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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能否增进“一带一路”国家 

城市经济联系? 

——基于浙江及其国际友城数据的实证分析 

钱晨
1
 

【摘 要】:本文针对“一带一路”国家城市特点,探索发展中国家城市网络理论;运用浙江与“一带一路”沿线

重点国家友城数据,构建优化模型并论证了发展中国家城市中科教与经济之间的机制关系｡结果表明,科教能显著增

进“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友城间的经济联系｡建议在具有较强经济联系和扩散能力的城市间加深科教联系,从

而更好地开展城市经济合作,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关键词】:“一带一路” 科教 经济 世界城市 国际友城 

一､引言 

科教是文化输出的重要载体,跨国间文化认同是增进经济联系的重要手段,城市经济联系是“一带一路”国家合作共赢的发

展基础｡与我国在留学教育､国际科研合作方面排名前三的美国､英国与日本,同时也是我国前三大贸易伙伴国｡相比较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联系要相对弱一些,在国际经贸形势日趋复杂的背景下,对新兴市场国家市场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亟需对

发展中国家的科教与经济联系逻辑进行梳理与分析｡ 

因发展中国家数量众多､特色各异,本文瞄准一类具有共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研究对象｡自2013年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开

拓了资本､产业､商品､技术和人才等要素全球化流动的新通道,正在为沿线国家提供新的合作发展方式和政策红利｡2018年5月召

开的浙江省对外开放大会上,车俊书记提到要加强国际友城建设,优化国际友城发展总体布局,实施典范友城创建工程,进一步扩

大我们的“朋友圈”,推动地方政府间开展务实交流合作｡国际友城是一类特殊跨国联系载体,具有天然的政治互通､文化认同､

科教往来与经济联系等方面的优势｡为此,本文将研究对象聚焦在“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友城国家｡ 

二､联系机制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市特点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引发了学界对沿线国家城市的关注,部分相对发达的枢纽性城市,对沿线国家城市起到标杆和带

动作用,对经济水平和城市能级提升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市特点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本文是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9NDJC272YB)､浙江外国语学院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重点资助项目(2019GBL01)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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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沿线基本上为发展中国家,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这些城市是参照发达国家城市经验发展起来的,对城市问题的思考较

为成熟｡第二,沿线国家城市是历史上各国经济贸易大通道,具有天然的城市网络属性｡经贸往来为文化互通､消费习惯传递提供

了物质载体,例如王姣娥､吴乐和霍丽等学者运用城市流强度模型､城市功能测定模型等分析工具,对沿线重要城市网络的要素流

量､要素集聚进行了分析｡①第三,沿线国家城市要素条件差异度较大,为城市产能供需匹配与合作提供了空间｡② 

(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经济联系 

目前世界城市网络理论是研究和评价城市经济联系的主流理论,该理论可以追溯到美国经济学家Friedmann提出的“世界城

市假说”,他认为跨国公司是参与世界城市网络联系的重要主体,加速了全球城市网络理论的发展｡③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

Sassen于1991年对伦敦､东京､纽约这三个典型国际化城市进行研究,提出了先进生产性服务业(Advanced Produce Service,简称

APS)是跨国公司国际化的关键业务｡④从此,APS成为了城市经济联系的重要标杆｡进一步地,英国拉夫堡大学于1998年成立了全球

化与世界级城市研究小组(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Study Groupand Network,简称GaWC),创始人Taylor提出使用APS

的全球分布来衡量城市经济联系水平,并对全球315个城市进行了排序｡⑤GaWC的联锁网络模型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成为了主流分析

框架,国内学者对一线城市进行了系统研究,有效促进了国内一线城市国际化途径的反思｡⑥2 

不难发现,APS的数量与分布,对城市经济联系至关重要,但是APS的全球布点与城市工业化历史和发展阶段关系紧密,适用于

世界城市网络中高级别的全球城市研究,即世界一线城市设定了城市经济联系排序标准｡由于城市工业发展特殊历史等原因,发

展中国家城市在国际话语权上存在发展瓶颈｡现实是国内大量城市在本世纪将寻求国际化发展路径,同时受到城市经济联系衡量

标准的话语权限制,对这些后发城市而言显然有失公允｡与发达国家城市不同,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出现了多元国际化趋势｡

例如著名旅游度假胜地马尔代夫具备世界城市航港流标准､著名高校与研发机构所在城市具备世界城市人才流标准等,但这些城

市在GaWC联锁网络模型计算的世界城市排名一直处于较为靠后的位置,不利于获取国际认可｡不可忽视的是,上述城市正在通过

某种单一优势要素流,与世界城市网络缔结了联系,这为没有经历完整工业革命的多数发展中国家城市,提供了一种新的与其他

城市缔结经济联系的路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友好城市虽然存在地理上的跨域,但作为一类特殊关系缔结城市,在发展阶段､文化认同和经济利益

等方面有较高的相似性｡目前城市网络研究大多聚焦在相邻区域范围内的城市,国际友城作为一类具有特殊关系且跨域缔结的城

市,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城市理论的空间认知｡随着互联网､现代航运等技术发展,大大促进了跨域城市间的各类要素流动,要素

流空间理论为城市联系提供了理论支撑｡因此,虽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友好城市的APS分布总体较少,但由单要素流链接的城

市,也具有较高嵌入世界城市网络的能力｡“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为这些城市凝聚提供了特殊机遇,或许可以为更多发展中国家城

市获取国际资源提供启发｡因此,本文试图将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联系特点纳入世界城市网络的分析框架中,拓展理论的解释范

围｡ 

                                                        
2①王姣娥等:《“一带一路”与中国对外航空运输联系》,《地理科学进展》2015年第5期｡吴乐､霍丽:《丝绸之路经济带节点城

市的空间联系研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②苏宁､杨传开:《“丝路城市”:“一带一路”沿线城市节点的特征与发展意义》,《世界经济研究》2017年第8期｡ 

③Friedmann J.,World City Hypothesis,Development and Change,Vol.17,No.1,1986,pp.68-83. 

④Sassen S.,The Global City:New York,London.Tokyo,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 

⑤Taylor P.J.,Specification of the World City Network,Geographical Analysis,No.33,2001,pp.181-194.Taylor 

P.J.,World City Network:A Global Urban Analysi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4. 

⑥倪鹏飞等:《中国城市联系度:基于联锁网络模型的测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 6期｡马学广､李贵才:《全球流动

空间中的当代世界城市网络理论研究》,《经济地理》2011年第 10期｡姚永玲等:《北京和首尔全球城市网络能级及其动力因素

比较》,《经济地理》2012年第 8期｡刘江会､贾高清:《上海离全球城市有多远?——基于城市网络联系能级的比较分析》,《城

市发展研究》2014年第 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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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教对发展中国家城市经济联系的作用 

城市联系强度是跨域城市网络缔结的基础,经济联系与人口流动是关键影响因素｡城市网络空间中存在着诸如经济联系､自

然联系､人口流动网络､社会相互作用联系､服务传输联系､政治,行政和组织联系等六种联系类型,①其中对影响跨域城市网络缔

结程度最大的因素是经济联系与人口流动,②这两个因素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一带一路”国际友城是一类具有一定政治与人

文保障的跨区域城市,是研究经济联系与人口流动的天然样本｡ 

国内城市间的人口流动研究,多从经济､文化旅游交流､港口吞吐量等某个要素流动的“软网络”视角来分析,从而拓展城市

网络理论;③发展中国家城市间的人口流动,则聚焦于文化认同对经济社会效应的促进关系,④部分学者在对城市竞争力分析时发

现经济水平与城市竞争力的相关性存在减弱趋势,而文化认同和个体发展自由度是吸引人才的强指标｡ 

进一步地,学界普遍提出科技与教育产业输入与输出是本国文化获得国际认同的有效载体｡⑤3“一带一路”幅员广阔,国际关

系复杂,民族宗教各异,历史文化存在很多差异,文化先行有利于求同存异和讲好中国故事｡科教深入合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城市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更好地认识中国城市提供了平台｡ 

三､模型设计 

(一)研究对象 

首先根据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重点任务清单》文件中涉及的国别分类,“一带一路”沿线共有60多个

国家,文件选取了25个国家作为重点国家(见表1)｡其次根据“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官网查询信息,浙江省国际友城结好对

数是101对,全国排名第5位,从中筛选出从属重点国家的城市与国家信息(见表2)｡综合考虑国际友城示范效应､数据可得性和规

模相当等因素,我们将重点友城国家及其重点邻国作为研究对象(见表3)｡ 

表 1 “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 

选择依据 国家名单（25个） 

区域辐射影响力强、战略支点作 

用明显（其中俄罗斯等“一带一 

路”沿线重点大国不包含在内） 

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蒙古、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越

南、柬埔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沙特、阿联酋、卡

塔尔、伊朗、土耳其、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

塞尔维亚 

 

数据来源: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 

                                                        
3①覃成林等:《区域经济空间组织原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②朱英明:《城市群经济空间分析》,科学出版社,2004年｡ 

③Jacobs W.,Ducruet C.,Langen P.D.,Integrating world cities into production networks:The case of port cities,Global 

Networks,Vol.10,No.1,2010,pp.92-113.马海涛:《基于人才流动的城市网络关系构建》,《地理研究》2017年第1期｡ 

④施雪琴:《认同规范与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琼州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赞尼尼等:《“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打

造文化认同的一项宏伟社会工程》,《欧洲研究》2015年第6期｡ 

⑤邢媛:《论两种不同经济模式下的文化认同》,《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3期｡汤凯､许锦锦:《“一带一路”节

点城市竞争力测评与优化》,《经济问题探索》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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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研究对象来源国家列表 

友好城市 
“一带一路” 

重点国家 
结好时间 编号 

浙江对口 

城市 

友好城市所属国家的邻国 

（*表示“一带一路”重点国家） 

明斯克州 白俄罗斯 2015/05/10 
2219—15051 

2—浙—099 

浙江省 

（省级） 
俄罗斯、乌克兰*、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 

碧瑶市 菲律宾 1982/08/13 
0075—82081 

3—浙—005 
杭州市 马来西亚* 

布达佩斯市 匈牙利 1999/08/03 
0905—99080 

3—浙—041 
杭州市 

奥地利、斯洛伐克、乌克兰*、罗马尼亚*、塞

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 

比得哥什市 波兰 2005/10/11 
1287—05060 

3—浙—066 
宁波市 

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俄罗斯、德国、

捷克*、斯洛伐克 

 

数据来源: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http://www.cifca.org.cn)｡ 

表 3 研究对象国的区域分类 

区域 国际友城所属国家 邻国且“一带一路”重点国家 

I 
白俄罗斯（中上等收人国家）、 

波兰（髙收人国家，经合组织成员国） 

乌克兰（中低等收人国家）、 

捷克（髙收人国家，经合组织成员国） 

Ⅱ 匈牙利（中上等收人国家） 
乌克兰（中低等收人国家）、罗马尼亚（中上等收人国

家）、塞尔维亚（中上等收人国家） 

Ⅲ 菲律宾（中低等收人国家） 马来西亚（中上等收人国家）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经作者整理｡ 

(二)研究模型 

1.经济联系强度 

经济联系强度是能够度量空间相互作用关系的指标,指标计算方式由空间引力模型演化而来,它反映了中心区域对周边一定

区域范围内其他区域的经济辐射能力,是一种体现区域间联系的常用量化方法｡通过计算经济联系强度指标,能够反映浙江省与

研究对象国之间的经济关联程度｡ 

本文借鉴了薛丽萍对经济联系强度和城市流强度的计算模型,①4并在此基础上,将模型变量解释范围从城市扩展到了区域,基

本步骤与计量模型如下描述: 

                                                        
4①薛丽萍等:《淮海经济区主要城市经济联系的空间作用分析》,《经济地理》2014年第 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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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计算经济作用强度:   

第二步,计算经济作用总强度:  

第三步,计算经济隶属度:  

其中,Rij是i区域和j区域之间的经济作用强度,Ri是i区域与其他区域之间的经济总强度,Ii是区域经济隶属度(反映经济作

用强度比例)｡Pi和Pj分别代表i区域和j区域的总人口数,Vi和Vj分别代表i区域和j区域的生产总值,D代表i区域和j区域之间的

距离｡ 

2.区域流强度 

区域流强度是子区域通过某种流关系对外产生的辐射与聚散效应,反映子区域对外联系强度｡通过计算区域流强度指标,能

够反映研究对象国在一定区域内有哪些扩散特征｡基本步骤与计量模型如下表述: 

第一步,计算区位熵:   

其中,区位熵LQij也被称为专门化率,揭示i子区域j部门的外向功能性｡研发投入是一个国家科技与教育发展的坚实保障和

有效推动动力①②5,为此模型中变量j同时考虑教育与科技两个部门｡Qij是i区域中j部门从业人员数量,Qi是i子区域从业人员总

数,Qj是全区域j部门从业人员数,Q是全区域从业人员总数｡如果LQij>1,表示i子区域因j部门而具有外向功能,数值越大表示外

向程度越高;反之,如果LQij<1,则表示i子区域j部门不具有外向功能｡ 

第二步,计算外向功能量:   

第三步,计算全区域总外向功能量:  

Eij表示i子区域j部门的外向功能量,Ei是i子区域的总外向功能量｡ 

第四步,计算功能效率:  

第五步,计算区域功能流强度:  

Ni表示i区域就业人员人均GDP,Fi表示i区域的流强度｡ 

                                                        
5①彭斌:《创新型科技企业杠杆率的研发强度效应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18年第4期｡ 

②肖广岭:《从研发资源看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年第 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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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来源 

以上模型中的人口数､劳动力人口数､生产总值的指标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中国国家统计局;教育部门从业人数的

指标数据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科技部门从业人数用R&D研究人员人数代替,指标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受限于国际数据同

年可得性,以上指标的数据均选自2017年,其中存在少量指标数值缺省一年的情况,采用指数平滑法填补｡ 

区域间距离在原理上由空间上两点间距离来计算,随着现代交通的普及,不少文献采用航班(或高铁)的航行(或行驶)距离来

计算｡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区域外向性程度一般与国际航班直航率成正向关联,因此使用通勤时间来度量空间距离,显得

更为直观且贴近现实｡为此,本文采用两点间最短航班时间来表示区域间距离,指标数据来自于浙江省三大典型国际机场(杭州萧

山国际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和上海虹桥国际机场)网站信息｡ 

四､实证分析 

基于经济联系强度和区域流强度模型,分别以人口数､GDP､航班最短时间､科技部门和教育部门从业人数等为指标变量,对3

个区域中9个国家的科教流的作用强度､方向进行定量测度与分析评价｡ 

(一)经济联系强度 

根据公式(1)得出9个友城国家与浙江省之间的经济作用强度(见表4)｡区域间经济作用强度处于第一梯队的是菲律宾和马来

西亚,两国的数值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的主要原因源于其地理距离优势｡处于第二梯队的是波兰和捷克,其数值在20-30之间｡处于

第三梯队的是罗马尼亚,其数值在10-20之间｡处于第四梯队的是白俄罗斯､乌克兰､匈牙利和塞尔维亚,其数值在0-10之间｡ 

根据公式(2)和(3)得出9个友城国家在各自区域中的经济隶属度,结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除地理距离优势的影响｡我们在

三个区域内进行分别比较,并关注排名前50%的国家｡分析结果发现区域Ⅰ中的波兰和捷克､区域Ⅱ中的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区域

Ⅲ中的菲律宾都属于经济隶属度较高的国家,其中国际友城所属国家占据了60%｡ 

表 4 经济联系强度计算结果 

 区域 I 区域Ⅱ 区域Ⅲ 

 白俄 

罗斯▲ 
波兰▲ 乌克兰 捷克 匈牙利▲ 乌克兰 罗马尼亚 塞尔维亚 菲律宾▲ 

马来 

西亚 

经济作用 

强度 
7.07 27.43 4.29 26.67 6.97 4.29 13.70 0.82 801.09 231.17 

区域经济 

隶属度 
0.11 0.42 0.07 0.41 0.27 0.17 0.53 0.03 0.78 0.22 

 

注:标记“▲”表示国际友城所属国家｡ 

从表4中不难发现国际友城国家在经济联系强度指标上优于其他研究对象国家,印证了前文的文献推理｡进一步地,我们可以

通过什么方式更好地促进和发挥这种联系,利用国际友城对其周边城市也产生影响?下文试图从科技与教育两个维度进行深一步

的分析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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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域流强度 

根据公式(4)得出三个区域在教育与科技部门的外向功能性的定性结果(见表5)｡区域Ⅰ中具有外向功能性的是乌克兰的教

育部门,以及波兰和捷克的科技部门｡区域Ⅱ中具有外向功能性的是匈牙利､乌克兰和塞尔维亚的教育部门,以及匈牙利和塞尔维

亚的科技部门｡区域Ⅲ中具有外向功能性的是马来西亚的教育部门和科技部门｡ 

根据公式(5)(6)(7)(8)得出在教育与科技部门的区域功能流强度定量结果(见表5)｡区域Ⅰ中乌克兰的教育流强度和科技流

强度的结果均较为明显高于区域内平均值,同时捷克的教育流强度､白俄罗斯与波兰的科技流强度也不可小觑｡区域Ⅱ中匈牙利

和罗马尼亚的教育流强度､匈牙利和乌克兰的科技流强度都排名在区域内前50%｡区域Ⅲ中马来西亚的教育流强度与科技流强度

均明显高于菲律宾｡ 

表 5 区域流强度计算结果 

部门分类 指标变量 

区域 I 区域Ⅱ 区域Ⅲ 

白俄 

罗斯▲ 
波兰▲△ 乌克兰 捷克△ 

匈牙 

利▲△ 
乌克兰 

罗马 

尼亚△ 
塞尔维亚 

菲律 

宾▲△ 

马来 

西亚 

教育部门 

区位熵 0.13 0.16 2.08☆ 0.10 1.17☆ 1.02☆ 0.79 1.20☆ 0.84 1.50☆ 

区域功能 

流强度 
40 42.4 120.33★ 192.33★ 8.74★ 3.2 5.26★ 0.94 6.68 20.12★ 

科技部门 

区位熵 0.79 1.48☆ 0.62 1.87☆ 2.16☆ 0.90 0.44 1.55☆ 0.62 1.57☆ 

区域功能 

流强度 
32★ 30.2 84★ 23.9 16.62★ 16★ 7.4 1.29 4.62 8.26★ 

 

注:标记“▲”表示国际友城所属国家;标记“△”表示与浙江省经济隶属度区域排名前50%的国家;标记“★”表示区域内

功能流强度排名前50%的国家;标记“☆”表示部门具有外向功能性｡ 

(三)综合分析 

基于前文数据结果,我们不难发现区域Ⅰ､Ⅱ､Ⅲ的发展特色和要素禀赋不尽相同,浙江城市国际化亟需厘清表5中四种上标

国家与浙江之间的关系｡ 

本文认为浙江省城市要积极对接区域内功能流强度排名前50%且具有外向功能性部门的关键国家,例如区域Ⅰ中的乌克兰､

区域Ⅱ中的匈牙利､区域Ⅲ中的马来西亚;同时浙江省也要积极发挥经济隶属度较高的国际友城,例如区域Ⅰ中的波兰､区域Ⅱ中

的匈牙利､区域Ⅲ中的菲律宾｡这些国家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与浙江省有较强的经济联系,二是这些国家与周边国家之间具有某种

要素(科技或教育)的较强扩散能力,有利于浙江依托这些国家,拓展和加深与其周边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 

不难发现,区域Ⅱ中的匈牙利在结果中出现了两次,城市网络凝聚能力较为显著,不禁进一步引发我们的思考,是什么可能的

动因促成了这样的结果?于是本文反向梳理了 9个研究对象国的中国国际友城分布情况,如图 3所示,试图寻求可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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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http://www.cifca.org.cn) 

从图 3 中可以看出,白俄罗斯､波兰､匈牙利､菲律宾和罗马尼亚的中国国际友城数量均高于区域平均值水平｡换言之,在各自

区域中,这些国家相对其他国家而言有更高的中国文化认同感｡其中,中国国际友城数量最高的就是匈牙利,其中与浙江省杭州市

和宁波市结好的匈牙利布达佩斯市,也与我国北京市､上海市､三明市和临沂市等多地同时结好｡可见,国际友城数量在一定程度

上能够为城市联系带来较强的经济预期,同时获得更为稳定的科教联系与经济联系｡ 

五､结论与建议 

浙江城市国际化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必经之路,城市经济联系程度评价机制不应被世界发达国家城市标准限制,“一带一路”

倡议为本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科教合作为沿线发展中国家城市提升城市经济联系程度提供了新思路｡ 

“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与浙江省许多城市相仿,国际友城在文化认同､民间往来､经济互通等方面

具有的天然优势,借助国际友城这一现实载体,我们可以发挥好重点国家国际友城对周边国家的扩散效应,缔结浙江省与“一带

一路”沿线更大范围内的城市网络,参与世界城市网络的竞争与合作,获取更多国际资源｡本文得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浙江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可以首先考虑具有较高经济隶属度且具备国际友城的国家,如波兰､

匈牙利和菲律宾｡其次,罗马尼亚和捷克对其周边区域有较强的经济影响,我们值得通过建立更多国际友城等方式,加深与两者之

间的城市关系｡再次,中欧班列对城市网络缔结的影响不可忽视,本文虽然没有对班列进行针对性分析,但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已感

受到了数据结果受到班列途径城市的影响,因此这些班列途径城市也是浙江寻求国际产能合作的可选城市,这也将是本研究未来

值得深入挖掘的新问题｡ 

第二,科教是文化输出的重要渠道,文化认同是经济合作的关键基础,科技教育与经济一直是浙江的关注点,两者之间可以互

相借力､打好“组合拳”｡文章认为浙江在打造“教育强省”的过程中,可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友城国家进行高校人

才交流､国际学府引入､企业科技互通等方面的科教深度合作,值得考虑欧洲的乌克兰､捷克､白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

以及东南亚的马来西亚,这些国家在科技与教育方面的发展程度较高且具有较强外向性｡ 

第三,国际友城是文化传递与认同的良好载体,但是现实中我们仍不够重视友城对科教和经济等城市联系缔结的贡献｡世界

城市网络的嵌入方式,关系到城市进行国际资源交换与合作的地位和作用,发展中国家城市国际化必须依托国际其他城市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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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好国际友城的战略地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一是加强与国际友城之间的科教联系,例如通过新办孔子学院的方式进

行本土文化外译,通过国际教育办学方式进行中华价值观输出等;二是为文化互通提供更多经济载体,建立文化与经济互促的良

好机制,例如为国际友城提供更多国际会展机会,通过浙江商品和服务的海外宣传,获得更为直接的文化认同感｡ 

〔作者钱晨,浙江外国语学院国际经济与旅游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杭州 310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