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度浙江省科技进步奖提名公示表 

一、项目名称 

“一带一路”建设中浙江民营企业国际化战略与成长路径研究 

二、提名单位及提名意见 

提名单位 浙江省教育厅 

提名意见（限 600字） 

 
 
 
 
 
 

项目结合“一带一路”建设背景，剖析民营企业面临的新机遇和挑战，提出新时代

背景下浙江民营企业国际化战略及成长路径，为提升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及资源获取能

力，培育壮大地方民营跨国企业，及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实践指导与决策参考。 

提名材料和申明内容属实，同意申报2019年浙江省科技进步奖软科学类。 

提名该项目为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三、项目简介 

主要技术内容、授权知识产权情况、技术指标、应用推广及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等（限

1000 字） 

本项目依托浙江省自然基金项目《全球生产网络视角下浙江企业技术锁定形成机理

研究》（LQ13G030015）、浙江省软科学项目《创投资本推动浙江创新型企业成长的作用

机制与路径优化》（2014C35013）及宁波市哲学社科规划项目《跨国经营企业发展模式

与路径研究》（JD15YS）等，由浙江万里学院和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共同完成。项

目立足浙江民营企业国际化实践，丰富拓展企业成长理论，产生一批高层次成果，同

时，研究内容具有较高实际应用价值，在省市政府取得重要决策应用，产生了重要经济

与社会效益。 

本项目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背景，立足浙江区位禀赋、产业集聚、创新环境与地

方制度文化等特征，深入剖析了新时代背景下浙江民营企业国际化、特别是“走出去”

面临的新机遇、成长瓶颈及动力机制，构建浙江民营企业培育、壮大及成长的系统战

略，研究提出了浙江民营企业并购投资、集聚创新的路径和国际成长的战略思路对策。

围绕上述内容形成系列成果，并对成果进行积极推广和应用。 

（1）完成 6 篇决策建议稿被省市社科联成果要报采纳，4 篇获得省市重要领导批

示，其中《加强我省民营企业“走出去”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建议》在省社科联《浙江

社科要报》刊登，并获得省长袁家军肯定性批示；《“一带一路”建设综合试验区：面临

问题及破解路径》被宁波市委副书记宋越舜批示；《关于防范化解我市民营企业“走出

去”风险的建议》被时任宁波市委书记唐一军批示；《中东欧国家经贸环境分析与宁波

企业发展机会》被时任宁波市副市长王剑侯批示。 

（2）形成了一批高层次科研成果，完成专著 3 部，论文 12 篇，其中《国际贸易问

题》、《科研管理》、《科学学研究》、《世界经济研究》等高层次期刊论文 10 篇。 

（3）为政府部门及企业开展咨询服务，完成政府重大咨询项目 15 项，为宁波鸿兴

网都、全球贸易通等企业带来显著财务效益。 

（4）组织承办国际国内研讨会 6 场，中拉地方合作智库论坛等会议内容得到中国

商务部、浙江文化厅及宁波人民政府等政府网站报道，被《中国经济时报》、《搜狐

网》、《中国教育报》等重要媒体关注。 

（5）面向社会开展高层次培训项目 7 项，其中连续四年承办教育部《阿拉伯国家

文博专家研修班》及宁波市组织部《16+1 中小企业合作官员研修班》、教育局《中东欧

经贸环境与投资政策研修班》等项目，培训获得省市相关政府部门及参训的阿拉伯国

家、中东欧国家政府、机构和专家的高度认可。 

 

 

 

 

 

 



四、第三方评价 

评价结论、检测结果等（限 1200字） 

本项目基于资源基础观、新制度主义、产业组织竞争、组织战略管理和企业成长理论

等交叉学科知识，结合“一带一路”建设背景，剖析民营企业面临的新机遇和挑战，提出

新时代背景下浙江民营企业国际化战略及成长路径，对于深化我国“一带一路”建设，提

升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及资源获取能力，培育壮大地方民营跨国企业，促进企业提质增效及

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等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为地方民营企业提供了实践指导与决

策参考。项目成果丰富拓展了国际化理论，同时也得到较好的对策应用和社会推广，取得

重大社会效益。 

（1）项目决策建议成果得到省市领导肯定批示。项目组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和可操

作性的建议和对策，其中《加强我省民营企业“走出去”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建议》决策

建议在省社科联《浙江社科要报》上刊登，并获得省长袁家军肯定性批示；《“一带一路”

建设综合试验区：面临问题及破解路径》等 3 篇决策建议先后被宁波市委副书记宋越舜、

时任宁波市委书记唐一军及时任宁波市副市长王剑侯批示。 

（2）项目成果得到专家肯定。经宁波市政府发展规划研究院杨兵杰院长、宁波市发

展研究中心张华处长、宁波大学人文社科处处长钭晓东教授、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肖文

教授等专家组成项目验收鉴定组，一致认为研究内容紧扣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及民营经

济发展时代主题，研究主题及研究观点具有战略高度，研究思路清晰，案例调查广泛而深

入，研究内容完整且具有一定创新性，为新时代民营企业国际化及成长提供了决策参考。 

（3）形成了系列高层次研究成果。项目组围绕民营企业走出去、集聚创新及竞争力

提升等内容形成专著 3 部，论文 12 篇，其中《国际贸易问题》、《科研管理》、《科学学研

究》、《世界经济研究》等高层次期刊论文 8 篇。在此基础上，成果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并于 2018 年 6 月获批立项“中国‘一带一路’沿线跨国企业获取组织正当性的关键因素

诊断与对策研究”（编号：18BJY113）。 

（4）积极推广和应用研究成果。研究成果得到浙江省商务厅、浙江省商务研究院、

宁波市商务局、宁波市中东欧合作促进领导小组办公室、浙江省科技咨询中心、中国出口

信用保险公司宁波分公司等政府机构及企业应用及肯定行认可；组织开展了大量社会咨询

和培训，积极推广和应用研究成果，相关活动在中国商务部、浙江文化厅等政府网站报道

及《中国经济时报》、《新浪网》等重要媒体高度关注；完成政府部门重要咨询项目 15 项；

为鸿兴网都、贸易全球通等企业开展国际化战略咨询，带来显著财务效益；组织高层次国

际性学术会议 6 场及承办教育部“一带一路”培训 7 项，受训人数达到 400 人次。 

 

 



五、推广应用情况、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完成单位应用情况和直接经济效益 

单位名称 

新增应用量 新增销售收入（单位：万

元） 
新增税收（单位：万元） 新增利润（单位：万元）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合  计 

            

    

 

 



 

2．推广应用情况和经济效益（非完成单位） 

应用单位名称 
起止 

时间 

单位联系

人、电话 

新增应用量 新增销售收入(万元) 新增税收(万元) 新增利润(万元)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宁波鸿兴网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1-

2018.12 
胡祎 

15858423083 
   500 800 1000 30 40 50 100 120 200 

宁波互联创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全球贸易通） 

2016.1-

2018.12 

陈建旭 

18658233730 
   2000 3500 5000 100 180 250 400 700 1000 

            

   

            

   

            

   

合  计： 

   2500 4300 6000 130 220 300 500 820 1200 

 12800 650 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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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限 600字） 

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背景，项目剖析了新时代背景下浙江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

面临的新机遇、成长瓶颈及动力机制，研究构建了浙江民营企业培育、壮大及成长的

系统战略，并提出了浙江民营企业并购投资、集聚创新的路径和国际成长的战略思路

对策。研究过程中，项目组不断深化并提升学术研究影响，形成系列高层次成果。同

时，通过开展社会咨询和培训，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积极推广和应用研究成果。 

（1）完成决策建议 6 篇被省市社科联成果要报采纳，4 篇获得省市重要领导批

示，其中《加强我省民营企业“走出去”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建议》在省社科联《浙

江社科要报》刊登，并获得省长袁家军肯定性批示；《“一带一路”建设综合试验区：

面临问题及破解路径》被宁波市委副书记宋越舜批示；《关于防范化解我市民营企业

“走出去”风险的建议》被时任宁波市委书记唐一军批示；《中东欧国家经贸环境分

析与宁波企业发展机会》被时任宁波市副市长王剑侯批示。 

（2）形成了一批高层次科研成果，完成专著 3 部，发表学术论文 12 篇，其中

《科研管理》、《科学学研究》等高层次期刊论文 8 篇。 

（3）为浙江省商务厅、宁波市商务局等政府部门提供咨询，完成重大咨询项目

15 项，为宁波鸿兴网都、全球贸易通等企业带来显著财务效益。 

（4）组织承办高层次国际国内研讨会 6 场以及开展“一带一路”社会培训 7

项，“一带一路”智库联盟大会等会议被《人民网》、《新浪网》、《中国教育报》等媒

体关注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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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知识产权类别 知识产权具体名称 
国家 

（地区） 
授权号 授权日期 权利人 发明人（培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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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代表性论文专著目录 

作 者 论文专著名称/刊物 
年卷期 

页码 

发表时间 

（年、月） 

SCI他引次

数 

他引 

总次数 

孟祥霞等 “一带一路”背景下民营企业“走出去”战略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514197280 

2018 年 11

月 
  

孟祥霞等 跨国经营企业发展模式创新与路径拓展，浙江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308173056 

2017 年 12

月 
  

王敏杰 宁波建设一带一路区域性城市贸易中心城市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308160247 

2016 年 6

月 
  

孙琪 
Verification of Convergence and Mechanism of Export Trade of Foreign Invested 

Enterprises in China，CHIMICA OGGI-CHEMISTRY TODAY 
ISSN 0392-839X 

2018 年 12

月 
  

谢子远、吴

丽娟 

产业集聚水平与中国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基于 20 个工业行业 2000-2012

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科研管理 

2017 年 38 卷 1 期

90-99 页 

2017 年 11

月 
 52 

孙琪 
基于熵值法和 Topsis 法的浙江省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评价，商业经济研

究（人大复印转载） 

2016 年 7 期 212-

215 页 

2016 年 7

月 
 10 

刘美玲 跨国公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分析，统计与决策 
2016 年 5 期 183-

185 页 

2016 年 3

月 
 3 

谢子远 
高技术产业区域集聚能提高研发效率吗?——基于医药制造业的实证检验，

科学学研究 

2015 年 33 卷 2 期

216-224 页 

2015 年 2

月 
 25 

谢子远、张

海波 

产业集聚影响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内在机理——基于中介变量的检验，国

际贸易问题 

2014 年 9 期 21-35

页 

2014 年 9

月 
 32 

陶海飞 
基于技术能力成长的企业创新网络演化——以博威合金股份有限公司为

例，财经论丛 

2013 年 3 期 107-

112 页 

2013 年 3

月 
 2 

合  计: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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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要完成人情况 

排名 姓名 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现从事专业 工作单位 二级单位 完成单位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 

1 孟祥霞 院长 教授 财务管理 浙江万里学院 商学院 浙江万里学院 

提出“一带一路”建设中民营企业国际化

战略系统思路，形成专著2部，省长批示

决策建议稿1篇 

2 刘美玲 助理 副教授 金融学 浙江万里学院 商学院 浙江万里学院 
提炼民营企业国际化竞争力形成机制，参

与专著2部，完成论文2篇 

3 陶海飞  副教授 金融学 浙江万里学院 商学院 浙江万里学院 
提出民营企业走出去服务体系建设意见，

参与专著2部，市级采纳决策建议2篇 

4 孙琪 书记 副教授 国际商务 浙江万里学院 商学院 浙江万里学院 民营企业国际创新研究，完成论文2篇 

5 谢子远 副院长 教授 国际商务 浙江万里学院 商学院 浙江万里学院 民营企业集聚创新研究，完成论文3篇 

6 王敏杰  副教授 世界经济 浙江万里学院 商学院 浙江万里学院 
民营企业全球网络嵌入研究，完成专著1

部，论文1篇 

7 闫国庆 副校长 教授 
国际经济与

贸易 
浙江万里学院 商学院 浙江万里学院 

“一带一路”建设中地方合作及民营企业发

展，完成宁波副市长批示决策建议稿3篇 

8 黄文军 副部长 副教授 
国际经济与

贸易 
浙江万里学院 人事部 浙江万里学院 

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研究，参与专著2部，

合作论文1篇 

9 吴瑞勤  讲师 财务管理 浙江万里学院 商学院 浙江万里学院 
民营企业“走出去”信息平台研究，参与专

著2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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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排名 单位 对本项目的支撑作用情况 

1 浙江万里学院 

本单位项目成员基于新时期背景下浙江民营企业国际化成长面临的机遇、挑战及驱动因素，课题组研究研

究提出了浙江民营企业并购投资、集聚创新的路径和国际成长的战略思路对策。在理论研究方面，本单位

研究成员形成专著3部、发表《科研管理》、《科学学研究》及《世界经济研究》等高层次期刊论文7篇；

成果应用推广方面，本项目完成决策建议4篇，1篇获省长袁家军肯定批示，3篇篇刊登于宁波社科专报；

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共同承担政府部门和企业决策咨询，组织开展国际会议6场及高层次培训7项。 

2 
宁波海上丝绸之路

研究院 

本单位在项目研究过程中主要负责推进项目成果的应用和转化。围绕“一带一路”建设综合试验区、民营

企业“走出去”及中国中东欧经贸合作等内容，承担省市政府部门研究咨询课题，与浙江万里学院共同承办

国际会议、高层次培训等活动。其中，完成3篇决策建议，得到宁波市委主要领导领导批示，共同承办了

《“一带一路”智库联盟大会》等国际会议及开展了《阿拉伯国家文博专家研修班》、《16+1中小企业合

作官员研修班》等培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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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该项目由浙江万里学院和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的骨干于 2013-2018 年

期间共同研究完成的成果。 

浙江万里学院参与人员有：孟祥霞、刘美玲、陶海飞、孙琪、谢子远、王敏

杰、黄文军及吴瑞勤。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参与人员有研究院院长闫国庆教

授。双方在民营企业国际化、“一带一路”发展机遇等领域长期合作，同时双方

共同申报完成了大量研究课题和咨询项目。 

项目研究中，浙江万里学院主要成员完成浙江省自然基金项目 2 项、浙江省

软科学项目 1 项、宁波市哲学社科及软科学项目 10 项。基于研究，项目成员形

成决策建议 3篇，专著 3部，发表论文 12篇。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闫国庆教授作为主要成员，在项目完成过程中，与项目

组其他成员共同开展对策研究，形成决策建议 3篇，促进成果的转化。 

上述关于项目完成人员合作关系情况属实。 

    特此说明！ 

  

承诺：本人作为项目第一完成人，对本项目完成人合作关系及上述内容的真

实性负责，特此声明。 

                    

                                    第一完成人签名：          

                                        2019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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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合作关系情况汇总表 

序号 合作方式 合作者 合作时间 合作成果 
证明材料编

号 
备注 

1 
项目、著作

及论文合作 
刘美玲 2014.1-2018.12 

参与决策建议 1

篇，参与专著 2

部；完成论文成

果 2篇 

专著 1排名第

2；专著 2排名

第 4；论文 7，

排名第 1 

 

2 
项目、著作

及论文合作 
陶海飞 2013.1-2018.12 

参与专著 2部；

完成决策建议 2

篇，论文成果 1

篇 

专著 1排名第

3；专著 2排名

第 2；论文

10，排名第 1 

 

3 项目合作 孙琪 2015.1-2018.12 
项目研究合作及

成果推广应用 

论文 4排名第

1；论文 6排名

第 1；企业应

用证明 2家 

 

4 
项目合作及

论文合作 
谢子远 2015.1-2018.12 

项目研究合作，

完成论文 3篇 

论文 5，排名

第 1；论文 8，

排名第 1；论

文 9，排名第 1 

 

5 
项目合作及

论文合作 
王敏杰 2015.1-2018.12 

项目研究合作，

完成专著 1部，

论文 1篇 

专著 3，排名

第 1； 
 

6 项目合作 闫国庆 2014.1-2018.12 
研究成果推广及

应用 

政府领导批示

3篇；企业应

用证明 1家 

 

7 
项目、著作

及论文合作 
黄文军 2014.1-2018.12 

参与专著 2部；

完成论文成果 1

篇 

专著 1排名第

8；专著 2排名

第 5 

 

8 
项目及著作

合作 
吴瑞勤 2015.1-2018.12 

项目研究合作，

参与专著 2部 

专著 1排名第

3；专著 2，排

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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