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简报 2023 年第 2 期，总第 14 期 

1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 

简报 

2023 年第 2 期，总第 14 期 

———————————————————————————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成立于 2020 年。“中心”利用我校学科优势和队伍

优势，培养掌握对象国语言、了解当地国家社情、具有世界情怀的中东研究专业

化人才，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区域与国别研究以及决策咨询贡献力量。 

“中心”专兼职研究人员：孙德刚、邹志强、张楚楚、廖静、张屹峰、殷之

光、王晓宇、王新生、张家栋、徐以骅、邱轶皓、李思琪、严立新、范丽珠、李

安风、杜东辉、武桐雨。 

“中心”突显中国眼光，重视中东的本地关怀，在中东国际关系、大国中东

战略、中国中东外交、中东政治与经济、中东民族与宗教、中东历史与社会、伊

斯兰哲学、中东能源、“一带一路”等领域利用复旦“学科群”优势，形成复旦

风格，力争成为“全国一流、世界知名”的中东研究学术重镇和智库。“中心”

与国内外中东研究机构密切合作，推动中国特色中东学建设，构建中东研究跨学

科知识体系。 

“中心”积极支持我校政治学“双一流”学科和区域与国别研究建设，参与

本、硕、博、博士后人才培养。中心凝练“大国中东战略”与“中东国别研究”

两大研究方向，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

攻关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等 6项，新立项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专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教育部和上海市社科项目等纵向

课题 6 项，完成横向课题 2 项。中心出版“复旦大学中东研究系列丛书”6 部，

举办“复旦中东名家讲坛”9 讲和“复旦中东研究论坛”3 届；与中国中东学会

等联合举办“上海中东学论坛”、“长三角中东研究论坛”，与清华大学联合举

办“中东研究青年学者工作坊”等。 

2022 年以来，“中心”研究人员在 SSCI 来源期刊发表论文 9 篇，在 CSSCI

来源期刊发表论文 20余篇；被采纳的调研报告 20余篇，获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

多份，为本科生与研究生开设中东专业课程 10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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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 for Middle Eastern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In pursuance of The Approval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enter for 

Middle Eastern Studies(CMES), Fudan University, CMES was officially 

launched in October 2020, aiming to conduct scholarly and comprehensive 

researches on West Asia, North and Eastern Africa. Currently, there are 28 

researchers in the Center, including 17 full-time on-campus faculties of Fudan 

University, and 13 off-campus research associates. As the main founder, 

Professor Sun Degang is in charge of the administrative and academic affairs 

of the Center. 

The mandate of the Center is to combin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Middle East to enhance area studies of the 

region, making a contribution to the Middle Eastern peace, development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It gives prominence to Chinese and Asian perspectives on 

the one hand and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multiple disciplines of Fudan University, the 

Center focuse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Middle East, Middle Eastern 

strategies of major powers, China’s Middle East diplomacy, politics, 

economy, ethnicities, religions, history, sociology, Islamic philosophy and 

energy studi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or 

academic excellence.  

The Center carries on the Fudan style in its studies, in the hope of building 

itself into one of China’s world-class institutes and a prominent think tank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The Center is ready to cooperate closely with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es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participate in 

Chinese, Asian and global network of academic communities, and forge an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system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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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项目 

（1）结项课题 

1. 2022年，孙德刚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中

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整体外交研究”（19AGJ010）顺利结项，等级为“优秀”。 

2. 2022年，邹志强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参与丝绸之路沿线

国家港口建设的理论与实践”（19FGJB017）顺利结项。 

3. 2022年，孙德刚主持的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子课题顺利结项。 

4. 2023年，邹志强、孙德刚、张楚楚主持的中联部委托课题顺利结项。 

5. 2023年，孙德刚主持的上海市横向课题顺利结项。 

6. 2023年，廖静主持的上海市社科规划课题“北非穆斯林移民融入法国社会的

问题研究”（2018EGJ005）顺利结项。 

（2）在研课题 

1. 孙德刚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下中东治理的

大国作用与影响研究》（22JJD81004）。 

2. 孙德刚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区域国别重大项目子课题。 

3. 孙德刚主持 2022 年度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子课题。 

4. 孙德刚主持 2020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一带一路”沿线国别研究报

告》子课题《“一带一路”阿尔及利亚国别研究报告》。 

5. 孙德刚领衔申报的 2022 年度复旦大学人文社科青年融合创新团队“大国在

中东的科技竞争”立项。 

6. 李思琪主持 2020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从《以斯帖记》希伯来文本

与希腊译本的对比研究看希腊化时代的犹太文明”（20CSS006）。 

7. 邱轶皓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项目（19VJX013），《完者都

史》译注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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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张屹峰主持 2021 年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在泛中亚地区安全治理的角

色定位与战略选择研究”。 

9. 张屹峰主持 2021 国家改革与发展委员会年度项目“关于推进数字中巴经济

走廊建设研究”。 

10. 廖静主持 2020 年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一带一路”海湾地区高等教育国际

化路径中的语言政策研究。 

11. 张屹峰主持 2020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下的全球治理与‘一

带一路’关系研究”（20&ZD147）的子课题三“一带一路与全球安全治理对

接研究”。 

12. 张楚楚主持 2022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项目，题目略。 

13. 张楚楚主持 202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数字权力竞争背景下‘一带

一路’新基建合作面临的挑战与对策研究”（22CGJ046）。 

14. 邹志强主持 2022 年度上海市社科规划一般课题“中美在中东地区的‘新基

建’竞争及对策研究”（2022BGJ008）。 

15. 杜东辉主持 202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土耳其推动突厥语国家一体

化的动因、影响和对策研究”（22CGJ040）。 

16. 杜东辉主持 2022 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71 批面上资助（2022M710812）。 

 

二、学术著作 

（1）中文著作： 

1. 张楚楚著：《阿尔及利亚宗教政治的多维研究》，丝绸之路出版社 2023年版。 

2. 邹志强等著：《中国参与海上丝路沿线国家港口建设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 2022年版。 

3. 邹志强著：《中国与伊斯兰大国全球经济治理合作研究》，新星出版社 2022版。 

4. 殷之光著：《新世界：亚非团结的中国实践与渊源》，当代世界出版社 2022年

版。 

5. 喻珍著：《海湾地区合作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2 年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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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马雨欣著：《21 世纪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文交流研究》，丝绸之路出版社 2023

年版。 

7. 孙德刚等著：《中国参与中东安全事务专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3

年版（拟）。 

8. 张玉友、孙德刚主编：《“一带一路”国别研究报告（阿尔及利亚卷）》，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3年版（拟）。 

9. 中山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中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关

系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3 年版（拟）。 

（2）外文著作： 

1. Hend Sultan,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Horn of African Security Affairs in the 

Belt and Road Era, Silk Road Publishing, 2022. 

2. Sun Degang & Ma Wenyuan, China-Arab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the Belt and 

Road Era, Silk Road Publishing, 2022 (阿拉伯文). 

 

三、学术论文 

（1）SSCI 来源期刊论文 

1. Degang Sun & Ruike Xu, “China and Egypt’s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the Xi-sisi Era: A ‘Role Theory’ Prism,” Mediterranean Politics, 

March 2022, DOI: 10.1080/13629395.2022.2035139. 

2. Degang Sun, Haiyan Xu, Yichao Tu, “In with the New: China’s Nuclear-Energy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Middle East Policy, Vol. 29, Issue 1, 2022. 

3. Zhiqiang Zou & Ahmet Faruk Isik, “China’s Seaport Investment in the 

Mediterranean Region and EU’s Interrogative Approach,” 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25, Issue 1,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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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huchu Zhang et al., “China’s Infrastructure Diplomacy in the Mediterranean 

Region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allenges Ahead?”, Mediterranean 

Politics, March 2022, DOI: 10.1080/13629395.2022.2035135. 

5. Chuchu Zhang et al., “From Traditional Infrastructure to New Infrastructure: A 

New Focus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Diplomacy?”,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Vol. 63, No. 3, 2022. 

6. Zhiguang Yin, “‘World of tomorrow’ Afro–Asian solidarity an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of Cultur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22, DOI: 10.1080/01436597.2022.2074391. 

7. Andrea Ghiselli and Mohammed Alsudairi, “Exploiting China's Rise: Syria’s 

Strategic Narrative and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Middle Eastern Politics,” Global 

Policy, 13 May 2022. https://doi.org/10.1111/1758-5899.13094. 

8. Andrea Ghiselli and Pippa Morgan, “Building legitimacy? The Role of Chinese 

Contract Workers in Foreign Regimes’ Political Strategi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1 October 2022. 

DOI: 10.1080/09692290.2022.2127833. 

9. Andrea Ghiselli, “An opportunistic Russia in the Middle East, a view from 

China,”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6 May 2023. 

DOI: 10.1080/09557571.2023.2207814 

（2）CSSCI 权威期刊论文 

1. 孙德刚、凌胜利：《多元一体：中东地区“弱链式”联盟探析》，载《世界

经济与政治》2022 年第 1期。(人大复印资料《国际政治》2022 年第 6期全

文转载) 

（3）CSSCI 来源期刊论文 

1. 孙德刚：《新时代中阿合作迎来新机遇》，载《人民论坛》2023 年第 10

期。 

2. 孙德刚、章捷莹：《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中东地区格局的演进》，载《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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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展》2023 年第 2期。 

3. 孙德刚、李典典：《俄乌冲突与中东安全伙伴的异化》，载《国际政治科

学》2023年第 1期。 

4. 孙德刚、章捷莹：《阿富汗和伊朗跨界河流治理的双重困境》，载《国际

展望》2023年第 2期。 

5. 王林聪、李绍先、孙德刚、唐志超：《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促进中

东繁荣发展与持久和平》，载《西亚非洲》2023年第 2期。 

6. 孙德刚：《中阿命运共同体的机制构建与发展前景》，载《当代世界》

2023年第 1期。 

7. 邹志强：《中国对欧港口投资与中欧互联互通伙伴关系》，载《太平洋学报》

2022年第 12期。  

8. 杜东辉：《从大西洋到大周边：土耳其复合联盟战略初探》，载《西亚非洲》

2022年第 6期。 

9. 孙德刚、章捷莹：《中阿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理念与实践》，载《和平与

发展》2022年第 5期。 

10. 杜东辉：《蒙特勒会议与<洛桑海峡公约>的修订》，载《史林》2022 年第 5

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23 年第 2期全文转载） 

11. 杜东辉：《叙利亚危机背景下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议题联盟”探析》，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2 年第 5 期。 

12. 邹志强、邢新宇：《全球难民危机与难民外交的兴起：土耳其的角色》，

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 年第 4 期。 

13. 张楚楚等：《当代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宗教话语与选举动员——基于

大数据的话语分析》，载《欧洲研究》2022年第 3期。 

14. 孙德刚、章捷莹：《复合身份政治：西亚大国参与阿富汗安全事务的三重

维度》，载《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 2期。 

15. 邹志强：《“蓝色家园”战略与土耳其的东地中海政策》，载《新疆社会

科学》2022年第 2期。 

16. 殷之光：《平等的肤色线——20世纪帝国主义的种族主义基础》，载《开

放时代》2022 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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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李典典、孙德刚：《论埃及塞西政府的“议题联盟”战略》，载《世界经

济与政治论坛》2022年第 1 期。 

18. 杜东辉：“英国的委任统治与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形成”，载《世界民

族》2022年第 1期。 

（4）CSSCI 来源期刊扩展版 

19. 马文媛、孙德刚：《军政关系视角下当代中东地区军队干政研究》，载《阿

拉伯世界研究》2023年第 4 期(拟)。 

20. 邹志强：《土耳其周边外交中西亚土库曼人的角色与影响》，载《阿拉伯世

界研究》2023 年第 2期。 

21. 章捷莹、孙德刚：《安全化视角下尼罗河水资源争端与治理路径探析》，载

《国际关系研究》2023年第 1期。 

22. 李典典、孙德刚：《埃及“隐性联盟”战略转型及其动因》，载《阿拉伯世

界研究》2022 年第 3期。 

（5）外文论文 

1. Degang Sun & Fanxi He, “GCC Countries’ Future Relationship with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Motivation and Prospect,” Asian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 Vol. 17, No. 1, 2023.  

2. Sun Degang, et. al, “Building an “Outer Space Silk Road”: China’s 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in the Arab World,” in Yahia H. Zoubir, eds., 

Routledge Companion to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3. 

3. Degang Sun, “Great Power Rivalries in the Gulf and the GCC Countries’ Strategic 

Choice,” Arra Magazine, August 2022. (阿拉伯文). 

4. Sun Degang & Zhang Jieying, “China’s Proposal for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Conflict Resolution: A Developmental Peace,” BRI Quarterly, Vol. 4, No. 4, 2022. 

5. Sun Degang, “China, the SCO and the GCC Cooperation,” Arra Magazine, 

December 2022. (阿拉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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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un Degang, “China’s ‘Zero-Enemy Policy’ in the Gulf: Dynamics and Tactics,” 

in Li-Chen Sim and Jonathan Fulton, eds., Asian Perceptions of Gulf Security, 

London: Routledge, 2022. 

7. Sarvenaz Khanmohammadi & Degang Sun, “China-Iran Strateg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in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System,” Asian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 Vol. 16, No.1, 2022. 

8. Chuchu Zhang, “China’s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 the Middle East,” in Yahia 

H. Zoubir, eds., Routledge Companion to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3. 

9. Chuchu Zhang, “State-Building in Post-Arab Spring Countries”, in Sujata 

Ashwarya and Mujib Alam (Eds.), The Arab Spring: Ten Years On, Gerlach Press, 

2022, pp. 19-34. 

（6）其他学术论文 

1. 孙德刚：《中国军事现代化新道路及世界贡献》，载《当代中国与世界》2022

年第 4期。 

2. 邹志强：《G20 峰会背景下中国与印尼的全球经济治理合作》，载《南亚东南

亚研究》2022 年第 6期。 

3. 邹志强：《新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港口建设：动力、方向与挑战》，载《边

界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 2 期。 

4. 殷之光：《超越霸权中心主义——主权平等的第三世界历史经验》，载《中央

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年第 4期。 

5. 殷之光：《现代化新路与全人类共同价值——对中非合作发展普遍意义的讨

论》，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年第 2期。 

 

四、科研获奖 

1. 廖静获复旦大学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 

2. 廖静获首届全国高校阿拉伯语专业教师微课制作大赛二等奖（主办单位：教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简报 2023 年第 2 期，总第 14 期 

11 

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3. 孙德刚领衔的研究团队《中国对中东国家的科技外交》荣获上海欧美同学会

优秀课题二等奖。 

4. 孙德刚领衔的研究团队“大国在中东的科技竞争”入选复旦大学跨学科创新

团队。 

 

五、资政服务 （略） 

 

六、人才培养 

（1）开设课程 

1. 张楚楚承担本科生专业选修课《中东政治》与《地中海研究导论》、本科生通

识选修课《当代中东热点问题》、MPA选修课《当代中东的区域治理政策》的

教学。其中，邹志强共同开设《中东政治》、《当代中东热点问题》课程。 

2. 廖静为本科生开设课程《阿拉伯语Ⅰ》、《阿拉伯语 II》、《阿拉伯语Ⅲ》、《阿

拉伯语进阶讲练》、《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等 5门课程。 

3. 廖静、孙德刚为本科生开设课程《阿拉伯社会与文化》。 

（2）主编教材 

1. 廖静主编：《公共阿拉伯语 1-语法篇》，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0年版。 

（3）教学项目 

1. 孙德刚研究员指导的复旦国务学院本科生入选曦源计划，研究项目《巴以冲

突中的人口政治研究》，团队成员：舍金林、沙那提、孙德刚。 

2. 张楚楚指导的复旦国务学院本科生入选曦源计划，研究项目《比较地区主义

研究：以阿拉伯国家联盟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对比为例》，团队成员：罗逸凡、

阮辰阳、张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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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学术交流 

（1）学术会议 

1. 2022 年 1 月 7 日, 由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办的“土耳其内政外交形势

与展望”学术研讨会顺利举行。 

2. 2022 年 5 月 27 日，为庆祝复旦大学建校 117 周年，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

举办了主题为“中东国家对俄乌冲突的认知与反应”的校庆科学报告会。 

3. 2022年 9月 24日，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参与主办第六届上海中东学论坛。

本届论坛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行，主题是“当前形势下中国的中东外交

及与中东国家的关系：机遇、挑战及应对”。 

4. 2022年 10月 30 日，由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和中国中东学会主办，上海外

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等八家单位协办的第三届“复旦中东研究论坛”暨第

三届“长三角中东学论坛”举行，论坛主题是“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中东地

区的和平与发展”。 

5. 2023 年 3 月 16 日，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研究团队访问上海外国语大学中

东研究所，并联合举办了中东形势座谈会。 

6. 2023 年 4 月 21 日，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举办人文社科“跨学科对话”学

术沙龙，主题是“大国在中东的科技竞争”。 

7. 2023 年 5 月 12 日，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举办复旦大学建校 118 周年暨第

57届科学报告会。本次报告会的主题为：“和解潮”与“新危机”：中东权力

格局的演变与前景。卡塔尔全球事务中东研究院院长安德尔·加法尔（Adel 

Ghafar），卡塔尔全球事务中东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祖必和（Yahia Zoubir），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前苏丹驻华大使贾法尔·艾

哈迈德（Gafar Ahmed），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教授张楚楚作主旨发言。 

8. 2023 年 5 月 13-14 日，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研究团队出席中国中东学会

和中国亚非学会会员代表大会，并访问北京大学。在 5 月 13 日举行的中国

中东学会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孙德刚当选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邹志强

当选理事。在 5 月 14 日中国亚非学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孙德刚当选

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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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名家讲坛 

1. 2022 年 1 月 18 日，中东研究中心举办“复旦中东名家讲坛”第四讲。著名

中东史专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世界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天津师范大学欧洲

文明研究院哈全安教授主讲，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马晓霖教

授担任对话嘉宾。 

2. 2022 年 7 月 28 日，中东研究中心举办“复旦中东名家讲坛”第五讲。中国

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学术顾问唐

志超研究员作主旨报告。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学术顾问李伟建研究员担任对话嘉宾。 

3. 2022 年 11 月 3 日，中东研究中心举办“复旦中东名家讲坛”第六讲。教育

部新世纪人才，上海市曙光学者，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

家新闻出版署质检专家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中文系杨俊蕾教授作主旨报告。 

4. 2023年 1月 6 日，中东研究中心举办“复旦中东名家讲坛”第七讲。教育部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级教学名师、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主

任、北京语言大学中东学院院长、教育部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阿

拉伯语分委员会主任委员罗林教授作主旨报告。孙德刚研究员担任对话嘉宾。 

5. 2023 年 4 月 20 日，中东研究中心举办“复旦中东名家讲坛”第八讲。外交

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中东研究中心主任高尚涛作主旨报告。邹志强研

究员、张楚楚副教授担任对话嘉宾。 

6. 2023 年 6 月 12 日，中东研究中心举办“复旦中东名家讲坛”第九讲。上海

外国语大学海外利益研究中心主任汪段泳作主旨报告。孙德刚研究员、廖静

副教授担任对话嘉宾。 

（3） 科研合作 

中心与国内十余家中东研究机构联合举办了学术研讨会，聘请大使和知名学

者担任学术顾问，加强中东研究学术共同体建设。参加中联部、中国社科院、中

国中东学会、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兰州大学、山东大学、

郑州大学、扬州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同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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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研究院、上海社科院、上海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国埃克塞特大学、

剑桥大学海湾研究中心、卡塔尔全球事务中东委员会、阿联酋扎耶德大学、新加

坡南洋理工大学、土耳其亚萨尔大学等举办的研讨会 40余场。 

 

八、媒体评论 

（1）时评文章 

1. 孙德刚：“中国外交‘中东周’影响深远”,《环球时报》，2022 年 1月 17

日。 

2. 孙德刚:“伊核谈判将迎来突破吗？”,《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 年 2月 10

日。 

3. 孙德刚：“中东国家自主意识日渐增强”，《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 年 4月

6日。 

4. 孙德刚：“也门和平进程乍暖还寒”,《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 年 4 月 19

日。 

5. 邹志强:“美国难以拼凑一个‘中东反俄联盟’”,《光明日报》，2022年

3月 10日。 

6. 张楚楚：“俄乌冲突，中东诸国让白宫难堪”，《南风窗》2022年第 10期。 

7. 张楚楚：“拜登中东行，败局早注定”，《南风窗》2022年第 16期。 

8. 邹志强：“中土区域多边经济合作的方向”，《今日中国》（土耳其文

版），2022年 9月。 

9. 邹志强：“首届中阿峰会开创中阿关系新时代”，中国社会科学网，2022年

12月 11日。 

10. 邹志强：“中东产油国坚持可持续能源转型战略”，《中国石油报》，2022年

12月 13日。 

11. 孙德刚：《叙利亚赈灾难，联合国的呼吁应重视》，《环球时报》，2023

年 2月 14日。 

12. 邹志强：“美国临时放宽对叙制裁，但也是有选择性的”，观察者网，2023

年 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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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杜东辉：“土耳其的‘地震外交’：缓和了与西方关系，也添了新难题”，

澎湃新闻，2023 年 2月 23日。 

14. 邹志强：“沙伊复交外溢效应正快速显现”，《文汇报》，2023年 3月 16日 

15. 孙德刚：《中国为和平与发展的“新中东”贡献正能量》，《新民晚

报》，2023年 3月 18日。 

16. 孙德刚：《20 年了，伊拉克综合征仍挥之不去》，《环球时报》，2023年

3月 22日。 

17. 孙德刚：《一个新中东正在形成》，《人民日报海外版》2023年 4月 1

日。 

18. 邹志强：“现代土耳其时如何形成的？”，澎湃新闻，2023年 5月 15日。 

19. 张楚楚：“叙利亚回归与‘和解潮’背后的中国因素”，观察者网，2023

年 5月 20日。 

20. 邹志强：“埃尔多安赢得历史性大选，他将如何解决就问题实现新目

标？”，澎湃新闻，2023年 5 月 29日。 

21. 邹志强：“土耳其外交，特立独行、多元平衡”，《环球时报》，2023 年 5月

31日。 

 

九、学科建设 

 

两年来，中心参与建设三大平台，即复旦中东研究中心队伍平台、国研院智

库平台以及政治学学科平台。 

第一，队伍平台：复旦中东研究中心拥有专兼职研究人员 17 人，以构建中

国特色中东区域和国别研究学科体系、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为使命。以大国中东

战略、中东区域国别研究与中国中东外交为重点方向，以项目带团队，以点带面，

形成特色。 

第二，智库平台：复旦国研院拥有跨学科、跨区域、跨领域优势，积极服务

国家战略，提供专业资政服务，是具有国际影响的一流智库，拥有省部级与校级

区域和国别研究中心。“中心”依托中联部、外交部、教育部和上海市等，提高

资政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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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学科平台：我校政治学为（A+）学科，是国家“双一流”学科建设单

位,综合实力连续八年居世界前 50 位。我们将依托政治学 2 个国家重点学科、1

个国家哲社创新基地、2 个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1 个国家协同创新中心和 2 个

上海市高校智库，依靠本、硕、博“一条龙”高端人才培养基地，参与中东区域

与国别研究建设。 

 

十、中心建设 

 

第一，中心网站建设。参见： 

https://iis.fudan.edu.cn/cmes/list.htm。 

第二，中心简报。2023年出版《简报》2期，总共 14期。 

第三，中心系列丛书。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星出版社、丝绸之路出版

社合作出版“复旦大学中东研究系列丛书”。 

第四，中心共建的微信公众号“中东研究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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