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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1. 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2022年7月21日，为继续深化团队研究并完善团队建设，团队在广东国际战

略研究院举办了题为“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的线下专题学术交流会议。

开放合作一直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维护开放

合作的制度保障。近年来，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单边主义持续逆世界潮流而动，

随着美国频频“退群”国际组织、破坏自由贸易，战后构建起的多边贸易体制遭

到破坏，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多边组织的地位受到挑战，全球经济治理

态势面临严重威胁。与此同时，中国一直坚定走多边主义道路，扩大对外开放，

捍卫自由贸易，尊重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积极参与G20等治理平台机制，

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推动者、参与者和引领者。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冠

肺炎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深刻影响，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为全

球经济的长远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团队成员就当前对相关主题进行了讨论。 

2.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新动能； 

2022年8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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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院举办了题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新动能”的线上内部专题学术交流。

当前，全球治理陷入困境，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多边机制失灵。对此，

一些发达国家走向单边主义、区域主义、集团主义，使现行全球治理体系进一步

碎片化、复杂化，加大了国家间的政策协调难度，且发达国家构筑的高标准不可

避免地对发展中国家构成“发展壁垒”，也在无形中增加了“俱乐部”外成员参

与全球化的制度成本。在新兴议题领域，数字经济在后疫情时代成为引领全球经

济社会变革的重要引擎，但全球治理体系和规则严重滞后于数字经济发展现实，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面临治理机制缺位等潜在风险，各国仍未就跨境数据流动、数

字贸易、跨境数字平台垄断等关键议题达成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 

3. 数字时代全球经济治理路径创新 

2022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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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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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院会议室进行了题为“数字时代全球经济治理路径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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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对全球经

济危机的过程中，基于区块链的可信大数据和可信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有助

于解决危机中的“数据孤岛”“信息孤岛”等问题。受益于区块链、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等技术，人们不仅可获得更为充分的应对危机的数据，而且可以借由这些

联系更加紧密的数据较为全面地掌握危机状况，并给出更科学及时的应对方案。

在金融领域治理中，基于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情报分析也能为消除金融危机的负

面影响提供便利。 

【科研进展】 

论文和著作进展 

2022年下半年，创新团队成员发表高水平期刊论文多篇，包括： 

——韩永辉教授的论文《国际教育交流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基于来华留

学生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在《外国经济与管理》（二类A）上发表； 

 

 

 

 

 

附录：2022年下半年创新团队成员论著摘要 

1.韩永辉（第一作者），《外国经济与管理》，二类A 

成果名称：国际教育交流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基于来华留学生的理论分

析和实证检验 

摘要内容：本文匹配来华留学生数据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数据,考察了以来

华留学生为载体的国际教育交流所产生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效应。研究发现,国

际教育交流显著推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表现为明显的“润滑剂效应”,且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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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促进信息交流、提高文化认同度产生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以学历生为国

际教育交流主体的促进效应更强,且学历生奖学金政策促进效应更强,显现出深

层信息交流的经济效应；相较非“一带一路”国家,“一带一路”国家的来华留

学生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检验发现,贸易规模扩大与制度水平提升强化了来

华留学生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积极作用,即双边贸易规模越大、东道国制度水

平越高,来华留学生的并购促进作用越强。本文研究印证了国际教育交流和国际

经贸交流两者的紧密关联,对中国更好地推动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构建“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具有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