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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复旦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合 作 方：中国社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主      席：陈诗一

主 题 阐 述：

自 2015 年 11 月 10 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提
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
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以来，“供给侧改革”
已经成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供给侧改革的提出，源自于需求侧
“三驾马车”对经济拉动的日渐疲惫，映射出对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的关
注。中国经济若要增强持续增长动力，中长期需要进行一场以要素配置
优化为核心，以提升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为目标的改革。同时，要素市
场化改革过程，与 1978 年开始的产品市场化改革一样，必然面临制度
变革所带来的风险和隐患，这就涉及到政府的风险管理问题。

从理论上而言，当经济体从高增速步入中低增速的“新常态”时，
如何软着陆才能保证经济环境不受到致命伤害，如何对经济结构进行调
整使之获取可持续发展动力，这一直是各国经济体在转型过程中探讨的
问题；从实践上而言，当需求侧管理收效甚微、长期经济增长乏力时，
从供给侧出发，找寻新的经济增长点，成败关乎中国未来经济格局；就
社会影响而言，改革与转型对经济必有长期益处，但同时也必有“短痛”，
如何防范短期风险，如何化解改革中的福利受损者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均关乎社会与经济稳定。

本次议题设置的讨论重点和方向包括：

第一，政府职能问题，即如何从干预要素市场配置转变为创造良好
的宏观环境。比如，公共部门如何保证公共支出力度和可持续性，通过
产业政策，引导社会资金“脱虚向实”、“脱污向绿”；货币当局如何
引导社会融资结构合理增长，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

第二，要素优化的改革方案与实践路径。如何进行要素效率和技术
创新驱动，优化要素配置，扩大有效供给，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深
化国有企业和金融部门的基础性改革，有序引导城镇化进程和农民工市
民化，增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抑制资产泡沫和降低宏观税负；

第三，管理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如何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类
经济金融风险隐患；如何管控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的各种环境风险，
避免极端环境事件的发生；如何在改革过程中保障民生，进行社会兜底，
从根本上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风险等等。

第四，供给侧改革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经验探讨。

通过本次讨论，希望达到以下预期目标：

第一，了解目前经济所处的国内外形势，摸清实际情况。包括要素
禀赋的现状，制度与经济的现状，政策落实情况，潜在的风险等；

第二，结合具体事实和数据，对改革中促进要素优化的具体实践路
径提出政策建议；

第三，全面考察改革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和隐患，并基于此，为政府
风险管理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方案。

主席介绍：

陈诗一，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上海领军人才、博
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复
旦发展研究院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港中大 - 复
旦）联席所长、复旦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复旦大学生态环境人文社科领导小组联
合组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中国经济金融问
题、能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应用计量
经济学等。其专著先后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
学成果文库》，荣获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和刘
诗白经济学奖；论文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
一等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
等奖、《经济学季刊》年度最佳论文奖、第四
届中国软科学奖专业研究奖等。主持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国家自科基金面上
项目、上海市十三五规划前期研究重大项目以
及省部级研究课题多项。

上海论坛 2017 子论坛议题及主席简介

可持续增长新动力：风险管控与要素优化
分论坛 1全球治理

主  席：陈诗一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复旦发展研究院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联席所长
复旦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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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与亚洲的选择

承办单位：复旦大学欧洲研究中心、欧洲政策研究中心
主      席：丁   纯、Daniel Gros

主席介绍：

丁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欧盟让·莫
内讲席教授，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荷兰研
究中心主任，教育部中欧人文交流研究中心首席专
家；中国欧洲学会、中国欧盟研究会、上海欧洲学
会副会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中国社会保障学会
常务理事。德国、英国研究会理事，世界社保分会
副会长，曙光学者；从事世界经济、欧盟经济、社
会保障等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欧洲研究》杂志学
术 委 员，《Asia-Pacific Journal of EU Studies》
杂志编委，《世界经济论坛》欧洲议程专家委员会
委员；德国波恩大学欧洲所高级研究员，瑞典哥德
堡大学欧中心国际学术委员，卢森堡大学欧洲所舒
曼教授，四川大学欧中心学术委员，上海市就业促
进会专家。主持撰写《欧盟经济发展报告》。专著《世
界四类医疗保障制度模式绩效比较》及多篇论文获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及论文二等奖。

主席介绍：

Daniel Gros，自 2000 年起任职欧洲政策
研究中心（CEPS）主任，同时还担任欧洲议会
顾问、欧盟系统风险委员会（ESRB）下属咨询
科学委员会成员以及欧洲杰出经济学家 50 人论
坛成员。

Gros 教授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委
员会任职，曾担任包括英国、美国在内多个政
府的高级顾问。同时，他还是《国际经济学》
和《国际金融》的编辑。Daniel Gros 于芝加哥
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曾于科学期刊上
发表多篇文章，也出版过多本书籍。他的主要
研究领域为欧洲货币联盟、宏观经济政策、转
型经济、公共财政、银行与金融市场。

亚欧能否拯救全球化——基于亚欧合作视角
分论坛 2全球治理

主  席：丁   纯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荷兰中心主任

主  席：Daniel Gros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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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
通货紧缩、劳动生产率下降、缺乏技术突破等因素
使得全球经济增长充满了不确定性。全球化也面临
着全局性和内生性的停滞：国际贸易增速显著放缓、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邻为壑气氛浓厚。

目前，作为这一轮全球化推动者的发达国家内
部民粹主义泛滥，出现了“去全球化”的浪潮，并
且在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等事件中充分现显。对
比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在新的市场环境下，亚洲有
望以其自身巨大的潜力继续推动全球化向前发展：
根据 IMF 的预测数据进行测算，2016 年，新兴市场
经济增长率领先发达国家的增速剪刀差近五年来首
次上升，达到 2.6 个百分点，2017 年，增速剪刀差
有望进一步升至 2.8 个百分点，2020 年则有望渐次
升至 3.38 个百分点。因此，作为全球化受益者的亚
洲可能会继续开放，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

由于全球化是各国繁荣的关键，而且这有赖于
所有主要国家都支持开放的贸易体系和稳定的全球
金融体系。因此，亚洲应该和欧洲携手一致推动全

球化，全力推动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发展，并尽力建
立和执行所有国家共同接受的贸易和金融体系的规
则体制，从而使得全球化得到新一轮的发展，并惠
及更多的国家。

我们希望通过组织此次子论坛，结合欧美等发
达国家出现的反全球化倾向，以及亚洲国家的发展
现状，探讨亚欧联手拯救全球化的可能性，并提出
具体治理政策、方案。我们子论坛将会聚焦商讨以
下问题：

1、后危机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发展中
国家的发展现状，以及对全球化的态度；

2、亚洲、欧洲及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表现，以
及亚欧能否作为合作伙伴继续推动全球化向前发展；

3、发达国家建立的制度（包括国际贸易与国
际金融等）在现在情况下的运作实况与问题，以及
应该如何去推进全球治理架构演变创新。

4、亚洲、欧洲如何携手，在国际经济治理方
面做出制度创新，推进经济全球化，达到世界经济
强劲、平衡、可持续与包容性增长的目标。

主 题 阐 述：

12总刊 31 期  20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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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与亚洲的选择

主 题 阐 述：

在塑造亚洲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亚洲各国的人文学术界普遍感到，有必要对“现代性”问题进行重思。“现
代性”从起初是来自欧洲的概念，并在其传播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的价值规范。亚洲、尤其是东亚各国在各自的
发展历程中，对现代性问题形成了更深层次的思考，探索出更多可能性，逐步形成一种“多元现代性”的思考范式。
在此基础上，希望探索一条基于亚洲各国经验的特有道路。

随着新一波的中国崛起和全球政治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的转移，亚洲各国的人文学术界也深感有重新反思“现
代性”和重塑一条亚洲（东亚）特有的发展道路的必要。本子论坛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和亚洲新人文
研究联盟合作，邀请东亚范围内对此问题深有研究的权威学者，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共同探讨“亚洲现代性”的
可能与特点。相信对学术界在此问题上的研究大有帮助。

本次论坛准备延续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 2016 年已经举办的“中华现代性”的讨论会议题，并将其范围扩大到
亚洲。立足亚洲经验，将中国在近现代以来的发展与亚洲各国进行比较，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探索“亚洲现代性”和“亚
洲共同道路”的历史基础和文化内核，以期对时下流行的“多元现代性”的阐释有所贡献。

论坛准备分成几个小节，设立专题，从多个角度讨论亚洲现代性和亚洲共同道路的问题。论坛将邀请在此领域
内卓有成就的学者，展开对话交流，最终期望在会议讨论的基础上，整理加工，选取有代表性的观点和对话，形成
一个报告，并视情况考虑正式结集出版。

主席介绍：

金光耀，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民国外交史、
中美关系史、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他于 1986 年获复旦大学历史学硕士并留校
任教；1997 年获得复旦大学国际关系法学博士学位。1989-1990 年在英国利兹大学从事
访问研究，1997-1998 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从事访问研究。2001 年赴瑞典隆德大学任
访问教授。2004 年在韩国高丽大学从事访问研究。2005-2006 年在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
学任访问教授。他出版的著作包括：《顾维钧传》、《中华民国史》（第十卷，合著）、《北
洋时期的中国外交》（主编）等，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刊物杂志上发
表论文 50 余篇。

主席介绍：

熊秉真，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中文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亚洲新人文联
网发起人及主席。主要从事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近世儿童史、中西性别研究、中国医疗
文化史的学术研究。她本科毕业于台湾大学，1983 年获美国布朗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
1983 年起供职于“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
芝加哥大学、密歇根大学、康奈尔大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日本庆应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等担任访问教授。她出版的著作有：《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
《安恙：近世中国儿童的疾病与健康》、《中国文化史》、《幼幼：传统中国的襁褓之道》
等，并发表中英文论文几十篇。

承办单位：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
合 作 方：亚洲新人文联网
主       席：金光耀、熊秉真

亚洲现代性：寻求共同道路
分论坛 3全球治理

主  席：金光耀
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

主  席：熊秉真
香港中文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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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河西学院、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合 作 方：陕西师范大学-河西学院“丝绸之路经济带河西走廊智库”、
                复旦-甘肃丝绸之路经济带协同发展研究院
主       席：刘仁义、范丽珠

主席介绍：

刘仁义，教授，现任河西学院校长。1982 年 7 月毕
业于西北师范大学数学系。先后在陇东学院、河西学院工作。
1999 年 11 月 -2010 年 5 月任陇东学院党委委员、副校长，
2010 年 5 月至今，任河西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其间：
2011 年 9 月至 2012 年 1 月在复旦大学挂职，任校长助理。
兼任甘肃省数学学会副理事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数学教育
和高等教育管理等。先后在《兰州大学学报》、《生物数
学学报》、《数学教育学报》、《高等理科教育》等刊物
上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主编参编多部教材，出版专著《回
到最基本——关于高等教育的思考与探索》、《地方应用
型大学建设之路——新建本科苑转型发展的实践研究》、《感
悟大学——高等教育读书笔记》等。多次获得甘肃省教育
教学成果一、二等奖。

主席介绍：

范丽珠，社会学博士，社会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复旦 -UC 当代中国中心
创始人之一，曾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
长。长期以来从事宗教社会学、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出
版相关专注多部，并发表 SSCI 论文多篇，是中国民间宗教
社会学研究的开拓者，其在中国宗教研究领域的成就获得
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在 China Quarterly,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 等学术刊物上发表有关中国宗教及其理
论研究的中英文论文数十篇。近十几年来，她不仅致力于
复旦大学国际项目的开拓与国际合作，并游历世界知名大
学讲学。目前的主要研究关注于全球化与宗教变迁。

一带一路与沿线国家的文明多样性：
文化互鉴助力经济协同发展

分论坛 4全球治理

主  席：刘仁义
河西学院校长

主  席：范丽珠
复旦大学全球化与宗教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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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与亚洲的选择

“一带一路”的发展愿景是有着很强的经济目
标 --- 让沿线各国人民共享“一带一路”共建成果。
“一带一路”涉及国家地区在历史上是“四大文明”
和诸多宗教的发源地，各种文明都有自己特有的价
值观和生活方式，“一带一路”的经贸往来与工程
建设自然会触动不同民族和文明的交流与碰撞。大
量的经验显示，单纯追求经济发展带来好处的善愿
在某些沿线国家难以行得通，有项目和工程会因与
地方的文化习俗不相容而搁置甚至引发冲突。因此，
在推进经济合作的同时，也要重视与沿线国家多元
文明间互相认识、交流，在文明互鉴、互信互敬中
实现经济上的共赢。

理论意义：“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的文化研
究与文明对话，将为非西方国家学者参与到各种人
文和社会科学发展提供机会与新的实践，其中包括
民族学、宗教学、地缘政治学、边疆政治学、民俗学、
社会学、行政管理学等学科对区域协调、绿色发展
和社会治理等相关问题的理论探索，使得全球化发
展的理论有获得进一步费完善。

实际意义：“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因文化和文
明方式的差异，其采取的国家政治结构有所差异，
本分论坛的讨论将通过文明对话来理解不同的国家
治理模式，为我国制定与不同国家进行经济合作、
地区发展，维护国家主权、边疆稳定与安全，提供
依据与思路。

讨论重点：文明多样性与经济行为、国家发展
策略的关系。

讨论方向：（1）国际协同发展与文化先行的
重要性；（2）古代丝绸之路沿线文明交流交融的历
史经验；（3）文明方式与文化因素如何决定了地区
经济发展与安全；（4）宗教文化与社会相适应中面
临的难题和挑战；（5）“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国家
间的文明对话和文明共鉴的可能。

议题讨论的预期目标：
1. 政策建议报告
2. 学者思想精粹集
3. 建设联接学、政、商各界的国际性学术平台，

为未来开展相关研讨奠定的基础。

主 题 阐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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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总刊 31 期  2017.04

承办单位：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
合 作 方：英国牛津大学技术与管理发展中心
主      席：沈国兵、傅晓岚

主席介绍：

沈国兵，经济学博士，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
长、基地执行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
担任商务部中国企业知识产权海外维权专家库专家。2005 年获全国优
秀博士学位论文理论经济学提名论文，2006 年荣获“复旦大学优秀博
士后”称号；2011 年获上海市浦江人才、上海市“曙光学者”等称号。

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
科奖优秀著作奖，上海市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一届哲学社科优秀成
果奖，第十一、第十三、第十七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等获奖者。主
持完成 / 在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4 项、省部级项目 6 项。出版学术
专著 6 部，主编教材 3 部；发表中英文权威论文 16 篇。荣获 2015 年度
上海市普通高校优秀教材奖。期刊 Journal of Economics,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中国经济与商务研究（英文）》、《中国社会科
学》、《世界经济》等审稿人。

主席介绍：

傅晓岚是牛津大学技术与管理发展中心创始主任，国际发展系教授，
技术和国际发展研究专家，格林坦普顿 (Green Templeton) 学院会士
(Governing Body Fellow)， 剑桥大学和清华大学高级客座研究员， 复
旦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访问教授。同时，她还担任《中国经济与商
务研究》期刊主编和四个国际期刊的编辑委员会成员。

傅晓岚的研究领域包括创新，技术与发展，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
中国经济发展。她出版的著作包括：《中国在全球经济复苏中的角色》，《新
兴经济体技术能力的崛起》和《出口、外国直接投资和中国经济发展》。
她是欧盟委员会 Gate2Growth2005 年度“欧洲最佳论文奖”获得者。

世界经济新格局与中国创新式增长
分论坛 5全球治理

主  席：沈国兵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党支部书记、
副所长

主  席：傅晓岚
英国牛津大学技术与管理发展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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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与亚洲的选择

主 题 阐 述：

美欧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主要市场增长乏力，大大挤
压了中国的发展空间。世界经济变化的新格局给中国发展带
来的外在压力，引发各界对中国增长的忧虑。中国“十三五”
规划纲要中指出：“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增长乏力；中国
经济传统的比较优势减弱，创新能力不强，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在技术创新变革与市场需求变化的推动下，中国企业
生产活动进入全球生产网络下依靠创新来推动贸易和产业升
级，进而维系中国经济增长。为此，锚住世界经济变化新格
局，探究中国创新式增长。

该议题的理论意义：一是基于企业生产碎片化形成的全
球生产网络揭示世界经济变化新格局。在技术创新变革与市
场需求变化的推动下，企业生产活动进入全球生产网络时代。
参照 Ernst (2000)、Ernst 和 Kim（2002），本论坛将行业生
产网络界定为一个行业中生产和提供中间品、最终产品与服
务的一系列企业关系，这种关系将与该行业相关的价值链环
节和增值活动连接起来，形成生产的模块化。二是通过强化
创新保护来提升中国企业外贸竞争力，进而推动中国经济创
新式增长。张杰、芦哲（2012）证实，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
是中国企业应对严格知识产权保护、提升竞争力的主要途径。
Shen (2010) 认为，在构建自主创新型国家的初始阶段，太
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是不利于国家创新能力的发展，也不利于
中国省级经济增长。

该议题的政策价值和社会价值：中国“十三五”规划纲
要中指出：“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增长乏力；中国经济传
统的比较优势减弱，创新能力不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为此，提出子论坛议题：“世界经济新格局与中国创新式增
长”。为中国式增长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持。

美欧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主要市场增长乏力，全球贸
易保护主义泛滥，使得中国面临的外部贸易环境发生了巨大
的改变。依赖出口导向型的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持续下滑，
引发各界对中国式增长的忧虑。世界经济新格局主要体现在
企业生产碎片化形成的全球生产网络，而中国创新式增长主
要体现在通过强化对知识产权的创新保护来提升中国企业外
贸竞争力，进而推动中国创新式增长。为此，设立两个议题，
讨论的重点和方向是：

1.“一带一路”战略下创新与中国外贸竞争力培育问题
2. 全球生产网络下创新保护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问题

通过此次子论坛议题：《世界经济新格局与中国创新式
增长》的研讨，预期目标主要有：

一是弄清全球生产网络下国家间经济增长动态演进的一
般规律和中国特殊性。

二是揭示“一带一路”战略下创新与中国外贸竞争力培
育问题。

三是揭示全球生产网络下知识产权保护与国家间创新模
式之间关系，弄清什么样的知识产权保护孕育什么样的国家
创新模式。为中国创新模式提供借鉴。

四是弄清全球生产网络下日本和韩国企业研发创新对亚
洲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

五是基于会议研讨，总结出中国如何通过转型发展、创
新驱动来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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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总刊 31 期  2017.04

承办单位：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上海华山医院
主       席：Sunita Vohra、董竞成

主席介绍：

Sunita Vohra 是小儿科、药理学双重方向的临床科学家，本科
阶段专攻临床流行病学。她是阿尔伯塔大学医学和牙科学院的荣誉教
授，并在公共健康学院交叉任职。她是临床研究领域的专家，其研
究方向包括：创新性的临床试验设计；主动监测安全研究；改善结果
报告。Vohra 是 2014 年 9 月在阿尔伯塔大学成立的综合健康研究所
（IHI）的创始董事。IHI 发展迅速，现在是与阿尔伯塔省的研究型密
集型大学和医疗保健系统合作的省级机构。Vohra 的成就在国内和国
际上都得到了认可，获得超过 2000 万美元的资助（作为主要研究者
获得资金为 1300 万美元），发表过 167 篇同行评议的期刊文章。她
凭借 CAM 领域的出色研究于 2013 年获得了罗杰博士奖，凭借其杰
出的成就，她获得了加拿大健康科学院研究员——加拿大卫生研究领
域最高荣誉之一的称号。

主席介绍：

董竞成，教授，博导，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
研究院院长，华山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世界卫生组织复旦大学传
统医学合作中心主任。1983 年本科毕业于上海中医学院，1990 年获上
海医科大学博士学位。1996 曾在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做客座教授，2004
曾在美国哈佛医学院做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肺病、肿瘤、
老年病的研究及中药开发，也致力于多个民族传统医学比较研究和中
国传统医学结构的研究。1998 年入选上海市卫生系统“百人计划”，
2009 年入选 “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计划”，2010 年入选“上海市
医学领军人才”。 “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卫生部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负责人，教育部高等学校中西医结合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建设负责人，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理事兼
呼吸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中国
中西医结合杂志》、《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编委。承担 “973”、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项目 20 余项，发表论文 220 余篇（包括 SCl 论
文 70 余篇），获得省部级以上奖项 5 项。

全球化时代的健康治理创新
分论坛 6全球治理

主  席：Sunita Vohra
临床小儿科专家、临床药理学专家

主  席：董竞成
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院院长
世界卫生组织复旦大学传统医学合作中心主任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约 70-80% 的世界人口使用辅助疗
法作为首选治疗方式，在中国，健康管理方式包括传统的中医以
及常规的“西医”；这两种卫生保健方式在急症治疗和社区康复
中被同时使用。相反，大部分北美的急症治疗中并不包含辅助疗
法，直到最近一些创新性机构才开始考虑将与辅助疗法或传统疗
法结合作为患者治疗的一部分。

有人希望西方的卫生体系能更加以患者为中心，更尊重个人
的信仰、偏好，以及价值体系，因此就会在平衡个体需求和循证
治疗的过程中产生矛盾。一些辅助疗法可能无法在安全性和功效
证据上满足预期，它们的使用对医疗和管理带来了挑战。另一方面,
如果辅助疗法或者传统疗法能获得更好的结果，产生更低的成本
并且提高了患者的满意度，西医系统对他们的接受度会更高。此
外，健康促进，疾病预防以及在慢病管理过程中有效的自我护理，
都是对在西医系统中纳入辅助疗法或传统疗法的有力支持。

这一部分论坛是为了讨论在全球化的环境中健康管理所面临
的机遇和挑战。在（西医系统中）纳入辅助疗法和 / 或传统疗法
的一些关键障碍，包括文化、科学性、伦理、法理以及经济障碍
将得到讨论。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讨论不同的区域已经行之有
效的解决措施。将重点放在多学科的情况下，探索卫生保健专业
人员接受高等教育以及相关的。鉴于强调多学科的治疗 , 我们将探
讨影响卫生保健专业人员高等教育培训以及相关规章制度的影响。

健康管理将政府、卫生系统、大学等不同部门聚拢到了一起。
将辅助疗法、传统疗法以及本土疗法整合到以“西医”为基础的
卫生体系中是一个在全球具有相关性的复杂问题，该问题有可能
会引导卫生体系向更以患者为中心，并有更好的结果和更低的成
本的系统所发展。这一会议将着重讨论在该举措推行过程中已取
得的成就，存在的障碍以及潜在的解决措施，以提供决策和实践
依据。

主 题 阐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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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与亚洲的选择

承办单位：复旦发展研究院中国保险与社会安全研究中心
合 作 方：国际金融消费者学会
主      席：许   闲

主 题 阐 述：

国际上对金融科技（FinTech）的讨论非常激烈，FinTech 被认为是

未来国民经济和金融行业发展的新支柱。保险科技（InsurTech）作为从

FinTech 衍生出的新领域，其关注度却寥寥无几。2015 年 6 月，全球知名智

库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 WEF）发布了一份建立在由 197

位来自全球重要学界、业界与政府领导及创新领袖共同研究的长达 178 页

的专项报告《金融服务业的未来——破坏性创造如何重塑金融服务业结构、

供应及消费》，指出科技发展将全面冲击银行、证券和保险等传统金融业，

但是长期而言对保险业的冲击将是最大的。

美国、英国、德国、瑞士、新加坡等金融业发达国家敏锐捕捉了这一

新趋势，纷纷推动保险科技市场创新，布局未来保险行业的新优势和社会

发展的新理念。国际市场上保险科技的创新雏形隐约可见，众多创新模式

正在逐步颠覆传统保险业：美国的 OSCAR 公司将保险变成个人的健康管

理专家；德国的 Friendsurance 利用“团购”的概念通过朋友圈构建保险场景；

美国 Metromile 按照机动车驾驶里程收取保费，利用保险引导“绿色出行”。

保险科技催生了新的市场，构建了的新的生态，并形成了引领行业发展的

新引擎。

保险科技对中国的国家战略、金融行业发展和社会民生层面的意义不

言而喻，然而我国当前专题性的讨论较少，学术研究落后。可喜的是，行

业的保险科技创新远远走到了学术和政策研究的前列，实践中的中国保险

科技常常被国外的专题性研究所引用和讨论。2017 年上海论坛保险分论坛

将聚焦“保险科技：新市场、新生态、新引擎”，这也将是我们所了解情

况下我国的第一个“保险科技”综合论坛。

“保险科技”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区别于保险服务科技发展的“科

技保险”，而是利用科技发展颠覆传统保险价值链，从保险产品设计、销售、

核保、理赔和投资管理全链条的破坏性创新。因此，传统的保险巨人未必

是新趋势下的赢家，中小企业或创新型企业有望弯道超车或赢取新的发展

机遇。目前非常热门的互联网保险、区块链技术运用、大数据、情景化营销、

共享经济等议题，都属于“保险科技”范畴，也是本届论坛即将讨论的重

要话题。本届论坛将致力于打造我国保险科技发展的战略高地，构建监管、

行业、学术三位一体的科技创新专属平台。

主席介绍：

许闲，复旦发展研究院中国保险与
社会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复旦 - 加大当代
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常驻圣地亚哥
加 州 大 学）， 中 国 保 险 学 会 常 务 理 事，
中国会计学会高级会员，兼任德国欧洲
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许闲毕业于德国
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获经济学博士。
许闲博士的研究方向为保险学、灾害经
济学、风险管理和保险企业管理，多篇
论 文 发 表 于 Geneva Papers on Risk 
and Insuranc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mate Change Strategies and 
Management、《金融研究》、《会计研究》、
《保险研究》等权威或核心期刊，并主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上海市政府、
保监会等多项研究课题。

保险科技：新市场、新生态、新引擎
分论坛 7全球治理

主  席：许   闲
复旦发展研究院中国保险与社会安全
研究中心主任
复旦-加大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