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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全球中国对话：人工智能与全球社会：建设·治理·沟通
GCD IX: AI and Global Society: Building, Governance and Communication

一、活动简介一、活动简介

全球中国对话系列及第九届全球中国对话

动荡的世界动荡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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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的将近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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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2年十八大和2013年十二届人大代表大会习近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国国家主席以
来，在中国国内及国际舞台做出了许多举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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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2020年新冠病毒COVID-19在中国武汉爆发后迅速蔓延至全球，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了多
方面的影响，如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导致全球范围内大量感染和死亡，各国采取封锁和社交距离措
施，疫情起源和应对措施的争议加剧了一些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全球经济受重创，特别是旅游、
航空和餐饮等行业，导致失业率上升，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同时，也促进了远程工作和
在线教育的发展，推动了医疗技术，特别是疫苗和医疗设备的快速发展，加速了数字化转型在医疗
保健、教育和零售业等领域的发展。总之，新冠疫情对中国和世界各国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迫使
人们重新思考全球化、公共卫生体系、经济发展模式和国际合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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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全球中国对话手册，2024 年 11 月 29 日
Global China Dialogue IX Programme, 29 November 2024 

全球中国对话系列全球中国对话系列

全球中国对话系列是一个围绕“转文化”和社会创造为核心概念的高端论坛，以中国为参照系
的比较视野，通过增进与中国同行的交流互动从而探索和研究全球治理、推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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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鼓励跨学科，跨越专
业，跨行业，以及跨国的全球视野，通过在学者、知识分子、政商领袖、专业与社会活动家之间开
展开放的对话，旨在面对那些当今世界的重大挑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形成共识、增进对彼此
的了解。

全球中国对话是一个持续的、富有创意的知识转化的活动。它将中国与西方的学者、意见领
袖聚集到一起探索“转文化”与文化再生性，参与型塑超越单一文化、国家、民族的“全球性的文
化空间”。诚然，这里并不是所有的观点都应与中国直接相关，或者对中国的知识有深度的了解。
但是，它们将有关中国在全球治理的角色的观点的呈现，并将中国置于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研究的理
论、方法、维度等方面做出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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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规则尤其在探讨由各国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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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重要，有助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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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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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年第七届全球中国对话：全球治理改革

• 2023年第八届全球中国对话：全球健康治理

• 2024年第九届全球中国对话：全球治理与人工智能

• 2025年第十届全球中国对话：全球教育治理

第九届全球中国对话暨首届跨媒介智能传播国际论坛第九届全球中国对话暨首届跨媒介智能传播国际论坛

第九届全球中国对话将于2024年11月29日在上海同济大学举行。这是继在英国学术院举办的前
八届全球中国对话论坛后，首次在中国举办。

根据2024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同济大学在数据科学领域位居中国第一。设立在同济大学法
学院的上海市人工智能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将协助该校艺术与传媒学院共同举办本届全球中国对
话。本届对话的主题为“人工智能与全球社会：建设、治理、沟通”，在同济大学已有的人工智能
研究优势基础上，融入全球、社会和传媒的视角与元素。

同时，在“第九届全球中国对话”之后增加“首届跨媒体智能传播国际论坛”，旨在丰富和深
化本次活动的主题。借助“第九届全球中国对话”的高端平台，此次新增内容将融入跨媒体和智能
传播的视角，促进对全球社会治理和传播的多维度讨论。预计将吸引更多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参与，
推动学术见解与实践应用的融合，提升对话成果在国际商业和传播领域的影响力。

第九届全球中国对话暨首届跨媒介智能传播国际论坛将设立一系列多元化的专题讨论，邀请来
自学术、技术、政策和商业领域的专家共同参与。这些讨论将深入探讨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的变革
性作用，包括医疗、经济、伦理和国际合作。活动将重点关注人工智能的伦理影响、数据隐私的重
要性，以及在创新与监管之间实现平衡的必要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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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对话包括以下四个版块：

• 人工智能的伦理框架与责任

• 人工智能在社会建设与治理中的应用

• 人工智能时代全球认知与态度的转变

• 人工智能在健康、媒体与传播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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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办和协办单位及组委会二、主办和协办单位及组委会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

• 英国全球中国学术院

• 中国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协办单位协办单位

• 中国同济大学法学院

•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ESRC语料库社科研究中心

组委会组委会

主席

• 托尼·麦肯勒里 Tony McEnery 教授，英国社科院院士及理事会理事，英国皇家艺术院院士；
兰开斯特大学语言学和英语语言学系杰出教授；全球中国学术院理事会主席及创院院士

• 李麟学教授，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中国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

• 常向群教授，英国皇家艺术院院士；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及院长；伦敦大学学院荣誉教
授 (2015-2020年)，中国南开大学特聘教授

秘书长

• 李伯一教授，全球中国学术院中方理事会秘书；南京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 梁凯先生，全球中国学术院活动专员；英国 MEL Scholar 联合创始人；英国 MELScience 商
务总监

成员成员（按英文姓氏排序）（按英文姓氏排序）

• 邴正教授，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及理事会中方主席，吉林大学前常务副校长，中国社会学
学会前副会长

• 程原博士，全球中国学术院信托人委员会成员；美国罗盛咨询公司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

• 龚为纲教授， 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武大大数据研究院传媒大数据研究中心主任

• 马丁·雅克 Martin Jacques 教授，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和国际研究系高级
研究员；中国清华大学客座教授

• 李嵬教授，英国社科院院士、英国皇家艺术院院士、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及理事会非执行
主席； 伦敦大学学院教育与社会学院院长

• 巴纳比·鲍威尔 Barnaby Powell 先生，英国英中理解协会理事会成员

• 彼得·施罗德 Peter Schröder 教授，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及副院长；伦敦大学学院历史系欧洲
与国际社会和政治研究教授

• 埃琳娜·塞米诺 Elena Semino 教授，英国社科院院士，英国皇家艺术院院士，兰开斯特大学
语言学和英语语言学系教授, ESRC 语料库社科研究中心主任

• 谢立中教授，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及中方院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前系主任；中国社会学
学会前副会长

• 王鑫教授，英国全球中国学术院副院士；中国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传播系主任 
• 张晓东教授，英国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及中方非执行主席；敏捷智库理事长；南京财经大

学创新创业研究院原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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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持单位和赞助单位 三、支持单位和赞助单位 

支持单位（按英文字母排序）支持单位（按英文字母排序）

• 欧洲改革中心

• 中欧社会论坛

• 筷子俱乐部

• 浙江工商大学中外话语研究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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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武汉大学大数据研究院

• 南京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 英中理解协会

•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 英国汉学研究研究生协会

赞助单位（按英文字母排序）赞助单位（按英文字母排序）

• 北京易才纵横管理顾问中心 (中国) 

• 环球世纪出版社（英国）

• 上海百岁奥秘细胞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 中国敏捷智库

• 中山大学语言研究所

• 美亚联创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 同济大学上海人工智能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

• 英国教育与签证中心

• 无锡新文化研究院

• 学术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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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演讲及主持嘉宾四、演讲及主持嘉宾

(基于会议议程结构)

开幕式主持开幕式主持

• 李麟学教授，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

开幕式致辞开幕式致辞

• 赵启正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以及上海市前副市长

• 吕培明教授，中国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

• 汪镭教授，同济大学电子与信息学院教授，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上海市人工智能学会
秘书长

• 常向群教授，英国皇家艺术院院士，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及院长，伦敦大学学院荣誉教授 
(2015-20)

主旨演讲主旨演讲

• 托尼·麦肯勒里 Tony McEnery 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艺术院院士；全球中
国学术院创院院士及理事会主席；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语言学和英语语言学系杰出教授

• 蒋惠岭教授，同济大学法学院院长；上海人工智能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大会版块主持及演讲嘉宾（按英文姓氏排序）大会版块主持及演讲嘉宾（按英文姓氏排序）

• 加文·布鲁克斯 Gavin Brookes 博士，全球中国学术院副院士；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语言学副
教授，英国研究创新署未来领袖项目研究员《语料库与中国社科研究》执行编辑

• 乔·伯顿 Joe Burton 教授是兰卡斯特大学政治、哲学与宗教系(PPR)的国际安全学教授

• 尼尔·柯里 Niall Curry 博士，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院士、高等教育学院高级研究员，曼彻斯
特城市大学语言、信息与传播系对外英语教学与应用语言学高级讲师

• 杜怿超先生，伦敦大学学院（UCL）高等研究院研究人员、人类学系博士研究人员、无锡
新文化研究院院长

• 马丁·加思韦特 Martin Garthwaite 先生，皇家艺术院院士。英国普华永道(PwC)卓越客户经
理，社会流动网络联席主席

• 龚为纲教授，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大数据研究院传媒大数据研究中心主任

• 拉拉·格罗夫斯 Lara Groves 女士，艾达·洛芙莱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 顾日国教授，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北京外国语大学人工智能与人类语言重点实验室首席
专家

• 侯景耀 Ed Holroyd Pearce 先生，英国虚拟实习公司联合创始人兼总裁

• 胡逸先生，江苏省无锡市数据局局长

• 黄晖博士，上海天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市信息学会荣誉会长

• 艾略特·琼斯 Elliot Jones 先生，英国阿达·洛夫莱斯研究所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 李本乾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 李伯一教授，全球中国学术院中方理事会秘书兼第九届全球中国对话组委会联席秘书长，
南京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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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麟学教授，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

• 梁凯先生，全球中国学术院活动专员及第九届全球中国对话组委会联席秘书长，英
国 MEL Science 商务总监，英国 MEL Science 商务总监(主持)

• 林思劼教授，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

• 钱毓芳教授，中国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语料库与话语研究院院长(主持)
• 沈阳教授，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和人工智能学院的双聘教授

• 张晓东教授，英国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及中方非执行主席；敏捷智库理事长；南京财经大
学创新创业研究院原院长

• 周树华教授，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的杰出讲席教授；国际中华传播学会前会长

闭幕式致辞闭幕式致辞

• 主持：王鑫教授，全球中国学术院副院士，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传播系主任

闭幕式致辞闭幕式致辞

• 玛德琳·卡尔 Madeline Carr 教授，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计算机科学系全球政治与网络安全教
授

• 邴正教授，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及理事会中方主席，曾任吉林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社会
学会前副会长

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授予仪式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授予仪式

• 郝时远教授，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 
中国人类学学会前会长（授予者）

• 谢立中教授，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及中方院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前主任，中国社会学
会前副会长（授予者）

人工智能与全球社会“青年论文奖”颁奖仪式人工智能与全球社会“青年论文奖”颁奖仪式

• 常向群教授，英国皇家艺术院院士，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及院长，伦敦大学学院荣誉教授 
(2015-20) （颁奖者）

• 张艳丽女士，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党委书记 （颁奖者）

全球中国学术院信托会会议 全球中国学术院信托会会议 [线上]

休会休会

晚宴及社交主持、致辞及特别演讲晚宴及社交主持、致辞及特别演讲

• 主持：伊恩·斯塔福德 Ian Stafford 先生，屡获殊荣的英国体育作家、记者和广播主持人；
英国体育俱乐部总裁

• 翻译：梁凯先生，全球中国学术院活动专员；英国  MEL Scholar 联合创始人；英国  
MELScience 商务总监

致辞致辞

• 李扬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前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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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光磊教授，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南开大学前副校长；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

• 程原博士，罗盛咨询大中华区主席，全球中国学术院信托会信托人

特别演讲及播放缺席嘉宾短视频特别演讲及播放缺席嘉宾短视频

• 陈琦伟博士，华东师范大学长三角金融科技研究院院长；亚商集团和亚商资本创始人 
（现场）

• 帕特里克·贝尔特教授，英国剑桥大学社会理论教授、赛尔文学院院士（短视频）

• 刘少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前主任；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
讲席教授 (短视频)

• 马丁·洛克特 Martin Lockett 教授，宁波诺丁汉大学国际商业与管理系教授，前商学院院长  
（短视频）

• 喻国明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兼任传播创新与未来媒体实验室平台 
主任（短视频）

• 包迈岫先生 Matt Burney，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短视频，t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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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程安排五、日程安排

2024年11月29日，星期五

08:30-17:00 对话论坛08:30-17:00 对话论坛

08:30-09:00 注册08:30-09:00 注册

09:00-10:05 开幕式：致辞及主旨演讲09:00-10:05 开幕式：致辞及主旨演讲

10:05-10:10 全体合影

10:10-11:20 版块一：人工智能的伦理框架与责任

11:20-11:35 茶歇

11:35-12:45 版块二：人工智能在社会建设与治理中的应用

12:45-13:45 午餐12:45-13:45 午餐

13:45-14:55 版块三：人工智能时代全球认知与态度的转变

14:55-15:10 茶歇

15:10-16:20 版块四：人工智能在健康、媒体与传播中的应用

16:20-17:20 闭幕式: 致闭幕辞及颁发证书16:20-17:20 闭幕式: 致闭幕辞及颁发证书

16:20-17:00 致闭幕辞

17:00-17:15 颁发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证书

17:15-17:20 颁发青年学者论文奖证书

17:20-18:30 休会 17:20-18:30 休会 / 全球中国学术院信托会会议（线上）

18:30-22:00 晚宴：致辞、社交与特别发言18:30-22:00 晚宴：致辞、社交与特别发言

18:30-18:45 致辞

18:45-21:30 交流

21:30-21:50 特别发言及播放缺席嘉宾及院士视频 

21:50-22:00 合影

22:00 闭会22:00 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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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会议详细议程六、会议详细议程

08:30-09:00 注册

09:00-10:00 第九届全中国对话开幕式

会址：同济大学中法中心C501会议室

主持：李麟学教授，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

09:00-09:20 致辞（5 分钟/位）:

• 赵启正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前院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前主任以及上海市前
副市长

• 吕培明教授，中国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

• 汪镭教授，同济大学电子与信息学院教授，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上海市人工智能
学会秘书长

• 常向群教授，英国皇家艺术院院士，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及院长，伦敦大学学院荣誉
教授 (2015-20)

09:20-10:00 主旨演讲（15分钟/位）:

• 英国的人工智能、伦理与人文学科， 托尼·麦肯内里 Tony McEnery 教授，英国社会
科学院院士和理事会理事、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院士，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及理事会主
席，兰卡斯特大学杰出教授 [录播]

• 人工智能时代的中国司法改革：公正与效率的角逐，蒋惠岭教授，同济大学法学院院
长，上海人工智能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10:00-10:05 全体合影

10:10-11:20 版块一 ：人工智能的伦理框架与责任

主持：林思劼教授，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

发言 (12分钟/位):

• 不负责任的人工智能：解构负责任人工智能的叙事，乔·伯顿 Joe Burton 教授，英国
兰卡斯特大学政治、哲学与宗教系（PPR）的国际安全学教授 [录播]

• 生成式人工智能：伦理、可靠性与表征，尼尔·柯里 Niall Curry 博士，英国皇家艺术
院院士、高等教育学院高级研究员，曼彻斯特城市大学语言、信息与传播系的对外英
语教学与应用语言学高级讲师

• 审计工作：探索纽约市算法偏见审计机制，拉拉·格罗夫斯 Lara Groves 女士，英国确
保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人类和社会服务的权威机构艾达·洛芙莱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 智治——从数业的逻辑出发，张晓东教授，全球中国学术院理事会中国方非执行主
席， 南京理工大学兼职教授；敏捷智库理事长

提问&回应

11:20-11:35 茶歇

11:35-12:45 版块二 ：人工智能在社会建设与治理中的作用

主持：李伯一教授，全球中国学术院中方理事会秘书兼第九届全球中国对话组委会联席秘书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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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发言（12分钟/位）:

• AI时代的治理：探索新的范式， 马丁·加思韦特 Martin Garthwaite 先生，皇家艺术院
院士，英国普华永道（PwC）卓越客户经理，社会流动网络联席主席 

• 人工智能赋能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无锡案例，胡逸先生，江苏省无锡市数据局局长 

• 数据主义的崛起与城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黄晖博士，上海天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
事长，上海市信息学会荣誉会长；杜怿超先生，伦敦大学学院（UCL）高等研究院和
人类学系博士研究人员；无锡新文化研究院院长

•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算法伦理评价与治理, 李本乾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智能传播
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

提问&回应

12:45-13:45 午餐

13:45-14:55 版块三 ：人工智能时代全球认知与态度的转变 

主持：梁凯先生，全球中国学术院活动专员及第九届全球中国对话组委会联席秘书长，英国 MEL 
Scholar 联合创始人，英国 MELScience 商务总监

发言（10分钟/位）:

• 在雷达下？基础模型评估的探讨，艾略特·琼斯 Elliot Jones 先生，英国确保数据和人
工智能为人类和社会服务的权威机构艾达·洛芙莱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 西方对中国的态度与认知的200年演变——基于AI大模型和互联网档案数据的分析，龚
为纲教授，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大数据研究院传媒大数据研究中心主任

• AI主导的职场转型与毕业生的技能塑造与发展，侯景耀 Ed Holroyd Pearce 先生，英国
虚拟实习公司联合创始人兼总裁

• 人工智能还是真人主播？观众对新闻播报的感知，周树华教授，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
传播学的杰出讲席教授， 国际中华传播学会前会长

提问&回应

14:55-15:10 茶歇

15:10-16:20 版块四：人工智能在健康、媒体与传播领域的应用 

主持：钱毓芳教授，全球中国学术院副院士，浙江工商大学外语学院教授，中外话语研究院院长

发言 (12分钟/位):

• 中国老年话语的多模态语料库：理论与实践，顾曰国教授，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北
京外国语大学人工智能与人类语言重点实验室首席专家

• 人工智能与意识形态偏见：关于痴呆症表征的个案研究, 加文·布鲁克斯 Gavin Brookes 
博士，英国皇家艺术院院士，全球中国学术院副院士，兰卡斯特大学语言学教授兼英
国科研创新署（UKRI）未来领袖研究员

• AIGC与人机共生，沈阳教授，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和人工智能学院的双聘教授，清华大
学元宇宙文化实验室和新媒体研究中心的主任

• 人工智能时代的跨媒介艺术与传播, 李麟学教授，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同济大学艺术
与传媒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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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回应

16:20-17:20 闭幕式主持、致辞及颁奖嘉宾

主持：王鑫教授，全球中国学术院副院士，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传播系主任

16:20-17:00 闭幕演讲（10分钟/位）:

• 人工智能的地缘政治与全球治理：过去40年的经验教训，玛德琳·卡尔 Madeline Carr 
教授，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计算机科学系全球政治与网络安全教授 

• 全球化的文化理论与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 邴正教授，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及理事会中
方主席，吉林大学前常务副校长，中国社会学会前副会长

17:00-17:15 授予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荣誉仪式

介绍院士机构及院士制度：常向群教授，英国皇家艺术院院士，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及院长；伦敦
大学学院荣誉教授（2015-20）

授予者：

• 郝时远教授，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
授，中国人类学学会前会长

• 谢立中教授，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及中方院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前系主任，中国社会学
会前副会长

被授予者：

• 中国：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副院士、院士单位

• 国外：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副院士、院士单位

合影（主持人、全球中国学术院全体院士及新授予的院士含副院士和院士单位代表）

17:15-17:20 颁发青年学者论文奖仪式

颁奖者：

• 常向群教授，英国皇家艺术院院士，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及院长，伦敦大学学院荣誉教授 
(2015-20)

• 张艳丽女士，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党委书记 
颁奖者：五名

合影（主持人、颁奖者和授奖者）

17:20 闭会

*  *  *

17:30-18:30 休会 /全球中国学术院理事会会议（线上）

*  *  *

18:30-22:00 晚宴:庆祝第九届全球中国对话圆满结束及交流会

地址：上海同济君禧大酒店 中国上海杨浦区彰武路50号

主持：伊恩·斯塔福德 Ian Stafford 先生，屡获殊荣的英国体育作家、记者和广播主持人; 英国体育
俱乐部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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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梁凯先生，全球中国学术院活动专员及第九届全球中国对话组委会联席秘书长，英
国 MEL Science 商务总监，英国 MEL Science 商务总监

18:30-18:40 致辞（3分钟/位）

• 李扬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前副院长
• 朱光磊教授，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南开大学前副校长；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
• 程原博士，罗盛咨询大中华区负责人，全球中国学术院信托会成员

18:45-21:30 交流

21:30-21:50 特别发言和播放缺席嘉宾视频（5分钟/线下；视频2-3分钟每位）

• AI时代赋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融合，陈琦伟博士，华东师范大学长三角金融科技研究院院
长；亚商集团和亚商资本创始人（线下）

• 人工智能：当今的挑战，帕特里克 贝尔特 Patrick Baert 教授，英国剑桥大学社会理论教
授、赛尔文学院院士（视频）

• 数字化及人工智能推进社会变迁，刘少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前主任；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讲席教授（视频）

• AI对国际商业与管理的影响，马丁·洛克特 Martin Lockett 教授，宁波诺丁汉大学国际商业
与管理系，前商学院院长（视频）

• 未来传播致效的四个关键节点: 从内容触达到价值认同，喻国明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
播学院执行院长、兼任传播创新与未来媒体实验室平台 主任（视频）

21:50-22:00 合影

22:00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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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嘉宾简介、内容提要及贡献七、嘉宾简介、内容提要及贡献

(以出场先后顺序)

开幕式开幕式

主持：主持：李麟学教授

李麟学教授李麟学教授，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博士，同济大学长聘教授，艺术与传
媒学院院长，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生导师，能量与热力学建筑分实验
中心主任，“低碳城市与绿色建筑”一流交叉学科联合主持教授，哈佛大
学高级访问学者，“50位中国建筑师在法国”留法建筑师，谢菲尔德大学
建筑学院访问教授。主编和参编《滨水空间三十年》（2023年）《热力学
乡土建筑》（2023年）《热力学建筑与身体感知》（2023年）《全球视野
下的当代传媒理论》丛书（2023年）《城乡传播》（2023年）《热力学建
筑原型》（2019年）《设计应对雾霾—热力学视野下的建筑》（2016年）
《上海市杰出中青年建筑师：李麟学》（2019年）等。作品入选诸多展

览，如“内部建构”入选第17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中国馆展（2020年）、哈佛大学中国当代建
筑展（2018年）。发表期刊论文百余篇，主持建成杭州市市民中心等重要设计作品。

贡献：贡献：
• 全球中国对话组委会联席主席
• 主持上午的开幕式
• 第四板块发言
• 参加闭幕式院士颁奖环节
• 参与全天活动

嘉宾致辞嘉宾致辞

致辞者：致辞者：赵启正教授，包迈岫先生 Matt Burney (tbc)，吕培明教授，常向群教授

赵启正教授赵启正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院
长，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以及
上海市副市长、浦东新区管委会首任负责人。他著有《浦东奇迹：一个中
国高速经济发展的案例》，为中国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借
鉴。他的代表作还包括《跨国对话：公共外交的智慧》和《公共外交与跨
文化交流》，这些著作基于他多年在国际舞台上的实践经验，强调公共外
交不仅是政府间的沟通，更是人民之间的桥梁，对国家“软实力”的提升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赵启正教授多次获得国际认可，2012年荣获英国
48家集团俱乐部的“破冰者”奖。他将自己的英国“创意之旅”总结为“

创新、创意和创造”，这一总结体现了他对公共外交和跨文化交流的核心理念——通过创新与沟
通，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创造性对话，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贡献：贡献：开幕式致辞并参加全体合影

吕培明教授吕培明教授，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英语语言文学教授，长期从事英语教
学与高等教育管理工作，在英语教育和跨文化交际等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
和深厚的学术造诣。他曾任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教育领事。他主持的“
当代中国”全英语系列课程先后获得教育部和上海市多项荣誉。在学术方
面，吕教授发表了多篇论文，翻译出版了10本儿童文学名著，并参编多部
教材。2023年12月，吕培明常务副校长受邀参加在北京召开的2023世界中
文大会，并在大会主论坛及全体会议上发言，分享同济大学在国际中文教
育领域的经验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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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贡献：开幕式致辞并参加全体合影

汪镭教授汪镭教授，同济大学电子与信息学院教授，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上海
市人工智能学会秘书长。曾任IEEE上海分会副主席、中国人工智能学会自
然计算及数字智能城市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上海市人工智能学会秘书长、
上海市微型电脑及应用学会副秘书长。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技术二等奖1
项，出版专著4本，参与编辑专著和译著3本，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并担
任了《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inspired Computation》《智能系统学报》等
多个国内外学术期刊编委。

贡献：贡献：开幕式致辞并参加半天活动

常向群教授常向群教授，英国皇家艺术院院士，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及院长。全球中
国学术院是一个基于英国的、独立从事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中国综合
研究的全球性院士制机构。她曾担任伦敦大学学院的名誉教授、伦敦大学
亚非学院的教授级研究员、威斯敏斯特大学的客座教授、伦敦经济学院研
究员、伦敦城市大学研究员，并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
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等多所高校访问或担任客座兼职教授或高
级研究员。她已发表约300余万字的中英文著述，代表作包括《马克思主义
社会学论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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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主编了《社会建设：中国社会的一种发展模式》以及合作主编

《费孝通研究》（三卷本）。作为唯一在英国工作的、在中国和英国接受过社会学训练的社会学
家，自1991年作为访问学者来到英国以来，她一直在大学从事跨学科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她曾被
国际社会学协会 (ISA) 学术委员会评选为全球“适应动荡的二十一世纪的社会学”影响力最大的15位
社会学家之一（见《实践社会科学：社会学家及其工艺》 Practicing Social Science: Sociologists  
and their Craft，德沃拉·卡莱金-费什曼著，劳特里奇出版社，2017年）。近年来，常向群兼任环球
世纪出版总编，负责四种学术期刊和八套丛书的英汉双语出版工作，主编《全球中国比较研究》期
刊，并主编“中华概念”“中国社会科学全球化”“中国与中华比较研究”丛书及“‘三眼’的跨
文化”等系列丛书，以及“全球中国对话文集”。

贡献：贡献：
• 全球中国对话组委会联席主席
• 开幕式致辞
• 闭幕式院士颁奖环节做介绍
• 闭幕式上对论文获奖者颁奖
• 参加全球中国学术院信托会会议[线上]
• 参与全天活动

主旨演讲主旨演讲

演讲者：演讲者：托尼·麦肯内里 Tony McEnery 教授和蒋惠岭教授

托尼·麦肯内里 Tony McEnery 教授托尼·麦肯内里 Tony McEnery 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和理事会理事、英
国皇家艺术学院院士，英国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及理事会主席，兰卡斯特
大学语料库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CASS) 的创始主任和英语语言和语言学的杰
出教授，中国西安交通大学杰出讲座讲授。他曾在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 
(ESRC) 担任临时行政总裁、首席审计官、理事会副主席和研究中心主任。
此外，他还担任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 (AHRC) 的研究主任。此前，他担任
兰卡斯特大学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并担任语言学和英语语言系系主
任。作为语料库语言学领域的领先学者，他在语言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相关
方面发表了大量文章，尤其是在关于线上媒体和印刷媒体领域的研究成果

更加突出。他的著作包括《语料库和话语研究：整合话语和语料库（与Baker 合作，2015年）》和 
《话语分析和媒体态度（与 Baker、Gabrielatos 合作，2013年）》。

题目：题目：英国的人工智能、伦理与人文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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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提要：本演讲将探讨人工智能（AI）、伦理与人文学科在英国的交汇点。通过文献计量分析、对不
同利益相关者的访谈，以及对现有研究基础设施和政策的回顾；还将考察英国当前AI伦理研究的现
状，分析艺术与人文学科的贡献、研究者面临的障碍及其工作的潜在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演讲将
关注国际研究环境及其他国家在AI与伦理领域的战略投资，并与英国的做法进行比较。在学术界、
公众认知和商业背景下，还将识别出其中的机遇与挑战，包括AI对不同群体和行业的影响。最后将
探讨英国与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对比情况。

贡献：贡献：
• 全球中国对话组委会联席主席
• 开幕式主旨演讲[录播]

中方：中方：蒋惠岭教授，同济大学法学院院长，特聘教授，上海人工智能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蒋惠岭教授蒋惠岭教授，同济大学法学院院长，特聘教授，上海人工智能社会治理协
同创新中心主任。他在中国政法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并在加拿
大蒙特利尔大学获得公法硕士学位。蒋惠岭曾在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工作33
年，任高级法官，负责行政案件审判、司法解释起草、司法改革、互联网
法院建设、司法公开、纠纷解决机制等工作，并从事应用法学研究、法官
培训等，司法实践经验丰富，法学理论积淀深厚。他在司法制度、行政
法、诉讼法、法理学等领域有深入研究，其多项研究成果和建议被中央有
关部门采纳，获得法学界高度认可。他的学术成果颇丰，著有《独立审判
问题研究》《司法改革的知与行》等，发表论文400余篇。

题目：题目：人工智能时代的中国司法改革：公正与效率的角逐

提要：提要：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生活的全面变化，而且也已经影响到了司法制度的运行。中
国法院在审判工作中拥抱新技术，应用人工智能，采取了一系列的司法改革措施。在应用人工智能
过程中，中国法院遵守安全合法、公平公正、辅助审判、透明可信、公序良俗五项原则。在应用范
围方面，主要用于证据审查判断、相关法律推送、类似案例推送、案件裁判辅助、法律文书辅助生
成、电子卷宗生成、审判事务管理等领域，但整个过程中都体现着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平衡和博
弈。同时，中国法院对于因人工智能引发的涉及算法公正透明、无人驾驶交通事故法律责任、人工
智能作品知识产权等新类型案件的裁判方面也作了有益探索。

贡献：贡献：
• 开幕式主旨演讲
• 全体合影
• 参与全天活动

第一版块：人工智能的伦理框架与责任第一版块：人工智能的伦理框架与责任

主持：主持：林思劼教授

林思劼教授林思劼教授，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同济大学研究生院副院
长，并为长江水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他获得美国克莱姆森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研究方向包括纳米材料环境化学、毒理学及高
通量毒性分析方法的人工智能应用。他长期致力于绿色低毒功能性纳米材
料的研发，主持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总经费超千万元，发表百余
篇学术论文，总引用超一万三千次，连续五年入选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
者。此外，他还担任多个国际期刊的副主编或编委，并在多项社会组织中
担任职务，如致公党中央专委会委员。因其科研贡献，曾获上海市青年五
四奖章、同济大学师德师风优秀教师等奖项。·

贡献：贡献：
• 主持第一板块
• 参与全天活动

演讲者：演讲者：乔·伯顿 Joe Burton 教授、尼尔·柯里 Niall Curry 博士、拉拉·格罗夫斯 Lara Groves 女士、张
晓东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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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伯顿 Joe Burton 教授乔·伯顿 Joe Burton 教授是兰卡斯特大学政治、哲学与宗教系（PPR）的国际
安全学教授，于2023年7月加入该校，作为安全与防护科学倡议的一部分。
此前，他曾在诺丁汉大学和圣安德鲁斯大学任职，并曾是布鲁塞尔自由大
学的玛丽·居里研究员。他的专业领域包括网络冲突、新兴技术和国际安
全，并教授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和战略研究课程。他曾在新西兰和英国担
任部长顾问，负责政策制定和政治协调工作。他拥有国际关系博士学位，
曾获得美国国务院等国家和地区的奖学金，还在北约网络防御中心授课。
他的研究得到了北约、欧盟委员会等机构的资助。

题目：题目：不负责任的人工智能：解构负责任人工智能的叙事

提要：提要：“负责任的人工智能”这一术语已经出现，用于描述鼓励在国家政府、技术行业和国际组织
中促进人工智能开发和部署过程中责任感的努力。尽管这一术语已经变得流行，甚至成为人工智能
发展的核心，但学术界对其概念化或批判性关注却很少。本文借鉴人工智能伦理学和认知科学的文
献，对“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概念和实践进行了批判与解构。本文的论点是，必须更加关注人工智
能的不负责任使用——即人工智能如何、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被不负责任地使用，以及其造成的后
果。将讨论转向不负责任的行为能够为理解人工智能的风险和陷阱提供更好的基础。本文分为三个
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叙事的出现，并在人工智能背景下对“责任”进行了
概念化。第二部分阐述了我们的观点，即不负责任的行为应成为基本的伦理考虑，尤其是在受到社
会政治动力（如傲慢、加速主义、追逐利润以及缺乏监管监督）推动的情况下。最后一部分提供了
一些案例分析，展示了人工智能如何被不负责任地使用。

贡献：第一板块大会发言[录播]

尼尔·柯里 Niall Curry 博士尼尔·柯里 Niall Curry 博士，英国皇家艺术院院士、高等教育学院高级研究
员，曼彻斯特城市大学语言、信息与传播系的对外英语教学与应用语言学
高级讲师。他的研究涵盖应用语言学中的多个主题，包括对比语言学、语
料库语言学、话语分析、英语授课、二语习得以及系统功能语言学。他是
Routledge出版社《应用语料库语言学》系列的联合主编，并担任《语言与
语言学百科全书》分编主编。他同时也是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会员及高等教
育学院高级研究员。柯里博士的研究曾获得英国科研创新署（UKRI）和世
宗学堂基金会的资助。2020年，他在利默里克大学完成博士学位后，曾在
剑桥大学出版社担任高级研究经理，随后加入曼彻斯特城市大学担任讲

师。他当前的研究聚焦于全球危机中的语言问题，如气候、健康和经济危机，探讨不同背景和文化
下知识的构建。此外，他还研究语言教学、TESOL教材开发以及数字教学法。他指导的学生研究领
域包括对比语言学、语料库研究、学术话语及全球危机语言研究。

题目：题目：生成式人工智能：伦理、可靠性与表征

提要：在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工具，如 ChatGPT，公开发布并易于使用后，全球范围内的研究
人员、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开始思考这些工具在其专业和教育实践中的相关性和应用可能性。尽管这
些工具的发布引起了初期的热情，但GenAI工具的全球普及却得到了不同的反响。一方面，生成式人
工智能被视为一种克服自动化定性研究弱点的手段，能够缓解数字素养有限对终端用户的影响，并
帮助学生和作者生成清晰易懂的文本。另一方面，这些工具在大语言模型的训练、开发和维护过程
中暴露出的伦理问题，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的非确定性，以及这些工具再现的偏见，使其在研究和
教育中的广泛应用面临挑战。鉴于GenAI对研究和教育的潜力与其有效使用的障碍，本次演讲将探讨
在研究过程中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伦理影响，以及围绕其在研究与教育中的可靠性、生成式人工
智能工具所表现的语言和其在不同背景下的理解与表征问题。此次演讲中的研究讨论将为在研究和
教育中如何与GenAI工具进行伦理互动提供指导方针。

贡献：贡献：
• 第一版块做大会发言
• 参与全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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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拉·格罗夫斯 Lara Groves 女士拉拉·格罗夫斯 Lara Groves 女士，艾达·洛芙莱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新兴
技术与行业实践）。该研究所是英国确保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人类和社会服
务的权威机构，通过研究、政策和实践，致力于公平分配数据和AI的利
益，关注技术如何构建更好的社会。格罗夫斯最近的项目探讨了第三方审
计机制在人工智能治理中的作用。Lara此前主导了有关公众参与商业人工智
能实验室的研究，以及关于算法影响评估的研究。她的研究兴趣包括算法
问责制的实用和参与性方法，以及应对治理挑战的创新政策解决方案。在
加入艾达研究所之前，Lara曾担任技术和互联网政策顾问，并在智库、政党
和倡导团体从事研究、公共事务和活动工作。

题目：题目：审计工作：探索纽约市算法偏见审计机制

提要：提要：2023年7月，纽约市（NYC）首次尝试为商业机器学习系统创建算法审计机制。《地方法144
号》（LL 144）要求在纽约市的雇主使用自动化就业决策工具（AEDTs）进行招聘时，必须接受独
立审计员的年度偏见审计。在本文中，我们分析了LL 144为其他国家创建算法审计机制的尝试提供
了哪些经验教训。通过对17位在该机制下工作的专家和从业者的定性访谈，我们发现LL 144未能建
立一个有效的审计机制：该法律未能明确定义关键概念，如AEDTs及什么构成独立审计员，导致审
计员、创建AEDTs的供应商以及使用AEDTs的公司以各种方式自行定义法律的实际实施，但这些方
式未能有效保护求职者。多个因素对此作出贡献：首先，该法律基于一个错误的透明度驱动变革理
论，该理论未能阻止雇主使用有偏见的AEDTs。其次，行业游说导致AEDT的定义被缩小到大多数公
司认为其工具不受约束的程度。第三，我们发现审计员在获取雇主和工具供应商数据方面面临巨大
的实践和文化挑战。第四，关于什么构成合法审计员存在广泛分歧，我们识别了四种不同的“审计
员角色”，它们执行不同的职能并提供不同类型的服务。我们最终为制定类似偏见审计机制的政策
制定者提供了四项建议，建议使用更清晰的定义和指标，并增加问责制。通过从审计员的角度探讨
LL 144，我们的论文为审计作为问责机制提供了证据基础，并能为希望创建类似机制的政策制定者
提供指导。

贡献：贡献：
• 第一版块做大会发言
• 参与全天活动

张晓东博士张晓东博士，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理事会中国方非执行主席，敏捷智库
理事长（http://www.agile.org.cn），国家重大人才工程入选者。他还担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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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分别受聘为东南大学、河海
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国内外多所大学计算机、机电工程、人文社会科
学、管理学等不同领域客座或兼职教授。30年多来一直从事数据科技、先
进制造、管理科学、产业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开发与实践；主编《管理蓝
皮书》，主办“东沙湖论坛——中国管理百人会”。

题目：题目：智治——从数业的逻辑出发

提要：提要：人类社会历经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今天正向数业文明演进。当前掀起的数字经
济及其带来的数智化浪潮既是工业经济的高潮，也是数业经济的肇始。在拥有30年信息技术、先进
制造、管理科学和产业政策方面的研究、开发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演讲者将从“数业经济”的角
度探讨如何通过数据和智能的融合创新实现“智治”：面向“数业”的治理模式。他将深入剖析数
据科学和人工智能技术在现代治理中的应用，尤其是如何通过数据驱动和智算分析，提升决策的精
确性、透明性和效率。同时，他将结合具体的管理实践案例，如主编的《管理蓝皮书》和主办的“
东沙湖论坛——中国管理百人会”，展示数业时代的治理模式如何应对复杂的社会和伦理挑战，确
保在技术飞速发展的环境中，治理结构既高效运作，又保持责任感和伦理规范。

贡献：贡献：
• 全球中国对话组委会成员
• 第一版块做大会发言
• 参与半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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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块：人工智能在社会建设与治理中的作用第二版块：人工智能在社会建设与治理中的作用

主持：主持：李伯一教授

李伯一教授李伯一教授，全球中国学术院中方理事会秘书兼第九届全球中国对话组委
会联席秘书长，南京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敏捷智库无锡分部主
任。他曾任伦敦经济学院信息系统与创新小组研究员，主要研究全球发展
中的信息通信技术（ICTs）。其研究方向包括社会创新的关系方法，并通过
实证研究创意经济运动和可持续实践在发展中国家背景下的应用，以促进
全球发展中的信息通信技术。他主讲课程包括《信息系统的理论基础》 
《组织信息技术的革新》以及《信息系统和数字创新管理项目的研究设
计》。

贡献：贡献：
• 全球中国对话组委会联席秘书长
• 主持第二板块
• 参与全天活动

演讲者：演讲者：马丁·加思韦特 Martin Garthwaite 先生、胡逸先生、黄晖博士和杜怿超先生、李本乾教授

马丁·加思韦特 Martin Garthwaite 先生马丁·加思韦特 Martin Garthwaite 先生，皇家艺术院院士。英国普华永道
（PwC）卓越客户经理，社会流动网络联席主席。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敏
捷教练、高级Scrum Master和项目经理，在数字化转型和IT项目管理领域拥
有丰富的跨行业经验。他在历史、设计、信息安全和技术领域拥有高级学
位，毕业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伦敦帝国学院。他拥有超过二十年的经
验，曾为多家大型机构（包括普华永道、壳牌和BAE系统公司）领导了重
要的商业和技术项目。他尤其擅长敏捷方法论、利益相关方参与及跨行业
复杂项目的交付。他也英国计算机学会等多个专业团体的成员。

题目：题目：AI时代的治理：探索新的范式

提要：提要：人工智能（AI）的快速发展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社会结构和人类管理。本次演讲“未
来社会治理与人类管理”将探讨AI对治理模式、决策流程和人类事务组织的深刻影响。演讲将分析
AI驱动的系统如何提升资源分配、监控和政策制定的效率，同时也会引发关于隐私、不平等和控制
的伦理问题。通过案例研究和理论框架的分析，演讲将重点讨论AI为未来治理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强调在管理人类社会时适应性和包容性策略的必要性。此次探讨旨在引发对技术与治理在快速变化
的世界中不断演变关系的思考。

贡献：贡献：
• 第二版块做大会发言
• 参与全天活动

胡逸先生胡逸先生，胡逸先生是江苏省无锡市数据局局长，主要负责城市的数字化
转型、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政务服务工作。牵头制定系列数
据基础制度，完成新型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方案。无锡市连续获世界智慧城
市大奖、中国领军智慧城市，本人获2021全球智慧城市大会领军专家奖
项。胡逸先生先后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同济大学获硕士学位，是
2006-2007年度英国外交部志奋领奖学金学者，著有《未来可期: 与人工智能
同行》一书。

题目：题目：人工智能赋能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无锡案例

提要：提要：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无锡积极探索人工智能技术与城市现代化治理融合，打造了一批精细
化治理场景。通过三个典型案例，介绍无锡在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城市治理实践：交通信号灯推动车
路云一体化，强化城市之脑助力建设宜居城市；防汛抗台的智能监测预警，强化城市之眼助力建设
韧性城市；社情民意速办平台变群众呼声为决策，强化城市之耳助力建设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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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贡献：

• 第二版块做大会发言
• 参与半天活动

黄晖博士黄晖博士，上海天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市信息学会荣誉会
长。曾任教于清华大学外语系，之后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攻读博士，师从许
国璋教授。1989年赴美留学，在伦敦经济学院前校长克雷格·卡尔霍恩教授
指导下，获得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信息社会学专业硕士与博士学位，后在
美国鲁汶大学任教并成为终身教授。还在美国安达信咨询公司IT咨询部任
经理，为美国MBNA银行、FirstUSA银行、美国医学科学院和John Deere公
司等担任数据挖掘顾问。2001年回国后，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互联网研究中
心中心主任，创办了上海天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并成功研发出中国第一套大型数据挖掘和统计分析软件——马克威分析系

统，填补了国内空白。出版了《马克威软件与当代数据分析》，并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多篇关于
智能城市、互联网社会学、信息技术对经济发展贡献的论文。他的研究课题包括“智能城市: 上海信
息化建设新方向”和“信息技术对上海经济发展的贡献”等。黄晖还获得了多项荣誉与社会职务，
包括“上海市人才发展奖“”中国商业智能领军人物”等。

杜怿超先生杜怿超先生，伦敦大学学院（UCL）高等研究院和人类学系博士研究人
员、无锡新文化研究院院长。他曾获英国外交部志奋领奖学金，并在英国
杜伦大学获得社会人类学卓越硕士学位，论文为《城市迁移社会文化人类
学研究：苏北人在无锡》。目前，他在伦敦大学学院撰写的博士论文题目
为《塑造数字孪生城市：中国式现代化数字治理性》。他已出版的译著为
《嘉言善行：山区校长谈教育》（2022年，中译英）。目前正在进行的两
部英译中著作分别是《中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探讨共同的价值观与目
标》（马丁·阿尔布劳著，常向群编）和《数字人类学（第二版）》。他主
要的融媒体作品包括《新乡土中国》《投资上海》《不是北京的北京》 

《世界物联网》等，作品累计点阅量超过十亿次，并获得十余项国际及专业嘉奖。

题目：题目：数据主义的崛起与城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

提要：提要：这个合作的大会发言包括两部分，来探讨数据主义的兴起及其在数字孪生城市中的应用。第
一部分是黄晖的贡献。他分析了数据如何成为社会治理的核心，通过数据的生成、隐私、安全和共
享等议题，揭示了其在理解社会行为和推动社会决策中的重要作用。第二部分是杜怿超的贡献。他
聚焦于中国现代化中的数字化治理，展示了数字孪生城市的构建如何通过数据技术提升城市管理的
效率，涵盖了技术治理、表演性治理、基础设施和平台治理等方面。数据化治理尽管带来了监控和
商品化的挑战，但也赋能了现代城市的转型。研究表明，数据主义已成为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推
动力，数字孪生城市则展示了数据在当代社会中的广泛应用及其引发的隐私与伦理问题。

贡献：贡献：
• 第九届全球中国对话赞助单位负责人
• 第二版块做大会发言
• 参与全天活动

李本乾教授李本乾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智能传播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他在传播学领
域具有广泛影响，曾入选多项国家级高层次人才计划，并获得多项学术荣
誉。作为中国首批传播学博士之一，他主持国家社科重大、重点和一般等项
目40余项；获教育部“高校科学研究成果奖”等30余项；获国家级一流课程
等教学成果20余项；发表论文130余篇，出版专著10余本。其研究领域涵盖文
化产业、传媒经济、传播学理论与策略等。李教授还担任多个国内外学术组
织的重要职务，包括国际传播学会(ICA)奥布里-费舍尔导师奖委员会委员，并
兼任上海市高校智库“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基地”的主任和首席
专家，主编《中国传媒国际竞争力研究报告》蓝皮书。

题目：题目：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算法伦理评价与治理

提要：提要：本主题由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算法伦理面临的问题、算法伦理评价、算法伦理治理三个板
块构成。首先，分别从技术、社会、安全和法律方面，总结和概括出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算法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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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面临的13个问题。其次，对AIGC算法伦理评价相关理论梳理的基础上，针对上述问题比较系统地
提出了AIGC算法伦理评价体系。最后，系统梳理了中国、欧美以及国际相关组织的AIGC算法治理
经验，并结合上述AIGC算法伦理评价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法律、规范、技术和道德维度
的多层治理框架，以期建设人机共生的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发展的生态。

贡献：贡献：
• 第二版块做大会发言
• 参与全天活动

第三版块：人工智能时代全球认知与态度的转变第三版块：人工智能时代全球认知与态度的转变

主持：主持：梁凯先生

梁凯先生梁凯先生，全球中国学术院活动专员及第九届全球中国对话组委会联席秘
书长。英国 MEL Scholar 联合创始人，澳洲 xSpaces 联合创始人，英
国  MELSc ience  商务总监，英国  Wi ld  Immers ion  商务总监，英
国 Immerse.io 大中华区总经理。毕业于英国Bristol大学计算机专业，有十
年扎实的国际管理咨询经验。从2007年开始创业，有为自己和朋友的公司
十多次成功融资的经验。创业历程包含国际电信增值服务，裸眼3D技术和
VR+教育三个领域，并在所有领域都创造过经典的营销案例。与英国科学
素质教育专家 Daniel Sullivan 共同创建的 MEL Scholar 是全球小学阶段
科学系统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破圈团队，已经在多个国家有了成功落地

的案例；参与创建的 xSpaces.io 已经迅速成为全球领先的元宇宙平台公司，在悉尼，南京，伦敦，
北京和沈阳都有落地团队或者合资公司，并完成了种子轮融资。2020年作为商务总监加入
MEL Science 后，不但为公司签订了历史上最大的VR教育内容的战略合作，也直接谈妥了几百万美
金的投资意向，并于2020年12月份成功签署发布。工作之余是一个狂热的高尔夫爱好者。曾在北京
主办主持了很多场业余高尔夫比赛。目前是英国伦敦汉普顿皇宫高尔夫俱乐部大使和委员会成员。

贡献：贡献：
• 全球中国对话组委会联席秘书长
• 主持第三版块
• 晚宴翻译
• 参与全天活动

演讲者：演讲者：艾略特·琼斯 Elliot Jones 先生、龚为纲教授、侯景耀 Ed Holroyd Pearce 先生、周树华教授

艾略特·琼斯 Elliot Jones 先生艾略特·琼斯 Elliot Jones 先生，英国阿达·洛夫莱斯研究所研究所的高级研究
员（社会、正义与公共服务）。该研究所是英国确保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人
类和社会服务的权威机构，通过研究、政策和实践，致力于公平分配数据
和AI的利益，关注技术如何构建更好的社会。目前琼斯正在从事快速响应
政策的研究工作。在该研究所，他之前领导了关于公共服务媒体推荐系
统、疫苗护照和数字接触追踪应用程序伦理的研究。琼斯曾是Demos社会媒
体分析中心的研究员，参与了《网络安全法案》、在线虚假信息和广告透
明度的研究工作。他还曾是2022年AI治理中心的暑期研究员。

题目：题目：在雷达下？基础模型评估的探讨

摘要：本文探讨了基础模型的评估领域，这类AI系统能够在多个领域执行广泛的任务。诸如OpenAI
的GPT-4和Google的Gemini等基础模型越来越多地被集成到流行产品中，但其安全性、性能和实际影
响却难以评估。研究分析了当前用于评估这些模型的方法，包括基准测试和红队测试，并突出了一
些理论、技术和社会方面的挑战。通过对16位来自基础模型开发者、独立评估者、学者和政策制定
者的半结构化访谈，以及文献回顾，揭示了当前评估实践中的显著局限性。本文发现，虽然评估至
关重要，但仅靠评估并不能充分保障这些AI模型的安全性。目前的评估通常缺乏外部效度或与实际
影响的关联，更多地优先满足公司需求而非公众需求，缺乏一致的标准，并且容易受到操控。本文
最后建议改进评估方法，包括开发更加符合具体情境、更加稳健的评估，增强评估实践及其结果透
明度，并为进行独立评估的研究人员提供更多访问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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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贡献：
• 第三版块做大会发言
• 参与全天活动

龚为纲教授龚为纲教授，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大数据研究院传媒大
数据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学会计算社会学专委会理事。主要从事计算
社会学、计算政治学、计算传播学等相关研究，具体包括大数据与人工智
能、AI for Social Sciences、网络舆情、社会态度与社会心态、社会认知、数
字社会等相关研究。在The China Journal、《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
《新华文摘》《中国人口科学》等SSCI、CSSCI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
《计算社会学的方法与实践》等多部学术专著。

题目：题目：西方对中国的态度与认知的200年演变——基于AI大模型和互联网档案数据的分析

提要：提要：本研究基于书籍文本数据和当代社交媒体大数据，借助于人工智能大模型，分析了近200年来
西方世界对华态度与对华认知的变迁。从历史数据来看，在1800-1900这100年间西方世界对华态度
经历了三次非常明显的情感突变，节点分别在1839年和1890年，在这三个时间节点所划分的历史阶
段，西方世界的对华叙事的议题、风格、情感与认知倾向存在重大转型。从当代社交媒体大数据来
看，随着中国的崛起，自2010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对华态度与对华认知也发生了重大
转型，2016年以前，美国社会对华认知表现为合作者与竞争者同时存在，而到2016年以后这种对华
角色认知悄然发生变化，对华角色的主流认知成为对手、竞争者和敌人。本研究结合认知科学与国
际政治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对西方对华态度与对华认知的变动逻辑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关键词：人工智能大模型，互联网档案大数据，社会态度，对华认知

贡献：贡献：
• 第九届全球中国对话组委会委员
• 第三版块做大会发言
• 参与全天活动

侯景耀 Ed Holroyd Pearce 先生侯景耀 Ed Holroyd Pearce 先生，英国虚拟实习公司联合创始人兼总裁，在教
育、技术、创业和亚洲的交叉领域有着丰富的背景经验。他精通普通话，
曾在剑桥大学、北京大学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学习，并在伦敦城
市大学贝叶斯商学院完成了高级工商管理硕士课程。他曾担任中英贸易协
会董事会成员，以及48集团俱乐部青年破冰者的主席，并且还是多家企业
和慈善机构的顾问。经常分享他在就业/未来工作领域的经验，涵盖创业和
风险创投、技能提升和社会流动性等方面的见解。他创办了两家公司，第
一家公司CRCC Asia专注于为来自英国、美国和其他非亚洲地区的学生提供
亚洲的线下实习项目。这家公司通过自然增长达到了年收入500万美元，并

帮助了超过10,000名学生。第二家公司Virtual Internships走了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融资的路线，最近
在A轮融资中的估值为4,300万美元，投资方包括红杉资本。两家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共同提供了超过
20,000个线下和线上实习项目，主要通过与200多所大学和政府的合作。其项目特别关注为边缘化人
群或远离就业市场的人群提供机会，并且在中国、越南及世界其他多个国家开展业务。

题目：题目：AI主导的职场转型与毕业生的技能塑造与发展

提要：提要：侯景耀将探讨AI主导的职场转型背景下毕业生的“准备好就业”这一概念的演变。通过全球
技能框架的实施及对60多个国家、超过20,000名青少年的数据分析，他将揭示在非行业特定技能发
展中的新兴趋势，并分享他所在机构研究的关键发现和教育、职业领域的广泛见解。本演讲聚焦面
向未来的技能框架，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全面数据分析，探讨中国如何为AI驱动
的经济来培养毕业生，如何确保AI的应用惠及全球多样化的人群，以及采取哪些策略帮助毕业生在
这个迅速变化的、AI主导的世界中掌握所需的能力。这些紧迫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提供培养具有适
应力和前瞻性思维的毕业生的见解，使他们在复杂的、技术驱动的未来环境中取得成功。

贡献：贡献：
• 第三版块做大会发言
• 参与全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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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华博士周树华博士，香港城市大学讲席教授。国际传播学会ICA会士。国际中华传
播学会CCA前会长(2017-2019)、亚太传播联盟ACPC副主席(2018-2025)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主编，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和《传媒与社会》编辑，多种SSCI期刊编委。曾任广东电视台新闻部播
音，英语新闻组组长(1988-1993)；阿拉巴马大学教授，副院长。美国密苏
里大学新闻学院Leonard H. Goldenson讲席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和香
港中文大学访问教授。周树华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媒介信息认知、媒介心
理、媒介内容和形式、媒介效果、国际传播和视觉传播。出版《传媒镜
鉴：国外权威解读新闻传播教育》《Research Methods in Communication》 

《媒介效果与社会变迁》等学术专著和教材。此外，已发表近百篇论文和专著章节。

题目：题目：人工智能还是人类主播？观众对新闻播音的感知

提要：提要：人工智能主播经常出现在新闻广播中。然而，目前尚不清楚人工智能主播是否会增强或取代
人类主播。一些人认为，人工智能主播在生成和产生人类自然动作的细微差别方面存在局限性，例
如凝视、手势、语调和面部表情。更重要的是，新闻消费者是否接受人工智能新闻主播尚不确定，
特别是在可信度、质量、聚焦性和喜欢性等重要新闻价值方面。这项实证研究报告了一项实验研究
的初步结果。

贡献：贡献：
• 第三版块做大会发言
• 参与全天活动

第四版块：人工智能在健康、媒体与传播领域的应用第四版块：人工智能在健康、媒体与传播领域的应用

主持：主持：钱毓芳教授

钱毓芳教授钱毓芳教授，全球中国学术院副院士。浙江工商大学外语学院教授，中外
话语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话语研究、语料库语言学等。
已出版著作3部，并分别获第六届教育部高校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二十一
届浙江省哲社优秀成果二等奖、江苏省第十七届哲社优秀成果二等奖。已
在《外语教学与研究》、Corpora等国内外知名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主持
及参与完成10多项省部级以上课题。现正主持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子课题、
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以及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重大项目。兼任英国
Global Century Press中华话语系列丛书主编，国际刊物《语料库与中国社会
科学》主编，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话语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语料库

翻译学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语料库语言学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曾获浙江省优秀教师称号。

贡献：贡献：
• 主持第三版块
• 参加闭幕式院士颁奖环节
• 参与全天活动

演讲者：演讲者：顾曰国教授、加文·布鲁克斯 Gavin Brookes 博士、沈阳教授、李麟学教授

顾曰国教授顾曰国教授，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北京外国语大学人工智能与人类语言
重点实验室首席专家。1987年获国兰开斯特大学语言学系博士学位，师从
英国学术院院士Leech院士。曾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助理，中国社会科学
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二级），应用语言学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中
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首席研究员。兼任语料库暨计算语言学研究中心主
任，中国多语言多模态语料库暨大数据研究中心主任，老年语言与看护研
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社科院语言所联合）。主要研究兴趣包括语料库语
言学、语用学、话语分析、英语教育等。代表作有Studies in Pragmatics and 
Discourse Analysis,Encyclopedia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 5 vol.), 

(associate editor, Brill), Routledge Handbook of Pragmatics (co-editor, Routledge), Chinese Writing: A 
Window to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author, FLTRP) and 《老年语言学与多模态研究》（第一编
者）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编写英语教材50余部。Journal of China CALL 主编（现在），《当代语
言学》主编（1998-2015）。国际学术刊物编委有：Journal of Pragmatics, Text and Talk, Prag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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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 Journal of Corpora, Inter-
national Review of Pragmatics, Pragmatics and Society, Dialogue and Language, Journal of Asian Art and 
Communication。国际学术兼职有英国诺定汉大学特聘教授、兰开斯特大学特聘研究员、香港理工大
学校外学术顾问、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外聘教授、彼得大帝彼得堡理工大学访问讲习教授、澳大利
亚悉尼大学杰出研究员等。国内学术兼职有浙江大学、同济大学、人民大学、重庆大学、山西大
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客座教授。中国计算机辅助教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先后获国内外各类科
研、论文、教育等奖项和荣誉。

题目：题目：中国老年话语的多模态语料库：理论与实践

提要：提要：截至撰写时，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到约3亿。构建代表这一人群的多模态语料库无疑有
助于基于语料库的实证研究，包括该人群的生活方式、日常活动中的语言使用、心理状态、代际互
动，以及相关的政策制定。更重要的是，老年话语多模态语料库（MCGD）对于开发人工智能支持
的老年辅助工具至关重要。本文介绍了我们历时二十余年的MCGD构建工作，讨论设计、采样、分
类和质量控制的原则，并展示MCGD的初步应用，如个人生命历程的重构、跟已故亲人虚拟对话等
功能。

贡献：贡献：
• 第四版块做大会发言
• 参加闭幕式院士颁奖环节
• 参与全天活动

加文·布鲁克斯 Gavin Brookes 博士加文·布鲁克斯 Gavin Brookes 博士，英国皇家艺术院院士，全球中国学术院
副院士，兰卡斯特大学语言学教授兼英国科研创新署（UKRI）未来领袖研
究员，专长于语料库语言学、话语分析和健康传播。他目前的项目《痴呆
症的公共话语：挑战污名化与促进人格尊严》由英国科研创新署资助100万
英镑，重点研究痴呆症在公共语境中的语言与视觉表现。2023年，布鲁克
斯博士获得了富布赖特全学科奖，并将于2024年在北亚利桑那大学开展有
关美国媒体中痴呆症表征的研究。他担任多个编辑职务，包括《国际语料
库语言学期刊》的副主编，以及《语料库与话语》（Bloomsbury）和《批
判性话语研究》（剑桥大学出版社）系列的联合编辑。他在多个重要委员

会任职，如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ESRC）资助评估小组和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AHRC）咨询
委员会。布鲁克斯博士还积极参与多个专业组织，包括英国应用语言学协会（BAAL）和国际语料库
语言学会议（ICAME）。他指导博士研究的兴趣领域包括语料库语言学、批判性话语研究、多模态
性和健康传播。

题目：题目：人工智能与意识形态偏见：关于痴呆症表征的个案研究

提要：提要：在本次演讲中，他将探讨生成型人工智能使用背后的伦理问题。此类技术依赖于大型文本数
据库（包括大型语言模型），这些数据库塑造了通过如ChatGPT等工具生成的“新”语言和图像。
主要挑战是，这些数据库反映了现实世界中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刻板印象，这些偏见和刻板印象存在
于其所包含的文本中。因此，通过生成型人工智能所产生的文本中，这些相同的偏见和刻板印象被
再现，甚至被循环使用。在此次演讲中，本演讲通过分析关于痴呆症主题的AI生成图像和语言，展
示了这一过程。还将讨论使用这些工具在传播与老龄化和痴呆症相关的污名方面的伦理影响。

贡献：贡献：
• 第四版块做大会发言
• 参加闭幕式院士颁奖环节
• 参与全天活动

沈阳教授沈阳教授，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和人工智能学院的双聘教授，同时担任博士
生导师。他是清华大学元宇宙文化实验室和新媒体研究中心的主任。主要
研究领域包括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新媒体、大数据、网络舆论以
及元宇宙。沈阳的研究横跨新闻传播、计算机科学和信息管理等多个学
科。他在多个部委担任专家委员会成员，并在多家学术协会中担任领导职
务。同时，他还荣获了多项荣誉称号，包括中宣部“文化名家”称号。沈
阳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领域的研究贡献显著，他的团队在多个国家和国际
竞赛中斩获第一名。他迄今已发表100余篇学术论文，出版多部专著，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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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软件著作权和专利。他的人工智能应用研究涵盖媒体、治理和公共舆论分析领域，并在开发处
理每日数十亿条数据的大数据平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此外，他的团队还在AI驱动的创作领域取
得进展，包括AI生成的短片、音乐和文学作品。

题目：题目：AIGC 与人机共生

提要：提要：本次分享围绕人工智能在AI哲学、AI文学、AI美学、AI传播学方面的多维影响与作用展开。
首先阐述了“天人智一”理念，强调人、自然和人工智能之间的和谐统一，提出了虚实存在论、镜
像进化论、内外认知论、提示范畴论等理论，讨论了AI在模拟生命和意识起源、促进认知发展、深
化语言哲学等方面的进展，探讨了 AI 艺术创作的 “心目言” 三统一逻辑，以及传统艺术与 AI 艺术
创作的区别。其次，通过一系列多模态创作实例，充分展示了AI在文生文、文生图、文生音乐、文
生视频领域方面的发展和巨大潜能，探讨了AIGC作品的评价体系，提出了多种美学原则。最后，展
示了AI在多个领域的应用，包括新闻传播、艺术创作、文化服务、教育教学等，揭示AI在解决复杂
问题、提升生产效率、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巨大潜力，以及AI技术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提出人
机共生的观点，认为零基础的人通过人机共生能提升超越 AI 的水平，人机共生将是未来每个人的第
一能力。

贡献：贡献：
• 在第四版块做大会发言
• 参与全天活动

李麟学教授李麟学教授，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中国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简
介见开幕式主持人) 

题目：题目：人工智能时代的跨媒介艺术与传播

提要：提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跨媒介艺术与传播领域正经历着前
所未有的变革。人工智能不仅改变了艺术的创作流程和表现形式，还重塑
了观众与作品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深度学习、生成式AI等前沿技术的应
用，艺术家们能够跨越视觉、听觉、触觉等多重感官界限，创作出融合多
种媒介的新型艺术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打破了传统艺术创作的边界，还为

艺术的传播和消费方式带来了全新的可能性，使观众能够通过多种途径深度参与到艺术体验中。同
时，跨媒介艺术也成为了全球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艺术表达提供了更加多元
的形式。本议题将深入探讨人工智能如何赋能艺术创作与传播的各个环节，分析在这一背景下跨媒
介艺术的新趋势，展望其在全球化时代的广泛应用，以及面对的技术、伦理和文化挑战。

贡献：贡献：
• 全球中国对话组委会联席主席
• 主持上午的开幕式
• 第四板块发言及参加闭幕式院士颁奖环节
• 参与全天活动

闭幕式闭幕式

主持：主持：王鑫教授

王鑫教授王鑫教授，博士，全球中国学术院副院士。同济大学长聘教授，艺术与传
媒学院传播系主任，中国话语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香港城市大学访
问学者，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她发表了百余篇论文，著有
《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女性启蒙》（2016）《共通之路与他山之石：中
华文化对外传播研究》，主编和参编《全球视野下的当代传媒理论》丛书
（2023年）《大学美育》（2023）《媒介批评》（2018至今）《艺术概
论》（2020）《媒介与传播研究方法》（2017年）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BBC中国题材纪录片与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研究》与《文明互鉴视阈
下中华礼文明的国际传播研究》。

贡献：贡献：
• 全球中国对话组委会成员



28

第九届全球中国对话手册，2024 年 11 月 29 日
Global China Dialogue IX Programme, 29 November 2024 

• 主持闭幕式
• 参加闭幕式院士颁奖环节
• 参与全天活动

致闭幕式辞：致闭幕式辞：玛德琳·卡尔 Madeline Carr 教授、邴正教授、李麟学教授

玛德琳·卡尔 Madeline Carr 教授，伦敦大学学院计算机科学系全球政治与网
络安全教授，也是该校跨学科网络安全博士培训中心的联合主任，并担任 
REPHRAIN 保护公民在线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她曾担任英国社会技术网络
安全研究所的主任，并开发了地方政府网络安全的研究项目。她还在 Talion 
的董事会以及价值7000万英镑的“数字安全设计”项目的顾问委员会中担
任非执行董事。她的研究重点是新兴技术对国家与全球安全、国际秩序以
及企业治理的影响，并在网络规范、多利益相关方互联网治理、物联网中
保险业的未来、网络安全与国际法、国家网络安全战略中的公私合作伙伴
关系以及董事会如何应对网络风险等领域发表了多篇文章。她是罗曼和利

特尔菲尔德出版公司（Rowman and Littlefield）出版的“数字技术与全球政治”书籍系列的联合编
辑。同时，她是世界经济论坛“互联世界全球理事会”的成员，并在其中担任跨行业小组的负责
人，致力于物联网的网络安全问题。

题目：题目：地缘政治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过去40年的经验教训

提要：提要：无论好坏，地缘政治一直在全球社会新兴技术的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我们迈向一个
人工智能日益融入商业、社会和政治系统的未来，必须将这些发展置于复杂的全球技术供应链、国
际数据流动以及对“优质”人工智能技术的多样化观点的背景下进行思考。首要挑战往往是一个创
造性的挑战：如何设想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的范围。紧随其后的是一个务实的挑
战：如何在国内和国际生态系统中实现积极成果，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负面影响。在应对这些挑战
时，回顾过去40年全球数字技术治理的经验至关重要。通过总结以往的经验，我们能够为未来的人
工智能治理构建更为全面的框架，并提供宝贵的洞见。

贡献：贡献：
• 致闭幕词
• 参与全天活动

邴正教授邴正教授，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及理事会中方主席，曾任吉林大学常务副
校长。现任吉林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东北振兴发展研究院院长、吉林
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他曾担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吉林省社会科
学联合会主席、吉林日报社社长、副社长。他是吉林省政协常务委员，兼
任东亚社会学会（中国方面）会长、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
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吉林省社会学会会长。他还是国家社科
基金评审委员会专家评审员、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吉林省委省政府决策咨
询专家、吉林省高级专家。长期从事哲学和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专业方
向为文化哲学、发展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著有11部学术专著，合作、参

与编著和主编书籍30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0余篇。

题目：题目：全球化的文化理论与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

提要：提要：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迈入全球化时代，其显著特征是文化传播的信息化与社会形态的深刻
变革。全球化理论的奠基者如马克思、贝尔、沃勒斯坦和阿尔布劳等，通过对世界历史、后工业社
会、世界体系和全球化特征的剖析，阐明了全球经济、文化和社会互动的复杂性与挑战。同时，亨
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醒我们，全球化进程中文化矛盾的加剧及其带来的风险。

在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加速变革的时代，在全球化的文化发展中，经济、文化与精神的高度融合重
新定义了社会需求与价值观念。然而，全球化的反作用力也在凸显——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现象要
求我们重新思考文明的共生与融合。为此，通过倡导文明对话、尊重文化多样性及推动合作共赢，
可以建构一个包容、多元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全球化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贡献：贡献：
• 全球中国对话组委会成员
• 致闭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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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闭幕式院士颁奖环节
• 参与全天活动

授予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荣誉仪式授予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荣誉仪式

授予者：授予者：谢立中教授、郝时远教授

郝时远教授郝时远教授，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
科学院大学教授。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国内外民族
问题与政策，以及民族历史。他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
研究所所长，并担任《民族研究》和《世界民族》杂志的主编。他曾担任
中国民族学会、中国民族史学会、中国世界民族学会会长，目前任中国人
类学会会长。2012年，他被蒙古国科学院授予外籍院士称号。郝教授共撰
写、合著并主编了30余部学术著作，并在各类学术期刊和报纸上发表了250
余篇学术论文与评论文章。其代表作包括《帝国霸权与巴尔干“火药桶”
：从南斯拉夫历史解读科索沃现实》（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年）《中国共产党如何解决民族问题》（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英文版，Springer，2016
年）《类族辨物：中西方“民族”与“族群”概念的对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英文版，Springer，2020年）。

贡献：贡献：
• 闭幕式上授予院士荣誉
• 参与全天活动

谢立中教授谢立中教授，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及中方院长，曾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
主任，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学会理论社会学分会会长、东亚社
会学会副会长、《社会理论学刊》主编。他的研究兴趣集中在社会理论、
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研究以及社会政策。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多元话语分
析：一种社会研究的新方法》（2019年）《话语建构社会现实：以“新
政”为例分析》（2012年）《社会发展：理论、评估与政策》（2012年）
《走向多元话语分析：后现代主义理论对社会学的启示》（2009年）《社
会理论：反思与重构》（2006年）《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导论》（2000年）
《社会发展的二重性》（1988年）以及其他近百篇期刊文章。

贡献：贡献：
• 全球中国对话组委会成员
• 闭幕式上授予院士荣誉
• 参与全天活动

青年学者论文奖颁奖仪式青年学者论文奖颁奖仪式

颁奖者：颁奖者：常向群教授，英国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及院长  (简介见开幕式致辞者)

贡献：贡献：

        •   全球中国对话组委会联席主席
        •   开幕式致辞
        •    闭幕式院士颁奖环节做介绍
        •    闭幕式上对论文获奖者颁奖
        •   参加全球中国学术院信托会会议[线上]                                          
 

    颁奖者：颁奖者：张艳丽女士，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党委书记。在同济大学拥
有超过20年的行政管理经验， 获得上海市和同济大学的诸多奖项。

 贡献： 贡献：

        •   闭幕式青年学者论文奖颁奖
        •   参与全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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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宴与交流晚宴与交流

地点：地点：上海同济君禧大酒店 中国上海杨浦区彰武路50号

主持：主持：伊恩·斯塔福德 Ian Stafford 先生

伊恩·斯塔福德 Ian Stafford 先生伊恩·斯塔福德 Ian Stafford 先生，屡获殊荣的英国体育作家、记者和广播主
持人。他已出版23本书，其作品不仅在英国广泛传播，还流传于美国、加
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等国家。在他作为记者的职业生涯中，他报道了过
去40年中的所有重大全球体育赛事。他还是一位备受欢迎的演讲者、活动
主持人和明星访谈者，并为多家媒体担任顾问。除了主持众多重大活动
外，伊恩还举办了自己的活动，嘉宾包括舒格·雷·伦纳德、丹·卡特、尤塞
恩·博尔特以及英格兰足球队主教练加雷斯·索斯盖特。他也因此频繁受邀为
全球大型企业公司主持活动。

他创办了英国首个互联网体育杂志 Sportsvibe，还创立了The Sporting Club，这是一个利用体育力量
为热爱体育的公司服务的私人商业社交俱乐部。目前，该俱乐部在英国7个城市设有11个分部，并正
在向全球多个国际地区扩展。俱乐部主办了许多由世界著名体育明星参加的重大活动，并为慈善事
业筹集了超过200万英镑的资金。

伊恩将通过民间交流促进世界和平与人类福祉视为自己的使命。他的足迹遍及五大洲和众多国家。
他曾三次访问中国——第一次是参加在上海举行的首届中国F1大奖赛，第二次是出席同样在上海举
办的劳伦斯体育奖，最后一次是为了参加北京奥运会，他在首都度过了三周时间，并参观了长城。
通过参与全球中国学术院和全球中国对话系列论坛，伊恩希望与中国各个领域展开交流，增进中国
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

贡献：贡献：
• 主持晚宴
• 参与下午活动
• 参与晚上活动

翻译：梁凯先生翻译：梁凯先生 全球中国学术院活动专员；英国 MEL Scholar 联合创始人；
英国 MELScience 商务总监 (简介见第三版块主持人）。

贡献：贡献：
        • 全球中国对话组委会联席秘书长
        • 主持第三版块
        • 晚宴翻译
        • 参与全天活动

致辞：致辞：李扬教授、朱光磊教授和程原博士

李扬教授李扬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社会科
学院前副院长。他的研究方法独特，将国内调研与国际考察相结合，深入
了解中国经济运行与改革过程中的问题。在学术研究方面，李扬在金融、
宏观经济和财政领域有着深厚的造诣，尤其在货币理论、金融监管、资本
市场和财政政策等方面的研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
院金融研究所和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在国内外发表了500余篇论文，出
版了多部专著，并主持了200多个研究项目，为中国金融改革和宏观经济政
策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他多次获得国内外各类学术奖励，包括中国金融
学科终身成就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等，是中国财政金融研究领域的开

拓者和领军人物。

贡献：贡献：
• 晚宴致辞
• 参与下午和晚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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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磊教授朱光磊教授，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南开大学讲席教授，中国政府发展联
合研究中心主任，原副校长、教务长；国务院职能转变工作推动小组专家
组成员，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七届政治学学科
评议组成员、教育部政治学教指委副主任委员、天津市社科联副主席、市
行政管理学会会长。2003年获全国高校首届教学名师奖，2008年入选“长
江学者”特聘教授，2020年再获全国教学名师奖。代表作有《中国社会各
阶层分析》《中国政府过程》《现代政府理论》《政府职能转变研究论
纲》《职责同构批判》。2004年，“中国政府与政治”被评为国家级精品
课，2008年“中国政府与政策教学团队”被评为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

贡献：贡献：
• 参加闭幕式院士颁奖环节
• 晚宴致辞
• 参与全天活动

程原博士程原博士，罗盛咨询大中华区主席，全球中国学术院信托会信托人，中国
公司治理专家50人论坛的专家成员，牛津大学社会学博士。她利用其深厚
的专业知识和市场洞察力，帮助客户实现他们的领导力目标。多年来积累
的知识使她能够为客户提供战略咨询，解决他们最紧迫的领导力挑战。她
的重点领域包括金融服务、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实践。在公司任职期间，
她曾担任执行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的成员，常驻北京、上海、深圳和香
港。她的客户包括在中国运营的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涵盖CEO和董事会
成员的招聘、继任计划以及高管评估项目。她还曾担任全球高管猎头与领
导力咨询协会（AESC）董事会成员及其亚太区委员会主席。也曾是位于伦

敦的智库政策研究所（Policy Studies Institute, PSI）的研究员，主要研究金融服务、工业和非营利部
门的就业和组织问题。她的著作或合著的书籍包括《有效董事会：全球最佳实践》《重组就业关
系》《中国女性》和《教育与阶级：在英国和美国的华人》。

贡献：贡献：
• 全球中国学术院信托会信托人
• 全球中国对话组委会委员
• 参加全球中国学术院信托会会议[线上]
• 晚宴致词
• 参与全天活动

特别发言：特别发言：陈琦伟博士及播放缺席嘉宾短视频（帕特里克·贝尔特Patrick Baert 教授、刘少杰教授、马
丁·洛克特 Martin Lockett 教授、喻国明教授）

陈琦伟博士陈琦伟博士，华东师范大学长三角金融科技研究院院长，该院是金融科技
领域高端智库和专业化“产学研用”平台。他也是亚洲商务大学堂和正经
塾 创始人，以及亚商集团、亚商资本创始人。作为中国经济学最高奖——
孙冶方经济学奖1987年得主，他全程参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金融和
资本市场体制改革的研究设计。曾任教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美
国南加州大学，兼任亚洲开发银行咨询顾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理
事，上海证券交易所专家顾问，多家国家级大型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独立
董事，多个省市级地方政府顾问等，陈琦伟博士与国内外政商以及科技和
教育界有着广泛和有效的联系。

题目：题目：AI时代赋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提要：提要：在AI和大数据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成为可能。金融科技
（FinTech）通过人工智能、数据科学和信息技术的结合，为金融行业带来了革命性变化，推动智
能投顾、智能风控、客户服务等应用发展，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与精准性。AI技术的广泛应用有助
于金融资源更有效地流向实体经济，支持资金配置和风险管理，缓解金融与实体经济脱节的问题。
此外，金融业作为虚拟经济的核心，依托AI推动的智能化创新，正在加速构建与实体经济的共生关
系，促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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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贡献：
• 晚宴特别发言
• 参与全天活动

帕特里克·贝尔特帕特里克·贝尔特 Patrick Baert，剑桥大学社会理论教授，赛尔文学院院士。
他担任《国际政治、文化与社会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 ture  and Socie ty）主编，同时在《经典社会学杂志》（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当代社会学》（Current Sociology）和《欧洲
社会理论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担任编委。他的著作已
被翻译成包括中文、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在内的十多种语言。代表作有 
《存在主义时刻：萨特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崛起》（The Existentialist 
Moment; The Rise of Sartre as a Public Intellectual）和《社会科学哲学：走向
实用主义》（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s; Towards Pragmatism），以及近期

发表在《理论与社会》（Theory and Society）、《文化社会学》（Cultural Sociology）和《美国文化
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Cultural Sociology）上的文章。贝尔特教授在罗姆·哈雷Rom Harré
指导下在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研究曾获得英国学术院、莱弗休姆信托基金会和欧洲研究委员
会等机构的资助。

题目：题目：人工智能：当今的挑战,

提要：提要：在对人工智能主导未来的启示录式预言与欣喜若狂的描述之间寻求中间立场，我们探讨了人
工智能为当今人类带来的四个可能的挑战。这些挑战并非全新，但人工智能有可能以前所未有的方
式加剧这些问题。首先，人工智能使知识产权和艺术创作的作者身份及所有权问题更加复杂，进一
步削弱了人类主体作为创造力核心的传统地位及其稳定性。其次，人工智能的智能性对区分真实
与虚假的能力提出了更大的挑战，这可能导致一种状态，即人们逐渐习惯并接受这一界限模糊带来
的不确定性。第三，人工智能对保持我们的心理和认知敏捷性提出了新的挑战，因为它让我们能够
依赖技术完成原本需要依靠自身智力投入才能完成的功能。第四，鉴于人工智能潜在能力的不确定
性，特别是其可能带来的破坏性能力，人们开始思考如何处理人工智能研究本身——其当前价值何
在，是否应该暂停研究等问题。这四个挑战揭示了人工智能发展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同时也为未
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提供了思考方向。

贡献：贡献： 视频分享

刘少杰教授，刘少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前主任，教授，博
士生导师。现任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讲席教授。刘教授长期从事理论
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和网络社会学的研究，主持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
教育部重大项目，发表论文200余篇，获得国家和省部级科研奖励十余项。 
主要著作包括《经济社会学的新视野》（2005年）《中国社会学的发端与
扩展》（2007年）《实践理解论引论》（1994年）《批判与重建——马尔
库塞》（1994年）《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2002年）和主编的《国外
社会学理论》（2006年）。 此外，他还担任《社会学评论》主编。 

题目：题目：数字化及人工智能推进社会变迁

提要：提要：基于长期的感性论社会学研究，关注网络化、数字化及人工智能推动的社会变迁领域。在本
次对话中，将探讨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如何深刻影响社会结构、文化形态和人际交往方式，分析其对
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与潜在挑战，并提出应对策略。还将结合自身研究，阐述技术进步对社会感性
层面的影响，探讨如何在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保持人文关怀，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33

第九届全球中国对话：人工智能与全球社会：建设·治理·沟通
GCD IX: AI and Global Society: Building, Governance and Communication

贡献： 贡献： 视频分享

马丁·洛克特 Martin Lockett 教授，马丁·洛克特 Martin Lockett 教授，是国际商业与管理领域的资深学者，曾任
宁波诺丁汉大学商学院院长，现任国际商业与管理系教授。他的职业生涯
横跨学术和商业，曾在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等多所顶尖学
府进行研究和教学工作超过13年。此后，他在多个跨国企业担任高级管理
职位，包括在约翰·刘易斯、毕马威和亚瑟·D·利特尔的业务发展、战略咨询
及变革管理项目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回归学术界后，他在阿什里奇商学院
担任学术发展院长，主导学校的国际拓展及与霍特国际商学院的学术整合
工作。他在中国商业管理及国际高等教育管理领域有深入研究，致力于跨
文化管理和创新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题目：题目：AI对国际商业与管理的影响

提要：提要：在AI和大数据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成为可能。本次演讲将
探讨人工智能（AI）如何在提升决策效率、优化供应链管理、增强客户体验及推动创新等方面，对
国际商业产生深刻影响。还会分析AI带来的跨文化管理挑战，并分享企业在多元化市场中实现技术
与管理模式融合的策略。通过具体案例，将展示AI在推动全球业务增长中的应用潜力，特别是在新
兴市场中的实际效用以及对跨国企业战略制定的深远影响。

贡献： 贡献： 视频分享

喻国明教授喻国明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第七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
播学学科评议组成员、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北京师范大学传播创新与未来媒体实验平台主任，兼任北京市社会科学联
合会副主席、中国新闻史学会传媒经济与管理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中国
社会舆情年度报告（蓝皮书）》主编、《中国互联网营销年度报告（蓝皮
书）》主编等，是我国传播学实证研究的领军者、传媒经济学的奠基人及
认知神经传播学的开创者之一。迄今为止，独著、合著出版的学术专著、
教材、蓝皮书共50余本，论文1000余篇，迄今为止，在新闻传播学科的论
文总被引文数居全国第一位。

题目：题目：未来传播致效的四个关键节点: 从内容触达到价值认同

提要：提要：以上短视频的标题提炼自演讲主题“生成式AI浪潮下的跨文化传播新变局——跨文化传播
逻辑的嬗变与传播模式的重构”的最后一部分。演讲的完整内容从数字文明时代的“颠覆式发展”
和“破坏式创新”出发，分析了生成式AI从技术逻辑的起点到发展演进的特征，并深入探讨了大
语言模型及物理世界模拟器带来的巨大“智能涌现”。演讲将进一步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跃升
为前所未有的“超级媒介”，从而成为未来社会的基础设施。此外，演讲还将从四个重大变革的角
度剖析未来传播生态的新特点与新机制。最后，演讲将讨论“变局”中的不变，即无论过去还是未
来，从传播触达到价值认同，始终是传播致效的四个关键节点。

贡献： 贡献： 视频分享

包迈岫先生 Matt Burney 包迈岫先生 Matt Burney (tbc)，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包迈岫先生兼任英国驻华
使馆公使，负责管理教育和文化关系。在此之前，他担任英国文化教育协
会中国区主任，领导英中之间的文化与教育交流工作。他自1997年加入英
国文化教育协会以来，曾在日本、捷克和爱尔兰担任多项战略领导职务，
为英国在这些国家的文化推广和教育交流作出了显著贡献。2000年，英国
文化教育协会在中国西南地区扩展其影响力，包括在重庆设立西南区办公
室。2011年至2015年，他在上海担任华东区主任，积极推动英中文化教育
组织的合作，促成了上海英国中心的成立，进一步加强了英国在华的文化
交流。因对文化关系的杰出贡献，包迈岫先生于2023年新年授勋中获得国

王陛下授予的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勋章（CMG）。

贡献：贡献：开幕式致辞视频 (t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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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内外院士制度的认知及其院士的译法八、国内外院士制度的认知及其院士的译法

第九届全球中国对话将于2024年11月29日首次在中国举办，在筹备期间，来自中国学者和专业
人士的有关全球中国学术院及其院士的兴趣及问询频繁出现。因为2024年5月以来，中国出现了“40
万元买院士”的风波1，还有“80万助申欧洲自然科学院院士”的协议被曝光2，以及欧洲自然科学
院院士数量在2022-2024年增长了300%的质疑3。中国科协发声，要求科技工作者要有定力、耐力和
毅力，保持淡泊名利的心态，各部门机构不应为“投机者”捧场站台，学术共同体要展现自律、自
净的勇气和决心，维护学术的纯洁性和公正性4。还有对专家的访谈文章，如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
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我们国家的院士是一个学者的最高荣誉，也往往物化为更高的社
会待遇，但国外的院士并没有这些社会待遇，院士也只是他们最高学术荣誉之一。”他认为，这一
风波的出现本质上是中西方文化差异和社会治理体系的区别。他建议，杜绝这样的现象应该消除信
息差，切断投机空间，公众被误导时权威机构应及时澄清真相。文章还提及2017年《北京晚报》5和
2019年《中国科学院院刊》6发表过的文章7。这些都有助于对国外院士制度的理解。以下简要介绍几
种院士制机构，并以第九届全球中国对话的嘉宾为例加以说明。

英国的几种权威的院士制机构简介及不同院士的中文翻译英国的几种权威的院士制机构简介及不同院士的中文翻译

一般认为，成立于1660年的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系统性科学研究
中心，全称为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for Improving Natural Knowledge（伦敦皇家学会，旨在改
进自然知识）。该学会因获得皇家特许状 Royal Charter 而享有国家级和官方学术权威性，通常被称
为皇家科学院。然而，它并非国家机构，而是在英国政府的慈善公益委员会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其
成员称号为 FRS（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一般译为“院士”，而非“会士”，因其高水平的
学术成就而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可。在英国，获得皇家特许状的皇家学会 Royal Society 还包括其他一
些机构，如成立于1754年的皇家艺术院（Royal Society of Arts，简称 RSA），其全称为 Royal Society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Arts, Manufactures and Commerce（皇家艺术、制造与商业促进会）。RSA的
皇家身份象征着其作为国家层面上的重要机构，在艺术、制造、商业、设计、教育等领域，通过创
新和创意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RSA的成员称号为 FRSA（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Arts）， 
通常翻译为“院士”。本杰明·富兰克林、斯蒂芬·霍金、卡尔·马克思、亚当·斯密等都曾是皇家艺
术院的院士。在第九届全球中国对话的演讲嘉宾中，托尼·麦肯内里Tony McEnery，加文·布鲁克斯 
Gavin Brookes、常向群、尼尔·柯里 Niall Curry 和马丁·加思韦特 Martin Garthwaite的名字后都标有 
FRSA，表明他们均为皇家艺术院院士。

英国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研究机构是成立于1902年的英国学术院 The British Academy，
全称为 The British Academy for the Promotion of Historical, Philosophical and Philological Studies 
（英国历史、哲学和语言学研究促进学会），也获得了皇家特许状。据说，创立者选择“British 
Academy”这一名称，可能是因为在学术史上，“Academy”一词通常带有深厚的人文气息，与柏
拉图的学园（Academy）等古希腊的思想和哲学传统相关联。同时，这种命名方式也与法国科学院
人文分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的用法相似，更能广泛涵盖人文和社会科学

1 辛省志：《“欧洲自然科学院”院士40万元一个？假面具该戳破了》，《南方周末》，2024-05月06日14:39
见：https://mp.weixin.qq.com/s/TXotSyreoaDwBn7zrsjUWw.

2 纪璐：《揭客协议曝光：80万助申欧洲自然科学院院士》，《澎湃新闻》， 2024-05-09 18:32， 
见：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311939.

3 予恒：《“40万买院士”疑云之下，人们在担忧什么？》，《央视网》，2024年05月08日 09:29， 
见：https://mp.weixin.qq.com/s/g3-vAEHXNOYTvOYBFO-toQ.

4 《“井喷式的“欧洲自然科学院院士”折射出什么？》，《中国科协之声》， 2024-05-08 15:13 
见：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98467624930510340.

5 蔡文清：《外籍院士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揭秘院士制度是怎么来的》，《北京晚报》，2017-12-10 12:00， 
见：https://www.takefoto.cn/viewnews-1345285.html.

6 王勇、文彦杰、缪航、王振宇：《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制度初步研究》，《中国社科院院刊》，2019
年第34卷 第一期 ，第79-88页。

7 专家谈“40万买欧洲院士”：一些中介机构利用中西方对院士的理解差异从中牟利，《长城网》，2024-05-15 02:03 
见：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99052106356259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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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学术研究。作为英国国家级、专注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最高学术机构，其成员称号为 
FBA（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译为英国学术院院士。

在全球中国学术院中，也有英国学术院院士FBA，例如伦敦大学学院教育与社会学部部长李嵬
教授；牛津大学人类学与博物馆学院前院长大卫·帕金教授 David Parkin 也是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院
士（Fellow of All Souls College）。这里的“Fellow”不应翻译为“研究员”，因为它与“Research 
Fellow”不同，具有更高的学术地位。他同时还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的荣誉研究员
（Honorary Fellow at SOAS），此处的“Honorary Fellow”应翻译为“荣誉研究员”，因为它具有学
术职位或荣誉兼职的意味，更贴合该校的实际学术地位和性质。而费孝通是伦敦经济学院（LSE）
的荣誉院士（Honorary Fellow），不应翻译为“荣誉研究员”，这与该校高声望和严格的荣誉制
度有关。总之，在牛津、剑桥和 LSE 等英国顶尖大学中，院士（Fellow）或荣誉院士（Honorary 
Fellow）称号通常授予在学术成就上卓越的学者，这一称号符合国际学术界对这些高等学术职位的
普遍认知。

英国社会科学院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是国家级院士制机构，专注于社会科学领域，尤
其在政策研究、社会行为与组织发展等方面，强调社会科学在解决实际社会问题中的作用。它没
有皇家特许状，其地位主要通过在社会科学界的影响力和行业认证来确立。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 
FAcSS（Fellow of th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的称号授予那些在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法
律、公共政策、教育等社会科学学科中展现出卓越研究、影响力或实践成就的成员。全球中国学
术院荣誉创院院长马丁·阿尔布劳 Martin Albrow 和全球中国学术院理事会主席托尼·麦肯内里 Tony 
McEnery 均为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全球中国学术院是其成员单位（Associate Member），正在努力
争取成为其院士单位。

在第九届全球中国对话演讲嘉宾名单中，尼尔·柯里 Niall Curry名字后标注的 SFHEA 表示他
是高等教育促进会的高级会士（Senior Fellow of Advance HE），而不能翻译为“院士”，因为这
里的“会士”表示专业组织中的资深成员，而“院士”通常用于学术荣誉。另如，名字后标注为 
FRAI（Fellow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曾译为皇家人类学院院士，因为该学会拥有皇
家特许状，赋予其在英国乃至国际上的学术权威性，其中“Institute”可翻译为“院”或“所”。后
来，RAI 进行了改革，尤其是在成为英国社会科学院的院士单位之后，FRAI 改译为皇家人类学会会
士，其性质类似于英国社会学会会员（Member of the Brit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欧洲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几种院士制机构简介及不同院士的中文翻译欧洲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几种院士制机构简介及不同院士的中文翻译

在欧洲，一些国家使用“Fellow”作为院士的称号，例如在欧洲科学院，成员的名字后会标注
FEurASc，表示“Fellow of the European Academy of Sciences”。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印度
等国家，院士头衔通常也被称为“Fellow”。然而，在法国、北欧、东欧、俄罗斯、蒙古及前苏联
地区，“Academician”这一头衔更为常见。“Academician”这一头衔通常不会在名字后缩写。第九
届全球中国对话（GCD9）的中方主办单位、同济大学副校长娄永琪教授拥有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院
士Academician 的头衔，该科学院在瑞典语中称为Kungliga Ingenjörsvetenskapsakademien（IVA）。中
国社会科学院（CASS）著名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郝时远教授将在GCD9闭幕式上向全球中国学术院
（GCA）院士荣誉的获得者颁发证书，他是蒙古科学院的院士，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部委
员（英文翻译为Academician）。他也是全球中国学术院（FGCA）的院士，此处使用“Fellow”这一
术语，并在名字后标注FGCA。

前面提及的位于德国汉诺威的欧洲自然科学院（EANS）由来自多个欧洲国家的科学家组成，
并遵循严格的院士遴选程序。该学院的“院士”头衔与欧洲大陆和东欧地区的传统用法一致。曾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扬教授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部委员（Academician），他将在第九
届全球中国对话（GCD9）晚宴上发表讲话，他还是国际欧亚科学院（IEAS）的院士。该科学院由
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工程与技术专家，以及管理和社会科学家组成，并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国际
欧亚科学院在15个国家设有科学中心，其成员在英文中也使用“院士”头衔。欧洲自然科学学院
（EANS）和国际欧亚科学院（IEAS）都是跨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性的学术院，旨在促进不同国家和
研究领域之间的科学研究合作与知识交流。

全球中国学术院及其院士简介全球中国学术院及其院士简介

在全球中国学术院创立之初的2013年，其名称为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是在英国政府慈善委员
会注册的一种较为松散的会员制机构，拥有约6000多名会员。2015年，该机构改制为全球中国研究
院，期间承担了一些研究项目，吸引了不同类型的兼职研究员和研究人员。2018年更名为全球中国
学术院，机构不再承担研究项目，而是专注于打造出版和对话平台，以推广相关学术成果并参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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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社会治理。2021年，英国政府的公益委员会批准了全球中国学术院为英国公益有限责任制（CIO）
机构。

根据全球中国学术院的章程，其性质为全球性院士制机构（global fellowship），与英国的其他
院士制机构类似。其治理结构为信托人委员会和理事会共同构成。信托人委员会负责根据公益慈善
法及学术院的章程和相关政策运营组织，并承担战略监督责任，在发生风险时采取适当行动等。全
球中国学术院的理事会负责具体工作，包括推荐新院士、提升学术院的形象和声誉、推荐文章或书
籍在环球世纪出版社的期刊上发表或由该出版社出版，以及为全球中国对话推荐主题和演讲者等。

全球中国学术院肩负着学术和社会双重使命。其院士称号是一种荣誉，旨在表彰那些在中国研
究和推动中国学术全球化过程中具有全球或比较视野的卓越学者、知识分子、专家和专业人士，也
包括在参与人类社会的社会建设和治理以及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专家和专业人士。全
球中国学术院的院士在学术院的发展中发挥引领作用，他们根据各自的专业背景为学术院提供最佳
建议、指导并参与相关活动，以及为环球世纪出版社和全球中国对话系列论坛做出贡献。

全球中国学术院的院士分为个人院士 Individual Fellowship 和院士单位 Institutional Fellowship。
在此语境中，“Fellowship”不应翻译为奖学金。通常，院士是对个人学术成就的荣誉称号，而院士
单位则是对机构在特定领域研究或实践中所作贡献的认可。因此，将“Institutional Fellowship”翻译
为“院士单位”更为适合。在全球范围内，许多实行院士制度的机构更多的是设立不同的奖项，以
表彰在某一领域取得重大成就的单位。

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的声望主要通过在全球与中国研究相关领域中具有全球和比较视野的著
名学者的影响力以及相关学术共同体的认可来确立。全球中国学术院的院士对被授予院士荣誉感到
自豪并有归属感。例如，《全球社会学》一书的作者、牛津大学移民研究所前所长罗宾·科恩 Robin 
Cohen 教授被授予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在牛津大学网站的相关报道中，包含了全球中国学术院网
站的链接8。

2021年的院士、副院士和院士单位授予仪式于第七届全球中国对话晚宴期间在英国学术院举办
9。为了符合英国社会科学院的院士单位条件，我们增设了副院士（Associate Fellow）。目前共有
42位院士（包括副院士和院士单位成员），分布在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澳大利亚、印度、日
本、韩国和中国10。2023年，院士及院士单位授予仪式于第八届全球中国对话晚宴期间在英国议会大
厦举办11。

2024年院士（含个人院士和院士单位）授予仪式将于第九届全球中国对话的闭幕式上举行。在
《第九届全球中国对话手册（2024）》（英文版）的嘉宾和与会者名单中，名字后标有 FGCA 的均
为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他们是（按英文字母顺序）：邴正、常向群、顾曰国、郝时远、李麟学、
托尼·麦肯内里Tony McEnery、谢立中、张晓东、朱光磊。此外，副院士（Associate Fellow of GCA）
包括加文·布鲁克斯 Gavin Brookes、钱毓芳、王鑫；院士单位（Institutional Fellow of GCA）包括中国
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社会科学语料库方法研究中心、英国环球世纪出版社
和中国中山大学语言研究所。

以上所有院士、副院士和院士单位代表都将在闭幕式的院士荣誉授予仪式上被邀请上台，见证
2024年新院士荣誉的授予。在重要场合授予院士称号有助于彰显被授予者的卓越成就与学术权威，
提升学术机构的影响力与声誉，激励后续学者追求卓越，增进社会各界对学术研究的理解与重视。

全球中国学术院网站中有中文和英文双语的院士待遇与义务12，以及院士之家的介绍13。感兴趣
成为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者请阅读院士提名指南包括院士标准及流程14。欢迎加入全球中国学术院这
一高端学者和专业人士俱乐部，推动中外学术交流和人类的知识建设，携手共建全球之未来。

8 见 https://www.kellogg.ox.ac.uk/news/a-fellow-for-life. 
9 见：https://globalchinaacademy.org/launching-global-china-academy-gca.
10 见：https://globalchinaacademy.org/fellows.
11 见：https://globalchinaacademy.org/new-fellowships-awarded-2023.
12 见：https://globalchinaacademy.org/fellowship-benefits-obligations-cn.
13 见：https://globalchinaacademy.org/gca-centres-facilities-libraries-function-rooms-bedrooms-garden.
14 见：https://globalchinaacademy.org/wp-content/uploads/2024/03/Fellowship-Nominations-Guidance-03-202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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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与会者名单九、与会者名单

(以姓氏拼音为序)1

• 帕特里克·贝尔特教授，剑桥大学社会理论教授，剑桥赛尔文学院院士[晚宴：视频]
• 卞清博士，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 邴正教授，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及理事会中方主席，吉林大学前常务副校长，中国社会学
学会前副会长 [闭幕式：演讲]

• 加文·布鲁克斯博士 Gavin Brookes，英国皇家艺术院院士，全球中国学术院副院士，兰卡斯
特大学语言学教授兼英国科研创新署（UKRI）未来领袖研究员 [第四版块：大会演讲]

• 包迈岫先生 Matt Burney ( tbc），英国驻上海总领事 [开幕式：致辞]
• 乔·伯顿 Joe Burton教授，兰卡斯特大学政治、哲学与宗教系(PPR)的国际安全学教授 [第一版

块：大会演讲]
• 玛德琳·卡尔 Madeline Carr 教授，伦敦大学学院计算机科学系全球政治与网络安全教授，跨

学科网络安全博士培训中心的联合主任 [闭幕式：闭幕词]
• 常向群教授，英国皇家艺术院院士；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及院长；伦敦大学学院荣誉教授 

(2015-20年)，中国南开大学特聘教授 [开幕式：致辞]
• 娜奥米·科拉克女士，全球中国学术院编辑和翻译 [晚宴：翻译]
• 陈静茜博士，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 陈琦伟博士，华东师范大学长三角金融科技研究院院长；亚商集团和亚商资本创始人 [晚宴
与社交：特别发言]

• 陈青文博士，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 陈书焕博士，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 程原博士，全球中国学术院信托人委员会成员；美国罗盛咨询公司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 [晚
宴与社交：致辞]

• 尼尔·柯里博士 Niall Curry，英国皇家艺术院院士、高等教育学院高级研究员，曼彻斯特城
市大学语言、信息与传播系的对外英语教学与应用语言学高级讲师 [第一版块：大会演讲]

• 丁凡博士，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助理教授

• 丁建新教授，中山大学语言研究所所长；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单位负责人 [院士单位代表]
• 杜怿超先生，伦敦大学学院（UCL）高等研究院研究人员、人类学系博士研究人员、无锡

新文化研究院院长 [第二版块：大会演讲]
• 马丁·加思韦特先生 Martin Garthwaite，皇家艺术院院士。英国普华永道（PwC）卓越客户经

理，社会流动网络联席主席 [第二版块：大会演讲]
• 龚为纲教授，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大数据研究院传媒大数据研究中心主

任 [第三版块：大会演讲]
• 拉拉·格罗夫斯女士 Lara Groves，艾达·洛芙莱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第一版块：大会演讲]
• 顾曰国教授，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北京外国语大学人工智能与人类语言重点实验室首席

专家 [第四版块：大会演讲]
• 韩亚辉博士，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 韩司阳先生，集智俱乐部上海站 联合发起人，曾在世界500强制造企业负责各业务领域的数
字化规划与架构工作

1 中文译名主要为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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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时远教授，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
授，中国人类学学会前会长 [闭幕式：授予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荣誉]

• 侯景耀先生 Ed Holroyd Pearce，英国虚拟实习公司联合创始人兼总裁 [第三版块：大会演讲]
• 胡逸先生，江苏省无锡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数据局局长 [第二版块：大会演讲]
• 黄晖博士，上海天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市信息学会荣誉会长 [第二版块：大会

演讲]
• 蒋惠岭教授，同济大学法学院院长；上海人工智能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主旨演讲]
• 金云水博士，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

• 艾略特·琼斯先生 Elliot Jones，英国阿达·洛夫莱斯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第三版块：大会演
讲]

• 李本乾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第二
版块：大会演讲]

• 李伯一教授，全球中国学术院中方理事会秘书；南京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第二版
块：主持]

• 李麟学教授，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中国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 [开幕式：主持；三
版块：大会演讲]

• 李凌燕博士，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 李蕊博士，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 李扬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 [晚宴致辞]
• 梁凯先生, 全球中国学术院活动专员；英国 MEL Scholar 联合创始人；英国 MELScience 商务

总监 [第三版块：主持]
• 林思劼教授，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 [第一版块：主持]
• 柳珊教授，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 刘少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前主任；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
讲席教授 [晚宴：视频]

• 马丁·洛克特Martin Lockett 教授，宁波诺丁汉大学国际商业与管理系，前商学院院长 [晚宴
与交流会：演讲嘉宾]

• 龙哲先生，美亚联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合伙人；广东思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和经理

• 吕培明教授，中国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 [开幕式致辞]
• 鲁普及先生，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 罗教讲教授，武汉大学社会会发展研究所前所长；全球中国研究院（全球中国研究院前
身）前副院长

• 托尼·麦肯内里教授 Tony McEnery，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艺术院院士；全球中 国
学术院创院院士及理事会主席；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语言学和英语语言学系杰出教授  [主旨演
讲]

• 梅明丽博士，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 梅楠女士，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 孟筱筱博士，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助理教授

• 彭贤杰博士，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党委副书记，副研究员

• 钱毓芳教授，全球中国学术院副院士，浙江工商大学外语学院中外话语研究院院长 [第四版
块：主持]

• 任玲玲博士，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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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教授，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和人工智能学院的双聘教授，清华大学元宇宙文化实验室和
新媒体研究中心的主任 [第四版块：大会演讲]

• 盛柏博士，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 伊恩·斯塔福德先生 Ian Stafford，屡获殊荣的英国体育作家、记者和广播主持人；英国体育
俱乐部总裁 [晚宴与社交：主持]

• 汪镭教授，同济大学电子与信息学院教授，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上海市人工智能学会
秘书长

• 汪靖博士，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

• 王琮涵先生，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人员

• 王冬冬教授，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 王建民教授，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

• 王鑫教授，英国全球中国学术院副院士；中国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传播系主任 [闭幕
式：主持]

• 王颖吉教授，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 王智丽博士，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助理教授

• 谢立中教授，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及中方院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前系主任；中国社会学
学会前副会长 [闭幕式：授予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荣誉]

• 徐翔教授，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

• 杨晓林教授，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 喻国明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兼任传播创新与未来媒体实验室平台 
主任 [晚宴：视频]

• 张雅文女士，埃森哲Accenture中国人工智能经理/机器学习计算科学经理和数字包容专家

• 张力文博士，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助理教授

• 张晓东教授，英国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及中方非执行主席；敏捷智库理事长；南京财经大
学创新创业研究院原院长。 [第一版块：大会演讲]

• 张艳博士，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助理教授

• 张艳丽副研究员，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党委书记，副研究员

• 张玉博士，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 张昱辰博士，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 赵龙轩博士，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助理教授

• 赵启正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以及上海市前副市长    
[开幕式：致辞]

• 趙永罡先生，北京易才纵横管理顾问中心CEO和北京善心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发起人

• 钟琳女士，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

• 周彬副研究员，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党委副书记，副研究员

• 周树华教授，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的杰出讲席教授；国际中华传播学会前会长 [第三
版块：大会演讲]

• 周晓蕊女士，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 朱光磊教授，全球中国学术院院士，南开大学前副校长；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 [晚宴与社
交：致辞]

• 庄沐杨博士，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助理教授

注：本届对话预计将有约100人参加，除上述与会者外，还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参与青年学者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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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成果与出版十、成果与出版

会议征文会议征文

本届对话设立了“青年论文奖”五名（不分位次排序），参加征文者将被邀请免费参加全天的
对话活动。颁奖仪式将在闭幕式上举办，获奖者还将应邀参加大会晚宴，获奖论文将有望
被发表在对此征文活动提供学术支持的以下期刊：《媒介批评》《城乡传播》《计算、智
能与传播》，以及英国环球世纪出版社的相关期刊或对话文集。

主要成果主要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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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关注中国与全球或比较视野话题下的
学术、理论和方法，建立各机构和智库之间的合作机制

学术出版学术出版

• 论坛的主要内容将收入由环球世纪出版出版的《全球中国对话》系列文集第九辑（中英文
两个版本）

• 如有通过匿名评审的文章，可在《全球中国比较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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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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温馨提示、注册与联系十一、温馨提示、注册与联系

1. 温馨提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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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地点在上海市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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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发言期间提供同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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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和时间在印刷时是正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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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中国对话所有的接待、登记、书刊展位、茶歇均在同济大学中法中心501会议厅。

9） 展台上的期刊和书籍均为陈列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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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抵达上海前后若需帮助请与会务组联系：王鑫教授 +86 189 4005 5330; 李向科主任 +86 159 0042 
1993。

2. 注册2. 注册

注册链接：https://www.wjx.cn/vm/tOMHXPP.aspx

1） 参加对话和晚宴：请您点击链接并填写基本个人信息，在参与环节中勾选“对话和晚宴”。

2） 仅参加对话：请您点击链接并填写基本个人信息，在参与环节中勾选“对话”。

3） 仅参加晚宴：请您点击链接并填写基本个人信息，在参与环节中勾选“晚宴”。

注意事项：

1）若您对于饮食有任何要求（例如：素食、无麸质、任何过敏源等），也请您在注册表中一并说
明，我们将为您准备特殊餐饮。

2）若您因故无法参与对话或晚宴，也请您尽量及时反馈，我们将按照参会人数进行会务的准备工
作。

注意：

1）参加对话和晚宴

2）进参加对话

3）进参加晚宴

3. 3. 联系方式：联系方式：

联系人：赵龙轩 13391816212 (英文); 李向科 15900421993 (中文)

邮箱：dialogue@gca-uk.org (英文) amoffice@tongji.edu.cn (中文)

网站：https://globalchinaacademy.org/global-china-dialogu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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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地址与地图十二、地址与地图

第九届全球中国对话第九届全球中国对话

时间：时间：

2024年11月29日 
8:30-21:30

地址：地址：

中法中心501会议厅 
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 
上海市杨浦区四平路1239号

地铁：地铁：

同济大学（5号口） 
出站后由四平路1239号门进入学
校，步行3分钟即可到达

公交：公交：

同济大学（步行5分钟） 
四平路赤峰路（步行10分钟） 
国康路四平路（步行15分钟） 
赤峰路密云路（步行15分钟）

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平面图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平面图

https://photo.tongji.edu.cn/readStorage/D31C5AC76247F585EB9B2D3FE77F9A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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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全球中国对话晚宴及交流(仅限邀请者)第九届全球中国对话晚宴及交流(仅限邀请者)

时间：时间：
2024年11月29日 
18:00-21:30

地址：地址：

同济君禧大酒店 
中国上海杨浦区彰武路50号

地铁：地铁：

同济大学（1号口或2号口） 
出站后延彰武路步行3分钟即可
到达

公交：公交：

同济大学（步行5分钟） 
四平路赤峰路（步行10分钟） 
国康路四平路（步行15分钟） 
赤峰路密云路（步行15分钟）

若由会场（同济大学中法中心）出发，请按照以下图示前往（步行7分钟）：







第九届全球中国对话将于2024年11月29日在上海同

济大学举行。这是继在英国学术院举办的前八届全球

中国对话论坛后，首次在中国举办。

  根据2024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同济大学在

数据科学领域位居中国第一。设立在同济大学法学院

的上海市人工智能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将协助该校

艺术与传媒学院共同举办本届全球中国对话。本届对

话的主题为“人工智能与全球社会：建设、治理、沟

通”，在同济大学已有的人工智能研究优势基础上，

融入全球、社会和传媒的视角与元素。

  同时，在“第九届全球中国对话”之后增加“首

届跨媒介智能传播国际论坛”，旨在丰富和深化本次

活动的主题。借助“第九届全球中国对话”的高端平

台，此次新增内容将融入跨媒介和智能传播的视角，

促进对全球社会治理和传播的多维度讨论。预计将吸

引更多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参与，推动学术见解与实践

应用的融合，提升对话成果在国际商业和传播领域的

影响力。

  第九届全球中国对话暨首届跨媒介智能传播国际

论坛将设立一系列多元化的专题讨论，邀请来自学

术、技术、政策和商业领域的专家共同参与。这些讨

论将深入探讨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的变革性作用，包

括医疗、经济、伦理和国际合作。活动将重点关注人

工智能的伦理影响、数据隐私的重要性，以及在创新

与监管之间实现平衡的必要性。本届对话包括以下四

个版块：

• 人工智能的伦理框架与责任

• 人工智能在社会建设与治理中的应用

• 人工智能时代全球认知与态度的转变

• 人工智能在健康、媒体与传播中的应用

The 9th Global China Dialogue is scheduled to take 
place on November 29, 2024, at Tongji University in 
Shanghai. This marks the � rst time the forum will be 
held in China, following the � rst eight sessions hosted 
at the British Academy in the UK. 

According to the 2024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by Subject, Tongji University ranks � rst in China in 
the � eld of Data Science. Shanghai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AI Social Governance, Tongji 
University, China, based at Tongji University’s School 
of Law, has assisted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Media 
in organizing this year’s Global China Dialogue. 
The theme of this dialogue is ‘AI and Global Society: 
Building, Governance, Communication’, which builds 
upon Tongji University’s existing strengths in AI 
research and incorporates global, societal, and media 
perspectives.

Adding ‘and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Forum on Cross-
Media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after ‘the 9th Global 
China Dialogue’ aims to enrich and deepen the theme 
of this event. Leveraging the high-level platform of ‘the 
9th Global China Dialogue’, this addition incorporates 
perspectives on cross-media and intelligent commu-
nication to foster multidimensional discussions on 
global social governance and communication. It is 
expected to attract participation from both academia 
and industry,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academic 
insight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and enhance the 
impact of the dialogue’s outcomes in the � elds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communication.

 GCD IX and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Forum on Cross-
Media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will both feature 
a series of diverse panels and discussions, bringing 
together experts from academia, technology, policy 
and business sectors. These panels will explore AI’s 
transformative role in various domains, including 
healthcare, the economy,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The event will emphasize the ethical 
implications of AI, the importance of data privacy, and 
the crucial balance between innovation and regula-
tion. GCD IX include the following four panels:

• Panel 1: Ethical Frameworks and Accountability 
in Arti� cial Intelligence

• Panel 2: Arti� cial Intelligence in Society Building 
and Governance

• Panel 3: Global Shifts in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in the AI Era

• Panel 4: Applications of Arti� cial Intelligence in 
Health,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