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南亚论坛”2023国际会议

暨粤港澳产教融合协同创新论坛

预通知

  华南师范大学（中国）拟于2023年11月17-20日举办“东南亚论

坛”2023国际会议暨粤港澳产教融合协同创新论坛。

一、会议目的

  进入  2023  年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稳步推进，中国—东盟命运共

同体建设取得令人瞩目的新成就。2023  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

周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共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经济、科

技、教育和环境等方面取得历史性成就。2023  年  6  月，《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对所有签署国生效，为中国与东盟在各个领

域的合作注入了日益强劲的发展动能。在此背景下，东盟及其成员国

表现出多样化的发展势头，存在巨大的对外合作需求。粤港澳大湾区

在科技、经济和教育等领域实现诸多实质性、创新性发展，在全球创

新发展体系中占据领先地位。加强区域联动、实现发展的共商共享共

建，是切合中国与东盟共同发展诉求的主题。在中国、东盟及其成员

国各自发展的新阶段，急需深化粤港澳大湾区与东南亚国家的协同创

新发展，在地区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家园精神”转化

为服务地区各国社会发展的强劲动能，推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



  
 

走向更高水平。 

在此背景下，华南师范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联合广东省人民对外

友好协会、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广东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拟于

2023 年 11 月 17-20 日举办“东南亚论坛”2023 国际会议。 

本次会议的主题为“大湾区与东南亚的新愿景：区域联动与高质

量发展”，诚挚邀请东南亚各国及中国的政界、学界、商界以及其他

行业界代表参会，探讨 RCEP 实施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契机与新

挑战，全球科技竞争背景下区域教育、科技、人才交流合作提质升级

的挑战与应对，大湾区、海南自贸港和东盟的跨区域联动，区域经济

联动背景下华人华侨的新角色与新动能等战略性议题，为推动中国与

东南亚的合作奉献智慧、寻找方案。 

二、会议主题和主要议题 

会议主题： 

“大湾区与东南亚的新愿景：区域联动与高质量发展” 

主要议题： 

1.RCEP 全面生效后中国—印尼经贸合作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2.全球科技竞争背景下中国一东南亚企业发展的前景与挑战； 

3.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和东盟跨区域联动:经贸合作与法治

保障； 

4.中国—东南亚经济联动背景下华人华侨的新角色与新动能。 

三、会议计划 



  
 

 

 

 

 

 

 

 

 

 

日期 内容 地点 

 

11 月 17 日 

9：00-21：30 线下报到 
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

区）华师大厦一楼大厅 

14：00-15：00 线上技术测试 华师在线网络平台 

11 月 18 日 

9：00-10：10 开幕式及致辞 

 

华南师范大学 

国际会议厅 

 

10：10-10：20 与会代表合影 

10：20-10：30 茶歇 

10：30-12：00 主论坛主旨报告 1 

12：00-14：00 午餐 休息 

14：00-15：45 主论坛主旨报告 2 

15：45-16：00 茶歇 

16：00-18：00 主论坛主旨报告 3 

 

11 月 19日 9：00-12：00 
分论坛一：RCEP 全面生效后中国—印尼经

贸合作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1.会议主办单位：华南师范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广东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中国产学研促进会

                 广东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2.会议时间：2023  年  11  月  17  日至  11  月  20  日

  3.会议地点：华南师范大学国际会议厅、东南亚研究中心会议室，

同时设立线上会场。

4.会议规模：250  人（其中国外代表  140  人）

  5.与会人员：东南亚各国及中国的政界、学界、商界以及其他行

业界代表。

四、会议议程



  
 

分论坛二：全球科技竞争背景下中国一东

南亚企业发展的前景与挑战 

分论坛三：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和

东盟跨区域联动:经贸合作与法治保障 

分论坛四: 中国—东南亚经济联动背景下

华人华侨的新角色与新动能 

11：45-14：00 午餐 休息 

14：00-17:00 “东南亚讲坛” 

11月 20日 嘉宾离会 

五、会议报名 

参会者请点击以下链接直接填写参会表格： 

国内报名链接： 

https://f.wps.cn/g/h3yXYmG7/ 

国外报名链接： 

https://forms.gle/Mh6eBKgDSBK71Tvv9 

请有意参会的海内外人士于 2023 年 11 月 5 日前完成报名，

以便中心做好前期筹备工作。 

六、会议论文提交 

请参会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拟定参会论文题目，并于 2023 年

11 月 5 日前将论文 word 文档发送至会务邮箱。（论文命名样例：“年

会论文+作者单位+作者姓名”）。会务组将组织专家进行同行评审，

通过评审的文章将被收录进大会论文集，优秀论文有机会推荐至东南

亚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集刊《东南亚学》刊登，并收录于中国知网。 

来稿请严格按照《“东南亚论坛”2023 国际会议论文集标准格式》



  
 

（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中心微信公众号获取）排版。论文讲求原创

性、学术性，杜绝抄袭，字数以 8000 字及以上为宜。 

 

六、会务筹备组联系信息 

夏梦真  邮箱：southeastasianforum@gmail.com   

微信：summerxiameng 

李宗蔚  邮箱：lzwolivia@m.scnu.edu.cn   

微信：sweet-wzl 

电话：  020-85210103 

会务邮箱：ydylscnu@126.com 

微信二维码：关注华南师范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公众号。 

 

 

 

 

 

    会务筹备组     

                                  东南亚研究中心 

 

mailto:ydylscnu@126.com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作者姓名居中楷体四号 例：王 红   王格格）作者

与摘要之间空一行 

 

摘  要：（“摘要”黑体五号加粗，两个字中间空两个字符）摘要内容。 （摘要内容楷体五号，

单倍行距） 

关键词：（“关键词”黑体五号加粗）关键词 1；关键词 2；关键词 3；关键词 4（关键词内容

内容楷体五号，单倍行距）摘要和关键词均首行缩进 2字符。 

                        关键词与正文之间空一行 

 

正文宋体五号，行距：多倍行距 1.15。一级标题五号加粗，上下各空一行。二级

标题和三级标题不加粗不空格（各级标题均首行缩进 2字符）。全文数字及字母为新

罗马字体（Times New Roman）！  

   例： 

一、对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基本认识 

研究生科研能力是指研究生在各科学领域进行的旨在探究真理的理智活动，是研究生所需的

一种重要能力。 

 

表格的标题宋体五号加粗居中，表格内容宋体五号，表格的补充内容宋体小五且首行缩进 2

字符。 

作者简介：王红，XX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广东广州，510631）

 

  

附件  1  appendix  1

“东南亚论坛”2023 国际会议

  论文集标准格式

论文标题（论文标题居中黑体小二加粗；副标题宋体三

号居中不加粗）标题与作者之间空一行



例： 

全校师生的男女人数 

男 50 

女 50 

  注：以上数据来源于网站。 

 

作者简介宋体正文小五号字体置于首页脚注部分，无需缩进顶格即可，“作者简介”这四个

字加粗。（注意：作者简介的句尾不需要标点符号） 

例：（注意本页脚注部分） 

 
正文与参考文献之间空一行 

参考文献:（参考文献黑体五号加粗，参考文献的符号一律使用英文符号） 

[1]张亚群,张智玲.高考招生向中西部贫困地区倾斜[J],考试研究,2014(1):3-8. 

[2]陈正华.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99. 

[3]王亮.义务教育交流教师评价机制问题[D].首都师范大学,2013: 11-13. 

（参考文献内容仿宋小五号，单倍行距，顶格开始写）参考文献与英文摘要之间空一行，英文摘要
部分单倍行距，字体新罗马五号。 

 

Title（英文标题新罗马五号加粗，副标题也加粗） 

Name 1  Name 2（例：WANG Ting  WANG Gege） 

Abstract: 英文摘要应是中文摘要的转译，所以只要简洁、准确地逐段将文意译出即可，要求
250单词左右。时态用一般过去时，采用被动语态或原型动词开头。避免用阿拉伯数字作首词，不
出现缩写。尽量使用短句。 

Key words: Keyword1; Keyword2; Keyword3; Keyword4 

“Abstract:”和“Key words:”新罗马五号加粗 

 

来稿文章除特殊说明外均不使用脚注，一律用尾注注明参考文献；建议使

用 word编辑好文档格式。发送邮件时请将文档命名为“姓名+论坛文章投

稿+文章标题（无需副标题）+手机号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