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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张卫良院长主持《“浙江人文大讲堂•未来讲堂”第四讲》讲座

2019 年 1 月 5 日上午，由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指导、杭州国际城市学

研究中心与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主办、浙江大学亚太休闲教育研究中心和杭

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协办的《“浙江人文大讲堂•未来讲堂”第四讲》在杭州城

研中心仓前大楼 109 会议室举行，参加这次讲座的有来自浙江大学亚太休闲教育

中心、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经管学院师生及未来科技城周边相关企事业单位

人员、广大市民约 80 人，杭州城市国际化研究院张卫良院长主持了这次讲座。

首先浙江省社科联副主席陈先春致辞，接着杭州城研中心党组书记、主任江

山舞为智库首席专家颁发聘书，然后上海交大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刘

士林以《在江南发现诗性文化》为题，作了两个多小时的发言报告。刘士林教授

阐述了“江南文化”名词热的背景，指出以政治伦理为深层结构的“北国诗性文

化”和以审美自由为深层结构的“江南诗性文化”是中国诗性文化的两大基本元

素，并分析了两者的对立与统一关系，认为“没有伦理人文对人自身的现实异化，

就不可能产生出真实的审美需要，没有诗性人文提供的审美空间，人就只能过一

种没有任何光泽的灰暗生活；没有后者对前者的伦理提升，江南会因缺乏伦理水

准而变得越来越轻浮与肤浅，后者如果没有前者的灌注，也会因丧失弹性而成为

一种桎梏人性的枷锁”。最后指出“既有承担历史、社会与现实道义职责的铁肩

与忠心赤胆，又有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宇宙深情与寄托，只有一个这样的现代

华夏民族被生产出来，才真正符合中国诗性文化的理念与实践。”之后在互动环

节，刘士林教授针对一些师生提出的“徽州文化与江南文化间的关系”、“伦理

人文与诗性人文代表性地理区域及两者平衡把控”、“感性与理性划分”、“如

何以诗性文化推动城市品质化发展”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和交流，在场听众颇

受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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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市空间记忆研究院一行来我院访问

1 月 8 日，上海城市空间记忆研究院万勇院长、诸水峰副院长、马学强等研

究员等来访。我院张卫良院长、林航院长助理等参加了会谈。双方介绍了各自研

究领域及研究进展情况，并交流了相关经验，就今后展开合作进行了讨论，取得

了积极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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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召开“杭州国际日”活动及品牌建设专题研讨会

1 月 18 日下午，我院在浙江国际大酒店哈密厅就“杭州国际日”活动及品

牌建设问题召开了专题研讨会，参会讨论人员包括来自政府、省市社科院、研究

院、企业和媒体等 15 人，其中应邀参会嘉宾有杭州市社科院副院长周膺、浙江

省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杨建华、杭州市教育局高教处（对外交流）处长孙

青峰、杭州市发展规划和体制改革研究院杭州市国际化推进工作主要负责人黄宝

连、浙江外国语学院科研处处长马新生、浙旅旅游文化会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炳

文、《MORE Hangzhou》杂志社主编洪菁菁、杭州国际交流服务中心董事长罗薇、

杭州乾景会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冰等人。我院院长张卫良、副院长周东华、院长

助理林航、办公室刁盼盼和魏燕萍等人参会，会议由林航主持。

自 2018 年起，每年 9月 5日设定为“杭州国际日”，但这一节日并未引起

广大市民和国际友人关注，如何以“杭州国际日”为契机，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同

推进杭州市国际化是会议聚焦点，同时也是“杭州国际日”设定的目标。会议围

绕“杭州国际日”筹划的目标与主题、组织机制、参与对象与范围、活动内容与

形式、活动成效测评等方面展开研讨。首先，杭州市发改委黄宝连对 2018 年“杭

州国际日”活动情况进行了介绍，接着张卫良院长就 2019 年“杭州国际日”活

动及品牌建设的一些思考进行了阐述。然后，各位专家开始了形式比较自由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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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风暴式发言与讨论，并在“杭州国际日”目标上达成共识，在其活动方式与内

容上给出丰富中肯的建议。通过集思广益，在吸取去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杭

州国际日”活动从目标到内容到举措等整体构架形式上得到完善，为未来“杭州

国际日”的筹划做好了铺垫。

我院领导赴杭州市京杭运河综合保护中心访问

3 月 1 日，我院张卫良院长、林航院长助理等赴杭州市京杭运河综合保护中

心访问。杭州市京杭运河综合保护中心胡红文主任热情接待了我院访问人员，并

进行了会谈。期间，双方各自介绍了工作领域和研究工作，并就未来合作方向等

事宜进行了探讨。双方对于城市历史文献资料收集等基础研究工作的重要性达成

了共识，对城市历史的可视化构建设想予以肯定。对于大运河杭州段的保护和创

新型开发，双方进行了热烈探讨。此次会谈为双方更进一步的合作研究及合作落

地项目筹划做好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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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召开《杭州城市国际化发展报告（2018）》（蓝皮书）项目初稿讨论

会

3 月 2 日晚，我院在恕园 23 号楼 316 室举行《杭州城市国际化发展报告

（2018）》项目的讨论会，张卫良院长、黄宝连副院长、林航院长助理、徐海松

研究员、刁盼盼和魏燕萍参与了会议。课题小组成员就各自撰写和目前已经收集

到的文稿内容，依照原定书稿内容框架进行了审读，经过充分讨论，对所收集的

外来文稿是否采纳进行讨论，并对各篇文稿内容给出了修改意见，为完善 2018

年城市国际化蓝皮书撰写工作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另外，参会人员还对“杭

州国际日”项目研究成果和研究院宣传册修订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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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卫良院长参加运河文化可视化展示合作会议

3月 6日，我院张卫良院长参加有关运河历史文化可视化展示合作讨论会议。

参加此次会议的还有来自上海城市空间记忆研究院的万勇院长，杭州市京杭运河

保护中心胡红文主任、遗产检测部钟俊部长、宣教研究部梁心韵副部长、综合事

务部边晨。

首先，运河综合保护中心的与会人员回顾了运河保护、检测、宣教历史。随

后，万勇院长介绍了他对上海城市历史的空间地理新型研究方式，论证了用城市

规划概念分析城市历史布局的可行性，并提出有学术支撑和图片表达的可视化展

示成果对于运河历史文化展示的设想。张卫良院长对这项提议兴趣浓厚，并表示

历史文化信息与技术结合高度契合我市数字化文化创新的思路，而大运河的文化

展示可以作为试点。钟部长肯定了此类展示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若干有关切入点

的建议。他表示，该展示不仅有助于体现运河文化的价值，也有助于更好地促进

运河保护工作，并做成保护工作的范例。胡主任对于该合作也予以肯定，并肯定

了这类项目对杭州国际化的重大助力，指出大运河是杭州城中最国际化的遗产。

与会人员对此次合作均表示了明确的意向，后续将分别进行调查研究、意见征集，

以提出一个具有显性效果的可行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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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卫良院长赴拱墅区调研城市国际化工作

3 月 15 日，我院张卫良院长应邀调研拱墅区城市国际化工作。拱墅区发改

局饶艳副局长热情接待了张院长，并介绍了拱墅区已有城市国际化工作基础，包

括教育的国际合作、人才办的国际人才创业大赛，文广新局的大运河文化节等等，

同时提出了拱墅区城市国际化统筹规划的难点。

张卫良院长应邀出席第四届中国大运河智库论坛并作报告

3 月 22-23 日，由枣庄学院和中国大运河智库联盟共同主办的第四届中国大

运河智库论坛在枣庄召开，来自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四川大学、青岛大学、

南京邮电大学、东北财经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北京物资学院、重庆智库研

究院等部门和知名院校的 40 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张卫良和院长助理

林航受邀参加。会上，张卫良院长作了“中国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浙江段）保护

与创新刍议”，针对大运河文化带（浙江段）的保护、管理、开发、利用等多个

层面进行了分析，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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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卫良院长参加 2019杭州智库联盟合作院校决咨工作座谈会

4 月 10 日，杭州市决咨委合作院校决咨工作座谈会在杭州市民中心 F 座举

行。会议由市委政研室副主任，市决咨委兼决咨办主任沈金华主持。与会人员有

浙江财经大学杭州市社情民意研究中心负责人，杭师大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研究

中心负责人，杭师大杭州城市国际化研究院负责人，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科技

处负责人和市决咨办工作人员。本次会议对今年课题工作以及去年工作情况进行

了交流总结，我院院长张卫良受邀参加此次会议，就相关议题发表了意见看法，

并介绍了我院未来的相关工作规划。

我院出席中法创新发展合作大会

4 月 11 日，我院受邀参加 2019 中国(杭州)中法创新发展合作大会。大会在

大江东产业集聚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创小镇举行，中法两国学者、创客代

表、高校学子和企业代表 300 余人参加,互学互鉴、共享交流。本次大会以中法

双边高校间的科研成果转化、科技创新以及教研与产业化结合等议题，邀请海内

外知名学界及产业界代表开展主题演讲，进一步推动钱塘新区集聚创新创业资

源，加强国际人才交流迈向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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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举行市决咨委课题研究工作会议

4 月 21 日，杭州城市国际化研究院召开决咨委课题研究工作会议，张卫良

院长、院长助理林航、研究员黄宝连等人出席了此次课题研究工作会。会议就杭

州推进未来社区建设、杭州营造“夜间经济”消费环境、杭州市防范化解网贷平

台金融风险、杭州市建立完善新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智慧平台建设、推进萧山、

余杭、富阳、临安四城区与杭州主城区深度融合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为杭

州城市国际化建设和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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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举行《杭州城市国际化发展报告（2018）》（蓝皮书）编制工作专家

讨论会

5 月 9 日，我院专家在野风现代中心举行 2018 年蓝皮书编制工作讨论会。

院长张卫良、院长助理林航、研究员黄宝连、研究员徐海松、办公室主任刁盼盼、

科研助理魏燕萍参与了此次工作会议。会议中，各位专家对当前蓝皮书框架结构

进一步梳理调整，对收录稿件及创作稿件进行再次审阅编辑。此次会议对 2018

年蓝皮书编纂工作进行了阶段性小结，以便后续优化和改进整体内容。

银川都市圈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专题研讨班举行开班仪式

5 月 20 日上午，由银川市委组织部与银川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举办、

杭州师范大学杭州城市国际化研究院承办的银川都市圈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专题

研讨班在杭师大仓前校区勤园 2号楼第四教室 219 室举行了开班仪式。杭州城市

国际化研究院张卫良院长、杭师大人文学院社会培训管理员金蕾老师出席了开班

仪式。此次开班仪式由我院办公室主任刁盼盼老师主持。我院张卫良院长致欢迎

辞，张院长首先对培训班的顺利开班表示热烈祝贺，接着对杭州城市及校园周边

近几年发展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并在学员学习、生活等方面给出了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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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银川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刘炳炳副主任作开班动员讲话，刘主任大致介绍

了银川都市圈发展状况，讲述了举办此次培训班的内容、目的和意义，并传达了

银川组织部对此次研讨班的要求，对杭州城市国际化研究院的接待组织表示感

谢，同时也对全体学员提出殷切希望。

银川都市圈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专题研讨班圆满结业

5月 25日，由银川市委组织部与银川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举办、杭州

师范大学杭州城市国际化研究院承办的银川都市圈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专题研讨

班在杭师大仓前校区勤园 2 号楼第四教室 219 室举行了结业仪式，49 名学员均

顺利结业。结业仪式由我院院长助理林航教授主持。首先，银川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刘炳炳副主任作了学员培训总结讲话，接着我院张卫良院长作了祝贺致辞。

然后，林航教授公布了优秀学员名单，并由张卫良院长对优秀学员颁发荣誉证书。

为期七天（5月 19 日-25 日）的培训活动在学员依依不舍与致谢中圆满结束。

此次培训活动的主要课程内容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

杭州都市圈发展报告、浙江数字经济与大湾区发展、杭州都市圈发展路径研究等。

通过专题讲授、现场教学、主题研讨、经验交流相结合，有针对性地安排以“都

市圈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为主题的课程，邀请有丰富理论和实践经验的专家、学

者、领导为学员授课。本次培训活动对提高银川市各级领导干部提高都市圈建设

重要性的认识，帮助领导干部拓展思路，进一步提升银川市都市圈建设的能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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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同时提高了我院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

研究中心迎接 2018年度杭州市社科联重点研究基地调研并获好评

5 月 29 日下午，杭州城市国际化研究中心作为杭州市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在恕园 23 号楼 312 会议室迎接了市社科联走访调研。调研组成员有市社科联主

席卓超、市社科联副主席朱学路、办公室主任孙立波、市社科联科研管理处处长

梁坤、科研处调研员张曾逸、办公室主任科员叶晓等人。迎接调研的基地参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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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包括研究中心负责人张卫良院长、院长助理林航、办公室主任刁盼盼和外联部

主任魏燕萍等人。同时，杭师大科研院、杭师大人文学院、外国文学与话语传播

研究中心相关领导参会。会议由梁坤处长主持。

基地负责人张卫良院长关于杭州城市国际化研究中心关于 2018 年度工作

（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5 月）及 2019 年工作计划做了全面详细的汇报。其中，

对 2018 年度机构总体情况、人才培育和队伍建设、基地运行管理机制建设、开

展科研工作与学术活动、科研成果产出、资政和服务社会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基

地工作硕果累累，得到卓超主席和朱学路副主席的良好评价，他们指出了基地的

几大优势：一是，不同学科交叉、错位研究避免了研究重复性；二是，团队作战，

国际眼光，比如通过翻译国外著作、吸引国际人才、开展国际学术讲座和会议等

途径，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不断汲取国际前沿理论和先进经验；三是主要围绕市

委、市政府关注的话题开展应用型课题研究，积极服务杭州的同时，也服务于省

市以外区域的发展，比如通过广范围科研服务与承接培训活动，体现了宽博的胸

怀和格局，同时扩大了基地影响力。同时，市社科联领导也寄予基地更高期望，

希望研究中心与市社科联加强对接、合作，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通过资源共享、

人才团队培养、协同配合、互动交流，建立信息及时互通机制，上下一盘棋，增

强品牌意识，进一步提升基地影响力和美誉度。

市社科联调研考核进一步鼓舞了基地成员奋斗志气，研究中心将再接再厉，

按照市社科联要求，增长板，补短板，不断完善机构管理运行机制，争取基地工

作来年再上一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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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建筑大学经管学院陈莉副院长来我院调研

5 月 30 日上午，安徽建筑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陈莉副院长因主持合肥市政

府重点课题，带领课题组成员来我院就智慧城市建设课题进行调研，我院张卫良

院长、办公室主任刁盼盼、外联部主任魏燕萍、研究生马博轩等人接受了调研。

调研内容包括：杭州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设施、运营管理、智慧应用体系、建设

保障等方面所取得成功的经验；杭州智慧城市建设公共支撑平台（大数据中心、

云应用平台、一站式服务）建设中遇到一些单位不够配合的情况下，政府所采取

的手段； 杭州智慧城市建设、品质杭州建设中精细化社会治理的成功经验。张

卫良院长对以上问题做了祥致解答，并提出了智慧城市建设中普遍存在的突出问

题，张院长所带的研究生马博轩就其学位论文项目和调研情况进一步做了案例分

析和解释。双方通过深入交流，进一步深化了对智慧城市建设的认识，之后我院

受访人员填写了调研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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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召开阶段工作总结与计划讨论会

5 月 30 日晚上，我院主要成员张卫良院长、黄宝连副院长、院长助理林航、

办公室主任刁盼盼、外联部主任魏燕萍等在恕园 23 号楼 413 会议室召开了研究

院阶段工作总结与计划讨论会。会议首先汇报了 5月 29 日杭州市社科联来我院

进行基地调研考核的情况；其次对前段时间银川都市圈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专题研

讨班进行了经验总结和问题探讨；再次，部署了下一步工作计划，强调加快推进

市社科联重点委托课题研究进展，并计划到杭州萧山、临安及上海等地进行调研，

然后对机构运行管理机制进行了再梳理，进一步明确了办公人员分工。

立项课题

研究中心获得杭州市哲学社科联重点委托课题《杭州进一步提升城市国际

化综合能级研究》

2019 年 4 月，基地（杭州城市国际化研究中心）获得杭州市哲学社科联重

点委托课题《杭州进一步提升城市国际化综合能级研究》。

我院获得杭州市决咨委委托的五项课题

2019 年 4 月，基地（杭州城市国际化研究中心）获得杭州市决策咨询委员

会委托的五项课题：《杭州推进未来社区建设问题研究》、《杭州营造“夜间经

济”消费环境的政策建议》、《杭州市防范化解网贷平台金融风险的政策建议》、

《杭州市建立完善新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智慧平台建设的政策建议》、《推进

萧山、余杭、富阳、临安四城区与杭州主城区深度融合研究》。课题负责人经过

初步研究思考，提交了课题研究提纲和调研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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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 2019年度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申报受理情况

2019 年 4 月 23 日，为提高研究质量，打造基地品牌，基地（杭州城市国际

化研究中心）根据市社科联有关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立项工作的通

知精神，公布了 2019 年度课题申报通知，2019 年拟立项课题总数为 5项，其中

重点课题 2项，一般课题 3 项。围绕“杭州城市国际化”、“杭州城市数字化建

设”、“杭州城市文化建设”几大研究主题，确定了 10 个参考选题，申报截止

日期为 2019 年 5 月 29 日。本次课题申报面向国内外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

团体等单位及其他经审查符合条件的机构组织和个人，课题申报受理工作正在进

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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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院长助理林航受邀在国家图书馆作专题讲座

1月 13日，院长助理林航受邀与国家图书馆作了《以写为印抑或以印为写：

十七世纪中国写本与印本的相互影响》的专题讲座，通过考察晚明时期的写本和

印本，探讨该时期出版业的发展动态，及城市社会发展、城市人口增加、文人审

美倾向等的综合影响。本次讲座国家图书馆“中国典籍与文化”系列讲座之一，

由国家图书馆、欧洲汉学中心、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共同主办，有一百余名

听众参加。

院长助理林航赴聊城参加第二届北冰洋研究论坛并作报告

3月 16日至 17日，院长助理林航参加了在聊城大学北冰洋研究中心举办的

第二届北冰洋研究论坛。本次论坛主题为“中国近北极民族研究”，来自中央民

族大学、内蒙古社会科学院、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内蒙古民族大学、南京大学、

韩国又松大学等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 4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论坛。参会人

员就中国近北极民族的文化生态、民族生境、社会历史等进行了研讨。林航教授

作了《“居而不定”和“定而不居”间的选择：敖鲁古雅鄂温克的生态知识体系

和民族文化困境》的发言报告，分析了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的 2003年生态移民所

遭遇的困境和原因，并探讨了环境变化与民族文化适应性和延续性的紧密联系，

并与参会专家学者围绕这一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讨。

院长助理林航赴赴上海参加北极圈论坛中国分论坛并作报告

5月 9日至 12日，院长助理林航赴上海参加 2019年北极圈论坛中国分论坛。

北极圈论坛（Arctic Circle）市世界上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域内外国家平等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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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的全球性北极论坛，旨在促进国际社会共同参与北极治理，推动北极可持续性

发展。本次论坛主题为“中国与北极：冰上丝绸之路、科学与创新”，由自然资

源部主办，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承

办，来自国际组织、中外研究机构、知名企业的 500与人参加。林航教授受邀参

加了第 10分论坛，并作了《生态移民重归森林：敖鲁古雅使鹿鄂温克的生存与

文化困境》 (Ecological Migrants Reclaiming the Forest: The Dilemma of Life and

Culture of the Ewenki Reindeer Herders in Aoluguya)的报告，通过分析内蒙古根河

市敖鲁古雅镇鄂温克居民的生活和生产模式，探讨自然环境变化、经济方式改变、

驯鹿种群变化和鄂温克民族文化传承间的互动联系。

林航博士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参加“早期现代的隐私：概念、空间、含义”

国际会议并作报告

4月 9 日至 11日，杭州城市国际化研究院院长助理林航博士受邀赴丹麦哥

本哈根大学参加“早期现代的隐私：概念、空间、含义”（Early Modern Privacy:

Notions, Spaces and Implications）国际会议，并在大会作了题为《超文本、印刷

和科举考试：明清时期国家与个人间知识权威的博弈》（Paratext, Printing and

Examination: Negotiating Knowledge Authority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Private in

Early Modern China）的会议报告。

本次会议由哥本哈根大学和丹麦国家科研基金会隐私研究中心合办，由来自

丹麦、荷兰、法国、瑞士、芬兰、德国、美国、中国等 10余个国家的 60余名学

者参加，旨在打通学科和国别研究的界限，通过关注城市发展和全球化兴起等，

解析早期现代时段国家、城市、家庭、个人间的相互关联。会议期间，林航博士

与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芬兰土库大学

等高校学者，就城市历史文化和社会变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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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乌特勒支大学访问学者在我院开展讲座

4月 16日，来自乌特勒支大学的博士生法海（Faheem Rokadiya）在我院开

展讲座，讲座主题为“小视角大历史：从下往上看英国工业革命”。Faheem毕

业于格拉斯哥大学经济历史系，现为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博士研究生，参与欧盟

ERC课题“Race to the Bottom”课题，主要研究方向为 19世纪英国以及 20世纪

中国家庭纺织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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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 Serena Vicari Haddock教授来我院做学术报告

5月 14日上午，意大利国立米兰第二大学 Serena Vicari Haddock教授应邀来

我院做学术报告，“欧洲城市化：前工业、工业及后工业化的趋势（Urbanization

in Europe: Pre-industrial, Industrial and Post-industrial Trends）”。本次学术报告由

张卫良院长主持，研究院、法学院、理学院、外语学院及人文学院的研究生及本

科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Serena Vicari Haddock 教授长期致力于国际城市的比较研究，早年在意大利

米兰大学获得政治科学硕士学位，后在美国加州大学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最后

在意大利教育部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现就职于国立米兰第二大学社会学与社会

研究部，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再生、意大利城市与欧洲、北美的城市更新比较，

尤其关注决策过程中自下而上提出的倡议和战略。

Serena Vicari Haddock 教授首先介绍了欧洲城市体系，阐述其发展和变化的

历史原因，指出在前工业时代，欧洲城市增长可以分为三波，主要是由政治组织

原因赞成的；第四波是由工业化推动的。她具体地分析每一波的城市化发展演进

情况，使我们了解到欧洲城市化的特点。其后，她分析了后工业时代的欧洲城市

化问题，现在的城市发展存在差异，1/3的城市稳定发展，1/3的城市人口衰落，

1/3的城市人口有增长。讲座最后提问环节。学生就一些感兴趣的话题提出了问

题，Serena教授一一做了回答。讲座为大家带来了新的知识和信息开阔了大家的

视野，最终在掌声中结束了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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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 Serena Vicari Haddock教授做“意大利城市体系与近年来米兰都市

圈转型”讲座

5月 15日下午，Serena Vicari受邀在城研中心做题为“意大利城市体系与近

年来米兰都市圈转型/The Italian Urban System and Recent Transformations of the

Milan Metropolitan Area”的讲座，讲座由张卫良院长主持。讲座主要介绍了意大

利自 1861年建国至今城市体系发展的主要趋势，回顾都市圈构建的过程，以及



22

近几十年的发展路径。其中，以米兰为成功案例，探讨大都市圈后工业时期的发

展轨迹。Serena Vicari现就职于米兰第二国立大学社会学与社会研究部，研究领

域涉及城市社会学、城市政策、比较政治学等。

张卫良院长出席浙江-西班牙高等教育探讨会并作报告

5月 27日，由浙江省教育厅主办、浙江外国语学院、衣物-西班牙交流基金

会承办的浙江-西班牙高等教育研讨会在浙江外国语学院小和山校区望院 D-131

举行，此次会议主题为“一带一路”背景下高等教育与城市国际化和浙江-西班

牙高等教育务实合作。我院张卫良院长、科研助理魏燕萍参加了此次会议。参加

此次会议的还有弗朗西斯科维多利亚大学、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马德里理工大

学、马德里远程大学、萨拉曼卡大学等外方院校以及浙江大学、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工业大学、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等国内院校。会议开幕式由浙江外国语学院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处长李执桃主持，浙江外国语学院副校长柴改英、马德里康普

顿斯大学旅游贸易院院长玛丽亚、浙江省教育厅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副处长蓝晶晶

先后致辞。在研讨会阶段我院张卫良院长发表题为“杭州高等教育国际化高质量

发展路径探讨”的讲话。此次教育论坛通过中、外双方专家学者的讲话，增加了

双方的了解，传达了双方进一步开展更多合作的理念，对浙江高校与西班牙高等

院校展开后续文化、教育交流活动进行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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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我院《余杭区城市国际化行动计划（2018-2022年）》研究成果被采用

余杭区发展和改革局城市国际化推进工作室办公室于 2019 年 1 月 13 日在

“中国余杭”政府门户网上发布了关于印发《余杭区城市国际化行动计划

（2018-2022 年）》的通知。《余杭区城市国际化行动计划（2018-2022 年）》

是我院受余杭区发展和改革局委托，于 2018 年下半年完成的研究项目。期间，

为顺利完成课题研究，课题小组成员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并查阅了不少文献资

料，之后对初稿经过不断讨论与修改，并在征求部门和专家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

完善，最终提交给相关政府部门。这一课题成果被采用，表明了委托单位对我院

研究成果的充分肯定。

张卫良院长在杭州市委机关《杭州》上发文《坚持高质量发展 开启杭州城

市发展的新征程》

张卫良院长撰写的《坚持高质量发展 开启杭州城市发展的新征程》一文被

刊登发表在杭州市委机关刊物《杭州》（2019 年第 2 期）。该文指出杭州经历



24

了城市化的高速发展阶段，新时代正以现代化大都市的姿态快速崛起，这一新形

势下，杭州如何解决由规模扩张、经济转型带来的区域均衡、社会治理等一系列

问题？应对杭州市委“六大行动”、“干好一一六、当好排头兵”以及中央“打

造精品城市”的要求，文章从“经济”、“生态”和“文化”三大方面出发，提

出加快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城市数字化融合，以“三化融合”提升核心竞

争力；把控好生态保护，合理布局空间和资源要素，以“拥江发展”绘制杭州发

展新画卷；探索老旧城区有机更新，提升城市能级，以“精致卓越”打造现代化

大都市；加大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力度，不断提升市民文明素质，以城市文化凝聚

“我们，杭州人”。为杭州构建“历史文化名城、创新活力之城、生态文明之都”

提出了实现途径和建议。

《中国经济导报》头版刊登《用新手段、新理念把大运河保护好、传承好、

利用好——第四届中国大运河智库论坛综述》

3 月 29 日，由《中国战略新兴产业》杂志记者徐晨曦撰写的《用新手段、

新理念把大运河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第四届中国大运河智库论坛综述》

被刊登在《中国经济导报》头版头条“关注” 栏目，该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近日，张卫良院长和院长助理林航受邀了第四届中国大运河智库论坛。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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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论坛的主要观点被报道，其中张卫良院长提出“除了进行大运河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还要建设大运河浙江段人文资源数字化平台，抢救性地收集、整理、挖

掘和保护与运河文化有关的地方文献资料，发掘、抢救和保护‘活态’形式存在

的饮食、口头文学、民间艺术、民俗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指出“智能+

大运河”和“通过数字化手段保护运河”是未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方向。

林航，鄂温克族驯养驯鹿的本土知识.《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8年第

4期（2019年 1月出版）

本文通过分析驯鹿的生物属性和鄂温克族驯养驯鹿的历史发展脉络，梳理具

有鄂温克族特 色的驯鹿驯养技术体系，从而关注鄂温克族驯养驯鹿的本土知识。

结合 2011 年春对内蒙古根 河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的探访调查，解析鄂温克

对驯鹿生物特性的认知和文化涵义的理解， 特别对 1993 年生态移民搬迁前后

出现的变化分析，进而探讨鄂温克驯养驯鹿的当代变迁和对 当地生态文明建设

的潜在影响。

林航.“居而不定”和“定而不居”间的选择：敖鲁古雅鄂温克的生态知识

体系和民族文化困境. 第二届北冰洋研究论坛报告，2019年 3月 16日.

本文通过梳理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的历史发展脉络，聚焦自 1950 年代初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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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奇乾至满归再至敖鲁古雅并终至根河的多次搬迁轨迹，考察生态环境改变、生

存场域变化、外来文化涌入等对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生活方式和民族文化的影响，

解析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其与驯鹿间关系的变迁，由此探讨不同

时期鄂温克对驯鹿生物特性的认知和文化涵义的理解。

林航. 城市国际化进程中的地名文化保护研究——以杭州武林街道为例.

浙江省民政政策理论研究规划课题成果，2019年 3月 20日.

以杭州市下城区武林街道为关注重点，剖析武林区域地名所具有的历史深度

和文化广度和其在杭州城市国际化进程中的面临的新挑战，结合杭州建设历史文

化名城、世界名城的工作目标，梳理日益遭到倾蚀的地名文化遗产，分析日益增

加的洋地名带来的世界多边文化影响的多重作用，并就地名文化保护和利用与杭

州的城市国际化建设相耦合、国际化新地名带来的文化影响、地名文化在地域文

化培植和社区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利用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Lin Hang. Ecological Migrants Reclaiming the Forest: The Dilemma of Life

and Culture of the Ewenki Reindeer Herders in Aoluguya. Arctic Circle China

Forum 2019, Shanghai, 10-11 May, 2019.

In 2003 the Ewenki of Aoluguya, Inner Mongolia, were relocated to a

purpose-built settlement as “ecological migrants”, justified on the ground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lthough many Ewenki herders are

increasingly attracted to the lifestyle offered by regional centers of urbanization,

others interpreted the relocation as an attack on the traditional lifeworld, with a

number of the Ewenki moving back to the forest where they reside in five major

campsites. Together with the changing way of living and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tourism as a revenue source, indigenous cultural practices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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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lined, including shamanistic performances, traditional medicinal use, and

traditional dress, whereas the incidence of alcoholism has increased. Based on a study

of state land management policies and Ewenki herding practices, this paper traces the

relocation to examine how the Ewenki in Aoluguya find themselves in a liminal space,

where they are constantly treated as exceptional. Through this,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boundaries between sedentarization and mobility, including the

interconnection between the forest-dwelling herders, their families in the settlement,

the reg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new tourism industry. It shall further probe into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adaptability of ethnic culture

in the pan-arctic region.

Lin Hang. A Sinicised Religion Under Foreign Rule: Buddhism in the

Jurchen Jin Dynasty (1115–1234). Medieval History Journal, 2019，22（1）.

Buddhism in the Jurchen Jin (1115–234) dynasty has been regarded as a

peripheral phenomenon; as such, it remains largely overlooked by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When placed into a broader context, however, both Buddhism under

Jin rule and the dynasty itself functioned as a significant link in the long chain of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The Jin witnessed a crucial time period during which Chan

(Zen) Buddhism, later the most popular Buddhist school in China, gained dominance

and began its transmission of several major lines. Jin Buddhism also created a large

corpus of material culture, thereby providing invaluable primary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Buddhism in China.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historical writings 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and various characteristics of

Buddhism during the Jin,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Jurchen rulers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Jin society as a whole. To a large extent, the Jin was at least as importa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as the Southern Song (1127–276). Moreover, knowledge of

Jin Buddhism is indispensable to understanding the Jin culture which, in turn, is

essential to understanding the general development of the multifaceted 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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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s in medieval China.

我院张卫良等研究人员《关于 2019年杭州国际日活动及品牌建设的建议》

获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批示

日前，2019 年杭州市社科联《成果要报》第 3期由杭州城市国际化研究中

心张卫良等执笔完成的《关于 2019年杭州国际日活动及品牌建设的建议》获得

市人大常委会于跃敏主任批示。该文围绕杭州国际日活动及品牌建设问题，提出

了打造有品牌的城市节日、打造广大民众积极参与的节日、打造开放、包容、多

元和欢乐的节日、打造组织机制灵活、传播影响广泛的节日等建议，为进一步推

进杭州城市国际化提供了参考。

张建春研究员的决策咨询报告《如何推动钱塘江流域生态保护行政管理体

制一体化的政策建议》获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批示

由研究中心张建春研究员撰写的《如何推动钱塘江流域生态保护行政管理体

制一体化的政策建议》发表在杭州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主办的以《“江河流域治理

行政管理体制一体化”为专题的《杭州信息.八面来风》总第 289期，2019 年 2

月 18日，获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对作出重要批示，杭州市

副市长缪承潮也对这期专题作出肯定性批示。课题组分别从尽快制订跨省市的

《钱塘江流域生态保护发展规划》，积极推进钱塘江流域杭州、绍兴、衢州、金

华和黄山市生态保护协同机制创新，创新钱塘江流域生态保护投入机制，加强全

流域治理的法制建设，建立钱塘江生态保护区智慧治理大数据平台等五个方面提

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其政策建议对解决全省和我市的钱塘江流域生态保护行政

管理体制一体化都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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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宝连等.建设杭州湾现代化经济先行区.《浙江经济》,2019年第 3期.

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以杭州湾经济区为核心,协同甬台温临港产业带,

联动金衢丽绿色经济区,打造绿色智慧和谐美丽世界级大湾区。随后《浙江省大

湾区建设行动计划》出台。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至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浙江

要举全省之力支持杭州湾经济区现代化建设,提升浙江在长三角大湾区的城市群

发展能级,对浙江大湾区建设至关重要。

研究分析了建设杭州湾现代化经济先行区所面临的挑战和存在问题，提出

了具体的创新发展路径：打造世界级数字产业集群，打造现代金融科技高地，打

造人才与科创国家中心，打造“一带一路”开放门户，推动与港澳高端服务业合

作，打造全球自由贸易港，谋划国际“大事件”，创新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机制。

黄宝连.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杭州城市国际化发展.《浙江经济》，2019年

第 2期

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 杭州要从国际区域竞争格局出发,

积极争取浙江全力支持做大做强, 进而推进杭绍甬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打造长

三角高质量发展“金南翼”。研究分析了杭州城市发展的相对优劣势、问题与面

临约束，提出了城市国际化路径：加快提升全球航空通达能级，加快建设国际消

费中心，加快打造数丝之路枢纽，加快打造数丝之路枢纽，加快推动民营企业出

海，加快建设中外合作园区，加快推进杭州与港澳高端服务业合作，推进全域化

行政区体制改革。

黄宝连.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加快杭州城市国际化的对策.《杭州日报》，

2019年 1月 7日

杭州是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一极，在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

背景下，杭州既要依托国家战略加快建设大都市，更要考虑如何提升城市发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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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撑起浙江高质量发展的龙头、避免被大上海都市圈虹吸，这是杭州未来一段时

间亟待研究的重大问题。

文章指出杭州形成了有力的工作推进机构和政策支持体系，具备了厚实的基

础支撑与独特优势。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背景下杭州加快城市国际化提出了八点

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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