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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服务国家战略和外交大局，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教育部2017年2月下发了《教育部办公厅

关于做好2017年度国别和区域研究有关工作的通知》，渤海大学东北亚走廊研究院在前期已经开展工作

的基础上，结合国家发展战略和学校学科特色，进一步整合国内外学术资源，凝练学术方向，突出国别

与地域特色，发挥人才优势，组织申报了“东北亚走廊与丝绸之路研究中心”。2017年6月13日，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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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了2017年度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备案名单，“东北亚走廊与丝绸之路研究中心”成功入选，备案名

称为“东北亚研究中心”，是教育部在我校设置的首家国别区域研究机构。目前已汇聚校内外相关学科

科研人员45人，形成了一支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学缘结构合理，研究能力较强的科研队伍。

东北亚研究中心以学术研究-大众传播-服务社会为宗旨，以贯穿于东北亚区域内的民族-文化-经贸走

廊为视角，从东北亚视野研究东北地区的历史演进、边疆形成、民族交流、文化现象、社会变革、国际

政治与国际关系等进行全方位研究，整合诸多学科如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旅游

学、文学、社会学、哲学、地理学、生态环境等诸多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相关学科联合，凝聚研究

力量与学术资源，进行跨学科、跨地域协同创新。本中心倡导打破学科、单位、区域界限和“单兵作

战”的科研状态，进行跨区域、跨领域合作与多学科、多角度、立体交叉研究，推动相关学科的发展，

进而加强学科建设。

目前中心已与东北亚地区的韩国、俄罗斯、日本等国以及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辽宁省博物馆、辽

宁省民族宗教研究中心、中山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吉林省民族宗教研究中心、通化师

范学院高句丽研究院、黑龙江大学黑龙江流域文明中心、佳木斯大学赫哲族历史文化研究所等国内外十

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学术合作关系。中心下设一个基地：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博士后流动站科研

基地。两个特色中心：历史文化影视传播中心、东北文献信息中心。八个研究院所：即东北民族与社会

发展研究所、东北亚走廊旅游开发研究所、东北亚海洋问题研究所、东北亚国际关系研究所、东北亚区

域经济合作研究所、东北生态环境与生态文明研究所、东北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东北近现代社会

变迁研究所。本中心实体化建设稳步推进。

本中心获批以来，中心成员先后获批国家社科基金各类项目7项，其中重点项目1项；教育部各类项目

3项；省级各类项目20余项。中心成员在人民出版社、三联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学术专著10

余部，发表CSSCI论文20余篇。其中部分成果被人大复印资料、社会科学报等转载和报道，部分成果获得

省、市级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励。

东北亚研究中心目前已经完成两项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专项课题的研究。在咨政服务、学科建

设、专业建设、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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