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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全球中国对话 : 一带一路—— 为了共同目标的转文化合作
GCD IV: The Belt and Road (B&R) – Transcultural Cooperation for Shared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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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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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

所带来的冲突和矛盾有的已经爆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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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善治的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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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强制以及新能源的发现和应用。文化多元性和转文化主义已成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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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专家和学

者的关注对全球治理和文化元素的效率、探究文化和意识形态如何提高对全球社会的治

理，悄悄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样的努力和举措朝着一个方向前进：即在全球治理条件下达到对人类共同体的知

识体系的深入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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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主题逐渐成为全世界学者的核心研究兴趣之

一。

变化世界中的中国

中国和中国人正在为世界秩序和型塑全球社会做出重要的贡献。中国在考虑哪些关

于全球的重要问题？中国对全球问题的思考和行为的方式是怎样的？我们希望与西方参

会者们讨论由这些问题所带来的话题，包括发展、教育、经济、法律、移民、家庭、环

境、公共卫生、人类安全以及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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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全球中国对话手册, 2017 年 11 月 30 – 12月2 日
Global China Dialogue IV Programme, 30 Nov . – 2 Dec . 2017

在过去的将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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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照其规则建立了亚投行。

近年来，习近平主席访问了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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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访英时说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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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与国际社会首先需要对话，来讨论上面提及的

人类面临共同关心的问题。全球中国对话系列（GCD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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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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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大专院校、研究部门和专业智库之外，全球中国对 话/论坛也将与中国和其他

国家政府、国际组织、媒体和出版单位等密切合作，长期跟踪全球热点话题，为中国和

华人参与全球社会的社会建设和全球社会的综合治理、推进全球公共利益等提供了一个

高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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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转文化与文化生成性，参与型塑超越单一文化、国家、民族的“全球

文化空间”。

全球中国对话还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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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以和谐共生为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中国对话系列将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 的框架下展开活动，这符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造性才智并在人的思想中建立起保卫和平的屏障和可持续发展的

条件。过去和未来几年的主题如下：

•	 2014年 第一届全球中国对话：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经验教训与其它发展中国家和

地区之比较

•	 2015年 第二届全球中国对话：转文化与新型全球治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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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为了共同目标的转文化合作

•	 2018年 第五届全球中国对话：关于正义的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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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第六届全球中国对话：关于世界和平的全球治理

•	 2020年 第七届全球中国对话：全球治理改革

第四届全球中国对话

第四届全球中国对话由四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对话前的学术活动——中国社会科学全球化学术研讨会 

威斯敏斯特大学，2017年11月30日, 星期四

第二部分：第四届全球中国对话一日活动：一带一路——为了共同目标的转文化合作 英国 

学术院，2017年12月1日, 星期五

第三部分：招待会 

议会大厦下议院，2017年12月1日, 星期五（仅凭邀请函）

第四部分：对话后的工作坊——社科汉语工作坊 

伦敦国王学院，2017年12月2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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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组委会、支持和赞助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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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组委会 

主席

• 常向群教授, 全球中国研究院院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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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院长

• 戴雨果教授,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主任

• 王文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成员 （按姓氏拼音顺序）

• 马丁·阿尔布劳教授，英国社科院院士；英国社会学会荣誉副主席；威尔士大学

荣休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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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艺术院院士，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

育研究院应用语言研究中心主任

• 罗教讲教授，中国中国武汉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全球中国研究院福院长

• 托尼·麦肯勒里，英国经济社会研究委员会代总监兼研究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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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中国研究院中方院长

支持单位（按拼音顺序）

• 英国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

• 欧洲改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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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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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赞助单位（按拼音顺序）

• 中国敏捷智库

• 《中国比较研究》 

• 中国上海天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中国浙江传媒学院话语与传播研究中心

• 英国UVIC教育集团

媒体支持单位

• 中国网

• 新华网

• 中国日报网

• 《英中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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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演讲、主持及评议嘉宾

开幕致辞

•	 马辉先生，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公使

•	 李嵬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艺术院院士，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

育研究院应用语言研究中心主任 [及版块二：主持与评议]

主旨演讲嘉宾

•	 马丁·阿尔布劳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社会学会荣誉副主席；威尔士

大学荣休教授 [及版块一：主持与评议]

•	 郝时远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国人类学学会会长 [及GCSS：主持]

招待会致辞

•	 麦克·贝茨 (Lord Michael Bates) 勋爵，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国务大臣

•	 李淯 (Ann Lee) 女士，政论作家；美国Coterie 精英俱乐部CEO；曾任美国纽约大

学兼职教授 

•	 崔占峰教授，英国牛津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组织工程与生物处理工程中心

主任、英国牛津大学中国再生医学国际技术中心主任

大会版块演讲、主持及评议嘉宾 （按姓氏拼音顺序）

•	 凯利·布朗教授,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 [开幕式主持]

•	 常向群教授, 全球中国研究院院长；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荣誉教授 [闭幕式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全球化学术研讨会及社科汉语工作坊：发言]

•	 英格丽·克兰菲尔德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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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戴雨果 (Hugo de Burgh) 教授,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主任 [版块四: 发

言；招待会: 主持]

•	 丹尼尔·德拉奇 (Daniel Drache) 教授，加拿大约克大学罗巴茨研究中心高级研究

员、荣休教授 [闭幕式：发言]

•	 郭爱林 (Elisa Gambino)女士，英国爱丁堡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博士生 [版块一: 发言]

•	 陈企业 (Tan Khee Giap) 博士,亚洲竞争研究所共同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

公共政策副教授 [版块三：主持；GCSS：发言]

•	 韩相震 (Sang-Jin HAN) 教授，韩国首尔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 [版块三：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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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姆·哈珀 (Tom Harper)先生，英国萨里大学博士后候选人 [版块一：发言] 

•	 伊乔 (George ILIEV) 先生，英国工商管理硕士协会市场开发主任 [版块二：主持

与评议] 

•	 小林由佳 (Yuka Kobayashi) 博士，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和国际政治助理教

授 [版块三：发言]

•	 卡利得·纳迪姆 (Khalid Nadeem) 先生,英国南亚与中东论坛主席 [GCD IV 版块二：

发言]

•	 祁进玉教授，中国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主任、东北亚民族文化研究所所长 [版

块一：发言]

•	 沈小白博士，英国爱丁堡大学商学院高级讲师 . [版块二：发言]

•	 孙嘉明教授，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康莫斯分校社会学与刑事司法学院 [版块二:

发言]

•	 达雅·屠苏 (Daya Thussu) 教授,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印度传媒中心联合主任和中

国传媒中心研究主任 [版块四：主持与评议]

•	 王菊芳女士，英国牛津大学一带一路计划文化与媒体协调员 [版块四：发言]

•	 王苹教授，中国成都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版块一：发言；GCSS：主持]

•	 王文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闭幕式：发言]

•	 吴宝晶教授，中国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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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幕式：发言]

•	 岳林达博士，牛津大学圣埃德蒙大教堂经济研究员；英国伦敦商学院经济系兼

职教授 [版块三：发言] 

•	 曾敬涵博士，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高级讲师，亚非与中东政治研究中心副

主任 [版块四：发言]

•	 左雯敏先生，中国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版块三：发言]

第四届全球中国对话前、后的活动（GCSS或CSS）：演讲嘉宾 

（以上名单之外的其余演讲嘉宾）

•	 冯东宁博士,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高级讲师、翻译研究中心前主任 [CSS] 

•	 郭雪飞副教授，成都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GCSS] 

•	 姜海珊博士，中国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GCSS]

•	 明亮副教授，中国成都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GCSS]

•	 裴可诗 (Costanza Pernigotti), 英国全球中国研究院助理翻译和编辑; 中国浙江传媒

与传播大学研究人员 [CSS]

•	 史艺军教授，中国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GC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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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连谊博士，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语言文化学院首席教员 [CSS]

•	 宣力女士，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 [CSS]

•	 田园博士，中国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GCSS]

•	 尹宏教授，中国成都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GCSS]

•	 张勇锋博士，中国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GCSS]

•	 周利群博士，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讲师，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李氏

基金访问学者 [GCSS]

•	 周永明教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GCSS]

•	 周育国教授，中国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GC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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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相关活动与安排

为期三天的活动由四部分组成  .

第一部分：对话前的学术研讨会 - 中国社会科学全球化学术研讨会(GCSS)

2017年11月30日（14:00-16:00），威斯敏斯特大学

14:00-14:30 注册
14:30-15:00 介绍
15:00-16:30 发表

第二部分：第四届全球中国对话：一带一路——为了共同目标的转文化合作 

2017年12月1日 (8:30-17:00) ， 英国学术院

8:30-17:00 第四届全球中国对话 英国学术院
8:30-9:00	 报到注册
09:00-10:00	开幕式致辞与主旨演讲
10:00-10:10 合影
10:10-11:20 版块一一带一路如何连接不同的文明与文化
11:20-11:35 茶歇
11:35-12:50 版块二转文化实践中的民心相通
12:50-13:55 午餐
14:00-15:10 版块三 一带一路的理论和法律基础
15:10-15:25 茶歇
15:25-16:20 版块四 媒体如何把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对人类共同体的贡献来传播
16:20-17:00 闭幕式

第三部分：第四届全球中国对话招待会（仅凭邀请函）

2017年12月1日(18:30-21:00)，英国议会大厦

第四部分：对话后的工作坊 - 社科汉语（CSS）

2017年12月2日 星期六	(9:30-14:30)，伦敦国王学院

9:30-10:00	 报到注册
10:00-11:15 发表、提问&回应
11:15-11:40 合影、茶歇
11:40-12:40 发表、提问&回应
12:40-12:50 闭幕式
12:50-14:30 午餐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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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会议议程

11月30日星期四，  
“全球中国对话”前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全球化(GCSS)”  

威斯敏斯特大学摄政街校区法伊维尔大厅 (Fyvie Hall)

14:00-14:30 注册
14:30-15:00 介绍

主持：郝时远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国人类学学会会长

发言：

•	 	 	 	 	“中国社会科学全球化”简介，常向群教授, 全球中国研究院院长；英国伦敦大学

学院荣誉教授

•	 中国人类学走回世界——海外民族志书写, 周永明教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人类

学系教授

15:00-16:20 发表

•	 以习近平思想解读：一带一路——为了共同目标的转文化合作, 史艺军教授，中

国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文化共识, 周育国教授，中国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

•	 梵学：中印关系间的“文化公约数”，周利群博士，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

讲师，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李氏基金访问学者

•	 	“一带一路”宏大倡议：机会、挑战与启示, 陈企业  (Tan Khee Giap)  博士,亚洲竞

争研究所共同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副教授

•	 全球化境遇下中国当代文化的建构与反思, 田园博士，中国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          

•	 交流与融合：“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中英文化,姜海珊博士，中国北京工业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	 “一带一路”与城市对外贸易发展研究, 郭雪飞副教授，成都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

•	 中国成都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扩大对外开放的对策研究, 明亮副教授，中国成都

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	 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 尹宏教授，中国成都市社会科学院经济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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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传播理念重构, 张勇锋博士，中国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

新闻观中国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闭幕式致辞：王苹教授，中国成都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2016年12月1日星期五 第四届全球中国对话 英国学术院

8:30-9:00 注册　
9:00-10:00 开幕式

主持: 凯利·布朗教授,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
9:00-9:15	 致辞（每人5分钟）:

• 马辉先生，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公使

• 李嵬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艺术院院士，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

育研究院应用语言研究中心主任

9:15-10:00	主旨演讲 (每人20分钟):

•	 和谐目标与价值观：“一带一路”的挑战，马丁·阿尔布劳教授，英国社科院院

士；英国社会学会荣誉副主席；威尔士大学荣休教授

•	 “一带一路”建设中民心相通的文化力量，郝时远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

员, 中国人类学学会会长

10:00-10:10 合影
10:10-11:20 版块一 一带一路如何连接不同的文明与文化

主持与评议：马丁·阿尔布劳教授，英国社科院院士；英国社会学会荣誉副主席；威尔

士大学荣休教授

发言（每人10分钟）：

•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成都“天府文化”的“转文化合作”实践研究，王苹教授，

中国成都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	 “一带一路”对非洲社会的影响：以肯尼亚为例，郭爱林 (Elisa Gambino) 女士，英

国爱丁堡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博士研究生

•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跨文化交流与文化安全研究，祁进玉教授，中国中央民族大

学民族学系主任、东北亚民族文化研究所所长

•	 愿望或安全：新丝绸之路及中国古代对中亚和欧亚大陆的遗产，汤姆·哈珀 (Tom 

Harper) 先生，英国萨里大学博士后候选人

评议，提问&回应

11:20-11:35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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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12:50 版块二 转文化实践中的民心相通

主持与评议：李嵬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艺术院院士，英国伦敦大学学

院教育研究院应用语言研究中心主任

发言（每人10分钟）：

•	 创业：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伊乔 (George ILIEV) 先生，英国工商管理硕士协会市

场开发主任

•	 “一带一路”视阈下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探析，吴宝晶教授，中国北京工业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

•	 中国、巴基斯坦与丝绸之路经济带: 挑战与机遇，卡利得·纳迪姆 (Khalid Nadeem)  

先生，英国南亚与中东论坛主席

•	 “一带一路”与民间全球联结，孙嘉明教授，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康莫斯分校社

会学与刑事司法学院

评议, 提问&回应

12:50-13:55 午餐
14:00-15:10 版块三 一带一路的理论和法律基础

主持与：陈企业 (Tan Khee Giap) 博士,亚洲竞争研究所共同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

公共政策副教授

评议：孙嘉明教授 (见GCSS)

发言（每人10分钟）：

•	 从世界主义视角下解读费孝通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情感共鸣作为一带一路的

理论基础，韩相震 (Sang-Jin HAN) 教授，韩国首尔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左

雯敏先生，中国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	 中国“一带一路”所面对的法律/管制之挑战，小林由佳 (Yuka Kobayashi) 博士，英

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和国际政治助理教授

•	 数字丝绸之路与新规范, 沈小白博士，英国爱丁堡大学商学院高级讲师

•	 成功中国“一带一路”，岳林达博士，牛津大学圣埃德蒙大教堂经济研究员；英国

伦敦商学院经济系兼职教授

评议, 提问&回应

15:10-15:25 茶歇
15:25-16:20 版块四 媒体如何把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对人类共同体的贡献来传播

主持与评议：达雅·屠苏  (Daya Thussu) 教授,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印度传媒中心联合主任

和中国传媒中心研究主任

发言（每人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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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重新想象中国，戴雨果教授,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

中心主任

•	 “一带一路”报道：媒体需要“建设性”思维，王菊芳女士，英国牛津大学一带一路

计划文化与媒体协调员

•	 从“一带一路”到一个中国故事？从中国社会一致性概念探讨北京构造中国叙事的

局限，曾敬涵博士，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高级讲师，亚非与中东政治研究

中心副主任

评议, 提问与回应

16:20-17:00 闭幕式

主持：常向群教授, 全球中国研究院院长；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荣誉教授

发言 (每人10分钟)：

•	 一路多梦，丹尼尔·德拉奇 (Daniel Drache) 教授，加拿大约克大学罗巴茨研究中

心高级研究员、荣休教授

•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一带一路”与中国的未来，王文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

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	 闭幕总结：项晓炜先生，中国驻英使馆文化处公使衔参赞

新书发布（5分钟）：英格丽·克兰菲尔德女士, 全球中国出版社社长；英国恩费尔德市

前副市长

18:30-21:00 招待会（仅凭邀请函）议会大厦

主持：戴雨果教授,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主任

嘉宾致词（每人5分钟）:

•	 英国、中国与国际发展，麦克·贝茨 (Lord Michael Bates) 勋爵，英国政府国际发

展部国务大臣

• 中国是否会发生经济滑坡——关于“一带一路”的探讨，李淯 (Ann  Lee) 女士，政

论作家；美国Coterie 精英俱乐部CEO； 曾任美国纽约大学兼职教授

•	 如何通过“一带一路”将英国的生物业务带入到中国，崔占峰教授，英国牛津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组织工程与生物处理工程中心主任、英国牛津大学中国再

生医学国际技术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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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星期六 对话后的工作坊：社科汉语　伦敦国王学院

9:30-10:00　 注册　
10:00-11:15 

• 主持: 冯东宁博士,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高级讲师、翻译研究中心前主任

•	 社科汉语（CSS）简介, 常向群教授, 全球中国研究院院长；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荣

誉教授

•	 社科汉语：中级阅读，宣力女士，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亚非学院语言文化学

院讲师

•	 社科汉语：高级阅读, 宋连谊博士，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语言文化学院教授级

教员

•	 评议、讨论、提问与回应
11:15-11:40 茶歇
11:40-12:40

•	 第四全球中国对话手册中的英汉双向翻译中的难点, 裴可诗 (Costanza Pernigotti), 

英国全球中国研究院助理翻译和编辑; 中国浙江传媒与传播大学研究人员 

•				中英双向翻译, 冯东宁博士,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语言文化学院高级讲师、翻译研究

中心前主任

•	 评议、讨论、提问与回应

12:40-12:50 闭幕式： tbc
12:50-14:30 午餐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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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嘉宾简介与内容提要

(按出场先后顺序)

12月1日星期五 第四届全球中国对话

开幕式

主持: 凯利·布朗

凯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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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we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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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China，2015年）及《伯克郡中华传记字典》（Berkshire Dictionary of 

Chinese Biography)，4卷 (2014-2015年）及《中国的总裁 ——习近平》(China’s CEO: Xi 

Jinping，2016)。

贡献:

•	 全球中国对话系列组委会联席主席

•	 第四届全球中国对话开幕式主持

致辞:

马辉先生，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公使。他曾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北

美、大洋洲、英国及北欧地区大局局长和北美分局局长；曾为中国驻

英国大使馆一等秘书（政治），中国陕西省彬县副县长，中共中央对

外联络部亚洲一局南亚事务的主管干事、副局长。他曾获得英国伦敦

大学学院公共政策理学硕士学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本科学位。 

李嵬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艺术院院士，英国伦敦大

学学院应用语言讲席教授，UCL应用语言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

向双语和多语现象，包括双语多语第一语言习得、早期第二语言习

得、双语多语人言语障碍、语码转换语用学、双语教育及跨文化交

流。其目前研究关注多语发言人的创造性和评判性。他还对亚洲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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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兴趣（尤其是儒家、道家和佛教哲学）和语用学、不同文化中‘自我’概念、对跨文化

和跨语言沟通应用会话分析。他研究方向与移民研究、文化记忆、人类学、心理学、认

知科学等领域有联系。李教授是《国际双语学报》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ism， 

SAGE出版社) 及《应用语言学评论》(Applied Linguistics Review， De Gruyter出版社) 主

编、《汉语语言与话语》(Chinese Language and Discourse，Benjamins出版社）、《全球

华语》（Global Chinese，De Gruyter出版社）联合主编。同时是《语言及语言学研究方

法指南》(Guides to Reserch Method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Wiley-Blackwell)、《当代

应用语言学》（Contemporary Applied Linguistics；Bloomsbury）、《中国语言政策与实

践》（Language Policies and Practices in China；De Gruyter）丛书系列主编。

贡献:

•	 全球中国对话系列组委会成员

•	 第四届全球中国对话开幕式致辞

•	 第四届全球中国对话版块二主持与评议

主旨演讲嘉宾: 马丁·阿尔布劳、郝时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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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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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四届全球中国对话开幕式主旨演讲

•	 第四届全球中国对话版块一主持与评议

议题:  和谐目标与价值观：“一带一路”的挑战

提要: “一带一路”倡议的多个项目正在创造一个巨大国际基础设施网络。“一带一路”同时

链接不同的文化。基于共享技术的合作是否能引起对于文化差异的更深的理解及接受？

它是否能够成为通向新的转文化理解和制度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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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时远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蒙古国科学院外籍

院士。从事中国和全球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研究，兼任中国人类学学

会会长、中国世界民族学会会长等。曾任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

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民族学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会长等。他

研究领域包括民族理论、世界民族及民族历史。近年主要著述：《中

国共产党怎样解决民族问题》（2011）、《台湾民族问题：从“番”到

原住民》（2012）、《类族辨物——“民族”与“族群”概念之中西对话》(2013)、《中国特

色解决民族问题之路》(2016)。

贡献:

•	 第四届全球中国对话开幕式主旨演讲

•	 第四届全球中国对话前活动：中国社科全球化学术会主持

议题：“一带一路”建设中民心相通的文化力量

提要：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关键词是互联互通。其中既包括政府、企业等多种

要素之间的互联互通，也包括基于文化力量的民心相通。中国是具有文化多样特点的国

度，少数民族聚居的陆路边疆地区既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开放前沿，也是中国与周边国

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文化力量集散地。在中国步入新时代、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

发展中，遵循内政与外交相统一的准则：对内尊重差异、缩小差距、多元一体，对外包

容多样、互利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互鉴、文化理解将为此创造民心相通的

社会基础。

版块一  “一带一路”如何连接不同的文明与文化

主持与评议：马丁·阿尔布劳

演讲者：王苹、郭爱林、祁进玉 、汤姆·哈珀

王苹教授，现任中国四川省成都市社科联副主席即社科院副院长、研

究员(教授)；兼任西南交通大学外聘教授。主持完成《西部农村和谐

文化建设的重点、难点与对策研究》等国家、省、市重大课题多项；

公开发表重要学术论文数十篇；出版《当代中国行政文化建设》等多

部专著；正主持完成《成都历史文化大辞典（工具书）》等重大研究

项目；2009年牵头创办的社会科学普及和交流平台“金沙讲坛”已成功

举办470余期。研究方向为：社会建设、历史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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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

•	 第四届全球中国对话版块一发言

•	 第四届全球中国对话前活动：中国社科全球化学术会致闭幕词

议题：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成都“天府文化”的“转文化合作”实践研究

提要：成都，简称“蓉”，地处中国西南内陆腹地，现有人口1700多万，因其繁荣富庶、

气候宜人等被称为“天府之国”（文化统称为“天府文化”），是2300多年来城址未变、城

名未改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十大古都之一，也是中国“大熊猫”的故乡和南方丝绸

之路的起点与蓉欧班列的始发站，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本文将

进一步探讨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天府文化”在历史和现实中的“转文化合作”（中外合

璧）的实践与典型案例，研究分析主要经验与启示，以期望持续推动成都天府文化与世

界的转文化合作实践。

郭爱林 (Elisa Gambino) 女士，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生。她关注中非交

通基础设施发展和地区整合关系，正在进行的博士研究得到非洲治理

和空间（AFRIGOS）的资助。她的研究将具体分析计划、融资、实

施非洲交通走廊的中国建设项目中有关的机制。开始读研究生之前，

她曾获得英国爱丁堡大学中国研究学位和意大利都灵大学应用语言学

（汉语和英语）本科学位。她曾经在三所中国大学（复旦大学、北京

语言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学习汉语。

议题：“一带一路”对非洲社会的影响：以肯尼亚为例

提要：作为更广泛“一带一路”的一部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触及到肯尼亚海岸。肯

尼亚被看作为该项目中最重要的非洲中心。对沿线非洲国家而言，“一带一路”包含着

不少含义，尤其是这些机会将导致飞地效应抑或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中国投资者和

中国公司为建设肯尼亚不同城市（蒙巴萨-内罗毕-马拉巴）之间、肯尼亚与东非共同体

（EAC）其他国家之间的铁路连接线作出了贡献。基础设施建设对消除贫困促进经济增

长起关键作用。中国的例子已经证明了基础设施投资对其他经济活动有很大的影响。	 “

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不仅仅促进肯尼亚国家经济发展，对其社会发展也起着重要作

用。例如，在中国完成一年的培训期以后，一些肯尼亚妇女开始在肯尼亚标准轨距铁路

任火车司机。中国在肯尼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带来了关于一体化和共享治理实践的问

题。这次演讲主要是讨论“一带一路”对肯尼亚社会的影响力以及当前双边模式的限制，

希望对建构共同治理目标，为奠定互利共赢合作伙伴关系基础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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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进玉教授，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

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民族学

系主任、东北亚民族文化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族群性与文

化研究，宗教、生态与教育人类学等；中国民族学会常务理事兼常

务副秘书长；韩国庆南大学极东问题研究所访问学者 (2010.6-9)、

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2012 .7-2013 .7）、韩国东

北亚历史财团海外研究学者（2014 .12-2015 .2）。在《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中

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宗教学研究》等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

文七十余篇；专著《群体身份与多元认同——基于三个土族社区的人类学对比研究》

（2008）获第十一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和国家民委第二届人文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历史记忆与认同重构：土族民族识别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学苑

出版社，2015，获2016年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编著《文化研究导

论》（2013）、主编《东北亚民族文化评论》等论文集8部。主持国家软科学和国家社

科基金各1项，省部级科研课题6项；参与省部级科研项目4项。2011年入选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2013年入选国家民委“中青年英才”支持计划。

议题：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跨文化交流与文化安全研究

提要：近年来社会各界围绕“一带一路”倡议中究竟是“文化交流先行”还是“经济贸易往

来先行”有着很多的讨论。然而，国际社会对于“一带一路”背景下对于跨文化交流与经

济贸易往来给予高度重视的同时，却忽视了文化安全问题。我国的这种文化安全问题，

并不是由一个单一要素所引发的。它是基于内部可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要素的综合

复杂的合力，所以必须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考虑国家安全，或者是民族文化安全的

问题。相对来说，国内学术界关于文化安全、国家安全的研究成果缺乏微观的实证的研

究，有的更多的是广义的文化安全和宏观的研究。微观研究因为更具有针对性，其理论

和现实意义更加突出。

汤姆·哈珀(Tom Harper) 先生，英国萨里大学博士后候选人。他在肯

特大学学习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在日本京都产业大学留学一个学期

之后，他对东亚事务更加感兴趣。本科毕业以后，他在萨塞克斯大

学读国际关系研究生，主要学习国际关系上文化和文明的作用，还

有帝国主义的理念和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理论。他现在在萨里大学

读政治学博士，正在写关于中国外交政策在非洲的矛盾叙述的博士

论文。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中国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他为中国软实

力与地缘政治学对话（Conversation on the topics of Chinese soft power and geopolitics）写

一篇论文，在南安普敦、剑桥、纽卡斯尔及利物浦还发表有关中国外交政治演讲。他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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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写的论文《走向亚洲的欧亚大陆》（“Towards	an	Asian	Eurasia”）将发表于《剑桥欧亚

研究杂志》（Cambridge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创刊号。会讲汉语和日语。

议题：愿望或安全：新丝绸之路及中国古代对中亚和欧亚大陆的遗产

提要：自苏联解体以来，中国越来越关注中亚以及欧亚大陆。中国政策往往被解释为

她“回归”丝绸之路时代统治的地区。当新丝绸之路活动唤起中国与欧亚地区各国历史上

的关系以及它与西方贸易的精神，同时唤起的还有由中国边境地区的安全问题。纵观古

今，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目前，这一问题主要表现为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流出的

政治不稳定因素的威胁。在这一层面上，有必要阐释中国如何介入，无论它是基于麦金

德《历史的地理枢纽》中统一欧亚大陆的风格创造更广泛政治经济集团的战略，还是中

国为了维护其持续安全有必要治理欧亚大陆。同时，根据外交政策中的先例，还有可能

将中国介入理解为不过是一场企图保护其经济成果的努力。因此，本论文旨在讨论如何

定义中国的中亚政策，以及中国的西域历史如何能继续影响到其中亚政策。总之研究表

明，虽然目前中国在中亚的目的主要是经济目标，但如果中国利益受到威胁她就不得不

采取更具连贯性的战略。

版块二 转文化实践中的民心相通

主持与评议：李嵬

演讲者：伊乔 (George ILIEV)、吴宝晶、卡利得·纳迪姆、孙嘉明

伊乔 (George ILIEV)先生，英国工商管理硕士协会市场开发主任英

国工商管理硕士协会中国与东亚认证活动主任。他统筹了全世界

130余次认证访问包括理科硕士创业认证。伊乔对中国的经验包括

任四年路透社商业简报和道琼斯商业资讯中国商业新闻的主

编。2007年前他曾是保加利亚索菲亚大学中国商业经济讲师。伊乔

从事过许多创业项目、开启两家初创公司，其中一家获取欧盟第七

研发框架计划（FP7）资金。伊乔获得美国亚特兰大埃黙里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

在这里他是一名富布赖特学者）、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中国比较研究理科硕士学位及

保加利亚索菲亚大学中国研究本科学位。伊乔还在香港科技大学和中国安徽大学进行专

门研究。伊乔会讲汉语、西班牙语、俄语，他的母语是保加利亚语。在业余时间，他写

个人博客，讨论自然与商业之间的相似之处（CorporateNature .blogspot .com）。

议题：创业——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提要：近200年内，华侨在东南亚及美国从事商业投资活动中拥有丰富经验，如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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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也引起了创业界的注意。中华文明的多样性文化、哲学和宗教各层次试图达到风险

追求与风险厌恶之间的理想平衡。风险追求和风险厌恶二者是创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这

创造了一种深层的创业思维方式：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从阿拉丁神灯中放出

巨神。中国文化鼓励团队合作，适合于团队合作初创企业。在中国，以合作为主的“狼

文化”和以统治及等级制度为主的“狗文化”互相平衡，将新成立公司的创业者小组和家

族企业都结合在一起。创业的动力在中国人的心里中根深蒂固，尤其是在邓小平的两句

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的就是好猫”和“摸着石头过河”。这些就是精益创业方

法和得到市场需求匹配的初期例子。这两句话有助于“播种云”，在雁行理论底层的行业

取得新成立公司的早期成功，这反过来为中国经济带来新的动力，使它在高技术行业通

过不断的反复爬上增值阶梯。由于在互联网和媒体等很多行业中国是一个有“围栏的花

园”，创造初期公司的养成所，使公司先在全国范围内增长，然后国际上爆发。20世纪

80年代和90年代的以模仿方式追求生长追赶的工业化模式带来压力反复，这是世界独一

无二的。对在中国生存来说，反复是必不可少的，而不仅仅是可有可无的。中国的规模

和多样性特别适合创业：它的市场广阔，具有多个小摊位，使变异测验得到市场匹配。

大数定律可以说明成功案例的一部分：一百万个人当中才有一个人能够成功。此外，对

于于创业的六级政府支持（从中央政府到乡镇级）创造了适合开展新创企业的沃土。

因而中国既在空旷田野播种创业，又在盆栽植物养育商业投机。即便有“一带一路”等倡

议，中华文化也不容易出口。然而，中国人关注并热爱创业和政策上对创业的鼓励（包

括通过创业教育）逐渐使中国产生媲美好莱坞的对全世界的影响力。因此，中国正在发

展成给全世界的极好例子，规模和意义上加州硅谷也不能比得上。

吴宝晶教授，法学博士，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

生导师，北京高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生产

力学会理事。担任本科与研究生教学工作30年，主讲“毛泽东思想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课程。曾多次荣获首都高校

学生社会实践论文优秀指导教师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思想理论导刊》、《学海》等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主编

了北京市精品教材《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等2部教材。

议题：“一带一路”视阈下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探析

提要：习近平主席倡议建设的“一带一路”， 让中国企业有了更多“走出去”的机会，从而

为其发展创造了巨大商机。但商机也伴随着挑战，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上的投资、运

营环境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何应对挑战，获得投资、经营的成功，对于企业来说,就

要承担起相应的企业社会责任（CSR），成为一名负责任的企业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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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利得·纳迪姆 (Khalid Nadeem) 先生, 卡利得·纳迪姆先生于1999年

创办南亚与中东论坛，该论坛因其有关阿富汗、伊朗、伊拉克、以

巴关系、印巴关系等领域的工作而出名。南亚与中东论坛特别关注

冲突问题和人道问题。南亚与中东论坛自成立以来纳迪姆先生担任

论坛主席。他接受过律师的训练，在房地产和金融业的领域积累了

经验。

议题：中国、巴基斯坦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挑战与机遇

提要：考虑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之间贸易文化关系的重大机遇，并探究中国的财务成

本，中国是否能会收回其重大的投资？这是否会提升中巴关系及密切的国防关系？

孙嘉明教授，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康迈斯社会学系教授。他曾分别在

中国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国际政治系任教10余年。他曾在1997年出

版 中 文 著 作 《 观 念 代 差 ： 转 型 社 会 的 背 景 ( 1 9 9 1 - 1 9 9 4 )》

（Generation Gaps: the Background of Transition Period 1991-1994）

，这一涉及中国社会变化和文化转型的研究曾被广泛引用。（这一

中文专著的英文版，即将由Routledge于2018年出版）。他在2013

年出版的英文著作Chinese Globalization: A Profile of People-Based 

Global Connections in China（《华人全球化： 以人为本的全球联结在中国的概况》）考

察了在改革后中国大陆居民的全球联结对当地文化和社会的显性影响。该书关注于中国

全球化的个体层面，个人的全球社会化如何影响当地居民的行为、生活方式、价值取向

并进而影响到当地的社会转型。过去三十年内，他还在中国、台湾、新加坡、美国和英

国发表了关于全球化、城镇居民生活、文化研究及青年问题的许多著书章节和论文。

贡献：

•	 第四届全球中国对话版块二发言

•	 第四届全球中国对话版块三评议

议题：“一带一路”与民间全球联结

提要：自第一个骆驼队冒险远征以来人类就建立起了商业和文化的跨国联结。当今计

算机、互联网、无线手机、有线电视及廉价的航空飞机都使这些全球联结更便捷和广

泛。“一带一路”将促进民间全球联结，并使得“一带一路”及周边地区由此获益。虽然，“

一带一路”倡导的重点主要在于基础设施投资、公路铁路、汽车等，但从社会学视角而

言，除了建立“一带一路”硬件之外，必然会促进跨国旅游、互联网和电子通讯的迅速发

展、以及扩展民间社会联系，由此推动进一步加强民间全球联结和世界一体化进程。本

文将通过海外华侨为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所作出巨大贡献的案例，来解答“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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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民间全球联结，并有助于当地社会发展这一问题。民间全球联结作为一个重要自变

量会使得作为因变量的当地社会各方面随之变化。本论文将会采用一种基于社会和空间

维度的类型学方法来分析跨国行为和民间全球联结的程度。本论文的分析目标就是提供

一种结合社会视角和空间视角的新观点，以便制定出跨国行为和民间全球联结的实际模

式，考察这些模式如何可能影响到当地社会转型的聚集效果。本论文将会采用一种基于

社会空间维度的类型来跨国行为和全球民事连接的程度。本论文的分析目标就是提供一

种结合社会视角和空间视角的新观点，以便制定出跨国行为和民间全球联结的实际模

式，考察这些模式如何可能影响到当地社会转型的聚集效果。

版块三 “一带一路”的理论和法律基础

主持：陈企业 (Tan Khee Giap) 

陈企业博士亚洲竞争研究会共同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

政策副教授。他还是新加坡国家太平经济合作委员会委员长。在英

国东安格利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以后，1987年获取英国大学副校长

和校长委员会的国外研究方案。他作为融资经理加入银行领域，曾

任资产负债委员会三年的秘书，然后从1990年到1993年任新加坡国

立大学经济与统计系教课。1993年陈博士加入南洋理工大学，从

2007年到2009年任研究生办公室副院长。陈博士与许多政府部门、法定机构、政府有联

系公司商议。他还任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世界

黄金协会、东盟秘书处、香港中央政策组、科兹纳国际集团、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拉

斯维加斯圣金沙集团等国际专门机构的顾问。陈博士发表了20余部书，当作期刊编辑，

在国际裁判期刊发表许多论文。他是Review of Pacific Basin Financial Markets and 

Policies（美国）期刊副编辑，Competitiveness Review (英国) 期刊编辑顾问委员会会员。

目前研究方向包括计量经济学预报、生活费用指数、全球宜居城市指数、中国31个省竞

争分析、印度35个州、印尼33个省及ASIAN10经济体。陈博士曾任新加坡经济协会副会

长（2004年）。2002年任可转移医疗福利工作小组主席，2003年任经济转型论坛副主

席。自2007年他是交通政府议会委员会、金融贸易行业委员会、国防外交事务委员会资

源面板会员。陈博士顾问许多跨国公司，尤其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公司。他目前是

BreadTalk集团、Boustead Projects、TEE Land、成都农商银行等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

议题：“一带一路”宏大倡议：机会、挑战与启示

提要：中国“一带一路”是一个智慧杰出的事，其目标是通过由中国领导基础设施投资和

发展促进地区经济相互连接。“一带一路”下，中国巨大基础设施发展和融资正在发生，

在文化多样性之中，包含跨边境地理位置和丰富历史视角。‘一带’指出新丝绸之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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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通过古代丝绸贸易之路正在使它，唐代古代丝绸之路从中国穿过中亚到欧洲。  ‘

一路’指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些路是明代郑和下西洋七次航行形成的，那是中国

与东南亚、印度非洲大陆部分各地商人之间香料、茶叶及陶器贸易。中国领导人到达“

一带一路”成就是因为推拉因素。自19世纪90年代初中国获取稳定GDP两位数增长以

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其经济开始慢下来，那是中国政府开始外向型活动与国内驱动

消费要求之间的经济调整资金组合。在国内，经理很多年的快速工业化和经济减速，中

国沿海省份投资机会已经饱和了。这种饱和的状态导致了很多国营企业过剩产能。自中

国2002年加入WTO，经历几十年成功国际贸易之后，2016年中国外汇顺差达到4万亿美

金。2017年，随着对外投资额资本外流，外汇顺差急剧下降到3万亿美金。因此，通过

吸收过剩产能等要素、吸收过剩资本，将受到面临瓶颈的发展中经济体的欢迎。

评议：孙嘉明教授（见版块二）

演讲者：韩相震 (Sang-Jin HAN)和左雯敏、小林由佳 (Yuka Kobayashi)、沈小白博士，岳

林达博士，

韩相震 (Sang-Jin HAN)教授，韩国首尔大学荣

休教授、中国北京大学杰出客座教授。曾执教

于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法国巴黎高等社会

科学研究学校、中国北京清华大学、阿根廷布

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及日本京都大学。他曾任金

大中政府下韩国政策规划总统委员会委员长。

他还任韩国学中央研究院院长、韩国人权基金

会董事长。他是许多书作者和 /或主编，包括《超过风险社会：贝克与韩国争论》

（Beyond Risk Society: Ulrich Beck and the Korean Debate,）、《亚洲传统与世界主义政

治：与金大众对话》（Asian Tradition and Cosmopolitan Politics: Dialogue with Kim Dae-

jung）、《分裂国家与跨国法律制度》（Divided Nations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及《哈

贝马斯与韩国争论》（Habermas and the Korean Debate .）。左雯敏（右），中国北京大

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他目前研究方向包括政治社会学、费孝通社会学及儒家。

议题：从世界主义视角下解读费孝通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情感共鸣作为“一带一路”的

理论基础

提要：费孝通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在国内外已经引起了大注意。许多相关研究都典型中国

视角下把他看作是中国杰出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关注他是如何重新建构中国乡村生活

的文化规则。这种国内研究的最具有代表性作品也许是周飞舟和赵旭东，他们因为其方

法论调查有别于其他学者。最近出现另一种态度可被称为‘国际’态度，比如王铭铭和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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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等学者，他们以关注费孝通晚期作品抓住其全球意义。虽然这两种态度和群体之间有

许多共同处，它们在分析关注点和方法论上有分歧。前者从中国文化、历史和认同视角

下看费孝通，二后者采用全球文化和认同视角。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希望通过加里•汉

弥尔顿（GaryHamilton）和常向群研究把这两个群体联系在一起，关注费孝通文化研究

的方法论与世界主义的关系。例如，我们认为费孝通的文化自觉这一理念，作为晚期作

品的关键概念，包含四种不同的维度和结果，如：1）自我认同；2）相互作用合作伙伴

的相互了解；3）自我为中心关心的超越以及4）向共同利益和共存的自我转化。费孝通

所抓住的这四个特征与世界主义文化的真正意义共鸣。更明确地来说，他理念的世界主

义意义可被看做是体现在其“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16个著名的

汉字。本论文将表明可以把这16个汉字结合来表达世界主义文化上述的四个特征。起始

点是，在中国文化和社会人类不能被看作是一个单独个体，而被看作是处于不同种类、

制度的关系中。因为关系的原始重要性，大体上文化了解、特别是世界主义态度的初步

是问不同个人在不同制度关系中是如何互动参与的，从家庭和亲属关系等亲密社区一直

到当地社区、国家甚至天地作为自然天人合一的共同体。核心概念是互相性，而不是单

独单孢体或无语境普遍性。我们的解释是，费老师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将心比心的目标

是了解互相地操作共鸣的作用（如忠恕的伦理），即情感共鸣，它深地铭刻在中国文化

中。虽然不同文化情感共鸣的具体形式和构成要素可能会彼此间有不同方面，比方说中

国与美国，但费孝通所发现情感共鸣的作用具有很大重要性，因为它使我们获取公平的

互相承认和理解、超过貌似区别到达共同了解。我们建议最好从这种世界主义世界理解

费孝通对中国研究的解读。我们还提出费孝通16个汉字所体现的世界主义文化和生活方

式能够提供“一带一路”的坚定理论基础，因为它们一方面允许我们作为民族群体保护自

己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通过互相了解广扩文化认同，一直到转文化反映的阶段，在这

一阶段中我们能够实现向共同利益和共存的自我超越和自我转化。

小林由佳 (Yuka Kobayashi) 博士为中国天津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

所中国与国际政治讲师（助理教授）和客座研究教授。加入亚非学

院前，她在牛津大学为初级研究员。取得京都大学法学学士之后，

她先后在南开大学学习汉语与中国国际政治、在牛津大学取得哲学

硕士及博士。她研究方向包括中国国际关系(尤其是贸易与投资)、

中国法律与政治、东亚国际关系、国际经济法学（世界贸易组织/

服务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公用事业股票）、海洋法公约、环境法（

气候变化与）、人权法及顺应和合作理论。小林由佳正在主持关于在中亚（哈萨克斯

坦）、东南亚（缅甸、柬埔寨、越南）及欧洲（比利时、西班牙、德国、希腊、匈牙

利、塞尔维亚）及俄罗斯远东地区一带一路法律维度的许多合作项目。她与许多政府、

国际政府组织、民间组织合作，为它们当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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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中国“一带一路”所面对的法律/管制之挑战

提要：本论文考察和中国“一带一路”的法律涵义。“一带一路”为一个新的倡议，将中国

的所有经济和安全需要统筹在一个保护伞下，都由中国各个银行资助（既现存的银行，

又新推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都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保护。在法律背景下，“一

带一路”由65-66个参加国组成，每个国家都具有很不同的法律和管制环境。本论文考察

中国和“一带一路”参加东道国所面对的挑战。讨论的问题基于在中国、欧洲（布鲁塞

尔、希腊、塞尔维亚、西班牙）、东南亚（柬埔寨、缅甸、越南）中亚（哈萨克斯坦）

及俄罗斯远东地区进行的实地调查。本论文将会概述“一带一路”关键项目呈现的法律挑

战，探讨一些未来方向。

沈小白博士，爱丁堡大学博士、中国社科院硕士学位、SRI理学士

学位；爱丁堡大学商学院高级讲师。学术专业为科技创新研究，以

前的研究方向包括发展中国家视角下对信息、通信技术和生物技术

领域中的技术能力进行社会技术分析。目前研究方向更加关注公共

产品的创新（如创意文化内容、开源软件、基础设施的信息通信技

术、农业生物技术）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标准以及政府政策法规

的作用。作为首席调查员，她最近完成由艺术与人文研究基金会

AHRC CREATe和中国数字版权及知识产权研究中心资助的中国数字版权与网络创意文

化产业课题项目。她是的《中国之通往高科技的道路——以经济转型中的数字通信交换

技术为例》（The Chinese Road to High Technology: the Case of Digital Telecommunications 

Switching Technology in the Economic Transition，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出版社1999年）的

作者。

议题：数字丝绸之路与新规范

提要：转世纪初的数字化革命给人们对互联网社会以及其新的“网络规范”带来了希望和

契机。这些规范包括：互联互动（多对多传播模式代替一对多传播模式）、大众参与、

多元化价值观、分配式治理（一种民主范式）、信息透明性等等。近20年以后的今天，

中国已经建立起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及有效的商务运营模式。不仅赶上了西方先进工业

国家，而且在某些领域上处于领先地位。这给当前人们对东方社会经济文化的认识提出

一个质疑。在西方，中国一直被归类为专制和等级化社会，似乎与新的“网络规范”的理

念无缘。那么，中国为什么会在发展互联网社会上能走在世界的前沿？如果中国自身的

数字基础设施及商务平台运营模式能实体现和发扬新的“网络规范”，中国也一定能够通

过“数字丝绸之路”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数字网络社会’传扬新的“网络规范”的理念。在

2015年12月到2017年4月期间我们对中国的数字网络创意文化产业进行了研究，特别对百

度、阿里巴巴、腾讯等中国大互联网公司的发展电影，电视，音乐和文学的商业模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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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探讨。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主导商业模式和西方有不同之处。这些主导商业模式完

全建立在互联互动，大众参与文化活动的基础之上。其与西方不同的特点是，不但追求

文化的多元价值，并且为当地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应有的空间。这样的商业模式也自然而

然导向于分配式多元化治理。这样的网络社会及其理念规范不仅会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

济更会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

岳林达博士，牛津大学圣埃德蒙德学院研究员，英国伦敦商学院经

济系兼职教授。她也是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客座高级研究员，曾是中

国北京大学经济学客座教授。岳博士发表了许多作品，任路特雷奇

出版社经济增长与发展系列的主编。她的书包括：《中国增长——

制作一个经济超级大国》（China’s Growth: The Making of an 

Economic Superpower ，2013年）及《从1979后创业的中国——商

务、经济及法律发展》（Enterprising China: Business, Economic, and Legal Development 

Since 1979，2009年）。她是2017年10月16日伦敦查塔姆研究所安排“一带一路倡议以及

其对全球经济的含义”的演讲嘉宾。

议题：成功中国“一带一路”

提要：“一带一路”出现于合适的时间，因为世界上各国正在面对投资水平低和越来越慢

的经济增长。一带一路可被当作为强烈的动力，促进经济发展，特别是在新兴经济中。

它还使中国加强对外投资，支持中国继续提高其全球关系。为了使如此的投资成功，需

要与当地社区合作，确认投资创造就业机会、满足当地发展要求。因为没有国际投资指

南，外国直接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将会需要调整使它们适应具体国家的需要，

因为不同国家具有不同要求和标准。虽然目前全球化被认为是在后退，中国全球投资的

可能会在关健时刻帮助促进全球化过程。

版块四 媒体如何把“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对人类共同体的贡献来传播

主持与评议：达雅·苏斯

达雅·屠苏 (Daya Thussu) 教授,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印度传媒中心联

合主任和中国传媒中心研究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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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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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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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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讲者：戴雨果 (Hugo de Burgh)、王菊芳、曾敬涵

戴雨果教授，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主任和威斯敏斯特

大学传媒研究所新闻学教授。他在英国电视台工作了15年，他写关

于中国和中国媒体的书和文章被广泛发表。他是7集纪录片系列《

了解西方故事》（The West You Don’t Know）的作者、主持人；此

纪录片是第一个受CCTV委托的外国时事项目。撰写和主编专著8

部；他的新书《中国传媒》（China’s Media）将于2017年11月出

版。早期著者包括：《制造记者》（Making Journalists，2007年）、《中国的环境及中

国的环境记者》（China’s Environment and China’s Environment Journalists，2012年）及

《新闻调查记者》（Investigative Journalism，2008年第二版）。他是中国清华大学教

授，从2014到2016年任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SAFEA）讲座教授。

贡献:

•	 全球中国对话系列组委会联席主席

•	 第四届全球中国对话板块四：发言

•	 第四届全球中国对话招待会：主持

议题：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重新想象中国

提要：习近平主席向国内外提出的中国形象和其前任所提出的形象很不同。习主席认为， 

中国经历了独特的振兴，而其成功并不要归功于西方，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资本主

义。中国应该庆祝自己独立文明，历经两百年的诋毁以后，目前中华文明正在复兴。这

对全世界有什么意义？

王菊芳女士，牛津大学“一带一路”项目文化与媒体领域的协调负责

人。她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有过16年以上的工作经历，曾担任国际

台驻墨西哥首席记者以及国际在线新闻副总监等职位。王菊芳著有

《BBC之道》（三联，2013年出版）一书，该书曾位列各网上书店

媒体研究类书籍前列。她先后获得北京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及伦敦政

治经济学院政治与传播专业的硕士学位，并曾在BBC及牛津大学做

访问学者。目前，王菊芳还在英国华威大学文化与媒体政策研究系脱产攻读博士，从事

网上内容平台的媒体权力及管理的研究。

议题：“一带一路”报道：媒体需要“建设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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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尽管“一带一路”近年来已经成为世界上非常热门的词汇，但人们对于它的理解还

有许多模糊的认识及误解。比如，“一带一路”到底是中国的一项中国外交战略，还是中

国发起的一项全球倡议？许多人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而世界各国媒体的报道与解读正

是导致这种情形的因素之一。如果中外媒体在报道“一带一路”时能够更多地注重解决问

题（比如注重在“一带一路”推进当中的全球合作，而不是彼此的差异与冲突），那么，

这种被称作为“建设性新闻”（constructive journalism）的思维就可能有益于弥合对于“一

带一路”理解上的分歧。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报道思维方式并非指“正面”报道中国或者“

一带一路”，而是强调媒体应尽可能避免广泛存在的“负面报道偏见”，并且应在全球视

野下去报道“一带一路”。

曾敬涵博士，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高级讲师，亚非与中东政治

研究中心副主任。他研究方向包括中国政治，尤其是中国兴起的国

内政策。出版《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能力：意识形态、合法性和党凝

聚力》（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apacity to Rule: Ideology, 

Legitimacy and Party Cohesion，2015年）。在《当代中国》

（Journal Contemporary China）、《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共同市场研究》（JCM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Contemporary 

Politics）、《当代政治》（Contemporary Politics）、《澳大利亚国际事务杂志》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他往往在英国广播公

司、半岛电视台、今日俄罗斯、中国环球电视网、丹麦广播公司等国家国际媒体里出

现。他《外交家》（The Diplomat）、英国广播公司（中文版）、《政策论坛》（Policy 

Forum）等网上杂志发表文章。从事学术生涯之前，他曾工作于纽约联合国经济和社会

事务部。

议题：从“一带一路”到一个中国故事？从中国社会一致性概念探讨北京构造中国叙事的

局限

提要：为了将中国复兴塑造起正面形象，中国政府花费了可观的努力和资源提出其战略

叙事。本论文认为中国国内政治已严重动摇了这些努力。以“一带一路”为个案研究，本

论文揭示一带一路的形成过程在中国引起了多种政策叙事。与巨大经济利益结合，部分

隶属于权威部门中的本土政客已发展了其首选的叙事来影响、重塑甚至质疑北京政府。

这些相互矛盾的叙事使北京难以在国际平台上随心把战略叙事统一、表现出来。这揭示

了北京在其寻求全球领导力的广泛背景下增进有效的国际交流所面对的困难。

闭幕式

主持: 常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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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向群教授, 全球中国研究院院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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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级研究员，威斯敏斯特大

学客座教授; 中国北大、人大、复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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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 2009;	 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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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四届全球中国对话闭幕式主持

•	 中国社会科学全球化研讨会和社科汉语工作坊发言

议题：“中国社会科学全球化”简介；“社科汉语”简介

演讲者: 丹尼尔·德拉奇 (Daniel Drache)、王文、项晓炜、英格丽·克兰菲尔德

丹尼尔•德拉奇（Daniel Drache）教授，加拿大约克大学政治科学

荣誉退休教授和罗巴茨加拿大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他研究关注解

全球叙述的变化中特征，以及其经济、社会及文化维度。他对失败

的WTO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尤其是研究食品安全和营养、消灭贫

穷。他发表了许多关于北美整合与NAFTA的著者。2016年在英国

伦敦国王学院发表演讲《加拿大-欧洲自贸协定——我们是否要担

心？》（”Canada European Free Trade Agreement: Ought We To Be 

Worried?”）。他最近出版的著者包括：《将全球贸易与人权联系起来——经济困难时期

中新政策空间》（Daniel Drache and Lesley A . Jacobs, eds . Linking Global Trade and Human 

Rights: New Policy Space in Hard Economic Times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年）。他目前正在参与重大研究课题《中国枢轴与新丝绸之路战略——北京

再制全球经济的大胆计划》（China Pivot and the New Silk Road Strategy– Beijing’s 

Audacious Plans to Remake the Global Economy），课题结果将于2018年出版。他的研究

获取国际上承认，他曾在世界各国许多大学访问任教，包括意大利佛罗伦萨欧洲大学研

究会、法国巴黎CEPREMAP-CNRS、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他获取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

文科学研究理事会（SSHRC）、加拿大外交国际贸易部（DFAIT）及加拿大国际发展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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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DA）许多重大科研经费。除了学术工作之外，德拉奇教授也是CBC等电视平台国

家新闻定期评论员。

议题：一路多梦

提要：全球经济体已经逐渐达成一致，事实上来说美国不再是世界上首位出口国，以

及形成过去半个世纪或更早的规则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保证人。发展中国家（Global 

South）的许多正在寻找全球经济的制度设计可替换选择。中国新丝绸之路的全球基础

设施项目就是一个强劲的竞争者。由于世界交易系统不再是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础，即

使世界各国大部分都继续接受其规则，我们已经进入治理灰色地带的时期，其中包括“

一带一路”中区域贸易投资协议的激增。问个冒味的问题，自由多边主义之后这是不是

还有生命？本论文将会考察中国与60余个国家双边协定、含1000个项目、费用估计为2

万亿美元的“一带一路”是否具有野心、软实力影响及外交能力建设一个中国特色、以中

国为首的多边秩序可替换方案。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一带一路”是盲目发展的典型例

子，但他们忽略其地缘政治意义。其理论成分展开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空间修

复”、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以及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软实力”，作为更强大分析镜头来审查主导习近平新丝绸之路基础设施计划的

跨国及海洋目标和发展经济模型。根据世界银行委托进行的研究，基础设施发展一直都

遭到不少失败，这并不足为奇。中国也不例外。本论文同时探讨其中的成功和失败，有

意外的发现。还有一个以正在进行的研究为基础的实验部分，那些研究从区域视角下审

查中国在建的经济走廊和滩头阵地。最后，本论文对从50多个新丝绸之路项目出来的数

据进行分析，以便更清楚地认识中国如何适应对地面和社区的全球基础设施亏损。

王文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中国金

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秘书长、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

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及多所知名大

学客座教授。曾任《环球时报》编委（主管评论）和社评起草

人，2011年“中国新闻奖”获得者，在《求是》、《人民日报》等报

刊发表各类文章400多篇，专著、合著、翻译或主编著作包括《看

好中国》《一带一路与绿色金融》《伐谋》《美国的焦虑》《世界治理：一种观念史的

研究》《2016：中国与G20》等20余本，曾获“2014中国十大智库人物”和“2015中国发展

改革领军人物”等荣誉，先后实地调研近百国，是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外交部、财

政部、中联部、证监会等多个部委的咨询专家，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哲学社会科学

工作座谈会，王文是十位发言学者之一。

议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一带一路与中国的未来



34

第四届全球中国对话手册, 2017 年 11 月 30 – 12月2 日
Global China Dialogue IV Programme, 30 Nov . – 2 Dec .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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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幕发言

新书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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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审和全球中国出版社社长。克兰菲尔德女士是作家

（出版了13本著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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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书题目名单：

《中国比较研究》2017年第一期（六月），总第5期

《第三届全球中国对话文集》，全球中国对话文集系列

《新时期小说对话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华话语系列

《为和平徒步》英文增补版（彩色），“三只眼”转文化系列

招待会（仅凭邀请函）议会大厦下议院

主持：戴雨果教授,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主任 .

演讲者：麦克·贝茨、李淯(Ann  Lee)、崔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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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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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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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 英国、中国与国际发展

李淯 (Ann  Lee) 女士，国际公认中国经济关系的专家、美国Coterie
精英俱乐部CEO，Coterie是新技术投资财团，受Peter Lee主席启

发，他是Henderson Land Development主人。她曾是中国北京大学

客座教授、美国纽约大学兼职教授，在纽约大学教宏观经济学和金

融衍生产品。她就中美关系、国际金融贸易和中国政治经济向来自

欧 洲 、 亚 洲 、 拉 丁 美 、 美 国 政 策 制 定 者 提 出 顾 问 。 除 了 在

MSNBC、Bloomberg、ABC、CBS、CNN、Fox Business、NPR、中央电视台、BBC等

电视和电台播出，她还在《纽约时报》《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新闻周刊》《福

布斯》《哈佛商业评论》、The American Prospect、The American Banker、香港中文报纸

《信报》《中国新闻周刊》等刊物发表了专栏版。她的文章被引用于100余刊物中，她

作为演讲嘉宾被邀请参加全世界各国行业和学术会议。李淯女生曾是高收益债券与科技

股投资银行，还是两家数十亿美元对冲基金公司的信用衍生品商人。她是获奖国际畅销

书《中国是否会发生经济滑坡》的作者。她是美国作家协会和Pen America Society的积

极成员。

议题：中国是否会发生经济滑坡——关于“一带一路”的探讨

崔占峰教授，英国牛津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组织工程与生物处

理工程中心主任、英国牛津大学中国再生医学国际技术中心主任。

他研究方向化位于学工程与生命科学、膜技术之间的交界面。他是

牛 津 组 织 工 程 与 生 物 处 理 工 程 中 心 创 始 主 任 。 他 是

BBSRC、EPSRC、MRC、CCLRC等研究理事会委员会或上诉委员

会委员，属于许多重要期刊编辑部（英国的Journal of Membrane 

Science、Food and Bioproduct Processing、Processing, Patents in 

Biotechnology、Patents in Engineering, China Particuology,；中国《科学杂志》《中国抗生

素杂志》《生物力杂志》等等）。他是牛津大学哈特福学院教授级研究员。国际上崔教

授与来自许多国家的研究者合作，尤其是中国。他帮助建立中国大连理工大学大连研发

干细胞与组织工程学研究中心，在这里是长江客座教授。他是最近建立中国石油大学（

青岛）生物技术与生物工程中心的顾问，与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合作。

议题 ：如何通过一带一路将英国的生物业务带入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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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星期四 第四届全球中国对话活动前后活动 

（按姓氏拼音顺序）

冯东宁博士,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语言、文化和语言学学院语言学系

高级讲师。他是亚非学院翻译研究中心、中国研究院的成员。他研

究方向包括对翻译研究社会学方法、政治与翻译、批判性话语分析

与翻译研究、翻译自由、翻译与文化研究、翻译研究定性方法论、

语用论与字幕、对口译研究认知方法学以及中国研究。

议题：中英双向翻译

提要：有效的对话和思想交流的障碍之一是脱离语境的那些翻译的术语和概念的使用。

这些翻译通常给读者一个东方化的中国的表征。针对这一问题，本刊着重讨论和分析翻

译及原意的概念和差异。着重探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描述和分析了翻译与跨文化

交际方面的问题。冯东宁从功能理论的角度探讨了王斯福 (Stephan Feuchtwang) 的《实

践者: 费孝通教授的人类学使命与利奇教授的游戏》(A practical minded person: Professor 
Fei’s anthropological calling and Edmund Leach’s Game)。最后冯东宁基于沈骑和于硕关于

超文化空间现象研究的讨论进而探讨了“超文化性”概念的翻译问题。

周利群博士（左），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

院讲师，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李氏基金访问学

者，研究领域是佛教天文学史、梵语和佛教

文献、印度出版业等。在《自然科学史研

究》《出版发行研究》《社会科学》《中国

藏学》等刊物与文集发表中英文文章十多

篇，参与和主持教育部及学校项目十来项，

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报告十多次。主要论文

有《佛经中的古代印度地震占卜体系——以《虎耳譬喻经》为例》《印度的新闻出版现

状及其与中国的合作》《圣彼得堡藏西域梵文写本释读新进展》等。孔源博士 (右) ，首

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研究领域是早期近代欧亚史、中俄关系史、内亚研究等。在

《俄罗斯研究》《国际政治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数十篇，主

要有《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大众文艺里的苏修形象》《近代呼伦贝尔地区俄

罗斯人经济文化区发展与形态》《清代以来达斡尔族跨兴安岭贸易及其地理基础》 

《从‘dergi’一词看历史上满族政权崇尚东方的观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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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梵学：中印关系间的“文化公约数”

提要：自古以来，印度在“一带一路”国家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华民国时期，泰戈尔两次

访华促进了中印友谊，激发了人们对于印度文学、佛学、梵学的兴趣。在新中国外交破

冰的时期，周恩来总理通过支持佛教朝圣、学习梵语巴利语泰语僧伽罗语等活动来促进

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友谊。近年来，为了促进中印关系发展，官方和民间做了不少努

力。印度那烂陀地区，玄奘纪念馆的落成达成了周总理的梦想。2010年，经济学家阿玛

蒂亚森开始倡导的“复兴那烂陀”的计划，获得了亚太地区16个国家政府的支持，将在印

度的比哈尔邦建立一座新的国际大学。北大第一位印度讲席教授师觉月先生的作品，近

些年来被频繁地再版印刷。而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会面时，他们在佛教作为亚洲的共

同文化遗产上面取得共识。在亚洲，梵语是印度教、佛教、耆那教等宗教的神圣语言和

文化载体，是佛学、印度学研究的基石。在中印关系中，将梵学作为“文化公约数”，将

能聚合起来从古至今的资源。 

郭雪飞副教授，博士，成都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兼翻

译，四川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智库专家，成都市金沙智库研究会副

秘书长，曾在加拿大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一年。主要研究

方向为城市发展、城市治理。主持和参与完成多项省、市社科基金

规划课题。出版学术专著《传统到现代：成都城市管理之世纪变

迁》，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如《温哥华与成都管理模式比较研究》

《“大一统”视角下的清代新疆城市发展研究》《传统到近代：中国城市管理理念的演

变》《多元社会中宗教与个人、公共权利——加拿大宗教事务案例分析》《城市社区创

新创业支撑体系研究》等，获得多次省市社科奖项。

议题：	“一带一路”与城市对外贸易发展研究

提要：中国边境地区进行的对外经济文化贸易联系，主要以边境口岸城市为依托而与毗

邻国家间进的贸易往来活动。中国西部边贸经济文化发展有很长的历史，在此基础上诞

生出一批边贸城市。边贸城市因为其特殊的重要地理区位和对外经济文化贸易兴衰，形

成了独特的发展形态。边贸城市发展的特点之一是活跃的边境经济文化贸易成为地方经

济的独特拉动力。未来，中国西部将以边贸经济文化推动边贸城市发展，从而促进“一

带一路”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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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海珊博士，于2010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得经济

学博士学位。从2001年起，她就在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任

教。她曾是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短期访问学者，当时她关注现代化

与全球化研究。她主要集中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研究。她发

表了许多关于流动工人的文章。

议题：交流与融合：“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中英文化

提要：中国和英国是东西方两大文明的杰出代表，尽管两国虽然相距遥远，但一直相互

影响。文化关系已经成为中英关系的重要支柱之一。中英关系已经进入了“黄金时代”。

中英两国在文化的交流方面有更大的空间，在文化交流的同时也应当更加注重文化的融

合。可以从三个层面加强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首先，从政府层面加强两国政府间的文化

合作。其次，通过各种形式的民间交往来加强文化交流与融合。第三，更多的人民与人

民之间的交流成为加强中英关系的情感纽带。

明亮副教授，博士，成都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社会学研究所副

所长，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研究。

主持完成《成都养老服务体系研究》等多项省市课题。出版专著《

认同型发展》，公开发表《农村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社会基础研

究》等多篇论文。

议题：中国成都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扩大对外开放的对策研究

提要：成都是历史文化名城和丝绸文化的起源地，是“一带一路”沿线上的核心节点城市

和国际门户城市，在中国进一步扩大“双向开放”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成都要以建设

国家中心城市为新起点，重新认识新常态下的对外开放特征和自身优势，确立对外开放

的新方向、新定位，要从构建国际性的交通枢纽、外向型的产业体系、包容性的人文环

境、改革创新双向开放的制度设计和全面协同合作的区域制度安排等层面，有针对性地

进行创新和改革尝试。

裴可诗（Costanza Pernigotti）女士，全球中国研究院研究人员和助

理翻译；中国浙江传媒学院话语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她获

HSBC SOAS 硕士研究生全奖，获得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汉学硕士学

位。当时研究方向包括现代和当代的中文非文学文本，还有翻译理

论和实验翻译。她曾于博洛尼亚大学获得亚洲语言、市场与文化本

科学位。她在中国云南省昆明市住了一年：在中国她获得汉语水平

考试六级。从2010年起她开始当兼任校对者和翻译。她校对及翻译关于临床研究的文件

（英翻意、意翻英）。2012年她参与志愿合作者OPIDIPO汉-英-意安卓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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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第四全球中国对话手册中的英汉双向翻译中的难点

提要：讲座者以介绍翻译第四全球中国对话手册过程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讨论英汉双向

翻译中的难点。目标是与参加工作的专家进行对话，识别这些问题的共同模式及解决方

法。

史艺军教授，女，1955年12月生。先后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南开

大学、武汉大学，获历史学硕士、法学博士学位。国家二级教授、

校一级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带

头人。国家级特色专业、辽宁省示范专业（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带

头人。现为辽宁师范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曾任政治与行

政学院首任院长。教学与研究领域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建设

和执政党建设理论与实践。在《中共党史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著

作、教材14部。主持省部级以上项目16项。

议题：以习近平思想解读：“一带一路”——为了共同目标的转文化合作

提要： 1 . 什么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目标？（习近平语:“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 .实

现“共同目标”的中国方案（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的演讲中从

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中国方案。这一方

案同中国国内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思想是一致的，它既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国际话语

表述，也可看做是一种转文化风格的表述。）3.“一带一路”对实现共同目标的转文化作

用（”一带一路“将由区域合作走向全球合作；”一带一路“经济合作蕴含了文化交流与合

作，也呈现出转文化的趋势与特征。）

宋连谊博士，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语言文化学院首席教学研究

员。他研究方向包括汉语语言教学、话语分析和汉语应用语言学。

他在英国已经20余年教作为外语的汉语。他是英国汉语教学研究会

（BCLTS）会员，从2003年到2005年曾任BCLTS主席。

议题：社科汉语——高级阅读

提要：基于几篇文章的改编节选，本讲座讨论翻译特定术语和概念时所应用的翻译策

略，文章包括 Harro von Senger《谋略》（Supraplanning）、Gary G . Hamilton《费孝通著

作对西方社会科学家的启示》（What Western Social Scientists Can Learn from the Writings 

of Fei Xiaotong）、中根千枝《中国和印度: 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文化的边陲》(China and 

India: An Anthropological View in Relation to Cultural)的中文版及朴红《关于中日农村社

会的家与家产的比较研究》。宋连谊以张展鸿和吴燕和的论文集《中餐的全球化》(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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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isation of Chinese food)为文本对社科翻译中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描述和评价，关注方

言/外来语、社科词汇/词组/短语及翻译难句。

宣力女士，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讲师。她是亚非学院

翻译研究中心的会员、伦敦孔子学院副主任。她研究方向包括现代

中国语言和语言教学。

议题：社科汉语——中级阅读 

提要：讲座者讨论了中级读物的阅读和翻译，关注翻译关键短语和

术语，对几篇文章的改编节选进行分析，包括Harro von Senger《

谋略》（Supraplanning）、Gary G . Hamilton《费孝通著作对西方

社会科学家的启示》（What Western Social Scientists Can Learn from the Writings of Fei 

Xiaotong）的中文版及朴红《关于中日农村社会的家与家产的比较研究》。 

田园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于2010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在2007-2008年，作为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在德国图宾根大学历史

与哲学系进行学习。自2010年以来，在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与当代

哲学，中西方文化比较。

议题：全球化境遇下中国当代文化的建构与反思

提要：“一带一路”建设是全球化境遇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战略部署，跨文化交流

与合作是支持并实现这一战略部署的重要一环。在历史与民族的双重审视视角下可以看

到：对自身文化的价值认同在多元文化的交流和合作中是基础性问题，这也是全球化境

遇下建构中国当代文化的题中之义。中国当代文化的建构既内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

化，更是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选择、整合与重构。

尹宏教授，研究员，经济学博士，成都市社会科学院教授。主要研

究方向：文化产业、创意经济、区域经济发展。出版专著《现代城

市创意经济发展研究》，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中国文化产业转型

的困境、对策和路径研究》《创意经济：城市可持续经济发展的高

级形态》《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的空间演化研究》等论文20余篇，担

任《中国创意产业发展报告》编委。近年来主要致力于城市文化、

文化产业转型发展、城市文化消费等方面的研究，包括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体制改革、

城市文化建设等领域重点问题研究，长江经济带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成渝城市群发

展等区域发展项目研究，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建言献策。主持或主研完成各类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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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余项，出版《现代城市创意经济发展研究》专著，公开发表理论文章20余篇。主持或

参与规划编制研究项目十余项，完成相关咨询报告数十篇，为地方和城市发展提供决策

咨询服务，多项政策建议被政府采纳。多次获得成都市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

奖、二等奖、三等奖。

议题：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

提要：丝绸之路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内涵的空间概念和文化概念，以文化与经济

的相互介入为显著特征。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文化创意产业是

最佳切入点之一。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文化创意产业合作，应坚持文化植入、制度

保障、优势互补、集聚带动、整体提升的策略，深化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文交流、探索建

立文化创意产业合作机制、积极发展外向型文化创意产业、布局对外文化经贸合作区、

加大对沿线国家对外文化投资。

张勇锋博士，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学博士，英国威斯敏斯特

大学访问学者，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研究中心副

主任兼传播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传播思想史、政治传播、马克思

主义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在《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

播》等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2项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目前

正主持陕西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传播维度中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民

心相通’研究”，2017年获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近年来对中国共

产党的传播观念亦有浓厚兴趣。

议题：“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传播理念重构

提要：面对传播学经典理论所面临的“想象力”困境，以及中国传播学“自主化”的追问，

重构传播理念成为当前传播学界充满时代焦虑的基础性问题。本研究从“一带一路”这个

当前宏大而极富活力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出发，基于传播研究“元问题”的维度，

试图将包蕴其中的传播意涵进行理论抽绎，以期建构能够回应当下中国社会大潮和传播

实践的理论话语。本文在对传播学功能主义范式进行反思的同时，着重重新思考和分析

提炼了“传播”、“媒介”、“研究范式”、“传播共同体”、“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以及“国际

传播新秩序”等一系列传播“元问题”，进而提出能够有效回应当下中国深度参与国际社会

治理的传播理念重构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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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明教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人类学系人类学教授。他在杜克大

学取得文化人类学博士学位，曾是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研

究员。他是《中国20世纪反毒品斗争——民族主义、历史与国家建

设》（Anti-Drug Crusade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Nationalism, 
History, and State-Building，Rowman & Littlefield，1999年）及《网

上政治——中国的电信技术、互联网及政治参与》（Historicizing 
Online Politics: Telegraphy, 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年）的作者。他曾任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梅隆研究

员、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2012年他任的美国中西部亚洲事务会议主

席。他最近“roadology”项目关注沿着大湄公河次区域西藏高原的跨国家道路建筑，自

2006年开始在西藏高原进行田野调查。他正在从事题目‘追求幸福——西方理想在中国

的不幸福的生活’（Chasing	Happiness:	The	Unhappy	Life	of	a	Western	Ideal	in	China,	1890-
2010）研究项目。

议题：中国人类学走回世界——海外民族志书写

周育国，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就职辽宁师范大学 马

克思主义学院。本人的研究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西方哲

学，科研的重点一直是全球化视域下的人本问题。代表著《马克思

主义人本理念的当代视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主旨

阐明：在全球化的今天、和谐共赢、可持续发展是人本理念的主

题。

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文化共识

提要：2017年2月，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的决议首次写入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支持与肯定。联

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表示，联合国“践行多边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

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承认世界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也看到人类文化的共通

性与相容性，并在此基础上追求世界多样和谐与有机统一，以此推动人类文明发展与社

会进步，最终实现人类的可持续的和谐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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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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文集第三辑，由全球中国出版社 

（Global China Press）发表（中英文）

•	 《社科汉语研究》辑刊，每年出版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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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克沙伊· 阿格拉瓦尔 (Akshay Agrawal) 先生，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

助理研究员 [GCD IV]

马丁·阿尔布劳 (Martin Albrow)教授，英国社科院院士；英国社会学会荣誉副主席；

威尔士大学荣休教授 [GCD IV主旨演讲嘉宾; 版块一：主持与评议]

 MarvinAristotle 先生，英国客户服务机构客户主任 [GCD IV、CSS]

 梅里姆·贝蒂姆贝托娃 (Merim Baitimbetova)女士，英国伯明翰大学博士研究生 [GCD 

IV]

 麦克·贝茨 (Lord Michael Bates) 勋爵，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国务大臣 [GCD IV招待会

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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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邓丽莎 (Theresa Booth) 女士，英国筷子俱乐部联合首席执行官 [GCD IV]

 留比沙·博斯科维奇 (Ljubisa Boskovic) 先生，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研

究生 [GCD IV]

 克里斯托夫·布劳尔 (Christoph Brauer) 先生，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研究生 [GCD IV]

 凯利·布朗 (Kerry Brown) 教授,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 [GCD IV开幕式：

主持]

Qingxiu Bu博士，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全球法学倡议副教授、主席  [GCD IV、GCSS]

 亚历山大·卡洛威国家 (Alexandra Calloway-Nation)女士，美国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

研究学院研究生 [GCD IV]

 安娜·坎泰尔米 (Anna Cantelmi) 博士，英国罗汉普顿大学师生支持行政人员 [GCD 

IV]

柴雅欣女士，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国际新闻研究生 [GCD IV]

常向群教授, 全球中国研究院院长；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荣誉教授 [GCD IV 闭幕式主

持； GCSS、 CSS：发言]

Jenifer Chao 博士，英国德蒙福特大学讲师[GCD IV]

陈晨女士，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研究生 [GCD IV, GCSS, CSS]

Qian Chen女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 [GCD IV]

Yvonne Chi博士,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师 [CSS] 

Sarah Chidgey 女士英国政府教育国际贸易部中国香港办公室主任助理 [CSS]

常诚 (Neil Clarke) 先生, 全球中国研究院助理翻译;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 [GCD IV, GCSS, 

C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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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海珍 (H-J Colston)，英国筷子俱乐部联合首席执行官 [GCD IV]

丛晓波教授，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社会学院 [GCD IV, GCSS, CSS]

英格丽·克兰菲尔德	(Ingrid	Cranfield)	女士, 全球中国出版社社长；英国恩费尔德市前

副市长 [GCD IV 闭幕发布新书及新书系列]

崔占峰教授，英国牛津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组织工程与生物处理工程中心主

任、英国牛津大学中国再生医学国际技术中心主任 [GCD IV招待会讲话]

沃尔夫冈 德克尔斯 (Wolfgang Deckers) 教授，英国里奇蒙伦敦美国国际大学 [GCD 

IV、GCSS]

戴雨果 (Hugo de Burgh) 教授,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主任 [GCD IV 版块

四：发言；招待会：主持]

丹尼尔·德拉奇 (Daniel Drache) 教授，加拿大约克大学罗巴茨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荣休教授 [GCD IV 闭幕式：发言]

冯东宁博士,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高级讲师、翻译研究中心前主任 [CSS：主持；发言]

郭爱林 (Elisa Gambino) 女士，英国爱丁堡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博士研究生 [GCD IV 

版块一发言; GCSS、CSS]

甘婧女士,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新闻传媒系研究生 [GCD IV]

Anushree Ghisad 女士，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硕士生 [GCD IV] 

陈企业 (Tan Khee Giap) 博士,亚洲竞争研究所共同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

政策副教授 [GCD IV 版块三：主持与评议；GCSS：发言] 

郭雪飞副教授，成都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GCSS：发言]

克里斯·哈姆内特 (Chris Hamnett) 教授，英国社科院院士，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地理系

荣休教授 [GCD IV]

海自谦(Katrin Heilmann)女士，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博士生 [CSS] 

克里斯·汉森 (Chris Henson)先生，英中了解协会会员秘书长 [GCD IV]

韩相震 (Sang-Jin HAN) 教授，韩国首尔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 [GCD IV 版块三：发

言]

郝时远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国人类学学会会长 [GCD IV主旨演讲嘉

宾; 版块一：主持与评议]

汤姆·哈珀 (Tom Harper) 先生，英国萨里大学博士后候选人 [GCD IV 版块一：发言]

科斯蒂·哈维 (Kirsty Harvey) 女士，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当代中国研究硕士生 

[GCD IV]

曾苑霞 (Yuanxia Amy Hayward) 女士，英国顺德商业协会会长 [GCD IV]

韩志豪 (Ivan Hon) 博士, 全球中国研究院 研究人员、翻译 [GCD IV, GCSS]

马克·霍斯金 (Mark Hoskin) 先生，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研究生 [GCD IV、GC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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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晓红教授，中国东北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秘书长 [GCD IV, , GCSS, CSS]

胡悦女士，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摄影专业研究生 [GCD IV]

黄珊女士，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刘氏中国研究所博士生  [GCD IV]

黄艺红教授，肯特大学访问学者；北华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 [GCD IV]

Basharat Hussain [CSS]

伊乔 (George ILIEV) 先生，英国工商管理硕士协会市场开发主任[GCD IV 版块二：

发言]

Harby Janagol 先生，Hydronaid主任 [CSS]

休·詹金斯 (Huw Jenkins) 先生，高伟绅律师事务所顾问 [GCD IV]

Qiu Ji 先生，中国驻英大使馆秘书  [GCD IV] 

姜海珊博士，中国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GCSS：发言]

Aowen Jin 先生，英国广播公司社会评论家；Chicmi创意总监；JMB 咨询公司创始艺

术家 [GCD IV、GCSS、CSS]

康纳 (Connor Judge) 先生，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研究生 [GCD IV、CSS]

孔筱佳女士，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GCD IV]

托马斯·金斯顿 (Thomas E Kingston), 英国汉学研究生会主席候选人；复旦大学政治

学系博士生申请人 [GCD IV]

小林由佳 (Yuka Kobayashi) 博士，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和国际政治助理教授 

[GCD IV 版块三：发言]

Lena Kw [CSS]

斯科特·拉什 (Scott Lash) 教授，英国伦敦大学哥德史密斯学院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GCD IV]

Pui Fung Law 先生，英国亚洲文会研究员；英国亚非学院博士候选人 [GCD 

IV、GCSS]

丽贝卡·劳利斯 (Rebecca Lawless) 女士，独立研究人员 [GCD IV]

Joyce Lee 女士，英国圣海伦学校教师 [CSS]

Lena Lee 女士，英国IsHappening创始人 [GCSS]

Marco Leung 博士，英国帝国理工学院 [CSS]

李淯(Ann  Lee) 女士，政论作家；美国Coterie 精英俱乐部CEO；曾任美国纽约大学

兼职教授 [GCD IV招待会讲话]

李江南女士，英国杜伦大学人类学系 [GCD IV]

Lily Li 女士，世贸中国 [GCSS]

李明霞女士，英国西苏格兰大学博士候选人 [GCD IV]

李娜女士，中国彼得·蘭国际学术出版社组稿编辑 [GCD IV、GCSS、C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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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嵬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艺术院院士，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育研

究院应用语言研究中心主任 [GCD IV：开幕致辞；版块二：主持与评议]

梁爽女士，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访问学者  [GCD IV]

刘昕博士，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高级讲师  [GCD IV、GCSS]

Lucia Lu女士，英国伦敦大学金匠学院 [GCD IV、GCSS]

马辉先生，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公使 [GCD IV：开幕致辞]

马蕾女士, 中国驻英使馆文化处秘书 [GCD IV]

雅各布·马德尔 (Jacob Mardell) 先生，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研究生 [GCD IV]

卡拉·门德斯 (Carla Mendes) 博士, 独立研究人员 [GCD IV]

蒂娜·米德坦克 (Tina Miedtank)，英国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博士候选人 [GCD IV、CSS]

明亮副教授，中国成都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GCSS：发言]

卡利得·纳迪姆 (Khalid Nadeem)先生,英国南亚与中东论坛主席 [GCD IV 版块二：发

言； CSS]

黄新惠 (Sim Hui Ng) 女士，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欧洲与国际研究系研究生 [GCD IV]

William Oliviero 先生, 英国布莱顿学院学生 [GCD IV、GCSS、CSS]

Fang Pan 先生，英国伦敦经济学院 [CSS]

Tong Pei女士，英国艾塞克斯大学博士研究生 [GCD IV]

裴永刚博士，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访问学者 [GCD IV、GCSS]

裴可诗 (Costanza Pernigotti)女士, 全球中国研究院翻译；中国浙江传媒学院话语与传

媒中心研究人员 [CSS:发言；GCD IV、GCSS]

安子 (Andrea Enrico Pia) 博士，英国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中国新闻人类学研究员

[GCD IV、CSS]

祁进玉教授，中国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主任、东北亚民族文化研究所所长 [GCD 

IV 版块一：发言]

邱玲云女士，埃森哲公司(Accenture) [GCD IV]

邵峥先生，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参赞 [GCD IV、GCSS]

沈小白博士，英国爱丁堡大学商学院高级讲师 [GCD IV 版块二：发言；GCSS]

Shi Lijing博士，英国伦敦经济学院[CSS]

史艺军教授，中国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GCSS：发言] 

Yusaku Shimizu [GCSS]

宋连谊博士，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语言文化学院首席教员  [CSS：发言]

宣力 (Lik Suen) 女士，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 [CSS：发言]

孙嘉明教授，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康莫斯分校社会学与刑事司法学院 [GCD IV 版

块二：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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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斯温恩 (Michael Swaine) 先生，英国G3集团 (Good Governance Group) 高级分

析师 [GCD IV]

唐凌女士，英国牛津大学圣彼得学院博士候选人; 英国研究生汉学研究会主席  [GCD 

IV]

达雅·屠苏 (Daya Thussu) 教授,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印度传媒中心联合主任和中国传

媒中心研究主任 [GCD IV 版块四：主持与评议]

田园博士，中国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GCSS：发言]

 詹姆斯·瓦格斯塔夫 (James Wagstaffe) 先生，英国雷丁大学；牛津布鲁克斯孔子学院

双语教养博士研究院

Alex Wan先生，英国Wan咨询公司银行业顾问  [GCD IV、GCSS]

王晶教授，中国东北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副主任 [GCD IV, GCSS, CSS]

王景斌教授，中国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 [GCD IV 版块三：发言]

王菊芳女士，英国牛津大学一带一路计划文化与媒体协调员 [GCD IV 版块四：发言] 

Liang Wang, 英国贝尔法斯特大学语言中心语言支持人员 [CSS]

王苹教授，中国成都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GCD IV 版块一：发言]

王上铭教授，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者，中国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后 [GCD 

IV、GCSS]

王志永先生, 中国网英文部栏目主管 [GCD IV]

王文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GCD IV闭幕式：发言]

Jan Kajetan Kayo Wojtynski 先生，英国爱丁堡大学东亚关系研究生 [GCD IV]

吴宝晶教授，中国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GCD IV 版块二：发言]

吴芝懿博士，伦敦开放大学研究员[GCD IV]

吴晓星先生，凤凰卫视英国台编导[GCD IV]

Catherine Xiang 博士，英国伦敦经济学院 [CSS]

项晓炜先生, 中国驻英国使馆文化处公使衔参赞 [GCD IV]

辛红艺女士，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师[CSS]

熊祎女士，全球中国研究院助理行政经理 [GCD IV、GCSS、CSS]

徐汝佳女士，英国林肯大学博士研究生 [GCD IV]

薛梅女士，英国杜伦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  [GCD IV]

杨蒙黛女士，全球中国研究院助理网络与平面设计人员；英国利物浦大学工业设计

学生 [GCD IV、GCSS、CSS]

杨诗涵女士，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研究生 [GCD IV]

George Ye [GCSS]

尹宏教授，中国成都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GCSS：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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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林达博士，牛津大学圣埃德蒙大教堂经济研究员；英国伦敦商学院经济系兼职教

授 [GCD IV 版块三：发言]

张畅先生，英国华威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博士候选人 [GCSS]

张悦悦副教授，英国肯特大学社会政策学院高级讲师 [GCD IV]

张勇锋博士，中国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GCSS]

Maner Zhao女士，英国伦敦经济学院 [CSS]

赵雨露女士，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翻译专业研究生 [GCD IV]

曾敬涵博士，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高级讲师，亚非与中东政治研究中心副主任

[GCD IV 版块四：发言]

鄭茗女士，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体管理专业研究生 [CSS]

周伯阳先生，英国杜伦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 [GCD IV]

周利群博士，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讲师; 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李氏基金访

问学者 [GCSS：发言]

周清平先生，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中文传媒中心  [GCD IV]

周育国教授，中国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GCSS：发言]

周永明教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GCSS：发言]

朱兴涛先生，中国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社会学院代院长

左雯敏先生，中国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GCD IV 版块三：发言]

至2017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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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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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索取。

8 . 抵达伦敦前后若需帮助请与会务组工作人员联系方式:

•	 常向群	07910	716068

•	 裴可诗女士07925236979

•	 熊祎女士07599052456

注册

• 免费：发言者提交发言者信息与提要，填表： 

http://www .globalchinainstitute .org/cms .php?artid=45&catid=818

• 免费：选择以下一项或多项注册： 

http://ecommerce .global-china .org/event-registration-free/

• 11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全球学术研究会

• 12月1日帮助并参与对话主会（不含晚宴）

• 12月2日社科汉语工作坊

• £180：12月1日 对话(不含晚宴)，注册并缴费 

http://ecommerce.global-china.org/shop/event-registration-9/

• £280： 12月1日 对话(含晚宴)，注册并缴费 

http://ecommerce .global-china .org/shop/event-registration-280/ 

• £580： 11月29日-12月3日 5天套餐包括参加三天的活动及其量身定制学术交流活

动，注册并缴费 http://ecommerce .global-china .org/shop/event-registration-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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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11月26日-12月3日 8天套餐包括参加三天的活动及其量身定制学术交流活

动，注册并缴费 http://ecommerce .global-china .org/shop/event-registration-680/ 

• £780：11月26日-12月15日 20天套餐包括参加三天的活动及其量身定制学术交流

活动，注册并缴费 http://ecommerce .global-china .org/shop/event-registration-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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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熊祎女士info@gci-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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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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全球化学术研讨会地址：威斯敏斯特大学309	 Regent	 St,	 Fyvie	 Hall,	 the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Tube地铁: Oxford Circus  (Bakerloo, Central and Victoria lines)

社科汉语工作坊地址：伦敦国王学院S0 .13, Strand Campus, King’s College London, Ground 

floor,	next	the	entrance	of	Strand	Campus,	London	WC2R	2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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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