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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一带一路”十周年

高校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联盟

第五届年会议程

“融合 启迪 共襄 共进”

联合主办

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

高校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联盟

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

中山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

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深圳大学区域国别与国际传播研究院

肇庆学院区域国别研究中心

联合承办

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

大连外国语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

青海民族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

大连大学环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外语与文化传播学院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区域国别学院（研究院）

福建江夏学院区域国别研究院

联合协办

电子科技大学西非研究中心

华侨大学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

南京农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吉林外国语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

特别支持

北京外研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珠海

2023 年 10 月 20-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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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年会顾问委员会：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创始院长 钱乘旦 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张蕴岭 教授

外交部资深外交官 吴思科 大使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主任 杨洁勉 教授

第五届年会主席：

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主任 罗 林 教授

高校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联盟理事长 常晨光 教授

第五届年会执行主席：

高校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联盟秘书长 陈 杰 教授

第五届年会执行副主席：

中山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 陈建洪 教授

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院长 文春英 教授

深圳大学区域国别与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 戴永红 教授

肇庆学院副校长、区域国别研究中心主任 胡文涛 教授

第五届年会执行委员：

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主任 朱献珑 教授

大连外国语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 常俊跃 教授

青海民族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马海龙 教授

大连大学环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主任 王晓军 教授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外语与文化传播学院院长 郑佩芸 教授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区域国别学院（研究院）院长 侯宇翔 教授

福建江夏学院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 郑竹群 教授

电子科技大学西非研究中心主任 赵蜀蓉 教授

华侨大学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 吴小安 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 韩纪琴 教授

吉林外国语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 肖传国 教授

北京外研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商其坤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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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整体安排一览表

日期 时间 事项 地点

10 月 20 日 10:00-21:00 会议报到

珠海唐邑酒店

珠海高新区亚朵酒店

珠海青竹书院酒店

丽枫酒店唐家湾海滩店

18:30-21:00 接待晚宴 珠海唐宴海鲜酒家

10 月 21 日

8:00-12:15 第五届年会 海琴 4 号 D209

12:15-13:15 午餐 海琴 4 号分会场 盒饭

13:15-16:00 第五届年会 海琴 4 号 D209

16:30-18:15 年会平行分论坛

分论坛一：海琴 4 号 B224

分论坛二：海琴 4 号 B210

分论坛三：海琴 4 号 B214

分论坛四：海琴 4 号 B211

分论坛五：海琴 4 号 B213(1)

分论坛六：海琴 4 号 B226

分论坛七：海琴 4 号 B228

分论坛八：海琴 4 号 B209

分论坛九：海琴 4 号 B213(2)

分论坛十：海琴 4 号 B218

分论坛十一：海琴 4 号 B216

13:30-17:00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区

域国别演讲大赛复赛

第一赛区：海琴 6 号 A280

第二赛区：海琴 6 号 A326

第三赛区：海琴 6 号 A481

第四赛区：海琴 6 号 A584

18:00-19:00 晚餐 若海餐厅自助餐

19:00-22:00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区

域国别演讲大赛决赛
海琴 6 号 C203

10 月 22 日

8:15-12:00
第二届“区域国别学青

年教师高级讲习班”
海琴 4 号 D209

12:00-13:00 中餐 若海餐厅自助餐

14:00-17:45
第二届“区域国别学青

年教师高级讲习班”
海琴 4 号 D209

18:00-19:00 晚餐 若海餐厅自助餐

10 月 23 日 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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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21 日全天 联盟年会

21 日上午 海琴 4号 D209

8：00-8：45

开幕式致辞

时间 内 容 主持人

8：00-8：45

1. 中山大学校领导致辞

2. 高盟理事长常晨光教授致辞

3. 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主任罗林

教授致辞

4. 联合主办单位深圳大学副校长张晓红教授致

辞

5. 联合主办单位肇庆学院校长吴业春教授致辞

陈杰 教授

8:45-9：30

高盟聘任仪式、《中国区域国别学年鉴》编辑部授牌暨

《中国区域国别学年鉴（第一辑）》电子版发布仪式

时间 内容 主持人 颁证人

8：45-9：30

中国区域国别学 50 人论坛成员聘任仪式 陈杰

教授

罗 林 教授

常晨光 教授

高盟顾问委员会主席、特聘首席专家、专委会、

理事长会聘任仪式

余江

教授

常晨光 教授

罗 林 教授

《中国区域国别学年鉴》编辑部授牌暨《中国区

域国别学年鉴（第一辑）》电子版发布仪式

1. 授牌“《中国区域国别学年鉴》编辑部（南

方）”、“《中国区域国别学年鉴》编辑部

（北方）

2. 发布电子版《中国区域国别学年鉴（第一辑）》

主持人：陈 杰 教授

授牌人：罗 林 教授

发布人：陈 杰 教授

吴承义 教授

内容 主持人 预告人

“高校区域国别学学科竞争力指数”发布预告
陈杰

教授

李 晶

副教授

9：30-10：00

合影/茶歇/首届区域国别学研究成果展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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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2：15

主旨发言环节

时间 内容 主持人

10：00-10：45

第一场主旨发言（每位不超过 15 分钟）

1.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博士：关于

世界格局重构与区域国别研究

2. 中国政府前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大使：区域国别

研究助力新时代中国外交事业

3.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原院长、学术咨询委员会主

任杨洁勉教授：建构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

系的方向和路径

赵可金

教授

10：45-12：15

第二场主旨发言（每位 15 分钟）

1. 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教授：区域国别学的

学科内核与学科边界

2.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世界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东北

师范大学原副校长韩东育教授：世界史学科与区域

国别学学科建设

3.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召集

人、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校长查明建教授：外国语言

文学学科与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

4.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

院院长王逸舟教授：国际关系学科与区域国别学学

科建设

5. 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与贸易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主任委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赵忠秀教授：

经济学学科与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

郑承军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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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日下午 海琴 4号 D209

13：15-14：00

区域国别学构建案例特邀案例报告

时间 特邀报告题目 主持人 特邀报告人

10 分钟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有组

织科研的创新经验

刘昌明

教授

黄仁伟 教授

复旦大学一带一

路及全球治理研

究院常务副院长

10 分钟 华南师范大学东南亚学建设的创新经验

吴 坚 教授

华南师范大学副

校长

10 分钟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学建设与金华地方发展

互动的创新经验

王 珩 教授

浙江师范大学非

洲研究院党委书

记

10 分钟
产学研结合——外研在线区域国别学产品

开发的创新经验

徐一洁 女士

北京外研在线数

字科技有限公司

首席内容官

14：00-14：20

首届高校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案例奖获奖案例分享

时间 获奖案例主题 主持人 获奖案例报告人

10 分钟

获奖案例一

以课程教学、田野调查、智库研究为抓手的

“四力一体”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创新与

实践

冯晓虎

教授

杨 成 教授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全球治理与

区域国别研究院

执行院长

10 分钟

获奖案例二

北京大学“博望天下”区域国别研究博士

生论坛

周 慧

教授

靳戈副教授

北京大学区域与

国别研究院院长

助理



18

14：20-16：00

平行圆桌

时间 圆桌议题 圆桌主持 圆桌嘉宾（按姓氏拼音）

14：20-16：00

圆桌一:

作为国际传播之友的

区域国别学

文春英

教授

中国传媒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

学院院长

（以前会形式在中国传媒大

学举办）

14：20-15：10

圆桌二:

作为“一带一路”之

友的区域国别学

徐秀丽

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

国际发展与全

球农业学院院

长

戴永红 教授

深圳大学区域国别与国际传

播研究院院长、中国印度洋学

会副会长

王珩 教授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党

委书记、副院长

吴洪英 研究员

湖北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院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

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原所长

吴小安 教授

华侨大学讲席教授、华侨华人

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

张振江 教授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

华人研究院教授、《东南亚研

究》主编

赵可金 教授

清华大学社科科学学院副院

长、中国高教学会国际政治研

究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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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16：00

平行圆桌

时间 论辩主题 论辩主持 论辩嘉宾（按姓氏拼音）

15：10-16：00

圆桌论辩:

区域国别学人才培

养的“本科+研究

生”阶段一体化设

计

江时学

教授

亚洲和大洋洲地

区拉美研究理事

会主席、上海大学

特聘教授、拉美研

究中心主任

常俊跃 教授

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

才、大连外国语大学原副校

长

陈 杰 教授

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区

域国别学研究平台主任、高

盟秘书长、青年长江学者

陈 靓 教授

中国区域国别学青年 50 人

论坛共同秘书长、复旦大学

英文系主任、青年长江学者

韩志斌 教授

西北大学社科处处长、区域

国别研究院院长、青年长江

学者

刘昌明 教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区域国

别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山东

大学东北亚学院院长

周方银 教授

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

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

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16：00-16：30

茶歇/首届区域国别学研究成果展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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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平行分论坛与“青年之星”特别论坛

（16：30-18：15，其中，平行分论坛每人发言不超过 10 分钟，“青年之星”特

别论坛每人发言时间不超过 8分钟）

序号 平行分论坛 主持人/评议人

分论坛一

海琴4号

B224

区域国别学理论与方法创新（一）

1、江时学 亚洲和大洋洲地区拉美研究理事会

主席、上海大学特聘教授

如何实现区域国别学理论创新

2、朱献珑 华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

授、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新时代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

3、张振克 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所长、区域国

别研究院教授

在实践中推进区域国别学理论创新

4、周方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区域国别理论创新的供给与需求及发展思路

5、陈 靓 复旦大学英文系主任、教授

后结构主义视域下区域国别学理论构建

6、杨延龙 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专任研究

员、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副主任

刍议区域国别学视域下的国际区域制度

7、赵洪娟 青岛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教授

海外汉学对区域国别学发展的启示

8、冯立冰 华侨大学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

院研究员

区域研究的发展演进及其启示

9、高 伟 东北农业大学文理学院讲师

区域国别理论创新探讨

主持人：

曲 辰 教授

同济大学外事办公室

副主任、法语区域研究

中心主任

评议人：

孙德刚 教授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

心主任、青年长江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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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二

海琴4号

B210

区域国别学理论与方法创新（二）

1、刘昌明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区域国别学学科

评议组成员、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院长、教授

关于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几点思考

2、吴小安 华侨大学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

院院长、讲席教授

区域国别学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探索

3、吴承义 黑龙江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院长、

教授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区域国别研究方略探索

4、丁淑琴 兰州大学一带一路多语言研究中心

主任、教授

多语种大数据平台赋能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的

实践探索

5、张为斌 对外经贸大学国家风险研究中心副

主任、特聘研究员

大数据实验室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价值与效能

6、李春福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

副教授

浅谈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建设：融合与其边界

7、范 磊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公共外交研究院

院长、副教授

区域国别学视阈下的小国研究

8、雷 霆 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燕

山大学东北亚古丝路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

试论“区域国别东方学”逻辑建构

主持人：

吕 京 教授

四川师范大学全球治

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

院长

评议人：

张振江 教授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华人华侨研究院院

长、《东南亚研究》主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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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三

海琴4号

B214

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的供给侧改革（一）

1、常俊跃 大连外国语大学原副校长、区域国别

研究院院长、教授

外语学科区域国别学人才在本科阶段的系统培养

探索

2、叶兴艺 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书记兼常务副

院长、中国—东盟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教授

合作融通 聚焦东盟——推进有组织的区域国别研

究和人才培养

3、林 玲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英语系主任、

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区域国别学教材研发中的支撑学科视角——基于

《当代美国社会与文化》教材编写的实践探索

4、肖华锋 湖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外语+区域国别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

5、韩 莉 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系主任、

副教授

关于外语学科区域国别学课程构建的思考

6、龚 恬 国际关系学院外语学院讲师、法语系

教研室主任

区域国别学视域下外语教师的复合体式发展路径

7、古力加马力·阿不力孜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

国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关于外语学科在区域国别人才培养方面的几点认

知和思考

8、李博毅 澳门城市大学葡语国家研究院硕士研

究生

以全球视野做好特别关注——区域国别学研究对

青年学生的要求

9、李 想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

网记者

区域国别学视域下的体育传播建设

主持人：

周 慧 教授

中山大学国际翻译

学院副院长、中山大

学欧洲研究中心主

任

评议人：

吴 坚 教授

华南师范大学副校

长兼东南亚研究中

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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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四

海琴4号

B211

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的供给侧改革（二）

1、李雪威 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教授、山东大学国际

问题研究院海洋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区域国别学特色课程设计与教学实践

2、王晓侠 外交学院外语系系主任兼区域国别研究院

执行院长、教授

多语种教学与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虚拟教研室的建

设

3、李 毅 山东财经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执行院

长、教授

区域国别学概论教材开发的实践探索

4、张建锋 甘肃政法大学丝绸之路区域国别研究院

（涉外法治学院）院长、教授、甘肃省丝路法治研究

会秘书长

“一带一路”背景下区域国别人才培养的思考

5、管秀兰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区

域国别与语言应用研究院院长、教授

外语学科的区域国别建设实践

6、张兴年 青海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科研反哺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

7、张芯瑜 中山大学拉美研究中心特聘副研究员

高校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评估体系的构建

8、倪 鹏 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讲师

地方高校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模式探析

主持人：

王晓侠 教授

外交学院外语系

系主任兼区域国

别研究院执行院

长

评议人：

胡文涛 教授

肇庆学院副校长

兼区域国别研究

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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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五

海琴4号

B213(1)

区域国别学建设的国内外实践（一）

1、马福德 西安外国语大学区域国别学院常务副院

长、教授、陕西省政协委员

区域国别本科人才培养探索——以西安外国语大学为

例

2、唐小松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区域国

别研究院院长、教授、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加拿大研究

分会第十四任理事会会长

浅议广外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建设实践经验

3、朱殿勇 哈尔滨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

行业特色性大学区域国别人才需求分析

4、郭淑红 大连理工大学独联体国家研究中心常务副

主任、教授

理工科大学区域国别人才培养的实践与探索——以大

连理工大学为例

5、狄方耀 西藏民族大学南亚研究中心顾问、教授、

西藏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视域下西藏高校区域国别人

才培养路径研究

6、张文杰 中国人民大学法国与法语国家研究院（法

方）院长助理

非典型学院的典型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浅谈中国

人民大学中法学院制度与实践的互动

7、李 悦 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区域国

别研究中心主任

边疆民族高等院校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研究：以云南

民族大学为例

8、牛忠光 江汉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我国地方高校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困境与路径

9、张文智 哈尔滨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法语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交叉学科在工科院校中的应用

与意义

主持人：

卫 玲 教授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主编

评议人：

王 战 教授

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区域国别学学

科评议组成员、武

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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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六

海琴4号

B226

区域国别学建设的国内外实践（二）

1、陈 弘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国别区域研究所所

长、中国澳大利亚研究会会长

区域国别学与中国大洋洲研究的现状、挑战与前景

2、李建波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美国区域研究史识

3、俞家海 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的印度洋区域国别研究现状及实践路径

4、王丽琴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战后英国东南亚研究的兴衰及启示

5、闫 凯 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副教授

莫斯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

6、刘洪洁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基于历史学的区域国别学——以色列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的

经验

7、邓 伟 江西师范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副教授

欧洲汉学、美国中国学与汉学主义论争

8、罗 楠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关于如何学习非洲的思考：基于美国高校非洲研究学科发展

的观察

9、陈 曦 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助理

区域国别学发展背景下的中国澳大利亚研究：现状与未来

10、白 鹿 中山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特聘副研究员

区域研究视角下的日本中东研究——基于KAKEN数据库分析

主持人：

吴 军 教授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区域国别研究

院院长

评议人：

余建华 研究员

上海社科院国际

问题研究所副所

长、《国际关系研

究》主编



116

分论坛七

海琴4号

B228

支撑学科与区域国别学的互动（一）

1、刘宏松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关

系系书记、副主任、教授

全球治理研究与区域国别学的互动

2、姜 帆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融合模式

刍议

3、肖传国 吉林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区域国别研

究院院长、教授

外语学科与区域国别研究融合发展的路径

4、陈晓晨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国别与区域研究所

副所长、研究员、中国太平洋学会太平洋岛国研究分

会副会长

外语学科与大洋洲区域国别研究

5、杨素梅 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伏尔加—

第聂伯两江流域研究中心主任

外语学科与区域国别学融合发展模式

6、于增辉 肇庆学院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外语学科对区域国别学的赋能作用

7、王嘉顺 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副

教授

社会学学科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角色与作用

主持人：

郑佩芸 教授

上海第二工业大

学外语与文化传

播学院院长

评议人：

赵可金 教授

清华大学社会科

学学院副院长、

中国高教学会国

际政治研究专业

委员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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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八

海琴4号

B209

支撑学科与区域国别学的互动（二）

1、张永蓬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

研究院、中国社科院大学研究员

国际关系学视域下的外语学科区域国别研究

2、肖 皓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中非

经贸合作研究院执行秘书长、教授

经济学科视角下东非共同体区域与国别研究与人才

培养

3、马海龙 青海民族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副院

长、教授

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议题与区域国别学的内在关联

4、潘 震 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全球治

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新时代外语学科区域国别研究及人才培养路径

5、侯君波 杭州师范大学环波罗的海国家研究中

心、美术学院教授

俄罗斯艺术教育对我国的影响与发展——兼谈美术

学在中外人文交流中的作用

6、曾 婷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外语与文化传播学院

副教授

外语新学科“区域学”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

7、谢一平 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研究生院

学科办主任

区域国别学研究赋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路径探析

8、马庆凯 杭州师范大学环波罗的海国家研究中心

副研究员、外国语学院讲师

区域国别学的遗产研究视角

主持人：

马海龙 教授

青海民族大学区域

国别研究院执行副

院长

评议人：

任 晓 教授

复旦大学中国外交

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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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九

海琴4号

B213(2)

区域国别学“青年之星”特别论坛（一）

1、梁国杰 大连大学环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执行主

任、副教授

区域国别学研究中的跨文化认知——以环印度洋岛

国研究为例

2、尹 悦 郑州轻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郑

州大学中国外交话语研究院研究员

韩国外交话语权建设路径研究

3、原 贞 肇庆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从岭南地区报刊连载翻译看西方侦探小说文本旅行

中的跨国别性

4、王 璐 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印太”视阈下美国与太平洋岛国海洋安全合作

5、冯 昰 四川外国语大学西方语言文化学院讲师

区域国别视角下的17-18世纪中国与西语国家关系

史

6、杨松霖 华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知识贡献与路径支持：科技发展对中国参与北极治

理的意义

9、于鑫洋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北京外国语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战略文化视阈下美国对南太平洋地区的策略与路径

10、殷知行 澳门城市大学澳门“一带一路”研究

中心研究助理

“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背景下中国与非洲葡语国

家合作发展机遇——基于安哥拉、莫桑比克的实地

调研

主持人：

王广大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

授、中阿改革发展研

究中心秘书长

评议人：

吴洪英 教授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

研究院拉丁美洲研

究所原所长、湖北大

学区域国别研究院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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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十

海琴4号

B218

区域国别学“青年之星”特别论坛（二）

1、余慕鸿 浙江财经大学中亚研究院院长、教授

“黄金30年”新起点背景下深化浙江与中亚经贸合

作的研究与实践

2、周丽娅 宁夏大学阿拉伯学院（中国阿拉伯国家

研究院）副教授、中山大学访问学者

北非阿拉伯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演变、类型特征与

发展前景

3、张 鹏 大连大学外国语学院/环印度洋岛国研

究中心副教授

基于区域国别学的环印度洋岛国研究

4、秦 璇 浙江传媒学院英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副

教授

中英戏剧的跨文化演绎

5、刘晓非 黑龙江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讲师

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下马克龙政府对华政策分析

6、马承志 青海民族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讲师、国

际（伊朗）丝绸之路城市联盟中国代表

伊朗知识体系初探

7、桑 田 肇庆学院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讲师

区域国别知识基础与对外翻译能力

8、邓 婷 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硕士研究生

翻译与中国自主区域国别知识体系构建及传播

9、吴雨阳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东学院硕士研究

生

摩洛哥农业绿色发展历程探析

主持人：

赵蜀蓉 教授

电子科技大学西非

研究中心主任

评议人：

丁隆 教授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

东研究所学术委员

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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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十一

海琴4号

B216

区域国别学“青年之星”特别论坛（三）

1、王文娟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

所助理研究员

关于外语学科区域国别研究方向的思考——以上

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反极端主义法》研究为例

2、买 江 新疆大学旅游学院讲师、华东师范大

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带一路视角下：国际公路沿线区域文化变迁研究

3、雷嘉璐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博士研究生

日本非营利组织“协动”参与地方事务的内在时

间逻辑——以濑户内国际艺术祭为例

4、陈 放 华中农业大学世界农业文明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员

法国对非殖民扩张与收缩视角下马里政治权利的

嬗变

5、郑健鑫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生

美国民用核能政策转变与国际安全：战略调整与地

缘政治影响

6、杨鑫敖 外交学院外语系法语专业硕士研究生

论弗朗索瓦·泽维尔·加尔诺《加拿大史》历史书

写中的民族身份构建问题

主持人：

杨海萍 副编审

《太平洋学报》执行

主编

评议人：

杨 成 教授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

海全球治理与区域

国别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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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会平行分论坛与“青年之星”特别论坛将在闭会后评选出“青年学者优秀参

会论文奖”（设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若干），凡年龄在 40 周岁以

下 、 有 意 参 与 评 奖 者 请 在 10 月 26 日 前 提 交 书 面 发 言 稿 至 邮 箱

gaomengnianhui5@163.com，用于评审。获奖名单另发，请关注高盟公众号。

第五届高盟年会青年学者优秀参会论文奖评审委员会

评审委员会主席：

王启龙 教授 王林聪 研究员

评审委员会执行主席：

余建华 研究员

评审委员会委员：

王有勇 教授 杨 成 教授 陈 靓 教授 卫 玲 教授 吴承义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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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区域国别演讲大赛

（21 日下午复赛；21 日晚上决赛）

主办：

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

高校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联盟

承办：

中山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

共青团中山大学委员会

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

赛事总顾问：

吴思科 大使（中国政府前中东问题特使，前驻埃及、沙特大使）

宁赋魁 大使（外交部前朝鲜半岛事务大使，前驻韩国、泰国、柬埔寨大使）

高有祯 大使（前驻卡塔尔大使）

李华新 大使（前驻伊拉克、叙利亚、沙特大使）

周 烈 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原校长，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

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

傅 朗 先生（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原主任，广东公共外交协会常务

副会长）

罗 林 教授（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商其坤 先生（民建中央科教委员会特邀委员，北京外研在线数字科技有限

公司总裁）

赛事总协调：

黄爱成 （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党委副书记）

陈 杰 （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教授，高盟秘书长）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8A%E6%8B%89%E5%85%8B/21358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99%E5%88%A9%E4%BA%9A/215811?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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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区域国别演讲大赛复赛

（13：30-17：00）

复赛评审委员会

复赛评委会主席：

宁赋魁 大使

复赛评委会执行主席：

杨小柳 教授

复赛评委会副主席：

傅 朗 主任 余 江 教授 周 敏 教授 戴永红 教授

第一赛区（地点：海琴 6号 A280）：

主席：傅 朗 主任

委员：戴 瑛 教授 郭 聪 副教授

第二赛区（地点：海琴 6号 A326）：

主席：余 江 教授

委员：王学东 副教授 李冬新 副教授

第三赛区（地点：海琴 6号 A481）：

主席：周 敏 教授

委员：骆雪娟 副教授 战双鹃 副教授

第四赛区（地点：海琴 6号 A584）：

主席：戴永红 教授

委员：王晓军 教授 覃胜勇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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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区域国别演讲大赛决赛

时间：19：00-22：00

地点：海琴 6 号 C203

决赛评审委员会

评委会荣誉主席：

吴思科 大使（中国政府前中东问题特使，前驻埃及、沙特大使）

宁赋魁 大使（外交部前朝鲜半岛事务大使，前驻韩国、泰国、柬埔寨大使）

周 烈 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原校长，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

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

评委会执行主席：

罗 林 教授（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靳祥鹏 博士（中山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

评委会执行副主席：

商其坤 先生（民建中央科教委员会特邀委员，北京外研在线数字科技有限

公司总裁）

评委会委员：

常晨光 教授（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外国语学院院长，高盟理事长）

常俊跃 教授（大连外国语大学原副校长，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戴永红 教授（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区域国别与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

傅 朗 主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原主任，广东公共外交协会常务

副会长）

付志明 教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阿曼卡布斯阿拉伯研

究讲席研究教授）

韩志斌 教授（西北大学社科处处长、中东研究所所长，青年长江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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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涛 教授（肇庆学院副校长，肇庆学院区域国别研究中心主任）

黄仁伟 教授（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上海社会

科学院原副院长）

江时学 教授（亚洲和大洋洲地区拉美研究理事会主席，中国社科院拉丁美

洲研究所、欧洲研究所原副所长）

柯银斌 高级研究员（察哈尔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李华新 大使（前驻伊拉克、叙利亚、沙特大使）

刘建平 教授（湖北大学校长）

王启龙 教授（西安外国语大学主持行政工作副校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吴 坚 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常务理事）

严 明 教授（黑龙江大学原副校长，《外语学刊》主编）

杨 成 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

上海市东方学者特聘教授）

余 江 教授（天津外国语大学副校长，教育部高校中文类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委员）

赵可金 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国际政治

研究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郑承军 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校长）

周 敏 教授（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评委会秘书：

李嘉妮 （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团委书记）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8A%E6%8B%89%E5%85%8B/21358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99%E5%88%A9%E4%BA%9A/215811?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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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区域国别学青年教师高级讲习班”课程安排

（每场 75 分钟，授课 60 分钟，互动 15 分钟）

主持人：张芯瑜 中山大学拉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高盟秘书长助理

辅导时间 授课嘉宾 辅导题目

22 日上午

海琴4号

D209

8：15-9：30

杨洁勉 教授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原院长、学术咨

询委员会主任、高盟顾问委员会共同

主席

中国式现代化场景

下的区域国别学学

科建设创新

9：30-10：45

黄仁伟 教授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高盟特聘首席专家（“一

带一路”研究）

“一带一路”理论

创新与实践探索

10：45-12：00

朱 锋 教授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南

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

行主任、高盟特聘首席专家（东亚区

域与海上安全研究）

国际形势报告

22 日下午

海琴4号

D209

1４：00-15：15

李鼎鑫 研究员

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战略研究处

处长，高盟智库建设委员会共同主任、

高盟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如何撰写咨政报告

15：15-16：30

谭秀英 编审

《国际安全研究》主编、中国国际关

系学会中国国际关系期刊专业委员会

会长、高盟学术刊物发展委员会共同

主任

区域国别研究论文

如何撰写

16：30-17：45

刘中民 教授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原所长、

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副会长、中国中东

学会副会长

区域国别研究课题

如何申报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8D%E6%97%A6%E5%A4%A7%E5%AD%A6/11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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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高盟年会嘉宾名单

谢 湜
中山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等学校历史学

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

于洪君 中联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

吴思科
中国前中东问题特使、前驻埃及大使、前驻沙特大使，高盟顾问委员会主

席

宁赋魁 外交部前朝鲜半岛事务大使，前驻韩国、泰国、柬埔寨大使

高有祯 中国前驻卡塔尔大使

李华新
外交部前驻伊拉克大使，前驻叙利亚大使，前驻悉尼总领事（大使衔），

前驻沙特大使，高盟顾问委员会副主席

杨洁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原院长、学术咨询委员会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高盟顾问委员会主席

周 烈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原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

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

姜 锋 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忠秀
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与贸易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高盟联席理事长

韩东育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世界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东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教

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高盟联席理事长

查明建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校

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高盟联席理事长

罗 林

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区域国别学学

科评议组成员，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别和区域研究》主编，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

队负责人，高盟学术委员会主任，高盟特聘首席专家（外国语言文学）

常晨光
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院长、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高盟

理事长

常俊跃
大连外国语大学原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大连外国语大学区域国别

研究院院长，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教学名师）

傅 朗 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原主任、广东公共外交协会常务副会长

胡文涛 肇庆学院副校长、教授、区域国别研究中心主任，高盟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黄仁伟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上

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高盟特聘首席专家（“一带一路”研究）

靳祥鹏 中山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

江时学
亚洲和大洋洲地区拉美研究理事会主席、上海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任、上

海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高盟顾问委员会副主席

柯银斌 察哈尔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高级研究员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8A%E6%8B%89%E5%85%8B/21358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99%E5%88%A9%E4%BA%9A/21581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2%89%E5%B0%BC/3176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0%BB%E9%A2%86%E4%BA%8B/12580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8D%E6%97%A6%E5%A4%A7%E5%AD%A6/1117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A%E5%A3%AB%E7%94%9F%E5%AF%BC%E5%B8%88/1105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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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鼎鑫
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战略研究处处长、研究员，高盟智库建设委员会

共同主任，高盟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李 军 浙江工商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

李宗义 兰州交通大学原副校长、教授，高盟顾问委员会副主席

刘建平 湖北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林聪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中东

学会会长

王启龙
西安外国语大学副校长（主持行政工作）、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外国

语大学区域国别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高盟联席理事长

吴 坚 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高盟联席理事长

吴洪英
湖北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国际关

系研究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原所长，高盟顾问委员会副主席

吴业春 肇庆学院校长、教授

严 明
黑龙江大学原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外语学刊》主编，高盟联席

理事长

杨小柳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团委书记

余 江

天津外国语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委员会委员和新

闻出版行业就业指导分委会副主任委员，高盟联席理事长

张晓红 深圳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郑承军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校长、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中国历史唯

物主义学会当代世界文化与文明研究会会长

陈 靓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英文系主任，《复旦外国语言文学

论丛》副主编，青年长江学者，高盟副理事长，中国区域国别学青年 50

人论坛共同秘书长

戴永红
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深圳大学区

域国别与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高盟副理事长

丁 隆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

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阿拉伯语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高盟

副理事长

费 晟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

主任，青年长江学者

冯晓虎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成都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洪堡论坛常

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德国洪堡基金会首任中国学术大使

付志明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外国语言文学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阿拉伯语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阿曼卡布斯

阿拉伯研究讲席教授，高盟联席理事长

韩志斌
西北大学社科处处长、中东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

者，高盟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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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宇翔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研究生院院长、中东学院院长、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

教授

刘昌明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区域国别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院长、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高盟副理事长

刘中民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原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民族学

会副会长，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任 晓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孙德刚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

任，青年长江学者

谭秀英
《国际安全研究》主编、编审、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中国国际关系期刊专业

委员会会长，高盟学术刊物发展委员会共同主任

唐小松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教授，中国世界民

族学会加拿大研究分会第十四任理事会会长，高盟副理事长

王广大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

王 珩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非洲区域国别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浙江省高校创新领军人才

王逸舟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

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高盟交叉学科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王 战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区域国别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首席专家，高盟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文春英 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高盟副理事长

吴小安
华侨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侨大学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院

长，高盟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徐秀丽
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院长、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高盟副理事长

徐一洁 外研在线首席内容官，高盟课程教材委员会副主任

杨 成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

导师，高盟学科建设委员会共同主任

杨海萍 《太平洋学报》执行主编，高盟学术刊物发展委员会副主任

余建华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国际关系研究》主编，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高盟学术刊物发展委员会副主任

张振江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人华侨研究院教授、《东南亚研究》主编

赵可金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清华大学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高

等教育学会国际政治研究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高盟特聘首席专家（公共

外交研究）

周 敏
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高盟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周方银
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高盟学科建设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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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锋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

行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高盟特聘首席专

家（东亚区域与海上安全研究）

安定明
青海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青海省文旅厅智库专家、青海省专家

人才联合会专家

敖缦云 中国传媒大学坦桑尼亚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

白琰媛
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教育部国别区域研究备案

中心武汉理工大学法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毕 晶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曹 进 西北师范大学国别与区域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 荣 广西职业师范学院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讲师

曾 婷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外语与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

陈超业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助教

陈 放 华中农业大学世界农业文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陈 弘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国别区域研究所所长，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

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亚太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澳大利亚研究会会长

陈黄芪 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海丝沿线国家国别研究院秘书

陈美伊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陈文江 浙江树人大学讲师

陈 曦 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助理

陈湘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授，全国认知诗学理事，广西认

知诗学副会长

陈晓晨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国别与区域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太平洋学

会太平洋岛国研究分会副会长

陈 尧

武汉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语教学研

究分会会员、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外语专业委员会（华中）常务理事、湖北

省高等教育学会大学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陈越洋 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陈 蕴 河南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教授

程 萌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国际合作处副处长、讲师

谌华侨 四川外国语大学西方语言文化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戴 瑛
大连外国语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

国太平洋学会理事、农业农村部渔港管理专家委员会委员

邓 伟 江西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

邓 薇 广东金融学院外文学院翻译系主任、副教授、广州翻译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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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方耀
西藏民族大学南亚研究所（中心）顾问、教授、中国南亚学会常务理事、

西藏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

朵宸颉
天津外国语大学亚非语学院院长、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指委

阿语分委员会委员

丁淑琴
兰州大学一带一路多语言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甘肃省丝绸之路研究会理

事，高盟常务理事

董玲瑜 华中师范大学台港澳与东亚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

董希文 鲁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

杜明业 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安徽省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

段炜华
北方民族大学商学院讲师、教育部北方民族大学国别研究中心（巴基斯坦）

副主任

范 磊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公共外交研究院院长、副教授，中国新闻社山东分社特

聘专家

方 帆 汕头大学文学院全球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

方友忠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欧洲学院副院长、教授

方长明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南民

族大学伊斯兰合作组织研究中心研究员

冯立冰 华侨大学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

冯 昰 四川外国语大学西方语言文化学院讲师

冯 涛 东北农业大学文理学院英语系主任兼支部书记、副教授

高 京 四川外国语大学西方语言文化学院助教

高 伟 东北农业大学文理学院讲师

高宇婷 四川外国语大学西方语言文化学院波兰语系主任、助教

龚 恬 国际关系学院外语学院讲师、法语系教研室主任

古力加马

力·阿不力

孜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博士

管秀兰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授，区域国别与语言应用研究院

院长、高盟常务理事、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山东分会副会长、中华日本学

会理事

郭 丹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助理研究员

郭 锐 大连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郭瑞敏 华侨大学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讲师

郭淑红
大连理工大学独联体国家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高盟智库建设委员

会委员

郭振雪 肇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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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纪琴 南京农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韩 莉 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何瑞梅 肇庆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

何思雨 深圳大学中国海外利益研究院助理教授

何伟琼 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集美大学海丝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

和元林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侯静华 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侯君波
杭州师范大学环波罗的海国家研究中心、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

侯艺伟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

秘书处秘书

胡贝滢 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

胡海鹏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波兰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胡巍葳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俄

罗斯学刊》编辑

黄海泉 江汉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黄乐平 深圳大学区域国别与国际传播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黄 芃 天津外国语大学亚非语学院讲师

黄天宇 兰州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黄田园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马来西亚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黄 雯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黄钇娴 四川外国语大学西方语言文化学院助教

冀媛媛 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江 静
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日本史

学会副会长、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会长

江筱倩 山东财经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助理、讲师

姜 娜 鲁东大学文学院东北亚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姜秀玉 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靳 戈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助理、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理论室主任、

副教授

金海波
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中国欧洲学会法国研究会理事、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理事、高盟理事

金 欣 天津外国语大学亚非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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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艳菊 辽宁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金 乙
浙江科技学院德语国家研究中心、浙江科技学院德语国家研究中心学术秘

书

孔德军 兰州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高盟常务理事

昆波拉

提·宋哈提

甘肃政法大学涉外法治学院副教授、哈萨克斯坦社会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甘肃省少数民族古籍评审专家

雷嘉璐 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雷 霆
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燕山大学东北亚古丝路文明研究中心研究

员、国际东方诗话学会会员

李博毅 澳门城市大学葡语国家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李春福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亚

太学会理事、欧美同学会朝韩分会理事

李德明
肇庆学院科技处、社科处副科长、讲师，肇庆学院区域国别研究中心东北

亚研究室负责人

李冬新
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国际政治与经济系主任、副教授、中日韩思想库网络

研究基地（威海）执行主任、东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敦球 曲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区域国别研究院第一副院长

李赫男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办公室主任

李建波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外国

语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

李金云 武汉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李竟成 深圳大学区域国别与国际传播研究院科研外事秘书

李 琳 西藏民族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李 萌 西藏民族大学南亚研究所研究员、外语学院讲师

李 蒙 华侨大学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讲师

李朋波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科研处副处长、教授

李文英 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

李 霞 内蒙古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成员、讲师

李 想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李学芹
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华大学澳大利亚研

究中心主任，四川省认知语言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应用外语研究会秘书长

李雪威
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教授、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海洋战略与发展研究

中心执行主任、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研究分会理事

李亚娟 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讲师、科研秘书

李 毅
山东财经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山东省外事研究与发展

智库联盟秘书长，高盟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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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颖杰 贵州财经大学图书馆讲师

李媛媛 岭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助教

李 悦
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英语语言文学研究生教研

室主任，区域国别研究中心主任

梁国杰
大连大学环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国际韩

礼德语言学研究会理事

廖桂宇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主任、副教授

林 玲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英语系主任、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硕士生导

师、中华美国学会理事，高盟常务理事

刘定洲 广西职业师范学院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助教、教学秘书

刘宏松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关系系副主任、教授，中国国际关

系学会常务理事

刘洪洁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刘 佳
河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心副主任、河南省外国

文学与比较文学学会理事

刘建喜 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教务处处长

刘 军
广西职业师范学院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广西外国文学研究

会理事

刘 磊
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点航空翻译

与区域国别研究方向负责人

刘 鹏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欧洲学院秘鲁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副教授、首都

国际服务贸易与文化贸易研究基地研究员

刘 蕊 南昌大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境传播研究中心科研秘书

刘潇雅 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日语系副主任、讲师

刘晓非 黑龙江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讲师

刘 阳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学刊编辑部主任、编辑

刘 媛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外语与文化传播学院讲师

刘增美 山东财经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中心主任、教授

龙昊廷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博士研究生

龙 跃 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秘书

鲁京京 黑河学院远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罗圣荣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云大地区研究》编辑

部主任、教育政治学委员会理事、亚太学会理事

吕 京 四川师范大学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高盟副事长

吕林潇 湖南大学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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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小端 黑龙江大学西语学院副教授

马承志
青海民族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讲师、国际（伊朗）丝绸之路城市联盟中国

代表

马凤俊 西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马福德
西安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院长、区域国别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

导师，陕西省政协委员

马海龙
青海民族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教授、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一带一路”教育国际交流分会理事、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八届理事会理事

马和斌 西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授

马 杰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马纳琴 西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

马庆凯

杭州师范大学环波罗的海国家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外国语学院讲师、中外

文化遗产比较研究中心副主任、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话语研究专业委员会理

事

马诗远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区域国别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新闻

学会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理事

马志超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买 江 新疆大学旅游学院讲师，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孟 晓 浙江万里学院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教师

明 薪 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科研秘书、讲师

南德庆 青海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倪 鹏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科研秘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研究员、讲

师、山东省历史学会理事

聂 凯 湖北大学校办校长秘书

聂玉娟 南昌大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境传播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牛忠光 江汉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翻译与区域国别研究中心主任

潘 雷
四川外国语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阿拉伯语研究生教研室主任、

中国中东学会理事

潘秋阳 东北农业大学文理学院英语系副主任、讲师

潘 震
广东工业大学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

学院院长、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会委员

齐轩石 黑龙江大学东语学院讲师

秦 博 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秦 璇 浙江传媒学院英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全国比较艺术学学会理事

曲 辰 同济大学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外国语学院教授、法语区域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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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娟 西藏民族大学外语学院讲师、西藏民族大学南亚研究所研究员

桑 田 肇庆学院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讲师

商其坤
北京外研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民建中央科教委员会特邀委员，虚

拟仿真开放教学创新联盟外语专业委员会执行主任

石庆梅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石 威 内蒙古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俄罗斯研究中心秘书

宋红波 武汉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

宋 伟 德州学院东盟研究中心讲师、秘书

孙立鹏 哈尔滨师范大学斯拉夫国家研究中心副主任、讲师、硕士生导师

孙 蕴 鲁东大学文学院东北亚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东亚儒学研究所所长

唐 辉 湖北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秘书长、讲师

陶建明 武汉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日语学科带头人、讲师

滕 仁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中国中俄

关系史研究会副秘书长

滕 腾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助教

万 红 黑河学院学术理论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汪东萍 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授，广东省英语专业翻译教指委委员

汪聂才 肇庆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明史学会利玛窦分会理事、副秘书长

王彩霞 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

王东海 鲁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教授，中国辞书学会理事

王嘉顺 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中国社会学会理事

王进波
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安徽师范大学伏尔加-第聂伯两江流域研究

中心秘书

王景会 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王丽琴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王 璐 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王孟娟 西藏民族大学南亚研究所研究员、外语学院讲师

王 敏 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汪书丞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国际关系学编辑部编辑

王婉潞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研究员，《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编辑部主

任

王文娟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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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军
大连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环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中

心主任，省级特聘教授

王晓侠 外交学院外语系系主任兼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王 雄 湖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

王 滢 滨州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王 圆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朝韩所副研究员

王兆义 浙江科技学院德语国家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王宗杰
浙江越秀东亚文化研究院院长、外国语学院教授，浙皖赣日语教学研究会

副会长

卫 玲
西北大学期刊管理中心主任、《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

教授，全国高校学报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吴承义 黑龙江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高盟副理事长

吴 昊 四川外国语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

吴 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教授，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

理事，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理事，欧美同学

会留苏分会理事，中国-俄罗斯经济类大学联盟秘书长

吴 童 内江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吴雨阳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东学院硕士研究生

武海燕
内蒙古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学院院长、教授，内蒙古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

中心主任，内蒙古高等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与研究分会常务理事

席 敬
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心主任，湖北国际教

育交流协会副会长

夏梦真 华南师范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肖传国
吉林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教授，吉林省“18 条

人才”部级领军人才

肖 皓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执行秘书长、教授

肖华锋 湖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谢 琳 时事出版社学术策划编辑

谢一平
延安大学研究生院学科办主任、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

会理事

熊 兴
湖北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助理、副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台港澳与

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徐侠民 浙江万里学院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副研究员

许 蔓 深圳大学区域国别与国际传播研究院执行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许 倩
河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河北师范大学印度尼西

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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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玉军
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集美大学海丝沿线国家国别研

究院执行院长

许 卓 长春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闫晓露 江汉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副主任、副教授

杨 丹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中国法治现代化

研究院研究员

杨 辑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云大地区研究》编辑部研究助理

杨 璐 辽宁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杨 茜 河北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讲师

杨松霖 华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杨素梅
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伏尔加第聂伯两江流域研究中心主任，苏

联东欧史学会理事

杨鑫敖 外交学院外语系法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杨 雪 广西职业师范学院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助教、科研秘书

杨延龙 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专任研究员，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副主任

叶晶晶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外语与文化传播学院讲师，中华日本哲学会理事

叶 萌 大连海事大学公共管理与人文艺术学院讲师

叶兴艺
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东盟学院书记、常务副院长，中国—东盟区域国别

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

殷知行
澳门城市大学澳门“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澳门城市大学葡语国

家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尹 悦

郑州轻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郑州大学中国外交话语

研究院研究员、《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编委，《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编委

于鑫洋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实习员，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北

京外国语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于增辉 肇庆学院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理事

余 波 重庆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讲师，斯里兰卡研究中心研究员

余宏程
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硕士研究生，阿拉伯语系主任助理，阿

联酋研究中心主任助理

余金艳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院长助理

余慕鸿
浙江财经大学中亚研究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

员

俞家海 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俞 婷 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授

禹 雪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视前卫媒体战略研究中心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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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鼎鼎 江汉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讲师

喻 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智库成果出版中心副主任（主持工作）、副编审

袁 颖 德州学院东盟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讲师

袁玉华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讲师

原 贞 肇庆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肇庆学院区域国别研究中心科研秘书

翟东钰 四川外国语大学西方语言文化学院助教

战双鹃 华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 峰 滨州医学院外国语与国际交流学院副教授

张建锋

甘肃政法大学丝绸之路区域国别研究院（涉外法治学院）院长、教授，甘

肃省丝路法治研究会秘书长，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法治专业委员会

常务理事

张晶薇 辽宁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授

张 璐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外语与文化传播学院讲师

张 鹏
大连大学环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环印度洋岛国研究

中心副主任

张庆峰 山西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交流信息中心《阿富汗研究》副主编

张为斌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风险研究中心副主任、特聘研究员

张卫娣
河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河南分会副会长

张文杰
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法方）派驻研究员（法国蒙彼利埃三大文化研究

院派驻），中国人民大学法国与法语国家研究院（法方）院长助理

张文智 哈尔滨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张兴年 青海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张秀见 长安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张永蓬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大学

博士生导师，福建江夏学院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

张 玉 大连理工大学独联体国家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秘书

张 元
河北金融学院爱尔兰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中国战略发展学会战略思维专

委会委员

张振克 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所长、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

张知倞 西安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

赵光锐
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副教授，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

治系主任

赵洪娟
青岛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授，青岛科技大学“一带一路”与中

西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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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少峰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博

士生导师，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赵师苇 广西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赵蜀蓉 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非研究中心主任

赵新安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专业负责人、副教授

赵新宇 天津财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国际汉语教研室主任、讲师

赵学林 四川外国语大学西方语言文化学院助教

赵 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内参舆情中心高级编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内参舆情中

心国际室副主任

郑佳宝 四川外国语大学西方语言文化学院葡萄牙语系主任、讲师

郑健鑫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郑佩芸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外语与文化传播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翻译

协会对外话语体系研究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外文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第十

六届人大代表

郑竹群
福建江夏学院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福建江夏学院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

院长

钟 玲 深圳技术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广东省外语教育评价学会理事

周 方 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副教授

周丽娅
宁夏大学阿拉伯学院（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副教授，中国世界民族学

会理事，中山大学访问学者

周 玲
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教授，阿拉伯语系主任，阿联酋研究中

心主任

周松锋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周 婷 南昌大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境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 伟
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海南大学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研究中心主

任，海南公共外交协会副秘书长，海南省史学会副秘书长

朱殿勇 哈尔滨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

朱献珑
华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

国南亚学会分会印度洋学会副会长

朱晓娟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讲师，高盟学生发展委员会副主

任

邹怀强 云南民族大学南亚东南亚语言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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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校内与会嘉宾

白 鹿 中山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特邀副研究员

陈 杰
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高盟秘书长，

中国区域国别学 50 人论坛秘书长

陈诗诗 中山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处副处长

邓 婷 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硕士研究生

高云芸 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拱岩颜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郭 聪 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副教授

黄爱成 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党委副书记

黄涵梓 中山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综合管理办公室主任

黄宇芝 中山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特邀副研究员

黄芷苍 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博士后

姜 帆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博士生

导师，中山大学逸仙学者，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理事

李嘉妮 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团委书记

李 晶
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高盟学科调查与评价专业委员

会执行主任兼秘书长

刘涵芃 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刘利华 中山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罗 楠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中山大学“百人计划”青年优秀人才

骆雪娟 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国际舆情研究中心主任

马珊珊 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博士研究生/宁夏大学阿拉伯学院助教

马 婷 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博士研究生

覃胜勇 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副教授，非洲研究中心（筹）主任

王思宇 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东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王学东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高盟学科对话与理论创新委员会秘书长

吴婷婷 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吴蔚琳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

谢 芳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闫 凯 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副教授、俄罗斯与中亚研究中心（筹）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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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帆 中山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杨天虹 中山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行政助理

张芯瑜 中山大学拉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高盟秘书长助理

张 鑫 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博士研究生

张 洋
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高盟学科调查与评价专

业委员会主任

赵 薇 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赵 萱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中国世界民族学会理事

郑 华 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党委书记

郑岩芳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外语教学中心副主任

钟 茜 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周 慧
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欧洲研究中

心主任

庄泽虹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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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报到及住宿安排

1.会议报到

会务联系人:王佳乐福 13511849293

报到时间:2023 年 10 月 20 日 14:00-21:00

报到地点:

（1）珠海唐邑酒店（珠海香洲区唐家湾镇金唐路港湾 1 号科创园，

0756-3911111）

（2）珠海高新区亚朵酒店（珠海市香洲区金唐路 18 号，0756-3678999）

（3）珠海青竹书院酒店（珠海香洲区唐家湾镇情侣北路 1858 号，0756-3662088）

（4）丽枫酒店唐家湾海滩店（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唐淇路 437 号，

0756-2213988）

说明：如您晚于报到时间到达酒店，可先行办理入住，于第二天在主会场签到

处补报到和领取会议资料。

2. 会议交通

会务联系人：吴艳 13138100513

（1）珠海唐邑酒店,距珠海金湾机场 64 公里，距珠海站 23 公里，

距会场中山大学珠海校区海琴 4号楼 3.2 公里；

（2）珠海高新区亚朵酒店,距珠海金湾机场 68.7 公里，距珠海站

22.8 公里，距会场中山大学珠海校区海琴 4号楼 4.8 公里；

（3）青竹书院酒店,距珠海金湾机场 69.7 公里，距珠海站 20 公里，

距会场中山大学珠海校区海琴 4号楼 1.7 公里；

（4）丽枫酒店（珠海情侣北路唐家湾海滩店）,距珠海金湾机场 57 公里，

距珠海站 18 公里，距会场中山大学珠海校区海琴 4号楼 1.7 公里；

（5）会议期间，会议组织方将安排从酒店到会场的往返车辆，届时请听从

安排。住在学校附近酒店的与会人员请自行前往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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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机场与酒店往返交通（可登录珠海机场快线小程序查询详细班次信息）：

（1）20 号从 06:41 到 22:11，每 30 分钟一趟，在机场有大巴(29 座/辆),

从机场到唐邑酒店接驳，请有需要的参会代表留意提示信息。

（2）22 号从 05:00 到 21:30，每 30 分钟一趟（节假日上下班时段预留 120

分钟），有大巴(29 座/辆)从唐邑酒店到机场接驳，请有需要的参会代表

留意提示信息。

酒店与会场往返交通（如会议时间有变动，请及时关注会议群通知）：

（1）21 日早上 7:15-7:30 乘坐会议大巴车准时从报到酒店酒店一楼接驳

至中山大学会议主会场（最晚 7:30 发车）。

（2）22 日早上 7:30-7:45 乘坐会议大巴车准时从报到酒店酒店一楼接驳

至中山大学会议主会场（最晚 7:45 发车）。

（3）21 日、22 日晚上 18:30-19:00 车辆从若海餐厅出发返回报到酒店（将

根据会议结束时间灵活安排）。

（4）自驾人员需提前一天与会务车辆联系人（吴艳 13138100513）进行车

辆报备，需要提供姓名、身份证号、联系方式、车牌号，方可在海琴 4

号地下停车场停车，从 17-20 号电梯上二楼主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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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餐饮安排

会务联系人：张淑华 13780853049

4.医疗应急

会务联系人：范秀慧 13798165361

5.安全应急

会务联系人：范秀慧 13798165361

6.会议缴费和发票事宜

会务联系人：李嘉妮 18674064889

日期 餐别 地点

10月20日 晚宴 唐宴海鲜酒家三楼 自助餐

10月21日

午餐 海琴4号 盒饭

晚餐
若海餐厅三楼 自助餐

若海餐厅四楼琴湖房 清真餐

10月22日

午餐
若海餐厅三楼 自助餐

若海餐厅四楼琴湖房 清真餐

晚餐
若海餐厅三楼 自助餐

若海餐厅四楼琴湖房 清真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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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住宿和就餐路线指引图

公交路线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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