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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全球中国对话	:	世界和平治理
GCD VI: Governance for World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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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的世界局势的均衡正在发生深刻变革。

全球所有的国家，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必须适应不断改变的国际和	

社会环境。然而，由于文化、宗教以及社会转型等复杂因素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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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潜藏着危机，这些都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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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影响、剧烈的气候	

变化以及新能源的发现和应用，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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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决策者将会根据现状和长期目标制定发展战略。商界领导人和	

企业家也将大量资源投入到对企业发展有影响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方面。与此同时，	

以上挑战也极大影响了专家学者探究文化和意识形态如何提高全球社会治理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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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和中国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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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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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多个国家，推动他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发展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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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月，习近平主	

席在日内瓦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发表的主旨演讲，阐明了中国参	

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即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	

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	

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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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中国对话还遵循“文明的对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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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即在人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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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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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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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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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改革

第六届全球中国对话

自2014年以来，遵循全球中国对话创办之初的愿景，我们成功地举办了五届对话，为进

入全球治理改革的高潮奠定了基础。

第六届全球中国对话	 (GCD	 VI)	 将于2019年12月6日在伦敦举办，自中国、约旦、尼

日利亚、法国、德国、丹麦、英国的30名演讲嘉宾，包括学者、专家、专业和从业人士

以及官员政要，以及逾百名参会嘉宾，将汇集英国学术院参加在伦敦举办的最后一场全

球中国对话。对话的主题是世界和平治理，它将强调在解决长期冲突的基础上进行改革

所需的国际合作的关键环境。

与以往对话模式一样，第六届全球中国对话将由四个版块构成。每个版块由一至两

位中国人和两至三位来自世界各地的非中国人组成。每位做简短的发言后，为参与者的

提问环节安排了较充足时间。这四个版块题目如下:

•	 民事冲突中的调解与和平

•	 一带一路与减缓国家和文化之间的紧张局势

•	 中国在多边维和中的作用

•	 文明价值观与促进和平

本次对话中每个案例都将涉及到非常不同的情况，任何全球治理改革都不可避免地

要求了解其他国家的内政，在对话中都将遵循中国的“不干涉他国内政”的红线管理。其

内在的含义将成为全球治理改革的重点。

第六届全球中国对话的特色

在中国文化中，数字6是幸运数字，意味着一切都应该顺利进行。但是，第六届全球中

国对话与前五次都不同，其组织过程经历了大起大落。

1月16日，以中国著名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的部分“弟子”（费门弟子）组

成的“人性与习惯”课题组的一位负责人，与全球中国研究沟通，告知将于2019年12月上

旬以“重走费孝通海外之路”为主题到英国考察并作学术交流。该研究项目由中国恒源祥

集团资助，他们希望同时能在“一带一路”议题下探讨苏格兰威士忌文化和精神。他们建

议的时间与第六届全球中国对话的时间重叠。

在相互沟通后，产生了一个复杂的方案。即在12月1日至9日期间，在第六届全球中

国对话前后分别举办以“中国社会科学全球化”为主题的系列学术交流活动，依次在爱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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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大学，阿伯丁大学，剑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举行。组委会从围绕本

届对话的主题“世界和平治理”和分论题，结合“费门弟子”的研究兴趣，选出6位发言嘉

宾：四位在对话的不同版块，两位在招待会致辞。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就不需要另外安

排其他中国代表参加第六届全球中国对话，即把这次对话办成一次“闭门会”。因为如果

我们按照正常程序“征集演讲者”，又不接受来自中国的学者或专家提交的更加贴近本次

大会议题的题目和提要是不公平的。

在英国学者的大力支持下，在10月初，当我们几乎完成了拟议的对话前后活动的所

有安排和预订后，中方告知，由于无法控制的原因该代表团将推迟访英计划。

幸运的是，我们在很短短的我时间内请到了其他高质量的中方发言嘉宾。因此，我

们决定制作两个版本的第六届全球中国对话的手册：

第一本用于本届对话，其中包括那些提交了题目和提要但由于某种原因而无法出席

的演讲者。在“流程”和“参与者”部分中，他们的名字后面将注明“取消”；在“演讲者的简

历、题目和提要”部分，他们将在每个版块后列入“缺席发言者”。这本手册将印刷并在会

上分发，因为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中国学者的观点；

另一本包括两部分：对话、对话前后的学术交流活动以及代表团英国行的详细安

排。这本手册只做电子版，供为来参考。

无论幸运与否有，全球中国研究院将一如既往把来自对中国社会及其中国比较研究

的理论和方法成果推介到产生于西方的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或曰人类的知识大厦里去。								

同时通过中国和华人以及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做比较研究资源，来搭建从事以知识为基础

的社会咨询和全球治理相关议题的全球中国对话平台，参与全球社会的社会建设和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在此，我们特别要对本手册和以前手册中列出的所有主办单位、组委会成员、支持

单位、赞助单位、演讲者、主持兼评议者和全体与会人员含志愿人员致以表示最热烈的

和最深切的感谢，因为没有他们，全球中国对话系列论坛将无法实现。

最后，我们高兴地宣布，第七届全球中国对话	 (GCD	 VII)	 的主题是全球治理改革，

将于2020年10月与清华大学全球共同研究院合作在北京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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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办单位与组委会

主办单位

•	 英国全球中国研究院

•	 伦敦大学学院应用语言学中心

•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

组委会

主席

•	 马丁•阿尔布劳教授,英国社科院院士；全球中国研究院荣誉院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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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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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研	究	院	副	秘书	长	，	学	无	国	界	全球	教育	比	较	研	究	

中	心	主	任；UVIC学无国界教育集团总裁；全球青年企业家协会会长

成员（按姓氏拼音顺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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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强教授，全球中国研究院荣誉院长；中国清华大学民生学院院长；中国社会	

学学会前会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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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研究院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

•	 托尼•麦肯勒里，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艺术院院士，英国社科语料库	

研究中心主任，兰卡斯特大学教授

•	 谢立中教授，中国北京社会理论研究中主任;	全球中国研究院中方院长

•	 张晓东教授，南京财经大学创新创业研究院院长;	中国敏捷智库CEO;	全球中国研

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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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支持和赞助单位

支持单位（按拼音顺序）

•	 北京丝绸之路合作与发展促进会

•	 英国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

•	 欧洲改革中心

•	 法国中欧社会论坛

•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

•	 英国筷子俱乐部

•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社科语料库研究中心

•	 全球世纪出版社

•	 《中国比较研究》

•	 英国伦敦孔子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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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英国子午社

赞助单位（按拼音顺序）

•	 中国敏捷智库

•	 中国恒源祥集团

•	 学无国界

•	 英国UVIC教育集团

•	 中国文化译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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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演讲、主持及评议嘉宾

开幕致辞

•	 马辉公使，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开幕式：致辞]

•	 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教授勋爵，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校长;英国

贵族院终身贵族	[开幕式：致辞及授予聘书]

•	 于洪君博士，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高

级研究员；北京丝绸之路发展与合作促进会；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前副部长	 [开

幕式：致辞]

主旨演讲

•	 玛丽•卡尔多	(Mary	Kaldor)	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发展部冲突与公民社会

研究室主任	[开幕式：主旨演讲；招待会]

•	 谢立中教授，北京大学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社会学会前副会长；全球中

国研究院中方院长	[开幕式：主旨演讲并接受聘书；招待会]

闭幕演讲

•	 赵可金教授，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副

院长	[开幕式：演讲；招待会]

•	 马丁•雅克教授，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系高级研究员；复旦大学客座教授	 [开幕

式：演讲；招待会]

招待会致辞

•	 苏•欧文	 (Dame	 Sue	Owen)	女勋爵，巴斯勋章指挥官获得者，英国文化、媒体和

体育部前副部长[招待会:致辞]

•	 于洪君博士，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高

级研究员；北京丝绸之路发展与合作促进会；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前副部长	 [招

待会：致辞]

•	 李嵬教授，英国社科院院士，英国皇家艺术院院士，伦敦大学学院应用语言学

中心主任	[招待会:发言]

•	 常向群教授，英国皇家艺术院院士，全球中国研究院院长，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名誉教授	[版块四和招待会: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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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版块演讲、主持及评议嘉宾（按姓氏拼音顺序）

•	 哈桑•阿卜杜拉•阿尔-达亚	(Hassan		Abdullah	Al-Dajah)	博士，约旦侯赛因宾塔拉

勒大学媒体与战略研究系副教授	[版块三：发言;	招待会]

•	 帕特里夏•沃克•艾尔蒙德	(Patricia	Walker	Allmond)	女士，英国国际文化创意产业

协会	(IACCI)	非执行主席	[版块II：主持和评议；招待会]

•	 马丁•阿尔布劳教授，英国社科院院士，全球中国研究院名誉院长；英国社会学

学会前会长	[开幕式和闭幕式:	主持;	招待会]

•	 曹青博士，英国杜伦大学现代语言与文化学院副教授	[版块四：发言;	招待会]

•	 奥拉夫•科里	(Olaf	Corry)	教授，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政治系	[版块一：发言;招待会]

•	 英格丽•克兰菲尔德	(Ingrid	Cranfield)	女士，全球中国研究院副院长、全球世纪出

版社社长	[闭幕式：发布新书;	招待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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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待会：

主持]

•	 郭丹研究员，中国四川省社科院政治研究所前所长；中国政治学协会副秘书长	 [

版块二：发言;	招待会]

•	 納森•希尔	(Nathan	W .	Hill)	博士，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东亚语言和文化系前系

主任，高级讲师	[版块二：发言;	招待会]

•	 奂平清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	[版块四：发言;	招待会]

•	 哈里斯•科利	(Harish		Kohli)	先生，亚洲地理基金会创始人；英国	Awimaway .com		

豪华冒险旅游公司首席执行官；《跨越冰雪的喜马拉雅山》的作者	 [版块二：发

言;	招待会]

•	 李君甫教授，中国北京工业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副系主任	 [版块四：发言;	

招待会]

•	 汉斯•马尔	(Hanns	Maull)	教授，德国国际安全事务研究所高级杰出研究员	[版块

四：主持及评议;	版块三：发言;	招待会]

•	 马丁•米尔斯	(Martin	Mills)	博士，英国阿伯丁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人类学系高级讲

师；阿伯丁中国研究组负责人	[版块二：发言;	招待会]

•	 阿列索•帕特拉诺	 (Alessio	 Patalano)	博士，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高级讲

师，亚洲安全与作战研究组主任	[版块一：发言;	招待会]

•	 伊沃•兰格洛夫	(Iavor	Rangelov)	博士，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发展系冲突与公民社会

研究室助理教授;	 贝尔格莱德人道主义法律中心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伦敦过渡时期

司法网络联合主席	[版块一：发言;	招待会]

•	 周端	(Joël	Ruet)	博士，法国桥智库	(The		Bridge	Tank)	主席和新兴经济体观察咨询

公司	(OEEC)	的创始合伙人	[版块四：发言;	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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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施罗德	(Peter	Schröder)	教授，伦敦大学学院历史系和伦敦大学学院欧洲与

国际社会政治研究所	[版块三：主持及评议;	版块四：发言;	招待会]

•	 哈坎•塞金尔金	(Hakan	Seckinelgin)	博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政策系副教授	[

版块一：主持及评议;	招待会]

							•	 	吴燕博士，斯旺西大学艺术与人文学院高级讲师	[版块一：发言；招待会]

•	 易吴霜女士，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博士生	[版块三：发言;	招待会]

•	 徐宝锋教授，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

中心执行主任，一带一路研究院执行院长	[版块二：发言;	招待会]

缺席：

•	 方李莉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

会长[闭幕式：演讲]

•			何梦笔	(Carsten	Herrmann-Pillath)	教授，德国爱尔福特大学马克斯·韦伯文	化与社

会高研院终生院士[版块四：主持]

•	 刘瑞旗先生，恒源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主席团主席	 [招

待会:	致辞]

•	 帕特里克•孟迪斯	(Patrick	Mendis)	教授，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全球事务高级客座教

授，台湾安全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曾任美国国务院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委

员	[版块三：发言]

•	 约翰·摩根	(W .	John	Morgan)	教授，英国卡迪夫大学荣休教授，威尔士社会经济研

究、数据和方法研究所荣誉研究员[版块三：主持]

•	 彭文斌教授,	中国云南滇西科技师范学院首席教授、中缅通道暨	环印度洋研究中	

心主任	[版块二：发言]

•	 沈小白博士，英国爱丁堡大学商学院高级讲师；科技创新研究所东亚区负责人		

[版块一：发言	]

•	 王延中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开幕式：主旨演讲]

•	 徐平教授，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副会长[版块二：发言]

•	 郁丹教授,中国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魁阁教授[版块二：发言]

•	 于芃先生，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文化处公使衔参赞	[招待会:致辞]

•	 张晓东教授，南京财经大学创新创业研究院院长;	中国敏捷智库CEO;	全球中国研

究院副院长	[对话；招待会:致辞]

•	 张喆，中国国务院参事室社会调查中心副秘书长；费孝通的外孙[招待会:		发言]

•	 赵旭东，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版块一：发言]

•	 卓新平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前所长；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

会委员		[版块三：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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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日程安排

2019年12月6日，星期五

08:30-17:00	 对话论坛	英国学术院

08:30-09:00	 注册

09:00-10:00	 开幕式	主旨演讲

10:00-10:10	 颁发聘书及合影

10:10-11:30	 版块一	民事冲突中的调解与和平

11:30-11:45	 茶歇

11:45-12:55	 版块二	一带一路与减缓国家和文化之间的紧张局势

12:55-13:55	 午餐

14:00-15:10	 版块三	中国在多边维和中的作用

15:10-15:25	 茶歇

15:25-16:20	 版块四	文明价值观与促进和平

16:20-17:00	 闭幕式

18:30-21:30	 招待会	议会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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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会议议程

08:30-09:00	 注册

09:00-10:10	 开幕式

主持:	 马丁•阿尔布劳	 (Martin	 Albrow)	 教授，英国社科院院士，全球中国研究院名誉院

长；英国社会学学会前会长

09:00-09:20	 致辞（每人5分钟）:

•	 马辉公使，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5分钟）

•	 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教授勋爵，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校

长；英国贵族院终身贵族	（10分钟）

09:20-10:00	 主旨演讲（每人20分钟）:

•	 “为人类安全”，玛丽•卡尔多	(Mary	Kaldor)	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发

展部冲突与公民社会研究室主任

•	 “人类命运共同体：通往世界和平之路”，谢立中教授，北京大学社会理论研

究中心主任;	中国社会学会前副会长；全球中国研究院中方院长

10:10-10:05	 颁发证书

颁发聘书（中方院长）

10:05-10:10	 全体合影

10:10-11:30	 版块一	民事冲突中的调解与和平

主持与评议:	哈坎•塞金尔金	(Hakan	Seckinelgin)	博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政策系副

教授

发言（每人10分钟）：

•	 “缔造和平与寻求正义:	目标竞争还是目标互补?”	伊沃•兰格洛夫	(Iavor	Rangelov)	

博士，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发展系冲突与公民社会研究室副教授;	 贝尔格莱德

人道主义法律中心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伦敦过渡时期司法网络联合主席

•	 “社会建设:	中国特色的和平缔造”,	李君甫教授，中国北京工业大学社会科学

学院社会学系副系主任；牛津大学访问学者

•	 “关系”的主导地位在微信上关于中国政治的争议是如何受到抑制和限制

的？	吴燕博士，斯旺西大学艺术与人文学院高级讲师；马修·沃尔	(Matthew	

Wall)	博士，英国斯旺西大学政治与文化研究系政治学副教授	

•	 “公民抗议活动及其呈现出的一些‘安全’问题的风险”，奥拉夫•科里	(Olaf	Corry)		

博士，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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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提问&回应

11:30-11:45	 茶歇

11:45-12:55	 版块二	一带一路与减缓国家和文化之间的紧张局势

主持与评议：帕特里夏•沃克•艾尔蒙德	(Patricia	Walker	Allmond)	女士，英国国际文化创

意产业协会	(IACCI)	非执行主席	

发言（每人8分钟）：

•	 “语言多样性，种族认同和国家建设：喜马拉雅山脉的方案”，納森•希尔	

(Nathan	 W .	 Hill)	 博士，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东亚语言和文化系前系主

任，高级讲师

•	 “愿景与挑战：一带一路对我国西南边疆沿线国家及台湾地区关系影响”，郭

丹研究员，中国四川省社科院政治研究所前所长；中国政治学协会副秘书

长

•	 “拯救喜马拉雅山脉的兴都库什”，哈里斯•科利	(Harish	Kohli)	先生，亚洲地

理基金会创始人；英国Awimaway .com豪华冒险旅游公司创始人和首席执行

官；《跨越冰雪的喜马拉雅山》的作者	

•	 “儒家伦理学是否助于消除全球单边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基于受到

和没受到儒家伦理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之比较”，徐宝锋教授，北京语言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教授，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一带一

路研究院执行院长

•	 “一带一路与一个变热的世界：气候变化知识与长距离基础设施发展的未

来”,	马丁•米尔斯	(Martin	Mills)	博士，英国阿伯丁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人类学

系高级讲师；阿伯丁中国研究组负责人

评议，提问&回应

12:55-13:55	 午餐

14:00-15:10	 版块三	中国在多边维和中的作用

主持与评议：彼得•施罗德	(Peter	Schröder)	教授，伦敦大学学院历史系和伦敦大学学院欧

洲与国际社会政治研究所

发言（每人10分钟）：

•	 “中国在国际维和与缔造和平中的作用”，汉斯•马尔	(Hanns	Maull)	教授，德

国国际安全事务研究所高级杰出研究员

•	 “中国在世界维和与维稳方面的作用”,	 哈桑•阿卜杜拉•阿尔-达亚	 (Hassan	

Abdullah	 Al-Dajah)	 博士，约旦侯赛因宾塔拉勒大学媒体与战略研究系副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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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作为现实的和平主义者：解放军在中国军事化和平崛起背景下的战略

作用		(2001-2019)	”，易吴霜女士，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博士生

•	 “保护海外权益：中国对海上多边行动的参与的变化”，阿列索∙帕特拉诺	

(Alessio	Patalano)	博士，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高级讲师，亚洲安全

与作战研究组主任

评议，提问&回应

15:10-15:25	 茶歇

15:25-16:20	 版块四	文明价值观与促进和平

主持与评议：汉斯•马尔	(Hanns	Maull)	教授，德国国际安全事务研究所高级杰出研究员发

言（每人8分钟）：

•	 “希望、恐惧、挑战或机遇的他者：现代早期观念中的中国形象”，彼得•施

罗德	 (Peter	 Schröder)	教授，伦敦大学学院历史系和伦敦大学学院欧洲与国

际社会政治研究所

•	 “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与当代的关联：和平的维护与实现，曹青博士，英国杜

伦大学现代语言与文化学院副教授	

•	 “孔子文化自觉的华夷观及其对世界和平的意义”,	 奂平清博士，中国人民大

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

•	 “费孝通的文明观与和平观及其影响——基于'《费孝通全集》(20卷）语料库'分

析”，常向群教授，全球中国研究院院长，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名誉教授

•	 “中国对生态文明的看法及其对可持续性的和平的重要性”,	周端	(Joël	Ruet)	博

士，法国桥智库	(The	Bridge	Tank)	主席和新兴经济体观察咨询公司	(OEEC)	

的创始合伙人

评议，提问&回应

16:20-17:00	 闭幕式

主持：马丁•阿尔布劳	 (Martin	 Albrow)	教授，英国社科院院士，全球中国研究院名誉院

长；英国社会学学会前会长

全球世纪出版社报告	(10分钟):	

英格丽•克兰菲尔德	(Ingrid	Cranfield)	女士,	全球中国研究院副院		长，全球世纪出版社

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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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幕演讲（每人15分钟）：

•	 “全球和平的中国方案,中国共产党的探索”,	 赵可金教授，清华大学清华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	 “中国将成为什么样的大国：乐观的原因”,	 马丁•雅克教授，剑桥大学政治与

国际系高级研究员

18:30-21:30	 招待会（仅凭邀请函）议会大厦丘吉尔厅

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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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词(每人5分钟):

•	 苏•欧文	(Dame	Sue	Owen)	女勋爵，巴斯勋章指挥官获得者，英国文化、媒

体和体育部前副部长

•	 于洪君博士，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

院高级研究员；北京丝绸之路发展与合作促进会；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前

副部长

•	 李嵬教授，英国社科院院士，英国皇家艺术院院士，伦敦大学学院应用语

言学中心主任

•	 常向群教授，英国皇家艺术院院士，全球中国研究院院长，英国伦敦大学

学院名誉教授

缺席：

•	 人类文明如何走向美美与共,	 方李莉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

所研究员，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	[闭幕式]

•	 刘瑞旗先生，恒源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主席团主

席[招待会]

•	 美国启蒙运动中的欧洲和中国文化：美国在治理世界和平方面缺少哪些联

系？帕特里克•孟迪斯	(Patrick	Mendis)	教授，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全球事务高

级客座教授，台湾安全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曾任美国国务院教科文组织全

国委员会委员[版块二]

•	 一带一路背景下区域发展、冲突与合作机制——以湄公河流域水利开发为

例，彭文斌教授，中国云南滇西科技师范学院首席教授、中缅通道暨环印

度洋研究中心主任[版块二]

•	 “数字时代的“数据痕迹”——阿里巴巴芝麻信用的案例”，沈小白博士，英国

爱丁堡大学商学院高级讲师，科技创新研究所东亚区负责人[版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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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善治与和平发展道路及其对世界和平的影响——来自中国统一多民

族国家发展历史与现代化历程的人类学思考，王延中研究员，中国社科院

人类学与民族学所所长[开幕式]

•	 于芃先生，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文化处公使衔参赞	[招待会]

•	 张喆先生，中国国务院参事室社会调查中心副秘书长；费孝通唯一外孙[

招待会]

•	 中国的“两屏四地”战略如何帮助缓解喜马拉雅国家和地区的紧张局势，徐

平，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副会长[版块二]

•	 亚洲高地的跨界环境和平建设：``一带一路''倡议的生态含义和新的环境伦

理学潜力，郁丹教授,中国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魁阁教授	[版块二]

•	 张晓东教授，南京财经大学创新创业研究院院长;	中国敏捷智库CEC;	全球中

国研究院副院长	[招待会]

•	 “报应”的宇宙观——对中国社会纠纷解决的一种解释模式，赵旭东，中国人

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版块一]

•	 中国宗教对维护世界和平的意义,	 卓新平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

研究	所前所长；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委员		[版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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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嘉宾简介与内容提要

第六届全球中国对话	12月6日	
（按出场先后顺序）

开幕式

主持：马丁·阿尔布劳 (Martin Albrow)

马丁·阿尔布劳 (Martin Albrow) 教授，英国社科院院士。从事社会学

职业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马丁·阿尔布劳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于

1989年成为荣休教授。在此之前，阿尔布劳教授任威尔士大学(卡迪

夫)社会学理论讲座教授。此后，他在众多院校担任访问教授职位，

如慕尼黑大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同

时他被受聘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他曾在华盛顿伍德罗·威尔

逊(Woodrow	Wilson)国际学者中心和波恩大学卡特汉堡	(Käte	Hamburger)	高研院“法律文

化”中担任过高级研究员。现居伦敦，是英国社会学会荣誉副主席，全球中国研究院荣

誉院长。他曾担任英国社会学协会主席，英国《社会学》期刊主编，《国际社会学》创

刊主编。1987年，受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邀请，他第一次访问中国。近年来，他多

次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文化部合作举办的中国研究研讨会。他的专长包括社会理

论、组织理论和马克斯·韦伯的思想，他因其在全球化方面的开创性工作而享誉国际。

代表作有：《全球时代：国家与超现代社会》(1996，被翻译成位德文、日本和中文等多

种语言，并于1997年获得欧洲阿马尔菲奖)，其它著作有:《科层制》(1970)、《马克斯·韦

伯的社会理论建构》(1990)、《全球化、知识与社会》(1990，全球化概念首次出现于书

名,罗兰德·罗伯逊对此书的书评发表于《当代社会学》第21卷，1992年1月)、《组织有感

情吗？》(1997)、《社会学基础》(1999)、合作主编《全球公民社会》(2006/7，2007/8和

2011)、《法社会学理论》(2014)、《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和文化变迁》(2014)、《中国在人

类命运共同体中的角色：走向全球领导理论》(2018）。

贡献

•	 第六届全球中国对话组委会主席

•	 第六届全球中国对话开幕式主持

•	 第六届全球中国对话闭幕式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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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辞：马辉、安东尼·吉登斯、于洪君

马辉先生，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公使。曾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北美和

欧洲局局长。

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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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贡献

•	 第五届全球中国对话开幕式致辞

•	 第五届全球中国对话开幕式给两位荣誉院长授予聘书

主旨演讲嘉宾：玛丽·卡尔多、谢立中

玛丽·卡尔多	 (Mary Kaldor) 教授，CBE,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发展

部冲突与公民社会研究室主任。她在主持一项最大的通过一个政治市

场的理论视角和公民的概念指导部门的研究项目，一个由国际发展部

资助的伙伴调查在非洲和中东的一系列国家的公共权力的冲突研究计

划（CRP）。卡尔多教授在民主化，冲突和全球化的创新工作受到高

度赞誉。她是欧洲核子裁军（END）的创始成员，赫尔辛基公民大会

的创始人和联合主席，以及由瑞典总理设立的调查科索沃事件的国际独立委员会的成

员。卡尔多教授首先提出了新战争和全球公民社会的概念，而她在人类安全的实际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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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直接影响了欧洲和国家的政治。她的著作包括《全球安全文化》(2018)《巴洛克

军火库》《新和旧战争：全球时代中的有组织暴力》(2012)《人类安全：对全球化和干

预的反思》(2007）及《全球公民社会：战争的一个答案》(2003)。她也是《全球公民社

会年鉴》的编辑和合著者。她还与克里斯汀·金金教授合著《国际法和新战争》(2017年)

。她在哈维尔·索拉纳	(Javier	Solana)	的要求下成为欧洲安全能力研究小组的召集人，撰

写了具影响力的巴塞罗那报告“欧洲的人类安全学说”。卡尔多教授已经被萨塞克斯大学

和布达佩斯科维努斯大学授予荣誉教授的称号，并因她在和平领域的学术成就而获得

2015年的路德维格·奎德奖。

题目:	为人类安全

提要:	 演讲将概述政治暴力的变化性质，及它如何是全球和地区的，公共和私人的，并

涉及武装行动者之间的冲突和勾结。它将会通过基于全球法治的权利的伸延，去为人类

安全方法提供依据。

谢立中教授，北京大学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学学会前副

会长，中国社会学学会社会学理论研究分会前会长，东亚社会学学会

副会长；《社会理论》期刊主编；全球中国研究院中方院长。他的研

究兴趣为社会学理论，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和社会政策。近年来的主要

著作包括:《多元话语分析：社会分析模式的新尝试》(2018)，《社会

发展：理论	 评价	 政策》(2012)，《社会现实的话语建构——以“罗斯

福新政”为例》(2012)，《走向多元话语分析:后现代思潮的社会学意涵》(2009)；还主编

和合作主编了20多本书，如：《社会学知识的构建：后西方社会学的探索》(2017)，《

社会建设理论、实践与评价》(2015)，《后社会学》(2012)《社会转型：中韩两国的考

察》(2012)，《社会学名著导读》(2012)，《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

政治化》(2010)，《结构-制度分析，还是过程-事件分析？》(2010)，《海外民族志与中国

社会科学》(2010)，《从马林诺斯基到费孝通：另类的功能主义》(2010)，《经济增长与

社会发展：比较研究及其启示》(2008）等等，还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

题目:	人类命运共同体：通往世界和平之路

提要:	 自有人类以来，人类就不断地面临着各种源自观念或利益方面的矛盾和冲突，战

争也一直是人们用来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与战争具有同样悠久历史

的，是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在我们今天这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许多表面上发生在

某些地区的局部战争，也产生着全球性的后果。世界和平的建立，虽然在康德那里就已

经得到明确表述，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却应该成为各国人民刻不容缓地去加以追求的行动

目标。但是，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本发言将讨论以下三个问题：一、现有问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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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方式的局限，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的争议解决途径，三、一体化和多元化：异

质性共同体内部关系的辩证法。

贡献

•	 开幕式主旨发言

•	 开幕式接受证书

•	 全球中国对话系列组委会委员

缺席：王研中

王研中研究员,	 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费孝通教授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

（1988-91）。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	 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兼任中

国民族研究团体联合会会长、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研究

兴趣是民族问题和社会保障。主编《民族研究》及《人类学民族学国

际学刊》(英文刊),《社和会保障绿皮书》(2001年以来),《民族问题蓝

皮书》(30卷，2015年以来）。近年来出版的著作包括《新时代中国民

族地区发展调查研究》(2018),	 《中国民族地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研究》,	 《中国民族地

区社会经济调查报告》(2018),	《社会保障与社会治理》(2018),	《中国社会保障：公平与

共享》(2017)，《中国老年保障体系研究》(合作,	中文和英文	2012)等。

题目:	 中国的善治与和平发展道路及其对世界和平的影响——来自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

发展历史与现代化历程的人类学思考

提要:	 坚持和平发展是中国基于自身国情、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作出的战略抉择，是从

历史、现实、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中得出的客观结论，更是中国	 “善治”的传统、理念、

实践追求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崭新体现。中国人对于“善治”的追求源远流长，比现代人民

主权和简单化的公民投票和多数票优胜表决也要深刻。从人类学的角度观察，理解一个

民族、一个国家的行为和方向，必须全面把握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阶段、历史文化基

础和执政者集团的执政理念。理解新时代的中国，必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执

政实践、执政效果和巨大影响。以上这些来自中国和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类学和民

族学的观察，可以初步得出结论，随着中国在国际上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一种有中国特

色的善治模式，可能对维护世界和平及全球社会的长治久安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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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块一	民事冲突中的调解与和平

主持与评议:	哈坎·塞金尔金 (Hakan Seckinelgin)

哈坎·塞金尼尔金 (Hakan Seckinelgin) 博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

政策系副教授，《公民社会》期刊主编。作为一名政治理论家，塞金

尼尔金博士通过将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开发了一项多学科研究项

目。他不愿意在有限的学科视野内寻找答案，因为人们不会按照学科

领域的差别而生活。他通过与在不同背景下生活的人们互动，致力于

国际社会政策的认识论和政治学来开展研究。他特别感兴趣于理解我

们如何看待政策流程，首先考虑的是政策针对和帮助的那些人群的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问

题。他致力于从分析不同背景（不同的意识形态，社会，政治和文化水平）的方式为政

策制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如何导致和影响人们经历的平等性与不平等、以及社区治理	

参与度。他的其他研究主题包括：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问题，考虑

国际艾滋病政策的制定，实施和影响；关于全球政策参与者使用的知识和证据的性质；

有关政策相关知识的背景决定因素；在不同情况下的性取向和LGBT主义；以及公民社

会的理论和政治。他的工作从人们的经验观点出发，对认识到政策过程及其结果进行了

认识论上的转变。这种方法旨在将基于经验的知识作为我们对需求，政策和政策实施评

估的一部分。

发言:	伊沃·兰格洛夫、	李君甫、吴燕、奥拉夫·科里

伊沃·兰格洛夫	(Iavor Rangelov) 博士，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发展系冲突

与公民社会研究室助理教授研究员；贝尔格莱德人道主义法律中心执

行委员会主席兼伦敦过渡时期司法网络联合主席。	他的主要研究兴趣

是人权与安全，过渡司法和公民社会。他目前的研究考察在全球范围

内公民社会空间被挤压的背景下，公民社会的资源基础是如何变化

的。他重点研究新形式的行动主义，慈善事业和技术。他还参与了伦

敦经济学院的冲突研究计划的叙利亚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战争罪证件和过渡司法。他是

《民族主义与法治：巴尔干及以后地区的教训》(CUP	 2014)	的作者，也是《全球安全政

策手册》(Wiley	2014，与M .	Kaldor的合编)	的合编者。

题目：缔造和平与寻求正义：竞争还是互补？

摘要：本文会分析近期学者和政客的辩论，讨论“促进问责制和正义的努力”是如何与“当

代冲突中的调解和缔造和平的倡议”相互作用的，并最终思考和平与正义在多大程度上

竞争或互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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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君甫教授，北京工业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副主任。中国社会

学会劳动社会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学会社会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

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市治理专业委员会委员。诺丁汉大学商学院中国

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主要研究兴

趣包括中国城市住房政策、社会阶层与居住空间、流动人口的社会排

斥与社会融合、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新动力等。获得中国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主要研究成果有：

《农民工购房区位的代际差异研究》(2018),《北京的住房变迁与住房政策》(2017),《北

京的人口、社会阶层与空间结构》(2017),《北京的社会空间分化与社会隔离：基于社会

阶层分布的研究》(2016)	等。

题目:	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的和平缔造

提要:	 社会建设是社会主体依据社会发展的规律积极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发展的社

会行动。40年来中国把社会建设作为国家现代化的重要任务，积极解决中国的社会难

题，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与和平，为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希望中国

的经验对于解决非洲、中东、中亚和南美地区的动乱具有借鉴的价值。

吴燕博士，斯旺西大学艺术与人文学院传媒系高级

讲师。她的研究兴趣包括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和传播

在中国的社会影响，近期研究重点是数字媒体和传

播技术。其论文发表在《新媒体与社会》,《全球媒

体与中国》,《国际数字电视杂志》《现代传播》等

期刊。她撰写的章节发表在《媒体与公共空间》

(2007年),《气候变化与大众传媒》(2008年）以及《移民与媒体》(2012年）等著作中。

马修·沃尔	 (Matthew Wall) 博士，英国斯旺西大学政治与文化研究系政治学副教授。

他的研究兴趣包括新媒体与政治，他的合著文章发表在以下期刊：《英国政治学》、	

《民意季刊》、《选举研究》、《政党政治》、《议会事务》、《选举、民意与政党》、	

《信息政体》以及《信息技术与政治》等。

题目:	关系的主导地位在微信上关于中国政治的争议是如何受到抑制和限制的？

提要:	 西方学者通常持有的观点是：互联网审查和网络民族主义在中国发挥了言论控制

的作用。我们力图提供了一个不同的社会文化视角，从微信的架构，以及传统文化规范

的角度来解释微信上的‘关系’如何限制中国的争议政治。微信用户之间的关系，在这种‘

以利益为导向'（而不是以价值为导向）结构的‘弹性社交网络’通常强调参与者的切身利

益，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对政治体系或者意识形态并没有实质性地威胁	(He	and	Su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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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微信越来越多地纳入中国的电子政务基础设施	(CNNIC	2017;	2018)	。这将预示

着微信可能会像电视调查新闻那样，成为政府监测舆论、完善电子政务的有效工具。

奥拉夫·科里	(Olaf Corry) 博士，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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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	公民抗议活动及其呈现出的一些“安全”问题的风险

提要:	 安全问题是人类的基本必需品，通常被认为是政府对其人民的首要责任。但是与

此同时，关于什么是和什么不是“安全”的问题经常有很多争论。这次发言将讨论一些问

题，例如，有抗议者愿意违抗法律并被捕，这对英国来说是一个安全问题吗？绝对是安

全威胁。气候变化是一个安全问题吗？对此的一个答案，尤其是在哥本哈根经常得到

的答案是，“安全”不应该被视为“存在”的条件，而是一个可以放入或取出问题的特殊政

治类别。传统上，国家一直是“安全”威胁的仲裁者，是他们处理这些威胁方面的独占事

业。但是，可以将许多事物（例如外国的事、恐怖分子、社会抗议活动、流行病和气候

变化等）可以归入“安全”这一特殊类别，或者再次取出：我们可以对它们进行安全化或

非安全化	(de-securitize	them）。

缺席：沈小白、赵旭东

沈小白博士，爱丁堡大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哲学硕士，SRI理学士学

位；爱丁堡大学商学院国际和中国商业高级讲师（副教授)，《科学

技术政策管理杂志》副主编，《中国的高科技之路：经济转型中的数

字电信交换技术案例》(Palgrave	 Macmillan,	 1999年)	作者。主要研究

领域为科技创新研究，尤其着重于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目前为

DFF、FSE、FP2共同资助下“国家科学、竞争和创新政策（同构差

异）政策”研究项目的联合研究员；中国AHRC数字版权和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以及RCUK

创意经济中RCUK版权和新业务模型中心CREATe共同资助下知识产权保护战略和商业

模式趋同或差异研究项目的首席研究员。在此之前，她曾担任多个生物技术和ICT研究

项目的研究人员，其中包括由欧盟委员会和中欧ICT合作组织资助的ESRC	INNOGEN计

划和CIPR-PRIME的集体知识产权项目下的中国转基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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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数字时代的“数据痕迹”——阿里巴巴芝麻信用案

提要:本演讲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关于“数据痕迹”的争议以及数字时代下社会转型的不同

途径。每天，我们都会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留下数字痕迹。大数据驱动型创新正在各种

各样的互联网连接中进行。在西方，数字痕迹被视为社会信用（社会监督)，其等同于

反乌托邦的未来（在影视剧《黑镜》中）。相比之下在中国，大数字数据和云计算技术

带来了广泛的创新，这有助于曾经被排除在国民金融服务之外的人参加更正式的经济活

动，并成为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人群。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将以阿里巴巴蚂蚁金

服跨平台在线服务一案进行解释，该服务使用“云”上的“实时数据”，为数百万的小型和

微型企业（SMicroE）提供了有效的财务支持。我认为，对技术进步的不同态度是目前

全球挑战的关键点之一，全球化带来的“内在”和“差异”	 (Deleuze和Guattari	 1987)	正在全

球范围被模仿。而来自于人们对技术的不同期望，想象和期待，以及对彼此根植于不同

历史和文化理解中的实践的挑战常常被忽视。

赵旭东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与人口学院人类学研究所所长。1995

考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费孝通先生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在他的

指导下，他获得了丰富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经验，并将他在心理学

和行为研究方面的培训很好地融入了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他的博士

学位论文专注于中国农村的法律转型，尤其是华北村庄的纠纷解决模

式。他的另一项研究兴趣是中国的仪式复兴与国家现代性之间的关

系。其著述包括《微信民族志-(自媒体时代的知识生产与文化实践)》(合著，2018),《结

构与再生产：吉登斯的社会理论》(2017),《法律与文化--法律人类学研究与中国经验》

(2011),《本土异域间:人类学研究中的自我、文化与他者》(2011),《文化转型人类学》

(2009),《否定的逻辑(反思中国乡村社会研究)》(2003),《权力与公正：乡土社会的纠纷解

决与权威多元》(2003)。

题目:	“报应”的宇宙观——对中国社会纠纷解决的一种解释模式

提要:	本论文对研究中国法律诉讼过程的两种解释模式，即以滋贺秀三为代表的“情理派”

以及以黄宗智为代表的“法理派”，各有所梳理和批评。依据实际的田野资料以及历史档

案，本文试图对上述两种解释模式加以补充，并以中国文化表述中习以为常的“报应”宇

宙观为前提，试图对法律诉讼中的调解模式给予一种宇宙观上的解释。既有的两种解释

完全忽略了法律实定性之外尚有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看待世界的宇宙观，其在潜意识地影

响着法官的审判，调解的实践因此才有可能成为这种文化中能够得到接受的一种纠纷解

决方式。尽管滋贺秀三敏锐地提到了“情理”的法律不确定性，但是也许比情理更为深刻

的影响因子恰恰是非个人意义上的而是集体表征意义上的“报应”的宇宙观。在这个意义

上，法律的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一个社会因此就缺少了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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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块二	一带一路与减缓国家和文化之间的紧张局势

主持与评议:	帕特里夏·沃克·艾尔蒙德

帕特里夏·沃克·阿蒙德	(Patricia Walker Allmond)	女士，英国文化创意

产业高级顾问和前学者，她曾在5大洲和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事文化

创意产业的研究，并与当地的政府，行业和学术界广泛合作开展创新

项目。她在中国有超过30年的丰富经验，从2009年以来担任中国北京

大学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协会（IACCI）非执行主席，共同编辑了2013

年《中国文化和创意产业报告》；在北京大学为中国前沿企业创立了

欧洲大师教育文化创意产业商业计划项目；在英国上议院主持了第一届北京大学《东方

遇到西方伦敦文化创意产业座谈会》；与韦鸣恩勋爵	(Lord	Nat	Wei)	在英国国会大厦举

办了“英-中企业家大学全球挑战赛”。与北大校友会，欧洲商学院伦敦学院和Bicester	

Village共同创立了创意伦敦项目。目前，她的中国的研究重点是一带一路文化创意产业

和健康城市，经济文化干预。她已撰写了40多篇论文和书籍章节。她在很多全球性会议

上，以及中国北京，澳门，杭州，上海，韩国，香港，福建，昆明会议都担任重要的发

言人，并且同时也是媒体资深评论员。

发言:	納森·希尔、郭丹、哈里斯·科利、徐宝锋、马丁·米尔斯

納森·希尔 (Nathan W. Hill) 博士，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东亚语言和文

化系前系主任，高级讲师。曾就读于卡特琳学校	 (Catlin	 Gabel	 School)		

和哈佛大学，并曾在法国、尼泊尔、中国西藏和日本短期学习。2008

年结束在哈佛大学和图宾根大学任教后加入亚非学院，教授历史语言

学和藏族语言历史等课程，并开创了亚非学院的藏族研究。希尔指导

的博士研究课题包括藏族文学与历史	(中国与内亚系)	和历史的、描述

性的语料语言学研究，特别是关于藏族或藏缅/中缅语言的研究	 (语言系)。希尔的著作

包括《藏语、缅甸语和中文的历史音位学》(2019)《语法传统中的藏语动词词干词库》

(2010)	 和《古藏语铭文》(2009)，另外还发表了五十多篇学术论文和近百篇不同种类的

论述。

题目:	语言多样性，种族认同和国家建设：喜马拉雅山脉的方案

提要:	 喜马拉雅地区包含几百种濒临灭绝的语言。尽管国家政策一般假定每一个民族使

用一种语言，然而在中国、尼泊尔和印度，那些被国家承认的族群以及各种语言使用者

之间鲜有交集。例如，中国的藏民使用嘉绒语、保安语、贵琼语等，再加上藏民自己的

方言，和尼泊尔的拉伊族使用的语言，共有二十种即将灭绝的语言。这种行政手段与现

实生活的不对等的背后有着何种政策性意涵？这三个国家在保护语言多样性方面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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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何不同？如何展望族群的内部和谐以及现有政策对于语言使用者的幸福感建设？本文

将尝试探索这些问题。

郭丹教授，二级研究员，中国四川省社科院政治研究所原所长；中国

政治学协会副秘书长。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兼任中国政治学会副

秘书长、四川省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四川省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

任,	 四川省协商民主研究中心副主任。郭教授作为四川省人民政府研

究室特邀顾问，长期参与重大问题调研并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2005

年，他受美国国务院邀请作为国际访问者赴美学术交流，曾赴英国、

俄罗斯、波兰、希腊、日本、墨西哥等国学术访问。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当代中国政治发

展研究、地方治理等，并长期关注台湾问题及两岸关系，多次赴台访学交流。主要著作

包括：《四川人在台湾》(2015)，《四川海外移民史》(2014)，《化险为夷：如何应对突

发事件》(2003)，《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发展》(2001)，《世纪的门槛：21世纪中国面

临的挑战》(2000）和《圣凡世界—佛教神灵谱系》(1992)，以及数十篇学术论文等。

题目:	愿景与挑战：一带一路对我国西南边疆沿线国家及台湾地区关系影响

提要:	 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以一种新的区域发展理念确立一种创新型的国

际合作模式，该倡议是中国参与构建国际秩序的重大尝试，是中国推进全球治理的重要

举措，也是新时期中国倡导构建亚太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体

现。本报告着眼于分析一带一路的实施在运用市场和经济资源的跨区域整合开拓中国与

周边及世界的外交新局面，及其对缓解周边战略压力和建构地区新秩序的影响。本报告

主要关注以下几点：第一、东南亚、南亚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及反应。第二、中

国与相关国家的关系现状及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进行多边合作的前景。第三、一带一

路倡议在台湾的情况。本报告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在跨区域合作中的制度化进程会对与周

边国家关系的稳定有积极影响；要防止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被一些不稳定因素(犯罪、

地区冲突、社会抗争、政变等)碎片化；应坚持让一带一路倡议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

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促进两岸经济发展。

哈里斯·科利 (Harish Kohli) 先生，亚洲地理基金会	(Asian	Geographic	

Trust)	的创始人；英国Awimaway .com豪华冒险旅游公司首席执行官。

曾为印度军队荣誉军官，由于对探险活动的贡献，曾获得Vishist	 Seva

奖章和国家探险奖。他打破纪录的探险之旅包括徒步探险8000公里，

以及后来穿越喜马拉雅山全长2000公里的越野滑雪旅行。作为《穿越

冷冻的喜马拉雅山》的作者，哈里什	(Harish)	提供了有关喜马拉雅山

在环境，经济和文化方面动态变化的一手经验。

题目:	拯救喜马拉雅山脉的兴都库什



28

第六届全球中国对话手册 , 2019 年 12 月 6 日
Global China Dialogue VI Programme, 6 December 2019 

提要:	 亚太地区也许可以说	 是二十一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区。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以

及通过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山不断推动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走廊的努力，意味着它对决

策者，学者和整个世界将继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此演讲将就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在

亚洲水源，野生动植物，文化和园艺资源等方面潜在的危机，以及我们针对这些危机可

以采取的行动提供独到的见解。并讨论我们能否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实现可持续和平的同

时，使该地区免于进一步被破坏？

徐宝锋教授，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

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一带一路研究院执行院长，北京市卓越青年

科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外汉学家翻

译家人才数据库暨中国文化译研网”国家工程负责人，“外国人写作中

国计划”国家工程负责人。长期从事海外汉学，国际传播，中国文化

与诗学、儒家伦理哲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出版两部著作，完成古籍整

理著作两卷，主编教材四部部，出版研究报告部部，在《文学评论》等学术期刊发表论

文30余篇。

题目:	 儒家伦理是否助于消除全球单边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基于受到和没受到

儒家伦理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之比较

提要:	 儒家伦理是一种情感伦理和关系伦理，其以内治外的心性结构和中庸平衡的社会

治理模式，对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形成的“儒家文化圈层”有着很大的影响。对于当

今世界的单边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具有十分显著的对治特点。要在一带一路多元

的文化生态中构建出相互融通的文化格局，可以尝试援引儒家伦理的科学方面最大限度

地消除全球单边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冲击与影响。

马丁·米尔斯 (Martin Mills) 博士，英国阿伯丁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人类

学系高级讲师；阿伯丁中国研究组负责人。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对藏

族社区，尤其是对其宗教和政府机构的研究。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

曾在中国西藏、印度拉达克及苏格兰实地调研。他是国际西藏研究协

会及国际拉达克研究协会的会员、英联邦社会人类学协会的会员及皇

家人类学研究机构的研究员。米尔斯博士也担任了苏格兰议会辖下关

于西藏研究的跨党组织的秘书、亚伯丁中国研究组织的主席。在去亚伯丁之前，他在苏

塞克斯大学亚非研究学院、圣安德鲁斯大学及爱丁堡大学教授人类学。著有《藏传佛教

的认同、仪式与情形：格鲁派寺院生活的权威建立》(劳特利奇出版社，2003年)，发表

论文30多篇。

题目:	一带一路与一个变热的世界：气候变化知识与长距离基础设施发展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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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在本次演讲中，米尔斯博士针对全球环境治理体制关键部门对中国领导力的需要,	

做了具有说服力的阐述。尤其是气候、海洋、野生动物的保护，及重大议题的互动（包

括环境安全，生态经济及社会福祉，国家、区域及全球的政治稳定）。他强调运用中国

经济及政治力量的潜力，通过社会经济的正义，中国的文化、影响及其软实力来推动全

球环境治理体系架构的变革。

缺席:	郁丹、彭文斌、徐平

郁丹教授,中国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魁阁教授。他于2006年获

得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人类学博士学位。曾任云南民族大学泛

喜马拉雅研究中心的创始主任，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研究组负责宗教和种族多样性研究，是哥廷根大学跨区域研究网络	

(CETREN)	的核心成员，中国民族大学的新千禧年学者。专著有:《西

藏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卡里斯玛，金钱与启蒙》(The Spread of Tibetan 

Buddhism in China: Charisma, Money, Enlightenment,	Routledge,	 2011),《西藏的地镜与心

境：地域，回忆与生态审美》(Mindscaping the Landscape of Tibet: Place, Memorability, 

Eco-aesthetics,	De	Gruyter,	 2015);	合作主编《中国的宗教与生态可持续性》(Religion and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in China,	Routledge,	2014),《跨喜马拉雅边境：生活，领土，与现

代性》(Trans-Himalayan Borderlands: Livelihoods, Territorialities, Modernities,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7)。主要研究兴趣为：宗教与生态，环境人文学，跨边境的国家影

响，水域政治，气候变化，遗迹保护，佛教与和平，欧亚世俗主义的比较研究。目前的

研究项目有：“环喜马拉雅环境人文学”	 (Trans-Himalayan	 Envi	ronmental	 Humanities)	

(ICIMOD),	“印中走廊计划”	(India-China	Corridor	Project)	(the	Swedish	Research	Council),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环喜马拉雅文化与生态多样性”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Diversity	of	the	Trans-Himalayas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Foundation	of	China),	“裂土上的生活：中缅翡翠贸易中的遗迹，环境与暴

力”	(Sustainable	Lives	 in	Scarred	Landscapes:	Heritage,	Environment,	and	Violence	 in	the	

China-Myanmar	Jade	Trade)	(The	British	Academ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gram)。

题目:	亚洲高地跨边境的环境和平建设：一带一路倡议的生态影响及潜在的环境伦理

摘要:	 本次演讲来源于一项环境人文学的著作项目。快速兴起的环境人文学，是以人文

学科为主导，跨科学及跨学科的，关于全球环境挑战及和平建设的研究。它强调非技术

统治的，基于地区，以群体为中心的方法，探究如何促进和平建设与可持续性发展，以

及推动地球上不同生命形式的情感发展。传统的和平建设研究主要探寻战时及战后恢复

时期的国家间，种族间以及不同制度间的矛盾解决方法。与此不同，本次演讲将以环境

为视角，理解暴力，冲突，紧张局面，和精神创伤，试图探究如何利用环境和生态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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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来恢复及维持和平，并提倡为了和平及人类繁荣而建立全球化的环境公民身份。基于

案例研究及与同行学者关于亚洲高地（尤其是喜马拉雅山脉和东南亚山脉）的对话，本

次演讲关注地域的本土含义，同时也带有对本土文化和社会的全球性关怀，以期有助于

保持其古老的历史，也利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本次演讲将关注多重群体的地理-

生态概念与实践，以及人们不同的经历如何引起对土地不同的情感意识。为了回应人为

造成的环境改变及人类世的国家干预引起的现代领土及资源冲突，此次演讲致力探寻新

的跨边境的环境伦理，提供有意义的公正的冲突解决方法。

彭文斌教授，旅居加拿大人类学者，现任云南滇西科技师范学院首席

教授、中缅通道暨环印度洋研究中心主任；曾任职加拿大英属哥伦比

亚大学亚洲研究所(IAR),重庆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人类学中心特

聘研究员，为美国亚洲研究会(AAS)会员、中国民族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人类学会理事、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副会长，研究领域为人类

学的跨境研究、灾害人类学、西南人类学学术思想史

题目:	一带一路背景下区域发展、冲突与合作机制——以湄公河流域水利开发为例

提要: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不仅扮演全球化参与者的角色，而且正在世界各地施展

前所未有的经济、文化与政治层面的影响。中国对东南亚基础设施的投入，如湄公河流

域	的水利开发，对东南亚地区的经济、能源、交通、自然环境、族群生态、国际合作机

制等方面都呈现出机遇与挑战、风险与互惠并存的格局，针对湄公河流域水利开发与中

国参与的所谓“威权论”、“资源控制论”、“生态危机论”、“道德经济论”等等，纷至沓来，

如何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来增进互利互信，强化跨境、跨区域与跨文化的合作机

制，是中国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与东南亚地区增强合作与双赢，减少冲突的新命题。

徐平教授，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中国许多大学的杰出教授。在费孝

通教授的指导下获得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学位（1987-90）。他还

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决策咨询委员会的专家委员，中国世界民族研

究学会副会长。其主要著作包括《西部大开发与西藏农牧区的稳定和

发展》(合著,	2018),《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调查报告（金秀瑶族自治

县卷)	 (2015),《费孝通评传》(2009),《文化的适应和变迁》(2006),《西

藏秘境——走向中国的最西部》(2001),《活在喜马拉雅》(1999)和《羌村社会》(1993) .	

题目:	“两屏四地”战略与喜马拉雅区域和平

提要:	西藏是中国面向南亚的战略枢纽和开放门户，国家战略定位为“两屏四地”：即国家

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中华民族特色文

化保护地和世界旅游目的地。2015年中国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就将西藏纳入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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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又将西藏定位为中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赋予了西藏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

一个更加开放、交通便利，也更加现代化的西藏，必将起到沟通南亚、和平交融、合作

共赢的作用。

版块三	中国在多边维和中的作用

主持与评议:	彼得·施罗德	(Peter	Schröder)	教授，伦敦大学学院历史系和伦敦大学学院欧

洲与国际社会政治研究所	(见版块四)

发言:	汉斯·马尔、哈桑·阿卜杜拉·阿尔-达亚、易吴霜、阿列索∙帕特拉诺

汉斯·马尔 (Hanns Maull) 教授，德国国际安全事务研究所高级杰出研

究员 .	 他自1991年至2013年3月在德国特里尔大学执掌外交政策与国际

关系教席，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学院博洛尼亚中心兼

任教授。在慕尼黑和伦敦完成学业后，他曾供职于伦敦国际战略研究

所，在慕尼黑大学、艾希施泰特-因戈尔施塔特天主教大学和特里尔

大学担任教授，还曾出任三边委员会欧洲组秘书（现称欧洲组主任）

长达三年。2004年至2012年，他担任德国国际安全事务研究所科学咨询理事会理事及主

席。他在德国、欧盟和日本的外交政策，区域安全合作以及欧洲与亚太区域秩序等方面

成果丰硕。当前他着重关注国际秩序的危机与突变，以及中国在其中的地位转变。

题目:	中国在国际维和与缔造和平中的作用

提要:	 过去十年间，中国大幅拓宽了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参与，包括依照《联合国宪

章》第七章开展的任务。这个发展态势固然可喜。鉴于这些任务越来越多地涉及虚弱、

衰败或已失败的国家，中国在这些任务中的角色衍生了两个使情况更加复杂的问题。一

是中国“不干预他国内政”的传统主张面对虚弱国家可能不合时宜。二是所谓的不干预政

策与中国在目标国家的现实行为并不必然相符：和其他大国一样，着力建立影响力的中

国可能导致国家在一些方面出现功能障碍。

哈桑·阿卜杜拉·阿尔-达亚	 (Hassan Abdullah Al-Dajah) 博士，约旦侯

赛因宾塔拉勒大学媒体与战略研究系副教授,	 约旦侯赛因宾塔拉勒大

学媒体与战略研究系原主任，约旦侯赛因宾塔拉勒大学科学研究学院

前副院长,《侯赛因宾塔拉勒大学学术与研究学报》	 (Al-Hussein	 Bin	

Talal	University	Journal	for	Research	and	Studies)	主编。曾赴德国耶拿

大学与纳伊夫阿拉伯安全科学大学进行访问。对当代知识安全理论有

突出贡献，主要使用阿拉伯语发表了十五本书籍及一系列学术论文。主要研究成果有：

《安全媒体对青年的影响》(2015)《中国在国际政治单极性衰退中的角色》(2010)《从古

代到现代的政治理论》(2009)《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影响》(2009)《后全球化的约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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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2009)《全球化对阿拉伯文化的影响》《国际变量及文化情景》(2004)《变化世界中

阿拉伯文化的未来》(2002)。

题目:	中国在世界维和与维稳方面的作用

提要:	 维护和平，促进合作与发展，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中国也始终奉行独立自主

的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促进世界和平，推动建立一个新的公平公正的国际政治、

经济秩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

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谋求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同时，

中国实行全面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参与多边国际活动，成为促进国际与地区和平与稳定

的重要力量。中国外交政策的成功在于其坚持在《联合国宪章》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

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推动外交、经济、和文化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五

千年的中国文化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精神来源。中国哲学家孔子曾提出，“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基于这一原则，中国已经并且将会继续对人类的进步及和平做出贡献。回

望历史，中国未曾威胁过邻邦及远国，并始终寻求和平与合作的方式与他国进行交流。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通过和平地解决争端及推动世界和平，中国自身也得到了极大发

展。为了共同利益及目标，中国开始摆脱传统模式，依靠自身能力的发展及对改革创新

的承诺，推动全面的、深化的、可持续的发展，致力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目

前，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中对维和行动贡献最大的国家之一。在2016年

9月，中国提供了10亿美元以资助联合国的和平、安全及发展活动；2018年，其资助占

据联合国维和预算的10 .3%，比2012年增加了6 .37%。此外，中国还建立了一个8000人规

模的维和部队。中国不愿与他国竞争及寻求霸权统治。相反，通过广泛参与维和行动，

中国积极推动了地区及国际的安全与稳定。本发言将讨论以下主题：一、中国对外政策

的原则；二、中国在维和方面的领导角色；三、中国模式及对全球和平稳定的贡献；

四、结论。

易吴霜女士，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博士生 .	 她的研究兴趣主

要集中在战略研究，国际关系，军事研究领域，尤其是专注于当代中

国。在此之前，她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中国比较研究学硕士课

程。她还获得了谢菲尔德大学的国际政治与安全研究学士学位和	

SOAS	 经济学研究生文凭。她曾是英国中国研究研究生网络	 (2018-

2019)	的内部秘书。

题目:	解放军在中国军事化和平崛起背景下的战略作用	(2001-2019)

提要: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军队的确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现代化，由于中国不断增

强的军事力量投射能力，美国以前挑衅性的霸权行为现在受到限制。	鉴于当今中国的军

事力量现在已经能够通过军事化进行远程主动防御，因此中国的战略立场已经从现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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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领导下从对内主动防御转变为战略对抗。	演讲将讨论解放军的国际

化作用，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解放军的国际化作用受制于中共政权安全和国际背景这

两个主要限制。

阿列索∙帕特拉诺 (Alessio Patalano) 博士，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战争研

究系副教授，亚洲安全与作战研究组主任,	 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

战争研究本科课程副主任。他专门研究日本海军的历史和战略以及东

亚的当代海洋问题。他是亚洲安全与战争研究小组的主任，也是国王

中国研究院的研究助理。他拥有那不勒斯大学（BA）和巴黎社会科

学学院（DEA）的学位。自2006年以来，他一直是威尼斯意大利海军

战争学院（ISMM）的海军战略和东亚安全客座讲师。在日本，他曾在东京的青山学院

大学和国立政策研究学院（GRIPS）担任访问学者，目前是日本天普大学当代亚洲研究

学院的兼职研究员。他最近的出版物包括：《过去的日子？英国战略和印度太平洋安全

的塑造》(2019年）《战后日本作为海上力量：帝国遗产，战时经验和海军建设》(2016

年）。

题目:	保护海外权益：中国对海上多边行动的参与的变化

提要:	 演讲将回顾过去十五年间，解放军海军开展的作战活动显着扩大。在亚太边界内

外出现对海洋稳定的跨国挑战的情况下，解放军海军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应对各种危

机，特别是反海盗行动的背景。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海军已积极参与跨国活动。但

是，随着该国海外权益的扩大，海军的责任也可能扩大。	责任的扩大将如何与过去的多

边经验联系起来？	这次演讲将着重强调预计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更多活动的海军所面临的

机遇和挑战。

缺席：帕特里克•孟迪斯 (Patrick Mendis) 、卓新平

帕特里克•孟迪斯 (Patrick Mendis) 教授，现任国立政治大学（台湾）

全球事务杰出客座教授、台湾安全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他曾担任北

京大学燕京学堂中美关系杰出客座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

心高级研究员、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拉贾瓦里资深研究员、美国国务

院美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孟迪斯博士曾在哈佛

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和斯里贾亚瓦德内普拉大学（斯里兰卡）学习，

著有《和平的战争》《商业天命》《贸易促进和平》等书。 .

题目:	美国启蒙运动中的欧洲和中国文化——美国在世界和平治理中缺少哪些环节？

提要:	 美国建国愿景里的集体智慧在今天的公共政策话语中荡然无存。本文通过对其中

两个缺失连结的考察来理解当今美国社会及其对美国国内事务与国际关系的政治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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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第一，美国国父们把美国想象为一个有美德基础的“共和国”，并且对纯粹的“民

主”保持警惕。然而，为了“让民主安全存世”，一战以来的美国领导人更改了这个共和国

的愿景和使命。第二，这些经历了启蒙的建国者期待仿照中国儒家文化构建全新的美利

坚共和国与文明。在此背景下，本文考察了儒家学说对美国建国愿景的影响，以及其中

演化出的创造东西混合文明——旨在使美利坚共和国及全球和平安全存世——的使命。

卓新平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前所长。1981年获中

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哲学硕士学位，1987年获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

学位，1988年当选为德国(欧洲)宗教史协会终身会员，1992年起为中

国社科院研究员，1996年当选欧洲科学艺术研究院院士，1998-2018年

担任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任《世界宗教研究》主

编，1999年曾任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2000-

2004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副会长，自2001年起任

中国宗教学会会长，2003年起担任国家社科基金宗教学评审组组长	 ，2006年当选中国社

科院学部委员，自2008年起连任第十一，十二，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2008年起担任国

务院学位办哲学组成员，2011年起当选中国社科院学部主席团成员，2013年起当选太湖

世界文化论坛副主席，2014年当选中国宗教和平委员会理事，2016年当选中国人权研究

会理事。已出版个人学术专著3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500余篇。

题目:	中国宗教在维护世界和平中的意义

提要：著名宗教学家孔汉思	(Hans	Kueng)	指出：“没有宗教和平就没有世界和平“，宗教

在维护世界和平中起着重要作用。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宗教自中国对外开放，组织

了中国宗教和平委员会，积极参加世界宗教和平委员会的维和活动，以中国宗教思想文

化的丰富资源为世界和平的维护提供思想智慧，倡导“大道和生“，多元求和的思想，体

现“美美与共，世界大同“的追求。近些年了，中国宗教界以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促进

世界各宗教之间的和平，以宗教对话来实现文明对话，防范文明冲突，以相互沟通，和

平共处的积极作为,彰显出中国宗教在维护世界和平中的独特意义。

版块四	文明价值观与促进和平

主持与评议:	汉斯·马尔 (Hanns Maull) 教授，德国国际安全事务研究所高级杰出研究员		

(见版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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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彼得·施罗德、曹青、奂平清、常向群、周端

彼得·施罗德 (Peter Schröder) 教授，伦敦大学学院历史系和伦敦大学

学院欧洲与国际社会政治研究所。于1995年、1999年在德国马尔堡的

菲利普斯大学获得硕士及博士学位，2001年进入伦敦大学工作。他曾

担任首尔、罗马、巴黎等地大学的客座教授，也曾在埃尔福特大学的

马克斯·韦伯社会文化高级研究中心、布达佩斯中欧高级研究所、比

利时皇家弗兰芒艺术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担任高级研究员。同时，施诺

德教授还是斯图加特的Staatsdiskurse系列丛书编委会成员，国际研究项目“欧洲社会政

治思想史及研究体系：自然法1625—1850”的研究成员。他在政治思想史方面的著作颇

丰，最近的出版成果包括专著《早期现代国际政治思想中的信任：1598—1713》(剑桥大

学出版社，2017)，编著：霍布斯的《巨兽或长期议会》的德译版（2015年，迈纳出版

社）、菲尔默的《父权制》的德译版（2019年，迈纳出版社）。

题目:	他者之希望、恐惧、挑战与机遇：近代早期认知中的中国形象

提要:	 在近代早期，中国在欧洲的思想观念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是因为日益扩大的贸

易，及欧洲在探索想象国度（中国）时产生的哲学、政治、文学著作。这些著作构建了

一种想象，而这种想象又进一步形成并塑造了近现代欧洲对中国动态的理解及认知。我

的论文主要分析这一过程中的重要著作。它将评价这种部分想象的关系及在这种不同

文化影响之下对于竞争、战争或和平的考量。欧洲体系已经形成了成熟精密的法律，它

建立在坚固的合法性和政治法则之上，同时也使其他成员务必谨慎遵循。在此国际框架

内，中国是如何被看待的？欧洲的著作是恪守成见，还是帮助促进欧洲更好地理解中国

的政治及文化呢？这些著作的目的又是什么？以上就是我这篇论文关注的主要议题。

曹青博士，英国杜伦大学现代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大众传

媒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功能与作用，及东西方之间的相互认知与形

象建构。目前从事英国人文与艺术基金会资助的”晚清报界关于中国

现代化方向与路径的大辩论”研究项目。主要论著包括西方唯一的研

究BBC报导中国的专著《西方看中国：英国BBC纪录片中国报导解析

1980-2000》及数十篇论文。

题目:	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与当代的关联：和平的维护与实现

提要:	 人类社会的健康生存必须处理好三大基本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

间的关系，及人与自我的关系。这三大关系的核心都是追求和平：人与人间的和平相

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及人内心世界的祥和。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国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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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历史文化传统处理这人类三大关系命题。儒家传统注重社会关系的处理，提出一整

套“和为贵”的社会观；道家传统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道法自然”的自然观；佛家

传统注重人的心灵净化，提出控制欲望到达内心平和的“修心”心灵观。在现代社会生活

中，这三大关系面临新的冲击与挑战，中国三大价值传统对应对这些冲击与挑战仍具有

借鉴意义。各国之间，文化之间，文明之间推进和解谅解，对自然环境增进敬畏，对人

心物欲加以节制，都有助于促进和平。因为这三大关系的失衡必定引来动荡，冲突甚至

战乱。然而有效调节这三大关系，必须先从教育着手，必须教育下一代了解我们文化遗

产中有价值的理念及实践，引导人们的日常社会行为，以促进我们日益狭小地球村的和

平，繁荣与幸福。

奂平清博士，奂平清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副教

授。主要研究方向：城乡社会学，社会资本，民族主义，国家认同。

主要著作有：《理论自觉与中国社会学的探索》(2018),	 《社会管理和

社会治理基本理论研究》(合著，2014）《社会资本与乡村社区发

展——以西北弓村为例》 ( 2 0 0 8 )，发表学术论文4 0多篇。	

题目:	孔子文化自觉的华夷观及其对世界和平的意义

提要:	 有着相似版图的欧国和中国，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与结果却大为不同，如今的欧洲

仍是民族国家分立，“欧盟”的理想与实践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则成为相对统一和团结的

国家。在一统的中国和团结的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中国文化价值无疑发挥了重要作

用，而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精神中处于核心地位。关于孔子的民族关

系思想，有学者基于对《论语》“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的误解，认为孔子受时代

局限，有强烈的民族歧视和文化歧视观念。实际上，在春秋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

孔子有着高度的文化自觉，对当时盛行的“华夷之辨”持理性、自觉而谨慎的态度，很少

歧视性地谈论“夷狄”，而是主张有教无类、文德招徕、四海一家、华夷共享、天下大

同，体现出孔子顺应民族融合的社会运行大道，不仅没有狭隘的种族和民族主义观念，

而且超越民族与文化的畛域。孔子这种思想，是两千多年历史过程中中国各民族由多源

走向一体的精神基础。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扬孔子的民族思想，建立和巩固了

中国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并在新的形势下继续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同时致力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当今世界因利益与价值冲突而陷入纷

争、全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的时代，孔子的民族关系思想无疑对世界和平有着重要意

义，我们迫切需要“新时代的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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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向群教授，英国皇家艺术院院士，全球中国研究院院长，英国伦敦

大学学院名誉教授。她发表的中英文著述近100项，约200余万字，代

表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论稿》(中文版58万字2018，46万字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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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简体字版，54万字，2009，	英文和中文繁体字版两个版本，	2010

）。主编《社会建设：中国社会的一种发展模式》(英文版2014；英文

和中文两个版本的增补版，2015-18)；合作主编《费孝通研究》(三卷本，2015-18）。在

研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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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国际社会学协会(ISA)学术委员会选为全

球的影响“适应动荡的二十一世纪的社会学”的15位社会学家之一。她还是《中国比较研

究》期刊（英文版和中文版）主编，全球世纪出版社总编，主编多套系列丛书，如“中

国社会科学全球化”，“中华概念”，“读懂中国与世界”，“全球中国对话文集”，合作主编“

三只眼转文化丛书”等。

题目:	费孝通的文明观与和平观及其影响——基于“《费孝通全集》(20卷）语料库”分析

提要:	受兰卡斯特大学ESRC社会科学的语料库方法中心的研究的启发，在2016年“第三届

全球中国对话”后举办的”语料库中国社会科学“工作场后，全球中国研究院一直在中国

社会科学语境下推广和应用“语料库社科法”。为纪念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社会

活动家和中国国家领导人费孝通教授诞辰110周年（1910-2005)，我们创建了”《费孝通全

集》(20卷）语料库“。费孝通在全集中使用725次文明，593次和平。	 这次演讲将对它们

加以分析，并回答以下问题：费孝通的文明观及和平观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发展的起来

的，它们对中国的学术和政策研究的影响何在？	对促进当下的世界和平有何借鉴意义？

贡献

•	 全球中国对话系列组委会联系主席

•	 版块四发言

•	 招待会致辞

周端 (Joël Ruet) 博士，法国桥智库	(The	Bridge	Tank)	总裁，经济师，
顾问，对中国，印度，法国，西非和北非智库行业、政策和经济外交

的影响者。	 桥智库是20国集团（G20）下的“智库20”	 (Think20）成

员。周端博士是一位从事中国、印度及西非新兴政策研究的专家，出

版了8部相关著作，是法国24号外交信使《世界报》的定期撰稿人。

他是矿业学院	(Ecole	 des	mines)	即巴黎技术学院和伦敦经济学院的校

友，曾为法国、印度和塞内加尔政府提供咨询。他既是前世界经济中国中心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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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和巴黎奥赛大使俱乐部的常客。他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

非政府组织——“绿十字法国”	(Green	Cross	France)	的定向委员会成员，印度政府内阁部

长的非政府组织——马纳夫·萨丹·维卡斯·桑森	 (Manav	 Sadhan	Vikas	 Sanssan)	委员会委

员。10年来，周端博士一直在印度、中国和非洲为《财富》500强企业和能源与核能、

汽车、农业和矿业领域的私募股权基金提供了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级别的咨询服

务。他是2006年法国总统竞选中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	(Dominique	 Strauss	Kahn’s)	的

经济团队的幕僚，还是2011年马丁奥布里夫人	 (Mrs	 Martine	 Aubry)	 的“创意实验室”成

员，也曾参与到多次非洲总统选举的智囊团工作中。他曾担任塞内加尔政府农业和农村

设备部长的特别顾问。

题目:	中国对生态文明的看法及其对可持续性的和平的重要性

提要:	 习近平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这一概念也正在被践行。在中

国主持的关于生物多样性的国际气候变化会议召开前夕，以及旨在绿色化倡议的第二

届“一带一路”峰会之后的契机下，这次谈话希望探讨“生态文明”的来源和全球相关性。

更具体地说，这次发言来源于不同的书面信息（包括习主席的浙江经验、中国的治理和

十九大报告）。目前工业现代化正在中国各省如火如荼地开展，这次关于环境作为全球

共同利益的世界性讨论的声明，将引发建立“绿色和平基金”的思考，以配合各国领导人

目前提出的全球和平治理建议。

闭幕式

主持：马丁·阿尔布劳	(Martin Albrow), 见开幕式)	

全球中国出版社报告

英格丽·克兰菲尔德	(Ingrid Cranfield) 女士,	全球中国研究院副院长，
全球世纪出版社社长兼编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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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幕演讲:	赵可金、马丁·雅克 (Martin Jacques)

赵可金教授，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全球共同发展

研究院副院长,	 国际关系学系主任、教授。复旦大学法学（国际关

系）博士，兼任教育部区域国别基地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争取

和平与裁军协会理事、中国高校国际政治学会常务理事、察哈尔学会

高级研究员、一带一路百人论坛专家委员会委员、吉林大学公共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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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客座教授、《公共外交季刊》编辑部副主任、编委等社会职务，2012年入选教育

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15年入选北京市四个一批人才。主要从事外交学、公共外交、中美

关系等研究，先后出版《营造未来：美国国会游说的制度解读》(2006年)、《中国国际关

系理论研究》(2008年）、《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2007年）、《全球公民社会与民族

国家》(2008年）等著作十一部，在SSCI、CSSCI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120多篇，荣获省部

级科研奖励一等奖三项，二等奖三项。

题目:	全球和平的中国方案,中国共产党的探索

提要:	 和平是一种伟大的思想，更是无数扎实的行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争

取和维护世界和平进行了不懈探索，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发展道路、互利共

赢的开放战略、和而不同、和谐世界、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众多中国方

案，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产生了广泛的世界影响。理解中国方案，必须将其放在中

国共产党的和平探索实践中，才能得到完整的画面和清晰的逻辑。尤其是在联合国维和

机制上，尽管联合国维和行动并非中国提出的和平方案，但中国的维和行动却反映了中

国对和平的理解，积极提出维和行动的中国方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马丁·雅克 (Martin Jacques) 教授是英国的著名的记者、编辑、学术和

政治评论员及作家。他是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系高级研究员，在日

本、新加坡、美国及中国等国的高等学府担任客座教授。他曾担任伦

敦经济学院的客座研究员（2003—2012)，英国智库Demos咨询顾问会

的首任主席（1993—1997）及董事（1993—2000)，《今日马克思主

义》的编辑（1977—1991）。他从剑桥大学毕业后，曾担任布里斯托

大学教授社会经济史系的讲师。雅克教授的大多数作品多为杂志或报纸的文章、《今日

马克思主义》的社论及讲座。他曾合编或合著了《劳动向前迈出的步伐停止了吗》

(1981)，《撒切尔主义的政治》(1983)，《新时代》(1989),《错误》(1998)。他是全球畅销

书《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2012，2009）的作者。

题目:	中国将成为什么样的大国：乐观的原因

提要:	 西方普遍认为作为世界大国的中国会像美国（或美国之前的英国）一样，只是会

更糟。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中国的情况是不同的，因为其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中国会

成为一个不一样的大国。历史上的美国或英国都看重军事力量，而中国没有。比如，与

欧洲的殖民体系相比，朝贡制度主要还是文化或经贸方面而非军事上的制度。或者，举

一个当代的例子，较之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及日本的发展历程，中国无疑是和平崛

起的。那么，作为大国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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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

•	 全球中国对话系列组委会委员

•	 闭幕式发言

缺席：方李莉

方李莉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东	南	大	学	

特	聘	首	席	教授、艺术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艺术人

类学学会会长。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史论系博士毕业，在北京大学社会

学人类学研究所费孝通教授指导下做博士后。2000-08年，在费孝通的

支持下，主持两项重大课题：“西方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利用”和“

西北人文资源与环境基础数据库”。主要著作有：《写艺术——艺术

民族志的研究与书写》（主编	2018）《“文化自觉”与“非遗”保护》(2015)《艺术人类学的

本土视野》(2014)《艺术人类学》(合著2013)《中国陶瓷史》(2013)《全球化与文化自

觉——费孝通晚年文选》(主编	2013），《费孝通晚年思想录》（2005），以及数十篇学

术论文。

题目:	人类文明如何走向美美与共

提要:	 人类世界正在从认识我是谁？进入到了认识我们是谁？我们应该如何交往？从我

们应该做什么？进入到了要进一步思考我们已经做了什么等的阶段。也就是说，这是一

个需要反思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需要懂得与不同文明交往与互动的时代。在这样的时

代，我们首先要确定社会和文化是多元的；其次要思考：这么多不同的文化如何才能在

地球上共存共荣的发展下去？长期以来人类共同存在于地球上，这种共存是生物学的，

也就是生态层面的；未来我们还要共同繁荣的生活在地球上，而这种共荣是心理学的，

所谓心理学的也就是心态层面的。这里所要提出的就是：未来人类如何从生态层面，走

向心态层面？也就是不同的人类如何在心态层面上达到共识，并做到彼此欣赏，美美与

共的生存下去？这是一个价值认同的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急需讨论的文化问题。

招待会（仅凭邀请函）

主持:	戴雨果	(Hugo de Bur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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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与媒体研究所新闻学教授。他也是中国清华大学教授，中国

国家外国专家局（SAFEA）高级讲座教授。他曾在英国电视台工作了

15年，是调查性新闻领域的权威。他是《你不知道的西方》的作者兼

主持人，这是一部由七部分组成的纪录片系列，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

委托国外制作的时事节目。他的研究兴趣：记者的角色，尤其是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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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调查记者。他对于中国及其媒体的书籍和期刊已经广泛发表，是超过十本书的作者

或编辑。他最近的著作有《中国媒体》(合编，2018),《在新兴世界秩序中的中国媒体》

(2017)。早期的书籍包括：《你不知道的西方》(中文，2013)、《中国环境和中国环境下

的记者》(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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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性新闻》(2008年第2版)，《新闻调查记者》(2007

年，2008年)、《制造记者》(Making Journalists，2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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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贡献

•	 全球中国对话系列组委会联席主席

•	 招待会主持

欢迎词:	Dame Sue Owen DCB

苏·欧文	(Dame Sue Owen) 女勋爵,	巴斯勋章指挥官获得者	(DCB),	公务

员、经济学家和学者。曾任英国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部前副部长	

(2013-2019),	 社会福利保障部就业及退休保障局局长	 (2009-2013),	 外交

部经济事务顾问以及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经济部部长	 (1999-2002)。她

在白宫的三十年职业生涯之前，在从剑桥大学毕业后，她于1979至

1988年间，分别是卡迪夫大学的讲师和伦敦政经学院的研究员，主要

研究关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问题。

致辞:	于洪君、李嵬、常向群

于洪君博士，国际问题专家。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兼当代世

界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前驻乌兹别克斯坦特命全权大使、第十二届全

国政协外委会委员。现为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曾获

得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和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俄罗斯顿河罗斯托夫

大学高级访问学者。目前为国防大学防务合作学院、国家行政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对外经贸大学、暨南大学

等诸多院校兼职教授，当代中国与世界高级研究院、北京丝绸之路合作与发展促进会、

察哈尔学会等学木团体和机构特聘专家或首席研究员。著有《与世界同行：中国如何处

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201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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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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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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

•	 招待会致辞

常向群教授	（见版块四）

缺席：	张晓东、刘瑞旗、张喆

张晓东教授，南京财经大学创新创业研究院院长;	 中国敏捷智库CEC;	

全球中国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科

技咨询协会副理事长，敏捷智库创始人，云制造研究院院长，管理学

博士，东南大学计算机学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电学院、安徽理工

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澳门科技大学商学院等国内外多所大学兼职或客

座教授。国家“万人计划”专家，教育部万名优秀创新创业导师。从事

信息技术、先进制造、管理科学、产业政策等研究、开发与实践	 30	 年；主编《管理蓝

皮书》，主办“东沙湖论坛——中国管理百人会”。

贡献

•	 全球中国对话系列组委会委员

•	 招待会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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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瑞旗先生，恒源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国际武术联合会名誉副

主席，兼任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主席团主席，中华商标协会副会长

等。在国内媒体发表有重要影响的论文数十	 篇，出版著作包括《品

牌与文化》（2015）《国家品牌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2014）《

国家品牌战略问题研究》（2012），被誉为“中国品牌第一人”、“中

国经营大师”，先后被聘为为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	 学、东华大学顾

问教授等。

张喆先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参事室社会调查中心副秘书长，	 费

孝通教授唯一的亲外孙，是费孝通教授全部学术遗产的继承人和所有

人。2003年至今费孝通教育基金（筹）副秘书长。2016年先后在国务

院参事室中国华鼎国学研究基金会和当代绿色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负

责国务院参事室社会调查中心课题调研、征文活动等。著有《费孝通

谈人生--当文化走向自觉》(2013),主编《当代中国田野观察》(2017),	首

届“费孝通田野调查奖”获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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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与会者名单

(按拼音字母顺序排序)

•	 特米统珀·弗朗西斯·阿比敦	(Temitope	Francis	Abiodun)	博士，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和

平与战略研究所讲师/研究员	[对话]

•	 哈桑•阿卜杜拉•阿尔-达亚	(Hassan	Abdullah	Al-Dajah)	博士，约旦侯赛因宾塔拉勒大

学媒体与战略研究系副教授	[版块三：发言;	招待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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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中国研究院荣誉院长；威尔士大学荣休教授[开幕式和闭幕式：主持;	招待会]

•	 帕特里夏•沃克•艾尔蒙德	(Patricia	Walker	Allmond)	女士，英国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协

会	(IACCI)	非执行主席	[版块II：主持和评议；招待会]

•	 保罗•贝克教授，兰开斯特大学语言学和英语系；Corpora期刊编辑[招待会]

•	 邓肯•巴特利特	(Duncan	Bartlett)	先生，《亚洲事务》杂志编辑；英国BBC世界服务

世界商业报告的前主持人	[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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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凯瑞•布朗教授	(Kerry	Brown)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英国英国皇家国际

事务研究所亚洲计划兼职研究员	[招待会，[tbc]

•	 蔡虹冰	(Iris	Cai)	女士,	英国说好话顾问公司经理	(Positive	Speaking	Ltd)	[对话]

•	 曹博伦先生，帝国理工大学环境政策研究中心	[对话;	招待会]

•	 曹青博士，英国杜伦大学现代语言与文化学院副教授	[版块四：发言;	招待会]

•	 斯蒂芬•陈	(Stephen	Chan)	教授，大英帝国勋章获得者，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法律

与社会科学学院创院院长，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学教授	[招待会]

•	 常向群教授，皇家艺术院院士、英国全球中国研究院院长；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荣誉

教授	[版块四和招待会：发言]

•	 车乐格乐先生（Alex	Chelegeer)	先生	利兹大学社会学和社会政策学院博士研究生	[对

话]

•	 陈洁修女士，博士候选人，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教育社会学专业	[对话]

•	 陈兰馨女士，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全球中国研究院

研究人员	[对话；招待会]

•	 陈世荣(音)先生，英国富中传媒	(	Foremost	4	Media)	执行主编[对话]

•	 西比尔	•陈	(Sybil	Chen)	女士,	英国Propolingo	Publishing出版公司总经理

•	 常诚	(Neil	Clarke)	先生，伦敦国王学院英语系学生[招待会]

•	 珍妮•克莱格(Jenny	Clegg)博士，英中理解协会（SACU）副会长	[对话；招待会]



45

第六届全球中国对话	:	世界和平治理
GCD VI: Governance for World Peace 

•	 童海珍	(HJ	Colston)	女士，英国筷子俱乐部联合首席执行官[招待会]

•	 奥拉夫•科里	(Olaf	Corry)	博士，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版块一：发言；招

待会]

•	 英格丽•克兰菲尔德	 (Ingrid	 Cranfield)	女士，英国全球中国研究院副院长、全球世纪

出版社社长	[闭幕式：发布新书；招待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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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待会：主持]

•	 安吉拉•迪特里希	(Angela	Dietrich)	博士,	退休人员，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校友[对话]

•	 杜怿超先生，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办公室志奋学者，杜伦大学[对话；招待会]

•	 方李莉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

开幕式：演讲	-	取消]

•	 冯东宁博士，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高级讲师，翻译中心前主任	[对话；招待会]

•	 冯颖，拉夫堡大学硕士[对话]

•	 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教授勋爵，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校长	 [开幕

式：致辞]

•	 郭爱民教授，中国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牛津大学访问学者	[对话；招

待会]

•	 郭丹研究员，中国四川省社科院政治研究所前所长；中国政治学协会副秘书长	[版块

二：发言；招待会]

•	 郭森宇（音）先生,	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对话]

•	 郭圆圆，剑桥大学非洲研究硕士[对话	-	取消]

•	 克里斯•哈姆内特	(Chris	Hamnett)	教授，英国社科院院士、皇家艺术院院士，英国伦

敦国王学院地理系荣休教授及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对话；招待会,	tbc]

•	 比森·豪威尔斯(Bethan	Howells)女士，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研究生[对话]

•	 克里斯•汉森先生，英中了解协会会员秘书长	[对话;	招待会]

•	 郝斐先生，英国全球中国研究院副秘书长，学无国界全球教育比较研究中心主

任；UVIC集团和学无国界总裁；全球青年企业家协会会长	[招待会	-	取消]

•	 菲尔·哈里斯（Phil	Harris）教授,切斯特大学商业研究院执行院长

•	 何梦笔	 (Carsten	Herrmann-Pillath)	教授，德国爱尔福特大学马克斯韦伯文化与社会

高研院终生院士穂版块四：主持	-	被取消]

•	 納森•希尔	 (Nathan	W .	Hill)	博士，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东亚语言和文化系前系主

任，高级讲师	[版块二：发言；招待会]

•	 韩志豪	(Ivan	Hon)	博士，英国全球中国研究院研究人员、翻译	[对话;	招待会]

•	 侯毅凌教授，伦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对话;	招待会]

•	 比森•豪威尔斯	(Bethan	Howells)	生，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高等研究专业硕士生[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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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奥运，布里斯托法律硕士	[对话]

•	 奂平清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	[版块四：发言；招待会]

•	 黄珊女士，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刘氏中国研究所博士生	[对话;招待会]

•	 李麦克	(Michael	Ingle)	先生，退休学者、独立研究人员；英中了解协会会员[对话]

•	 玛利亚•雅绍克	(Maria	Jaschok)	教授，牛津大学中国研究研究院[对话;	招待会]

•	 马丁•雅克	 (Martin	 Jacques)	 教授，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系高级研究员	 [闭幕式：发

言；招待会]

•	 江琳女士，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对话]

•	 玛丽•卡尔多	(Mary	Kaldor)	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发展部冲突与公民社会研究

室主任	[开幕式；发言；招待会]

•	 康玉彬(音)女士，中央电视台欧洲台驻伦敦记者	[对话]

•	 哈里斯•科利	(Harish	Kohli)	先生，亚洲地理基金会创始人；英国Awimaway .com豪华

冒险旅游公司首席执行官	[版块二：发言;	招待会]

•	 李博义（音）博士，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管理讲师[对话;招待会]

•	 李君甫教授，中国北京工业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副系主任;牛津大学访问学者	

[版块三:发言；招待会]

•	 李琳熙博士，英国伦敦国王学院	[对话;招待会]

•	 李嵬教授，英国社科院院士、皇家艺术院院士，伦敦大学学院应用语言学中心主任		

[招待会：发言]

•	 李向明，	伦敦大学硕士	[对话]	

•	 Li	Lin		[对话]

•	 林丽莎	(Lisa)	女士,	伦敦中文媒体学者;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分校	[对话]

•	 刘瑞旗先生,	恒源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主席团主席	[招待会:致

辞	-	取消]

•	 马辉公使，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开幕式：致辞]

•	 马蕾女士，中国驻英使馆文化处秘书	[对话；招待会]

•	 穆萨迪迪斯·马利克(Mussaddis	Malik)	[对话]

•	 汉斯•马尔	(Hanns	Maull)	教授，德国国际安全事务研究所高级杰出研究员	[版块四：

主持及评议;	版块三：发言；招待会]

•	 托尼•麦肯勒里	(Tony	McEnery)	教授，英国社科院院士、皇家艺术院院士，英国社科

语料库研究中心主任，兰卡斯特大学教授	[招待会]

•	 马克•玛克莱斯特·	(Mark	McLeister)	博士,	英国爱丁堡大学中国研究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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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特里克•孟迪斯	 (Patrick	 Mendis)	 教授，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全球事务高级客座	 教

授，台湾安全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曾任美国国务院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委员		

[版块三：发言	-	取消]

•	 马丁•米尔斯	(Martin	Mills)	博士，英国阿伯丁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人类学系高级讲师；

阿伯丁中国研究组负责人	[版块二：发言；招待会]

•	 约翰•摩根·	 (W .	 John	 Morgan)	 教授，英国卡迪夫大学荣誉教授，威尔士社会经济研

究、数据和方法研究所荣休研究员[版块三：主持	-	被取消]

•	 迈克尔•纳兹勒	(Michael	Natzler)	先生,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	(HEPI)	政策官员[对

话]

•	 阿史通•吴·	(Ashton	Ng)	先生,	英国剑桥大学中国历史博士候选人[对话]

•	 欧森	(Mads	Olsen)	先生，伦敦国王学院国际关系系应届毕业生	[对话]

•	 苏•欧文	(Dame	Sue	Owen)	女勋爵，巴斯勋章指挥官获得者，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

部前副部长	[招待会：发言]

•	 阿列索•帕特拉诺	(Alessio	Patalano)	博士，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高级讲师，

亚洲安全与作战研究组主任	[版块一：发言；招待会]

•	 潘德刚先生	(Nick	Prendergast),	全球中国研究院助理研究人员及翻译;	英国伦敦经济

学院中国比较研究硕士	[对话；招待会]

•	 彭文斌教授,	 中国云南滇西科技师范学院首席教授、中缅通道暨	 环印度洋研究中心

主任	[版块二：发言-取消]

•	 曲蕃夫先生，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候选人[对话；招待会]

•	 伊沃兰•格洛夫	(Iavor	Rangelov)	博士，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发展系民冲突与公民社会研

究室助理教授;	贝尔格莱德人道主义法律中心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伦敦过渡时期司法网

络联合主席	[版块一：发言；招待会]

•	 瑞德	(Zoe	Reed)	女士，英中了解协会主席[招待会]

•	 周端	(Joël	Ruet)	博士，法国桥智库	(The	Bridge	Tank)	主席和新兴经济体观察咨询公司	

(OEEC)	的创始合伙人	[版块二：主持及评议	(tbc);	版块四：发言；	招待会]

•	 罗卡亚•韦德-瑞	(Rokhaya	Wade-Ruet)	女士，周端	(Joël	Ruet)	博士的夫人	[对话；招待

会]

•	 彼得•施罗德	(Peter	Schröder)	教授，伦敦大学学院历史系和伦敦大学学院欧洲与国际

社会政治研究所	[版块三：主持及评议;	版块四：发言;	招待会]

•	 哈坎•赛金尔金	(Hakan	Seckinelgin)	博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政策系副教授	[版块

一：主持及评议；招待会]

•	 沈小白博士，英国爱丁堡大学商学院高级讲师	[版块一：发言	-	取消]

•	 	施妙隆	(Miaolung	Shih)	博士，伦敦佛光山学院法师[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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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连谊博士,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级讲师	[对话；招待会]

•	 宋明月（音）女士，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中国比较研究硕士项目学生		[对话]

•	 大卫•斯坦利	(David	Staley)	先生,	UVIC教育集团	[对话；招待会]

•	 苏宗雄	(音Tsung-Hung)	先生,	英国华威大学博士研究人员[对话]

•	 孙海伦女士,	英国全球科控公司	(Cocoon	Global	ltd)	BD负责人[对话]

•	 孙鸿教授，英国切斯特大学商学研究院国际院长[对话；招待会]

•	 唐凌女士，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候选人；全球中国研究院研究人员	[对话；招待会]

•	 唐柠博士,	 英国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系学高级讲师；	 社会发

展学院国际协调人；全球中国研究院信托人、《中国比较研究》执行编辑	[对话；招

待会]

•	 田皓先生，华威大学法律系硕士[对话；招待会]

•	 田佳宁女士,	UVIC	教育集团	[对话；招待会]

•	 田薪彤女士，利兹大学资助的新媒体和创意旅游企业家；全球中国研究所项目经理		

[对话；招待会]

•	 马修·沃尔	(Matthew	Wall)	博士，英国斯旺西大学政治与文化研究系政治学副教授	[对

话]

•	 王嘉莉	(音)	女士,威斯敏斯特大学	[对话]

•	 王芳女士，英中了解协会	[对话；招待会]

•	 王婧宜女士，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候选人；全球中国研究院研究人员	[对话；招待会]

•	 王眉仙女士，英国伦敦大学记录片硕士[对话；招待会]	

•	 王水涣博士,	中国北方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对话；招待会	-	取消]

•	 王延中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开幕式：主旨发言-取消]

•	 吴芳思	(Frances	Wood)	博士,英国国家图书馆前中文图书部主任、汉学家	[招待会]

•	 吴明清博士，全球中国研究院副秘书长、研究员	[对话；招待会]

•	 吴燕博士，斯旺西大学艺术与人文学院高级讲师	[版块一:	发言；招待会]

•	 夏凡女士,	中国南京敏捷企业管理研究所研创部主任	[对话;	招待会-取消]

•	 肖好垒（音Hao-Lei）先生,	独立研究人员，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和亚非学院校友[对话]

•	 萧岚女士，英国武大校友会会长[对话；招待会]

•	 索菲亚•肖女士，UVIC教育集团	[对话；招待会]

•	 谢立中教授，中国北京社会理论研究中主任;	全球中国研究院中方院长	 [开幕：发言;	

招待会]

•	 谢晓宬先生，英国长青图书公司总经理[对话；招待会]

•	 徐宝锋教授，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	 中心

执行主任，一带一路研究院执行院长	[版块二：发言;	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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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洁女士，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艺术管理与文化政策专业硕士研究生[对话]

•	 徐平教授，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副会长[版块二：发言-取消]

•	 薛伶女士，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驻伦敦办事处主任	[招待会]

•	 杨静涵（音）先生，约克大学社会政策系本科生	[对话]

•	 杨硕博士，英国伦敦国王学院	[对话；招待会]

•	 杨娅婻女士，英国利兹大学[对话；招待会]	

•	 叶彼德博士，伦敦西北大学医疗保健NHS信托基金会妇产科顾问兼秘书[对话]

•	 易吴霜女士，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博士生	[版块三：发言；招待会]

•	 郁丹教授,中国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魁阁教授[版块二：发言-取消]

•	 于洪君博士，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高级研

究员；北京丝绸之路发展与合作促进会高级顾问；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前副部长	[开

幕式：致辞]

•	 于芃先生，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文化处公使衔参赞	[招待会：发言	-	取消]

•	 克劳迪娅•扎纳尔迪	(Claudia	Zanardi)	博士 .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	[对话]

•	 张代蕾女士，新华社驻伦敦记者站记者	[对话；招待会]

•	 张晓东教授，南京财经大学创新创业研究院院长;	 中国敏捷智库CEC;	 全球中国研究

院副院长[招待会：致辞	–	取消]

•	 张喆，中国国务院参事室社会调查中心副秘书长；费孝通的唯一外孙	 [招待会:发言-	

取消]

•	 赵可金教授，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闭幕：发言;	招待会]

•	 赵旭东，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版块一：发言-取

消]

•	 康妮周女士,	英国浙江联谊会副会长[对话]

•	 周颖（音）女士,	英国世纪华星传媒有限公司	(Century	Huaxing	Media	Ltd,	UK)

•	 卓新平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前所长；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委

员	[版块三：发言-取消]	

（待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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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成果与出版

主要成果

• 通过转文化的对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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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文集第六辑，由全球世纪出版社 

发表（中英文两个版本）

• 如有通过匿名评审的文章，可先在《中国比较研究》期刊发表（中英文两个版本）

• 此外，相关资料还可以用于《社科汉语研究》和《语料库与中国社科研究》期

刊（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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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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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语言为英汉双语。虽然我们不提供同传，但我们在问答环节提供交传，为全部

发言提供英汉双语的文字和标题的PPT演示。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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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所有的接待、登记、书刊展位、茶歇和午餐均在	Entrance Hall and the Gallery。

注意：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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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抵达伦敦前后若需帮助请与会务组工作人员联系方式：

•	 常向群教授	07910	716068

•	 吴明清博士	07903	663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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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注册与联系

注册	（11月25截止）:

免费：https://ecommerce.global-china.org/event-registration-free/	(对话；招待会凭邀请函):

•	 主办单位，支持单位和赞助单位各5张票（请指定您代表的单位）

•	 参与组织和筹备第六届全球中国对话提供实质性帮助的志愿者（如英汉互译笔

译或口译、摄像、摄影、录音、后续的听打录音整理，文案工作、接待演讲嘉

宾，注册等，请注明您提供的帮助）

费用

英国

•	 £180：参加一天的活动	

 https://ecommerce.global-china.org/shop/event-registration-180/

•	 £280：参加三天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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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

•	 为了扩大活动的影响，全球中国对话系列及其相关的活动安排在伦敦的两个不

同的场地举办，为了保证活动的顺利进行，我们一般提供统一的套餐(12月4-8日)	

含会务和全部交通餐饮住宿(单人间房差每间每晚£50)，不含国际旅费以及在英

期间行程外个人支出、酒店收费项目等	(特殊情况另外安排费用另算)。

	 https://ecommerce.global-china.org/shop/event-registration-980

•	 您也可以通过国际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全球中国研究院

 IBAN: gb66loyd30847656158060; BIC or swift code: loydgb21775

注意

•	 大会将免掉发言嘉宾£280注册费，请将剩余的700英镑的费用支付在此	

 https://ecommerce.global-china.org/shop/event-registration-700/

•	 请参会者收到邀请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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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镑的押金，请将剩余的700英镑的费用支付在此	

 https://ecommerce.global-china.org/shop/event-registration-700/

•	 如果因任何原因您无法参加活动，将在会后退款（扣除-20％手续费和转账费）。

官方网站：www.dialogue.global-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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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见Eventbrite：
www.eventbrite.co.uk/e/governance-for-world-peace-the-6th-global-china-dialogue-gcd-vi-tickets-83266591617

联系

•	 全球中国研究院

	 +44 20 8099 4815; dialogue@global-china.org

•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

	 +44 20 8357 7354; cmc-office@westminster.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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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地址与地图

对话论坛

时间：2019年12月6日	
18:30-17:00
地址：	英国学术院	

The Wolfson Auditorium 
The British Academy 
10-11 Carlton House Terrace 
London SW1Y 5AH

地铁：

1) Charing Cross  
(Cockspur Street exit)

2) Piccadilly  Circus  
(Lower Regent Street exit)

招待会	(仅限邀请者)

时间：2019年12月6日	
18:30-21:30
地址：	议会大厦 

Churchill Room 
UK Parliament  
Westminster 
London SW1A 0AA

地铁：1)	District, Circle or Jubilee 
lines to get to Westminster station; 

2) Victoria, Charing Cross and  
Waterloo mainline stations are  
20 minutes away by foot and  
have connecting buses.

公交：Buses stop near Parliament 
Square in Victoria Street (opposite 
the Houses of Parliament) and  
further up towards Trafalgar Square, 
in Whitehall. 

安检：国会大厦的安检系统与机场一样。请留下足够的时间通过安检，至少需要30分	

钟，在繁忙的时候，会延迟更长。





自2014年以来，遵循全球中国对话创办之初的愿景，

我们成功地举办了五届对话，为进入全球治理改革的高

潮奠定了基础。

第六届全球中国对话 (GCD VI) 将于2019年12月6日在

伦敦举办，自中国、约旦、尼日利亚、法国、德国、丹麦、

英国的30名演讲嘉宾，包括学者、专家、专业和从业人士

以及官员政要，以及逾百名参会嘉宾，将汇集英国学术院

参加在伦敦举办的最后一场全球中国对话。对话的主题

是世界和平治理，包括以下版块：

•	 民事冲突中的调解与和平

•	 一带一路与减缓国家和文化之间的紧张局势

•	 中国在多边维和中的作用

•	 文明价值观与促进和平

本次对话将强调在解决长期冲突的基础上进行改革

所需的国际合作的关键环境。

第七届全球中国对话 (GCD VI) 的主题是全球治理改

革，将于2020年10月与清华大学全球共同研究院合作在

北京举办。

像以往全球中国对话系列那样，我们也曾安排了对

话前后的研讨会，题为“中国社会科学全球化——费孝

通先生的追随者”，由全球中国研究院与中国艺术人类学

研究会和中国源祥集团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得到了伦

敦经济学院、牛津、剑桥、爱丁堡和阿伯丁大学的相关部

门和学者的鼎力相助。然而，由于无法控制的原因该代表

团推迟访英计划，其中演讲嘉宾简介及其为本届对话提

交的论文题目和提要均收入本手册(印刷版)，供本次对

话参考。其他相关信息收入扩展的手册（电子版），供未

来参考。

The Global China Dialogues (GCD) were conceived in 2014 as 
a series of seven annual events that would ideally culminate 
in proposals for the reform of global governance. 

The sixth GCD (GCD VI) will be held in London on the 6th 
December 2019, and will be the last of the series to take place 
in the UK. It has brought you about 30 speakers consists of 
academics, professionals, practitioners and officials, and 
more than 100 participants from China, Jordan, Nigeria, 
France, Germany, Denmark and the UK. The theme of the 
Dialogue will be Governance for World Peace. It includes 
the following panels: 

•	 Mediation	and	peace-making	in	civil	conflicts
•	 Belt	and	Road	and	tension	reduction	between	

countries and cultures
•	 China’s	role	in	multilateral	peacekeeping
•	 Civilizational	values	and	the	promotion	of	peace

GCD VI will highlight crucial setting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at is required for reform to take place, based 
on	the	resolution	of	long-standing	conflicts.	

The	 theme	of	 the	 seventh	GCD	 (GCD	VII)	 is	 Reforming	
Global	Governance.	It	will	be	co-organised	with	the	Institute	
of Global Common Develop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will	take	place	in	Beijing	in	October	2020.

As	 per	 previous	 GCDs,	 we	 also	 planned	 three	 pre-
Dialogue	 and	 two	 post-GCD	 VI	 events,	 all	 on	 the	 same	
theme	 of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with	
Professor	 Fei	 Xiaotong”.	 They	 were	 organized	 by	 Global	
China Institute, China Society for the Anthropology of Arts 
and Institute of Culture Studies of Hengyuanxiang Group, 
China,	 together	with	 help	 from	 the	 related	 organizations	
and academics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the	 Universities	 of	 Oxford,	 Cambridge,	
Edinburgh and Aberdeen. However, this series of events 
was postponed by the Chinese delegation for reasons out 
of	 their	 control.	 The	 absent	 speakers’	 biographies,	 titles	
and abstracts that were submitted to the GCC VI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e	 brochure	 (in	 print)	 for	 reference.	 Other	
related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as an extended extended 
brochure onl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