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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亮点

 我院高级研究员《调研报告》获中央领导肯定

2018年9月，我院高级研究员申明浩教授提交的关于《中

非产业合作调研报告》获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同志的肯定。

 驻冰岛大使主讲云山大讲堂第九讲

2018 年 9 月 29 日，我院与党委学生工作部主办的云山

大讲堂第九讲暨时事大讲堂第二十五讲在校行政楼国际会

议厅召开。前中国驻冰岛大使张卫东作题为“‘一带一路’

与北极建设”的主题讲座。研究院秘书长李青教授主持大讲

堂。

张卫东大使首先介绍了在中国与北极关系的框架下北

极的现状以及中国自 1925 年首次参与北极事务以来中国在

北极事务中的发展与突破，并且从多个方面解读了 2018 年 1

月 26 日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中“中

国是北极重要的利益攸关方”的表述。

张卫东大使介绍了冰岛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以及与中

国的合作，并指出了冰岛对于共同构建冰上丝绸之路态度积

极，密切关注“一带一路”，希望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围绕

“一带一路”倡议加强合作。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张大

使分析了北航道的航线优势，提出可以将“一带一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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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于“北极蓝色经济通道”的建设中。张大使以北极建设

为背景，剖析了“一带一路”的机遇与挑战。他指出“一带

一路”在北航线的挑战更多的是稳定性问题而不是可行性问

题，“一带一路”在北航线合作的潜力巨大。中国愿本着

“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基本原则，与有关各方

一道，抓住北极发展的历史性机遇，积极应对北极变化带

来的挑战，共同认识北极、保护北极、利用北极和参与治

理北极，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北极合作，

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北极的和平稳定和可持

续发展作出贡献。

 我院党支部获广东高校党建“双创”工作立项

2018 年 9 月，中共广东省委教育工委公布了广东省新时

代高校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工作(以下简称新时代高校

党建“双创”工作)立项结果，我校获全省党建工作示范高

校立项，我院党支部获得全省党建工作样板支部立项。

 我院欧洲研究中心荣获“2017-2018学年度先进集体”称号

2018 年 9 月 9 日，全校教职工齐聚北校区云山会堂，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34 个教师节，并表彰一批 2017—2018

学年度先进集体和个人。在此次表彰会议中,我院欧洲研究

中心荣获“2017-2018 学年度先进集体”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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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调研

 我院代表团出访东南亚调研“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五年来，政策逐层演进，由构

想到倡议，由规划到行动，取得了长足发展。东南亚国家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国家，为更好了解中国与东

南亚共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成效与障碍、中国与东南

亚国家的国际产能合作与境外投资风险控制、中美贸易摩擦

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等问题，我院组建专题调研团于 2018

年 9 月 1 日-10 日前往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开展调研和

交流。此次调研团成员包括：副秘书长曾楚宏教授、研究员

程永林副教授、韩永辉副教授以及张健博士，团长为曾楚宏

教授。

在泰国，调研团首先走访了泰国正大管理学院暹罗智库。

泰国暹罗智库主席、正大管理学院校长助理 Natee

Taweesrifuengfung教授、中国企业总商会副会长谭登华先生、

中泰侨商联合会副会长孙薇博士以及暹罗智库相关研究员、

博士研究生等人参与了为期一天的研讨会。会上，双方就“一

带一路”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讨论，从零售业至房

地产等投资问题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探讨，就中国企业在

泰投资问题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分析了多个中国企业在泰投

资的案例。调研团还到泰中罗勇工业园进行了实地调研，调

研团详细了解了泰中罗勇工业园的发展现状与规划、优惠政

策、基础设施等问题并参观了工业园企业；随后，调研团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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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中罗勇工业园开发有限公司徐根罗总裁就如何建设中国

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在马来西亚，调研团走访了马来西亚国际战略研究所和

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马来西亚国际战略研究所的 Firdaos

Rosli主任、Harris Zainul研究员等四人，马来亚大学中国研

究所的林德顺博士、张添财博士等五人会见了调研团一行。

调研团与参会人员就“一带一路”建设在马来西亚的开展情

况、马来西亚的营商环境及投资机会与领域等问题进行了探

讨。双方还特别就马来西亚新一届政府上任后对中马关系的

机遇与挑战进行了交流，对中马两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

前景、进一步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有益的建议

在新加坡，调研团走访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

国际问题研究所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新加坡南洋

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问题研究所张宏洲研究员、龚丽娜研

究员等四人会见了调研团一行。双方就新加坡对中国“一带

一路”倡议的政治态度和利益考量、新加坡在当前中美摩擦

增加的国际大气候下的政治和经济政策走向、中新两国在东

南亚、南亚以及亚太地区的共同利益与潜在摩擦、中新两国

关系未来的走向判断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讨论。

通过此次新马泰三国的走访调研，调研团掌握了一手的

“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资料与数据，在此基础上，调研

团将撰写专题调研报告，以期为中央及广东省委省政府进一

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国家落地、获得更加丰硕

的成果提供决策支持。



5

 石佑启校长率我院代表访问太平洋岛国

2018 年 9 月 11 日至 21 日，太平洋岛国战略研究中心主

任周方银教授等随校长石佑启访问新西兰、澳大利亚、巴布

亚新几内亚等南太平洋岛国，走访多家知名高校、智库，拜

访当地政府部门和中国驻外使领馆，开展专项研究及学术访

问，并签署多项校级合作项目协议，取得丰硕成果

9 月 12 日，代表团拜访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与吴玺大

使交流当前中国-新西兰双边合作的状况。随后，代表团赴

新西兰外交贸易部北亚司，与中国事务部主任何柏衍(Brian

Hewson)等人进行学术交流，探讨当前国际秩序变化对于中

新关系的影响。

9 月 13 日，代表团抵达澳大利亚悉尼，与悉尼科技大学

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澳大利亚前外长鲍勃·卡尔（Bob Carr）

等专家就即将举行的 APEC 领导人峰会、中国企业在澳投资

的挑战等热点话题展开深度对话。

9 月 14 日，代表团拜访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赵文飞副

总领事就近期澳中关系的新动向与代表团交流。

9 月 15 日至 16 日，代表团赴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国立大

学彼得·德赖斯代尔教授(Peter Drysdale)展开学术交流。德

赖斯代尔教授作为国际知名学者和 APEC 的主要倡导者之一，

向代表团成员阐述了当前国际形势下建设 APEC和 RCEP的

重要性。

9 月 17 日至 18 日，代表团赴布里斯班与格里菲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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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两校合作意向书，洽谈两校师生互访、联合科学研究等

事宜。随后，代表团与格里菲斯大学亚洲研究所举行学术研

讨会，探讨当前国际形势的下中澳和中美关系。

9 月 18 日，代表团访问昆士兰大学，与彼得·霍伊(Peter

Hoj)校长续签两校合作协议。双方希望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

提升合作层次，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同日，代表团还与

昆大商业、经济和法学院以及孔子学院座谈，洽谈两校间合

作的具体内容。

9月19日，代表团抵达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兹比港，

并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研究院举行学术交流。双方讨论了

中国与巴新的友好合作、中国企业在巴新投资等问题，并一

同展望即将召开的 APEC 领导人峰会。

9 月 20 日，代表团抵达中国驻巴新大使馆，拜访广外校

友薛冰大使，并就前期调研的成果做了交流。薛冰向代表团

介绍了 APEC 领导人峰会的筹备情况。

随后，代表团赴巴新总理府，与总理府秘书处代理秘书

长和国际司司长交流。双方就中国-巴新友好合作、中国在

巴新的援助项目以及未来两国在教育培训方面的合作展开

交流。

此次出访，既在当地宣示中国国家政策方针，增进互信；

又推进校级合作，以实质行动加深中国与南太岛国的人文交

流和教育合作，取得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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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成果

 隋广军教授、查婷俊博士在《社会科学》上发文谈全球经

济治理

隋广军教授、查婷俊博士撰写的《全球经济治理转型:

基于“一带一路”建设的视角》发表于《社会科学》2018 年

第 8 期，文章指出，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着全球化再平衡的挑战，

全球经济治理亟待转型。“一带一路”合作机制通过其开放性、

包容性和共赢性的制度选择,成为中国在国际经济格局重塑的

趋势下,深度参与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转型的必由之路。

 韩永辉副教授在《中国国情国力》上发文谈探索粤港澳大

湾区发展

韩永辉副教授撰写的《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思

路与对策》发表于《中国国情国力》2018 年第 8 期，本文探

索了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战略思路，从体制机制设立、

要素流动治理、区域协调均衡发展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赵卫华副教授在《云南行政学院学报》上发文评中越关系

赵卫华副教授撰写的《十二大后越南政治的演变与中越

关系的走势》发表在《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8 年第 4 期。

文章认为，长期而言,丁世兄退场则意味着在阮富仲之后积

极倡导中越理论合作的党务派后继乏人,这将毫无疑问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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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关系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对此中国必须要切实重

视, 未雨绸缪。

 严少华博士在《欧洲研究》上发文总结欧洲一体化

严少华博士撰写的《法德中心重启与欧洲一体化的未来

-中国欧洲学会 2018 年年会综述》发表于《欧洲研究》2018

年第 4 期，文章从欧洲一体化:动力与前景、欧洲一体化:机

制与治理、“一带一路”与中欧合作、欧洲政治与社会等方

面归纳总结中国欧洲学会第十四届年会精华观点。

 韩永辉副教授在《战略决策研究》上发文关注中美经贸关

系

韩永辉副教授撰写的《中美经贸关系演进的现状、动因

与对策》发表于《战略决策研究》2018 年第 4 期，本文通过

梳理中美经贸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认为中美经贸关系具有合

作与冲突“双升级”的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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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系列

 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主讲“一带一路”建设

2018 年 9 月 22 日，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

院顾清扬副教授应邀来院主讲主题为“贸易战背景下的一带

一路建设”的云山学术沙龙。学术沙龙开始前，校党委书记、

院常务副院长隋广军会见了顾清扬。副校长刘海春主持学术

沙龙，秘书长李青等师生参加沙龙。

顾清扬分析了中美贸易战的本质原因以及全球化背景

下“一带一路”的意义和应对方法。他认为，美对华贸易战

的本质不是“顺逆差”，而是美国对中国逐渐被国际认可的

治理模式的担忧，背后是一个中国模式是否受到美国或者全

球所接受的问题。在贸易战中，美国希望能够使中国陷入中

等收入陷阱。

在“一带一路”问题上，顾教授认为亚非欧大陆未来发

展的整合，就是通过路上和海上的交通联系，“一带一路”

能打破二战后南北半球分化、以海洋霸权为主的全球化模式。

他指出，中国在国际经济的人才水平、跨国跨文化管理能力、

风险预防和管理能力上还存在很大的不足。未来应当注重文

化教育交流，从政府间合作转向企业、商会、民众，从贸易

合作转向产业协同，鼓励轻资产、小项目走出去，进行大规

模跨国经营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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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莫内终身荣誉教授谈中欧关系

2018 年 9 月 28 日，主题为 China-EU Relations in Times

of Transformation云山学术沙龙第 221 期、欧洲论坛第 64 期

在六教 B415 会议室举行。主讲人是意大利卡塔尼亚大学的

让•莫内终身荣誉教授Fulvio Attinà，讲座由严少华博士主持，

副秘书长、欧洲研究中心主任陈寒溪教授以及西语学院、国

关学院和欧洲中心师生参加此次沙龙。

Fulvio Attinà教授首先分析了欧盟内部的决策机制，对欧

盟机构运作的利弊进行了剖析。接着探讨了欧盟共同外交与

安全政策和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对外安全政策，以及中欧

对于不同地区的利益侧重点，以“一带一路”为切入点分析

了中欧的贸易与投资。最后指出在这个中欧关系发展的关键

时期，中欧应该以“一带一路”为纽带，加强密切合作，推

动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新一轮变革。

在自由讨论环节，Fulvio Attinà教授与师生进行了深入的

交流。他认为中国在经济总量上的优势应该产生具有政治影

响力的溢出效应。并且解答了关于新意大利政府对华政策的

疑问，他认为尽管意大利政府在几个月前进行了政权更迭，

但是意大利政府对于中国的政策仍然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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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影响

 程永林副教授在南方网上撰文

2018 年 9 月，程永林副教授在南方网撰文《广东探索社

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经验与证据》，文章指出，随着广

东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国际经贸环境的快速变化，广东开始了

新一轮的对外开放，事实证明广东的开放型经济正迈向更高

的层次。

 韩永辉副教授接受《深圳商报》采访

2018 年 9 月 25 日，韩永辉副教授就广东经济形势接受

《深圳商报》采访，韩永辉表示，从数据看，经济运行的形

势比预期更良好，受中美贸易战等外部冲击的影响没预期严

重。时下广东应抓住“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五周年以及改革

开放四十周年等历史机遇，推进全面开放新格局形成，支撑

经济持续增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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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交流

 李青教授参加中联部“一带一路”国际智库论坛

2018 年 9 月 20 日，李青教授受邀赴敦煌参加由“一带

一路”国际智库合作联盟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一

带一路”国际智库论坛，并就“一带一路”的国际产能合作

问题做专题发言。

 程永林副教授、隆德新博士参加 IPE 年会

2018 年 9 月 28 日，程永林副教授、隆德新博士赴昆明

参加 IPE 年会，并做主题发言。

 赵卫华副教授参加中国-东盟论坛战略对话论坛

2018 年 9 月 18 日，赵卫华副教授赴南宁参加中国-东盟

智库战略对话论坛，并做《共建中南半岛互联互通南向通道

的意义和挑战》的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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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 讯

 2018 年 9 月 14 日，中联部政研室董卫华副主任一行到访

我院，就当前国际重点问题开展调研。秘书长李青教授，

高级研究员申明浩教授、陈万灵教授，非洲研究院执行院

长刘继森教授，程永林副教授、赵卫华副教授参与调研活

动。

 2018 年 9 月 13 日，香港京港学术交流中心邹重华教授、

邱逸助理教授到访，秘书长李青教授、副秘书长陈寒溪教

授会见两位专家。

 2018 年 9 月 27 日，欧洲研究中心举行 EURAISA 项目交流

会，意大利卡塔尼亚大学的让•莫内终身荣誉教授 Fulvio

Attinà和来自波兰雅盖隆大学的Marvin Zubek博士来院

洽谈。陈寒溪教授主持，杨晓燕教授，凯撒副教授，严少

华博士、赖雪仪博士等出席了此次会议。

 2018 年 9 月，我院在《“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 2018》

中位列地方性智库影响力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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