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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中东欧研究院



致  辞

我很⾼兴在这⾥介绍中国-中东欧研

究院2018年年度报告。这是研究院

成⽴以来的第⼀份年度报告。我⾮

常确信中国-中东欧研究院在传播知

识、开展学术研究，以及促进中国

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学术交流等⽅

⾯发挥了建设性作⽤。

 

今年，中国-中东欧研究院在中东欧

及其他地区的区域和国别研究⽅⾯

取得了显著进展。 2018年出版了⼤

量学术成果，包括每周简报、⼯作

论⽂、⺠意调查，以及联合研究和

书籍。除此之外，中国-中东欧研究

院还组织了⼀些活动，包括国际学

术会议、研讨会和讲座。我相信，

中国-中东欧研究院将通过更多的出

版物和活动进⼀步扩⼤研究院的影

响范围。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感谢我们的合

作伙伴与我⽅在过去⼀年中的成功

合作。

⻩平
 

中国-中东欧研究院 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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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

中国-中东欧研究院致⼒于成为⼀个知名的、研究中东欧国别和区

域的海外智库。中国-中东欧研究院于2017年10⽉正式运⾏，按照

中国社科院的要求，遵循由小到⼤、由点到⾯的路径，⼴泛联络中

国和中东欧及欧洲其他地区的专家学者和学术、智库机构，稳步开

展课题研究、举办学术会议、组织智库对话、实施⼈才培训及联合

出版等，配合国家对欧总体外交和“⼀带⼀路”建设。



中国-中东欧研究院是中国社会

科学院在匈⽛利注册成⽴的⾮

盈利法⼈机构，中国社会科学

院欧洲研究所具体承办，总部

设在匈⽛利⾸都布达佩斯。中

国-中东欧研究院实⾏院⻓负责

制，设有国际学术合作委员

会，并建⽴了访问学者、通讯

院⼠和特邀研究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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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

所所⻓⻩平

常务副院⻓：罗京辉

副院⻓：中国社科院国际合

作局局⻓王镭

执⾏副院⻓兼总经理：中国

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欧洲经济

室主任陈新

  管理团队
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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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术委员会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

中国-中东欧研究院国际学术委员会主任
 
蔡昉，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第⼗三届全国⼈⺠代表⼤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四五”国

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劳动经济学、⼈

口经济学、中国经济改⾰、经济增⻓、收⼊分配和贫困以及“三

农”问题的理论与政策等。著有《读懂中国经济》《从⼈口红利

到改⾰红利》《四⼗不惑：中国改⾰开放发展经验分享》等。

⻩ 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中国-中东欧研究院院⻓
 
⻩平，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所⻓，中国中东欧智库⽹络秘书⻓，中国-中东欧研究院院⻓，中
华美国学会会⻓，中国欧洲学会副会⻓，国际跨⽂化研究所联合

主席。⻩平研究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2006-
2014年），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副主席（ISSC,����-����年），
国际社会学研究所副主席（ISS，2003-2013），联合国教科⽂组
织社会转型管理政府间理事会副理事⻓，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学

会理事。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变迁、劳⼯移⺠、现代化和全球化

等领域，并发表相关著作。2012年起，担任中欧⾼级别⽂化论坛
联合主席。杜克⼤学、约翰霍布⾦斯⼤学、⽜津⼤学和⽇本国际

之家客座教授。相关著作包括：《误导与发展》、《梦⾥家国：

社会发展，全球化，中国道路》、《我们的时代》（合著）等，

主编有《与地球重新签约》、 《⾯对⾯的距离》、《中国与全球
化》、《中欧关系与“⼀带⼀路”》。任《欧洲研究》、《欧洲

蓝⽪书》、《美国蓝⽪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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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术委员会

陈新

中国社科院欧洲所经济室主任、中国-中东欧研究院执⾏副院⻓
 
陈新，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中国-
中东欧研究院执⾏副院⻓、总经理。1980年代末在匈⽛利佩奇
⼤学学习匈⽛利语，1990年代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
曾担任中国-欧盟欧洲研究中⼼项⽬中⽅主任，现任中国欧洲学
会执⾏秘书⻓和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协会常务理事。研究领域重点

关注中欧经贸关系，欧洲经济和中东欧研究。主要作品如下：主

编论⽂集《匈⽛利看“⼀带⼀路”和中国-中东欧合作》的中⽂
版和英⽂版（2017）、发表智库报告《中国—中东欧经贸合作进
展报告》的中⽂版和英⽂版（2016）、《欧洲⼀体化与乌克兰
的道路选择》（2014）、《欧债危机：治理困境和应对举措》
（2012）等。

孔⽥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博⼠⽣导师。
 
孔⽥平，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研究员，博⼠⽣导师，

1989年7⽉-2011年3⽉，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所（原苏联东欧研究所）⼯作。2011年3⽉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欧
洲研究所⼯作，曾任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主任。专著《东欧

经济改⾰之路—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曾获第六届中国社会科学

院优秀科研成果奖⼆等奖。曾为《苏东剧变之后：对119个问题
的思考》主编之⼀，《维谢格拉德集团的嬗变与中国V�关系》
主编。兼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会研究员、兼任中国世界经济

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新兴经

济体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欧洲学会理事、中国欧洲学会⼀体化

史研究分会秘书⻓、中国欧洲学会中东欧研究分会副会⻓、中国

中东欧国家关系研究基⾦指导小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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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术委员会

柏格丹·格拉尔茨克（⾼⼭仁）
华沙⼤学欧洲中⼼主任

前波兰驻泰国 、缅甸⼤使，前波兰外⻓办公厅主任
 
 柏格丹·格拉尔茨克，男，2016年9⽉起，担任华沙⼤学欧洲中⼼
主任。曾任波兰驻泰国、缅甸⼤使，前波兰外⻓办公厅主任      
 (2001-2003）。出版波兰语、英语、匈⽛利语的⽂章和著作。最
近出版波兰语著作《孙中⼭传记》（2013）和《⻰的复兴：中国
回到全球舞台》（2012）等。主要英⽂著作为《波兰欧洲研究年
刊》（2009/2010/2011/2013/2014）、《波兰-中国：过去，现在
和未来》（2014）、《欧盟作为全球⾏为体：团结的还是碎⽚
的？》、《波兰中国学：对个体化轨迹的反思》、《匈⽛利与波

兰的汉学：平⾏的⽣活》等。格拉尔茨克教授是美国、泰国、中

国、印度等国⾼校和研究机构的访问学者。

安德拉什•伊诺泰

匈⽛利科学院资深研究员

 
安德拉什·伊诺泰，男，匈⽛利科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前所⻓。其
研究领域集中于全球化时代的主要经济挑战（增⻓和就业机会，

⼈口，移⺠等）；全球经济的权⼒转移；全球⾦融，经济和社会

危机；危机后的经济⼀体化；中东欧经济转型等。伊诺泰研究员

是欧洲学院（⽐利时布鲁⽇、波兰华沙）、欧洲⼀体化研究中⼼

（德国波恩⼤学）、欧洲⽹上科学院（德国柏林、法国尼斯）客

座教授。任职于多家国际科学或顾问机构，如进步经济倡议署、

跨欧洲政策研究协会、欧洲学院、⻉塔斯曼基⾦会，兼任⼗数家

国际专业期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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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术委员会

卡斯拉夫·奥西奇

塞尔维亚科学与艺术院院⼠

 
卡斯拉夫·奥西奇，男。1945年出⽣，塞尔维亚经济学家，2003年
起，塞尔维亚科学与艺术院院⼠，塞尔维亚科学院经济委员会主

席、⼈口学部主席。2005年起，任社会科学⻢赛卡斯普斯卡辑刊
总编，任欧盟社会科学评估项⽬专家。塞尔维亚克⾥⽡克协会荣

誉会员。奥契奇教授发表多篇著作，包括《塞尔维亚地区主义结

构》（2012）、《区域研究》（2004）、《南斯拉夫区域发展经
济学》（1998）、《增⻓和权⼒：政治和经济的观点》
（1990）。著作引⽤率分别超过100次和400次。主持超过40个研
究项⽬。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经济科学⽅法论、经济发

展、联邦主义和转型期社会中的制度作⽤等。

赫鲁⻉克·⻢利克
 
捷克科学院资深研究员

 
赫鲁⻉克·⻢利克，男，捷克科学院6个研究所的“全球冲突和地
区内容”战略研究项⽬的协调员；捷克科学院全球研究中⼼的主

任和资深研究员；捷克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道德和政治哲学室主

任。该学者的主要研究⽅向为全球研究、中国研究、中国-中东欧
国家关系、社会学和政治理论等。2015年，欧洲议会授予他“欧
洲公⺠奖“。 ⾃2016年12⽉起，他是欧洲科学院和艺术院的成
员。他也是捷克科学基⾦的主题为“遗弃与认知概念”的研究小

组组⻓。主要著作包括《社会转型和⾰命：反思和分析》

（2016）、《当代社会批判》（2012）、《社会正义的争夺：⺠
族国家和超国家安排的界限》（201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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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术委员会

⽶特卡·特卡⻬⻬

卢布尔雅那⼤学经济学院院⻓

 
⽶特卡·特卡⻬⻬，⼥，2013年起担任卢布尔雅那⼤学经济学院
院⻓，2001-2007年，卢布尔雅那经济学院副院⻓，1999-2001
年，管理和组织学术小组的负责⼈。特卡⻬⻬教授研究领域为成

本和绩效管理，⾮盈利管理，特别是教育管理。特卡⻬⻬教授多

次出席国际会议，并作相关议题的主题演讲。特卡⻬⻬教授在国

际学术期刊发表多篇论⽂，并为多家著名刊物的编委会成员。

1992-2013，她是斯洛⽂尼亚罗布尔雅那市议员，是多家斯洛⽂
尼亚著名公司的监事会成员。2016年，特卡⻬⻬教授是EQUIS认
证委员会、AACSB协会、欧洲咨询委员会成员。

罗⻢尼亚科学院院⼠

 
乔治·泽曼，男，罗⻢尼亚经济学家，罗⻢尼亚科学院院⼠，罗
⻢尼亚科学院经济、法律和社会科学学部副主席，罗⻢尼亚经济

学家协会（AGER）主席，罗⻢尼亚科学管理科学理事会主席
（SSMAR）等。泽曼教授是许多国际学术期刊的编委会成员。
泽曼教授研究领域集中在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可持

续发展战略，全球化危机和商业周期，外国直接投资，市场经济

转型理论，劳动经济学。出版超过30本著作，其中8部著作在德
国、俄罗斯、保加利亚、匈⽛利和意⼤利出版。发表期刊论⽂超

过350篇。

乔治·泽曼



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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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周报

中国-中东欧研究院周报是中东欧研究、欧洲研究

和国际关系等社会科学研究的数据库资源。研究

院聘⽤中东欧国家本国研究⼈员，⽤英⽂撰写本

国的国别周报。

⽬前，研究院周报覆盖16个国家，包括阿尔巴尼

亚，波斯尼亚和⿊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克罗地

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希腊，匈⽛利，⽴

陶宛，⻢其顿，⿊⼭，波兰，罗⻢尼亚，塞尔维

亚，斯洛伐克和斯洛⽂尼亚。截⾄2018年底，中

国-中东欧研究院共发布473篇周报。

研究院周报每个⽉4期，涵盖政治、经济、社

会、对外关系等内容。每篇周报都是基于每个国

家最新的发展，重点关注并分析⼀个或两个议

题。每篇⼤约1500字英⽂。

研究院周报ISSN编号为2560-1601。研究院周报

每周通过研究院英⽂⽹站发布，中⽂版通过微信

公众号定期推送。

473

周报

16

国家

4

周报/

每⽉

2018
 





⼯作论⽂

中国-中东欧研究院⼯作论⽂是中东

欧国家和世界范围内研究⼈员撰写

的学术论⽂。研究院⼯作论⽂由学

术委员会监督，采取摘要和论⽂两

轮审核筛选机制。⽬前，研究院

针“⼀带⼀路”“中国-中东欧合

作”、“中国发展”、“中国改⾰

开放40年的成就”等议题征集论

⽂，并召开学术研讨会。越来越多

的⽂献开始引⽤研究院成果。

研究院⼯作论⽂ISSN编号为2560-

1628。研究院⼯作论⽂可从研究院

英⽂⽹站免费下载。

 

 

基于“中国-中东欧合

作”、“中欧关系”、“中国

发展”、“中国改⾰开放40

年的成就”等议题，征集论

⽂，并召开学术研讨会。越来

越多的⽂献开始引⽤研究院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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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

43

⼯作论⽂

65

作者



⼈⺠币国际化是⼀个⻓期战略，始于跨境贸易的⼈⺠币结算，既有来⾃

国内企业希望规避美元等国际结算货币汇率波动的市场需求，也有货币

当局在全球⾦融危机后对国际货币体系重塑的期望。经过10年的摸索，

⼈⺠币国际化路径需要政府带动市场⼒量协同推进，即通过信⽤货币创

造实现本币输出。

 

匈⽛利在⼈⺠币国际化⽅⾯走在前列，起到了引领和⽰范作⽤。2013

年，中匈两国签署了⼈⺠币货币互换协议。2016年，匈⽛利央⾏发起布

达佩斯⼈⺠币国际化倡议。随后，匈⽛利在中国⾹港和中国⼤陆发⾏了

⼈⺠币计价的债券。本书是中国-中东欧研究院与匈⽛利央⾏合作的成

果。2017年11⽉，中国-中东欧研究院与匈⽛利央⾏举办了"匈⽛利与⼈

⺠币国际化"学术研讨会，为⼈⺠币国际化提供了匈⽛利与中⽅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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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中欧关系与16+1合作》论⽂集有助于思考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

欧关系。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的内容由小到⼤、由浅⼊深，从经贸

延伸到投资、⾦融等诸多领域。中国和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合作是为了

促进双边、多边经贸合作，而且是由相互需求促成的。并且，中国和

中东欧之间的合作反而促使欧盟和中东欧地区开展更多更务实的合

作。2018年年初，中国-中东欧研究院发起关于"中欧关系与16+1合

作"的征⽂活动，并于2018年7⽉在布达佩斯举办了同名的国际学术研

讨会。会后，中国-中东欧研究院择优选取了11篇论⽂汇编成该论⽂集

并出版。

中国⼀中东欧研究院 2 0 1 8  年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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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中国在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关系中发挥了越来越⼤的作⽤。中东欧国家的

⺠众也意识到了这个事实。但是，到⽬前为⽌，还没有任何反应⺠众对中

东欧国家与中国发展看法的研究。为了填补这⼀空⽩，中国-中东欧研究院

通过与匈⽛利经济研究院合作，委托欧洲知名⺠调机构对中东欧地区16个

国家的家庭进⾏了⼀项调查。

 

《中东欧国家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基于对中东欧居⺠的问卷调查报告

（2017年）》已出版中英⽂智库报告。研究院将通过持续发布⺠调报告，

从⻓期⺠调变化中获得趋势性数据，初步形成研究院品牌并奠定研究院在

中东欧研究领域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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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招标课题

中国-中东欧研究院实⾏课题公

开招标制度，采取课题招标评

审小组的审核筛选机制。

 

2018年研究院研究招标课题

 

招标课题

 

课题名称: "中东欧转轨30年：

反思与前景"

中标单位: 波兰华沙⼤学欧洲

中⼼为主申请⼈的投标联合

体，投标⽅案名称是"中东欧的

各种市场经济的形态：进展和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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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招标课题

征集研究⽅案

 

课题名称: "中东欧在欧洲：走向中⼼还是边缘"

中标单位：（1）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经济⼤学为主申请⼈的投标联合体，

投标⽅案名称"中东欧在欧洲：走向中⼼还是边缘"；

（2）斯洛⽂尼亚卢布尔雅那⼤学为主申请⼈的投标联合体，投标⽅案名

称"中东欧在欧洲：在全球价值链中走向中⼼还是边缘"；

（3）⻢其顿政策制定和研究中⼼为主申请⼈的投标联合体，投标⽅案名

称"欧洲化对巴尔⼲国家的影响以及他们从边缘向中⼼的潜在转换"。

 

课题名称: "亚德⾥亚海北部港口的作⽤"

中标单位: 斯洛⽂尼亚科佩尔科学与研究中⼼为主申请⼈的投标联合体，投标

⽅案名称"亚得⾥亚海北部港口的作⽤"

 

中标⽅将提供英⽂和中⽂两种语⾔的最终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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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如何看⼀带⼀路倡议与

16+1合作”国际学术会议

会议地点: ⿊⼭波德⼽⾥察

 

⽇期: 2018年7⽉9⽇

 

2018年7⽉9⽇，中国-中东欧研究院、⿊⼭外交学院和⿊⼭⼤学孔⼦学院在⿊

⼭波德⼽⾥察共同举办题为"⿊⼭如何看⼀带⼀路倡议与16+1合作"的国际学术

会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蔡昉出席会议并作题为"四⼗不惑：中国改⾰开放四⼗

周年发展经验"的主旨演讲，解读中国改⾰开放的成就与根源。中国驻⿊⼭⼤

使崔志伟，⿊⼭副总理顾问、16+1合作⿊⼭国家协调员⽡特罗斯拉夫·⻉兰做

主旨发⾔。中国-中东欧研究院院⻓、欧洲研究所所⻓⻩平致开幕词。会议⽇

程分为三项主题，⼀带⼀路倡议和16+1合作，⼀带⼀路倡议和16+1合作下的

环境、旅游和科学合作，⼀带⼀路倡议和16+1合作下的经济和基础设施合

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周弘，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局⻓⻢援，欧洲研

究所陈新研究员、孔⽥平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崔洪建，中

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所⻓王朔参加会议。⿊⼭外交部，⿊⼭科技

部，⿊⼭⼤学和下⼽⾥察⼤学的代表出席会议，共40余⼈参加了此次会议。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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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带⼀路

倡议与16+1合作”国际
学术会议在⿊⼭波德⼽

⾥察召开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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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s

会议

 会议地点: Art’otel, 

Bem Rakpart 16-19, Budapest,

1011, Hungary

 

⽇期: 2018年7⽉11⽇

 

2018年7⽉11⽇，中国-中东欧研究院在匈⽛利布达佩斯举办了题为"16+1合作与

中欧关系"的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举办的时间恰逢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

⼈会晤刚刚结束以及第20次中欧领导⼈会晤即将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会议围绕着16+1合作、"⼀带⼀路"倡议、中欧关系等主题开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蔡昉以"四⼗不惑" 为题就中国经济的发展做了主旨发⾔。

匈⽛利外交与外贸研究所⾸席专家Vasa László做以"16+1合作的机遇与挑战" 为

题的主旨发⾔。中国-中东欧研究院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平

主持本次会议。本次研讨会共分为5场分组讨论。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

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北京⼤学、⻓江商学院、重庆社会科

学院、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德国海德堡⼤学、法国巴黎三⼤索邦⼤

学、罗⻢尼亚科学院、波兰国际问题研究所、保加利亚国家与世界经济⼤学、匈

⽛利应⽤科技⼤学等⾼校、研究机构和智库的专家学者，围绕16+1合作的前景

与挑战、16+1合作与中欧合作的关系、"⼀带⼀路"与中欧合作、中东欧以及欧洲

政治与社会等主题开展研讨。共约70余⼈参加了本次会议。

 

 

“16+1合作与中欧关
系”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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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16+1合作与中欧关
系”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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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地点: 北京

 

⽇期: 2018年9⽉13⽇

 

 

2018年9⽉13⽇，中国-中东欧研究院与考⽂纽斯⼤学在北京举办"社会未

来"国际研讨会。会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蔡昉与考⽂纽斯⼤学副校⻓

Zoltán Oszkár Szántó会⻅，并讨论了未来合作的意向。

 

“社会未来”研讨会的主题包括社会未来指数与规范性标准和特征、社会未

来指数的⽀柱与维度、社会未来的中国视⻆、社会未来指数的⽅法论。与会

学者就社会未来指数的⽣态与地缘维度、技术维度和社会经济、⽂化精神维

度展开了学术探讨。

 

 

会议

“社会未来”

国际研讨会

在京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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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社会未来”

国际研讨会在

京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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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欧学者与中国学者如

何看中国改⾰开放四⼗

年”国际学术会议在匈⽛利

布达佩斯成功举办

会议地点: Art’otel, Bem Rakpart 16-19, 

Budapest, 1011, Hungary

 

⽇期: 2018年11⽉29⽇ 

 

2018年11⽉29⽇，中国—中东欧研究院、安塔尔-约瑟夫知识中⼼在匈⽛利布

达佩斯成功举办了题为“中东欧学者与中国学者如何看中国改⾰开放四⼗

年”的学术研讨会。会议围绕着中国改⾰开放的总体认知、中国经济改⾰与

开放、中国法治建设与社会发展等主题开展。匈⽛利驻中国前⼤使Sándor

Zoltán Kusai先⽣，中国-中东欧研究院院⻓、欧洲研究所所⻓⻩平发表主旨

演讲。

 

本次研讨会分为3场分组讨论，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安塔尔·约瑟夫知识中

⼼、塞尔维亚科学与艺术院、捷克科学院、罗⻢尼亚科学院、波兰华沙⼤

学、德国海德堡⼤学、匈⽛利科学院、维尔纽斯⼤学商学院、匈⽛利帕兹⻢

尼·彼得天主教⼤学、匈⽛利布达佩斯商学院、匈⽛利赛切尼·伊什特万⼤学等

研究机构、智库和⾼校的专家学者，围绕中国改⾰开放的经济、教育、投

资、法律、能源等议题开展研讨，共约60⼈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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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欧学者与中国

学者如何看中国改⾰

开放四⼗年”国际学

术会议在匈⽛利布达

佩斯成功举办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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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地点: 北京

 

⽇期: 2018年11⽉28⽇

 

“防范⾦融⻛险：中国与匈⽛利经验共享”研讨会由中国-中东欧研究院、国

家⾦融与发展实验室、匈⽛利中央银⾏共同在京举办，探讨在当今国际国内

政治经济环境⽇益复杂情况下，如何从理论与政策实践层⾯防范⾦融⻛险。

参加研讨会的有来⾃匈⽛利中央银⾏⾦融系统分析及信⽤保证司、信⽤监管

司和防范宏观⻛险司的司⻓，中国-中东欧研究院、国家⾦融与发展实验室以

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融研究所等研究⼈员。

 

此次研讨会是在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匈⽛利中央银⾏于中国-中东欧领导

⼈会晤期间签署合作协议以来，合作举办的第⼆次研讨会。研讨会由中国-中

东欧研究院执⾏副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欧洲经济研究室主任陈

新教授主持。研讨会⾸先由中国-中东欧研究院常务副院⻓罗京辉致辞，他肯

定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匈⽛利央⾏开启合作暨召开⾸次研讨会以来取得的成

果，希望此次研讨会论⽂能尽快结集出版。

 

会议

“防范⾦融⻛险：

中国与匈⽛利经验共享”

研讨会在京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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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防范⾦融⻛险：

中国与匈⽛利经验共享”

研讨会在京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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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讨会暨新书发布会

“中欧关系与16+1合作⸺来⾃中欧学者的视⻆”

在布鲁塞尔成功举办

会议地点: Stanhope Hotel Brussels, 
Rue du Commerce 9, B-���� Brussels
 
⽇期: 2018年12⽉3⽇
 
2018年12⽉3⽇，学术研讨会暨新书发布会"中欧关系与16+1合作-来⾃中欧学
者的视⻆"在⽐利时布鲁塞尔成功举办。此次会议由中国-中东欧研究院和匈
⽛利安塔尔知识中⼼联合主办。来⾃欧洲议会、欧盟对外⾏动署、部分中东

欧国家驻欧盟使馆、中国驻欧盟使团的代表以及欧洲政策研究中⼼

（CEPS）、欧洲学院、法国巴黎第三⼤学、⻢德⾥⾃治⼤学等学者，共约40
⼈参加了此次会议。

 
研讨会由中国-中东欧研究院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平做主
旨发⾔和闭幕致辞。中国-中东欧研究院执⾏副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
究所欧洲经济研究室主任陈新研究员主持并致开幕辞。此次研讨会⾸先就中

国改⾰开放40周年的主题，分别从法治建设以及经济发展的⻆度进⾏了讨
论。

 
随后，中国-中东欧研究院执⾏副院⻓陈新发布了题为《中欧关系与16+1合
作》的论⽂集。在16+1合作与中欧关系研讨环节，来⾃法国、西班⽛和匈⽛
利的论⽂作者就各⾃的论⽂进⾏了发⾔。最后在问答环节，与会嘉宾与发⾔

者进⾏了积极、热烈的互动。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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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讨会暨新书发布

会“中欧关系与16+1
合作⸺来⾃中欧学者

的视⻆”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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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海上丝绸之路:

经济和区域前景”

会议地点: DUNA PALOTA

5 ZRÍNYI STREET, 

1051 BUDAPEST

 

⽇期: 2018年9⽉27⽇ 

 

中国-中东欧研究院与安塔尔·约瑟夫知识中⼼在布达佩斯联合举办“海上丝绸之

路：经济和区域前景”国际会议。会议描绘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共同经济利

益，特别是欧洲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关系。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带⼀

路"倡议的重要维度。随着“⼀带⼀路”倡议的推进，这不仅对印度、东⾮和中东

市场带来机遇，还将会对欧洲以及东亚与欧洲经济合作前景产⽣深远影响。

 

 



讲座

会议地点: 中国⼀中东欧研究院, 

1052 Budapest Petőfi Sándor utca 11.

 

⽇期: 2018年2⽉12⽇

 

 

发⾔⼈: 李扬，国家⾦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

              ⾦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业经济研究所前所⻓ 

 

中国-中东欧研究院举办“中国经济转型和未来挑战”圆桌会议。李扬研究

员、⾦碚研究员与匈⽛利智库机构、研究院所代表进⾏座谈。中国-中东欧研

究院执⾏副院⻓陈新研究员主持座谈会。⾦碚研究员和李扬研究员分别就中

国经济如何走向⾼质量发展、中国⾦融的未来发展作了主题发⾔，匈⽛利科

学院、匈雅典娜地缘政治基⾦会、安塔尔知识中⼼、罗兰⼤学、考⽂纽斯⼤

学等机构的学者就中国经济转型、防范⾦融⻛险、精准扶贫和⽣态环境建设

进⾏了充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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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

会议地点: 中国⼀中东欧研究院, 1052 Budapest Petőfi Sándor utca 11.

 

⽇期: 2018年6⽉26⽇

 

发⾔⼈: 成新轩，博⼠⽣导师，让·莫内讲席教授，河北⼤学管理学院副院⻓

 

随着中国实施"⼀带⼀路"倡议和俄罗斯建设欧亚经济联盟，如何促进双边贸

易额的稳定扩⼤，贸易领域的多元化，以及贸易产品技术⽔平的提⾼，对促

进“⼀带⼀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有效对接具有重要意义。该讲座对贸易

产品进⾏了分类，通过⽐较优势指数、贸易互补指数和贸易强度指数来分析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国家不同技术⽔平的产业竞争⼒、双边贸易互补性和贸

易⼀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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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

会议地点:

中国⼀中东欧研究院, 1052 Budapest Petőfi Sándor utca 11.

 

⽇期: 2018年10⽉3⽇

 

发⾔⼈: 赵怀普，博⼠⽣导师，外交学院欧洲研究中⼼主任

 

特朗普政府偏执于"美国优先"及"单边利⼰主义"的外交政策理念，不仅牵动了

美欧俄、美欧中三边关系的走向，也使得美欧同盟关系降⾄历史最低点，衰

落但有韧性的美欧同盟关系仍将继续维系和存在。冷战结束后孤⽴主义思潮

在美国抬头、⺠众对国际事务的兴趣下降以及美国⼤战略变得更趋"内向"，是

解释特朗普⼀系列⾏为背后的深层原因。赵怀普教授的讲座题⽬是“中美关

系的复杂性和欧盟作为第三⽅的⻆⾊”。来⾃匈⽛利智库、研究机构和⾼校

的研究⼈员就中美关系、欧盟在全球秩序中的⻆⾊、中美欧⼤三边关系等议

题与赵教授展开了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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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媒体平台

中国-中东欧研究院的在线活动主要集中在⽹站上，分别有中⽂和英

⽂⽹站。研究院⽹站定期更新研究院新闻、活动、出版物。 研究院

英⽂⽹站每周推送⼯作简报。

研究院⽹站设有内置的搜索引擎，⽤⼾指定的参数，如国家、主

题、作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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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不仅将最新消息上传⾄⽹站，还上传⾄社交平台。 我们使⽤

以下平台：微信、Facebook、Twitter和LinkedIn。研究院每天在

这些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新闻、活动和出版物。 研究所的在线媒体

不仅吸引越来越多对研究院活动与出版物感兴趣的⼈，还为研究⼈

员搭建了沟通交流的平台。订阅者也可以轻松阅读、下载和分享我

们的内容，有助于研究院信息在互联⽹平台的传播。



chenxin@china-cee.eu

陈新

Contact

SZÚDY PÉTER

czegledi.eszter@china-cee.eu

majc@china-cee.eu

⻢骏驰

hzg@china-cee.eu

贺之杲

CZEGLÉDI ESZTER

peter.szudy@china-cee.eu

地址:  1052 Budapest Petőfi Sándor str. 11.

⽹站: www.china-cee.eu

邮件: office@china-cee.eu

电话: +36 1 5858 690

facebook.com/china.cee.institute
twitter.com/China_CEE_I

linkedin.com/company/china-cee-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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