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单位职务/职称 

地址 

邮箱           

2017 年 9 月 20 日 

尊敬的 xxxx,  

    我们代表全球中国对话系列论坛组委会邀请您为第四届全球中国对话的参会者。该活动

由全球中国研究院、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和中国人民大

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共同举办。 

    全球中国对话是一项以“转文化”(transculturality)和社会创造为核心概念的系列活动，旨在

从跨学科和比较的视野，通过华人和非华人学者、专家、专业人士、从业者以及感兴趣者们

的公共对话和讨论，提高公众对当前全球事务的理解。除了大专院校、研究部门和专业智库

之外，全球中国对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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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

良性循环、推进全球公共利益并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提供一个高端平台(见附件二)。  

第四届全球中国对话的主题是“一带一路：为了共同目标的转文化合作”。这是世界上唯

一的把来自中国的“一带一路”作为全球倡议，来讨论中国和中国人如何参与全球社会的社

会建设与综合治理的高端论坛: 

• 一带一路如何连接不同的文明 

• 转文化实践中的民心相通 

• 一带一路的理论与法律基础 

• 媒体如何把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对人类共同体的贡献来传播     

        第四届全球中国对话将于以下日期和地点举办: 

• 11 月 30 日下午 14:00-17:00 注册，中国社会科学全球化研讨会，威斯敏斯特大学 

• 12 月 1 日全天 8:30-17:00 对话活动, 英国学术院 

• 12 月 1 日晚上 18:00-20:00 招待会, 英国议会大厦 

• 12 月 2 日全天 10:00-16:00 社科汉语工作坊, 伦敦国王学院 

        为了加强英中社会科学界的合作，我们提供 8 天套餐包括三天的活动及其主要会议前的

量身定制学术交流活动 (见附件一) 。大会的会务费为 580 镑。请注意，您将承担您于 2017 年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3 日在英国期间的所有费用。 

您诚挚的       
 

 
 

Professor Xiangqun Chang           Professor Kerry Brown       Professor Hugo de Burgh                 Professor WANG Wen         

Director, Global China Institute;     Director, Lau China Institute,    Director, China Media Centre,         Executive Dean, RDCY 

Honorary Professor of UCL, UK    King’s College London, UK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UK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常向群教授       凯瑞·布朗教授        戴雨果教授      王文教授 

全球中国研究院院长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荣誉教授     中国研究院院长            中国传媒中心主任            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http://www.gci-uk.org/x.chang
http://www.kcl.ac.uk/sspp/sga/lci/people/director/Professor-Kerry-Brown.aspx
http://www.westminster.ac.uk/?a=19167
https://www.wbefshanghai2017.com/Data/View/827
http://www.gci-uk.org/x.chang
http://www.ccpn-global.com/cn/cms.php?artid=313&catid=241
http://www.westminster.ac.uk/?a=19167
http://www.rdcy.org/more_zl.php?cid=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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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日程安排 (2017 年 11 月 26 日-12 月 3 日) 

日期 星期 安排 

26-29/11 日-三 抵达伦敦；量身定制学术交流活动 

30/11-2/12 四-六 三天的活动 

3/12 日 去机场回国 

联系人: 熊祎女士 全球中国研究院助理行政经理 

+447599052456；info@gci-uk.org  

附件二 全球中国对话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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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势也正在发生深刻变革。 

    全球所有的国家，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不得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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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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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性影响、气候变化的强制以及新

能源的发现和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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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领导人设计反映现状和长期目标的发展战略。商界领导人和企业家

也将大量资源投入到学习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方面。专家和学者的关注对

全球治理和文化元素的效率、探究文化和意识形态如何提高对全球社会的治理，悄悄地产生

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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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和中国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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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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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习近平主席访问了 55 个国家，推动他所倡导的“一带一路”的区域发展战略与中

国的治国理政模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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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info@gci-u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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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中国对话系列 

        西方需要与中国进行对话，讨论共同关心的上面提及的人类面临的问题。全球中国对话

系列（GCDS）关注这些问题是为了从跨学科和比较的视野，通过华人和非华人学者、专家、

专业人士、从业者以及感兴趣的学者们的公共对话与讨论，提高公众对当前全球事务和共同

感兴趣的话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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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高端平台。 

        这项系列活动是一个持续进行的社会创造性活动，它把中国与西方的学者和意见领袖聚

在一起，探讨转文化与文化生成性，参与型塑超越单一文化、国家、民族的“全球文化空间”。 

        全球中国对话还发展“文明的对话”的规则，鼓励双方彼此相互倾听、理解文化差异、尊

重地方习俗、接受不同的观点、承认人类的共同命运。这些规则尤其探讨由各国政府、国际

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以及公民为主题的新型的全球治理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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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智并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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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 年 第七届全球中国对话：全球治理改革 

 

主办单位 

         全球中国研究院（公益组织注册号：1154640；英国社会科学院成员单位）通过中国与世

界的比较性的对话来履行其为所有人谋福利的使命。通过其全球网络和出版物，如《中国比

较研究》和系列丛书以及全球中国对话系列，它旨在提供平台使中国和西方思想家一起讨论

与研究，生成共享的成果，以创造一个造福于人类的世界。该活动呈现出学术界、政府、国

际组织以及学术非政府组织在全球问题与治理领域的关注和转文化实践。 

       全球中国对话系列是由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全球青年精英计划（YES Global）和UVIC

集团于2014年发起的。2015年是中英文化交流年，第二届全球中国对话活动得到了中国驻英

大使馆文化处、英国文化委员会、英国社会学会、中国世界政治研究会等机构、学术团体和

参与活动的所有支持和赞助单位的鼎力相助。 

       现在，全球中国对话系列是由全球中国研究院、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英国威斯

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联合主办。          

组委会 

主席   

• 常向群教授，全球中国研究院院长(英国); 伦敦大学学院荣誉教授 

• 凯瑞·布朗教授，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 

• 戴雨果教授，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主任 

• 王文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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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按姓氏拼音顺序）  

• 马丁·阿尔布劳教授，英国社科院院士,英国社会学会名誉副主席 

• 冯东宁博士，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语言系高级讲师 

• 王斯福教授，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荣休教授  

• 克里斯·汉森先生，英中了解协会秘书长 

• 马丁·雅克先生，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和国际研究高级研究员 

• 李强教授，中国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社会学学会前会长 

• 李嵬教授，英国社科院院士，伦敦大学学院教育研究所应用语言学中心主任 

• 罗教讲教授,中国武汉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全球中国研究院副院长 

• 托尼·麦肯勒里教授,英国社科院院士，皇家艺术院院士，英国经济社会研究委员会代

理首席执行官兼研究主任 

• 张乐天教授，中国复旦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心、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主

任，全球中国研究院中方院长 
 

支持单位（按拼音顺序） 

 

• 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 

• 欧洲改革中心  

• 伦敦大学学院应用语言研究中心 

•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翻译研究中心 

• 法国中欧社会论坛 

• 英国筷子俱乐部 

• 中国复旦大学当代社会生活资料研究中心 

• 英国社科语料库研究中心  

• 全球中国出版社 

• 全球中国智库  

• 《中国比较研究》 

• 伦敦中国研究社 

• 中国复旦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心 

• 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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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英中了解协会 

• 英国汉学研究生学会 

• 英国社会学会 

• 中国社会学会 

• 英国 UVIC 教育集团 

 

赞助单位（按拼音顺序） 

•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 中国浙江传媒学院话语与传播研究中心 

• 上海天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武汉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 

• 消失世界基金会 

媒体支持单位 

http://www.dialogue.global-china.org/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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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网 

• 新华社新华网 

• 《中国日报》欧洲分社 

• 《欧洲时报》 

 

(待更新) 

 

 

 

http://www.dialogue.global-china.org/index.php
http://www.globalchinaunit.org/cms.php?artid=328&catid=2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