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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与中国中东外交”全国学术研讨会 

上海外国语大学杨力副校长致辞 

2015 年 5 月 16 日 

 

尊敬的杨福昌部长， 

尊敬的中国中东事务特使宫小生大使， 

尊敬的安惠侯大使，姚匡乙大使，吴思科大使，刘宝莱大使， 

尊敬的全国中东问题专家、学者和媒体朋友们，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首先，我谨代表上海外国语大学全体师生，并以我个人名义，对

“‘一带一路’与中国中东外交”全国学术研讨会在上外召开，表示

热烈的欢迎！ 

出席本次全国研讨会的，既有 30后、40后资深的中国前驻中东

大使和特使，又有 50 后、60 后、70 后著名的中东问题专家，还有

80 后、90 后中东研究的后起之秀，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中东研究的传

承与希望。昨天上海雷暴天气，许多航班取消或延迟，有些外地代表

在机场等了近 10 个小时；还有一些专家学者因航班原因最终未能与

会。让我们对外地专家克服种种困难，参加今天的会议表示衷心的感

谢！ 

2013年 9月和 10月，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2015 年 2 月，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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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理张高丽主持召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在今年的博

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就“一带一路”建设发表主旨演讲，表

明“一带一路”已经从战略构想阶段转向全面落实阶段。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重点，

体现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全球治理理念和新一轮中国对外开放

的全局设计。中东地区处于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

对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发挥着重要的

纽带作用，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中东学界的全体同仁去探索。今天，

来自全国各地的中东问题专家学者 60 余人齐聚上外，代表了全国中

东研究的最高水平，也代表了当前中国中东研究的四类智库，即政府

部门直属的研究智库、社科院智库、高校智库和媒体智库等。在接下

来的一个主会场、三个分会场的讨论中，各位专家将围绕“一带一路”

在中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新时期中国如何推动中东外交等问题展开

深入的学术探讨，为“一带一路”建设献计献策；为中国特色的中东

研究学科建设贡献智慧。  

我们注意到，今天的全国研讨会由京沪两地六家单位联合召开

——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和中国中东学会两家单位主办；由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对中东战略和大国与中东关系”创

新项目、上海社科院西亚北非研究中心、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国际安全”创新团队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四家

单位协办，体现出全国中东研究机构在中国中东学会的领导下，正在

探索协同创新和联合攻关的新模式，代表了全国中东学界建立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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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跨机构和跨部门“协同创新”机制的大方向。 

各位学者，各位专家，各位朋友， 

上外中东研究所于 2000年入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2010年经外交部批准设立“中阿合作论坛研究中心”，2013年入

选首批上海高校培育智库，2015 年获批成为“上海高校智库”正式

成员；2015 年入选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牵头的“一带一路”智

库联盟的 56 家理事单位，成为我校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典范。感谢中

国中东学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各兄弟单位和各家媒体长期

以来对我校中东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智库建设的鼎力支持，也

期待各位专家今后一如既往，继续关心上外和上外中东所学科发展！ 

最后，我谨代表本次会议的两家主办单位和四家协办单位，感

谢大家的与会；我们将在会议期间竭诚为您提供保障服务。 

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