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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化工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中长期发展规划

（2017-2022年）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全面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促进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建设新

时代特色高校智库，根据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建设指

引（试行）》的要求，依托我校长期中俄科技合作的悠久历史

与雄厚基础，整合校内资源，发挥人才优势，在教育部国际司

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心指导下，成立沈阳化工大学俄罗斯研究中

心（以下简称中心），并结合沈阳化工大学以及中心发展实际，

特制定本中长期发展规划。

一、中心建设回顾

中心在 2015 年就已经开始筹划建立。中心建立的基础依托

于 30 余年学校与俄罗斯深入广泛的前期合作。学校与俄罗斯联

邦有关研究所和高等学校的合作可追溯到上世纪 90 年代初。俄

方合作单位主要有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西伯利亚分院，国

立远东大学、国立海参崴经济技术服务大学、乌拉尔林业技术

大学、伊万诺沃国立化工大学、莫斯科精细化工学院等。由于

同属独联体，基于地区的地理优势，学校对外合作又延伸到与

俄罗斯毗邻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与该国南哈萨克斯坦大学又

进行了深入的扩展合作。

1、与俄罗斯科学院有关研究所在科学研究、技术转化和人

才培养方面的合作，硕果累累。1992 年 9 月，学校举办建校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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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校庆活动，应我校邀请，并受俄罗斯科学院委托，由库兹

涅佐夫.F 院士作为俄罗斯科学院代表团率领 30 余位科学家团

队莅临学校参加校庆活动，并带来 50 余项化学化工和材料学科

领域的技术项目，有 32 项技术签约合作。其中俄罗斯科学院西

伯利亚分院伊尔库茨克有机化学研究所沃伦阔夫.K 院士的“气

相法白炭黑技术”是重点合作项目，经我校与俄方 3 年的深入

合作，实现技术共享，于 1995 年末，技术在沈阳化工厂投产，

成为我国第一家使用外国此项技术生产白炭黑产品的企业。该

项目技术，即气相法生产白炭黑产品显著提高了产品的性能，

克服了沉淀法制备白炭黑产品的缺点不足，其性能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不仅满足了我国特种橡胶行业、军工企业的急需，还

批量出口，抢占了国内国际市场在高性能白炭黑产品中的占有

量，为企业带来巨大经济社会效益。1996 年开始，学校与俄罗

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化学研究所就“稻壳生产白炭黑”、“湿法

改进技术生产钛白粉”两个项目开展实质性合作研究，项目先

后得到国家外国专家局、辽宁省外国专家局和沈阳市外国专家

局的立项资助，谢尔盖杨科.K 院士、戈尔基杨科.P 教授和杰姆

妮霍娃.L教授三位科学家 5次来我校并进驻有关企业进行技术

合作研究、交流和洽谈，其中俄方“湿法改进技术生产钛白粉”

技术通过我校支持，成功在广东深圳落户。2007 年，学校与俄

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无机化学研究所深入合作，在该所库

兹涅佐夫.F 院士和比利时根特大学弗朗西斯.V 教授和我校高

恩军教授三方倡导下，成立了“中国-俄罗斯-比利时无机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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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实验室”，该机构得到沈阳市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我

校针对库兹涅佐夫.F 院士设立了特邀院士工作站，获批“沈阳

市无机分子基材料化学国际重点实验室”，该实验室作为教育

部国际合作实验室备选项目，由辽宁省教育厅于 2013 年上报教

育部备案。该重点实验室先后 4 次得到国家外国专家局“千人

外专配套引智计划”和“普通项目专家引智”立项资助，在无

机晶体材料和 CVD 气相沉降法制造军工高性能镀膜材料领域中

取得重要进展。库兹涅佐夫.F 院士及其助手卡西诺娃.M 博士、

马拉佐娃.H博士等为我校的化学化工和材料学科建设上发挥了

重要作用，为研究生开设了“现代晶体学与分子工程前沿”、

“化学工艺学科新进展”、“无机有机复合新材料”等选修课

程，与我校导师联合培养了 15 名硕士研究生，在 2010 年辽宁

省教育厅主办的辽宁省研究生暑期学校活动中，做了 3 场学术

报告。近 6 年上述专家来校 5 次为学生做了 15 场学术报告。

2、与俄罗斯有关大学在学术交流、项目研究和人才互动交

流等建立了良性互动机制。学校与国立海参崴经济技术服务大

学建立了年度学生文化交流和教师进修机制，实施每 2 年开展

一次互动交流计划，分别由双方轮流举办，已开展了 12 次。教

师的学术交流侧重于经济学、地缘政治、管理学和工程技术学

科领域，双方学生交流侧重在文化建设和群团组织活动模式等

方面。学校与伊万诺沃国立化工大学并协同韩国忠南大学建立

了“中-俄-韩”三边化学化工和材料领域学术年会机制，迄今

已开展了 9 次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在我校举办 3 次。学校与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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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精细化工学院在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方面取得进展，已有

多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得到双方合作培养，其中学生列谢尔金

娜.A在后本科阶段在我校进行了长达 1年的化学学科科研训练，

其成果在俄罗斯著名学术刊物“Russ.J.Coord.Chem.”发表并

被 SCI 收录，该生后期在莫斯科精细化工学院攻读副博士学位，

已在该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成为骨干。学校与乌拉尔林业技

术大学在高分子聚合物领域的研究中交流密切，多次互派学者

进行学术交流，在医用防辐射新材料领域取得新进展。学校又

将外方合作高校扩展到与俄罗斯毗邻的南哈萨克斯坦大学，在

由植物提取菲叮技术、果核榨油技术、矿物质化工加工技术等

取得重要进展，双方相互消化对方技术，达到融合，技术取得

新进展，项目得到我国科技部立项支持，同时中哈双方已联合

举办 2 次国际工业技术学术会议。学校与俄罗斯乌法石油大学

在人才培养和技术应用方面进展顺利，毕文军副教授毕业于该

校获得副博士学位，从事石油化工领域的教学和科研领域工作，

与俄方专家组成团队，在辽河油田就石油开采新技术领域开展

了卓有成效工作，为油井采油提高效益做出了贡献。

3、俄罗斯远东地区、西伯利亚地区、乌拉尔地区与我校合

作的学者科学家主要有：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库兹涅佐夫.F、

谢尔盖杨科.K、沃伦阔夫.K 院士；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费

叮.V.P；教授：戈尔基杨科.P、杰姆妮霍娃.L、卡西诺娃.M 博

士、马拉佐娃.H、达维窦维奇.K、阿列克森多罗维奇.P



6

4、30 余年来，学校招收外语为俄语的本科生和国际贸易

专业俄语生，每年与俄方学校有联合培养的学生；教师与俄方

诸多高校和科研院所有广泛的学术交流和研讨并有高水平的科

研合作项目。俄罗斯始终是学校对外交流合作的重点国家，学

校与俄罗斯院校及科研院所的合作历史长久，人员实力雄厚，

多项科研项目都获得过国家科技部、外国专家局以及辽宁省相

关部门的立项，多项成果服务于辽宁地方的经济发展，为振兴

东北老工业基地做出了贡献。

二、具备的优势与存在的不足

1、中心具备的优势

（1）体制和地域优势。建国初期，受前苏联体制影响，国

家在东北设立了唯一一所化工院校，即沈阳化工大学。在化工

行业受前苏联高等教育体制机制的影响，有关课程体系、人才

培养模式和科研机制等多有相似。同时，学校地处东北，毗邻

俄罗斯，气候相适应，地理位置靠近，这些都是与俄罗斯上述

三个地区开展合作组建中心的优势。

（2）长期合作优势。学校与俄罗斯三个地区多家科研院所

和高等院校的交流合作历时 30 余年，积累了丰富的合作经验，

合作伙伴稳定，有成功的合作典范，合作领域覆盖面广，取得

了斐然的成绩，为组建中心奠定了基础。

（3）中央政策导向优势。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

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即中发[2016]7 号文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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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导向于“一带一路”，俄罗斯上述三个地区恰逢机遇，具备

天然地理优势，并符合于中央文件政策。

（4）地缘优势。我国受前苏联社会主义体制影响较重，有

可借鉴的经验，也有可吸取的教训。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

成为其最大继承国。我国受国际上各种反华势力的影响，自然

与俄罗斯形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地理空间上，学校与俄

罗斯远东-西伯利亚-乌拉尔三个地区相毗邻，在历史发展中经

历过抗争与合作，已形成了独特的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特色，

当下发展与俄罗斯毗邻地区的交流合作，已成为作为东北地区

高校的重要选项。

（5）语言优势。学校地处我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毗邻，

自然形成了学习掌握俄语小语种的独到优势。我校俄语小语种

人才济济，涉及语言、人文科学和工程科学等领域和范畴，与

俄罗斯建立中心开展合作语言交流流畅。

（6）人员互补优势。由外交部指派，学校有俄语语言专家

多年派驻在中国驻俄使领馆工作，担任教育参赞和科技参赞，

为学校在俄罗斯上述毗邻地区的交流合作提供了便利，建立了

广泛的中俄双方交流渠道。学校同时有数十名精通俄语的化学

化工和材料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也有专门从事俄罗斯社会问

题研究的专业人员，各类专家人员优势互补，梯队构成合理。

2、中心存在的不足

尽管学校与俄罗斯上述三个地区合作历史较长，也取得了

一些成绩，但上升到两个国家之间层面，提升到一带一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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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高度上，与国家的期望尚有差距。作为一所毗邻俄罗斯的

地方特色高等院校，部分化工专业的教授俄语水平一般，而精

通俄语的老师不太懂化工技术，既懂俄语英语又懂化工技术的

青年教师工作经验还有待于丰富。与俄罗斯的教育人才体系相

比较，学校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建设、学科建设需进一步优化

和提升，研究生的联合培养覆盖面需进一步扩大，科学研究领

域要进一步加深，技术成果在我国的转化效果应继续加强，为

区域发展的战略决策和咨询等方面要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中长期发展目标

在中俄政府加强能源合作的背景下，依托沈阳化工的大学

化工优势学科群，整合多学科力量，以中俄高校科技与教育合

作为主要研究方向，汇集校内外、国内外优秀人才，加大培养

相关人才的力度，对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加大支持力度，对俄

罗斯特别是远东、西伯利亚、乌拉尔一带的相关高校和产业加

大研究力度。把研究中心建成国家俄罗斯研究领域的重要咨询

机构与特色智库、高水平中俄高校科技与教育合作领域学术研

究中心和国际科研合作基地。

1、知名研究平台：聚集校内外、国内外优秀人才，以创新

视角、机制和方法研究中俄高校科技与教育合作的科学路径、

战略、政策问题，全力建设成为国内俄罗斯研究领域知名的国

别区域研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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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色智库：组织撰写中俄高校科技与教育合作领域研究

报告，每年提交一批高质量的专家建议、专题咨询报告，为中

央、教育部、辽宁省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咨询建议。

3、人才培养高地：以“113”人才培养计划为基础，结合

俄罗斯教学特色，选择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与俄罗斯伊尔库

茨克国立理工大学开展中俄合作办学项目，联合培养国际化复

合型能源与动力工程领域人才。建立一支高水平、结构合理的

科技与教育合作研究团队，逐渐把科研项目研究与新课程的开

发紧密结合，促进最新研究成果向教学层面转化，在更新教学

内容和提高教学水平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4、中俄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推进中俄高校及研究机

构在科技与教育合作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开展国内外科研项目

合作，举办学术论坛和研讨会，积极组织科研机构或团体研讨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全国俄罗斯研究领域科技与教育合

作方向学术交流与研究基地。

四、主要任务

1、基础研究主要任务

根据中心的总体目标和自身特点，着眼于中心的长远发展

与可持续发展，始终发挥中心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发展方向上的

指引作用，紧密围绕中心的研究方向，始终站在学科发展前沿，

立足于我国国情、省情，在一带一路建设上致力于中国和俄罗

斯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学校在俄罗斯的三个合作地区，

多个研究所和高校保持长期稳定的交流。立足我校高等教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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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体系建设，借鉴俄罗斯相应成功经验，构建适应我校可持续

发展的课程体系，规划实施逐年深入逐年增加的本科生研究生

培养数量，在区域科技文化、科技与教育合作等建设上取得新

进展，在地缘政治、共同抵制两国科技安全方面取得一批成果，

中心的集成成果将通过调研报告方式向各级政府上呈，也可通

过政协、人大以提案方式上呈，为政府提供咨询服务。

2、应用研究任务

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组建国际合作研发团队，在石油、

化工、天然气、精细化学品等方面形成一批新技术。积极与企

业进行合作开展横向课题的研究，为我国企业提供技术服务；

积极参与国家、辽宁省各级政府决策咨询服务，承担政府部门

各类调研、数据分析与处理等课题研究，为政府部门制定各类

政策制度提供决策依据，极大地发挥中心的应用研究与社会服

务功能。注重创新科技成果的转化，为高校与地方企业的协同

创新合作提供一个高效的服务平台，充分发挥社会效益。

3、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任务

全面规划能动、化学、化学工程与技术、材料化学等学科

领域的发展目标，通过本科生、研究生课程体系的创新，吸纳

俄罗斯先进经验，通过联合培养学生。依托中心让研究生、本

科生们广泛地参与中心项目的研究，依托中心软硬件设施开展

研究生、本科生创新实践教学，开阔学生视野，掌握学科前沿，

培养一批优秀的专业技术人才，促进学科研究与教育教学相结

合，形成拔尖人才培养模式与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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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障措施

1、组织保障。中心独立设置为与院系平行的科研实体机构，

自主安排科研工作、聘任专兼职人员、制定内部分配制度，经

费实行独立核算。中心成立独立的学术委员会作为学术研究指

导机构，负责指导和审议中心的学术研究方向和中长期建设规

划。中心实行主任负责管理模式。中心主任全面负责中心的运

行、管理和建设工作，实行中心人、才、物统一管理与调配，

达到高度资源共享，中心聘任 2 名执行副主任，2 名学术秘书，

5 名骨干成员协助主任处理日常管理工作。

2、制度与经费保障。按照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建

设指引（试行）》的要求，按照沈阳化工大学《关于沈阳化工

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和沈阳化工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成立的指导

意见》，参照沈阳化工大学科研与教学管理的相关制度，学校

在学科和专业建设、职称评聘、岗位分类管理等方面给予明确

的扶持政策，并鼓励做好长期研究积累；学校将提供办公用房，

配备必要的设备设施、图书资料和电子载体信息资源，并将研

究中心经费纳入学校预算管理，确保经费支持。

3、内涵建设保障。围绕激发科研活力、创新运行机制，整

合优质资源，形成监督指导有力、管理科学规范、组织运行高

效的科研管理机制。健全以问题为导向、项目为纽带、内外联

合的科研组织和团队。完善以体现知识价值增加为导向的科研

奖励办法，营造既有效促进协同攻关，又充分发挥个人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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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研氛围，加强中心内外合作、学科交叉和融合，打造中心

主要研究方向稳定高效的研究队伍。

4、创新团队建设保障。把握中心各项目研究团队的知识结

构、年龄结构、学缘结构，通过科研研究汇聚，引进和培养相

结合建设学术科研创新团队。从凸显“区域、水平、应用、跨

学科”要素等方面，努力打造一支团队效应突出、攻关能力较

强的优势学科创新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