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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军，男，汉族，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牡丹江师范学院77级本科生；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79级硕士研究生；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

所85级博士研究生；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前副所长，兼任中国亚非发

展交流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中俄关系研究会副会长；曾为中国驻外使馆外交官；曾在乌克兰基

辅大学和俄罗斯莫斯科大学作高级访问学者。此外，还曾访问过俄罗斯外交学院、圣彼得堡大

学、哈巴罗夫斯克师范大学、国立楚瓦国立大学、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白俄罗斯国立语言大

学、莫基辽夫国立师范大学等院校。  

 

主要研究方向：俄罗斯外交、俄国历史、中俄关系（史）、国际关系（史）等。 

主要研究成果： 

专著： 

《中苏关系 1689-1989》，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哈尔滨1989年；  

《中苏外交关系 1917-1927》，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哈尔滨； 

《俄罗斯外交史稿》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 

合作出版： 

《国际关系学》(合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北京； 

《冷战后国际关系》（参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 

《白俄罗斯记者看中国》（Китай глазами белорусских журналистов,Минск,2003(中方责编)； 

《白俄罗斯与中国－经过考验的友谊》（Беларусь и Китай: дружба, проверенная временем, 

Минск, 2003(中方责编). 

主要论文： 

远东共和国在对华外交中的过失-《世界历史》1991年第5期； 

1924年中苏复交述评 -《世界历史》1990年第1期； 

初期苏联对华政策的内部分歧 -《世界历史》1995第2期； 

中国与乌克兰历史上的联系及十月革命前旅乌华工 -《求事学刊》1995第2期； 

苏俄政策在归还中东铁路问题上的变化--加拉罕给越飞的信-《外交学院学报》1996第一期； 

越飞与孙中山--苏联与国民党关系的一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

21期1996年； 

20年代的苏联外交与中国－根据俄罗斯外交部档案馆档案的研究－〈近现代史〉(Совет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и Китай в 20-е годы. По документам архива МИД Росси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3, 1998 г.； 

1939年斯大林“联盗防贼”的外交――＜外交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冷战起源刍议――＜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  

杨 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苏俄外交与中俄关系方向博士生导师，外交学院俄罗斯外



 

交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国际政治专业委员会）常

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1999年获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特殊津贴。1944年12月出生。

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俄语系。1981年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研究生毕业，获北京

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85-1986年基辅大学国际关系系进修。1990-1993年、1996-2000年先后任

外交学院科研处副处长、处长。1993-1996年任中国驻亚美尼亚大使馆一等秘书，首席馆员。

2000-2002年任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一等秘书、政治处主任。 

苏俄外交专业方向代表性著述有：《百年中俄关系》、《苏联兴亡史纲》（合著）、《现代国

际关系学》。译著《从阿尔巴特街到西伯利亚》（译者之一）。曾主持欧盟项目《俄罗斯加入

WTO问题研究》。发表论文《俄罗斯离WTO还有多远？--俄罗斯入世的历史问题与前景》、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双方战略利益的需要》等。讲授苏俄外交方向课程有：“苏俄外交

研究”、“俄罗斯与独联体问题研究”、“中国与独联体国家关系”、“俄罗斯当代政治”。 

 

 

高飞，现任外交学院教务处处长，博士，教授。1971年生，辽宁铁岭人。 1998年起在外交学院

外交学系工作，曾任外交学院科研处处长、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秘书

长。  

教育背景 

法学博士， 外交学院，2003年7月 

法学硕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1998年7月 

法学学士，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1995年7月 

主要研究方向 

外交学理论， 中俄关系 

发表论文 

1.高飞：从韬光养晦到“和平崛起”：评中国外交的策略调整，《太平洋学报》，2006年第一

期，第7-13页。 

2.高飞、夏莉萍：学习、认知与中国安全观念的创新——上海合作组织与中俄双边关系案例研

究，《国际论坛》2006年第四期，第30-35页。 

3.高飞：上海合作组织与中国的“新外交”，《外交学院科学讨论周论文集》， 世界知识出版

社，2006年版，第118-132页。 

4.高飞：中国和平发展的俄罗斯视角，《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四期。 

5. 杨闯、高飞：俄罗斯离WTO有多远：俄罗斯入世的历史、问题与前景，《俄罗斯研究》, 2003

年第四期。 

6. 高飞：朝共体系的历史流变与现实意义，《学术前沿与学科发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

版。 

7. 高飞：1950—60年代中苏关系演变研究的现状、问题与探索，《国际论坛》，2003年第六

期。 

8. 高飞：浅析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政治文化视角，《国际论坛》，2003年第四期。 

9. 高飞：当代外交学研究现状分析，《外交学院学报》，2002年第四期。 

10. 高飞、孙韵：技术进步在外交中的地位与作用，《外交学院科学讨论周论文集》， 世界知

识出版社，2002年版。 

11. 高飞：进化论与国际政治，《国际论坛》，2001年第四期。 

12. 高飞：信息革命对当代国际政治的影响，《国际论坛》，1999年第三期。 

著作和译著 

1、 合著：《百年中俄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 

2、 合译：《外交理论：从马基雅弗利到基辛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 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外交学译丛》 



4、主编：《和谐世界与君子国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 

 

 

谭继军 曾任外交学院教务处处长、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1964年出生。1985年

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获得历史学硕士、博士

学位。2003年9－10月、2004年9－12月在俄罗斯国际关系大学进行外交业务培训和专业研修。 

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史、俄罗斯（苏联）历史与外交。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国家重

点科研项目"苏联兴亡史"、中国社会科学院院级重点项目"苏联历史档案选译"、外交学院"大国关

系"等课题组的科研工作，发表过《剧变前夕苏共基层党组织的涣散》、《苏联解体前夕苏共基

层党组织为何失信于民？》、《苏联解体前夕苏共基层党组织资源的丧失》、《试柝苏联特殊

移民的饥饿现象》等论文。讲授过"苏俄研究"、"俄罗斯与独联体研究"、"俄罗斯外交"、"当代俄

罗斯外交"、"东欧地区研究"、"转型国家研究"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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