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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围绕“‘一带一路’：战略与政策”“周边外交与区域合作：理论与实践”“沿边开发开放
：作用与路径”三个主要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深入探讨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推进沿边
开发开放与周边区域合作的意义、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周边国家和世界可能的反应等重大问题，
提出了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如何顺利推进“中国沿边开发开放与周边区域合作”的方略和具体对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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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程，男，1961年10月生，黑龙江省绥棱县泥尔河乡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原称“中
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西部开发促进会副会长，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
究中心主任。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198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苏联东欧系国际
政治专业，获硕士学位；199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博士学位；1986年8月起在中国社
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工作，2003年至2009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研究
员。2009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党委书记、副所长。2012年起担任中国社会科
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俄罗斯政治和外交、中亚问题、上海合作组织、苏
联历史等。 林文勋，男，1966年3月生，云南曲靖人。历史学博士，现任云南大学校长、教授、博士
生导师。1982年9月考入云南大学历史系，先后攻读本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1991年7月获博士学位
后留校任教。1996年10月晋升教授。1999年12月至2000年3月，任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所长
。2000年3月至2002年9月，任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副主任，
并兼中国经济史研究所所长。2002年10月至2003年11月，任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并兼历史系主任
。2003年12月至2005年11月，任云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2005年12月至2009年2月，任云南大学研
究生院院长。其间，自2006年9月起兼任云南大学学科规划办公室主任。2009年2月至2013年3月，任云
南大学校党委委员、副校长。2011年11月，在云南省第九次党代会上当选为省委候补委员。2013年4月
至今，云南大学校长、校党委副书记。兼职有：教育部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宋史研究会
副会长、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云南省史学会会长、云南省钱币学会副会长
等。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史、唐宋经济史、中国乡村社会史。 蓝平儿（Lam Peng Er），现任新加
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先后获得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与博士学位
。日本《亚太国际关系》执行编辑、英国《东亚季刊》顾问委员会委员、新加坡《海外中国研究》顾
问委员会委员和新加坡《东亚政策》副主编。长期从事日本问题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日本
在亚非地区的和平建设、中日关系、日本与东南亚关系、日本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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