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成立于 2009年 11月 13日，是经广

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科研与教学

资源为基础的智库，专注于广东国际化战略理论、实践与政

策等问题研究，为政府和企业提供战略咨询和决策支持，是

“一带一路”智库联盟理事单位、外交部政策研究重点合作

单位、外交部人才培养基地、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金砖国

家智库联盟理事单位、中国-东盟思想库网络广东基地、、

广东省委组织部人才培训基地、广东省软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目标是建设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高校特色新型智库。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聚焦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周边战略、全球价值链等国际战略问

题，承担了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重点项目以及省

自科团队项目等省部级研究项目 70 余项；完成各类政府决

策咨询研究报告近 150 份，获得各类批示 90 多份，其中被

政治局委员批示 10 份；荣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全国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广东省社科联成立 50 周年

优秀决策咨询成果奖、外交部“重大外交政策研究课题”优

秀课题组年度课题奖、广东省工人先锋号等 20 余项各级别

的奖励。在决策咨询、国际合作和高端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

丰硕成果，为广东社会经济国际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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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架构

（一）理事会

理事长 招玉芳 广东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

原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常务副理事长 隋广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党委书记

副理事长单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广

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商务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广晟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二）院领导

院 长 招玉芳 广东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

原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常务副院长 隋广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党委书记

副院长

张劲松 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汪一洋 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傅 朗 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

仲伟合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长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院情简报

·2·

（三）常设机构

秘书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创新中心、欧洲研究中

心、中国周边战略研究中心、太平洋岛国战略研究中心、《战略

决策研究》（《国际动态》）编辑部

（四）秘书处现任领导班子成员

李 青 秘书长

周方银 《战略决策研究》执行主编、中国周边战略研究

中心主任、太平洋岛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刘继森 副秘书长

陈寒溪 副秘书长、欧洲研究中心主任

曾楚宏 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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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学研究

（一）专家团队

1个教育部创新团队：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与战略选择

1个省自然科学团队：全球价值链中的广东制造：国际竞争

力与战略转型

研究方向与领域 主 要 专 家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

治理战略研究

隋广军、张宇燕、汪寿阳、肖鹞飞、陈伟光、

陈万灵

中国周边战略研究 周方银、陈寒溪、唐小松、王树春、薄智跃、Chinta

全球价值链研究 李青、曾楚宏、董俊武、钟祖昌、袁静、黄亮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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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研项目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获得各类项目的数量与经费总额保持

稳步上升的势头，共承担开展各类项目 68项，获得科研经费达

7800多万元。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科研项目统计表

项目数 总经费（万元）

国际合作项目 3 350

咨询培训项目 4 70

纵向项目 23 608

横向项目 36 877.85

专项项目 2 1200

高水平大学建设项目 1 4400

合计 68 7873.85

1．重大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研究（2016）

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研究（2016）

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问题研究（2015）

全球治理机制与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战略研究（2015）

新常态下建立多点支撑的消费增长格局研究（2015）

未来十年中国打造战略支点国家的理论分析与策略研究（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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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政府合作的法律问题研究（2011）

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需求结构变化研究（2011）

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的模式和路径研究（2014）

国家语言文字事业法律法规体系健全与完善研究（2014）

2．重点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全球价值链时代国际规则（2014）

中国对外贸易转型研究（2012）

3．广东省高水平大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服务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战略需求的经管学科融合创

新体系建设（2015）

4．团队项目

教育部创新团队项目：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与战略选择（2012）

广东省自科团队项目：

全球价值链中的广东制造：国际竞争力与战略转型（2013）

5．外交部年度委托课题

新形势下我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机遇、挑战及对策建议（2011）

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风险防控机制研究（201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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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设想（2013-2014）

加强我国与南太平洋地区国家合作构想（2013-2014）

推进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加速人民币“走出去”步伐

研究（2013-2014）

6．国际科研项目

冲突与协调：欧盟经济政策与法律的制定与执行 合作单位：欧

盟委员会与中国商务部合作项目“中国——欧盟欧洲研究中心项目”

广东省外国跨国公司和中国企业的子公司重组情况研究

合作单位：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研究 合作单位：欧盟委员会

“让·莫内”课程项目

7．重大应急课题

广东省应对日本地震灾害影响课题 合作单位：省府研究中

心、外经贸研究所、省社科院

（三）研究员队伍

荣誉教授

傅高义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社会学家，撰有《日

本的中产阶级》、《重整旗鼓一重建美国实例分析》等

著作。20世纪 70年代始，对中国广东社会经济情况进

行考察和研究。代表作：《邓小平时代》、《日本第一》、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州 （1949～1968）》、《领先

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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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汪寿阳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国科学

院杰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

院士和国际系统与控制科学院（IASC）院士

李新春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第十二届和第十三届专家评议组成员，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珠江学者讲座教授：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

员、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新

兴经济体研究会会长、外交部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云山讲座教授：

阎学通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国

际政治科学》总编、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总编

尼古拉斯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副校长、澳大利亚社科院院

士、博士生导师

洪诗鸿 日本京都大学博士、阪南大学流通学系教授兼企业信息

学研究生院教授、副院长，日本华人百人教授会成员、

关西华商总会顾问、大阪中小企业同友会中国经济交流

会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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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座教授：

陈 健 原联合国副秘书长、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中国人民大

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马丁·李 联合国原副秘书长，罗马俱乐部前秘书长、联合国和

平大学名誉退休校长以及中国政府的顾问

张 炎 原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安高胜 原欧盟驻华代表团大使，法学博士，资深外交官

丹尼斯·约翰逊 美国杜克大学政治管理教授，美国乔治华盛顿

大学政治管理博士

多罗加顿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原梅加

瓦蒂内阁经济统筹部长

郭宪纲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

李国平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主管MPA教育）、 教

授，中国地理学会副秘书长

薄智跃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博士，美国塔

尔顿州立大学社会学系首席 Long Endowed 讲座教授

研究员：

隋广军、仲伟合、石佑启、何传添、李 青、周方银、杨解君、

肖鹞飞、陈伟光、陈万灵、申明浩、易行健、刘继森、陈寒溪、

曾楚宏、钟祖昌、黄亮雄、程永林、赵卫华、Cesar.de .Prado、

胡仁杰、张 翊、韩永辉、王石山、隆德新、吴 艳、王璐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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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访问研究员：

任 仕 、吴颖钦、郭 鹏、储茂明

（四）研究成果

1．重大奖项

2．出版物与内刊

《战略决策研究》2010 年 3 月创刊，截至 2016 年 12 月，

共出版 42期，其中 3期为英文期刊。纸质版发行量约为 400多

份，在网络上已有十几个国家购买了本刊物，在《人大复印资料》

转载已达到每年 7-8篇，2013年有 1篇论文在《新华文摘》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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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知网》对我刊发行与传播的统计分析，《战略决策研究》

截止 2016年底，在国内大陆地区的机构用户总数已达 5237户，

分布在 14个国家和地区，个人读者分布在 8个国家和地区。2016

年《战略决策研究》入选《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统计源

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

学期刊评价报告（AMI）》的引文数据库收录为来源刊。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 2014年将本刊物确定为该院认可的核心

期刊。

《国际动态》自 2010年 3月创刊，截至 2016年 12月，共出

版 82期，发行量为每期 500份，阅读群体主要为广东省和广州

市有关领导和决策者，其中省委委员都按期寄发，同时广州地区

大学和研究机构部分人员，特别是本校关注国际局势和国际问题

的管理和研究人员也是阅读群体。

3．智库丛书

出版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智库丛书、东盟研究系列丛书、欧

洲研究系列丛书共 35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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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服务

（一）决策咨询报告

共完成政府决策咨询研究报告近 150 份，获得各类批示 90

份，其中被政治局委员批示 10份。

《对落实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看法和建议》获中央政治

局常委批示

《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国际比较研究》获副总理汪洋批示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加强对国际问题的研究》获广东省委

书记胡春华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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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托研究成果服务政府决策

承接外交部、商务部、广东省商务厅、广东省发改委、广东

省科技厅等政府部门的决策咨询课题，研究成果直接服务政府决

策，获得中央、省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与积极评价。与各

地市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佛山、云浮、珠海、中山、东莞等地

建立研究基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除服务政府和企业，研究院还十分重视影响社会舆论，承担

教育公众、服务公众的社会责任，社会声誉和社会影响不断提高。

七年来，研究院的研究人员积极走向社会，与新闻传播界广泛接

触，向社会发布研究成果和分析评论，共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报

道，以及发布新闻评论 200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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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才培养

（一）外交部人才培养基地

（二）省组织部干部国际化培训基地

连续 3年开展省委组织部干部国际化培训

（三）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2014年 3月，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审核批准，广东国

际战略研究院和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共建博士后创新实

践基地，这是广东“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协同单位之间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的一次有利的尝试，也标志着研究院高端人才培养工作取

得进一步突破。目前进入基地从事研究工作的博士后有 6人。

外交部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

每年选派2名参赞以上干部

进入研究院做访问研究员

每年选派研究员赴

外交部一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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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欧洲学人才培养

1．欧洲学硕士

欧洲学硕士是一个依托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跨学科硕士

研究生培养项目，招收外语、经济、管理、法学、国际政治等学

科的本科毕业生。

欧洲学硕士点设在欧洲研究中心，欧洲研究中心组织校内相

关学科教师授课并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

欧洲学硕士分欧洲社会与文化、欧洲经济、欧洲政治、欧洲

法律和欧洲企业管理等五个研究方向，学位核心课包括欧洲一体

化史、欧洲经济一体化、欧洲政治、欧盟法以及欧洲社会与文化，

专业方向课程到相应研究方向所属学科完成。

欧洲学硕士研究生还要求熟练掌握英语或其它欧盟官方语言。

2009年，研究院设立欧洲学硕士点，现有 13名硕士研究生

导师。截止 2017年 1月，共招收硕士研究生 91人，在读 30人，

毕业 61名，就业率 100%。

2．欧洲学硕士导师队伍

陈建平、郑立华、王小海、蔡红、刘继森、陈寒溪、唐小松、

杨斐、郑腊香、施爱国、杨晓燕、林丹丹、梁立俊

3．欧洲学博士及博士后

2012年，研究院设立欧洲学博士点，现有博士生导师 3人，

在读博士生 19人。

4．欧洲学博士导师队伍

隋广军、石佑启、杨解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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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际合作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不断拓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构建国

际智库网络。与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法国、西班牙、

韩国等 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知名高校、智库、研究机构建立合

作关系，在海外建立了亚太研究中心、海丝迪拜研究中心、中智

研究中心以及粤商研究中心美国分部。

成立至今，先后开展 90余次国境外学术访问、政策调研，

呈逐年上升趋势。学术访问、政策调研主要对象为高端智库、科

研机构、高等院校、政府机构。

邀请国际知名专家来院讲学，每年定期举办 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广东）国际智库论坛、中国（广东）—东盟战略合作论

坛、广东低碳发展国际论坛、中韩投资环境研讨会，形成了智库

国际对话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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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来，来访学者达到 400多位（包括港澳台），出访学者

人次 110人，访问的国家和地区 40个（美国、日本、韩国、瑞

士、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南非、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印

度、缅甸、智利、德国、西班牙、迪拜、香港、澳门、台湾、孟

加拉、尼泊尔、巴布亚新几内亚、瓦努阿图、比利时、坦桑尼亚

等）。七年来，研究院主办国际性会议 147场，其中大型学术会

议 33场，形成较大影响力的包括：海丝国际智库论坛 1届、东

盟论坛 6届、低碳论坛 2届、中韩投资论坛 8届、开放论坛 1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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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协同创新

（一）组建协同创新中心

2014年 4 月，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广东“走出去”协同创

新中心被广东省教育厅认定为区域发展类培育建设型省级协同

创新中心。2014年 12月，根据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广东“走出

去”协同创新中心更名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创新中心（简

称“海丝中心”）。2015年 5 月，海丝中心获认定为省级协同

创新中心，并被广东省列为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重点培育对象。

（二）协同创新中心的构成

海丝中心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为牵头单位，以中国社会科学

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厦

门大学、外交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

世界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山大学、云南大

学、暨南大学等为协同单位。中心依托广东战略研究院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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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丝中心围绕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这一文化传承创新

方面的外交与国际重大问题，以“国家急需、世界一流、制度先

进、贡献突出”为总体要求，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以重大协

同创新任务为牵引，以体制机制改革为保障，构建紧密合作、优

势互补、互利共赢、科学发展的协同机制和形式，提升人才、学

科、科研“三位一体”创新能力，致力于打造集学术创新体、高

端智库、人才培养基地、国际交流对话四大功能与目标于一身的

中国特色高校新型智库。

（三）协同创新中心的使命与愿景

致力于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理论创新、学科发展和

人才培养，致力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文化传承创新，致力

于服务新型开放经济体系的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

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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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协同创新中心的目标与任务

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为指导，以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重大需求为导向，建设成为服务重大战略决策的国家智库，

推动文化传承创新的主力阵营，引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和理

论创新的前沿阵地，高水平人才汇聚、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和高水

平国际学术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

（五）中心建设成效

1．组织架构改革创新

海丝中心作为机制体制改革特区，按照“需求导向、实体架

构、专兼结合、开放运行、深度融合、创新引领”的原则，建立

独立完整的治理机构。海丝中心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主任委员会

负责制，采用管理委员会行政指导、学术委员会学术指导、（跨

学科）创新平台及团队具体实施的管理框架。

协同创新中心顾问委员会名誉主席：

戴秉国 原国务委员

协同创新中心名誉主任：

陈 健 商务部原副部长

协同创新中心顾问委员会主席：

招玉芳 广东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原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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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隋广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党委书记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张 威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

李建发 厦门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2．创新平台协同运作

海丝中心在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设立主创新平台（中枢），

在其他协同单位设立分创新平台。创新平台是中心从事科研与人

才培养的基本构成单位。中心根据国家急需及自身发展需要设置

创新平台，创新平台下设创新团队。创新平台实行负责人/首席

科学家（Principal Investigator，PI）负责制。目前，中心已经设

立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区域与国别创新平台、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创新平台、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与对外开放新格局创新平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洋合

作与资源开发创新平台、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家战略型人才

培养平台等五个创新平台。

3．科学研究成果丰硕

海丝中心大力推动科研机制改革，学术研究协同机制已初见

成效。中心制定相关制度，从科研组织、科研管理与科研评价等

方面推动创新；制定了团队管理办法，鼓励协同攻关。在机制体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院情简报

·22·

制改革红利牵引下，中心汇聚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学者、国

家百千万工程国家级人选、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海外知名学者等高端人才，成功申报

13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在国内外发表高水平论文 300 余篇，

出版智库系列丛书 48部，并获得外交部优秀决策咨询课题奖、

纪念广东省社科联成立 50周年优秀决策咨询成果奖等多项优秀

成果奖。

4．咨政服务成效显著

海丝中心“智库”功能初现，咨政服务效果成绩显著。中心

是外交部政策研究重点合作单位，是国家“一带一路”智库合作

联盟理事单位、中国—东盟思想库网络广东基地。中心充分发挥

新型智库“政府外脑”、麦克风和旋转门功能，已向中央决策层

及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咨询报告 100余份，获政治局委员批示 9份，

获政治局常委批示 3份，产生了良好的咨政效果。

5．人才培养国际特色

海丝中心充分发挥协同创新中心研究资源和人才资源汇聚

地的优势，促进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深度融合，建立以“寓教

于研，以研促教，研教贯通”为指导思想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努力形成有利于促进科教创新资源向人才培养聚集的协同创

新机制。为适应国家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重大需求，中心

设立“区域与国别”新兴交叉学科及博士点，建立校企协同的“走

出去”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推行“南航班”等国际特色创新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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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外交部干部培训基地建设、“亚洲校园”计划、亚洲青年领

袖培养项目等国际化政校合作机制，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

博士后等协同培养机制已初显成效。

“亚洲校园”计划高校联席会议 太平洋岛国高级公务员培训班

广晟博士后实践基地签约 南航班签约

6．国际合作互利共赢

海丝中心稳步有序整合国内外尤其是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国家研究资源，通过加强国际智库间的分工协调，逐步形成

智慧合力及国际智库网络，从而为国内外各研究机构搭建信息共

享、资源共享、成果共享的交流平台，提高国际涉“一带一路”

研究水平，推动中国智库走向世界，为“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

国家的顺利开展发挥智库的二轨外交作用，实现“一带一路”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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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国家的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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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未来三年工作设想

（一）明确发展目标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致力于发展成为新型高校智库，紧扣国

家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充分发挥战略研究、政策建言、人才培

养、舆论引导、公共外交的重要功能。当前的中国仍处于快速发

展的战略机遇期，在国家日益重视智库建设的背景下，研究院生

逢其时，必须抓住自己的发展机遇，志存高远，探索建立新型高

校智库的办法和途径，致力于建成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

务三位一体的国际战略研究机构，建成广东特色、国家急需、国

内一流的新型高校智库。

今后三年，研究院将不断加强体制机制改革步伐，不断增强

国际化水平，专注于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和粤港澳地区的发展战

略需求，围绕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尤其是 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建设、广东“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战略、国家自由贸易区

建设，为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和政策建议，致力于成为

国家发改委、外交部、教育部、广东省委省政府等部门科学管理

与决策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二）加快人才引进，建成高效研究团队

今后三年，引进 5-6名高层次人才，形成一支高效的专职研

究队伍，建成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的研究团队，争取在各个研究

领域形成全国领先的研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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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打造学术研究的“战略支点”

智库学术研究活动的“战略支点”，一个是研究方向，一个

是研究人才。研究人才的关键是团队带头人。

智库的普遍特点是：固定编制人员不多，主要依靠协同整合

研究资源。这些为数不多的固定人员是智库的“战略支点”，必

须是研究能力和组织能力都比较强的人。这是智库和一般教学科

研单位不同的地方。

在引进人才方面，先寻找“战略支点”——团队带头人，再

以他为核心配置研究力量。智库的团队带头人，既能做好个人的

研究，又能建立协同团队，拥有比较丰富的政策研究、政策咨询

工作的经验，在学术研究、政策咨询、社会舆论等三个方面都有

基础。

2．形成有活力的学术“造血”机制

研究团队的运行方式：（1）有一位权威的带头人来组织和领

导（2）定期给予研究经费，由团队带头人负责管理经费（3）定

期以个人执笔和集体研讨相结合的方式形成政策分析报告

政策分析报告的产生过程：团队负责人组织，定期举行热点

问题研讨会，形成共识；最熟悉该问题的研究员（或者分工轮换）

作为执笔人写作，然后再集体研讨，之后由执笔人完成最终报告。

由于研究团队有专业分工，且有经费保障，团队带头人和成

员都有积极性，整个团队的活力就有了保证，政策报告的产生就

有了内在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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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做好学科和跨学科两件事

研究院的管理工作，主要是两方面：第一，支持学科自由发

展，让学科带头人组织该学科的研究活动；第二，协同不同学科

带头人之间的关系，组织跨学科研究活动。

虽然要跨学科，但也要有学科意识。只有把学科做好，跨学

科才能做好。应该放手让各学科自己发展，这样才有整合的条件，

才有跨学科的条件。

（三）加强科研平台建设，完善科研创新机制

第一，研究院将积极申报国家级科研平台，尤其是申报教育

部战略研究基地已审批通过，教育部和财政部“2011协同创新中

心”，整合全国最优质的研究资源，为研究人员提供国内一流的

研究平台，为重大学术创新和重要政策咨询提供坚实的保障。

第二，研究院将继续积极申报国家级科研项目，特别是国家

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等高显示度重大项

目，提高研究人员在专业研究领域的学术影响力。

第三，研究院将进一步完善国际合作机制，进一步申报国际

课题，通过多种途径、多种方式吸引国际高水平学者与研究人员

加入研究团队，提高研究人员的国际合作能力，扩大国际影响力。

第四，研究院将进一步完善《战略决策研究》的学术定位，

提高办刊质量，提升期刊影响因子，努力达到 CSSCI期刊水平。

（四）加强政策咨询，完善智库的社会服务功能

一是与实际部门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全程紧密跟踪各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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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重大决策，及时提供动态监测、实时预警、效果评估和信息

反馈。同时加强战略研究，就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前瞻性研

究，提供决策储备。

二是加强理论联系实际，选拔推荐优秀学者到政府机构和国

际组织任职、挂职，参与政策制定，推动人才在实践中锻炼能力。

三是建立与需求对接的新模式，邀请更多的实际工作部门直

接参与选题征集，共同确定重点任务，联合组建研究团队，从源

头上解决科学研究与决策需求脱节的问题。

四是建立有效的成果发布渠道，完善专家建议报送机制，打

造成果发布平台，增强对政府决策和社会舆论的渗透力、影响力，

向中联部、中宣部、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教育部、广

东省委省政府定期提供政策分析报告。

（五）建成有特色的人才培养基地

要配合研究院的研究方向，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为此，

要进一步提高欧洲学硕士点、博士点的培养质量，进一步完善博

士后管理制度。与此同时，研究院将推进以下工作：

第一，争取设立硕士创新班，培养能够在全球经济治理、中

国“走出去”等领域具有较强的理论创新能力和实践工作能力的

拔尖人才。

第二，争取设立亚洲学博士点，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能够以

英语或其他语言作为工作语言、具有高水平国际交流能力和广泛

适应能力，较宽厚的亚洲学理论基础和跨学科学术素养，能够综

合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独立学习，适应全球化竞争的高层次、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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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型、创新型的研究与战略规划人才。

第三，加强国际合作办学，与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联合培养国

际关系学博士。

概言之，研究院的人才培养计划，目的是培养创新拔尖人才，

使他们能够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国实现“一带一路”战

略、“自由贸易区战略”、“走出去”战略做出卓越的贡献。

（六）加强国际化网络建设

研究院将主办年度性的海丝国际智库论坛，将该论坛打造成

一个国际合作品牌，形成全球智库网络，借此加强研究院与其他

国家智库的合作，提高研究院的国际影响力。

研究院致力于加强与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智库的

合作，为建设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供智力支持。研究院将投

入更多的人力进行海外调研，以便更好地进行国际学术交流，了

解国际学术前沿；同时，这种交流活动也能更好地发挥智库的舆

论引导和公共外交功能，增强中国的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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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事记

● 2009年 11月 13日，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成立

● 2010 年 6 月 24 日，首届中国（广东）——东盟战略合作论

坛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行

● 2010 年 12 月，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隋广军教授

所著《国内外经济贸易形势对广东外经贸发展的影响及对策》

荣获广东省社科联纪念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成立 50 周

年优秀决策成果奖

● 2011年 11月，由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和广东低碳发展促进委

员会主办的首届广东低碳发展国际论坛在广东大厦国际会议

厅举行，会议以“低碳行动，广东创新实践”为主题

● 2012年 3月，被广东省科技厅认定为首批软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 2012 年 4 月，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与外交部正式签署 2012

外交部重大外交政策研究课题合作协议，签约课题为：新形

势下我实践“走出去”战略的机遇、挑战和对策建议。同年

12月，该课题荣获 2012年外交部“重大外交政策研究课题”

优秀课题组年度课题奖

● 2012年 9月，智利圣托马斯大学与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联合

创建中智研究中心

● 2012年 10月，欧洲学博士点成立，并开始招收首批博士研究生

● 2013年 9月，隋广军领衔申报的研究团队项目“全球价值链

中的广东制造：国际竞争力与战略转型”喜获立项。2013年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会首次设立管理学科研究团队项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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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成为全省首个且唯一获立项的管理学研究团队项目

● 2013年 12月，获聘外交部政策研究重点合作单位

● 2014年 1月，与外交部干部司签订合作协议，成为外交部干

部培训基地，形成政府旋转门。外交部首派参赞以上干部担

任研究员驻院研究员

● 2014年 4月，以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为依托的广东“走出去”

协同创新中心被广东省教育厅认定为区域发展类培育建设型

省级协同创新中心

● 2014年 4月，与广晟集团共建的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揭牌成立

● 2014年 4月，外交部与研究院联合成立调研团队，我校党委

书记、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隋广军率团赴马来西

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执行专题调研任务，主题为“海上

丝绸之路与中国——东盟”关系。所形成的研究报告获得中

央政治局常委批示

● 2014年 5月，第一届理事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工作大会胜利

召开。经中共广东省委同意，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招玉芳

兼任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

● 2014年 6月，召开中国周边战略学术研讨会；与外交学院共

建的“中国—东盟思想库网络广东基地”揭牌

● 2014年 6月，进一步推动师资队伍国际化工作，首次在香港

举行专场招聘会。招聘会得到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

港中文大学等高校的支持，并获得优秀博士毕业生的青睐

● 2014年 11月，以“建设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与南亚

国家的视角”为主题的中国—南亚七国座谈会在我校北校区

行政楼国际会议厅举行。会议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广东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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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研究院共同举办，南亚国家政党干部研修班七国代表近

50余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 2014 年 12 月，美国质量学会在美国密尔沃基举行全美教学

质量年会，由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秘书长李青教授和美国威

斯康辛州立大学斯托特分校丁学东教授共同合作项目获得大

会优秀奖

● 2014年 12月，广东“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更名为 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协同创新中心

● 2015年 4月，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创新中心理事会暨第一

次工作会议胜利召开。中心通过省级协同创新中心专家组认定

● 2015年 5月，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创新中心获认定为广

东省级协同创新中心

● 2015年 6月，太平洋岛国战略研究中心成立

● 2015年 7月，《中国周边外交发展报告（2015）》在北京发布

● 2015年 7 月，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隋广军率团赴

南太平洋岛国开展专项调研

● 2015年 8月，海丝中心举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海洋研

究与国际合作——第 5届印度洋-南海海洋遥感与台风科学”

国际研讨会

● 2015年 8月，我院两团队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两

个项目分别是：隋广军教授的“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参与全

球经济治理问题研究”和易行健教授的“新常态下建立多点

支撑的消费增长格局研究”

● 2015年 9月，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隋广军率团访

问美国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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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10月，承办“中国改革开放与中非合作共赢大使论坛”

● 2015年 11月，宝鹰集团捐资两千万支持海丝研究

● 2015年 11月，《南方》杂志社社长陈广腾专访隋广军

● 2105年 12月，海丝中心举办第七届中韩投资环境国际研讨会

● 2105 年 12 月，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仲伟合率团赴南

太平洋岛国开展专项调研

● 2015年 12月， 外交部政策规划司长司王亚军莅临指导，做

2015形势分析会

● 2015年 12月，大韩民国驻广州总领馆与海丝中心合办中（粤）

-韩关系研讨会

● 2016年 1月，再次获聘外交部政策研究课题重点合作单位

● 2016年 2月，大韩民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与海丝中心合办“一

带一路”背景下中（粤）-韩合作机遇学术研讨会

● 2016年 3月，我院两团队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两

个项目分别是：何传添教授的“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

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研究”和陈伟光教授的“提高中国

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研究”

● 2016年 5月，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创新中心举办首届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广东）国际智库论坛。众多国内外专

家学者、智库代表、政府人士、企业代表参会。论坛发布《广

州宣言》， 海丝国际智库论坛初步成型，《光明日报》等主

流媒体专题报道。论坛得到国家、广东省政府领导高度肯定，

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 2016年 6月，获“广东省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

● 2016年 6月，举办“转型中的太平洋岛国：机遇与挑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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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学术研讨会

● 2016年 7月，《战略决策研究》执行主编周方银教授，在英国

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国际事务》发表英文论文解读南海问题

● 2016年 7月，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仲伟合教授率团调

研美国知名高校与智库

● 2016年 10月，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协同创新中心举办中国（广东）-东盟战略合作论坛、中国-

东盟产能合作研讨会

● 2016年 10月，瓦努阿图政府副总理乔·那图曼（Joe Natuman）

率瓦努阿图政府议会联合考察团到访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

● 2016 年 10 月，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隋广军教授

率团出访美国、哥伦比亚开展国际调研

● 2016 年 11月，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隋广军率团

出访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开展国际调研

● 2016年 11月，原国务委员、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创新

中心、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顾问委员会名誉主席戴秉国指导

我院新型智库建设

● 2016年 12月，获聘为金砖国家智库中方理事会成员

● 2016 年 12 月，印度前海军副总司令安尼尔·乔普拉率印度

孟买智库代表团访问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双方共同举行广

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印度孟买智库代表交流会

● 2016年 12月，入选（首批）CTTI来源智库

● 2017年 1月，当选 2017年金砖国家智库中方理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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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09-2016年调查研究报告获领导部分批示情况

序号 报告名称
报告主要

负责人
批示领导 年份

1
“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参与

全球经济治理问题研究阶段性

成果

隋广军
中央政治局常委、

副总理张高丽批示
2016年

2
建设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正

当其时

隋广军、外

交部政策司

中央政治局常委、

副总理张高丽批示
2014年

3
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国际

比较研究
李 青

中央委员、副总理

汪洋批示
2012年

4
美欧等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新

动向对广东外经贸的影响 与

对策

何传添

陈万灵

中央委员、副总理汪

洋批示
2012年

5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与出口

倍增计划对广东外经贸的影响

及对策建议

肖鹞飞

梁立俊

中央委员、副总理汪

洋批示
2010年

6
加强与印尼的经济文化合作，

广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大

有可为

何传添
中央委员、广东省委

书记胡春华批示
2016年

7
积极发挥广东作用 推动南太

地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隋广军

中央委员、广东省委

书记胡春华批示
2015年

8
广东对外开放新格局：挑战与

应对
隋广军

中央委员、广东省委

书记胡春华批示
2015年

9 激活高校潜力 激活广东创新 隋广军
中央委员、广东省委

书记胡春华批示
2015年

10
关于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获聘

“外交部政策研究重点合作单

位”的报告

隋广军

中央委员、广东省委

书记胡春华批示；朱

小丹、招玉芳批示

2013年

11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广东）

国际智库论坛系列报告
李 青 朱小丹等批示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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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报告名称
报告主要

负责人
批示领导 年份

12
加强与俄罗斯经济合作，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

李 青

吴颖钦
徐少华批示 2016年

13
参与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提升广东对外对内开放

水平

隋广军

何传添
徐少华批示 2014年

14
广东经济发展与中国参与全球

经济治理：挑战与机遇
梁立俊 刘志庚批示 2014年

15
把虎门建成“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关键支点城市的政策咨

询报告

宋海啸
刘志庚、徐建华、

袁宝成批示
2014年

16
抓住国际需求变化机遇,提高

广东外贸贡献率的政策建议

何传添

陈万灵
招玉芳批示 2013年

17
美国营商环境建设经验及其

启示
李 青 陈云贤批示 2013年

18
印度营商环境建设经验及其

启示
李 青 陈云贤批示 2013年

19
国际经济形势发展、影响及对

策建议（2013）

隋广军

何传添

肖鹞飞

陈云贤、陈建华批示 2013年

20
日韩营商环境建设经验及其

启示
李 青 徐少华批示 2013年

21
提高广东企业在国际规则的话

语权、定价权、标准制定权对

策研究

丘 杉 招玉芳批示 2012年

22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
与中美关系的深层问题

梁立俊 陈云贤批示 2012年

23
广东加快转变外经贸发展方式

的对策研究
易行健 陈云贤、陈建华批示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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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报告名称
报告主要

负责人
批示领导 年份

24
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与广东的战

略思考

隋广军

肖鹞飞
陈建华批示 2012年

25
经济危机背景下开拓欧洲市场

的思路与对策
杨晓燕 陈建华、李春洪批示 2012年

26
“抗灾标杆”缘何倒下——日

本 311大地震给广东的启示
隋广军 黄华华、刘昆批示 2011年

27
碳关税对广东外贸及经济发展

的冲击与应对策略研究
周骏宇 黄华华批示 2011年

28
人口老龄化将对广东高等教育

产业产生何种影响
陈 和 黄华华批示 2011年

29
美国债务上限之争和后果对中

国及广东经济的影响
梁立俊 黄华华、朱小丹批示 2011年

30
重大事件应急管理为何屡屡失

误？——对于广东公共安全的

启示

隋广军 黄华华、张广宁批示 2011年

31
台风灾害影响巨大_危机管理

日益紧迫
隋广军

黄华华、刘昆、

张广宁批示
2011年

32
日本地震系列研究报告之二

《日本地震灾害对产业经济的

中长期影响与广东应对战略》

隋广军

陈伟光
黄华华批示 2011年

33
日本地震系列研究报告之四

《东日本地震对日本以及东亚

产业链的影响》

隋广军

郑京淑
招玉芳批示 2011年

34
欧美主权债务危机对广东开放

型经济的影响与对策分析
易行健 招玉芳、张广宁批示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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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009-2016年主要科研项目

序号 项 目 名 称 项目来源或合作单位 负责人

1 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

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研究
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何传添

2 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

制度性话语权研究
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陈伟光

3 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参与全球

经济治理问题研究
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隋广军

4 全球治理机制与统筹国际国内

规则战略研究
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赵龙跃

5 新常态下简历多点支撑的消费

增长格局研究
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易行健

6 未来十年中国打造战略支点国

家的理论分析与策略研究
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周方银

7 全球价值链时代国际规则 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赵龙跃

8 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转型研究 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隋广军

9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与战

略选择
2012年教育部创新团队项目 陈伟光

10 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的模式

和路径研究
2014年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申明浩

11 国家语言文字事业法律法规体

系健全与完善研究
2014年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杨解君

12 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需求结构变

化研究
2011年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陈万灵

13 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政府合作的

法律问题研究
2011年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石佑启

14 区域互动视角下中国产业结构调

整的推动机制及影响效应研究
201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黄亮雄

15 全球价值链中的广东制造：国

际竞争力与战略转型
2013年省自科团队项目 隋广军

16
“一带一路”安全风险和挑战，
我在“一带一路”对外安全合
作布局和新举措

2016年外交部年度重大委托课题 李 青

17 新形势下美英对港政策走向变

化及我对策建议
2016年外交部年度重大委托课题 施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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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项目来源或合作单位 负责人

18 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研究 2016年外交部年度重大委托课题 周方银

19 推进亚洲伙伴关系网络和战略
支点网络建设

2015年外交部年度重大委托课题 周方银

20 如何构建中美在亚太的积极互
动与合作格局

2015年外交部年度重大委托课题 周方银

21 对落实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看法和建议

2014年外交部年度应急课题
隋广军

陈万灵

22 对加强我国与南太平洋地区国
家合作的看法和建议

2014年外交部年度重大委托课题 仲伟合

23 推动地区安全合作，提升我国
在周边的安全影响力

2014年外交部年度重大委托课题 周方银

24
如何积极稳妥地用好伦敦金融
中心推进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
建设、加速人民币走出去步伐

2014年外交部年度重大委托课题 廖国民

25 我国在周边的建设性介入 2014年外交部年度应急课题 周方银

26 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风险防控机
制研究

2013年外交部年度重大委托课题
隋广军

肖鹞飞

27 新形势下我实施“走出去”战
略的机遇、挑战及对策建议

2012年外交部年度重大委托课题
隋广军

肖鹞飞

28 欧盟与英国碳排放贸易机制研究
2012年广东省发改委低碳

专项资金项目
李 青

29 世界主要国家低碳发展战略研究
2011年广东省发改委低碳

专项资金项目

隋广军

李 青

30 软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研究 2012年省科技计划项目 李 青

31 基于广东国际科技合作视角的世

界主要国家产业与技术选择研究
2012年省科技计划项目 刘继森

32 广东企业国际化研究专题数据

库

2011年教育部 CALIS三期专

题特色数据库建设项目

（图书馆联合项目）

伍方斐

33 广东拓展新兴市场对策研究 2011年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项目 李 青

34 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国际化战略

研究
2010年省教育厅重大攻关项目 李 青

35 广州建设国际商贸中心对策研

究

2010年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

“十一五”规划 2010年度重点

委托研究课题

隋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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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009-2016年重要会议

序号 会议名称 时 间 会议简介或主题

1 广东开放论坛
2009年
11月

以“通过国际视野探索世界新态势”为主

题，主要针对国际金融环境、世界经济发

展、战略研究等方面进行探讨和分析，是

由政府人员和国内外专家共同参与讨论、

展示研究成果的论坛和交流会议，为政府

和社会提供具有建设性的战略研究成果和

决策参考。

2
中国（广东）－东盟

战略合作论坛

2010年
-2016年
共 6届

中国（广东）-东盟战略合作论坛搭建了新

的交流平台，让社会各界人士聚集一堂，

共同探讨广东与东盟战略合作的新趋势和

新走向，如何推动广东与东盟的贸易合作，

以及怎样抓住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历史性机

遇，全面深化与东盟各领域的合作。

3
广东低碳发展国际

论坛

2012年
-2013年
共 2届

低碳发展是广东积极承担控制温室气体排

放责任的战略行动，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的重要着力点。低碳发展国际论坛为

政府、企业和学界搭建交流平台，为广东

低碳发展建言献策。

4
中韩投资环境国际

研讨会

2009年
-2016年
共 8届

中韩投资环境研讨会由广东国际战略研究

院和韩国大真大学校共同主办，会议旨在

促进中韩企业、政府和学界之间的交流与

合作。经过多次交流，会议还促成韩国抱

川市和中国广东佛山市结成友好城市，为

加强中韩经贸交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贡献。

5
广州南沙新区发展

定位与战略-粤港校

院长高端论坛

2011年
3月 18日

南沙新区的重新定位、规划拓展和战略构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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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会议名称 时 间 会议简介或主题

6
共建中华民族共同

家园——南沙新区

建设发展高峰论坛

2011年
8月 9日

南沙新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7
中国和阿根廷在国

际秩序转型中的机

遇与挑战

2011年
10月 18日

中国和阿根廷在国际秩序转型中的机遇与

挑战

8
省政府参事专题调

研会

2012年
3月 1日

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对策、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与价值取向

9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

治理”学术研讨会暨

期刊杂志主编会议

2012年
12月 1日

就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进行巅峰对话，

用世界眼光与战略思维，为中国参与全球

经济治理谋划一条科学的路径。

10
中国广东省-美国加

利福尼亚州低碳发

展对话

2013年
4月 15日

共同探讨低碳发展问题，寻求低碳发展合

作领域

11 广东智库联盟论坛
2013年
4月 26日

加强国际合作，参与全球治理

12
东南亚国家非政府

组织研修班座谈会

2013年
6月 10日

非政府组织视角下的中国——东南亚关系

的未来

13

第四届国际政治经

济学论坛暨“新型大

国关系与全球治理”

学术研讨会

2013年
10月 18日

新型大国关系与全球治理

14
2013年国际形势

研讨会

2013年
12月 25日

2013年国际政治形势，2013年国际经济形

势

15
“国际形势演变与

新时期中国周边战

略”学术研讨会

2014年
6月 28日

当前国际形势演变的主要趋势和发展方

向、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与主要挑战、中

国周边战略的顶层设计与主要思路、突破

方向和策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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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会议名称 时 间 会议简介或主题

16
公共外交与广东“走

出去”战略研讨会

2014年
6月 30日

公共外交与广东“走出去”战略

17
“地区安全合作与

中国周边安全”

研讨会

2014年
8月 13日

如何认识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安全影响力；

如何在地区合作中平衡推进经济合作与安

全合作等

18
2014年国际形势研

讨会

2014年
12月 12日

2014年国际政治形势，2014年国际经济形

势

19
斯德哥尔摩中国

论坛

2015年
5月 22
-23日

重点讨论新型大国关系、亚洲安全观、“一

带一路”、伊斯兰主义、乌克兰危机等议

题

20
21世纪海丝港口城

市发展合作市长对

话会

2015年
10月 30日

就“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中，

国际港口城市发展的合作与发展、广东自

贸区在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所发挥的

作用、国际港口城市发展合作机制创新及

优势互补、国际港口城市合作成功示范案

例、如何建设全球领先的航运服务业体系

等主题，与会嘉宾代表通过全方位的视角

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

21 城市观察圆桌会议
2015年

10月 30日

为聚集社会科学专家学者关注城市改革开

放、搞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带全局性、

前瞻性的动态，更好地发挥思想库和智囊

团的作用。会议主题为“新常态·新挑战·新

期待”

22
中国改革开放与中

非合作大使论坛

2015年
10月 30日

为加强非洲驻华使节对中国改革开放和发

展经验的了解和学习，推进中非互利友好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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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会议名称 时 间 会议简介或主题

23
“一带一路”背景下

中（粤）-韩合作机

遇学术研讨会

2016年
2月 18日

以韩国前驻澳大利亚大使赵商勋为团长

的韩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代表团与海丝中

心专家就“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广东）

-韩合作进行了充分交流

24
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广东）国际智库

论坛

2016年
5月 10
-11日

此次论坛是国内首次以海丝沿线国家为

对象的国际智库论坛，每年举行一届。

论坛以“互商互信 共建共赢”为主题，

共商中国与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

家增进战略互信、扩大经贸合作、促进

人文交流、加强海洋协作的新路径。广

东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原副省长、广

东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招玉芳，中联部

副部长郭业洲，中国—太平洋岛国论坛

对话会特使、中国前驻希腊共和国大使

杜起文，中国前驻印度共和国大使、亚

欧基金总干事张炎，教育部社科司司长

张东刚，国务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欧晓理、外交部

政策规划司副司长黄峥，汤加前副首相

萨缪·瓦伊普卢的代表—汤加议会渔业

和农业常委会主席威利.辛佳诺，缅甸总

统首席政治顾问、缅甸战略与国际研究

中心主席哥哥莱，东盟能源中心项目主

任拜内.苏亚迪，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

士史提芬.尼古拉斯等中外嘉宾出席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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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转型中的太平洋

岛国：机遇与挑战”

国际研讨会

2016年
6月 14日

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萨摩亚

和中国的专家学者，中国太平洋岛国对

话会特使杜起文特使等参加会议。与会

人员太平洋岛国的现状、特点与发展前

景、太平洋岛国与域外国家关系、气候

变化、海洋合作、国际援助与岛国发展、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互联互通，多边合

作与岛国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26

第六届中国

（广东）-东盟战略

合作论坛

中国-东盟产能合作

研讨会

2016年
10月 28
-29日

研讨会聚焦国际产能合作，深入研讨“一

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

线经济体，尤其是东盟国家在基础设施

建设、国际产能合作、经济贸易往来等

方面存在的机遇、挑战与实施路径。产

能合作系列会议由广东国际战略研究

院、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创新中心

主办，外交部、商务部、广东省政府及

省委政研室、省府发展研究中心、省商

务厅、省外办、省贸促会、广州市贸促

委等单位对会议予以重要支持。会议广

泛汇聚海内外智库及政府部门、行业、

企业力量，为实现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

繁荣发展出谋划策。来自东盟地区的政

府官员、驻广州总领事馆官员、企业代

表、专家学者和中方嘉宾汇聚一堂，围

绕国际产能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境外

产业园区、营商环境建设等专题展开深

入交流探讨，迸发出共促产能合作的智

慧火花，激发出共促中国、广东和东盟

各国发展的新谋略和金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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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09-2016年主要论文

序

号
作 者 论 文 名 称 发表刊物

发表

时间

1 陈寒溪 通信:当代大国行为发生了本质变化? 外交评论 2012年

2 陈寒溪 国际政治结构：概念的批判 外交评论 2009年

3 陈寒溪 中国地区安全合作政策的变化 战略决策研究 2015年

4 陈 和 中国巨灾保险制度初探及外国经验借鉴 国际经贸探索 2010年

5 陈 和
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创业特性

与转型机理
改革 2012年

6 陈 和 台风灾害危机管理研究：理论与实践 现代管理科学 2011年

7 陈 和 台风灾害科学与危机管理研究 国际经贸探索 2011年

8 陈 和
试论资本密集型企业的特性及其对传统

企业理论的挑战

外国经济与

管理
2010年

9 陈 和
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的本质研究：一个不

同于传统的视角
现代管理科学 2010年

10 陈 和 利润分享:一种协调人力资本的治理手段 管理学报 2012年

11 陈 和
基于全球价值链知识溢出效应的代工制造

业升级模式——以电子信息制造业为例

科学学与科学

技术管理
2011年

12 陈 和
合伙制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研究：一种古

老治理模式的复兴
南京社会科学 2011年

13 陈 和
公司制还是合伙制——人力资本密集型

企业的治理模式研究

制度经济学

研究
2012年

14 陈 和 产业结构演变与三次产业发展的关联度 改革 2010年

15 陈 和
The New Challenges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Industry

HEDTR2011 2011年

16 陈 和
Labor structure, wage and efficiency of
economic growth

IHMSC 2012 2012年

17 陈 和

Constraints on large-extra-dimensions
model through 125 GeV Higgs pair
production at the LHC

European
Physical
Journal C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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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作 者 论 文 名 称 发表刊物

发表

时间

18 陈 和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capital-intensive
Firms and Physical-capital-intensive Firms

Proc. of the
ICSESS 2011

2011年

19 陈 和

A Research on the New Firms’Merger and
Acquisition：From the View of Taking
Human Capital as the Crucial Resource

BCGIN 2012 2012年

20 陈 和
A Research on the New firms’ Merger and
Acquisition

ICIME2011 2011年

21 陈万灵 粤苏沪鲁省市对外贸易的比较分析

广东对外经济

贸易发展研究

报告

2010年

22 陈万灵 推进新兴经济体相互投资
中国社会科

学报
2011年

23 陈万灵 提升 FDI在服务贸易领域的配置效率 国际经贸探索 2011年

24 陈万灵
广州服务贸易发展的方向选择与政策建

议

广东对外经济

贸易发展研究

报告

2010年

25 陈万灵

韦晓慧
金砖国家经贸合作关系的定量分析

经济社会体制

比较
2013年

26
陈万灵

杨永聪

区域金融发展与 FDI 流入规模的实证研

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国际经贸探索 2013年

27
陈万灵

杨永聪

区域金融发展与 FDI 流入规模的实证研

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国际经贸探索 2013年

28 程永林

区域经济合作的动态演化路径与治理机

制研究——一项基于泛珠三角区域经济

合作的制度分析

国际经贸探索 2009年

29 程永林

区域合作、利益协调与机制设计——基于

泛珠三角与东盟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

的研究

东南亚研究 2009年

30 程永林
区域合作、利益冲突与制度分析——以泛

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为例
2009年

31 程永林 锦标赛机制、治理模式转型与改革进路 社会科学研究 2013年

32 程永林 财政分权、经济增长与强制性制度变迁 商业研究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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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作 者 论 文 名 称 发表刊物

发表

时间

33 程永林

以构建合作机制为突破 有序推进对非投

资合作——尼日利亚、坦桑尼亚、乌干达

三国调研报告

广东经济 2016年

34 程永林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竞争与风

险管理

海外投资与出

口信贷
2016年

35 邓可斌
转型中的分权与公共品供给：基于中国经

验的实证研究
财经研究 2009年

36 邓可斌
转型中的财政分权、地区增长差异与公共

品供给
南方经济 2009年

37 邓可斌
中国为什么缺乏创造性破坏？——基于

上市公司特质信息的经验证据
经济研究 2010年

38 邓可斌 中国居民消费决定中的财政分权因素 经济评论 2012年

39 邓可斌
中国创造性破坏缺乏的理论成因及实证

检验
经济学家 2010年

40 邓可斌
政治关系与创新效率：基于公司特质信息

的研究
财经研究 2010年

41 邓可斌
预防性储蓄的异质性与消费倾向的变化：

基于中国城镇居民的研究
财贸经济 2010年

42 邓可斌 所有权性质、多元化经营与现金持有 经济经纬 2012年

43 邓可斌 内生的分权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经济社会体制

比较
2009年

44 邓可斌
资本市场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反馈效应研

究
证券市场导报 2011年

45 邓可斌
内部审计服务外包的国际化与创新——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与中国实践的解释
国际经贸探索 2011年

46 邓可斌

机构投资者真的有助于盈余管理吗？来

自中国上市公司混合与平衡面板数据的

证据

产业经济研究 2010年

47 邓可斌 户籍管制、经济增长与地区差距
制度经济学

研究
2010年

48 邓可斌
风险传导下的定价机制：双边市场理论考

察

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学报
2009年

49 邓可斌 二元政治经济机制、消费扭曲与收入分配 世界经济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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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邓可斌 多元化战略与资本结构之间关系探析 管理学报 2010年

51 邓可斌
多元化经营悖论与中国企业选择：一个政

治经济学的解释框架

经济与管理

研究
2010年

52 邓可斌 独立董事与公司违规:合谋还是抑制
山西财经大学

学报
2012年

53 邓可斌 大股东控制、身份认同与薪酬激励 财贸研究 2010年

54 邓可斌 财政分权、公共品供给与户籍管制 中国人口科学 2011年

55 邓可斌
Information Realease and Institutional
Investment Behaviors

ADVANCES
IN BUSINESS
INTELLIGENCE

AND
FINANCIAL
ENGINEERING

2009年

56 邓可斌
Household registration,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disparity

Proceedings of
the 200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ublic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09年

57 邓可斌
Control of Large Shareholders and
Corporate Sustainable Growth

ADVANCES
IN BUSINESS
INTELLIGENCE

AND
FINANCIAL
ENGINEERING

2009年

58 邓可斌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与财政分权的激

励效应
中国经济问题 2011年

59 邓可斌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与财政分权的激

励效应
人大复印资料 2011年

60 符 淼
中国银行信贷项目环境风险评估模型的

构建和应用

广东金融学院

学报
2011年

61 符 淼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空间计量

分析
国际经贸探索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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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符 淼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car engine sizes: A case study of Ireland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

2011年

63 韩永辉
产业结构升级改善生态文明了吗——本

地效应与区际影响
财贸经济 2015年

64 韩永辉
产业空心化与地区债务危机——再探欧

债危机根源
国际经贸探索 2016年

65 韩永辉
产业结构升级改善生态文明了吗——本

地效应与区际影响
社会科学文摘 2016年

66 韩永辉
利率市场化背景下银行系统性危机的实

证研究

财经理论与

实践
2016年

67 韩永辉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改进生态效率了吗? 数量经济技术

经济研究
2016年

68 韩永辉 中国经济结构性减速时代的来临 统计研究 2016年

69 韩永辉 供给侧改革下我国产业政策设计路径 中国国情国力 2016年

70 韩永辉
城市产业政策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

研究
城市观察 2016年

71 韩永辉
基于 GPCA 模型的中国省域生态文明治

理评价研究

数理统计与

管理
2016年

72 韩永辉
房地产“限购令”的调控机制与政策反思

——基于单中心双环城市模型的分析

经济理论与经

济管理
2016年

73 韩永辉

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传染研究——基

于涵盖银行间传染风险与流动性风险的

量化模型

金融学季刊 2016年

74 何 轩 战略创业前沿研究进展及启示
商业经济与

管理
2010年

75 何 轩
寻找理性经济行为的逻辑新起点：试论中

国传统伦理下的中庸理性经济人
财经研究 2011年

76 何 轩
为何员工知而不言？——员工沉默行为

的本土化实证研究
南开管理评论 2010年

77 何 轩
突破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治理绩效的评

价误区：家族雇员治理模式的调节作用
南京社会科学 2011年

78 何 轩
儒家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现代检验－关于

中庸理性与儒商精神的探索性实证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

学报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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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何 轩 企业主集权——边界理论的新观点 南开管理评论 2011年

80 何 轩

家族企业准接班人的创业精神传承：以高

校在读家族企业后代为样本的探索性实

证研究

管理评论 2011年

81 何 轩 家族企业战略创业与战略绩效 中山大学学报 2010年

82 何 轩
家族、市场化与创业企业关系网络的交易

成本
南开管理评论 2012年

83 何 轩

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为何选择向发达国家

国际化——基于三大理论视角的前沿文

献综述

国际经贸探索 2010年

84
何 轩

陈文婷

李 青

基于反事实思维视角的创业研究前沿探

析与未来展望

外国经济与

管理
2013年

85 胡仁杰
Centrality Measures in Directed Fuzzy
Social Networks

Fuzzy
Information and
Engineering

2015年

86 黄亮雄 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是绿色的吗？ 南开经济研究 2012年

87 黄亮雄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减排绩效分析 城市问题 2012年

88 黄亮雄
高房价下的制造业转移:城市间还是城市

内?
经济学报 2015年

89 黄亮雄
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区域互动——横向

省际竞争和纵向地方跟进
中国工业经济 2015年

90 黄亮雄 长三角与珠三角生产率比较分析 南方经济 2015年

91 黄亮雄
县域行政区划改革的绩效分析——以“撤

市设区”为切入点
经济学报 2015年

92 黄亮雄

Analysis of Bilateral Investment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West
Asia-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Maritime Silk Road

Journal of WTO
and China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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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黄亮雄

The Spatial Effect Identification of
Regional Carbon Intensity and Energy
Consumption Intensity of China

Communications
in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2015年

94 黄亮雄
高官落马遏制腐败了吗?——来自震慑效

应的解释
世界经济文汇 2016年

95 黄亮雄
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基于企业兴衰演变

的考察
产业经济研究 2016年

96 黄亮雄
中国经济发展照亮“一带一路”建设——

基于夜间灯光亮度数据的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 2016年

97 黄亮雄
中国投资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

——基于面板 VAR模型的分析
国际经贸探索 2016年

98 黄亮雄
城市产业结构、住房形态与土地政策：一

个一般均衡模型
经济评论 2016年

99 黄亮雄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广东）国际智库论

坛会议综述
战略决策研究 2016年

100 黄亮雄
保障性住房建设困境与土地财政压力

——基于城市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
现代财经 2016年

101 黄亮雄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in Chinese
Cities: Measurement Based on the Extent
and Quality

Modern
Economy

2016年

102
黄亮雄

才国伟

韩永辉

我国省区财富结构及其发展模式研究 经济学家 2013年

103
黄亮雄

韩永辉

舒 元

“撤县建市”提升了地方绩效吗——基于

广东省 73个县（市）的实证分析
学术研究 2013年

104
黄亮雄

舒 元

我国省际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外溢效应识

别

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年

105 李 青 中国中小机构投资者投资模型研究
ural survey of
orental studies

2013年

106 李 青 机会观视角的创业理论研究 国际经贸探索 2010年

107 李 青
在华跨国企业践行社会责任对员工关系

的影响分析
战略决策研究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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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李 青
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全球经济失衡治

理
国际经贸探索 2015年

109 李 青 中韩对外直接投资对比研究 不动产法学 2015年

110 李 青 我国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的现状与建议 中国国情国力 2016年

111 梁立俊 中国企业在华尔街的“罪与罚” 理论视野 2011年

112 梁立俊 政府隐形担保与投资者行为模型 经济学动态 2009年

113 梁立俊
占领华尔街的“金融学解读”及对中国的

启示
理论视野 2011年

114 梁立俊 是民间融资,还是非法集资? 理论视野 2012年

115 梁立俊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与中美关

系的深层问题
理论视野 2012年

116 梁立俊
汇率变动与贸易余额——基于政策干预

和预期因素的模型分析和实证研究
国际经贸探索 2011年

117 梁立俊
华尔街带给我们的启示——观大型电视

纪录片《华尔街》有感
理论视野 2010年

118 梁立俊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破”和“立” 理论视野 2012年

119 梁立俊 当前危机的诱因与未来监管的取向
经济社会体制

比较
2009年

120 梁立俊 大革命何以不可避免 理论视野 2013年

121 梁立俊 奥巴马竞选资本中的中国因素 理论视野 2012年

122 梁立俊 Shot-sales constraints and return volatility Global Business
Trends

2009年

123
廖国民

何传添

陈万灵

美国货币政策转向及其背后的逻辑 上海金融 2013年

124 刘继森
中美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因素研究——基

于碳排放因素的引力模型分析
特区经济 2015年

125 刘继森
生产性服务进口对提升制造业生产效率

的实证检验

广东外语外贸

大学学报
2016年

126 刘继森

刘欣雨
借力新型壁垒,倒逼企业转型 理论视野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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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隆德新 美国外交中的国会与侨民游说互构研究 美国问题研究 2016年

128 申明浩 粤商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国际经贸探索 2009年

129 申明浩 粤商传承与走向：一个综述与引申 改革 2009年

130 申明浩
深化粤港澳合作 共建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粤港校院长高端论坛综述
国际经贸探索 2011年

131 申明浩 民营科技企业创业模式与融资契约
山西财经大学

学报
2009年

132 申明浩
家族企业治理模式与“隧道行为”的国别

比较

山西财经大学

学报
2009年

133 申明浩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升级与金融支持

问题研究——以我国第二产业为例
国际贸易问题 2012年

134 申明浩
后危机时期粤商网络对企业国际化经营

的启示
经济学动态 2009年

135 申明浩
后危机时期粤商网络对广东企业国际化

经营的作用

广东对外经济

贸易发展研究

报告

2010年

136 申明浩 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来源在哪 改革 2010年

137 申明浩
产业结构互补性与竞争性举证：中国与韩

国
改革 2011年

138 申明浩

A Game Analysis of the Supervision Model
for Preventing Tunneling Behavior in
China

2011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2011年

139 隋广军
沿海地区受台风影响的易损性指标体系

与应急管理策略
改革 2012年

140 隋广军 台风灾害与地区经济差距:粤省证据 改革 2012年

141 隋广军
台风灾害的经济影响及其防御系统建设

——以台风“莫拉克”为例
国际经贸探索 2010年

142 隋广军 经济环境变迁与外贸发展策应:粤省证据 改革 2010年

143 隋广军
Predicting the Economic Loss of Typhoon
by Case Base Reasoning and Fuzzy Theory

Proc. of the
MLC 2011,
IEEE Xplore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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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隋广军
A Fuzzy Intelligent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for Typhoon Disaster Management

Proc. of the
FUZZ 2011,
IEEE Xplore

2011年

145 隋广军 改革的复杂性需要新型智库 改革 2014年

146 隋广军 国际经济形势发展、影响及对策建议 国际经贸探索 2013年

147 孙铭宗 论日本公私协力的变革与动向 浙江学刊 2015年

148 孙铭宗 论台湾地区法学教育的沿革与改革 行政法学研究 2016年

149 唐小松 中国网络外交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国际问题研究 2009年

150 唐小松
中国公共外交的国内统筹能力：问题与对

策思考
教学与研究 2012年

151 唐小松 英国网络外交评析 现代国际关系 2012年

152 唐小松
西方国家网络外交的新发展及其对中国

的启示
国际问题研究 2011年

153 唐小松 日本软实力外交探析 日本研究 2011年

154 唐小松 美国对华网络外交的策略及影响 现代国际关系 2011年

155 唐小松
美国的东南亚民主战略与《东盟宪章》背

后的困境
南洋问题研究 2009年

156 唐小松
澳大利亚国防政策的新变化及其原因和

前景分析
现代国际关系 2009年

157 唐小松 澳大利亚公共外交探析 国际观察 2012年

158 唐小松

The Futur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Dead End or
Crossroad?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2年

159 唐小松

王 凯
欧盟网络外交实践的动力与阻力 国际问题研究 2013年

160 王璐瑶
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

证分析
国际经贸探索 2015年

161 王璐瑶 TPP透视:成员国经贸关系与影响 国际经济合作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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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王璐瑶
TPP透视：“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议题

分析
国际经济合作 2015年

163 王璐瑶 TPP透视：“中小企业”议题分析 国际经济合作 2015年

164 王璐瑶
TPP 下一步可能动向及对亚太经济治理

的影响
战略决策研究 2016年

165 王贤彬 中国区域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世界经济文汇 2011年

166 王贤彬
中国地方官员经济增长轨迹及其机制研

究
经济学家 2010年

167 王贤彬 辖区经济增长绩效与省长省委书记晋升
经济社会体制

比较
2011年

168 王贤彬 区域市场的行政整合与经济增长 南方经济 2012年

169 王贤彬
晋升激励与投资周期――来自中国省级

官员的证据
中国工业经济 2010年

170 王贤彬 地方官员治理与区域协调发展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年

171 王贤彬 地方官员引领产业结构变动 经济学（季刊）2012年

172 王贤彬 地方官员晋升竞争与经济增长 经济科学 2010年

173 王贤彬 地方官员合谋与土地违法 世界经济 2011年

174 王贤彬 城市规模分布演进与经济增长 南方经济 2012年

175 王贤彬
财政激励、晋升激励与地方官员的土地出

让行为
中国工业经济 2011年

176 吴 艳 公共外交与广东企业“走出去”实践 战略决策研究 2015年

177 吴 艳 美国智库对南海问题的研究和政策观点 国际关系研究 2016年

178 吴 艳 对外传播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利器 对外传播 2016年

179 吴 艳 美国智库涉南海问题的主要政策观点
《社会科学文

摘》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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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夏金莱
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研究—

—基于行政法学的视角
法学评论 2015年

181 夏金莱 信访制度改革方案探析——法律行为视角 东南学术 2015年

182 夏金莱 法治视野下对信访受理范围的再思考
暨南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2015年

183 夏金莱 救济类信访处理行为原则及方式
广东行政学院

学报
2015年

184 夏金莱 行政决策中的公众参与类型研究
广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年

185 夏金莱 法治视野下信访终结机制构建
江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年

186 夏金莱 信访制度的功能变迁及改革思路评析
广西社会主义

学院学报
2015年

187 夏金莱 论信访救济对申诉专员制度的扬弃 嘉应学院学报 2015年

188 夏金莱
依法治国背景下发展农村社会组织的制

度思考

太原理工大学

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年

189 夏金莱 作为行政过程的行政决策及其范围界定 中国发展观察 2015年

190 夏金莱 信访相关机制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
信访与社会矛

盾问题研究
2016年

191 夏金莱 信访相关机制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
信访与社会矛

盾问题研究
2016年

192 肖鹞飞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问题研究——基于

国际贸易结算货币选择理论的视角

广东金融学院

学报
2012年

193 肖鹞飞 2008白云国际经贸论坛综述 国际经贸探索 2009年

194 许陈生
以“三维路径”破解名师工程的“三重困

境”
江苏高教 2011年

195 许陈生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与高技术产品进口

国际商务——

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学报

2012年

196 许陈生 我国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效率研究 科技管理研究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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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许陈生
国外专利权保护与出口——基于中国电

子信息业的实证研究
国际经贸探索 2011年

198 许陈生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美高尔夫运动的影响 体育学刊 2010年

199 许陈生 财政分权、法治环境与地方旅游业效率 旅游学刊 2012年

200 许陈生 FDI、对外贸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济管理 2009年

201 易行健
中国服务贸易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1984～2008
国际经贸探索 2010年

202 易行健
中国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的实

证检验

上海财经大学

学报
2011年

203 易行健
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波动的实证检验

——基于不同收入阶层视角

上海财经大学

学报
2011年

204 易行健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分项消费的联动

机制——基于混合均组方法的实证检验
上海经济研究 2012年

205 易行健
行业内 FDI技术外溢效应研究：基于广州

市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国际经贸探索 2009年

206 易行健 稳外需、加快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对策 南方日报 2012年

207 易行健 收入差距与消费行为的城乡示范效应
上海财经大学

学报
2012年

208 易行健
人民币预期升值率对货币需求影响的实

证检验 （1999-2007）
经济经纬 2010年

209 易行健
开放经济对专利创新溢出效应的行业差

异分析：基于广东省工业部门的实证研究
财贸经济 2009年

210 易行健
家庭社会网络与农户储蓄行为：基于中国

农村的实证研究
管理世界 2012年

211
易行健

刘 胜

欧盟国家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行为影响

的实证检验：1996～2009
国际经贸探索 2013年

212
易行健

刘 胜

欧盟国家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行为影响

的实证检验：1996～2009
国际经贸探索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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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易行健

刘 胜

杨碧云

民生性财政支出对我国居民消费率的影

响——基于 1996-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的

实证检验

上海财经大学

学报
2013年

214
易行健

吴庆源

杨碧云

中国城市化对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影

响的收入效应与示范效应:2000年～2009
年

经济经纬 2013年

215 袁 静

转型期纵向交易关系治理的决定因素—

—基于外资供应商与中国供应商视角的

比较研究

国际经贸探索 2012年

216 袁 静
转轨经济中纵向交易契约治理的决定因

素——产业环境与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
软科学 2012年

217 袁 静
以产学研联合实现中小企业的知识引进

与吸收
中国科技论坛 2009年

218 袁 静
产业链纵向交易中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

的实证研究
学术研究 2011年

219 张 翊
中间品进口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的影响
世界经济 2015年

220 周方银 周边环境走向与中国的周边战略选择 外交评论 2014年

221 周方银 实力、观念与不对称关系的稳定性 当代亚太 2014年

222 周方银
金砖合作机制能走多远——对国家博弈

过程与利益基础的分析
学术前沿 2014年

223 周方银
现实主义的生命力——一个没有答案的

问题
国际关系研究 2014年

224 周方银 亚洲多边合作的发展变化与中国的对策 当代世界 2014年

225 周方银 2014年国际政治与中国外交形势分析 战略决策研究 2015年

226 周方银 “一带一路”面临的风险挑战及其应对 国际观察 2015年

227 周方银 中国离全球治理体系的核心还有多远 当代世界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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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周方银

两面结盟现象的再思考——兼评《盟国的

敌人还是盟国?——古代朝鲜半岛国家

“两面结盟”之谜》

当代亚太 2016年

229 周方银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发展理念变革
人民论坛·

学术前沿
2016年

230 周方银 国际秩序变化原理与奋发有为策略 国际政治科学 2016年

231 周方银

Between Assertiveness and Self-restraint:
Understanding China’s South China Sea
Poli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6年

232 周方银
The U.S.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A
Chinese Perspective

Asian Politics &
Policy 2016年

233 周方银 中国周边环境与周边外交的战略选择 当代世界 2016年

234 周骏宇 制度的进化 科学.经济.社会 2010年

235 周骏宇 一步到位还是先就业后择业? 经济问题探索 2010年

236 周骏宇 人口流动视角下的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 教育发展研究 2010年

237 周骏宇 技术的进化范式 科技管理研究 2009年

238 周骏宇
二元经济背景下大学生的择业观——基

于逻辑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国家教育行政

学院学报
2010年

239 周骏宇
二元经济背景下毕业生就业意愿的实证

分析
高教探索 2010年

240 周骏宇
二元经济、高等教育投资回收周期与大学

生就业
中国高教研究 2010年

241
周骏宇

杨 军

广东外贸企业的困境、转型升级路径和政

策需求——基于结构方程的实证分析
国际经贸探索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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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作者 著作名称

著作

类型
出版社 出版时间

1 陈 和 现代产业体系中的基础产业 编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年

2 陈 和
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研究：

企业理论的新视角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

3 陈万灵 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理论与政策 专著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011年

4 陈万灵

广东外经贸蓝皮书——广东

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研究报告

（2011-2012）
编著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012年

5 陈万灵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 编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年

6 陈万灵 珠三角区域发展报告 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12年

7 邓可斌
粤商经营之道：多元化与专业

化的抉择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年

8 邓可斌 资产定价理论：范式转换及演进 编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年

9 邓可斌 市场准入、制度设计与风险防范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年

10 何 轩
香港华人家族企业：本土化与

国际化
编著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012年

11 胡仁杰 战略生态位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专著 科学出版社 2015年

12 胡仁杰 颠覆性创新：SNM视角 专著 科学出版社 2016年

13 胡仁杰 模糊社会网络理论与应用 专著 科学出版社 2016年

14 李 青
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国际化战

略研究
专著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14年

15 李 青
广东 LED产业链治理与国际

竞争力
编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6年

16 李 青
欧盟与英国碳排放贸易机制

研究对广东的启示
编著

世界图书出版

公司
2016年

17 李 青 中国自贸区建设与国际经验 编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6年

18 梁立俊
基于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与

行为金融研究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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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梁立俊 文莱社会文化与投资环境 编著
世界图书出版广

东有限公司
2012年

20 刘继森 世界经济概论 编著
上海财经大学

出版社
2010年

21 申明浩 企业家精神与企业成长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年

22 申明浩

谁在掏空中国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控制性家族的隧道

行为研究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

23 宋海啸 中国外交决策模式 专著 时事出版社 2015年

24 隋广军
广东外经贸蓝皮书《广东对外

经济贸易发展研究报告》
编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2010年

25 隋广军
广东开放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报告
编著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11年

26 隋广军 广东国际战略决策咨询报告 编著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12年

27 隋广军
《东南亚社会文化与投资环

境》系列丛书
编著 中国出版集团 2012年

28 隋广军 广东国际战略决策咨询报告 编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4年

29 隋广军
中国周边外交发展报告

（2015）
编著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年

30 隋广军 台风灾害评估与应急管理 专著 科学出版社 2015年

31 隋广军
Typhoon Impact and Crisis
Management 专著 Springer 2014年

32 隋广军
广州建设国际商贸中心的实

践与探索
专著 广州出版社 2013年

33 唐小松
外交形式的新发展:论公共外

交和网络外交
编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年

34 唐小松
2011年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决

策基础与政策分析
专著

世界图书出版

公司
2012年

35 王 海 新闻学原理 译著
中国传媒大学

出版社
2012年

36 王 海 中国本土报刊的兴起 译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2年

37 王 海 在华天主教报刊 译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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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王 海 中国新闻简史 译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2年

39 王璐瑶 世界投资报告 译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5年

40 王璐瑶 2016世界投资报告 译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6年

41 王贤彬 中国地方官员治理的增长绩效 专著 科学出版社 2011年

42 吴 艳 亚洲海洋战略 译著 人民出版社 2014年

43 吴 艳
南海地区形势报告：
2013-2014

专著 时事出版社 2015年

44 吴兆礼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智库丛

书“印度洋地区研究系列”《印

美全球伙伴关系研究》

专著 时事出版社 2015年

45 杨韶刚 一个幻觉的未来 译著 九州出版社 2014年

46 杨韶刚 超越快乐原则 译著 九州出版社 2014年

47 杨韶刚 自我与本我 译著 九州出版社 2014年

48 杨韶刚 文明及其缺憾 译著 九州出版社 2014年

49 杨韶刚 两百万岁的自性 译著
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13年

50 杨韶刚 道德发展手册 译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2年

51 杨韶刚
变的美学：临床心理学家的控

制论手册
译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2年

52 袁 静 跨国公司经营管理 编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0年

53 赵卫华
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周边

研究报告
编著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016年

54 赵卫华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报告

（2015-2016）
编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6年

55 周方银
中国周边外交发展报告

（2015） 编著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015年

56 周方银 金砖国家研究：理论与议题 编著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2016年

57 周骏宇
构建和完善公共财政体系

——广东五大财政建设研究
编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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