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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东亚经济与管理合作国际论坛暨

第六届中国留韩经济管理年会

征文通知第三轮

会议主题：大数据视域下的绿色发展、碳金融与产业链融合

一、时间地点

·2023年 12月 15日至 17日

·安徽蚌埠

二、主办单位

·安徽财经大学

·中国留韩经济管理年会理事会

三、承办单位

·安徽财经大学统计与应用数学学院

·安徽财经大学低碳发展与碳金融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

四、协办单位

·蚌埠俊朗慧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五、学术支持单位

·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生态环境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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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会议简介

中韩两国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源相通。千百年来，一衣带水的中韩友好

书写着人文交流的绚烂篇章。肝胆每相照，冰壶映寒月。中韩两国互为最大留学

生来源国，互为最大旅游客源国和目的国，2022年中韩贸易总额达 3623亿美元，

较建交初期扩大了 72倍。中韩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深度黏着。“中国留韩

经济管理年会”旨在促进中国经济管理领域教育科研的合作与交流，为学者学生

企业家搭建经济管理交流学习的平台，架起中外教育科研交流的人桥，为中国的

经济改革和发展贡献积极的智慧。

自 2017年以来，中国留韩经济管理年会相继在江苏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威海）成功举办了五届会议。安

徽财经大学将于 2023 年 12 月 15 日至 17 日主办 2023 年东亚经济与管理合作国

际论坛暨第六届中国留韩经济管理年会，会议主题为“大数据视域下的绿色发展、

碳金融与产业链融合”，共同探讨大数据、低碳金融与中韩产业高质量发展等相

关问题。本届会议主要包括主题报告、中韩产业区圆桌对话、分组报告、期刊见

面会和青年学者论坛等环节，并评选出优秀学术论文。

七、议题(包括但不局限于)

碳金融与双碳目标 大数据、中国式现代化与中韩产业链融合

碳金融与减碳降排市场机制 大数据、“碳中和碳达峰”与企业环境行为

碳金融的风险管理和风险转移 大数据与数字经济、数字创新

自然资源资产核算 大数据与中日韩自由贸易区

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 大数据与中韩旅游经济与管理

自然资源与经济韧性 大数据与营销创新

中韩经贸合作与全球价值链协作 企业治理、绿色供应链管理与企业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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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已邀请大会报告人

【陈诗一】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国家杰青、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人社部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暨有突出贡献中青

年专家、上海市领军人才。

【李 根】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国际熊彼特研究会前

理事长，Research policy 共同主编。

【黄速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员、原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

授，现任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会长。

【崔龙录】韩国仁荷大学东亚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

学院院长、仁荷大学首席教授（经济学）、韩国中小企业联合会委员长、韩国电

子商务学会会长、亚洲商业论坛主席。

【吴根烨】韩国忠南国立大学经管学院经济学教授，经营经济研究所主任，韩国

经济学会副会长，曾任韩国忠南国立大学经管学院院长、企划处处长、研究生院

院长。

【张力小】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京师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水环境

模拟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九、青年人才对话嘉宾

【张 宁】山东大学蓝绿发展研究院院长，国家优青，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

席专家。

【沈 剑】教授，浙江理工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国家优青。

【鲁 渤】大连理工大学“星海优青”、国家级青年人才、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首席专家、中国物流学会副会长。

【陈 楠】河南省高校新型智库研学旅行研究中心主任，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研究

院副院长，河南大学文化旅游学院创意与规划系主任。

【吴 杰】浙江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国贸系系主任，浙江大学博士后，浙江工业大

学教学创新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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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中韩产业园区对话嘉宾

【孙安华】烟台高新区（中韩烟台产业园）招商中心副主任，主要负责中韩（烟

台）产业园高新区片区招商引资、对外合作交流等工作。

【程 明】现任盐城经开区中韩产业园建设办公室副主任，主要负责中韩（盐城）

产业园建设工作、外事和台务工作。

【张志立】安徽中韩（池州）国际合作半导体产业园管理服务中心主任，要负责

安徽中韩（池州）国际合作半导体产业园建设、招商、外资企业服务工作。

【刘 文】山东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

专家，山东大学自贸区研究院首席教授。

【肖树峰】肖现任淑明女子大学商学院跨国企业战略管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龙兴乐】江苏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资源管理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

【代云海】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庆熙大学讲座教授，南首尔大学韩中商务

系教授，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毛竹青】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讲师，兼任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副研究员。

十一、会议支持期刊

会议将遴选部分优秀论文推荐至：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环境经济研究》

《China & World Econom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Management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Expert Systems》

《Journal of Systems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Business Ethics,the Environment & Responsibility 》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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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期刊对话嘉宾

【冯晓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高级编辑，《中国与世界经济》杂志的执行主编，

北京凯恩克罗斯经济研究基金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

【张力小】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京师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水环境

模拟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廖中举】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担任 SSCI期刊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副主编。

十三、会议日程

2023年 12月 1日：优秀论文评选全文、会议论文摘要提交截止；（投稿已截止）

2023年 12月 8日：发送会议论文交流邀请函、优秀论文入选决赛通知；

2023年 12月 10日：注册报名截止；

2023年 12月 15日：参会人员报到注册；

2023年 12月 16日上午：开幕式、合影、主题报告；

2023年 12月 16日下午：青年人才对话，期刊见面会，分组报告；

2023年 12月 17日上午：产业园区对话，分组报告，优秀论文颁奖，闭幕式。

本次年会分论坛 1—【经管院长圆桌论坛】拟邀请经管学院院长，搭建应届毕业

生与院长面对面沟通、交流、互动平台，院长现场选拔优秀青年，希望各位青年

才俊借此机会入职高校。注：参加院长论坛需提供 5min自我介绍，11月 25日

前请将个人简介发邮箱 120210131@aufe.edu.cn，邮件请注明“院长论坛+姓名+

个人简历”。

本次年会分论坛 2—【优秀青年人才成长论坛】将邀请优秀青年人才，分享他们

的科研成长经历和经验，帮助年轻老师规划学术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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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2月 16日：优秀期刊见面会。

2023年 12月 17日：中韩产业园圆桌对话（安徽中韩(池州)国际合作半导体产业

园；大韩贸易振兴公社；烟台中韩产业园区；盐城中韩产业园区；中国（安徽）

自由贸易试验区蚌埠片区）、优秀论文汇报。

十四、征文说明

仅接受 E-mail投稿，投稿信箱：3202300277@aufe.edu.cn，邮件主题注明“投

稿：第 6届中国留韩经济管理年会”字样，附件中的文件名称用“单位名称+通

讯作者名字+文章题目”命名。（投稿已截止）

十五、论文要求

（1）论文全文（字数不限）或论文摘要（一页 A4纸），中英文均可。

（2）采用Microsoft Word文件格式投稿（已截止），文件命名为“单位名称+

通讯作者名字+文章题目”。

（3）论文首页标注：题目、全部作者姓名及单位名称，通讯作者 E-mail、联系

电话或手机、摘要、关键词、作者简介、资助项目、中图分类号、是否参评优秀

论文等。

优秀论文评选

本届年会拟设立优秀论文奖，年会将成立评奖委员会，负责优秀论文的评选

工作。拟参评优秀论文的作者需要提交全文，并在论文首页标注参评优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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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会议注册

（1）会务费：

参会人员须缴纳会议注册费。住宿、交通费用自理（会务组可协助预订酒

店）。会务费缴纳方式：电子汇款、现场缴纳，报到当天缴纳会务费，可申请开

发票。

会议注册费 早鸟会议注册费：(12月 8日前)

教师（含博士后） 注册费：1200元/人 注册费：1000元/人

学生 注册费：800元/人 注册费：600元/人

注：注册时间以缴费时间为准。

（2）缴费方式

本次会议缴费账号信息如下（请参会人员备注“姓名+单位”）：

单位：蚌埠俊朗慧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埠财院支行

账号：343006011013000362193

（3）参会回执：

请您于 12月 12日 24:00前扫码完成注册，我们将协助参会者预定酒店。

扫码注册

因房源紧张，请有意参会的老师确定好房型，尽快提交参会回执。提交参会

回执后如临时有变无法参会，请及时告知会务组，以便及时调整酒店预订及其他

会议资源。

酒店：富力万达嘉华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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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级 协议价 350元/日（单间、标间均 350元/日）

联系方式：李老师（17755289777）

地址：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东海大道 4189号蚌埠富力万达嘉华酒店

（4）会务组联系方式：

征文联系人： 庄梦婷 电话：18755354481 邮箱：3202300277@aufe.edu.cn

罗 晶 电话：15178372346 邮箱：199230010@aufe.edu.cn

会务联系人： 李 勇 电话：17755289777 邮箱：984103501@qq.com

张 凡 电话：18255331475 邮箱：20203144@aufe.edu.cn

庄梦婷 电话：18755354481 邮箱：3202300277@aufe.edu.cn

会议协调人： 崔连标 电话：18355257096 邮箱：cuilb1987@126.com

齐 超 电话：13053128321 邮箱：120210131@aufe.edu.cn

mailto:199230010@aufe.edu.cn
mailto:120210131@auf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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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汇报嘉宾介绍

与会嘉宾：陈诗一

陈诗一，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

授、国家杰青，博士生导师。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

者、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人社部百千万人才工

程国家级人选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上海市领军

人才。同时担任新一届教育部高校财政学专业教指委

委员、全国保险专业学位研究生教指委委员、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韩基础科学联委会中方委员。兼任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

长、中国“双法”研究会能源经济与管理分会副理事长、上海市数量经济学会副理

事长、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主编及《复旦金融评论》执行主编。长期从事

中国经济转型与金融发展、能源环境经济以及应用计量经济学术研究，主持绿色

金融、可持续发展、长三角发展智库研究。学术论文先后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

《经济研究》、《金融研究》、Journal of Econometrics、Energy Economics、China

Economic Review 等中英文期刊，出版专著编著 7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国家自科创新研究群体等课题近 20项。

与会嘉宾：李根

李根，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韩国总统(议

长)直属国民经济咨询委员会副议长、著名经济学家、

经济追赶中心创办所长。1989 年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经济学博士。曾任国际熊彼特学会理事长

（2016-2018）、亚太创新网络理事长。世界银行发展

研究中心顾问、全球创新学术网络（Globelics）学术委

员、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理事、World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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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um 理事。Research Policy 主编（ABS 4*期刊; 创新经济与管理领域 TOP1

SSCI期刊）、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副主编（SSCI期刊）、Asian Journal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副主编（SSCI期刊）。著作《经济赶超的熊彼特分析》

获得 2014年度熊彼特奖。研究领域包含经济追赶、创新经济学、科技政策等。

长期关注后发国家经济追赶（Catch up）,学术论文累积被引一万余次，H指数 49，

单篇论文最高引用 1482次。

与会嘉宾：黄速建

黄速建，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员、原副所长，中国社会科

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

研究领域为企业组织与企业改革。出版了《公司论》、《国

有企业产权制度变革》、《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制度安

排与现实选择》等独著或合著专著 20 余部，在《经济研

究》、《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经济管理》、

《财贸经济》等有关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100多篇，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

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等重要研究课题

40多个，近期主持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推进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研究”。有多项研究成果获得有关的学术奖。

与会嘉宾：宋马林

宋马林，二级教授，博士（后），博士生导师，安徽

财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Emerald旗下期刊Management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主编；教育部高等学校统计学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2020年 1月，被中共中央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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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称号；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

军人才，Clarivate Analytics（科睿唯安）高被引科学家；入选爱思唯尔 2021 年

度中国高被引学者。主要从事数据包络分析、环境经济统计方面的研究。主持完

成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鉴定等级为“优秀”）、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环境效率评价方法及其应用研究”和

“面向大数据的环境绩效评价理论、方法及其应用研究”（结项后评估鉴定等级

皆为“特优”）。目前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

制度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自然资源资产与经济增长、经济安全

的协调机制与策略研究”等。第一作者在《经济研究》等 CSSCI、SSCI期刊发

表高质量学术论文多篇，出版系列《中国环境经济发展研究报告》。获安徽省人

民政府颁发的安徽省社会科学奖一等奖和安徽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获国家商务

部部级一、二、三等奖。

与会嘉宾：崔龙录

崔龙录，韩国仁荷大学东亚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学院院长、仁荷大学

首席教授（经济学）、韩国中小企业联合会委员长、

韩国电子商务学会会长、亚洲商业论坛主席。担任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Economics 主编、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执行主编、Sustainability领域主编、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Computational Economics、Ecological Indicators、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Energy Policy等期刊客座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可持续发展

与 Green IT。在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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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s、Energy Policy、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Annuals

of Operations Research等国际权威期刊发表论文 100余篇，承担韩国自然科学基

金重大项目 2项，一般项目十余项。

与会嘉宾：吴根烨

吴根烨，韩国忠南国立大学经管学院经济学

教授，经营经济研究所主任，韩国经济学会副会

长，曾任韩国忠南国立大学经管学院院长、企划

处处长、研究生院院长。吴教授的研究领域是知

识产权与国际经济、专利与生产率等，韩国首尔

国立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1994年获美国 Ohio

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富布莱

特学者，亚太创新学术网络委员。2000年被创办 SCI的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评

为“国际杰出研究者”；2006年被 Elsevier 授予社科领域“高引用学者”。主持了韩

国国家研究基金会“全球价值链重塑”重点课题、全球研究网络（中韩印）课题、

韩国国家研究基金会与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国际合作交流课题、韩国国家研究基

金会与中国社会科学基金国际合作课题等多项国家级课题。在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Pacific Economic Review等国际知名期刊发表论文 80余篇。吴教授英

文专著《专利对韩国信息通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 Springer出版、英文

专著《韩国知识产权经济学》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出版。

与会嘉宾：张力小

张力小，男，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京师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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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模拟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获得者。主要从事水环境系统分析、生态核算与模拟、

城市代谢等方面的研究，目前重点研究水-能源-粮食

关联关系、可持续能源转型、低碳路径优化等课题。

近年来，主持多项国家及省部级项目，发表学术论文

150余篇，其中 SCI收录 100余篇，Web of Science 数

据库引用 4000 余次。担任国际 SCI Top 期刊 ，

Resource, Conservation & Recycling、Environmental

Challenges、中国环境管理等期刊编委。担任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地学分会秘

书长、中国生态学会产业生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自然资源学会资源流动与

管理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双法”研究会能源经济与管理研究分会

常务理事。

与会嘉宾：洪彰杓

洪彰杓，担任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大中

华地区总部总代表，吉林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 KOTRA

驻台北、北京韩国贸易馆、驻上海韩国贸易馆担任副馆长

和驻香港韩国贸易馆任馆长，以及 KOTRA 中国地区副本

部长兼海外 IT 支援中心总负责人等职务。同时，担任

KOTRA中国事业团团长、E-daily《中国观察》专栏作家、

Economist《ChinaToday》专栏作家、首尔科学综合大学

(aSSIST)/Aalto University特邀教授、中国复旦大学全球投资与贸易研究中心研究

员等多个职位。参与 2030年釜山世博会申办委员会和跨国公司领导人峰会咨询

委员会等咨询委员会，担任广东省全球招商顾问。出版多部重要著作，其中包括

《朝鲜投资实务指南》（KOTRA，1994）、《进军中国市场中长期战略》（KOTRA，

199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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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创建于 1962年，是促进韩国与境外国贸

易和投资的非盈利性政府机构，入会不收取会员费，主要为外资企业和广大韩国

企业服务，目前 KOTRA 有会员公司 8500 多家，多数为中小企业。KOTRA 在

美国、日本、中国等 86个国家内共设有 127个海外韩国贸易馆，其宗旨在于促

进韩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生活消费品、电子信息、绿色能源、生物医疗、机械设备、

卡通动漫、招商引资等领域的广泛交流与合作。截至目前，KOTRA在中国 7个

省市和台湾地区设立了 10个韩国贸易馆，分布在上海（中国地区总部）、北京、

大连、广州、青岛、成都、武汉、厦门、香港和台北。其主要职能是开拓市场、

市场调研、促进和增强韩中投资。此外，KOTRA与中国贸促会（CCPIT）、日

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积极整合各方资源搭建贸易与合作平台，旨在促进和

加深中、日、韩三国制造业及相关服务业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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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大学院长圆桌对话主要嘉宾

对话嘉宾：夏万军

夏万军，安徽财经大学统计与应用数学学院院长、中

共党员，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省教学名

师。中国统计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分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全国工业统计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商业

统计学会市场调查分会副会长、中国数量经济学会投入产

出与大数据分会副会长、安徽省行为学会副理事长。主要

研究方向收入分配与亲贫困增长。在《数理统计与管理》、

《财贸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Advances in Difference Equations》、《Advances in Difference Equations》等有

关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20余篇，主持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1项、省部级

基金 2项。教学方面，主持省部级教研项目 5项，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第四届全国应用统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省级教学成果特等

奖多次、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多次。

对话嘉宾：文熙哲

文熙哲任韩国经营经济学会会长、韩国忠南国立大

学国际贸易专业教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富布赖特访

问学者、日本名古屋大学经济研究中心访问学者。被聘

为越南商业大学客座教授、西北大学客座教授、南京审

计大学名誉教授、江苏大学兼职教授。多次任东北亚经

济与管理国际学术会议主席。文教授在担任韩国经济经

营学会会长、韩国贸易学会会长期间，多次组织大型的

国际学术会议，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出版《国际营销》、《全球供应链》等

专著 10余部，在 SSCI、Scopus等国际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60多篇，主持韩国国

家研究基金委重点项目“全球价值链与国际竞争力”、 韩国国家研究基金委与

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等国家级课题多项。2017年被授予韩国

总统奖 “勤政褒奖”。研究专长：创新经济、电子商务创新经济、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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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嘉宾：陈瑞勋

陈瑞勋教授，现任高丽大学应用统计系教授，1999年

获韩国大学统计学博士学位。金教授于 2007年加入高丽大

学，曾担高丽大学任科技学院副院长、应用统计系主任、

图书馆和学术信息中心主任、招生和公共关系副校长、规

划和预算副校长等。研究领域包括数据挖掘、机器学习、

客户关系管理、基于数据的决策和文本数据分析，已在国

内外期刊发表超过 60篇论文。金教授还为 LG U+、GS Home

Shopping、CGV、11th Street、Hyundai Card、Davichi Glasses Chain等多家韩国

公司提供数据分析咨询，并最近在城市燃气公司的人工智能项目中发表多篇重要

论文。他曾在三星、KB Card、现代资本等公司任职，专注于利用客户数据分析

建立决策系统。

对话嘉宾：张宁

张宁，经济学博士，现任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博士

生导师，威海前沿交叉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蓝绿发展研

究院院长，剑桥大学土地经济学系高级研究员、达尔文

学院成员、英国皇家学会工艺院院士，入选国家级领军

人才、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国家优青、泰

山学者特聘专家、珠江学者、国家自科重点项目和国家

重点研发课题负责人，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及省部级科

研项目 10余项。主要研究方向：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可持续发展评估、生产力经济学，以主要作者在 Science、Nature、Nature Geoscience、

Nature Climate Change、Nature Sustainability、Nature Communication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One Earth、The Lancet Planetary Health和 ABS4星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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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 100余篇，在《经济研究》发表独立作者论文，20

余篇论文进入 ESI热点和高被引论文，Google Scholar被引用 11000余次，H指

数 55，并连续入选科睿唯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2020-2023）、全球前 2%

顶尖科学家（2020-2023)、全球前 5%经济学家（IDEAS/RePEc）、爱思唯尔中

国高被引科学家（2021-2022），谷歌学术引用-效率生产力分析排名全球第 1位、

能源环境经济学引用全球排名第 3位。张宁教授现担任《Green and Low-carbon

Economy》主编、SSCI期刊《Social Science Journal》副主编、SCIE期刊《Energy,

Ecology and Environment》副主编、ABS三星级期刊《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编委、国内权威期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学术编辑。获得

第十七届高等院校霍英东青年教师奖，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省部级奖励。

主笔或参与撰写的研究报告被国家和省部级领导批示 10余次，部分研究成果转

化为政府决策与应用，并担任山东省政协委员。

对话嘉宾：王纪孔

王纪孔，鲁东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鲁东大学

侨联（归国留学人员联合会）主席，国际教育学院副

院长，美国 University of Bridgeport访学学者。兼任

鲁东大学蔚山船舶与海洋学院副院长，山东省与韩国

交流合作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鲁东大学亚太经济研

究所所长。主要社会兼职有山东省世界经济学会理事，

山东省侨联青年委员会第二、第三届理事会副会长，

欧美同学会朝韩分会理事，山东省欧美同学会理事，

山东省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理事，烟台市芝罘区十二、

十三、十四届政协常委，烟台市第十四届政协委员，新万金中国文化院副院长等。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经济合作、区域经济发展、城镇化与农村发展等领域的研

究，在国内外出版社独立或以第一作者身份出版专著 4部。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

多篇。主持教育部、山东省社科规划等研究项目 6项，参与国内外项目 8项。获

山东软科学优秀成果奖、山东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奖、全省统战理论调研宣传

“四新工程”优秀理论调研成果奖，烟台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 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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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嘉宾：刘钻扩

刘钻扩，山东师范大学社科处副处长，经济学

博士，教授，企业管理专业、工商管理专业硕士生

导师。兼任《Korea-China Economic & Cultural Review》

副主编、《Asia-Pacific Journal of Business &

Commerce》理事、SSCI期刊《Journal of Korea Trade》

编委、中日韩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

山东省物流与交通运输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山东

省商贸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绿色

发展与企业绩效、国际商务研究、物流产业发展与创新。主持国家级课题 1项，

省部级课题 3项。专著《关于专利权滥用之法律规制的研究─以国际贸易交易为

中心》在韩国图书出版法贤出版社出版，在《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统计

与信息论坛》、《华东经济管理》、《Energy Policy》、《Journal of Korea Trade》

等著名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论文 20余篇。2019年被选为“山东物流研究创新人物”。

对话嘉宾：王璟珉

王璟珉，山东财经大学中国国际低碳学院执行

院长、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工学博士，经济学博士

后，研究生导师。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绿色低

碳贸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CCPITCSC-TC）委员兼

副秘书长，山东节能协会常务理事、山东黄河促进

会常务理事，山东省生态文明研究会理事，国际气

候项目组织（TCP）中国讲师团成员。济南市十八届

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专家顾问，临沂新能源产业专家委员会成员，《气候变化研

究进展》、《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山东财经大学学报》等刊物匿名审稿

人。长期从事低碳经济与可持续发展、企业战略与社会责任相关教学与科研工作。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政治经济学视角下中国碳交易机制优化研究》，出版《低

碳发展蓝皮书》等。曾参与省市两级节能五年规划编写工作，央企双碳目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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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调研课题等。目前主持开设 Monthly Review of China’s Carbon Trading

Market视频栏目。

对话嘉宾：肖玉杰

肖玉杰，工学博士，副教授，现任南京财经大学科研

处副处长，企业管理（物流管理方向）硕士生导师，江苏

省第五期“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

（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主要从事现代物流方面的教

学科研工作，以国家宏观政策为指导，以系统工程理论为

基础，运用信息技术和数学方法，研究我国现代物流业发

展过程中面临的管理实践问题，主要研究方向为设施规划、

优化算法设计、供应链金融、调度及服务资源优化配置等。已发表 SCI/SSCI论

文 10余篇，出版专著 1部。近年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项，江苏省

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重大项目 1项，江苏省高校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项，并承担政

府及企业咨询项目十几项。

嘉宾介绍：牟健

牟健，现为韩国釜山大学商学院长聘教授,前商学院副

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互联网经济与跨境

电商专委会副主任。曾在韩国成均馆大学，加拿大渥太华

大学从事博士后科研工作。于 2017年为伊利诺伊大学芝加

哥分校访问学者。2023年全球高被引学者，Emerald 出版

社杰出论文奖，杰出副主编奖。其主要研究方法为元分析

(meta-analysis), 主要研究领域为互联网用户行为研究，电

子商务研究，社交媒体，电子医疗健康研究，人机交互行为研究，以及信息系统

外包相关的研究。牟健曾就职于跨境电商企业敦煌网，任资深用户研究工程师。

牟健教授利用元分析方法进行的科研成果已经发表到了信息系统领域的知

名期刊 JAIS，以及优秀 SSCI期刊 TFSC,和 ECR中。并在国内外几十所知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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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中进行了元分析方法培训宣讲。

牟健教授目前为国际 SSCI 期刊 Internet Research, Electronic Markets,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Journal of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Behaviour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副主编，SSCI 期刊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eople 高级编辑，以及 SSCI 期刊 Journal of Glob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and End User Computing 和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的客座编辑，并参与主持多个国际信息系统和电子商

务领域的学术会议。其共发表 SSCI/SCIE等国际期刊论文 70余篇，主要包括：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ystems,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ternet Researc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eople, Technology in Society,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以及

ICIS,ECIS,PACIS,AMCIS,HICSS和 CSWIM等会议论文。

对话嘉宾：杨帅

杨帅，信息管理工程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常熟

理工学院商学院副院长，苏州市政协委员，民革常熟理工支

部副主委，江苏省科技副总。长期从事供应链管理、库存管

理、生鲜品供应链等问题的研究，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 、 《 Computers & Industrial

Engineering》、《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等期刊发

表学术论文 20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1项、

江苏省产学研项目 1项，以及多项横向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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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对话

期刊对话嘉宾：冯晓明（China&World Economy执行主编）

冯晓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高级编辑，自 2000 年起

一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与 WILEY 联合主办的 SSCI经

济学期刊 China & World Economy 的执行主编、中国世界

经济学会的常务理事。曾任《国际经济评论》担任编辑。

《China &World Economy》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

政治研究所主办的英文双月刊，是目前中国大陆最早进入

SSCI的经济类学术英文刊物。

期刊对话嘉宾：廖中举（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副主编）

廖中举，管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浙江

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担任 SSCI期刊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副主编。主持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重大项目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项。发表学

术论文 100多篇，60多篇研究报告获得省部级领导批示。

获得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十七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浙

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等，连续 3年入选斯坦福大学与 Elsevier发布

的“年度科学影响力排行榜”全球前 2%顶尖科学家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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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才对话嘉宾介绍

对话嘉宾：沈剑

沈剑，教授，浙江理工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院

长、国家优青。一直从事数据安全、公钥密码学、云计

算安全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先后获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二

等奖（排名第一）、中国密码学会优秀青年奖、江苏省

计算机学会青年科技奖、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二

等奖和三等奖等。目前为 IET Fellow、中国密码学会安

全协议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江苏省计算机学会信息安

全专业委员会委员，担任多个国际期刊编委及审稿人，及多个国际学术会议的程

序委员会主席。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项、国家基础加强计划重点基础研

究课题 1项、省部级项目 6项，发表和录用 IEEE/ACM Transactions系列汇刊长

文 23篇，ESI高被引论文 9篇，Google他引 6900余次，连续两年（2019年-2020

年）入选科睿唯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榜单（计算机科学），获 ACISP 2018最佳

论文奖、中科院一区 JNCA期刊 2019年最佳论文奖等。先后入选江苏省高校“青

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培养计划、江苏省科协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江苏

省“双创人才”-双创博士、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人才计划。教学方面，获江苏

省研究生教育改革成果奖一等奖等。

对话嘉宾：鲁渤

鲁渤，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青年人才、国

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国物流学会副会长、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科技杰出青年、辽宁省优秀科

技工作者、享受大连市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大连理工

大学“星海优青”，具有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后、英

国利物浦大学访问学者的研究工作经历。先后获交通

部“交通运输青年科技英才”、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

“青年拔尖人才”、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百层次”、辽宁省高等学校创



23

新人才支持计划、辽宁省高校杰出青年学者成长计划，以及大连市科技之星等学

术称号。目前，担任辽宁省级重点新型智库绿色航运经济与智慧港口运营研究中

心主任、辽宁省科技创新智库港口与航运发展研究基地主任、大连市航运与港口

运营关键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大连市绿色航运与港口运营管理重点新型智库主

任，以及大连市社科院智库大连市港口经济与管理研究基地主任。现担任辽宁省

第十二届青年联合会副主席、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辽

宁省第二届欧美同学会理事、民革辽宁省第十四届委员会经济和资源环境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民革大连市第十届市委常委、民革大连市第九、十届参政议政委员

会主任，以及大连市第十三、四届政协委员等社会职务。

对话嘉宾：陈楠

陈楠(回族)，河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观光经

营学博士，人文地理学博士后。河南省高校新型智库研学

旅行研究中心主任，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研究院副院长，河

南大学文化旅游学院创意与规划系主任。文化和旅游部首

批旅游业青年专家、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河南省高

校科技创新人才（人文社科类）、开封市第六届优青社科

学术骨干、开封市优秀教师。社会兼职方面担任了开封市第十六届人大代表、开

封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开封市委参政议政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

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旅游、节事节庆旅游、研学旅行等。出版《沿黄黄金旅游带

构建与可持续发展》、《旅游统计学实务与 SPSS应用》等旅游类专著教材 10

部，发表学术科研论文 5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 2项，主持省部级基金 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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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嘉宾：吴杰

吴杰，浙江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国际贸易系系主任，

浙江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毕业于韩

国忠南国立大学，国际贸易学博士，浙江大学博士后。

研究方向包括贸易自由化、全球价值链、数字经济等。

主持国家社科后期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

目、青年基金项目）、浙江省软科学研究计划一般项目、

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

8 项课题。在World Economy、Journal of World Trade、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Asian-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 等国内外知名 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

文近 20篇。获“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浙江工业大学教学创新大赛一等

奖，韩国教育部卓越研究人才奖，浙江省商务厅优秀研究成果奖等。

对话嘉宾：王梅玲

王梅玲，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韩国檀国

大学经济学博士，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访问学者，南京大学博

士后。致力于环境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等方向的研究，在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Applied Energ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 Growth and Chang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Advanced Sustainable Systems, Asia Pacific Business

Review, 管理评论等 SSCI、CSSCI期刊发表了 20余篇论文，其中以第一作者身

份发表 15 篇；长期担任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Energy Research & Social Science等SSCI

期刊匿名评审；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1项，国家社科后期项目 1项，

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项目 1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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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产业园区对话嘉宾介绍

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蚌埠片区介绍：

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蚌埠片区于 2020年 9月正式揭牌成立，试验

区占地面积 19.91平方千米，功能布局为研发创新区、产业集聚区、综合保税区、

港口物流区以及现代服务区五大功能区。蚌埠片区以“数字自贸”“绿色自贸”

为建设目标，积极在营商环境、贸易高质量发展、金融、科技创新发展等领域探

索创新，力争打造世界级硅基和生物基制造业中心、皖北地区科技创新和开放发

展引领区，同时，重点培育壮大新能源、新型显示、智能传感、生物化工、汽车

零部件五大产业集群。

目前，蚌埠实验片区自成立以来，试验区累计实现招商签约亿元以上项目

197个，协议引资额 978亿元，建成投产 59 个项目。此外，蚌埠片区在营商环

境、外汇金融等重点领域开展制度创新，聚力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水平。

截止目前，蚌埠片区已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省级 31项、市级 84项制度创新成

果，“两书同送+闭环管理”信用修复机制改革、服务企业优环境“绿名单”等

4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省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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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中韩产业园区对话嘉宾：孙安华

孙安华，烟台高新区（中韩烟台产业园）招商中心副

主任，主要负责中韩（烟台）产业园高新区片区招商引资、

对外合作交流、宣传推介、项目落地、发展改革、企业服

务等工作。山东省委党校研究生，2003年 7月参加工作，

先后在烟台开发区、烟台市商务局、省政府驻韩国经贸代

表处任职，从事招商引资工作 20年。

烟台中韩产业园区介绍：

中韩（烟台）产业园于 2017年 12月 15日经国务院批复设立，同年，烟台

高新区被确定为中韩（烟台）产业园东部核心区。中韩（烟台）产业园核心区（东

区）位于烟台高新区核心地带，在航天路以南、海兴路以东、辛安河以北、滨河

西路以西，占地约 10.4平方公里左右。重点发展医药健康、数字经济、智能制

造、新材料节能环保产业。区内规划科技创新区、产业加速区和配套产业区三个

部分。全部规划面积约 10.4平方公里，全方位承接韩国优势产业项目。产业园

依托国家新旧动能转换发展战略和高新区产业条件，确定四大主导发展产业，即

医养结合产业、数字经济产业、智能制造产业、节能环保新材料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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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中韩产业园对话嘉宾：程明

程明，盐城经开区中韩产业园建设办公室副主任，主

要负责中韩（盐城）产业园建设工作、外事和台务工作。

2002年 8月参加工作，先后在盐城经开区党政办、经济发

展局、盐城综合保税区等部门任职，从事发展改革、对外

交流、招商引资工作，牵头起草盐城经开区“十三五”规划、

中韩（盐城）产业园“十四五”规划，2023年参与编写《中

韩（盐城）产业园高质量发展蓝皮书》。

盐城中韩产业园介绍：

盐城中韩产业园于 2017年 12月由国务院正式批复成立，总体规划面积 50

平方公里，空间布局为产城融合核心区和临港产业配套区。产城融合核心区，依

托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面积 42平方公里。临港产业配套区，依托大丰港

一类开放口岸和大丰港保税物流中心（B型），规划面积 8平方公里。园区重点

发展汽车（包括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新能源装备和电子信息产业，积

极培育临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近年来，在江苏省委省政府和盐城市委市政府的大力关心支持下，盐城中韩

产业园坚持开放与创新互促并进、产业与城市双轮驱动、改革与服务相辅相成，

积极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全力推动对韩合作迈向更高层级。目前，盐城

中韩产业园成功获批国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全省首

批国际合作园区、全省首批中日韩（江苏）产业合作示范园区、中国（江苏）自

由贸易区联动创新发展区。



28

安徽中韩（池州）国际合作半导体产业园对话嘉宾：张志立

张志立，安徽中韩（池州）国际合作半导体产业园管

理服务中心主任，主要负责安徽中韩（池州）国际合作半

导体产业园建设、招商、外资企业服务工作。2012 年 8

月参加工作，先后在池州经开区办公室、人社局、投资促

进局、中韩产业园管服中心工作，从事招商引资、对外交

流、企业服务等工作，牵头起草池州市政府出台的《安徽

中韩（池州）国际合作半导体产业园建设实施方案》、《关

于支持安徽中韩（池州）国际合作半导体产业园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

安徽中韩（池州）国际合作半导体产业园介绍：

安徽中韩（池州）国际合作半导体产业园于 2020年 10月正式揭牌成立，位

于池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总用地面积 320.32 公顷，以半导体产业链为主导，致

力于将产业园打造成高层次国际合作产业平台、国内特色封测半导体产业基地、

省级一流半导体产业园、区域产业发展新高地。安徽中韩（池州）国际合作半导

体产业园是池州市外事部门倾力服务的重点对外经贸合作平台，也是省市外事工

作共建重点服务项目之一。截至目前，园区拥有外资企业 30余家，投资来源主

要为韩国、日本等地，累计引进外资项目 16个，总投资 43.5亿元，在全省国际

合作产业园年度考核中位居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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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嘉宾：刘文

刘文，山东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山东大学自贸区研究院首席

教授，山东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贸促会“自

贸协定专家智库”首席专家，全国人力资源学科课程教材

评价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

常务理事、山东省跨境易货贸易协会特聘专家、山东省软

科学研究会理事。主持和参与完成多项国家及省部级课题，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多次被《新华文摘》、《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近年来

围绕自贸区、RCEP、东北亚人口与经济展开研究，获得中日韩区域与合作发展

论坛一等奖，山东省高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

等、二等奖，山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等，山东大学“三八

红旗手”。多次接受媒体采访，取得较好社会反响。

点评嘉宾：肖树峰

肖树峰博士，淑明女子大学商学院跨国企业战略

管理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修跨国企业战略管

理，央视财经频道特约评论嘉宾，跨国企业战略学领

域国际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Strategy》的主编。曾担任韩国外国语大学

商学院跨国企业战略管理学教授。研究领域主要包括

企业竞争与成长战略、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战略、跨

国企业与本土企业竞争动态、企业创新以及制度理论，数十篇研究成果已经发表

在众多 SSCI 等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上，包括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Journ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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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Management、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等。

点评嘉宾：龙兴乐

龙兴乐，江苏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资源管

理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国际经济学博士，爱思唯

尔中国高被引学者, 入选斯坦福大学全球前 2%顶尖

科学家 2022 与 2023 年度科学影响力排行榜，研究

领域包括创新、可持续发展。在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制度经济学研究》等发表论文 60 多

篇高质量学术论文。学术累积引用 5400 多次，单篇论文最高引用 1000 多次，

H指数为 34，10 多篇入选 ESI 高被引论文（国际 TOP 1%）、热点论文(国际

TOP 1‰）等。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版权保护中

心重大项目等 10 项等。亚太创新学术网络理事、中国“双法”研究会能源经济

与管理研究分会常务理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通讯评审专家、中日韩区域合作与

发展论坛学术委员、SSCI期刊《Journal of Korea Trade》编委。

点评嘉宾：代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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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云海,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庆熙大学讲座教

授, 南首尔大学韩中商务系教授,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

员，主要从事韩国高校本科和研究生的管理与教学科

研工作。研究方向主要聚焦于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

投资与一带一路，经济效率与可持续发展，创新创业，

东北亚区域研究等。现担任韩国核心学术期刊《Journal

of China and Korea Studies》经济类主编及国内外多个

学术期刊的审稿委员，主持海外课题 11项，获得国家级、省级等奖项 30多项，

发表期刊及学会论文共 60多篇，近 5 年内学术论文业绩位于同领域全韩第一层

次（前 25%）,学术成果受到多位同领域国际知名学者的关注并引用，被韩国主

流媒体评为韩国中国经济研究专家；2023年中国教育部春晖计划北京大学讲学

团团长，中国教育部春晖计划专家。 主要社会任职包括世界汉学经济自然科学

学会执行会长，在韩经管协会副会长，IEEE国际学术会议主席团成员，在韩中

国教授联合会副会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WTAMEMBER。

点评嘉宾：毛竹青

毛竹青，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讲师，兼任南非约翰内

斯堡大学副研究员，韩国首尔大学博士，韩国仁荷大学

和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博后，曾任联合国大学创新与经

济技术研究所借调研究员。主要从事创新发展和全球价

值链相关研究。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多篇。曾获得东北

亚学术优秀奖、玛丽居里奖、APIC会议优秀论文二等奖

等多个学术会议论文奖项。作为会议秘书协助举办了 2018年熊彼特国际会议，

作为组委会成员举办了 2020-2022 年 TIPS 论坛。目前为 Journal of Economic

Statistics副主编及多个国际期刊审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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