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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论坛 2018 在广州举办

 
                                                    （图为论坛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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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专家认真听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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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视台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论坛 2018 在广州举办 

 
（图为广东卫视的报道） 

 

 

 

 
 

(图为广东卫视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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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频道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论坛 2018 在广州举办 

 
（图为珠江频道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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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直播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论坛 2018 

 

（图为直播截图） 

网易直播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论坛 2018 

 

（图为我校党委书记隋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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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报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论坛 2018 在广州举办 

 
                                         （图为中国日报网的报道）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论坛 2018 在广州举办 

2018 年 11月 10日，由国家“一带一路”智库联盟、广东省人民政府指导，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国际智库论坛 2018 在广州举行。本届论坛以“中国对外开放与 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为主题，围绕“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产能

合作、国际环境变化与中国的选择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现区域共同发展与互利共赢建言献策。来自国家

发改委、中联部、外交部、商务部等中央部委和广东省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

会同俄罗斯、法国、韩国、澳大利亚、泰国、新加坡等 20余国的国际知名智库

和研究机构专家、学者，以及海丝沿线国家驻穗总领事、外国驻穗商会、友好组

织代表 300余人参加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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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副秘书长林积代表省政府欢迎各位嘉宾出席本届论坛。他

希望以论坛召开为契机，借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东风，进一步拓宽中外智库之间

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高校智库的作用，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积

极建言献策。 

国家发改委西部司副司长王强出席本次论坛，他在讲话中指“一带一路”建

设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要把“一带一路”打造成为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最广

泛国际合作平台。 

外交部政策规划司陈世杰参赞对本次论坛的召开表示祝贺，对第一届“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进行了成果总结，指出要为“一带一路”为全球化注入

新动力。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李钢副院长指出，我们要百尺竿头、更进一

步，在保持健康良性发展势头的基础上，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

变，要在项目建设、开拓市场、金融保障三方面下功夫。 

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立勇提出，要打造中外合作智库交流平台，

注重人文交流重要载体，打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理论体系与发展体系，从智库

的角度积极作为，并积极推动相关国际智库发展，传承和平合作。 

广东省商务厅厅长郑建荣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促贸易合作不断深化，国

际产能合作快速发展，自贸试验区逐步打造成为一带一路试验点，携手港澳参与

到建设中。广东省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要积极推动广东省“一带一路”

建设。 

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仓峰参与本次论坛，对本次论坛给予高度

评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何传添担任论坛专家演讲部分主持人。 

澳大利亚联邦人文学院院士马克林（Colin Mackerras）就中国现代发展三

个方面：基础设施改进、人民生活水品显著提高、中国城市现代化与改进进行了

演讲，并表示中国的崛起是中国领导人的领导、中国人民的努力共同造成的，而

不是其他国家的功劳。中国对于澳大利亚的影响也有所增加，例如中国留学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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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澳大利亚社会、经济、教育体制发展。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的演讲主题着重于在目前国

际社会关于“一带一路”的质疑下，要围绕国际目标与企业目标的关系及出路，

处理好国家目标与企业目标的关系，这对“一带一路”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

要。 

法国桥智库主席周瑞(Joel Ruet)以全球化为主题，围绕地缘性的全球化、

绿色全球化、全球化投资三方面展开对“一带一路”进行分析，强调要协调利益，

循序渐进，促进共享全球化、多元全球化，充分利用多元化智库资源。 

广东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教授陈鸿宇结合“核心——边缘模型”对区域圈

层结构变动的描述理论，就广东 40年开放格局演化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对广东

40年开放格局演化的影响展开演讲。 

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院长申明浩指出粤港澳打大湾区的标签是智能产业革

命引擎，全球产业运营平台，已经实现两个趋势、三个阶段、四链联通的发展融

合。 

 

  



 

中国社会科学网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论坛暨第六届“全球学与全

球治理论坛”在广州顺利召开 

 
（图为社会科学网的报道）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论坛暨第六届“全球学与   球

治理论坛”在广州顺利召开 

2018 年 11月 10日-11日，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中国

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南开大学全球问题研究所、吉林大学行政学

院联合主办的“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论坛暨第六届“全球学与全球

治理论坛”在广州盛大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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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广军负责主

持本次论坛的开幕式。他郑重表示论坛旨在助推国家实施“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建设和对外开放政策，传播 “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和“共商共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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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全球治理的理念。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西部开发司副司长王强，外交部政策

规划司参赞陈世杰，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李钢，中联部当代世

界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立勇，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副秘书长林积、广东省商务厅

厅长郑建荣，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仓峰等数十名领导嘉宾莅临参与，

并发表了开幕致辞。 

  10 日下午，第六届“全球学与全球治理论坛”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行政楼

国际会议厅拉开帷幕。论坛由教育部创新团队和发展计划带头人陈伟光教授主持。

校党委书记、著名智库专家隋广军教授致辞。 

  论坛的第一个议题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进程，由《天津社

会科学》主编赵景来主持，《国际政治研究》主编庄俊举评议。中国政法大学全

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蔡拓教授指出，中国要在硬实力要素、软实力要素、

提供世界公共物品的意愿和能力三个要素上进行评估和反思，对国家主义、民粹

主义、强人政治和单边主义说不。他认为这是解决当前全球治理困境的理性选择。 

  南开大学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吴志成教授认为，硬能力的欠缺，软能力与硬

能力的不匹配，以及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能力不足，已经成为阻碍中国参与全球

治理的三大原因。因此，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中国参与全球

治理的必经之路。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田野教授认为，中国的下一个经济活力的释放点

是国企的竞争中立改革。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高奇琦认为人工智能的

发展导致全球治理的混序结构，提升人类社会文明对话程度，但亦可能加大贫富

差距、降低就业率等。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耿协峰教授指出，

地区主义的未来出路在于地区间的协调和合作，以及地区治理和善治。吉林大学

行政学院副教授姚璐认为多边主义可能伴随着集体行动的困境，因此应处理好多

边主义中的公平性与低效性的矛盾。 

  第二个议题是“全球治理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及实施“，由广东外语外

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副校长杨励主持，《国际经贸探索》主编肖鹞飞评议。吉林大

学行政学院刘雪莲教授基于建构主义理论，就“一带一路”战略传播和实践“命

运共同体”理念的变量和基本路径进行了深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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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对外传播中心主任林跃勤从“一带一路”建设的角

度探讨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方案和路径。《国际贸易》杂志社社长郭周明提出

中国应从“数量驱动型”对外开放转向“创新驱动型”开放经济。天津外国语大

学涉外法政学院副院长李强教授评价了后《巴黎协定》时代，中国在全球气候治

理的制度性、科学性、道义性话语权以及提升对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

政治研究所冯维江副研究员提出，当前中国以“一带一路”战略推进新型全球化，

制度层面仍然不足，有待细化法律，完善相关政策体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

理学院杨娜副教授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前景和路径进行了分析。 

  议题三是中美经贸摩擦与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由《国外社会科学》编辑高媛

主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治理创新研究院院长赵龙跃教授评议。现代国际关

系研究院张敏谦教授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的成因和中国出路。《社会科学》杂志

社社长胡键认为中美贸易摩擦构成当前全球经济治理转型中的重要变量。中国社

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徐秀军从主体、客体和路径三个角度分析了中美

贸易摩擦背景下的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山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宋静副教授

阐述了国际规范的演进与 WTO的制度重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

院程永林副教授、商务英语学院王燕副教授、金融学院蔡伟宏副教授等分别从量

化分析、文本分析、制度竞争等角度探讨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实质和中国对

策。 

  议题四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由《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编辑部主任郑韶武主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梁立俊教授评议。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刘兴华副教授从东亚合作的视角分析了全球治理的问题、障

碍和对策。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王金良副教授梳理并评价了全球治理的理

论流派。天津市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葛建华副研究员探讨了中国-日本命运

共同体构建的可能性和意义。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杨昊讲师梳

理了全球化概念的起源和内涵。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迟永讲师

论述了美国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认知和判断。 

  本次论坛顺利进行、成果丰硕，论坛主持人陈伟光教授以真、诚、传、送、

全、学六个方面总结了本次会议对全球学研究精神的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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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论坛 2018 在广州举办 

 

（图为中国网报道）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论坛 2018 在广州举办 

中国网 11 月 11 日讯 2018 年 11 月 10 日，由国家“一带一路”智库联盟、

广东省人民政府指导，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共同主办

的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论坛 2018 在广州举行。本届论坛以“中国对外

开放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围绕“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国际产能合作、国际环境变化与中国的选择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现区域共同发展与互利

共赢建言献策。来自国家发改委、中联部、外交部、商务部等中央部委和广东省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会同俄罗斯、法国、韩国、澳大利亚、泰国、新加坡

等 20 余国的国际知名智库和研究机构专家、学者，以及海丝沿线国家驻穗总领

事、外国驻穗商会、友好组织代表 300余人参加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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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副秘书长林积代表省政府欢迎各位嘉宾出席本届论坛。他

希望以论坛召开为契机，借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东风，进一步拓宽中外智库之间

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高校智库的作用，为共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积

极建言献策。 

国家发改委西部司副司长王强出席本次论坛，他在讲话中指“一带一路”建

设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要把“一带一路”打造成为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最广

泛国际合作平台。 

外交部政策规划司陈世杰参赞对本次论坛的召开表示祝贺，对第一届“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进行了成果总结，指出要为“一带一路”为全球化注入

新动力。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李钢副院长指出，我们要百尺竿头、更进一

步，在保持健康良性发展势头的基础上，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

变，要在项目建设、开拓市场、金融保障三方面下功夫。 

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立勇提出，要打造中外合作智库交流平台，

注重人文交流重要载体，打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理论体系与发展体系，从智库

的角度积极作为，并积极推动相关国际智库发展，传承和平合作。 

广东省商务厅厅长郑建荣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促贸易合作不断深化，国

际产能合作快速发展，自贸试验区逐步打造成为一带一路试验点，携手港澳参与

到建设中。广东省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要积极推动广东省“一带一路”

建设。 

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仓峰参与本次论坛，对本次论坛给予高度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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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广军教授指

出，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也是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战略 5 周年，

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本届论坛以“中国对外开放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为主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此次论坛将有助于促进“海丝”沿线国家制度紧密

合作，推动“海丝”沿线国家携手组建共商、共建、共享，互惠、互利、互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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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愿望，发挥经济作用。同时，他指出，我校要积极回应国家和广东发展的重

大需求，努力发挥办学优势和特色，为新时代广东改革开放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

撑和人才保障。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何传添教授担任论坛专家演讲部分主持人。 

澳大利亚联邦人文学院院士马克林（Colin Mackerras）就中国现代发展三

个方面：基础设施改进、人民生活水品显著提高、中国城市现代化与改进进行了

演讲，并表示中国的崛起是中国领导人的领导、中国人民的努力共同造成的，而

不是其他国家的功劳。中国对于澳大利亚的影响也有所增加，例如中国留学生有

利于澳大利亚社会、经济、教育体制发展。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的演讲主题着重于在目前国

际社会关于“一带一路”的质疑下，要围绕国际目标与企业目标的关系及出路，

处理好国家目标与企业目标的关系，这对“一带一路”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

要。 

法国桥智库主席周瑞(Joel Ruet)以全球化为主题，围绕地缘性的全球化、

绿色全球化、全球化投资三方面展开对“一带一路”进行分析，强调要协调利益，

循序渐进，促进共享全球化、多元全球化，充分利用多元化智库资源。 

广东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教授陈鸿宇结合“核心——边缘模型”对区域圈

层结构变动的描述理论，就广东 40 年开放格局演化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对广东

40年开放格局演化的影响展开演讲。 

 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院长申明浩指出粤港澳打大湾区的标签是智能产业革

命引擎，全球产业运营平台，已经实现两个趋势、三个阶段、四链联通的发展融

合。 

本次论坛包括 1 场主论坛，4 场分论坛，6 个主题报告，8 位中外特邀嘉宾

政策阐述。与会专家学者分别围绕“‘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 “‘一带一

路’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国际产能合作”、“国

际环境变化与中国的选择”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本届论坛充分发挥了智库的公共外交、二轨外交功能，搭建了与沿线国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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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有效推进了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力促进了广

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实施方案的政策宣传，深入了解了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

的真实需求与想法，大力推动了中国（广东）与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与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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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网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论坛 2018 在广州举办

 

                                                 （图为光明网报道）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论坛 2018 在广州举办 

2018 年 11月 10日，由国家“一带一路”智库联盟、广东省人民政府指导，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国际智库论坛 2018 在广州举行。本届论坛以“中国对外开放与 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为主题，围绕“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产能

合作、国际环境变化与中国的选择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现区域共同发展与互利共赢建言献策。 

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副秘书长林积表示，希望以论坛召开为契机，借中国深化

改革开放的东风，进一步拓宽中外智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高校智库的

作用，为共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积极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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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西部司副司长王强表示，要把“一带一路”打造成为顺应经济全

球化潮流的最广泛国际合作平台。 

   外交部政策规划司陈世杰参赞对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进

行了成果总结，并表示要为“一带一路”为全球化注入新动力。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李钢副院长认为，我们要百尺竿头、更进一

步，在保持健康良性发展势头的基础上，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

变，要在项目建设、开拓市场、金融保障三方面下功夫。 

  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立勇提出，要打造中外合作智库交流平台，

注重人文交流重要载体，打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理论体系与发展体系，从智库

的角度积极作为，并积极推动相关国际智库发展，传承和平合作。 

  广东省商务厅厅长郑建荣表示，“一带一路”建设促贸易合作不断深化，国

际产能合作快速发展，自贸试验区逐步打造成为一带一路试验点，携手港澳参与

到建设中。广东省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要积极推动广东省“一带一路”

建设。 

  澳大利亚联邦人文学院院士马克林（Colin Mackerras）就中国现代发展三

个方面：基础设施改进、人民生活水品显著提高、中国城市现代化与改进进行了

演讲。并表示，中国对于澳大利亚的影响有所增加，例如中国留学生有利于澳大

利亚社会、经济、教育体制发展。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的演讲主题着重于在目前国

际社会关于“一带一路”的质疑下，要围绕国际目标与企业目标的关系及出路，

处理好国家目标与企业目标的关系，这对“一带一路”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

要。 

  法国桥智库主席周瑞(Joel Ruet)以全球化为主题，围绕地缘性的全球化、

绿色全球化、全球化投资三方面展开对“一带一路”进行分析，强调要协调利益，

循序渐进，促进共享全球化、多元全球化，充分利用多元化智库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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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教授陈鸿宇结合“核心——边缘模型”对区域圈

层结构变动的描述理论，就广东 40年开放格局演化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对广东

40年开放格局演化的影响展开演讲。 

  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院长申明浩提出，粤港澳大湾区的标签是智能产业革命

引擎，全球产业运营平台，已经实现两个趋势、三个阶段、四链联通的发展融合。 

  本次论坛包括 1场主论坛，4场分论坛，6个主题报告，8 位中外特邀嘉宾

政策阐述。与会专家学者分别围绕“‘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 “‘一带一

路’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国际产能合作”、“国

际环境变化与中国的选择”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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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论坛 2018”在广州举办 

 

（图为新华网报道）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论坛 2018”在广州举办 

新华网广州 11 月 11 日电（李俊豪 王厚启）11 月 10 日，由广东国际战略

研究院、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

论坛 2018”在广州举行。 

 本届论坛以“中国对外开放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包括 1 场主论

坛，4 场分论坛，6 个主题报告。与会专家学者分别围绕“‘一带一路’与全球

治理” “‘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国际产

能合作”“国际环境变化与中国的选择”等议题展开讨论，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

放、共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现区域共同发展与互利共赢建言献策。 

  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林积说，以论坛进一步拓宽中外智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发挥高校智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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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李钢认为，在保持健康良性发展势头

的基础上，要推动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在项目建设、

开拓市场、金融保障三方面下功夫。 

  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立勇说，要打造中外合作智库交流平台，

注重人文交流重要载体；打造国际合作理论体系与发展体系，从智库的角度积极

作为，并积极推动相关国际智库发展，传承和平合作。 

  广东省商务厅厅长郑建荣说，随着国际产能合作快速发展，广东省作为海上

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要推动发展更上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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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广军表示，

此次论坛将有助于促进“海丝”沿线国家紧密合作，推动“海丝”沿线国家携手

实现共商、共建、共享，互惠、互利、互赢的美好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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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网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论坛在广州举办 

 

（图为南方网报道）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论坛在广州举办 

来自国家发改委、中联部、外交部、商务部等中央部委和广东省政府相关职能部

门负责人，会同俄罗斯、法国、韩国、澳大利亚、泰国、新加坡等 20余国的国

际知名智库和研究机构专家、学者，以及海丝沿线国家驻穗总领事、外国驻穗商

会、友好组织代表 300余人参加了论坛。 

  据了解，本次论坛包括 1场主论坛，4场分论坛，6个主题报告，8位中外

特邀嘉宾政策阐述。与会专家学者分别围绕“‘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 

“‘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国际产能合

作”、“国际环境变化与中国的选择”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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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副秘书长林积代表省政府欢迎各位嘉宾出席本届论坛。他

希望以论坛召开为契机，借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东风，进一步拓宽中外智库之间

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高校智库的作用，为共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积

极建言献策。 

  国家发改委西部司副司长王强出席本次论坛，他在讲话中指“一带一路”建

设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要把“一带一路”打造成为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最广

泛国际合作平台。 

  广东省商务厅厅长郑建荣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促贸易合作不断深化，国

际产能合作快速发展，自贸试验区逐步打造成为一带一路试验点，携手港澳参与

到建设中。广东省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要积极推动广东省“一带一路”

建设。 

  据悉，本届论坛充分发挥了智库的公共外交、二轨外交功能，搭建了与沿线

国家和地区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有效推进了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力促

进了广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实施方案的政策宣传，深入了解了海丝沿线国家

和地区的真实需求与想法，大力推动了中国（广东）与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交

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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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快报网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论坛 2018 在穗举办 

 
（图为新快报的报道）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论坛 2018 在穗举办 

新快报讯 记者 王娟 实习生 刘咏怡 通讯员 王豪菁报道 2018 年是改革

开放 40 周年 ，" 一带一路 "5 周年。为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共建 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实现区域共同发展与互利共赢，11 月 10 日，由国家 " 一带

一路 " 智库联盟、广东省人民政府指导，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中联部当代世

界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论坛 2018 在广州举行。

有俄罗斯、法国、韩国、澳大利亚等 20 多个国家，共三百余人积极与会。 

会上，广东省商务厅厅长郑建荣指出，" 一带一路 " 建设促贸易合作不断

深化，国际产能合作快速发展，自贸试验区逐步打造成为一带一路试验点，携手

港澳参与到建设中。广东省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要积极推动广东省 " 

一带一路 "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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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保持健康良性发展势头的基础上，推动共

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李钢副院

长指出。同时，他提到要在项目建设、开拓市场、金融保障三方面下功夫。 

另外，海外专家也纷纷演讲献策。澳大利亚联邦人文学院院士马克林（Colin 

Mackerras）首先用标准的中文问候与会人员，接着提到：" 我坐过中国的高铁，

很舒服。" 他就中国基础设施改进、人民生活水品显著提高、中国城市现代化与

改进三个方面进行了演讲，并表示中国的崛起是中国领导人的领导、中国人民的

努力共同造成的，而不是其他国家的功劳。" 中国对于澳大利亚的影响也有所增

加，例如中国留学生有利于澳大利亚社会、经济、教育体制发展。" 他说道。 

本次论坛包括 1 场主论坛，4 场分论坛，6 个主题报告，8 位中外特邀嘉

宾政策阐述。与会专家学者分别围绕 " ‘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 "、 " ‘一带

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国际产能合作 "、" 国

际环境变化与中国的选择 " 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充分发挥了智库的公共外

交、二轨外交功能，搭建了与沿线国家和地区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有效推进了

我国的 " 一带一路 " 倡议，有力促进了广东参与 " 一带一路 " 建设实施方案

的政策宣传，深入了解了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真实需求与想法，大力推动了中

国（广东）与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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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论坛 2018 在广州举办 

 
（图为新浪网转发报道）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论坛 2018 在广州举办 

原标题：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论坛 2018 在广州举办 

中国网 11 月 11 日讯 2018 年 11 月 10 日，由国家“一带一路”智

库联盟、广东省人民政府指导，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中联部当代世界

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论坛 2018 在广州举

行。本届论坛以“中国对外开放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围

绕“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产能合作、国际

环境变化与中国的选择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现区域共同发展与互利共赢建言献策。

来自国家发改委、中联部、外交部、商务部等中央部委和广东省政府相

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会同俄罗斯、法国、韩国、澳大利亚、泰国、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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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等 20 余国的国际知名智库和研究机构专家、学者，以及海丝沿线国

家驻穗总领事、外国驻穗商会、友好组织代表 300 余人参加了论坛。 

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副秘书长林积代表省政府欢迎各位嘉宾出席本

届论坛。他希望以论坛召开为契机，借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东风，进一

步拓宽中外智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高校智库的作用，为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积极建言献策。 

国家发改委西部司副司长王强出席本次论坛，他在讲话中指“一带

一路”建设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要把“一带一路”打造成为顺应经济

全球化潮流的最广泛国际合作平台。 

外交部政策规划司陈世杰参赞对本次论坛的召开表示祝贺，对第一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进行了成果总结，指出要为“一带一

路”为全球化注入新动力。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李钢副院长指出，我们要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在保持健康良性发展势头的基础上，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要在项目建设、开拓市场、金融保障三方面下功夫。  

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立勇提出，要打造中外合作智库

交流平台，注重人文交流重要载体，打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理论体系

与发展体系，从智库的角度积极作为，并积极推动相关国际智库发展，

传承和平合作。 

广东省商务厅厅长郑建荣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促贸易合作不断

深化，国际产能合作快速发展，自贸试验区逐步打造成为一带一路试验

点，携手港澳参与到建设中。广东省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要

积极推动广东省“一带一路”建设。 

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仓峰参与本次论坛，对本次论坛

给予高度评价。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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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广

军教授指出，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也是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

路”战略 5 周年，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本届论坛以“中国对外开放

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此次论坛将有

助于促进“海丝”沿线国家制度紧密合作，推动“海丝”沿线国家携手

组建共商、共建、共享，互惠、互利、互赢的美好愿望，发挥经济作用。

同时，他指出，我校要积极回应国家和广东发展的重大需求，努力发挥

办学优势和特色，为新时代广东改革开放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和人才

保障。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何传添教授担任论坛专家演讲部分主持

人。 

澳大利亚联邦人文学院院士马克林（Colin Mackerras）就中国现

代发展三个方面：基础设施改进、人民生活水品显著提高、中国城市现

代化与改进进行了演讲，并表示中国的崛起是中国领导人的领导、中国

人民的努力共同造成的，而不是其他国家的功劳。中国对于澳大利亚的

影响也有所增加，例如中国留学生有利于澳大利亚社会、经济、教育体

制发展。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的演讲主题着重于

在目前国际社会关于“一带一路”的质疑下，要围绕国际目标与企业目

标的关系及出路，处理好国家目标与企业目标的关系，这对“一带一路”

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法国桥智库主席周瑞(Joel Ruet)以全球化为主题，围绕地缘性的

全球化、绿色全球化、全球化投资三方面展开对“一带一路”进行分析，

强调要协调利益，循序渐进，促进共享全球化、多元全球化，充分利用

多元化智库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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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教授陈鸿宇结合“核心——边缘模型”

对区域圈层结构变动的描述理论，就广东 40年开放格局演化历史逻辑、

理论逻辑对广东 40 年开放格局演化的影响展开演讲。 

 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院长申明浩指出粤港澳打大湾区的标签是

智能产业革命引擎，全球产业运营平台，已经实现两个趋势、三个阶段、

四链联通的发展融合。 

本次论坛包括 1 场主论坛，4 场分论坛，6 个主题报告，8 位中外特

邀嘉宾政策阐述。与会专家学者分别围绕“‘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  

“‘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国际

产能合作”、“国际环境变化与中国的选择”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本届论坛充分发挥了智库的公共外交、二轨外交功能，搭建了与沿

线国家和地区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有效推进了我国的“一带一路”倡

议，有力促进了广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实施方案的政策宣传，深入

了解了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真实需求与想法，大力推动了中国（广东）

与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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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羊网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论坛 2018 在广州举办 

 

（图为金羊网的报道）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论坛 2018 在广州举行 

国家发改委西部司副司长王强：要把“一带一路”打造为最广泛国际合作平台 

金羊网讯 记者孙唯报道：11月 10日，由国家“一带一路”智库联盟、广

东省人民政府指导，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论坛 2018 在广州举行。 

本届论坛以“中国对外开放与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围绕“一带

一路”与全球治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产能合作、国际环境变化与中国的

选择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共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实现区域共同发展与互利共赢建言献策。来自国家发改委等中央部委和广东省政

府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会同俄罗斯、法国、韩国等 20余国的国际知名智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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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机构专家、学者，以及海丝沿线国家驻穗总领事、外国驻穗商会、友好组织

代表 300 余人参加论坛。 

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副秘书长林积代表省政府欢迎各位嘉宾出席本届论坛。他

希望以论坛召开为契机，借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东风，进一步拓宽中外智库之间

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高校智库的作用，为共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积

极建言献策。 

国家发改委西部司副司长王强出席本次论坛，他表示，“一带一路”建设机

会和成果属于世界，要把“一带一路”打造成为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最广泛国

际合作平台。 

广东省商务厅厅长郑建荣说，“一带一路”建设促贸易合作不断深化，国际

产能合作快速发展，自贸试验区逐步打造成为一带一路试验点，携手港澳参与到

建设中。广东省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要积极推动广东省“一带一路”

建设。 

澳大利亚联邦人文学院院士马克林（Colin Mackerras）就中国现代发展三

个方面：基础设施改进、人民生活水品显著提高、中国城市现代化与改进进行演

讲，并表示中国的崛起是中国领导人的领导、中国人民的努力共同造成的，而不

是其他国家的功劳。中国对于澳大利亚的影响也有所增加，例如中国留学生有利

于澳大利亚社会、经济、教育体制发展。 

据悉，本次论坛包括 1场主论坛，4 场分论坛，6个主题报告，8位中外特

邀嘉宾政策阐述。本届论坛充分发挥智库的公共外交、二轨外交功能，搭建与沿

线国家和地区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有效推进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力促

进广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实施方案的政策宣传，深入了解了海丝沿线国家和

地区的真实需求与想法，大力推动中国（广东）与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与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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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论坛 2018 在穗丼办 

 

（图为凤凰网新闻消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论坛 2018 在穗丼办 

原标题：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论坛 2018 在穗丼办 

南方网讯 （全媒体记者/陈芳庭 通讯员/刘红艳）“‘一带一路’建设机会

和成果属于世界。”11 月 10 日，由国家“一带一路”智库联盟、广东省人民政

府指导，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论坛 2018”在广州丼行，国家发改委西部司副司长王强

表示，要把“一带一路”打造成为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最广泛国际合作平台。 

本届论坛以“中国对外开放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围绕“一带

一路”与全球治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产能合作、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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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论坛开锣  

 

（图为信息时报的报道）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论坛开锣 

信息时报讯（记者 奚慧颖 通讯员 刘红艳）昨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国际智库论坛 2018”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行。本届论坛以“中国对外开放与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政府部门负责人、专家、学者、总领事等 20多

国的 300 余人参与，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现

区域共同发展与互利共赢建言献策。 

开幕式上，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立勇提出，要打造中外合作智库

交流平台，注重人文交流重要载体，打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理论体系与发展体

系，从智库的角度积极作为，并积极推动相关国际智库发展，传承和平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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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广东的参与度指数连续三年

在全国排名第一。”广东省商务厅厅长郑建荣则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促贸易

合作不断深化，国际产能合作快速发展，自贸试验区逐步打造成为一带一路试验

点，携手港澳参与到建设中。广东省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要积极推动

广东省“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的演讲主题着重于在目前国际

社会关于“一带一路”的质疑下，要围绕国际目标与企业目标的关系及出路，处

理好国家目标与企业目标的关系，这对“一带一路”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他认为，要以“义利观”为基础，构建“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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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报 

中外专家学者热议“一带一路” 

 

（图为南方日报的报道） 

 

中外专家学者热议“一带一路” 

      南方日报讯 （记者/陈芳庭 通讯员/刘红艳）“‘一带一路’建设

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11 月 10日，由国家“一带一路”智库联盟、广东省人

民政府指导，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论坛 2018”在广州举行，国家发改委西部司副司长

王强表示，要把“一带一路”打造成为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最广泛国际合作平

台。 

      本届论坛以“中国对外开放与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围绕

“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产能合作、国际环境变化与

中国的选择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目录
	（图为信息时报的报道）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论坛开锣
	信息时报讯（记者 奚慧颖 通讯员 刘红艳）昨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论坛2018”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行。本届论坛以“中国对外开放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政府部门负责人、专家、学者、总领事等20多国的300余人参与，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现区域共同发展与互利共赢建言献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