国际总体力量仍

处于西方和非西方力量对比的盘整阶段，但新

兴大国和地区大国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和

改革方面的愿望更加强烈。2015 年是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的全面推进之年，中国的国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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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领域

都推出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性的地区和全球倡议：“一

带一路”倡议完成规划并启动实施，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成立。中国还向世界积极提供理念公共产品，

习近平主席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发表一

系列重要演讲，向世界发出中国关于美好世界的中国

声音，贡献中国智慧。2016 年是“十三五规划”开

局之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外发出了中国将在国

际上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建设性作用、提供更多公共

产品的明确信息，中国将积极履行负责任大国的历史

担当。

随着中国和上海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深入，国

家和社会对智库的需求不断上升，也对智库提出新的

要求。面对新形势带来的新挑战，我们要努力适应时

代的发展，将挑战转化为我院转型发展的新机遇。古

人云，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只有主动拥抱

变革，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占得先机。我们有能力，

有信心，也有决心做引领智库发展的弄潮儿，为国家

的发展、上海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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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动服务国家和上海外交外事大局。

2015 年，我院在提升两个服务能力方面又有新的进展。配合

国家和上海重大外交外事活动，本院在提供理论、战略和政策咨询，

积极承担国家和上海任务，加强舆论引导和学术外交方面均作出应

有的贡献。

1、围绕中国外交和上海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开展战略性和

前瞻性研究，加强对国际问题的研判、预研究和政策储备能力。

首先，以创新课题为引领，加强我院参与国家和上海重大战略

规划制定的能力和水平。我院专门设立创新课题制度，根据中近期

的工作重点滚动设置课题，提前谋划。今年我院围绕十三五规划的

制定、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一带一路建设、重要国际多边机制（二十 

国集团、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重要的全球治理主题（气候变

化、国际能源治理、后 2015 联合国发展议程）、上海建设国际化

大都市和城市外交等主题，推出系列报告。

其次，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重点直报联系单位，本院根据中

央领导关注的重大问题，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 70 周年、美国总统

大选预选、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领导人高访、二十国集团峰会等

重要节点，统筹组织院内外研究力量，写出了一批高质量的调研报

告，在中办有关内参的采用率方面继续保持全国领先水平，并多次

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

其三，本院同上级领导部门的机制性联系继续得到加强。本院

先后接待中外办、外交部、中联部、国台办、国家海洋局等领导专

题调研，本院承担的中外办、外交部、财政部和国台办等的课题在

质量和数量上都比以往有所进步，本院与上海市政协外委会的合作

一、坚持以正确的政治方向为引导，加强中国特色新
型智库建设。

作为以研究中国外交和国际问题为主的智库，本院始终坚持正

确的政治导向，以国家利益为各项工作的根本出发点。

1、以深入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为抓手，切实把学习成

果转化为推动院改革发展的实在举措。院长和党组书记陈东晓带头

讲党课，并开展各项学习教育活动，以推进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和作

风建设塑造全院谋发展、促改革的良好范围，进一步发挥党员领导

干部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示范效应，将专题教育落实到本院的对

外交流、资政建言和智库建设之中。

2、以学习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为契机，面向“十三五规划”，

制定本院中长期发展规划。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是今后

5 年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是我们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纲领性文件。未来五年也是本院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五年后本院

将迎来建院六十周年，我们正以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规划本院中

长期改革和发展战略。

3、以《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为指引，加

强本院能力建设。《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指明

了我院未来工作的总目标，我院将根据《意见》“以服务党和政府

决策为宗旨，以政策研究咨询为主攻方向，以完善组织形式和管理

方式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的指导思想，努力根据中国总

体外交、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的要求，推动本院工

作的全面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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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烘托了良好气氛。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推动中国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

重大战略性举措，今年中国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全面阐释了“一带一路”

倡议的愿景、理念、目标任务以及机制行动。为了配合这一重大

战略举措，我院以此为聚焦，举行了一系列的国际和国内研讨会，

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中亚经济发展”、“对接‘一带一路’

倡议与欧洲投资计划”、“海上丝绸之路与中斯关系”等。

中国明年将第一次主办二十国集团峰会，我院向来重视二十

国集团的研究，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今年相继举行了“如何激

发二十国集团活力：中国作为 2016 主办国及议程设置”、“低

油价的影响与 G20 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作用”、“第三届中澳

全球议题对话”等国际学术研讨会，我院还被正式批准为智库

20（T20）的三家中方主办单位之一，策划明年的系列活动。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发展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中国是全球发展合作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中方本着建设性态

度全面深入参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谈判，为制定一个公平、

包容、可持续的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了重要贡献。我院

是全国最早开展此问题研究的机构，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10

月 25 日 -26 日，本院与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BMGF）在

上海虹桥迎宾馆共同主办“全球治理与发展问题的未来”国际研

讨会。联合国副秘书长吴红波、塞尔维亚前外长耶雷米奇到会作

主旨发言。

3、积极发挥智库独特优势，在舆论引导、学术外交和公共

外交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保持良好势头，今年又与上海市人大外委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

课题合作。

其四，科研成果硕果累累。今年我院共完成政策报告 140 余篇，

在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 33 篇，境外刊物发表论文 6 篇，被中

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文章 14 篇，被《新华文摘》转

载文章 1 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主要内容转载文章 1 篇，

出版专著 10 部。2015 年度我院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共 6 项，其中，

重大项目 1 项，一般项目 1 项，青年项目 3 项，特别委托项目 1 项。

2、积极参与各项重大外交外事活动的筹备和配套活动。

首先，我院直接参与博鳌亚洲论坛、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第

二十七届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世界城市日”系列活

动等国家和上海的重大外交外事活动。3 月 29 日，我院主办 2015

年博鳌亚洲论坛：“亚太安全架构”分论坛活动。7 月 21 日，新

开发银行在上海正式开业，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上海市市长杨雄与

新开发银行行长卡马特共同主持了新开发银行开业仪式。随后，我

院主办了“新开发银行：从理念到现实”国际研讨会。财政部部长

楼继伟、上海市市长杨雄与新开发银行行长卡马特出席开幕式并致

辞。来自金砖各成员国代表、新开发银行董事会和管理层成员、金

砖国家官员和驻华使节、国际机构代表、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代表、

上海市政府官员、中资金融机构和相关单位代表以及包括本院多名

学者在内的国内外专家应邀出席了研讨会，就新开发银行成立的意

义、挑战和未来发展战略等议题展开讨论。

其次，我院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二十国集团、后 2015 年

联合国发展议程、亚信会议、上海城市外交等重大主题，全年开展

系列活动，形成相互呼应，层层推进的态势，为这些重大活动的开

2015 年度工作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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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体的高度关注。

7 月 7 日，我院与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观察者网联合举

办“公共外交与中美关系”研讨会，就习主席访美前夕，如何通过

公共外交，尤其是学术外交发挥作用，让美国舆论及精英界对中美

关系发展保持正面预期进行交流探讨。会议特邀全国人大外事委员

会傅莹主任做主旨发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

究院、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国家应对气

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南京大学、南海研究院、复旦大

学、上海社科院、第一财经、上海纽约大学、春秋研究院、澳大利

亚国立大学以及本院多名专家参与研讨。

三、积极提升国际化水平，扩展国际学术网络。

1、在保持国际交流数量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外事接待的质量

和水平。随着我院国际影响的不断扩大，来访我院的重要团组也不

断增加，本年度接待的重要外宾包括：捷克副外长彼得·杜拉克、

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副部长格雷格·莫里亚蒂、澳大利亚前总理

陆克文、塔吉克斯坦前外长库多别尔第·霍利克纳扎洛夫、新开发

银行行长卡马特、美国前能源部副部长戴维 • 桑达洛、澳大利亚

G20 协调人大卫 • 格鲁、联合国副秘书长吴红波、塞尔维亚前外长

耶雷米奇、越南社科院副院长阮光舜、印度三军协会代表团阿伦 •

库马尔 • 辛格海军中将、伊朗前议长哈达德 • 奥德勒、阿富汗前副

外长艾尔沙德 • 艾哈迈迪、斯洛文尼亚前总统达尼洛 • 图尔克、加

拿大前总理保罗·马丁、墨西哥前副外长安德烈斯 • 罗森塔尔、东

盟副秘书长穆赫坦、前东盟秘书长王景荣、前阿根廷外交部长豪尔

克·塔娅纳等共 20 位。

首先，努力争取更多和更大的国际议题设置权和话语权。本院

今年在多年积累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我院的学术品牌，加强和国

际组织和学术伙伴的合作。

5 月 11-12 日，在外交部欧亚司的支持下，本院举办第三届亚

信智库圆桌会议：“亚洲安全合作：议题、理念和机制”。来自阿

富汗、中国、土耳其、哈萨克斯坦、伊朗、马来西亚、巴基斯坦、

俄罗斯、塔吉克斯坦、泰国的 35 位代表参加了会议。研讨会的国

际影响不断扩大，受到国内外重视。12 月 17-18 日，本院又举办

了第四届亚信智库圆桌会议，将该会议办成亚信非官方层面重要的

论坛之一。

5 月 23 日，本院与美国马歇尔基金会共同举办第十五届斯德哥

尔摩中国论坛，斯德哥尔摩中国论坛长期致力于促进欧洲、美国及

中国学者的交流和对话，是关于中国问题的知名国际论坛。来自欧洲、

美国和中国的智库、政府和商界的著名专家、高级官员及商界领袖

围绕新型大国关系、国际体系的变化与地缘政治危机管理、全球治

理及可持续发展以及新丝绸之路与新金融机构等议题展开讨论。

5 月 26 日至 5 月 28 日，本院和中国极地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中国 -

北欧北极中心第三次年度会议，来自中国、芬兰、冰岛、丹麦、瑞

典、挪威、俄罗斯的 80 多位参会代表汇聚一堂，共同就北极的经济、

政策、法律和治理问题进行研讨。

其次，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如何传播中

国的理念，正确引导国内外舆论成为我们面临的新任务，我院在

这方面也作出了一些尝试。6 月 26 日，由本院和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三家单位共同撰写的《全球经济治

理再平衡》报告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举行新闻发布会，报告获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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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形势，面对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特点，我们决心发挥主观能

动性和团队精神，争取在传统智库转型升级道路上探索新经验，攀

登新高峰。

首先，以国家总体外交和上海市重大任务、课题和活动为导向，

规划全年工作。2016 年我国将承办二十国集团峰会，我院已被批

准为智库 20 的三家主办单位之一，二十国集团峰会筹委会秘书处

已委托我院 2016 年承担三项配套的国际会议。我院将以此为重点

规划全年活动。我院还将继续深化在一带一路、全球发展问题、亚

信等问题上的项目合作和交流。

其次，继续巩固和深化我院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亚洲安全秩序建构和亚洲安全观、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升中

国话语权和软实力、极地、海洋和网络等国际新公域治理、城市外

交等方面的优势，并以此加强和国内外合作伙伴的协同创新，继续

提高我院国际化水平，加强我院的国际影响力，提升我院在国际媒

体和学术界的话语权，打造国际品牌。

其三，加强走出去力度，我院已经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亚太、

中东欧主要智库启动了联合研究、调研和出版的项目，下一步要积

极向非洲、中东等地区扩展。要提升引进来层次，在现有高端论坛

的基础上，继续提升我院访问学者的水平和层次，增加访问学者的

项目，打造新品牌。

 其四，以我院网站改版为契机，同时以我院的中英文院刊为主

要平台，迅速适应信息快速消费时代带来的变革，转变传统的信息

发布方式，在网站、社交媒体、数据库建设、信息化技术分析等方

面有突破性的改变。

2、加强与各国学术伙伴的务实合作。今年本院工作的一个亮

点是，与国外学术伙伴合作的质和量都有提高，不仅与财政部国际

财政合作司、中评智库基金会、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上海政

法学院、阿根廷拉普拉塔大学、赞比亚政策监督与研究中心、黑山 -

中国友好协会、斯里兰卡探路者基金会等多家研究机构签署了谅解

备忘录，而且与一些合作伙伴的项目合作也不断推向深入，人员交

往更为密切，其中包括美国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英国皇家

国际事务研究所等顶尖智库。在亚信智库论坛框架下，我院与中亚、

西亚一些智库的务实合作不断推进。在我驻外使馆的大力支持和推

动下，我院和中东欧国家、斯里兰卡、阿富汗等一带一路重点地区

的智库建立了机制性合作联系。我院与国外知名基金会和非政府组

织的合作也不断深化，如德国的艾伯特基金会，美国的亚洲基金会

和盖茨基金会。

3、保持国际学术交流的良好势头。2015 年，我院共接待外事

访问团组 290 批，接受访问学者和留学生 9 人，举办国际会议 25

场，来访或参加国际会议的副部级以上人员 20 人，其中前政府首

脑 5 人，派出访问团组 91 批，出国访学和参加国际会议共批 86

人 122 次。

4、在国台办和外交部指导下，组织好涉外对台和对港工作。

围绕香港政改和香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等问题，我院加强了与香港

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的合作。本院今年 9 月主办了第 12 届“中欧

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会议，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陈元丰特

邀参会并做主旨发言。

四、2016 年展望 

2016 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年，面对纷繁复杂、快速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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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撷 英
2015

3 月 29 日，受外交部委托，我院主办了博鳌

亚洲论坛 2015 年年会：“亚太地区安全架构”

分论坛。论坛邀请到了诸多知名学者及前政

要参会，共同围绕着如何深化亚洲安全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的核心议题展开讨论。

博鳌亚洲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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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开发银行开业仪式

2015 年度报告

7 月 21 日，新开发银行在上海正式开业，财政部部长楼继伟、

上海市市长杨雄与新开发银行行长卡马特共同主持了新开发银行开

业仪式。随后，我院主办了“新开发银行：从理念到现实”国际研讨会。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上海市市长杨雄与新开发银行行长卡马特出席

开幕式并致辞。来自金砖各成员国代表、新开发银行董事会和管理

层成员、金砖国家官员和驻华使节、国际机构代表、中国政府有关

部门代表、上海市政府官员、中资金融机构和相关单位代表以及包

括本院多名学者在内的国内外专家应邀出席了研讨会，就新开发银

行成立的意义、挑战和未来发展战略等议题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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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是我院 2015 年研究重点，为了配合“一带一路”

建设，我院举行了一系列的国际和国内研讨会，包括“丝绸之路

经济带对接中亚经济发展”、“对接‘一带一路’倡议与欧洲投

资计划”、“海上丝绸之路与中斯关系”等。

年度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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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地研究是我院新的研究亮点。

2015 年，本院和中国极地研究中心联

合举办中国 - 北欧北极中心第三次年

度会议，来自中国、芬兰、冰岛、丹麦、

瑞典、挪威、俄罗斯的 80 多位参会代

表汇聚一堂，共同就北极的经济、政策、

法律和治理问题进行研讨。

极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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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G20

我院向来重视二十国集团的研究，在

国内处于领先地位，今年相继举行了“如

何激发二十国集团活力：中国作为 2016

主 办国及议程设 置、“低油价的影响与

G20 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作用”、“第三

届中澳全球议题对话”等国际学术研讨会。

我院还被正式批准为智库 20（T20）的三

家中方主办单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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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1-12 日，在外交部欧亚司的支持下，本院举办第三届亚信智库

圆桌会议：“亚洲安全合作：议题、理念和机制”。来自阿富汗、中国、土

耳其、哈萨克斯坦、伊朗、马来西亚、巴基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泰

国的 35 位代表参加了会议。12 月 17-18 日，本院又举办了第四届亚信智

库圆桌会议，外交部副部长程国平参加会议并致辞。亚信智库圆桌会议

的国际影响正不断扩大，成为了亚信非官方层面重要论坛之一。

亚信智库圆桌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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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5 日 -26 日，

本院与比尔和梅林达·盖

茨基金 会（BMGF）在上

海虹桥迎宾馆共同主办

“全球治理与发展问题

的未来”国际研讨会。联

合国副秘书长吴红波、

塞尔维亚前外长耶雷米

奇到会作主旨发言。

发展问题与联合国 2030 发展议程

2015 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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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港澳研究

围绕香港政改和香港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等问题，我院加强了与香港特区政

府中央政策组的合作。香港立法会主席

曾钰成今年 1 月来访了我院。本院今年

9 月主办了第 12 届“中欧关系中的台湾

问题”会议，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

主任陈元丰特邀参会并做主旨发言。



2015 年度报告
31

年度撷英

城市外交研究

为配合“世界城市日”系列活动，

我院积极开展城市外交研究。5 月 14

日，我院课题组发布中国城市对外交

往活力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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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术 网 络

学术网络

今年本院工作的一个亮点是，与国外学术伙伴的合作质和量都有提

高，不仅与财政部国际财政合作司、中评智库基金会、上海春秋发展战略

研究院、上海政法学院、阿根廷拉普拉塔大学、赞比亚政策监督与研究中心、

黑山 - 中国友好协会、斯里兰卡探路者基金会等多家研究机构签署了谅

解备忘录，而且与一些合作伙伴的项目合作也不断推向深入，人员交往

更为密切，其中包括美国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英国皇家国际事

务研究所等顶尖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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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术 成 果

今年我院共完成政策报告 140 余篇，在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

33 篇，境外刊物发表论文 6 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

转载文章 14 篇，被《新华文摘》转载文章 1 篇，被《中国社会

科学文摘》主要内容转载文章 1 篇，出版专著 10 部。2015 年度

我院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共 6 项，其中，重大项目 1 项，一般

项目 1 项，青年项目 3 项，特别委托项目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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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才 培 养

人才培养

我院向来重视青年学

者的 培 养。2015 年，我 院

共派出 4 位青年学者在外

交部、国家网信办、中国驻

印度大使馆和香港中美交

流基金会挂职工作；派出 2

位青年研究人员赴美国和

欧洲访学。我院 2015 届研

究生全部通过论文答辩，

顺利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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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支出情况  （单位：万元）

2015 年收入情况  （单位：万元）

4190.90 415.29364.9625.6

科学技术           社会保障就业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           住房保障

上海市财政拨款 事业收入 其他

580.00
4156.00

587.00

4170.00
116.00
118 .00
65.00

财 务 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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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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设有政

治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本院主要出版物为学术期刊《国际

展望》( 中文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季刊》( 英文 ) 及其他不定期战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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