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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燕简介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一、教育经历 

1．2006-2009年学习并获得新疆大学（211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2．2003年－2004年作为国家公派访问学者在圣彼得堡财经大学留学 

3．2000-2003年学习并获得新疆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 

4．1985-1989年学习并获得兰州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文学学士学位 

  

二、学术任职经历 

       1989年7月－2000年6月，新疆科委科技情报研究所《中亚信息》编辑部工作；1990年被

评聘为助理编辑；1994年被评聘为编辑 

      2000年7月-2010年5月，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工作，2002年被评聘为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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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6月至今，调至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工作，职

称为副研究员 

  

三、主要研究和教学领域 

       研究领域：以中亚、俄罗斯为主的上海合作组织国家经济、社会问题研究，主要涉及国际

关系、国际贸易、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国际区域组织、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区域能源

合作、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人类经济学等领域 

       教学经历与主讲过的课程：中亚经济与政治；中国与中亚经济合作史；中亚概况；专业俄

语(МЭО) 

  

四、著作论文发表 

       多年致力研究中亚及上合组织问题，2002年10月评上副研究员以来，出版专著1部,合著

16部；主持完成课题8项，参与完成课题30余项；发表论文、研究报告和内参80余篇,其中核

心期刊论文10余篇。共计200余万字。获得省部级等奖励10余项。 

（一）著作17部 

专著1部： 

       《经济合作与发展--中亚五国与中国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主持国

家社科基金课题“合作与发展--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国民经济结构的同构性与互补性研究”

（批准号02CGJ002）最终成果，全书共40万字,王海燕完成其中30.15万字。 

合著16部，其中有： 

1.《经济全球化与21世纪中亚经济》,新疆大学出版社，1997年. 

2．《中国新疆与中亚区域经济贸易》，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 

3．《中亚市场新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8月. 

4．《“颜色革命”袭击下的中亚》，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 

5.张永明、段秀芳、王宏丽、王海燕主编，《新疆陆路口岸经济发展与政策研究》,新疆人民

出版社,2009年. 

6.李豫新、王海燕著，《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0年. 

译著2部： 

1．《国外中亚要论（第二辑，秘密）》译文集，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出品，2007年1

月。 

2．《国外中亚要论（第三辑，秘密）》译文集，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出品，2009年4

月。 

  



（二）论文80余篇，其中： 

1.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能源合作:趋势与问题.俄罗斯研究[J].2010(3）.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

中心复印报刊资料《国际政治》全文转载，2010（12）. 

2.中国与中亚国家参与周边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比较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J].2010(2）. 

3.上海合作组织金融领域的制度安排与功能合作.国际贸易[J].2010（1）. 

4.中哈自由贸易区：机遇、挑战与前景.国际经济合作[J].2009（11）. 

5．大国对中亚能源政策演变及其发展趋势.和平与发展[J].2009（2）. 

6．中亚国家能源工业走向及中国的策略.新疆社会科学  [J].2007（4）.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

复印中心《工业经济》全文转载[J].2007(9). 

7．中亚国家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分析.新疆大学学报 [J].2006（4）. 

8．中亚五国的经济改革与成效.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J].2004（7）；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

中心《世界经济导刊》全文转载[J].2004（9）. 

9．Wang  Haiyan.  The  Caspian  Energy  Coopera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SCO. 

Symposium  on  Energy  and  Geopolitics  in  the  Area  of  China  and  Caspian  Sea[C]. 

Urumqi: Institute of Central Asia, Xinjia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y, 2006. 

10．Ван  Хайянь．Вступление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ВТО  и  его  влияние  на  торгов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КНР  И  РК．М．Ашимбаев  и  другие．

《ВСТУПЛЕНИЕ  КАЗАХСТАНА  ВО  ВСЕМИРНУЮ  ТОРГОВУЮ  ОРГАНИЗАЦИЮ: 

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C]．Алматы:  Итститут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и 

политики  при  Фонде  Первого  Президенда  РК（ISBN  9965-9665-6-7），августа, 

2005. 

  

五、课题 

主持课题近10项，其中： 

1．200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促进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研究” 

2．200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合作与发展—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国民经济结构的同构性

与互补性研究” 

3．国家开发银行2009年度上海合作组织综合年度咨询报告“2009:不断成熟与发展的上海合

作组织” 

参与课题30余项，其中： 

1．国家软科学项目“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研究” 

2．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的中亚战略与对策研究” 

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向中亚区域的新疆特色产业选择与发展战略研究” 

4.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亚市场与新疆成为我国西部国际商贸中心的双向互动关系研究” 



5．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疆与中亚地区区域竞争力、产业分工与贸易发展研究” 

6．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委托项目“中亚与中国陆上能源通道研究” 

7．国家商务部委托课题“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提高新疆向西开放水平” 

8．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专项委托课题“中国新疆参与中亚五国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六、获奖 

获得部委级、省市级等奖励10余项，其中： 

1．论文《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的合作关系》获第五届新疆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优秀奖 

2．研究报告《中国新疆参与中亚五国区域经济合作研究》获新疆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3．专著《中亚市场新视角》获第八届新疆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 

4．研究报告《新疆向西开放战略思路研究》获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优秀成果三等奖 

5．专著“新疆陆路口岸经济发展与政策研究”成果获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优秀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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