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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专题

历史发展、文明繁盛、人

类进步，离不开先进思想的

引领。11 月 15 日，开放浙

江与“一带一路”建设智库论

坛在浙江外国语学院举行。

本届论坛由浙江省社会

科学界联合会、浙江外国语

学院主办，浙外国别和区域

研究中心承办，旨在梳理总

结浙江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的研究成果和经验，促进浙

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

流合作，推动浙江“一带一

路”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

省社科联一级巡视员邵

清出席论坛并致辞。浙外党

委书记宣勇致开幕词，副校

长张环宙主持开幕式。浙江

省商务厅副厅长张钱江、浙

江省发改委对外开放处处长

谭燮良以及相关企业代表、

中外学者等作主旨报告。浙

外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主

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原

校长周烈主持主旨报告。

会上，中外智库专家和

企业界代表还进行了两场圆

桌对话，与会代表从学术研

究和实践探索角度，集思广

益，汇“智”登新“高”，为建设

开放浙江，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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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国明
中国巨石发展战略部总经理

企业国际化要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以

及所处行业的竞争态势作出战略选择，国

际化最根本的目的是市场和技术，在投资

过程中要兼顾经济效益和风险控制。“走出

去”过程中，企业会面临文化冲突、汇率波

动、政局不稳、法律风险等诸多风险。企业

在国际化的初始阶段就要重视内外协同，

组建内部专业团队和外部咨询团队，并在

国际化项目的推进和落地阶段，建立员工

互相包容的文化，提高本土化率。

——《浙江企业国际化的路径和思考》

纪韶融
中德对话论坛德方总秘书长、博世基

金会中国事务高级经理

“丝绸之路”最早是由德国人李希霍芬

提出的。但目前，不少欧洲人对“一带一路”

概念的理解还不深，甚至含有误会的成分。

因此，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中国

应加强自我认同，自觉承担起大国的地位和

责任，更加注重人文外交和软实力建设，帮

助全球各国更好认识世界、认识中国。如开

展高质量、创新型的国际人才培训，将“一带

一路”全球愿景与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相结

合等，都是实现人文交流的重要途径。

——《古史、故事、股市——德国人眼

中的人文外交》

伊西祖恩·迈克尔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尼日利亚研

究中心执行主任

“一带一路”倡议在推动工业化、创造

就业、发展基础设施、改善投资环境等领域

为世界带来机遇。非洲国家应深度参与这

一倡议，推动非洲经济全面发展。

——《中国和平发展与“一带一路”倡

议中的国家形象》

陈健
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秘书长

基于目前包括创新型自贸区在内的新

型国际化平台，从“一带一路”带来的全方

位开放大格局、新步伐着手，提出新型国际

化服务平台的核心内涵以及政府、中介、企

业和高端智库之间的互动机制，并提出了一

系列政策措施，包括加大公共财政对基础设

施建设的支持等财政政策；支持设立海外产

业基金等金融扶持政策；允许在土地管理改

革方面先行先试等土地政策，等等。

——《新平台、新推力——加快搭建新

型国际化服务平台，助力中小企业“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

马晓霖
浙江外国语学院“西溪学者”杰出人

才、教授

“一带一路”倡议破解中国困境，引领全

球发展。“浙江走出去”具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在资本、农业、渔业、港口、电商、商品、制

造等多方面，可以使“企业走出去”全方位发

力。浙江未来应在明确分工、充分调研、市

场导向、多元参与、精耕细作、入乡随俗等方

面加大研究布局，突破人才、产业以及结构

瓶颈，使浙江进一步在对接和融入“一带一

路”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一带一路”与浙江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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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勇
浙江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

“主动对接‘一带一路’，

积极服务开放强省”，是浙外

的使命担当和价值追求。近年

来，学校坚持立足浙江、放眼

全球，致力于凝炼学科特色，大

力推进“新型智库”建设，成效初

显。目前，学校正在着力建设

浙江省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重点

基地、服务浙江开放强省的智

囊高地、浙江国际文化教育交

流的重要阵地。未来，浙外将

努力汇聚和培养一批熟悉浙江

省情、能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

的专家，建成几个党和政府信

得过、用得上，在省内乃至国内

具有高知名度的特色智库，为

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开

放提供智力支持，努力建设成

为国内知名外语特色鲜明、教

育品质一流的应用型高校。

朱李鸣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总

经济师

要充分发挥浙江的民营经济、华侨华

商、数字经济以及标准化等方面的优势，着

重在港口合作、数字贸易统计、油气全产业

链、海洋合作、科教合作等领域加强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

金健人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东北亚

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首席专家、教授

韩国“新南方政策”的推行，体现了东

盟巨大的市场发展潜力。中、韩、东盟之间

优势互补，合作前景广阔。

咸佩心 浙江外国语学院德国研究中

心执行主任、西方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

要以海外受众“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

理解的语言，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

声音”。浙江外国语学院正在尝试以良渚

文化虚拟仿真实验为抓手，结合当前德国

汉语教学现状，在外语教育中融入中国文

化，让中国故事走进学校，走进中外学子心

中，同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莱娜塔·赤赫洛娃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捷克研究中心研究员

捷克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重要贸易

伙伴，中捷两国贸易投资合作历史悠久，加

强两国经贸合作符合两国的战略利益。尤

其是浙江对捷克的高质量投资项目，已产生

显著经济效应，促进了产业链上相关企业的

进一步合作。建议增加对捷克进口和基础

设施投资，并制定推动贸易平衡等对策。

穆罕默德 浙江工商大学“一带一路”

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中国与中东、非洲的友谊源远流长，

“一带一路”倡议给中东以及全球的经济发

展带来极大优势，应加强与中东、非洲国家

合作，携手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肖克 中国人民大学中东非洲研究中

心研究员

“一带一路”倡议中，构建与沿线阿拉

伯国家的良好合作关系是中国对中东外交

政策的重中之重。

达纳拉萨姆 印度阿查里亚班加罗尔学

校主任，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商学院教授

浙江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

应进一步发挥在贸易、服务、金融、教育等

方面的优势，提高对外经贸水平，体现“浙

商精神”。

夏建忠 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海外投资

总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文化差

异显著，给双边经贸合作带来巨大挑战，应努

力加强彼此有效沟通、相互理解、建立信任。

邵龙河 汇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普通民众的宣传力度，并注重对专业

人才的培养。

丁德坤 美国浙杭同乡会会长、杭州侨

商协会执行会长、浙江中睿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

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应充分利用使

馆、行业协会、华人华侨等多种渠道，深入

了解东道国的国家法规和市场状况，有效

化解政治、市场、文化等诸多风险因素。

闫国庆 浙江万里学院副校长、宁波海

上丝绸之路研究院院长、教授

应以创新思维整合资源，以“产业+资

本+区块链”的模式进一步拓展“一带一路”

建设思路。积极建立企业、大学、智库联

盟，实现信息互通。

赵建华 浙江省商务研究院副院长

民营企业是浙江企业“走出去”的中

坚力量，发展基础良好。

政府应加大对民营跨国公司的培育

力度，强化规划指导、有效化解融资困难、

加强与本土经济的共赢发展。

周玲 浙江工商大学“一带一路”研究

中心执行主任，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阿拉伯

语系主任、教授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相互了解相对缺

乏，应进一步加快双方人文交流，更好实现

民心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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