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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1.全球价值链发展和“一带一路”产能合作； 

2019年7月23日，因创新团队发展及建设需要，团队成员在广东国际战略研

究院会议室进行了题为“全球价值链发展和“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现状、问题

及对策”的内部专题学术交流。全球价值链重构成为当前世界经济的显著特征，

全球价值链重构带来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的再布局。全球价值链重构对中国带来的

挑战不言而喻，但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新的战略机遇期。随着中国在

国际直接投资方面的全球地位不断提升，对“一带一路”国家有很多的投资和产

能合作机会。团队成员就当前对相关主题的探索、研究进行了深入讨论和交流。 

2.开放经济体系下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典型产业政策设计； 

2019年9月3日，因创新团队发展及建设需要，团队成员在广东国际战略研究

院会议室进行了题为“开放经济体系下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典型产业政策设计现状

及面临问题”的内部专题学术交流。全面认识和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和产业发展的

现状，找准和世界领先国家的差距，与美国、欧洲、日韩、新兴市场国家等世界

主要经济体、世界平均水平等进行横向比较，梳理、分析了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

体的差距，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团队成员就当前对相关主题的探索、研究进行

了深入讨论和交流。 

3.推动“一带一路”各国产业政策联动合作 

2019年11月27日，因创新团队发展及建设需要，团队成员在广东国际战略研

究院会议室进行了题为“如何推动“一带一路”各国产业政策联动合作”的内部

专题学术交流。团队成员就当前对相关主题的探索、研究进行了深入讨论和交流， 

如“一带一路”各国产业政策联动发展中，有哪些产业合作机会；陆陆联动、陆

海联动怎么才能为产业合作提供发展的新机遇；“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之间又该

如何推动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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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活动】 

多篇咨询报告获得上级领导批示 

——2019年7月17日，创新团队主持人韩永辉副教授提交的报告“广州国际

商贸中心功能提升的路径对策”获得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采纳； 

——2019年7月23日，创新团队主持人韩永辉副教授提交的报告“鼓励和引

导国内企业有序“走出去”的机制路径研究”获得省委省政府采纳，广东省委常

委、广州市委书记张硕辅，广州市市长温国辉批示； 

——2019年8月29日，创新团队主持人韩永辉副教授、成员韦晓慧博士提交

的报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系列报告之十四加强珠澳科技创新合作，打造珠海横

琴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促进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被广州市委市政府采纳，广州

市市长温国辉：请进泽同志阅； 

——2019年9月16日，创新团队主持人韩永辉副教授、成员韦晓慧博士提交

的报告“以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为突破点，推进广东全面开放

新格局走在全国前列”被省委省政府采纳，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广州市市长温国

辉批示； 

——2019年9月24日，创新团队主持人韩永辉副教授、成员韦晓慧博士提交

的报告“中美贸易摩擦系列报告之十八改革开放40年历次中美贸易摩擦：博弈特

点与战略启示”被省委省政府采纳，时任广东省副省长欧阳卫民，广州市市长温

国辉批示； 

——2019年10月29日，创新团队主持人韩永辉副教授、成员韦晓慧博士提交

的报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系列报告之十八财政应加力提效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被省委省政府采纳； 

——2019年11月4日，创新团队成员程永林教授提交的报告“打造粤港澳大

湾区国际科创中心需重视物联网安全保障体系建设”被省委省政府采纳； 

——2019年12月3日，创新团队主持人韩永辉副教授、成员韦晓慧博士提交

的报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系列报告之二十一广东应充分发挥财政功能，支持广

州“四个出新出彩””被省委省政府采纳，广州市市长温国辉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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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情况】 

——韩永辉副教授的论文获得2019年产业经济研究学术论文一等奖； 

——韩永辉副教授的论文获得2017-2018年《国际经贸探索》十佳论文； 

——杨永聪副教授的论文2019广东省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年会优秀论文； 

——韦晓慧博士的论文2019广东省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年会优秀论文； 

——韩永辉副教授获得2018-2019学年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优秀奖； 

——韩永辉副教授获得2019年度《国际经贸探索》优秀审稿专家； 

——韩永辉副教授的报告获得CTTI来源智库年度精品成果奖； 

【科研进展】 

1.论文和著作进展 

2019年下半年，创新团队成员发表共发论文12篇，其中，SSCI 期刊的论文1

篇，SCIE 期刊的论文1篇，CSSCI 期刊的论文7篇，其他期刊3篇；三类及以上文

章如下所示： 

——韩永辉副教授的论文《FDI and labour share of home-countr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micro data of Chinese enterprises》在 SSCI 期

刊《ECONOMIC RESEARCH-EKONOMSKA ISTRAZIVANJA》（一类A）上发表； 

— — 韦 晓 慧 博 士 的 论 文 《 Risk Early-warning Model of Ocean 

International Trade based on SVM》在 SCIE 期刊《Journal of Coastal 

Research》（二类A）上发表； 

——韩永辉副教授的论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价值评估研究——基

于GPCA模型的测算分析》在 CSSCI期刊《国际经贸探索》（二类B）上发表； 

——韩永辉副教授的论文《中国双向FDI的环境效应》在 CSSCI期刊《资源

科学》（二类B）上发表； 

——徐丽鹤副教授的论文《中国出口企业更容易获得融资吗》在 CSSCI期刊

《国际经贸探索》（二类B）上发表； 

——张霭恒副教授的论文《语言景观研究进展：地方主体的空间实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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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CI期刊《人文地理》（二类B）上发表； 

——韩永辉副教授的论文《“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中的贸易投资竞合联动研

究》在 CSSCI期刊《广东社会科学》（三类）上发表； 

——程永林教授的论文《贸易冲突、利益集团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在 CSSCI

集刊《美国问题研究》（三类）上发表； 

——查婷俊博士的论文《资本市场影响产业结构变动度的实证研究》在 

CSSCI期刊《云南财经大学学报》（三类）上发表； 

 

2.科研项目进展 

2019年下半年，创新团队科研学术研究活动坚持问题导向，紧紧围绕国家战

略与社会服务展开研究，成员一共获得了各类项目16项。其中，国家项目2项，

省部级项目5项，市厅级项目1项，横向课题7项，校级课题1项。省部级以上项目

如下所示： 

——徐丽鹤副教授主持，韦晓慧博士参与，成功获得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对非援助、经济距离与经济增长：源自中国对非援助微观数据的检验”立项； 

——钟世川博士成功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经济增长分化下中国区域

生产率提升潜力及实现路径研究”立项； 

——韩永辉副教授成功获得广东软科学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创

新政策对比研究——兼论强化与我省科技合作交流的对策”立项； 

——韩永辉副教授成功获得国家统计局项目“我国城市群发展质量测度研

究”立项； 

——韩永辉副教授成功获得教育部项目“中国产业政策推动供给侧变迁研

究：基于发展型地方政府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立项； 

——杨永聪副教授成功获得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地区竞争视角下

的绿色产业发展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研究”立项。 

——韦晓慧博士成功获得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东道国劳动力异质

性对中国对非洲产业转移的影响机理和实证检验”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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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019年下半年创新团队成员论著摘要 

1.韩永辉（通讯作者），《ECONOMIC RESEARCH-EKONOMSKA ISTRAZIVANJA》，

一类A 

成果名称：FDI and labour share of home-countr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micro data of Chinese enterprises 

摘要内容：When an enterprise is operating globally, it will surely 

lead to the flow of production factors, and thus change the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he home countr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FDI 

on the labour share in enterprises’ home count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ntinuous economic globalis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Heterogeneity of FDI Motivation,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FDI on home country labour share. Then, with the micro data 

of Chinese enterprises, this paper adopts Mahalanobis distance matching 

an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estimation to have empirical test on 

the influence of FDI on the labour share in enterprises’ home count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overall, enterprises’ FDI and labour share in the 

home country present a negative correlation. In terms of heterogeneity 

of FDI motivation, market-seeking FDI significantly decreases the labour 

share in the home country, while resources-seeking and technology-seeking 

FDI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labour share in the home coun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st country heterogeneity, FDI in developed countries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labour share in the home country, while the 

FDI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hibits the increase of labour share in the 

home country. 

2.韦晓慧（第一作者），《Journal of Coastal Research》，二类A 

成果名称：Risk Early-warning Model of Ocean International Trade based 

on SVM 

摘要内容：In order to reduce the risk of marine international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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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ybill and improve the ability of risk early warning, an automatic early 

warning model of marine international trade waybill risk based on SVM 

theory is proposed. The panel data statist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technology is used to detect the risk characteristic information of marine 

international trade waybill. According to the detection results, the risk 

data characteristics of marine international trade waybill risk early 

warning model are analyzed, sampled and integrated, the big data 

information characteristic quantity associated with marine international 

trade waybill risk is excavated, and the least square estimation method 

is used to automatically assess the risk of marine international trade 

waybill. The association rule set and rough quantitative feature set of 

marine international trade waybill risk big data are extracted, and the 

robustness test and automatic prediction of marine international trade 

waybill risk assessment are carried out with the method of piece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so as to realize the automatic early warning of 

marine international trade waybill risk.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del can accurately predict the risk of marine international trade 

waybill, the accuracy of early warning is high, and the robustness of 

marine international trade waybill risk early warning is good. 

3.韩永辉（第一作者），《国际经贸探索》，二类B 

成果名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价值评估研究——基于GPCA模型的测

算分析 

摘要内容：文章建立测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价值评估指标体系,采用

1995～2016年"一带一路"61个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依托GPCA模型,分析了沿线

国家投资价值的动态趋势、水平指数排名及其变化;采用K-均值聚类方法,进行了

区位划分和空间格局衍化分析。结果表明:1995～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

资价值都有明显的提升,但南亚、东南亚的投资价值评估指数进步的幅度更大;

与1995年相比,2016年投资价值评估指数较高的沿线国家区域依然是西亚和北非

地区,中东欧部分国家则相对靠后,区域不平衡状态未有明显改善;"一带一路"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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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价值整体存在"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从亚欧大陆的东部到中部到西部地

区依次递减。 

4.韩永辉（第一作者），《资源科学》，二类B 

成果名称：中国双向FDI的环境效应 

摘要内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IFDI)

和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两者简称"双向

FDI")在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战略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基于中国具备

国际直接投资东道国和母国双重身份的现状,以1995—2015年双向FDI和污染物

排放的时序数据为样本,使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实证检验

中国双向FDI与环境三者的关系。结果显示:①短期内,IFDI能促进环境质量的提

升,OFDI则对环境改善体现为抑制效应,双向FDI的综合环境效应为正向;②长期

内,IFDI抑制了环境质量的持续提升,而OFDI则有显著的推动环境改善效应,双向

FDI的综合环境效应为负向;③从动态冲击看,双向FDI都会将自身所受外部冲击

传递至环境质量的变化,IFDI对环境的冲击影响为负向,而OFDI对环境的冲击影

响为正向。④区分劳动资源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之后,双向FDI在短期和

长期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产业异质性效应。新时代下,厘清双向FDI与环境的关系

对中国深化全面对外开放战略、制定"为我所用"的国际投资政策、协同"引进来"

和"走出去"发展、实现可持续绿色发展和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

意义。 

5.徐丽鹤（第一作者），《国际经贸探索》，二类B 

成果名称：中国出口企业更容易获得融资吗 

摘要内容：文章基于世界银行2012年中国企业调查截面数据,从信贷来源和

用途的结构性差异视角,检验了出口对企业信贷可得性和结构的影响及作用机

制。研究显示:(1)相比内销而言,出口有利于企业获得信贷融资。(2)出口仅有助

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或者供应链信用融资,并用于实际运营,对投资性融资无影

响。经进一步检验其影响机制发现,出口企业可获得更高的信用评级,从而更容易

进入信贷市场。该结果为使用工具变量法(IV),倾向评分匹配法(PSM)估计后的稳

健性结论。结合"中美贸易摩擦"的外部冲击背景,该研究表明,金融资源需向企业

投资性融资倾斜,并公平地评定内销企业的信用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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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霭恒（第一作者），《人文地理》，二类B 

成果名称：语言景观研究进展：地方主体的空间实践 

摘要内容：本文以地方主体性理论为切入点梳理语言景观相关文献，以构建

主体为分析框架，从“国家”、“私人机构”和“多元主体互动”三方面综述语

言景观的研究。不同主体通过空间实践达到规训、表达、压迫和抵抗等目的，而

语言景观则是这些实践的中介和结果。自上而下的语言政策表现为国家作为主体

对地方的规训；反之，由个体作为构建主体的语言景观是主体表达自我和抵抗他

者的实践。流动性较强的地方，多元主体通过语言景观互动构建地方性，其语言

景观是资本、文化和权力多重力量作用下的实践过程和结果。过去语言学视角的

研究只关注单主体的空间实践，未来采取跨学科研究可进一步探寻多主体互动过

程与结果，更全面地发掘语言景观在地方构建中的作用以及构建的地方意义。 

7.韩永辉（第一作者），《广东社会科学》，三类 

成果名称：“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中的贸易投资竞合联动研究 

摘要内容：产能贸易和投资的竞争互补联动,是研判"一带一路"区域产能合

作,建设全球价值链新体系的楔子。以广东为经验考察样本,构建"一带一路"区域

产能合作的贸易和投资相似度和结合度指数,基于面板自回归模型(PVAR),检验

1995年-2017年沿线国家与广东产能贸易与投资的竞合状况和联动性。研究发现:

在产能贸易和投资合作方面,广东与东亚及东盟和南亚产能的竞争性最强,与中

亚和西亚互补性最强;"一带一路"与广东产能贸易与投资之间存在互动协同的正

向反馈关系。前期产能贸易投资相似度提高对当期产能贸易投资竞争性有显著正

向强化作用;前期产能贸易投资结合度对当期产能贸易投资互补性也有显著正向

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产能贸易投资均有显著正向作用,相较产能贸易,

倡议对产能投资的作用更为明显。 

8.程永林（第一作者），《美国问题研究》，三类 

成果名称：贸易冲突、利益集团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摘要内容：本文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基于利益集团的政治捐献理论模型,

通过测算格鲁贝尔劳埃德指数(G-L指数),分析不同美国利益集团在中美贸易冲

突中的政策偏好,揭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内在影响机理,进而透析美国主

要的利益集团在中美贸易冲突问题上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力。研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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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1)基于2007—2019上半年美国货物贸易及中美双边贸易排名前15位的大宗

商品数据分析,不同美国利益集团对中美贸易战存在显著的政策偏好差异。支持

贸易战的工商利益集团主要包括: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和附件、珠宝、贵金

属及制品、仿首饰、硬币行业;反对贸易战的工商利益集团主要包括:车辆、航空

器、船舶及运输设备、光学、医疗等仪器、钟表、乐器、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行

业;对中美贸易战保持中立态度的工商利益集团占据主流。在样本区间内,整体

G-L指数变化非常平稳,有效数据组内部的单体波动情况也非常稳定。(2)借助谷

歌和百度搜索引擎,就"贸易战、美国企业、态度、支持、反对"等关键词,对2018

年3月—2019年9月期间的资讯进行检索、排序和去重处理后,梳理出对于中美贸

易战持不同政策偏好的代表性美国企业和行业协会。 

9.查婷俊（第一作者），《云南财经大学学报》，三类 

成果名称：资本市场影响产业结构变动度的实证研究 

摘要内容：通过测度中国31个省份产业结构变动度,对资本市场的主要相关

衡量变量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资本形成能力和资本配置效率对产业结构变

动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随着近年来的不断完善,已

经具备了利用资本市场调整产业结构的条件,但这种资本市场的正向效应对于不

同地区而言存在显著异质性,即东部发达地区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均较为发达,

利用资本市场可以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速度的提升,而对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

资本市场尚不能发挥其促进产业结构变动速度提升的作用。因此,利用资本市场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实施因地制宜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