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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动态 

我校在 2022 年度 CTTI 智库平台和成果评选中获佳绩 

12 月 17 日，由南京大学和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南

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承办的“2022 新型智库治理论

坛”在南京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论坛以“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提升新型智库咨政服务能力”主题，来自国家高

端智库、中央部委办局智库、高校智库等 CTTI 来源智库及各省

市智库管理部门 700 余名专家学者进行交流研讨，共探新型智库

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新担当新作为。 

在此次论坛上，我校申报的广州大学华南人文地理与城市发

展中心、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广州大学人权研究院、广州

市粤港澳大湾区（南沙）改革创新研究院等 4 家智库均顺利进入

2022 年度 CTTI 增补来源智库名单。我校广州发展研究院申报成

果全部获奖且获得本次论坛全部奖项的“大满贯”：再次入选全

国高校智库（A 类）百强，在地化智库平台“广州市粤港澳大湾

区（南沙）改革创新研究院”（广州发展研究院南沙分院）继去

年成功入选“广东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之后，入选“CTTI2022

年度增补来源智库”；报送的智库案例《通过高校智库实体化在

地化运作，积极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和智库成果《国家实施“双

驱”战略背景下推进广州深圳“双城联动”发展的系列研究》亦

荣获 2022 年度中国智库最佳案例与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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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服务助力数字中国倡议”发布 

12 月 27 日至 28 日，第七届语言服务高级论坛在北京、广

州、武汉三地联合举办。闭幕式上，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

广东省教育厅指导的国家语委国家语言服务与粤港澳大湾区语

言研究中心和大湾区有关学术机构、企事业单位联合发起成立了

“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生活与语言服务建设联盟”。与会语言文字

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就语言服务助力数字中国

建设形成共识。广州大学教授、国家语言服务与粤港澳大湾区语

言研究中心主任屈哨兵代表大会向教育界、学术界及全社会发出

“语言服务助力数字中国”的六点倡议。倡议呼吁社会各界携起

手来，共同开创语言服务新模式新路径新格局，服务数字中国，

赋能数字中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语言之力。 

我校管理学院牵头编制的《广东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研究报告

（2022）》入选 2022 年度南方日报南方产业智库产品 

12 月 19 日，2022 年度南方产业智库产品发布周启动，由我

校管理学院与南方日报联合推出的《广东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研究

报告 2022》入选。该报告是数字经济创新管理研究团队经过持

续多年跟踪广东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态势，围绕数字经济创新如何

推动社会经济增长、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社会创造价值等重要科学

问题展开研究后，推出的首份广东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报告。 

报告遴选了广东省 4 万余家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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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作为数据采集对象，收集 2017-2021 年有效专利数据 160 余万

条，分析广东省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态势。作为首份推出的广东省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报告，《广东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研究报告 2022》

揭示了广东产业升级的新动力。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

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也是

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数字经济越

来越成为产业发展的新动能、新引擎，为广东省坚定推进产业数

字化、数字产业化发展，实现数字经济驱动发展提供了发展信心。 

我校举办广东专利奖申报暨中国专利奖培育动员交流会 

12 月 13 日，我校举办“广州大学广东专利奖申报暨中国专

利奖培育动员交流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成果转化中心主任

吴会军研究员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邀请了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广东杰出发明人获奖者

唐宇教授，广东工业大学、中国专利银奖获得者潘继生教授，广

东奥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高级专利分析师杨钊霞和北京八月瓜

科技有限公司高级知识产权规划师李斌四位专家作专题培训报

告。15 个学院和科研机构的负责人、科研秘书、教师代表以及

拟申报广东专利奖、中国专利奖的申请人等近 70 人参加了本次

交流会。本次交流会以高水平专利奖申报和重点成果培育为抓

手，通过高校和知识产权专业机构专家讲座和辅导交流，以期对

提升学校专利质量、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产生积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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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进展 

化学化工学院王家海教授团队在国际能源知名期刊 Nano 

Energy 发表最新锂电池研究成果 

化学化工学院王家海教授团队联合香港科技大学邵敏华教

授团队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开发了制备高

1T 相纯度 Mg 插层 MoS2 材料的方法，成果发表于 Nano Energy。

王家海教授和邵敏华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陈辅周博士后第一作

者，广州大学第一通讯单位。 

王家海教授团队联合香港科技大学邵敏华教授团队设计了

一种新的策略构建高 1T 相纯度 MoS2。通过 Mg 插层制备高 1T

相纯 MoS2 材料，Mg 作为电子供体嵌入 MoS2 层间与 S 原子形

成八面体配位实现高 1T 相纯度并确保 1T 相的稳定性。Mg 的嵌

入提高了 MoS2 自身的电导率和离子迁移率从而提升锂离子的

储存动力学，最终实现储锂性能的大幅提升。XRD、XPS 和密

度泛函理论（DFT）证明了插层 Mg 与 MoS2 层中相邻的硫原子

形成八面体配位。Mg 作为电子供体，确保了高 1T 相纯度和 1T

相稳定性，从而提高了 MoS2 电极材料的电子传导率和离子迁移

速率，最终保证 MoS2 材料优异的储锂性能。 

【文章来源】 

Chen F, Sun C, Robertson S J, et al. Unlocking robust lithium storage 

performance in High 1T-phase purity MoS2 constructed by Mg 

intercalation[J]. Nano Energy, 2022, 104: 107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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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学院孔凡江/刘宝辉团队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解析野

生大豆适应高纬度地区的遗传基础 

12 月 19 日，我校生命科学学院/分子遗传与进化创新研究中

心（广东省植物适应性与分子设计重点实验室）孔凡江和刘宝辉

研究团队，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 Current Biology 上发表最新研究

成果，广州大学为第一通讯单位。 

该研究系统地揭示了野生大豆向高纬度地区适应的遗传基

础。利用遗传学和生物信息学的方法，发掘了在高纬度地区控制

野生大豆开花期的新位点 Tof4，进一步利用群体遗传学和大豆

稳定转基因等方法，证明 Tof4 位点由大豆 E1La 基因编码。在

长日照条件下，Tof4 的部分功能缺失型等位变异（tof4-1）显著

的促进大豆开花，提高野生大豆对高纬度地区的适应性。分子机

制解析表明， Tof4 能够直接调控 FT2a，FT5a 和 Tof5 的表达，

进而促进大豆开花，提高野生大豆对高纬度的适应性。 

【文章来源】 

Dong L, Li S, Wang L, et al. The genetic basis of high-latitude adaptation 

in wild soybean[J]. Current Biology, 2022. 

化学化工学院刘兆清教授团队在 Advanced Materials 期刊

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化学化工学院刘兆清教授团队在光电催化剂与甲醇之间的

作用机制方面取得进展，成果发表在 Advanced Materials 期刊上。

刘兆清教授为论文的通讯作者，硕士研究生黄胜为论文的第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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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广州大学为论文唯一通讯单位。 

研究团队以 ZnO 为模板，设计了一种尖晶石 CoFe2O4 修饰

的α-Fe2O3 异质结纳米管阵列 (NTAs) 作为光电催化甲醇氧化

(MOR) 的催化剂。在性能表现上，α-Fe2O3/CoFe2O4实现了1.17 

mA cm-2 的高光电流(0.5 V vs. Ag/AgCl)，生成甲醛的法拉第效率

为 97.8%，并且具有 40 h 的长效稳定性。通过构建 NTAs 和界面

工程，加快了载流子分离的速率。理论计算发现，相对α-Fe2O3， 

CoFe2O4对甲醇表现出较低的吸附能，降低了*CH3O中间体C-H

键的活化能垒和甲醛分子的解吸能。 

【文章来源】 

Huang S, Feng F, Huang R T, et al. Activating C–H Bonds by Tuning Fe 

Sites and an Interfacial Effect for Enhanced Methanol Oxidation[J]. 

Advanced Materials, 2022: 2208438. 

教育学院谢爱磊教授课题组在 Comparative Education 期刊

发表全球教育治理方面最新研究成果 

教育学院谢爱磊教授课题组在国际和比较教育研究领域取

得新进展，成果发表在 Comparative Education 期刊上。论文第一

作者为谢爱磊教授，共同通讯作者为李家新博士，马凤岐教授参

与了研究工作，以上论文作者皆为广州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社会发

展与教育政策研究院研究团队成员。 

该论文运用中国传统的“体用”哲学框架，系统地考察了中

国对 PISA 的政策反应。文章认为，PISA 所阐述的理念和架构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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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种特色化的方式为中国所接受，但在教育理念、课程、学校

教育及管理体制、教育质量保障、教师教育等不同领域，中国有

着不同的政策反应。“体用”是一个重要的框架，其体现了教育

政策制定者对中国与西方关系的认识，以及内部改革议程和外部

影响之间关系的平衡。文章指出，当前的主流文献中，就 PISA

在全球政策影响的描述要么陷入接受要么陷入抵制的叙事框架，

而体用框架则提供了一个可供开展比较研究、重新认识各国政策

回应细节的理论框架。 

【文章来源】 

Xie A, Li J, Ma F. Understanding China’s policy responses to Pisa: using 

a ti and yong framework[J]. Comparative Education, 2022: 1-18. 

教育学院窦凯课题组在 Journal of Behavioral Addictions

期刊上发表最新成果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青少年心理与行为研究中心窦凯课题组

在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领域取得新进展，成果发表于 Journal of 

Behavioral Addictions 期刊。该论文第一作者为教育学院青少年

心理与行为研究中心窦凯副教授，课题组研究生冯雪珂、王林欣

参与此项工作，香港教育大学黎建斌博士为通讯作者。 

该文章采用纵向追踪设计，基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揭示了父

母教养投入影响青少年网络游戏障碍的发展机制。该结果为开展

和制定青少年网络游戏障碍的差异化干预策略提供了理论参考，

并向家庭和社会呼吁：青少年的网络健康行为离不开父母的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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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和反同伴欺凌的双重保护。 

【文章来源】 

Dou K, Feng X K, Wang L X, et al.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 between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internet gaming disorder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Consideration of future consequences as a mediator and peer 

victimization as a moderator[J]. Journal of Behavioral Addictions, 2022, 

11(3): 820-830. 

管理学院黄琼宇、孔高文副教授在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期刊发表研究成果 

管理学院黄琼宇、孔高文副教授的研究成果在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期刊发表。文章基于中国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背景，系统考察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僵尸企业形成的影

响效应。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通过缓解金融约束和优化

投资效率，显著抑制了僵尸企业的形成。进一步研究发现，“一

带一路”对民营企业、制造业企业以及市场竞争较为激烈的企业

的影响效应较为明显。研究结果揭示了“一带一路”政策对优化

资源配置效率的政策效果。 

【文章来源】 

Huang Q, Huang X, Kong G. Ca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mote 

the Dezombification of Firms?[J].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2022: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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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术交流 

第二届普适安全国际会议隆重举行 

12 月 28 日至 31 日，由广州大学和吉首大学联合举办的第

二届普适安全国际会议（UbiSec 2022）在湖南省张家界举行。

本次学术会议围绕信息安全、隐私计算和匿名通信等前沿热点问

题，特邀来自国内外教育和科研机构、及业界知名公司的相关专

家和学者参会，线上、线下与会学者近 120 人，共同探讨信息安

全、隐私计算和匿名通信的发展现状，以及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

发展方向。 

本次普适安全国际会议对目前信息安全、隐私计算和匿名通

信等学术前沿问题展开了详细深入的研讨。各分组报告为与会学

者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展现了普适安全的发展现状和最新研

究成果。大家通过交流学习碰撞出了新的学术火花，激发了研究

兴趣和热情。最后，我校计算机科学与网络工程学院王国军教授

对 UbiSec 2022 国际会议进行了总结和寄语，再次对所有受邀嘉

宾和与会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本次会议圆满结束。 

第七届语言服务高级论坛成功举办 

12 月 27 日，第七届语言服务高级论坛开幕。论坛以“语言

服务与数字中国”为主题，北京、广州、武汉三地联动、共同举

办。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国家开放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广州大学等单位负责同志参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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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并致辞，网易有道、方正电子、华夏出版社等企业负责同志和

专家学者参加论坛，来自内地和港澳地区的 20 余位知名专家作

主旨报告。 

开幕式上，“国家语言资源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发布。平台

基于 2017 年上线的国家语委语言资源网升舱改造，旨在打造国

内汇聚最多语言资源的权威网站、国家语言服务能力建设的示范

平台。“国家语言资源服务平台”汇聚近 50 家单位提供的近百

项高质量语言资源，并聚焦社会需要和实际应用建设近 20 项语

言服务。此外，论坛还发布了《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22）》

《中国语言政策研究报告（2022）》《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2022）》和《粤港澳大湾区语言服务发展报告（2022）》四部

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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