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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活动简介	

全球中国对话系列

动荡的世界

如今世界在和平和发展的道路上正在面临许多风险和挑战。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不断变
化，力量的均势也正在发生深刻变革。

全球所有的国家，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不得不适应不断改变的国际和社
会环境，然而，由于文化、宗教以及社会转型某些国家现代化的进程被打断了，由此带来的
冲突和矛盾导致了全球混乱。

同时，技术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对不同国家和群体的思维模式、行为、互动以及道德原则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发展也不断地挑善治的观念，包括在全球化时代中的政府作用以及
非政府组织的参与。

世界已发生了无数的变化和挑战：数码技术、移动通信以及互联网的普及、文化同质化
与多样化的共存、种族和宗教冲突、巨型跨国公司与国家主权之间的碰撞、科学创新所带来
的社会规范的变化、地区经济对国家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气候变化的制约以及新
能源的发现和应用。文化多样性和超文化主义已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面对如此挑战，国家领导人设计反映现状和长期目标的发展战略。商界领导人和企业家
也将大量资源投入到学习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力。专家和学者关注那些悄
然产生巨大影响的全球治理文化元素的效率，探究文化和意识形态如何提高全球和社会治
理。

这些努力和举措目标是一致的：即在全球治理条件下深入了解人类共同体的知识体系，
发展出一种超越任何单一文化、国家或民族的‘全球文化空间’。因此，中国、欧洲和全世界的
发展与治理逐渐成为全世界学者的核心研究主题之一。

变化世界中的中国

中国和中国人正在为构建新的世界秩序和型塑全球社会做出重要的贡献。中国在关心哪
些全球性的重要问题？中国对全球问题的思考和行为方式是怎么？

在过去的近30年，中国实行了“走出去”战略，	 鼓励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该政策不仅仅
涉及到经济，还涉及到金融、语言、文化、科学、技术、社科、出版业以及媒体，并根据相
关规定建立了亚投行。

近年来，习近平主席访问了近50个国家，推动他所倡导的“一带一路”的区域发展战略与
中国的治国理政模型。他在2015年对英国做国事访问时说道，“随着中国实力上升，我们将逐
步承担更多力所能及的责任，努力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的智慧和力
量。”

全球中国对话系列

全球中国对话（GCD）系列关注这些问题是为了从跨学科和比较的视野，通过华人和非
华人学者、专家、专业人士、从业者以及感兴趣的非专业人员的公共对话与讨论，提高公众
对当前全球事务和共同感兴趣的话题的理解。

我们提供一个平台，供中国人和非中国人通过对话的方式探讨这些问题所带来的话题，
如发展、教育、经济、移民、家庭、环境、公共卫生、人类安全以及全球治理。		

全球中国对话（GCD）系列关注这些问题是为了从跨学科和比较的视野，通过华人和非
华人学者、专家、专业人士、从业者以及感兴趣的非专业人员的公共对话与讨论，提高公众
对当前全球事务和共同感兴趣的话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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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中国对话还在发展“文明的对话”的规则，鼓励双方彼此相互倾听、理解文化差异、
尊重地方习俗、接受不同的观点、承认人类的共同命运。这些规则尤其探讨由各国政府、国
际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以及公民为主题的新型的全球治理模式，共建一个和谐、以
共生为基础的全球共同体。

这项系列活动是一个持续进行的社会创造性活动，它把中国与西方的学者和意见领袖聚
在一起，探讨超文化与文化生成性，参与型塑超越单一文化、国家、民族的“全球文化空间”，	
共建一个和谐、以共生为基础的人类共同体。

由于第二届全球中国对话被列为由中英两国政府主导的2015中英文化交流年中唯一的采
用全球和社会科学视野的活动。第二届全球中国对话的主题为“超文化与新型全球治理”。英
国伦敦国王学院凯瑞·布朗（Kerry Brown）教授，在英国学术院做主旨演讲时强调了第二届全
球中国对话的重要性。前两届全球中国对话的文集将由全球中国出版社（伦敦）和新世界出
版（北京）社于2016年6月联合出版。

全球中国对话系列将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	 的框架下，遵循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通过创造性才智保卫和平、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之使命，计划未来几年的活动，主题如
下：

•	 2016年第三届全球中国对话：可持续性与全球气候治理
•	 2017年第四届全球中国对话：为了共同目标的超文化合作
•	 2018年第五届全球中国对话：全球正义的治理
•	 2019年第六届全球中国对话：世界和平的治理
•	 2020年第七届全球中国对话：全球治理的改革

第三届全球中国对话

第三届全球中国对话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

第三届全球中国对话：可持续性与全球气候治理，2016年12月2日星期五在英国学术院举
办。将有四个版块，强调关于全球气候变化并如何处理它的当前辩论的理论和方法。版块分
别对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产能问题；从治理角度回顾2015年巴黎协议；介绍基于语
料库的关于气候变化的话语研究案例;	 检查中国绿色革命中的可持续性；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的问题。总之，它们将中国关于处理气候变化研究和思想与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联
系起来，为人类共同努力做出贡献，应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所面临的的威胁。各版块提要
如下：:	

版块一  从治理角度上回顾巴黎协议 

从哥本哈根到巴黎，中国在塑造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同其他国家协商和参与有约束力
的气候协议，都采取了更主动的行动。习近平主席上任之后，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在外交政策
方面上开始采取新的积极态度，取得了目前的成绩。在这种背景下，审视目前中国为应对全
球气候变化作出的贡献很有意义。

版块二  基于语料库的气候变化话语研究 

语料库语言学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语言的新方法。近几十年来，语料库方法被广泛
用于语言学诸多方面的研究。含有大量真实语言文本的语料库有助于我们对某种语言中的真
实运用型式进行广泛实证研究。基于语料库语言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显然，作为实证数据
来源的语料库，与WordSmith Tools、AntCon、GRAPHCOLL等(半)自动计算工具结合起来，
能够运用于和语言相关的许多不同研究领域。近年来，学者们越来越关注语料库研究在各种
学科的应用。兰卡斯特大学的CASS中心是一个优秀代表，它致力于开创新的语言研究方法，
让我们透过语言来洞察社会。几位学者将在这一版块介绍基于语料库的关于气候变化及相关
话题的话语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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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块三  中国绿色革命中的可持续性

从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经济改革到绿色发展，习近平主席与新
一代领导人已创造了关于获得可持续平衡的发展许多新的话语。这表明中国领导想要开始实
行新的发展规划纲要并重塑经济和社会政策，以便把在全球舞台上所做出的承诺变成在国内
的行动。此外，为了中国走上正确的轨道，中国需要这样的绿色革命，	 同时探讨在这条道路
上存在哪些困难？

版块四  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 

联合国大会2015年9月25日决议使会员国承担他们通过的到2030年前改变世界的17个可持
续发展目标和169个指标。过去的千年发展目标的经验是否表示能够持续达成如此雄心勃勃
的计划？一路上可能有哪些可能的障碍，如战争和经济冲击，此外需要与他方，特别是与公
司和民间社会，建立怎样的合作关系？在当前全球机构中，如G7和G20会议，还在地区条约
中，如东南亚国家联盟，可持续发展目标会促进何种发展？中国的“一带一路”的政策是否会
有助于其成功？

第二部分

晚上交流聚会，2016年12月2日星期五在英国国会下议院举办。本次活动仅限于受邀请者。

第三部分

中国社科语料库研究（CACSS）工作坊，将于2016年12月3日在伦敦大学学院举办。这次
活动既是第三届全球对话的第二个版块的延伸，也是一次公开的学术活动，为参会者和其他
的对该话题感兴趣者提供的专题学术交流的平台。

随着跨学科意识的提高，语言学方法，如基于语料库的话语，已应用在社会学、人类
学、民族学、文化研究、心理学、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等等。在过去十年来，在定量和定
性分析之外，中国社会科学家在寻找新的方法来分析大规模文本。比如，复旦大学当代中国
社会生活资料研究中心已收集了从1949年起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一组独特的数据，包括三
十多万私人书信、一千多件个人笔记本、日记、关于私人生活巨量的信息，以及大量采访笔
记、专著。荷兰博睿（Brill）出版公司己经与中国复旦大学签约出版其中30卷资料集。这些
珍贵的资料无疑可作为语言佐证，成为相关学科研究的默认资料，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社会
秩序的建构和人与人之间深层关系的结构。受兰卡斯特大学英国社会科学语料库研究中心的
启发，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联合该中心、复旦大学当代社会生活资料研究中心以及浙江传媒
学院话语以及传播研究中心一起，开发中国社会科学语料库研究项目。本次工作坊将展示相
关的信息和研究情况并与感兴趣者就相关议题进一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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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组织架构

全球中国对话系列是由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Global	 China	 Institute；公益组织注册
号：1154640；英国社会科学院成员单位）、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英国威斯敏斯特
大学中国传媒中心和全球青年企业家协会（YES	Global）联合主办。

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通过中国与世界的比较性的对话来履行其为所有人谋福利的使命。
通过其出版物、《中国比较研究》、丛书、全球中国对话系列，全球中国比对话系列旨在提
供平台使中国和西方思想家一起讨论与研究，生成共享的成果，以创造有益于全人类的世
界。该活动由学术界、政府、国际组织以及学术非政府组织联合主办，展示出他们在全球问
题和治理上的超文化实践。

全球中国对话系列得到了参与该活动所有支持单位和赞助单位的大力支持。

主办单位

•	 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	
•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
•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
•	 全球青年企业家协会

组委会

主席 

•	 常向群教授，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会长(英国)	;	伦敦大学学院荣誉教授
•	 凯瑞·布朗教授，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	 戴雨果教授，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主任

秘书长	郝斐先生,全球青年企业家协会会长;	英国签证及国际教育集团总裁

成员  （按姓氏拼音顺序）

•	 马丁·阿尔布劳教授，英国社科院院士,英国社会学会名誉副主席
•	 冯东宁博士，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翻译中心	高级讲师		
•	 王斯福教授，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荣休教授	
•	 克里斯·汉森先生，英中了解协会	会员秘书长
•	 马丁·雅克教授，英国剑桥大学国际政治系高级研究员；中国清华大学客座教授
•	 李嵬教授，英国社科院院士；伦敦大学学院应用语言学中心主任
•	 托尼·麦肯勒里，英国经济社会研究委员会研究主任,	 	 英国社科语料库研究中心前主

任，兰卡斯特大学教授		
•	 张乐天教授，复旦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心和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主任，

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中方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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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单位（按拼音顺序）

•	 欧洲改革中心	
•	 伦敦大学学院应用语言研究中心
•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翻译研究中心
•	 法国中欧社会论坛	
•	 英国筷子俱乐部
•	 中国复旦大学当代社会生活资料研究中心	
•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社科语料库研究中心		
•	 《中国比较研究》
•	 全球中国出版社
•	 全球中国智库	
•	 伦敦中国研究社
•	 中国浙江传媒学院话语与传播研究中心
•	 中国复旦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心
•	 中国北京大学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	 英中了解协会
•	 英国汉学研究生学会
•	 中国武汉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
•	 中国武汉大学苏州研究院

赞助单位（按拼音顺序）

•	 英国常青图书有限公司
•	 英国汉学协会
•	 学无国界	(全球留学生跨境服务平台)
•	 MyOffer ®	(海外大学智能申请平台)
•	 中国上海天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英国教育签证中心
•	 英国消失世界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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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演讲、主持及评议嘉宾	
（按姓氏拼音顺序）

主旨演讲嘉宾

•	 安东尼·吉登斯勋爵教授，伦敦经济学院前校长和社会学荣休教授
•	 洪大用教授，社会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学会环境专业委员会会长

大会版块演讲、主持及评议嘉宾

•	 马丁·阿尔布劳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社会学会名誉副主席;	 威尔士大学荣
休教授	[版块四：主持及评议]

•	 麦克·贝茨勋爵，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国务大臣，英国上议院议员，原上议院副议长		
[闭幕式和招待会：发言]

•	 凯瑞·布朗教授，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开幕式和工作坊主持]
•	 曹青博士，英国杜伦大学高级讲师，现代语言与文化学院研究主任	[工作坊发言]
•	 常向群教授，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会长	(英国)	;	伦敦大学学院荣誉教授	[闭幕式主持；

工作坊发言及主持]
•	 陈彦博士，法国中欧社会论坛执行主席	[版块三发言]
•	 奥拉夫·科里教授，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政治系	[版块四发言]
•	 英格丽·克兰菲尔德女士，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理事会理事,	全球中国出版社社长；	

英国恩费尔德市前副市长	[闭幕发布新书及新书系列]
•	 卡门·戴雷尔博士，兰卡斯特大学社会科学语料库中心	高级研究员	[版块二发言]
•	 戴雨果教授，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主任	[招待会主持]
•	 罗伯特·福克纳教授，伦敦经济学院伦敦经济学达伦多夫项目联席主任；TRIUM 

Global EMBA项目学术主任	[版块一发言]
•	 查尔斯·格兰特先生，欧洲改革中心主任；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信托人	[版块一发言]
•	 顾曰国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多语种、多模态语料库与大数据中心

主任	[工作坊主旨发言]
•	 郝斐先生,	全球青年企业家协会会长;	英国签证及国际教育集团总裁	[招待会发言]
•	 罗教讲教授，中国武汉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秘书长	 [对话

闭幕式发言；工作坊闭幕式发言]
•	 托尼·麦肯勒里，英国经济社会研究委员会研究主任,英国社科语料库研究中心主任，

兰卡斯特大学教授		[版块二主持及评议；招待会发言；工作坊主旨发言]
•	 克斯廷·梅伊教授，威斯敏斯特大学副校长；媒体，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	 [招待会发

言]
•	 丹尼斯·帕姆林，瑞典咨询公司21世纪新前沿的创始人兼CEO	 [版块一：主持及评议，

版块三发言]
•	 杰弗里·普雷尔斯教授，比利时鲁汶大学全球研究院院长	[版块四发言]
•	 钱毓芳教授，中国浙江传媒学院话语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版块二发言；工作坊发言]
•	 迈克·斯科特博士，英国阿斯顿大学研究员;	 英国词法分析软件公司创始人	 [版块二和

工作坊发言]
•     达雅·屠苏教授,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国际传播学教授,	印度传媒中心联席主任	[闭幕词]
•	 王爱丽，黑龙江社科院副院长，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招待会发言]
•	 王芳博士，英国伯明翰大学研究人员	[版块二发言]
•	 项晓炜先生,中国驻英国使馆文化处公使衔参赞	[版块一发言]
•	 张乐天教授，复旦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心和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主任，

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中方会长	[版块三和工作坊发言]
•	 张悦悦博士,	英国肯特大学社会政策，社会学与社会研究学院副教授	[版块三主持与评

议，版块四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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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论题与安排

为期两天的第三届全球中国对话由三部分组成 .

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	12月2日白天在英国学术院举办第三届全球中国对话	—	可持续性与全球气候治
理活动，包括以下四个版块即论题：

•	 版块一	从治理角度上回顾巴黎协议
•	 版块二	基于语料库的气候变化话语研究
•	 版块三	中国绿色革命中的可持续性
•	 版块四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

第二部分

12月2日晚间在议会大厦下议院举办招待会	(仅凭邀请函)

第三部分

12月3日在伦敦国王学院举办语料库与中国社科研究（CACSS）工作坊，这是第三届全球
中国对话的第4个版块的延伸，也是一次相关的独立的活动。

安排

12月2日	星期五	第三届全球中国对话及招待会
8:30-17:00		 第三届全球中国对话	-	英国学术院	
08:30-09:00		 报到注册		
09:00-10:00		 开幕式	主旨演讲
10:00-11:10		 版块一	从全球治理看巴黎协议
11:10-11:30		 合影、茶歇																			
11:30-12:40		 版块二	基于语料库的气候变化话语研究
12:40-13:55		 午餐	
14:00-15:10		 版块三	中国绿色变革可持续研究
15:10-15:25		 茶歇		
15:25-16:35		 版块四	贯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16:35-17:00		 闭幕式
18:30-22:30		 招待会	-	议会大厦

12月3日	星期六	语料库与中国社科工作坊	
9:00-16:00		 语料库与中国社科工作坊	-	伦敦国王学院
9:00-9:30		 报到注册		
9:30-10:30		 开幕式：主旨演讲
10:30-10:50		 合影、茶歇
10:50-12:30		 中国当代社会生活资料介绍及其研发的讨论
12:30-13:40		 午餐
13:45-15:00		 语料库方法及其在中国传媒研究、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中的应用
15:00-15:30		 评议、提问&回应
15:30-16:00		 闭幕式



第三届全球中国对话手册，2016年12月2-3日
Global China Dialogue III Programme, 2-3 December 2016 

10

五 .		会议议程	

2016年12月2日星期五	第三届全球中国对话

8:30-9:00  注册　英国学术院

9:00-10:00  开幕式

主持:	凯瑞·布朗教授，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

主旨演讲	(每人25-30分钟):
•	 全球政治气候与自然气候的变化及其治理，安东尼·吉登斯勋爵教授，伦敦经济学院前院长

和荣休教授
•	 应对气候变化：中国的努力及其社会学意义,	 洪大用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中国社会学会环境专业委员会会长	

10:00-11:10  版块一 从全球治理看巴黎协议 

主持与评议:	丹尼斯·帕姆林，瑞典咨询公司21世纪新前沿的创始人兼CEO

发言（每人12-15分钟）:
•	 巴黎协定的执行对国际政策与中国的影响，罗伯特·福克纳教授，英国伦敦经济学院

达伦多夫项目联席主任；TRIUM Global EMBA项目学术主任
•	 英国脱欧对欧洲及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	 查尔斯·格兰特先生，欧洲改革中心主任；	

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信托人
•	 巴黎协议以来中国参与全球气侯治理情况,项晓炜先生,中国驻英国使馆文化处公使衔

参赞

评议，提问&回应

11:10-11:30		 合影、茶歇

11:30-12:40  版块二 基于语料库的气候变化话语研究

主持与评议:	 托尼·麦肯勒里，英国经济社会研究委员会研究主任,	 英国社科语料库研究中心前
主任，兰卡斯特大学教授

发言	(每人10分钟)：
•	 《人民日报》围绕低碳经济的话语建构，钱毓芳教授，中国浙江传媒学院话语与传播

研究中心主任
•	 气候变化：英国和巴西的新闻媒体围绕气候变化的话语，卡门·戴雷尔博士，兰卡斯

特大学社会科学语料库中心	高级研究员
•	 全球气候变化	—	基于《卫报》、《华盛顿邮报》和《人民日报》的语料库的话语分析，	

王芳博士，伯明翰大学英语系研究人员
•	 气候简报：四个国家关于气候变化的意见，迈克·斯科特博士，英国阿斯顿大学研究员;		

英国词法分析软件公司创始人

评议、提问&回应

12:40-13:55  午餐

14:00-15:10  版块三 中国绿色变革可持续研究		

主持与评议: 张悦悦博士, 英国肯特大学社会政策，社会学与社会研究学院副教授 

发言（每人12-15分钟）:



第三届全球中国对话: 可持续性与全球气候治理暨语料库与中国社科研究工作坊
GCD III: Sustainability and Global Governance for Climate Change and Corpus Approaches to Chinese Social Science 

11

• 中国的角度	 —	 2030年后以对全球治理合作方式为基础对全球可持续性、科学及新型
领导的视角，丹尼斯·帕姆林，瑞典咨询公司21世纪新前沿的创始人兼CEO

•	 国家-农民互动视角下的乡村环境问题	 —	 以浙北海宁市盐官镇为例，张乐天教授，	
复旦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心和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主任;	 全球中国比较
研究会中方会长

• 中欧社会论坛十年追寻：从社会创新到文明创新	—	以气候变化为例, 陈彦博士, 法国
中欧社会论坛主任

评议, 提问&回应

15:10-15:25  茶歇

15:25-16:35  版块四 贯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主持与评议:　马丁·阿尔布劳教授，英国社科院院士,英国社会学会名誉副主席

发言（每人12-15分钟）:
•	 全球的新型意义	 —	 环境运动与挑战塑造了21世纪早期的“全球”，杰弗里·普雷尔斯教

授，比利时鲁汶大学全球研究院院长	
•	 中国可持续性理念的社会吸收，张悦悦博士,	 英国肯特大学社会政策，社会学与社会

研究学院副教授
•	 全球政治中的社会多样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条件，奥拉夫·科里博士，丹麦哥

本哈根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评议,	提问与回应

16:35-17:00  闭幕式

主持:	常向群教授，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会长	(英国)	;	伦敦大学学院荣誉教授

发言 (每人5-6分钟)：
•	 达雅·屠苏教授,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国际传播学教授,	印度传媒中心联席主任
•	 罗教讲教授，中国武汉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秘书长

新书发布：

•	 英格丽·克兰菲尔德女士，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理事会理事,	 全球中国出版社社长；		
英国恩费尔德市前副市长

•	 麦克·贝茨勋爵，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国务大臣，英国上议院议员，原上议院副议长	

18:30-22:30  招待会 议会大厦

主持:	戴雨果教授，英国西敏寺大学中国传媒中心主任

嘉宾致词（每人3-5分钟）:	
•	 英国与国际发展，麦克·贝茨勋爵，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国务大臣，英国上议院议

员，原上议院副议长
•	 英国经济社会研究政策，托尼·麦肯勒里，英国社科语料库研究中心主任，兰卡斯特

大学教授;	英国经济社会研究委员会研究主任
•	 大学与公共参与，克斯廷·梅伊教授，威斯敏斯特大学副校长；媒体，艺术与设计学

院院长
•	 中国社会科学全球化，王爱丽，黑龙江社科院副院长，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
•	 企业社会责任与参与全球治理，郝斐先生,	全球青年企业家协会会长;	英国签证及国际

教育集团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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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星期六	中国社科语料库研究工作坊

9:00-9:30　 注册　伦敦国王学院

9:30-12:30  上午会议 

主持:	凯瑞·布朗教授，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9:30-10:30		 主旨演讲　
•	 英国社会科学语料库研究及其在中国的应用，托尼·麦肯勒里，英国经济社会研究委

员会研究主任,	英国社科语料库研究中心主任，兰卡斯特大学教授	
•	 中医诊断的方法，多模态数据融合与中医本体	 —	 案例研究，顾曰国教授，中国社会

科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多语种、多模态语料库与大数据中心主任

10:30-10:50		 合影、茶歇

10:50-12:30		 中国社会生活资料及其研发
•	 社会科学中语料库方法及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介绍，张乐天教授，中国复旦大学当

代社会生活资料研究中心主任；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中方会长
•	 评议、讨论、提问与回应

12:35-13:45  午餐

13:45-16:00 下午会议 

主持:	顾曰国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多语种、多模态语料库与大数据中心主任

13:45-15:30

发言(每人15分钟):
•	 WordSmith	 Tools	 7	语料库分析软件的应用,　迈克·斯科特博士，英国阿斯顿大学研究

员;	英国词法分析软件公司创始人
•	 媒体话语研究中语料库方法的运用，钱毓芳教授，中国浙江传媒学院话语与传播研究

中心主任
•	 基于语料库的晚清报刊研究，曹青博士，杜伦大学高级讲师，现代语言与文化学院研

究主任
•	 语料库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	 —	 以《关系抑或礼尚往来：江村的互惠社会支持网和社

会创造的研究》为例，常向群教授,	 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会长；伦敦大学学院荣誉教
授

评议、提问与回应

15:30-16:00  闭幕

闭幕式：

主持：常向群教授

发言：
•	 顾曰国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多语种、多模态语料库与大数据中心

主任
•	 钱毓芳教授，中国浙江传媒学院话语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	 罗教讲教授，中国武汉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秘书长



第三届全球中国对话: 可持续性与全球气候治理暨语料库与中国社科研究工作坊
GCD III: Sustainability and Global Governance for Climate Change and Corpus Approaches to Chinese Social Science 

13

六 .		嘉宾简介与内容提要	
(按出场先后顺序)

12月2日星期五 第三届全球中国对话

开幕式

主持:	凯瑞·布朗
凯瑞·布朗教授，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教授，中国研究院院长;	查
塔姆研究所亚洲项目高级院士及欧洲中国研究与咨询网络（ECRAN）
主任。出版关于现代中国政治、历史和语言的专著10多部，最近的包
括：《新的皇帝	—	中国的权力与太子党》（The New Emperors: Power 
and the Princelings in China，2014年）、《外交有什么毛病？—	以英国
与中国为例》（What’s Wrong with Diplomacy: The Case of the UK and 
China，2015年）及	《伯克郡中华传记字典》（Berkshire Dictionary of 
Chinese Biography，	4卷，	2014-2015年）。《中国之总裁	—	习近平》
(China’s CEO: Xi Jinping) 将出版于2016年。

贡献:
•	 全球中国对话系列组委会联席主席	
•	 第三届全球中国对话开幕式主持		
•	 语料库与中国社科研究工作坊上午会议主持			

主旨演讲嘉宾: 安东尼·吉登斯、洪大用

安东尼·吉登斯勋爵教授，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伦敦经济学院前校长和
社会学荣休教授，也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终身院士。吉登斯勋爵对
政治起了深刻影响。亚洲、拉丁美国及澳大利亚领袖人征询过其意
见。出版了大量专著，包括：《动荡与强大之洲—欧洲有什么未来》
（Turbulent and Mighty Continent: What Future for Europe，	2014年）、
《为社会学辩护》（In Defence of Sociology，	2013年）、《气候变化之
政治》（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2011年）、《全球时代中的欧
洲》（Europe In the Global Age，2007年）、《新型平等主义》（The 
New Egalitarianism，2005年）、《第三条道路以及其批评人》（The 

Third Way and Its Critics，2000年）、《失控世界	—	 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生活》（Runaway 
World: How Globaliz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1999年）、《政治学、社会学、社会理论	—	
与经典和当代社会思想的相遇》（Politics, Sociology and Social Theory: Encounters with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Thought，	1995年）。他的几本书已翻译成40多语言	。

议题: 气候变化在当下全球政治局势中的挑战

洪大用教授，社会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兼人口与社会学院院
长；中国社会学会环境专业委员会会长。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学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社会学会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会
长、北京市社会学会副会长。《社会建设》期刊主编。主要从事社会发
展与社会政策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出版专著《生态现代化与文明转型》
（2014）、《环境友好的社会基础》（2012）、《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救
助》（2004）、《社会变迁与环境问题》（2001）等多部，在国内外学
术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	。

议题: 应对气候变化：中国的努力及其社会学意义

提要: 人为原因导致的气候变化已经被大多数科学家确认为一种客观事实。但是，不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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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不同人群，对于气候变化的认知并不均衡。中国政府确认气候变化的
客观性，并为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加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制
定并实施了具有约束性的政策，在一些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特别是，中国政府提出并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这是将环境与发展整合起来的，全面的、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由于国际国
内环境影响、能力不足以及统筹协调的实际困难等方面的原因，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努
力也面临着一些重要挑战。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提示社会学家关注中国现代化转
型的环境约束，特别是关注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实践的社会复杂性，并基于社会学的视角，为
改进气候政策的设计和绩效作出应有的贡献。

版块一 从全球治理看巴黎协议 

主持与评议: 丹尼斯·帕姆林,瑞典咨询公司21世纪新前沿的创始人兼CEO。

演讲者: 罗伯特·福克纳、查尔斯·格兰特、项晓炜

罗伯特·福克纳教授，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副教授，达伦多夫项目
联席主任；TRIUM Global EMBA项目学术主任，伦敦经济学院格兰瑟姆
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及设在伦敦智库的查塔姆研究所。发表了关于全
球环境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的大量文章，包括《全球气候与环境政策之
手册》（The Handbook of Global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Policy，2016
年）和《国际环境政治中的商业力量与冲突》（Business Power and 
Conflict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2008年）。其研究曾获过
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ESRC）、欧盟委员会、麦克阿瑟基金会、开放

社会研究所及洛克菲勒基金会等机构的拨款。取得德国慕尼黑大学经济学与政治学学位，获
英国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国际关系博士学位。2006-07年为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

议题：巴黎协定的执行对国际政策与中国的影响

提要：2015年巴黎协议以承认国内政治在气候变化中的重要性并允许各个国家自己应对气候
变化的雄心水平，在国际气候政策上提出了新的意见。巴黎协议创造了能在国际上比较并回
顾的自愿承诺的框架，其希望就是能够通过“点名羞辱”的过程中增长全球雄心。以绕开分布
冲突，巴黎协议能够取消国际气候合作的最大障碍之一。它承认了不能迫切主要大国做巨大
减排。然而，它并不使减灾措施遵循由底向上的逻辑，而它将国家承诺嵌入在气候国际气候
问责制度中，因此它会提供更加持久国家合作的机会。然而，还完全不清楚实际上这个条约
是否能够应对全球经济脱碳的紧张需要。这就有赖于中国、美国等主要排放者的政策发展。
本演讲评述巴黎协议对中国和国际的未来气候政策的影响。

查尔斯·格兰特先生，欧洲改革中心主任；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信托人。曾
为《经济学人》编辑（1986-1998年），英国文化委员会的主任和信托人
(2002-2008)。他曾出版过多本著作，其中包括《怎样建设一个现代的欧
盟》（2013）、《俄罗斯、中国和全球治理》（2012）、《德洛尔：雅克
建的房子里》（1994）。他曾获得法国国家秩序骑士勋章（2004），“圣
米迦勒和圣乔治同伴”奖章为奖励他对欧洲及更广泛的国际政策制定的贡
献	(2013)，以及意大利政府授予的“意大利之星奖牌”	荣誉勋章(2015)。

贡献: 
•	 全球中国对话系列组委会成员	
•	 第三届全球中国对话版块一发言

议题: 英国脱欧对全球及对巴黎协议实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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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晓炜先生,	 中国驻英使馆文化处公使衔参赞。	 1981年毕业于重庆外国语学
校，以重庆市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研究生。曾任中国文化部对外
文化联络局局长助理、副局长。从1988年至今，在美国、加拿大、马耳他等
国从事外交工作，2012年起在中国驻英使馆文化处工作	。		

议题: 巴黎协议以来中国参与全球气侯治理情况

版块二 关于气候治理的语料库话语研究

主持与评议: 托尼·麦肯勒里

托尼·麦肯勒里 (Tony McEnery) 教授，英国社科院院士，皇家艺术学院院
士，英国经济社会研究委员会研究主任,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语料库与社会科
学研究中心前主任。他是语料库语言学的领军人物。发表了大量有关语言和
社会生活方面的论文与专著，同时还在网络和纸质媒体上发表文章。他最近
的新书有：《话语分析与媒体态度》（贝克、伽布里拉托斯和麦肯勒里	
2013）、《语料库与话语研究：话语与语料库的结合》（贝克和麦肯勒里主
编，2015）。

贡献: 
•	 全球中国对话系列组委会成员	
•	 第三届全球中国对话版块二主持与评议
•	 招待会致辞
•	 语料库与中国社科研究工作坊主旨发言			

招待会议题: 英国经济社会研究委员会的研究政策介绍	

工作坊主旨发言议题: 英国语料库与社科研究介绍及中国学者的参与

演讲者: 钱毓芳、王芳、卡门·戴雷尔、迈克·斯科特

钱毓芳教授，博士，浙江传媒学院话语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话
语研究、语料库语言学。在	 Oxford: Peter Lang	 出版的著作《Discursive 
constructions around terrorism in the People’s Daily and The Sun before and after 
9.11》。获第六届教育部高校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近年来在《外语教学与
研究》、Corpora	 等国内外知名期刊发表论文近20篇，已主持完成教育部课
题1项，参与完成国家级课题1项、省部级课题1项、英国国家课题1项。现正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语料库的中西政治话语比较研究”、国家社科基
金艺术学重大招标项目子课题“比较视域下中国梦影视话语体系研究”。

贡献: 

•	 第三届全球中国对话版块二召集人
•	 语料库与中国社科研究工作坊召集人			
•	 第三届全球中国对话版块二发言
•	 语料库与中国社科研究工作坊发言		

议题:《人民日报》对于低碳经济的话语建构

提要: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21世纪初出现了低碳经济这一新的经济模式，许多学科对此
进行了研究，但鲜有从话语的视角。本研究从话语研究的视角，运用语料库方法对2001年至
2015年间《人民日报》关于低碳经济的报道进行了深度考察，旨在分析15年间《人民日报》
围绕低碳经济的话语建构以及其与社会变迁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低碳话语渗透到社会的
方方面面，引导着社会变革。低碳话语和社会互动在应对气候变化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人民日报》的低碳议程设置有效地传递了政府发声音。为形成公众的低碳意识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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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芳博士，伯明翰大学英语系研究人员。她的研究兴趣包括批判话语分析、
语料库语言学、社会建构、社会语言学。她目前的研究主要有：媒体关于气
候变化的话语研究、中英报刊关于精神抑郁的社会建构、媒体抗抑郁药物促
销的话语。她的研究旨在展示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在社会研究中的作用，	
以及帮助人们对话语与社会现实相互关系的理解。

议题：全球气候变化	 —	 基于《卫报》、《华盛顿邮报》和《人民日报》的
语料库的话语分析

提要：这项研究旨在探究全球变暖的话语意义在三个不同的话语范围内：英国《卫报》，美
国《华盛顿邮报》和中国《人民日报》有何不同的呈现。本研究所使用的大型历时语料库覆
盖了从1984年到2015年三种报纸中包含全球变暖的文章；同时，为进一步有效探讨全球变暖
的话语意义在近30年中所经历的发展，英国，美国和中国的子语料库依据所含文章的显著频
数变化被分别切分为不同的时间段。研究发现英国《卫报》始终把全球变暖构建为不可争
辩的事实，而《华盛顿邮报》在不同阶段对此持怀疑态度；中国《人民日报》则在肯定全球
变暖存在的前提下强调中国在解决此问题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在最近的几年中，《华盛顿邮
报》逐渐趋于认同全球变暖事实的存在，《卫报》则把重点放在解决问题的讨论上；中国	
《人民日报》近年来突出表示中国将积极利用新能源和新科技以对解决全球变暖问题做出积
极贡献，并强调国际合作的重要性。此项研究证明了在进行话语分析揭示话语目标意义的过
程中，语料库起到了关键作用。

卡门·戴雷尔博士，兰卡斯特大学语料库与社会科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语
料库研究专家。她最近的研究项目运用语料库和话语研究结合的方法考察报
刊所关注的问题，如气候变化、极端气候事件、城市暴动、宗教、移民等，
揭示社会和新闻媒体的互动关系。

议题：气候变化：英国和巴西的新闻媒体围绕气候变化的话语

提要：本研究揭示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社会和媒体的互动关系。我们对这两个经济体进行了大
规模的话语比较研究：一个是深信气候变化现象存在（巴西），而另一个却持怀疑态度（英
国）。我们的目的在于观察媒体在形成公众态度过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通过结合批判话
语和语料库的方法，我们考察了2003年至2013年气候变化如何被英国和巴西的新闻建构。
数据包括主流巴西报刊19268篇共计10,009,000字，85925篇英国主流报刊文章共计61,800,000
字。本发言将报告两国媒体有关气候变化主题报道的主要内容。

迈克·斯科特博士，英国阿斯顿大学研究员;	 英国词法分析软件公司创始人。
曾在巴西和墨西哥教授语言，随后在利物浦大学和阿斯顿大学从事应用语言
学教学与研究。在此期间，由于对计算机编程的兴趣，编成了语料库词汇分
析软件。他曾经发表了许多ESP方面的文章与书籍，但他现在以他的语料库
分析软件WordSmith Tools著称。该软件第一版1996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直在更新发展，现在已经是第20个年头了	。

贡献: 
•	 第三届全球中国对话版块二发言
•	 语料库与中国社科研究工作坊发言		

议题: 气候简报：四国关于气候变化的观点分析

提要: 本文将在2014年格伦德曼&史葛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关于气
候变化语料库进行分析。我们将数据更新到2015年。数据来源于Nexis新闻数据库中各国有关
应对气候变化的话题。通过命名实体识别分析各国关键性人物的作用、热议问题和主题，以
及这些问题和主题在21世纪各不同时期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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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块三 中国绿色变革可持续研究  

主持与评议: 张悦悦博士,英国肯特大学社会政策，社会学与社会研究学院副教授。

演讲者：丹尼斯·帕姆林、张乐天、陈彦

丹尼斯·帕姆林先生，瑞典咨询公司21世纪新前沿的创始人兼CEO。其主要
技巧是在可持续性领域上作为战略经济、技术及创新顾问与公司、政府和
民间组织合作。其背景是工程、工业经济和经销。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高
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印度工业
联合会可持续发展中心顾问。当今的工作包括建立全球风险和机会的指
标、开展推动能够达成变个性解决方法的群集的网络平台、探讨我们“数字
双胞胎“的影响以及开展使公共采购支持可持续解决方法的工具。帕姆林还
在为公司、组织及城市开展工具，帮它们测量并报告其积极的影响，关注

气候、水、卫生及贫穷。

贡献：
•	 第三届全球中国对话版块一主持贡献与评议
•	 第三届全球中国对话版块三发言

议题: 中国的角度	 —	 2030年后以对全球治理合作方式为基础对全球可持续性、科学及新型领
导的视角

提要: 我们需要可持续发展目标后的视角，以确认长期可持续性并减少灾难风险。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时间范围是2030年，这就是14年以后。我们今天所建立并创造的大多基础建设与活
动会持续多年几十年。因此，我们应该采取措施，来确认可持续发展目标不在损害长期可持
续目标，也不在导致更大的问题。可持续发展目标之所以特别有意思，是因为两个原因。首
先，很多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世界正在关注的目标之间存在脱节。其次，有很多全球挑战没被
包括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但它们已非常重要，而2030年以后它们也更重要（如数字隐私、
监视、纳米技术、合成生物学）。再说，根据风险评估，小行星撞击地球、全球流行病、网
上犯罪等全球挑战今天就需要行动。以上问题的解决方法包括科学方式，像中国今天接近发
展一样。此外，我们应该超过今天的国际竞争，而创造新型、基于全球合作的机构，像中国
和平发展议程一样。

张乐天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导，	 复旦大学社
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		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主
任	 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中方会长。主要代表作：《告别理想	 —	 人民公社	
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当代中国农民的脚印（八卷本）
》，复旦大学出版社 2 0 1 7年出版。数据库：《张乐天联民村数据	
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出版。研究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
项目《当代苏浙赣黔农村基层档案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出版》首席专家。

贡献：
•	 全球中国对话系列组委会成员
•	 第三届全球中国对话版块三发言
•	 语料库与中国社科研究工作坊发言		

议题：国家-农民互动视角下的乡村环境问题	—	以浙北海宁市盐官镇为例

提要:	 本文以浙北海宁盐官地区为例，考察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乡村的环境问题。本文认为，
前改革时期的乡村环境问题与人民公社制度密切相关，国家与农民在互动中造成了“半公用地
悲剧”。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农民单纯追求经济发展的行为导致了更严重的乡村环境问题。
近10年来，海宁地方政府的努力使人们看到了改善乡村环境的希望，但美丽乡村建设的任务
依然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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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彦博士，法国巴黎索邦大学历史学博士，“中欧社会论坛”创始人，执行
主席。曾任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主任，法国政治与思想史研究中心客
座研究员。曾执教于法国里昂第三大学、巴黎东方语言文明学院、巴黎第
七大学。法国L’Aube出版社《Penser avec la Chine》（同中国一起思考）
丛书，北京三联书店《法国当代思想新论》丛书主编。2005年获评《南风
窗》“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近著：《气候变化与绿色转型》（主
编，2015），《城镇化：中国与欧洲》（主编2013），《民主与乌托邦》
（2013），《认同与全球化—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悖论》（主编），《中国

的觉醒—改革以来中国思想演变进程》，《穿越中国当代思想世界的旅程》（法文），译
著：汪德迈《新汉文化圈》。

议题：中欧社会论坛十年追寻：从社会创新到文明创新	—	以气候变化为例
提要：中欧社会论坛创始于2005年10月，由欧洲华人学会和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联合发起，
霍英东基金会与澳门基金会协助创立。论坛创始人包括法国前总理罗卡尔、欧共体创始人之
一贝尔图安、欧盟前驻世贸组织代表张万亭、中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等。论坛以欧洲联合缔
造和平历史进程为借鉴，力求通过组织中欧社会间多方位对话，在外交、通商、学术交流之
外，建立社会与社会、文化与文化之间理解与沟通的新渠道和新模式。

自2012年以来，鉴于对当今世界意义失落、和平因素稀缺的判断，中欧社会论坛认定应
对气候变化、推动中国与世界的绿色转型，不仅是人类应对气候失常和地球生态毁坏所必
须，也是使人类团结起来，走上和平逻辑的有效途径。自此，中欧社会论坛以气候问题为主
题发起大型对话，呼吁和推动制度变革，广泛吸纳各种合理诉求，呼唤创立通向未来的新的
治理模式。2014年12月，中欧社会论坛以“应对气候变化	反思发展模式	共建公民伦理”为主题
在法国巴黎及其他六个欧洲城市举办第四届大会。中欧双方共同起草的应对气候变化《共识
文本》历经一年的广泛讨论后，在此次会议上获得通过，这是历史上中欧民间组织达成的第
一个关于气候问题的共识文本。

2015年，全球第21届气候峰会就全球减排目标达成历史性协议，揭开了人类共同维护气
候系统的历史新页。2016年，以法国南特世界气候转机峰会为契机，中欧社会论坛联合中
国、欧洲多家社会、教育、公益和学术组织，发起创立《蓝湾国际生态文明大学》计划。这
一计划既是论坛寻找新的世界治理模式的具体落实，也是对人类文明创新的探求。以《生态
文明大学》为基地，以社会对话为手段，论坛呼吁人类超越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走向新的
生态文明，从根本上扭转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向地球无限索取的格局，建设人类同环境共生，
发展与持续同步的新型文明模式。

版块四 贯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主持与评议:　马丁·阿尔布劳

马丁·阿尔布劳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社会学协会荣誉副会
长。他是英国威尔士大学的荣休教授，德国波恩大学克特汉堡高等研究
院的高级研究员，并先后任慕尼黑大学、伦敦经济学院、纽约州立大学
石溪分校、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他因在社会与文化
全球化方面的开创性工作而闻名于世。1997年，其作品《全球化时代：
超越现代性的国家和社会》（1996年）获得欧洲阿马尔菲奖。其他著作
包括《官僚制》（1970年）、《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理论构建》（1990
年）、《组织有情感吗？》（1997年）、《社会学：基础知识》（1999
年）、《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与文化变迁随笔》（2014年）。			

贡献： 
•		 全球中国对话系列组委会成员
•	 第三届全球中国对话版块四召集人
•	 第三届全球中国对话版块四主持与评议

演讲者: 杰弗里·普雷尔斯、	张悦悦、奥拉夫·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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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里·普雷尔斯 教授，比利时鲁汶大学全球研究院院长。他当选第47届国
际社会学学会主席。与布雷诺·布林热尔一起主编网络期刊《开放运动：社
会运动的全球和公共社会学》，该期刊是和国际社会学学会一个合作项
目。他的研究兴趣包括社会运动、年轻人、食品运动、墨西哥的社会运
动。他出版过多本著作，其中包括《改变全球化：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参与
者》（2011）、《世界社会论坛和反全球化的挑战》（2007）、《消费批
判》（2011年）。	

议题: 全球的新型意义—	环境运动与挑战塑造了21世纪早期中的“全球”

提要:	 社会运动是全球变化的生产品，也是全球变化的生产者。从世纪开始起，全球的意义
和现实已经进行重大进化，而环境运动也参与了它。以借鉴广泛、多运动多行动者的实地调
查（当地食品运动、青年环境活动家、生长度减退、厄瓜多尔的“好生活”、非政府间国际组
织、欧洲和拉丁美政治生态知识分子），我对环境运动为制定并塑造“全球”作出贡献进行分
析。我关注了“全球”的三个互相连接的意义：

1）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社会运动对速度快全球化过程以后，现在环境运动将“全
球”与“再地化”并合起来，把“再地化”放在其实践、断言及备选社会项目的中心。

2）环境运动各个领域中的行动者对当地和全球挑战培养一种更加全面的方式。他们把气
候变化与社会和经济问题联系在一起，将日常生活消费与公民权与个人责任联合起
来，推动挑战发展一观念的“好生活”全面态度。

3）最终，这些行动者为从“全球化”到阿尔布劳（1996）所称为的“全球时代”的变迁。他
们促进关注全球时代两个主要特点的世界观、实践和认识论：人类上增加的互相依赖
与地球的限制。

研究这些行动者的实践、主张和意义为我们提供经验资料，来进一步了解今天的世界。本研
究也提出一些对社会科学主要挑战，这些挑战仍然深深扎根于现代项目、无限增长及永久扩
张中。

张悦悦博士,	英国肯特大学社会政策，社会学与社会研究学院副教授。她研
究关注科学不确定的跨国治理，尤其是中欧语境。以经验上考察非西方社
会的行为体如何利用全球风险一理念并这如何引起了社会干涉新型模型，
其关于生活科学及环境科学的研究为全世界社会理论作出贡献。她研究影
响到英国皇家学会、中国国家科学技术部、中国国家卫生部的制定政策。
她出版了学术专著2部：《科学之全世界化	 —	 中国的干细胞治理》（The 
Cosmopolitanization of Science: Stem Cell Governance in China，帕尔格雷夫
2012年）及《中国的绿色政治	 —	 环境治理与国家-社会关系》（Green 

Politics in China: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State-Society Relations，冥王出版社2013年）。
她当前是由ESRC资助的‘在中国统治科学责任’项目负责人。

贡献：
•	 第三届全球中国对话版块三主持与评议
•	 第三届全球中国对话版块四发言

议题：中国可持续性理念的社会吸收

提要: 为了适合地达成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不仅仅需要国家指令、机构演习及工业合作，
还取决于获胜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个人如何解释自己对资源的“公平”授权、他们将什么价值
观与消费选择联系在一起、他们如何权衡自己为美好社会作出贡献，对中国可持续未来都有
指数的影响，很少人对这会表示怀疑。然而，引导这些社会知觉并调动集体行为，不仅仅需
要自上而下指南或全国家教育。还需要同情公民关于环境和社会弱点的亲密经验的途径。以
借鉴来自中国环境运动和消费者导向的生态农业活动的研究结果，本演讲讨论中国社会对可
持续性以及其对达成政策目的影响理解力中潜在的全体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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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拉夫·科里教授，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曾是剑桥大学博士
后学者，当时他研究了风险及气候变化的政治社会学。在剑桥贾吉商学
院他参与了围绕着有关新兴技术彻底气候行动主义与风险战略。其研究
方向包括国际环境社会学、地球工程学的政治（“气候工程学”）、全球
治理及社会运动。他的出版物包括：《构成全齐政体	—	理论、话语与治
理》（Constructing a global polity: Theory, discourse and governance，	2013
年）、《构成全球政体》（Constructing a global polity，2006年）	。

议题:	全球政治中的社会多样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条件

提要: 可持续发展目标设定了全球问题的行动目标，而世界划分为不同的社会意味着“国际”的
问题并没有消失。然而，社会的多样性也是一个潜在的机会。可持续发展目标正在被定义、
被特指和测量，在全球政治施行情况下改变条件，有助于取长补短并融合全球政体，与强国
共生。

闭幕式

主持: 常向群

常向群教授，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会长，《中国比较研究》主编，全球
中国出版社总编，全球中国智库资深顾问。她也是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荣
誉教授,威斯敏斯特大学客座教授;	 中国北大、人大、复旦和中山等多所
大学客座或兼职教授、荣誉或特聘研究员。她在国内外参与和主持了20
多项研究课题，发表的中英文著述近100项，约200余万字，代表作为	
《关系抑或礼尚往来：江村的互惠社会支持网和社会创造的研究》
（2009–2010）。基于上述著作对中国一个村庄的详尽和详细的民族志研
究,以及长期的跟踪和广泛的比较研究,她研发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互
惠、互动、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的模型,借用并改造中国古典的和民间常

用的“礼尚往来”用法，正在锤炼出一个基于“礼仪资本”的具有普适价值的分析概念——“互
适”(recipropriety）。

贡献:
•	 全球中国对话系列组委会主席
•	 第三届全球中国对话闭幕式主持
•	 语料库与中国社科研究工作坊发言及主持		

议题: 语料库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	 —	 以《关系抑或礼尚往来：江村的互惠社会支持网和社会
创造的研究》为例	

演讲者: 达雅·屠苏、罗教讲、英格丽·克兰菲尔德、麦克·贝茨

达雅·屠苏教授，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国际传播学教授,	 印度传媒中心联
席主任。是英国一流的威斯敏斯特大学传媒院系全球传媒硕士项目负责
人，他是《全球媒体与传播》创刊人及总编，也是《全球媒体和中国》
的主编。他独著或编著了18本书，包括传播印度的软实力：从佛到宝莱
坞（2013，2016）；布局金砖国家媒体（合编，2015）；媒体与恐怖主
义：全球视角（合编，2012）；国际化传媒研究（2009）；新闻娱乐
化：全球娱乐的兴起（2007）；在移动媒体：全球流和逆流（2007）；
国际传播–连续性和变化，第三版（布卢姆斯伯里出版社，即将出版）
；电子帝国–全球媒体和地方阻力（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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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教讲教授，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武汉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湖
北社会心理学会会长，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秘书长。主持过20多个科研项
目。目前主持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大数据时代计算社会科学的产生、
现状与发展前景研究”。他发表了80多篇学术论文，其著作有鲜明的跨学
科色彩，包括：中国社会事实二十世纪末的武汉--人与社会(上下)	 (2013)、
《经济心理学手册》	 (2009)、	《社会心理学》	 (大学教材,	2008)、	《人性
假设与领导行为》	(1992)、《现代社会心理学》(1991)。

贡献：

•	 第三届全球中国对话闭幕式发言
•	 语料库与中国社科研究工作坊闭幕式发言

英格丽·克兰菲尔德女士是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理事会理事，《中国比较研
究》审稿编辑和全球中国出版社社长。克兰菲尔德女士是作家（出版了13
本著述）、编辑、翻译、文学顾问和讲师。她还是社区领导人：她加入了
许多学教、慈善等组织的理事会，并曾被任命为伦敦恩菲尔德区的地方治
理领导者。她曾经为2010年至2014年她被选为恩菲尔德议员(2010-14)，恩
菲尔德市副市长(2013-14)。

贡献：宣布新书发布

麦克·贝茨勋爵，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国务大臣，英国上议院议员，原上议
院副议长。2008以来英国上议院保守党政治家，1992年到1997年间被选为
下议院议员。2014年到2015年，出任英国内政部大臣。2015年5月，被任
命成为英国内政部国务大臣及英国枢密院顾问官。2016年3月，他辞去国
务部长一职，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里约热内卢徒步2000英里，旨在增强人
们对“奥林匹克休战”的认识。他现任英国国际发展部国务大臣。在过去的
5年里他的慈善步行达7399英里，募集了43万英镑。基于他2015从北京走
到杭州的经历，2016年他出版了题为《为和平徒步---中国的超跨文化之旅
的体验》一书。

贡献：
•	 第三届全球中国对话闭幕式发言
•	 招待会发言

论题：
•	 闭幕式新书发行：关于徒步中国的超文化体验
•	 招待会：关于英国与国际发展

招待会 议会大厦（仅限被邀请者）

主持: 戴雨果，英国西敏寺大学中国研究教授、中国传媒中心主任

戴雨果教授，英国西敏寺大学中国传媒中心主任。他的研究兴趣：记者的角
色，尤其是中英新闻调查记者。他发表了许多文章已经专著，其中包括：《了
解西方故事》（中文，2013年）、《中国的环境及中国的环境记者》（2012
年）、《西方记者在中国：体制与政策》（中文，2012年）、《中国气候变化与
环境报道的新机遇》（2010年）、《新闻调查记者》（2007年，2008年）、《
中国的影响：中国崛起和未来英国》（2007年）、《奖牌光芒是否还闪烁？变
化世界中之未来英国大学》（2007年）、《中国：朋友还是敌人？》（2006
年）、《中国和英国：中国发展的潜在影响》（2005年）、《中国记者：引领世
界最大国家的媒介信息》（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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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
•	 全球中国对话系列组委会联席主席
•	 第三届全球中国对话闭幕式发言
•	 第三届全球中国对话招待会主持

演讲者:  麦克·贝茨(见闭幕式)、托尼·麦肯勒里(见板块二和工作坊)	 、克斯廷·梅伊、王爱丽、
郝斐

克斯廷·梅伊教授，维斯姆斯特大学副校长和媒体、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她在德
国和英国多大学举行过许多学术职位。她还是	 欧洲新闻与媒体自由中心监理会成
员。其研究关注当代艺术和文化实践，包括数字素养、跨领域跨文化连通性以及公
共教育法。她出版物包括《界面——报告2》（Interface: Report 2，2009年）、《艺
术与色情》（Art and Obscenity，2007年）、《形成中的艺术——审美学、历史性与实
践》（Art in the Making: Aesthetics, Historicity and Practice，2005年）、《物质的
物体——玛格丽特·亨特之作品》（Bodies of Substance: Works by Margaret 
Hunter，2002年）、《斯卡尔普西特——当代艺术家讨论雕塑与其他话题》

（Sculpsit: Contemporary Artists on Sculpture and Beyond，2001年）。

议题: 大学与公共参与

王爱丽教授，黑龙江社科院副院长，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社会学学
会常务理事，中国生活方式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妇女/性别专业委员会
副秘书长。她主持了多个课题，包括政策研究和学术研究。她发表了20余篇
文章，除了研究报告外，她还出版了多部著作和，如：《黑龙江省社会发展
形势分析与预测》(2013),	 《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2004）《当今中国
婚姻裂变》(1995)。

议题: 中国社会科学全球化

郝斐先生,	 全球青年企业家协会会长;	 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副秘书长；全英领
先的教育咨询机构、最大的移民服务、签证及国际教育集团总裁。该集团信
奉促进可持续发展和企业社会责任精神，他本人坚信学无国界并且是一个坚
定的践行者。郝斐在第一届全球中国对话中，通过比较欧洲与中国的社会文
化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的差别，提出， “让我们在一起，求同存异 ”。	
在第二届全球中国对话做了题为“学无国界——个人发展与超文化实践”的	
发言。		

贡献 ：
•	 全球中国对话系列组委会秘书长
•	 招待会发言

议题: 企业的社会责任及其对全球治理的参与

12月3日星期六 中国社科语料库研究工作坊

上会会议: 

主持: 凯瑞·布朗

凯瑞·布朗教授，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教授、中国研究院院长；查塔
姆研究所亚洲项目高级院士及欧洲中国研究与咨询网络（ECRAN）主任。
出版关于现代中国政治、历史和语言的专著10多部，最近的包括：《新的皇
帝	—	中国的权力与太子党》（The New Emperors: Power and the Princelings  
in China，2014年）、《外交有什么毛病？—	以英国与中国为例》	（What’s 
Wrong with Diplomacy: The Case of the UK and China，2015年）及	《伯克郡中
华传记字典》	（Berkshire Dictionary of Chinese Biography，	四卷，	201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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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之总裁	—	习近平》（China’s CEO: Xi Jinping）将于2016年出版。

主旨演讲: 托尼·麦肯勒里、顾曰国

托尼·麦肯勒里 (Tony McEnery) 教授，英国社科院院士，皇家艺术学院院
士，英国经济社会研究委员会研究主任,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语料库与社会科
学研究中心前主任。他是语料库语言学的领军人物。发表了大量有关语言
和社会生活方面的论文与专著，同时还在网络和纸质媒体上发表文章。他
最近的新书有：《话语分析与媒体态度》（贝克、伽布里拉托斯和麦肯勒
里2013）、《语料库与话语研究：话语与语料库的结合》（贝克和麦肯勒
里主编，2015）。

议题:英国社会科学语料库研究及其在中国的应用

顾曰国教授，在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获取硕士和博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教授、语料库语言学系主任、语料库与计算语言学研究所主任。获取了
北京外国语大学特殊教授、多语种、多模态语料库与大数据中心主任的职
称。其研究方向包括语用学、话语分析、语料库语言学、修辞学及网络教
育。最近的出版物包括《英语教学中采用计算机》（Using the Computer in 
ELT）、《语用学、话语研究与中国画》（Pragmatics and Discourse Studies, 
and Chinese Painting）。他还编辑了许多课本系列，如《初期网络教育的探
索》（Initial Exploration of Online Education）、《第二个网络教育的探索》

（Second Exploration of Online Education）。他是《语用学杂志》、	
《语用学》、《文字和语言》、《语料库、语用学与社会》、《国际语用学评论》、《语言
与政治期刊》、《语言与对话》及《中文与话语杂志》的编委会会员。他获得了5个国家重大
研究奖，1997年获得了英国学术院K .C .Wong奖。他获得许多荣誉职位，如诺丁汉大学特殊教
授、悉尼大学副教授、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客座讲座教授。

议题：传统中医诊断方法，多模态数据融合与传统中医本体论	—	案例研究

提要：传统中医的诊断方法（四诊）是五模态收集数据的方式，即：望、闻、闻、问、切。
这些方式是传统中医医生与患者的原位、人际相互作用。因此，收集的数据先出现在医生的
脑海中并融合作为总体：在多模态语言学这被称为人类多模态数据融合。应该评估这些融合
的数据来达成一个诊断。认知评估引起了医生的专家理解。这种认知理解造型为本体论构建
上多模态语料库语言学。本论文介绍使诊断方法、数据融合、本体论正式化的概念上模型。
本论文介绍两个案例来说明概念上模型如何运作。

张乐天教授,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导，	复旦大学社会
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主
任	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中方会长。主要代表作：《告别理想	—	人民公社制
度研究》（2012）《当代中国农民的脚印（八卷本）》，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年出版。数据库：《张乐天联民村数据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年出版。研究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当代苏浙赣黔农村
基层档案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出版》首席专家。

议题: 当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的搜集与学术价值

提要: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生产了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民间资料，这些资料是当
代中国人当年留下社会生活真实记录，是今天可能看到的最珍贵的当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与
个人记忆。二十多年来，张乐天教授一直致力于搜集民间资料，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
会生活资料中心已经搜集了数量庞大的民间资料，这里简单份三个部分介绍。其一，张乐天
联民村资料：这是目前国内全面展示一人村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变迁（1949-2000年）
最详尽的资料。其二，基层单位资料。基层单位资料包括单位数字资料与单位文书资料。中
心搜集的基层单位资料主要来自浙江、江西与上海，包括基层政府资料、企业业单位资料，
其中会议记录资料引人关注。其三，书信与日记、工作笔记。中心搜集了3千多种个人日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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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笔记，30万多封个人书信，其中，书信资料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

下午会议：

主持：顾曰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教授、语料库语言学系主任、语料库与计算语言学研究
所主任。

发言者:  迈克·斯科特、钱毓芳、曹青、常向群

迈克·斯科特博士，英国阿斯顿大学研究员;	英国词法分析软件公司创始人。
曾在巴西和墨西哥教授语言，随后在利物浦大学和阿斯顿大学从事应用语
言学教学与研究。在此期间，由于对计算机编程的兴趣，编成了语料库词
汇分析软件。他曾经发表了许多ESP方面的文章与书籍，但他现在以他的语
料库分析软件WordSmith Tools著称。该软件第一版1996由牛津大学出版社
出版，一直在更新发展，现在已经是第20个年头了。

议题: WordSmith Tools 7.0语料库分析软件的应用

提要: 如何使用WordSmith Tools 7.0来研究社会科学。本工作坊介绍最新版本的WordSmith分析
软件的使用方法，如何利用此工具寻求社会科学研究的兴趣点。该发言将展示如何使用该软
件分析气候变化数据。

钱毓芳教授，博士，浙江传媒学院话语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话
语研究、语料库语言学。其著作《Discursive constructions around terrorism in 
the People’s Daily and The Sun before and after 9.11》（Oxford: Peter Lang 2010）	
获第六届教育部高校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近年来在《外语教学与研究》、	
Corpora	等国内外知名期刊发表论文近20篇，已主持完成教育部课题1项，参
与完成国家级课题1项、省部级课题1项、英国国家课题1项。现正主持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基于语料库的中西政治话语比较研究”、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
重大招标项目子课题“比较视域下中国梦影视话语体系研究”。2013年入选国
家社科基金成果鉴定专家，浙江省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校学术委员

会委员，2014年获浙江省优秀教师称号。

议题: 媒体话语研究中语料库方法的运用

提要: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语料库作为新的研究方法应用于语言学研究。语料库被比作打开宝藏
大门‘芝麻开门’的密码把人们引向对语言的新思考。文本语料库蕴含大量自然发生的话语，帮
助研究人员辨别语言使用中的真实型式。语料库方法在分析大规模文本上具有很大的优势，
语料库无疑成为和语言相关研究的有效资源。作为特殊语言使用类型或特殊类型文本，同时
作为社会文化实践的特殊类型，媒体话语既能反映社会现实又在建构社会中起到重要作用。
吸引了越来越多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关注媒体话语，如：新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本发
言将展示三个基于语料库的媒体话语研究案例。

曹青博士，杜伦大学高级讲师，现代语言与文化学院研究主任。他的主要
研究兴趣包括文化、社会和大众媒体的互动，尤其是中西方的观念与表征
研究。目前他致力于20世纪早期中国报刊关于传统文化和现代性的表征课
题研究。他的兴趣还有语言变迁如何反映文化和政治身份的新构建。他发
表了几十篇学术论文和文章，主编《西方凝视下的中国：在英国电视纪录
片再现中国(1980-2000)》(英文)	(2014)。

议题：基于语料库的晚清报刊研究

提要：本文旨在通过对晚清中国报刊的辩论的语言使用考察，研究中国二十世纪的激进主义
的辩论。本文以案例分析的方法研究1906-1907年间革命性的《民报》和君主立宪制的《新民
丛报》间的辩论。新兴媒体是一个崭新的“认识领域”（福柯），在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
战时，它在知识生产中形成知识生产范式的转变。本研究探讨那些引进的概念如“国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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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和’革命”在新闻中是怎样被建构出来的。研究将通过运用语料库检索行、搭配、语言型
式、词簇等分析方法考察话语的形成过程。通过观察报刊辩论这一特殊类型的话语实践，看
一个新的现实如何通过知识生产和传播得以形成。本文揭示了西方概念进入中国并与具有中
国传统意义的系列关键概念相融合在清代新闻媒体中的推广与传播对20世纪中国产生了重要
的影响。

常向群教授, 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会长，《中国比较研究》主编，全球中
国出版社总编，全球中国智库资深顾问。她也是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荣誉教
授,威斯敏斯特大学客座教授;	 中国北大、人大、复旦和中山等多所大学客
座或兼职教授、荣誉或特聘研究员。她在国内外参与和主持了20多项研究
课题，发表的中英文著述近100项，约200余万字，代表作为《关系抑或礼
尚往来：江村的互惠社会支持网和社会创造的研究》（2009–2010）。	 基
于上述著作对中国一个村庄的详尽和详细的民族志研究,以及长期的跟踪和
广泛的比较研究,她研发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互惠、互动、社会关系和社会
网络的模型,借用并改造中国古典的和民间常用的“礼尚往来”用法，正在锤

炼出一个基于“礼仪资本”的具有普适价值的分析概念——“互适”(recipropriety）。

议题: 语料库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	 —	 以《关系抑或礼尚往来：江村的互惠社会支持网和社会
创造的研究》为例	

提要: 近年来，面对大数据对质性研究带来的挑战，语言学的语料库方法，即针对任何一个研
究对象或主题词，建立经科学取样和加工的大规模电子文本库，并借助计算机分析工具，提
供了基本的分析基础。如果再结合话语分析，更加有助于研究者开展与语言相关的理论及应
用研究。这种基于语料库的话与分析拓展了人文社科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在大数据时代对研
究对象的全面准确地把握和深入研究。这次讲座将以一本书，即《“礼尚往来”：	 江村互惠、
社会支持网与社会创造研究》为个案，来简单介绍语料库和话语分析的方法。

闭幕式：版块讨论

主持: 常向群

发言: 顾曰国、钱毓芳、罗教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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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成果与出版

主要成果

•	 通过跨文化的对话，寻找全球化语境下的新知识、新范式，以更好应对全球治理面临
的挑战，并探索互利互惠、共生共存共荣的可能

•	 推动各国与中国的学术研究机构和智库的合作，共同关注“全球化与中国”话题下的学
术、理论和方法，建立各机构和智库之间的合作机制	

学术出版

•	 论坛的主要内容将收入《全球中国对话》系列文集第二辑，由全球中国出版社
（Global China Press）和新世界出版社发表（中英文）

•	 创刊《中国社科语料库研究》辑刊，将收入中国社科语料库研究工作坊的主要文章
•	 《关于气候治理的语料库话语研究》将收入“中华话语”系列丛书，谢立中、钱毓芳主编
•	 此外，如有通过匿名评审的文章，可先在《中国比较研究》等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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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与会者名单

Mimi Ajibade博士,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研究员	[CACSS]
马丁·阿尔布劳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社会学会名誉副主席;	 威尔士大学荣休教授	

[GCD]
麦克·贝茨勋爵，英国国际发展部国务大臣，英国上议院议员，原上议院副议长	[GCD]
李雪琳·贝茨勋爵夫人，	英国华人社团联合总会名誉会长，英国浙江联谊会会长	[GCD]
邓丽莎女士，英国筷子俱乐部联合首席执行官	[GCD]
凯瑞·布朗教授，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GCD, CACSS]
Mr Jay Cao,	伦敦凤凰卫视	[GCD]
曹青博士，英国杜伦大学高级讲师，现代语言与文化学院研究主任	[GCD, CACSS]
常向群教授，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会长	(英国)	;	伦敦大学学院荣誉教授	[GCD, CACSS]
陈大亮教授，中共中央编译局翻译部主任；中国天津外国语大学	[CACSS]
Ms Weiwei Chen,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候选人	[CACSS]
陈彦博士，法国中欧社会论坛执行主席		[GCD]
Yulan Chen,	伦敦药学院教师	[CACSS]
Ms Jing Cheng,	诺丁汉大学博士候选人[CACSS]
童海珍，英国筷子俱乐部联合首席执行官	[GCD]
Anca Ciorasteanu, 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研究生	[GCD, CACSS]
奥拉夫·科里教授，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政治系		[GCD]
英格丽·克兰菲尔德女士，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理事会理事,	 全球中国出版社社长；英国恩费

尔德市前副市长		[GCD]
卡门·戴雷尔博士，兰卡斯特大学社会科学语料库中心	高级研究员	[GCD, CACSS]
戴雨果教授，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主任		[GCD]
邓茜女士,	新华社驻伦敦分社记者	[GCD]
罗伯特·福克纳教授，伦敦经济学院伦敦经济学达伦多夫项目联席主任；TRIUM Global EMBA

项目学术主任	[GCD]
冯东宁博士，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翻译系副教授	[GCD, CACSS]
Ms Qianwen Feng,	伦敦大学学院学生	[GCD, CACSS]
Ms Biye Gao,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候选人	[GCD]
Ms Fei Gao, 英国利兹大学博士候选人 [CACSS]
高健博士，欧美嘉新闻集团，《英中时报》总编	[GCD]
安东尼·吉登斯勋爵，伦敦经济学院前校长和社会学荣休教授	[GCD]
高丽娜女士,	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和英国华威大学博士候选人		[GCD]
夏洛特博士,	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政治与发展讲师	[GCD]
Ms Jana Gorski,	伦敦国王学院中国与全球化专业	[CACSS]
查尔斯·格兰特先生，欧洲改革中心主任；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信托人		[GCD]
顾曰国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多语种、多模态语料库与大数据中心主任		

[GCD, CACSS]
郭榕,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讲师	[CACSS]
Ms Xin Guo,	伦敦大学学院学生	[CACSS]
郝斐先生,	全球青年企业家协会会长;	英国签证及国际教育集团总裁		[GCD]
Mr Tom Harper,	英国萨里大学博士研究人员[CAC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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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志豪博士,	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翻译	[GCD CACSS]
洪大用教授，社会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学会环境专业委员会会长	 [GCD, 

CACSS]
Dr Shinji Horiguchi,	日本神戸大学副教授	[GCD]		
Mr Hu Taiming, 顾问，奥美北京办公室	[G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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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Yuanyuan Hua,	中国大连外国语学院讲师	[CACSS]		
Zhiyu Hu 女士，伦敦帝国理学院环境工程硕士研究生	[GCD]
Ms Shan Huang, 伦敦国王学院博士候选人	[CACSS]
黄泳先生,	新华社驻伦敦分社社长	[GCD]
Dr Tung-Yi Kho,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CACSS]
Dr Nobumi Kobayashi,	伦敦开放大学	[GCD]
Lilian Jiang,	中国知网总经理	[GCD]
鞠春彦副教授，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	[GCD, CACSS]
Chan Li女士，中国上海交通大学；英国利兹大学博士研究生	[CACSS]
Li, Linxi,	伦敦国王学院研究生,	伦敦中国研究社	[GCD]
女李梦颖女士，伦敦国王学院数字人文系博士候选人	[CACSS]
李竹月女士，中国浙江传媒学院话语与传播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GCD, CACSS]
Mr Liang Bin, 中国文化部外联部主任	[GCD]
Ms Dong Liu, 伦敦国王学院博士候选人	[CACSS]
刘婕女士，中国浙江传媒学院话语与传播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GCD, CACSS]
刘晓涵女士，《中国日报》欧洲分社记者	[G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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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姝玥女士,	《英中时报》记者	[G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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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16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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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温馨提示、注册与联系	

1 .	 为保障论坛顺利进行，请与会代表遵守会议作息时间及各项规定。
2 .	 会议期间，未经会务组批准，不得在会场召开新闻发布会，不得散发图书资料、推销

商品。
3 .	 会议地点在伦敦市区，与会代表请遵守相关法律及相关规定，注意人身及财物安全。
4 .	 会议期间，敬请将手机设为振动或关闭，以便会议顺利进行。
5 .	 会议议程排得很满。务必严格遵守时间，以确保每位发言者若干分钟时间以及规定的

问答环节时间。
6 .	 免责声明：演讲者姓名，主题和时间在出版时是正确的。然而，在发生意外情况时，

主办单位有权更改或删除相关内容的权利。
7 .	 全球中国对话所有的接待、登记、书刊展位、茶歇和午餐设在大堂和the Gallery。注

意：站台上的期刊和书籍是陈列品，请勿拿走。我们在会议期间不卖书刊，但是会提
供订单，欢迎需要多少拿多少。	

8 .	 抵达伦敦前后若需帮助请与会务组工作人员联系方式:
•	 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	Global China Institute: 07910	716068	常向群
•	 全球青年企业家协会YES Global: 07834	039949	郝斐

注册	:		进入此页面	http://eshop.ccpn-global.org/page-event-registration 选择适当的注册：	
•	 免费：语料库与中国社科研究工作坊，但要求注册
•	 £180：第三届全球中国对话,	点击这里注册并缴费
•	 £280：第三届全球中国对话及招待会,	点击这里注册并缴费

网站：请登录网站见更新信息：http://www.dialogue.global-china.org	

联系：events@ccpn-glob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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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地址与地图

全球中国对话地址: 英国学术院: The Wolfson Auditorium, The British Academy, 10-11 Carlton House 
Terrace, London SW1Y 5AH, UK 

地铁: Charing Cross (Cockspur Street exit), Piccadilly Circus (Lower Regent Street exit)

招待会地址：议会大厦Pugin Room, House of Commons, UK Parliament, London SW1A 0AA 

Tube地铁: Westminster (Circle, District and Jubilee 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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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库与中国社科研究工作坊地址：伦敦国王学院 S-2.23, the Strand Building, King’s College London

Tube地铁: Temple (Circle and District lines); Charing Cross (Northern lin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