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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复旦-欧洲中国研究中心、斯德哥尔摩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所
合 作 方：哥本哈根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
主      席：刘春荣、Lars Vargö

区域合作与可持续发展：
从北欧经验看东北亚态势

中国与世界 分论坛 1

主席介绍：

刘春荣，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2013 年起兼任丹麦哥本
哈根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研究员、复旦 - 欧洲中国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他从香港
城市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05 年），并曾在美国乔治城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研
究领域涉及政治社会学、比较政治学、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区域合作与治理等。

主席介绍：

Lars Vargö 分别于 2006-2011 年、2011-2014 年担任瑞典驻韩、驻日大使。
他于 1972 年获得乌普萨拉大学汉学学士学位，在 1972-1976 年间，他作为日本
文部省特邀学者在京都大学进行研究，后于 1982 年获得斯德哥尔摩大学日本研究
博士学位，主要方向为早期日本帝国的建立。在任职外交官期间，Vargö 曾 4 次
驻扎日本，也曾被派遣至利比亚，立陶宛和美国。他在 2001-2005 年间担任瑞典
议会国际部大使兼主任。Vargö 曾出版书籍，内容有关日本历史文学，也曾发表
过大量瑞典文、英文、日文文章。他也曾将日本小说，微小说和诗歌翻译成瑞典文。
他还是首尔文学会、东京国际文学会的创始人。

从历史上看，东北亚的区域合作处于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一方面，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的影响相对让位于经济和贸易的一
体化发展。中国的崛起以及对互联互通的倡议和推动，为这个态
势增加了新的动力。另外一方，这个区域仍然缺乏足够有效的机
制来应对并管制由历史遗留问题、民族主义、非传统安全等问题
所带来的政治争端，这些争端既是区域不稳定的表现，也抑制了
区域合作的进一步发展。美国特朗普政权在亚太政策上的调整，
更是为区域合作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最近，围绕韩国部署萨德
的争论而升温的朝鲜半岛问题，恰恰说明，这个地区的安全环境
和安全基础设施是十分脆弱的。

北欧是世界上最为稳定和有效的跨界合作区域。社会制度和
价值观相近，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地理区位因素以及各种历史文
化力量都促成了这个区域的和平与发展。欧亚大陆的这两个边缘
地带是否以及如何可能在区域合作上互相启发？观照北欧经验是
否能够为东北亚的区域合作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新机制设计？

本圆桌讨论汇集了东北亚和北欧的外交官以及国际机构的
专家学者，聚焦于冲突处理、经贸合作、环境保护等问题，从比
较的视角来探索这些问题背后的意义和价值基础，力图为东北亚
的区域合作的新路线图提供创新的思考和解决方案。

主 题 阐 述：

主  席：刘春荣
复旦-欧洲中国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

主  席：Lars Vargö
ISDP（瑞典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前瑞典驻韩国（2006-11）、驻日本（2011-2014)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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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与亚洲的选择

区域合作与可持续发展：
从北欧经验看东北亚态势

承办单位：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合 作 方：中国-东盟学术共同体、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主      席：石源华

主 题 阐 述：

2017 年是东盟成立 50 周年，东盟的整体性和中心性是影响东亚

区域合作乃至地区秩序走向的重要变量。2017 年特朗普总统上台后，

美国亚太政策可能会发生重大调整，这将对中国 - 东盟关系发展产生

重要影响。2017 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将会进一步落实和发展，为

中国 - 东盟关系转型提供了契机和手段。

亚洲崛起力量只有管控分歧、追求合作共赢，才能在国际舞台发

挥领导力。深化中国 - 东盟合作，符合亚洲地区成员的利益诉求，有

助于东盟共同体以及更大范围的区域一体化发展。中国 - 东盟“10+1”

轨道的完善和落实，将对“东盟 +”同心圆体系中的其他轨道起到示

范效应，进而引导地区成员进入合作共赢的轨道。

子论坛由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承办，合作机构

为中国 - 东盟学术共同体（NACAI）和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ARC-

FDU），邀请中国和东盟国家近二十余名学者参会。

子论坛讨论的内容包括：（1）转型中的东亚合作与地区整合（如：

东亚峰会成员对东亚合作的主张）；（2）“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 -

东盟合作（如：基础设施、工业园区、投融资合作）；（3）50 年来中国 -

东盟合作的经验与启示；（4）中国与东盟的分歧管控（岛礁与海洋

划界争端的管控、渔业纷争管控）；（5）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共赢（南

海共同开发、渔业合作机制、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RCEP、升级版

自贸协议、澜湄合作机制）。

主席介绍：

石源华现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家领
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兼复旦大
学分中心主任、上海高校智库亚太治理与安全研
究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顾问、
中国朝鲜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上海市国际友人研
究会副会长、韩国韩中文化协会名誉理事、韩国
国会图书馆咨询委员、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特聘
研究委员、韩国国家报勋处特聘研究委员等。主
要研究方向：中国外交史、中国周边外交、朝鲜
半岛问题与东亚区域合作、韩国独立运动与中韩
关系等。代表性著作有《中华民国外交史新著》（三
卷本）、《近代中国周边外交史论》、《中国周
边外交十四讲》、《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周边外
交研究报告》、《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论集》

（两卷本）、《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编年史》（三
卷本）等，获教育部社科优秀著作一等奖、上海
市社科优秀著作一等奖等省部以上奖项多项。

转型中的中国与东盟关系：
分歧管控与合作共赢

分论坛 2中国与世界

主  席：石源华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
中心副主任兼复旦大学分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