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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长 致 辞

2017 年，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提出和确立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的时代，为中国外交指明了方向。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外交的使命
将实现新的超越——中国外交将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有机地统一起来。我们不仅要告诉世界未
来 30 年要把中国建成一个怎样的国家，还要告诉世人我们要同
国际社会共同建设一个怎样的世界。新时代的中国外交不仅要继
续承担实现“中国梦”的“国家使命”，也同时要承担“推动构
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使命”。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外交除了要
为国家的发展、安全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还要在以下两个
方面大有作为：一是在世界舞台上传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建设方面要大有作为；二是在为解决
人类问题提供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上要有新作为。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还特别要求我们提高对
时代规律的认识水平，准确把握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条件的变
化，善于顺势而为、谋定而动。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重
申“进行伟大斗争，需要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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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同时，报告还指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绝不是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这些论述和判
断提醒我们对进入新时代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中的国际国内将面临
的各种严峻形势、中国与世界各种复杂关系以及中国外交面临的机
遇、风险和挑战要有科学、冷静的分析和判断。

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如何科学
判断和认识中国外交在新时代将呈现的新面貌、承担的新任务、面
临的新机遇以及各种风险和挑战，将是新时代成功推进外交事业的
重要认识前提，同时也是每一位从事中国外交研究的“智库人”努
力要提升自己认识、判断能力的重要方面。

对研究而言，未来中长期内，如何坚持和完善“协调合作、总
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的构建，如何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周边战略依托；如何秉持正
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如何加强与
各国推进“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进程，这些都需要根据时代
的变化、条件的更替、任务要求的调整作出更有前瞻性和更系统的
研究。

2018 年是全面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上海国际问题
研究院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党中
央和国务院关于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求和上海市委市府的
工作部署，积极做好党和政府外交决策的“献智者”、理论建设的“添
砖者”、新时代问题的“探路者”、中国理念的“宣讲者”、以及
上海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助推者”，努力在新时代智库
建设征途中交出一份亮丽的答卷。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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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工 作 回 顾
2017



2017 年 4 月 17 日， 时
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上
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视察
调研

2017 年，在党中央、上海市委市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市外办的直接指

导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继续认真按照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建设“中国特色

新型智库”要求和上海市委市府的工作部署，进一步提升咨政建言、学科建

设、舆论引导能力，发挥智库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积极参与上海建设“一

带一路”桥头堡和科创中心建设。

一、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新气象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以服务中国外交和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积极

服务于党、中央及地方政府决策，以新作为迈向新征程。

2017 年 4 月 17 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到

上海国研院视察调研，对上海国研院长期以来为服务上海、服务国家所做的

积极努力给予充分肯定，并鼓励全院上下要再接再厉，为进一步做好上海市

政府和国家政策制定的“金牌智囊”发挥积极贡献。韩正书记还强调，要牢

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形势下对上海工作的新要求，即上海要

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要将习主席的要求贯彻落实并

体现到工作的方方面面。上海市副市长许昆林、市委秘书长诸葛宇杰等陪同

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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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胜利召开后，我院党组组织全院认真研读党的十九大报告

和党章，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第一时间邀请党的十九大代表做学习辅导报告，指导总支开辟学习党的

十九大精神专栏，组织广大党员同志积极交流学习体会。

2017

年
度
工
作
回
顾

2017 年 12 月 11 日，上海
国际问题研究院与上海国
际战略问题研究会联合举
办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辅
导报告会，特邀十九大报
告起草组成员、中共中央
外办副主任乐玉成作专题
辅导报告

2017 年 4 月 19 日，上海市副市长许昆林在我院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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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院还充分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及外交智库的特点，组织全体党

员重点学习研究总结“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围绕十九大的召开，先后

举行了四次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专题研讨会，成果丰硕。

二、咨政建言再突破，发挥优势履职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智库建设

要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要加强决策部门同智库的信

息共享和互动交流，把党政部门政策研究同智库对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引

导和推动智库建设健康发展、更好发挥作用。”

为全面贯彻执行习总书记有关指示精神，切实为中央及有关地方政府在

治国理政过程中提供决策咨询服务，我院始终坚持在十九大精神的引领下，

从“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出发，不断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责任

与使命。

2017 年，我院重点围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一带一路”推进与周边

2017 年 10 月 30 日，我院举行中心组（扩大）学习会，邀请上海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党的十九大代表沙海林同志做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专题辅导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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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对接、亚洲安全架构、战略新疆域、城市外交、台港澳研究及上海

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集中力量开展了一系列战略性和前瞻性研究，

向中央及上海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与部门递送了近 200 份政策报告，获

得了上级部门的积极反馈和高度赞扬。在中央及上海市政府的鼓励及信

任下，本院多位学者接受了省部级以上领导咨询。

应中联部、外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商务部、国务院台湾事务

办公室等中央部委办，以及上海市政府、市商务委员会、市政府外事办

公室、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等地方单位委托，上海国研院于 2017 年共

承担课题 79 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3 项（含重大项目 1 项），国

家自科基金课题 1 项，中央部委委托课题 34 项，上海市委市府有关部

门委托课题 12 项等。

三、主动融入国家总体外交战略，承担国家重要外交外事任务

2017 年，我院组织力量积极承担国家重大外交外事任务的学术外

交活动，发挥智库宣传中国外交思想和政策理念的独特作用。一是在亚

信 25 周年之际，承办了第二届亚信非政府论坛和第六届亚信智库圆桌

国际会议，积极传播亚信安全理念，提升亚信影响力，突出中国在亚洲

安全问题上的智慧与贡献，得到了外交部的高度肯定。我院课题组撰写

的《亚信 25 年：回顾与展望》（中英文双语）学术报告被亚信非政府

论坛组委会选定为论坛的参考文件。二是继续参与二十国集团（G20）

框架下智库 20（T20）相关工作。我院是 T20 中方牵头单位，今年我

院组团赴德国参加 2017 年 T20 全球峰会，与德方团队共同发表了推动

G20 落实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政策报告，巩固 2016 杭州峰

会的成果，为 2017 汉堡峰会建言，为 2018 阿根廷峰会热身。三是牵

头开展“金砖研究上海学术共同体”工作，加强在金砖国家机制、新开

发银行、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等问题的研究。今年，我院与中国公共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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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协会、上海市政协对外友好委员会共同举办了“中国企业走进金砖国家和

新兴经济体”研讨会，为企业界更好地认识金砖国家的市场机遇和国际作用

提供参考。四是在党的十九大之后，召开“当前世界局势与中国外交”国际

研讨会，邀请到三位前总统（总理）和多位重量级学者，就全球变动背景下

的治理和外交进行探讨，并宣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中国的全球治理观。五

是参与重要政策报告的撰写工作，包括《中国的南极事业》白皮书和国家极

地战略文本编制等。

2017 年，本院积极推动国际学术合作，拓展“一带一路”智库网络，

搭建高端国际学术合作平台。一是邀请国外政要来访。4 月，挪威首相艾尔娜 •

索尔贝格来访，参加了我院和中国极地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变动的北极与

中挪关系”研讨会，并发表了主旨演讲。二是围绕全球热点问题与国际顶级

智库和基金会共举办了 11 场国际学术会议，议题涵盖全球化与去全球化、

中美经济关系、台湾问题、非洲发展与南南合作、亚洲安全架构、能源与气

候变化等领域。三是继续拓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智库的机制性合作，

2017 年 12 月 2-3 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办“当前世界局势和中国外交”国际研讨会（图
中，左起：罗马尼亚前总理阿德里安 • 讷斯塔塞、斯洛文尼亚前总统达尼洛 • 图尔克、上研
院陈东晓院长、韩国前总理韩升洙、丹麦议会前议长莫根斯 • 吕克托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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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8日，挪威首相索尔贝格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发表主旨演讲

2017 年 7 月 2 日，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上海财经大学联合创建的上
海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研究院揭牌仪式在上海隆重举行

与韩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所、亚美尼亚总统国家管理学院、格鲁吉亚战

略与国际问题基金会、印度中国研究所、阿联酋未来高级研究中心等机

构新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四、加强科教合作，培养国际组织人才。为

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我院与上海财经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促

进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合作，共同组建“上海国际组织与全球

治理研究院”，实现科教合作，创新发展。



三、以“四个新作为”要求为指导，主动服务上海肩负的国家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提出了解放思想、勇于担当，敢为人先，坚定践行

新发展理念，深化改革开放，引领创新驱动，不断增强吸引力、创造力、竞

争力，加快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要求， 以此为指导，我院在

服务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又有新的进步。

我院与市人大、市政协、市外办、市社联、世界城市日事务协调中心等

机构积极合作，通过课题、报告发布和会议研讨等形式，推进城市可持续发

展、培育和管理社会组织、民间（城市）外交等领域研究。

一是梳理上海民间外交实践案例，开启了民间外交合作研究；二是继续

世界城市日事务协调中心；三是承担新版《上海手册》编撰和城市交流案例

库建设；四是就管理法规出台背景下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以及该法在上海地区实施前景展望两方面问题提供决策咨询。

2017 年 11 月 5 日，“全球化中的城市国际组织：机遇、挑战和共同治理”研讨会在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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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工作展望

2018 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外交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领导下，呈现新气象，展示新作为，体现新担当。这就要求我

院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确认识

当今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不断创新体制机制，推进自身建设，发挥智

库在咨政建言、学术外交、舆论引领等方面作用。

首先，进一步加强智库工作的政治引领。2018 年，我院将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实践活动”，为“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工

作准备。我院仍将结合智库建设特点，把“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习近

平外交思想和战略”融入十九大精神的学习和讨论中，并且依托学术外

交，做好十九大精神的国际传播。

其次，进一步发挥我院团队协作优势，以改革促发展、向创新要动

力，在新时代展现新作为、新气象。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将为我们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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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工作“定方向、组团队、建平台、拓影响”提供新动力。我

院将继续探索智库改革创新发展之道，探索推进建立以首席专

家负责的“大项目制”研究平台，创新绩效考核机制，突出政

策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完善现有的院课题考核机制。

最后，对标院的发展定位开展工作，突出国际合作和对外

交流中的重点和新意，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上海地方外事。一

是要对接博鳌论坛、上合组织峰会、中非合作论坛、中国进口

博览会等四个主场外交，开展国际会议、出访调研与学术研究，

努力实现亚信智库圆桌会议、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虹桥国际

贸易论坛）联合研究平台的升级。二是围绕上海“一带一路”

桥头堡、构筑新战略优势、打造新战略品牌等新任务，以城市

外交、民间外交和非政府组织研究为抓手，开展研究和交流工作。

三是探索设立包括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世界政治发

展战略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等三个方向的研究中心。四是加强

与新华社等重要传播平台的深度合作，全面提升我院研究成果

的国内外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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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撷 英



 2016 年，为准备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我院被任命为二十国集团智库峰会

(T20) 中方牵头单位，参加了一系列关于 G20 的会议。2017 年，T20 峰会主题

为“全球解决方案”，由德国发展研究所（DIE）和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IFW-

KIEL）联合举办。作为 T20 中方工作组核心成员，陈东晓院长率团出席 2017 年

T20 全球峰会，与德方团队共同发表了关于推动二十国集团（G20）落实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政策报告，为 2017 年 G20 汉堡峰会建言，为 2018 年

阿根延 G20 会议热身。

G20 和 T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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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是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会议）成

立 25 周年。

 作为亚信智库网络的协调单位，我院受外交部委托，参与

了本届亚信非政府论坛相关活动的主办工作。我院课题组撰

写的报告《亚信 25 年：回顾与展望》被论坛组委会选定作为

亚信非政府论坛的参考文件，向所有与会代表公开散发。

 作为我院旗舰项目之一的亚信智库论坛圆桌会议已成功

举办了六届，建立了覆盖整个亚信空间的智库合作网络。2017

年的圆桌会议的主题为“亚信与亚洲安全：战略愿景与未来架

构”。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李惠来在开幕式上作演讲致辞。

亚信会议与亚洲安全架构

Annual ReportAnnu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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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

京举行，推动“一带一路”迈进了 2.0 版本时代。“一

带一路”研究是我院的研究特色之一，2017 年，

我院继续以丝路精神为指导，与沿线国家智库加

强沟通与合作，积极构建中国与有关国家二轨交

流平台，增进彼此互信，为深化亚欧非互利合作

贡献应有的力量。2017 年，我院召开了第二届“丝

绸之路经济带对接中亚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和

“‘16+1’与‘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国与欧洲

次区域合作”国际研讨会。5 月 13-14 日，我院陈

东晓院长受邀参加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并参加了大会和分组讨论。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Annual ReportAnnual Report



 2017 年 4 月 7 日，挪威首相艾尔娜 - 索尔贝

格率团访华。4 月 8 日在访问上海期间，索尔贝

格参加了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中国极地研究

中心联合举办的“变化的北极与中挪关系”研讨

会，并发表了主旨演讲。在演讲中，索尔贝格指出，

北极正在加速发生变化，人类在北极的活动和国

际利益都在上升。我们需要确保人类在北极现在

和未来的活动不能以损害北极环境为代价，保持

北极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是关键。此

次研讨会是中挪关系正常化以来的首场双边学术

会议。

挪威首相索尔贝格来访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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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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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中国担任了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

为准备厦门峰会，我院组建了金砖国家研究课题

组。7 月 13 日，“中国企业走进金砖国家和新兴

经济体”研讨会于上海国际会议中心盛大举行，

本次会议以“共谋发展大局，开辟美好未来”为

主题，讨论如何落实“金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

和构建更广泛伙伴关系。研讨会由中国公共外交

协会、上海市政协对外友好委员会和上海国际问

题研究院联合主办，并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上海公共外交协会以及《亚

太日报》的共同支持下举行。

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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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共接待访问团组 258

批次，1412 人次，其中包括罗马尼亚前总理阿德里安 • 讷

斯塔塞、土耳其前总统居尔、格鲁吉亚前副议长萨尼基泽、

摩洛哥前经济与财政大臣、前拉巴特市市长法塔拉 • 瓦拉

卢、古巴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际关系部部长巴拉格尔、

菲律宾前新闻部长里格韦托 • 提格劳等。

贵宾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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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我院继续推进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

全面梳理和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外交理论与实践创

新，聚焦“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总体研究”、“习近平的领域外

交思想研究”、“习近平的大国外交战略研究”和“习近平对

发展中国家外交思想研究”等研究领域。我院学术委员会

主任杨洁勉牵头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的重大成果研究”课题，

被确立为 2016 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

项目，该项目同时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十九大召开后，我院结合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继

续加强和推进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工作，重点聚

焦新五年中国外交新的意识理念和实践，从而为加强外交

话语体系建设建言献策，提高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和世界

意义。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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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我院继续与美国战略暨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

合作开展研究，并于 9 月发布《全球经济秩序的平行观点》

（Parallel Perspectives on the Global Economic Order）研

究报告。5 月，我院在美国华盛顿同 CSIS 共同举办了举办第

五轮“中美全球经济秩序对话”（第一场）。10 月，上海国际问

题研究院、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美国战略暨国际

问题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中美全球经济秩序对话”（第二场）。

此外，我院还同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在全球治理领域保持着

密切合作，同美国卡特中心在中美非安全合作问题上保持着

学术交流。

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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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院同“文明对话论坛”和“瓦尔代国

际对话俱乐部”共同开展了合作研究并举办

了数场研讨会，议题涵盖中俄关系、“一带

一路”倡议下的合作。2017 年，我院课题

组发布了《俄罗斯外交战略调整及对中俄关

系的影响》研究报告。我院同亚历山大 • 戈

尔恰科夫公共外交基金会的研究报告也即将

发布。

中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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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我院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东京大学、

东亚共同体理事会、大东文化大学等机构共同努

力，在中日关系与东亚安全合作等问题的研究上取

得了进展。6 月，我院举办了“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45 周年”研讨会。7 月，我院代表团出访日本，与东

京大学共同主办了第八届“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与冲绳国际大学冲绳经济环境

研究所共同举办“东亚地区经济合作面临的挑战与

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我院与日本“言论 NPO”关

于东亚安全的研究项目也已启动。

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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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院加强了同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基金会、哈

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以及乌兹别克斯坦总统

战略与地区间研究所等研究机构的合作，就“一带

一路”倡议、地区安全发展与反恐合作等问题开展

研究。7 月，我院代表团访问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哈

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与乌兹别克发展战略中

心、格鲁吉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亚美尼亚

总统国家管理学院签署合作备忘录。

高加索和中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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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我院进一步拓展了同中东地区的学术网络，与阿联酋未来高

级研究所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将就地区秩序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合

作等问题开展共同研究。5 月，两家机构在阿布扎比共同举办了“中国中东

外交与‘一带一路’倡议”研讨会。我院同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哈桑二世大学

在卡萨布兰卡共同召开了“一带一路”中非战略研究国际研讨会；在上海举

办了第三届“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中东”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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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院同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伊加特）、肯

尼亚非洲政策研究所、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外交与

国际问题研究所一同努力，在中非合作推动实

现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等问题上的研究取得

了新进展。3 月，我院同美国卡特中心合作，召

开了“中国与伊加特的和平安全合作”国际研讨

会。10 月，在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支持下，

我院召开了“非洲发展与南南合作”研讨会，并

同美国卡特中心举行了中美非和平安全对话。

非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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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拉美太平洋联盟研究网络的成员，在墨西哥、

哥伦比亚、秘鲁和智利等智库的支持下，我院启动了关

于中拉关系、中拉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以及拉美民族

主义与政治转型的研究项目。3 月，我院与秘鲁太平洋

大学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我院还接待了诸多拉丁美洲

的代表团，包括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阿根廷火地岛、

南极及南大西洋岛屿国立大学等。

拉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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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我院在中国与东南亚经济合作研究

上取得了巨大进展。2017 年 8-9 月，我院代表团

先后赴广西壮族自治区及斯里兰卡、新加坡、越

南三国开展调研，就如何围绕 APEC 越南峰会推

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推动海上丝绸

之路建设、深化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双边合

作等议题与各国政府机构代表和学者进行了深

入交流。我院与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观

察者基金会、印度全球关系委员会密切合作，继

续就中印关系和地区热点问题开展研究。3 月，

应新开发银行行长卡马特的邀请，我院代表团访

问印度，参加第二届新开发银行年会。

东南亚与印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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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港澳问题研究上，我院与香港特区中央政

策组、香港中评智库基金、台湾淡江大学以及台湾

二十一世纪基金会等机构保持着长期合作关系，“一

国两制”、祖国统一和台港澳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

展等问题上的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4 月，我院代

表团访问台湾，并与淡江大学和二十一世纪基金会

共同举办了第 21 届“世界新格局与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的新形势与挑战”学术研讨会。此外，2017

年是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我院围绕着该主题展

开了多场研讨会。

台港澳研究



33SIIS 2017 年度报告

 2017 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京举行，

推动“一带一路”迈进了 2.0 版本时代。在当前全球化遭遇

“反全球化”逆流的阻击，全球治理和国际发展合作走到

一个新的历史十字路口的背景下，国际社会普遍需要听

到如何为全球化指方向，如何为国际合作定标杆的声音，“一

带一路”倡议以及习主席的主旨演讲给国际社会传递了

积极和正能量的信息，契合了国际社会的需求。

 “一带一路”研究是我院的研究特色之一，2017 年，

我院继续以丝路精神为指导，与沿线国家智库加强沟通与

合作，积极构建中国与有关国家二轨交流平台，增进彼此

互信，为深化亚欧非互利合作贡献应有的力量。

“一带一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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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积极参与亚信会议研究之外，我院还为

增进亚太国家间相互理解、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

建言献策。2017 年 7 月，为贯彻落实李克强总理

在第 11 届东亚峰会上关于举办东亚峰会二轨会

议的讲话精神，我院在中国外交部的支持下，与

印尼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区域

安全架构建设：共识、挑战与前景”国际研讨会，

就亚太地区安全的现状、区域安全架构建设已取

得的成就与进步、未来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等

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地区安全架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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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人类生存空间和活动

天地 极 大 扩展，已从传 统的陆地领 土和近 海向深

海远洋、外空、极地、网络等更广阔的有形或无形

的空间和领域 延 伸。我院将新疆域与全 球治理研

究相结合，重点围绕海洋治理、网络安全和极地治

理等领域开展研究。我院与芬兰拉普兰大学、挪威

南森 研究 所、冰岛研究中心等 机 构及国内同 行就

中国 - 北欧国家在北 极问题上的合作开展研究。

2017 年 7 月，我 院 同上海财经 大学 共同创建了上

海国际 组 织与全 球治理研究院，致 力于国际 组 织

与全 球 治理领域的研究，探索该领域的人才 培 养

新模式。8 月，我院 同美国麻 省理 工大学合 作，召

开了第二届网络军事稳定圆桌讨论会。

新疆域与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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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外交与民间外交是上海国研院特色研究品

牌之一。2017 年，我院承担了新版《上海手册》城市交

流案例库建设，将 2010 年上海世博会高峰论坛上发

表的《上海宣言》的思想成果编撰成册。我院还举办了

多场城市与民间外交学术研讨会，以上海国际大都市

建设为主线，充分探讨上海在民间外交和城市外交中

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包括“中美城市民间外交座谈会”、

“‘一带一路’中的民间外交——上海的实践”研讨会、

“民间外交与全球治理”研讨会、“包容互鉴、凝聚共识：

中欧民间外交的新发展”研讨会、“全球化中的城市国

际组织：机遇、挑战和共同治理”研讨会、“迎接中国民

间外交的新时代：新时期、新发展、新挑战”研讨会等。

城市外交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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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Report on the Vitality 
Index of Chinese Citie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系列课题报告
SIIS Task Force Report

城市对外交往活力

指数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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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支出情况  （单位：万元）

2017 年支出 ( 按支出性质和经济分类 ) （单位：万元）

2017 年收入情况  （单位：万元）

上海市财政拨款

事业收入

其他收入

科学技术

社会保障就业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

住房保障

4241
546
146
99

 在 2017 年是财政局组织的绩效跟踪评估中，我院取

得优良成绩，在全市一级预算单位中位于第一梯队

304.00

523.00

4525.00

基本支出
3118.00

项目支出
1914.00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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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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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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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成立于 1960 年，是隶属于上海市人民政府的高级研究机构和

知名智库。我院的主要任务是：以服务党和政府决策为宗旨，以政策咨询为方向，通

过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的全方位研究，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有力的智

力支持；通过与国内外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的合作交流，增强我国国际影响力和国际

话语权，提升国家软实力。

  我院现有研究人员和科辅人员编制共 100 余人，其中高级研究人员占研究人员总

数比例逾 50%。2006 年，我院分别被权威机构评为中国十大智库和全球十大智库。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下设六个研究所和六个研究中心，分别是：全球治理研究所、

外交政策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所、比较政治和公共政策研究所、

台港澳研究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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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院还是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

会和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的机构会员。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编辑出版的中文刊物《国际展望》双月刊和英文刊物《中国

国际战略研究》季刊（China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已经成为

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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