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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要闻 

民族研究院喜获 6项云南省“两院”课题 

 

近日，接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通知，民族研究院喜获

6项云南省“两院”（云南省东南亚南亚研究院、云南省民族研究院）

课题。其中，重点课题 3项，一般课题 3项。 

重点课题为：《跨越式发展过程中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研究—

—以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为例》（学科：民族问题研究，负责人：李

志农）、《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境外劳动力流入问题研究——以滇越边

境地区为例》（学科：民族问题研究，负责人：郑宇）、《文化旅游

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创新模式研究》（学科：民族问题研

究，负责人：桂榕）。 

一般课题为：《公路建设对民族文化融合的影响研究》（学科：

民族问题研究，负责人：朱凌飞）、《境外文化制品传入对中青年的

影响研究》（学科：民族问题研究，负责人：洪颖）、《博物馆运用

人类学纪录片保存与传播文化的方式研究》（学科：民族问题研究，

负责人：张海超） 

民族研究院此次获准的 6项课题均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创新性，

代表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将对理论研究或实际问题的解决产生积极地

推动作用。今后，民族研究院将努力创造更多更好的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为学校建设区域性高水平研究型综合大学，为推动全省经济

社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建设开放富裕文明幸福新云南作出

更大贡献。 

 



 

我校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增至 8个 

近日，经资格审核、初评、答辩评审及培育考核，14个团队入

选 2012年度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其中，我校有 4个团队入选，

分别是：云南农村综合改革与社会管理创新研究团队（带头人：崔运

武）、中国西南民族的由来与发展研究团队（带头人：王文光）、云

南对外开放与周边安全研究团队（带头人：刘稚）、当代缅甸与滇缅

关系研究团队（带头人：李晨阳）。 

至此，加之我校 2011年入选的 4个创新团队：西部发展与社会

转型研究团队（带头人：杨先明）、云南省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研究

团队（带头人：周平）、云南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田野调查与民族志研

究团队（带头人：何明）、民族文化产业研究团队（带头人：李炎），

我校的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已增至 8个，占全省 24个创新团队

的三分之一，居全省高校首位。 

实施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建设，旨在加速培养和汇聚一批我

省优秀拔尖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人才和创新团队，带动我省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队伍整体水平提高，推出一批优秀成果，进而促进我省哲学

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 

 

成果专题 

社会科学处喜获教育部嘉奖  

2012年 12月 20日，“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论坛 2012”在

华南理工大学召开。论坛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推进高校哲



 

学社会科学协同创新”为主题。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出席论坛并讲话。

我校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社会科学科研管理分会第四届理事会理

事单位参加了论坛。 

论坛上，教育部还对近年在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中作出突

出贡献的 122个先进集体和 294名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经过单位推

荐、同行评价和管理对象评价等方式的严格评审，我校社会科学处首

次被评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先进集体，也是省内唯一获得表

彰的单位。同时，社会科学处两位同志分获社科管理奖、社科管理青

年奖。此次获得教育部嘉奖，表明社会科学处近年来在推动哲学社会

科学发展方面取得的成绩已为业界广泛关注和认可。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奖每 5年评选一次，旨在贯彻落实中

央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精神，加强普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

理队伍建设，提高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进一

步激励科研管理队伍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并以此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的繁荣发展。 

 

学术活动 

 

“西南佛教遗迹与历史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12月 23日，作为 90周年校庆年的重要学术活动之一，“西南

佛教遗迹与历史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在科学馆召开。此次研讨会由

我校佛学与现代宗教理论研究所、重庆华岩文教基金会共同主办。 



 

我校副校长林文勋，重庆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华岩文教基金会会

长道坚法师，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宣方，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云南师范大学教授伍雄武，我校社会科学处

副处长李东红，人文学院副院长兼哲学系系主任李兵及来自中国人民

大学、深圳大学、云南省博物馆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 40余位专家学

者等出席了研讨会。 

开幕式上，林文勋代表学校向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向参会专

家学者的到来表示感谢。致辞中，林文勋就学校的办学历史和发展现

状，特别是宗教学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情况等作了介绍。他希望，

藉由此次研讨会的召开，进一步推动学校哲学学科的建设发展。 

李东红、伍雄武在开幕式讲话中，对研讨会召开的学术意义等给

予了充分肯定。同期，主办方还对前期在佛学与宗教理论方面研习成

绩突出、论文写作甚佳的哲学系学生进行了表彰奖励。在主席台就坐

的嘉宾予以颁奖，以示鼓励。 

研讨会上，道坚法师作了题为《巴渝佛教基础研究初探》的主旨

发言，我校西南环境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周琼作了题为《环境

史视野下的佛教与生态变迁研究》的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紧扣主

题，阐释文意，或交流，或探讨，成效卓然。 

我校佛学与现代宗教理论研究所成立于 2011年 12月 24日，此

次研讨会适逢一周年所庆之时。成立一年来，该所在深化宗教理论研

究，加强与相关部门的联系与合作等方面已取得一定成绩，颇受学界

关注。 



 

 

“国际化视野下的中国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 

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 

2012年 10月 26日，作为 90周年校庆年的重要学术活动之一，

“国际化视野下的中国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学术研讨会在我校举

办。此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和我校主

办，《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编辑部与我校历史系承办。 

 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瑞才，我校党委副书记张昌山、副校

长林文勋，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文成，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

疆史地研究中心党委书记李国强、主任邢广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主编李大龙及五十余位专家学者、师生代表等出席了研讨会。  

 开幕式上，张瑞才代表省委宣传部向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祝贺，

并从历史基点、现实基点、学术基点等方面阐释了开展西南边疆研究

的可行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他希望专家学者能将边疆研究的

成果进行及时转化，进而为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学术和

理论支撑。  

张昌山在开幕式致辞中，向与会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欢迎。谈及

西南边疆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正确认识我国边疆的历史与现

状，才能客观、全面、深入的认识我国的过去与现在。他强调，此次

研讨会的召开必将为我校研究领域的拓展与学术资源的整合开辟新

的思路。 



 

林文勋在闭幕式上从学术传统、研究力量、学科建设、重要成果

等方面介绍了我校中国边疆研究的基本情况。他表示，作为重要的学

术交流平台，此次研讨会的召开将对我校中国边疆学的学科体系建设

和青年人才培养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研讨会上，王文成从宏观与微观的视角，高瞻远瞩地畅谈了边疆

研究的现实借鉴性及今后的研究趋向。李国强认为此次研讨会具有主

题鲜明、意义重大，立足历史、着眼现实和青年研究才俊辈出的特点。

邢广程结合国内外经济与政治环境深刻阐释了此次研讨会论题选择

的重要性，并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与我校的合作。人文学院院长段炳昌、

副院长李晨阳分别主持开幕式和闭幕式。 

研讨会的分组讨论阶段，与会专家学者就历代治理西南边疆的政

策、西南边疆历史进程中的经济与社会问题、西南跨境民族与边界问

题、西南边疆研究的相关概念与理论问题等进行了热烈交流，探讨了

新知、增进了友谊，取得了实效。李大龙对此作了精彩的学术总结。 

我校地处中国西南边疆，长期以来在历史学、民族学、国际关系

等领域具有显著的学科优势。通过“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项目“西

南边疆史与中国边疆学”建设，我校的区位优势与学术资源优势结合

得更加紧密。在“立足边疆、服务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建设宗旨

的指导下，我校紧紧围绕中国西南边疆研究、中国边疆学研究、南亚

东南亚问题研究、中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研究等学术主

题，初步构建起了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木芹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五周年座谈会召开 

 

在我校 90华诞之际，人文学院举办了木芹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

十五周年座谈会。木芹教授，校党委副书记张昌山、纪委书记李建宇、

副校长林文勋，原副校长林超民，木芹教授的学术友人、学生以及人

文学院教师、学生参加了座谈会。  

木芹教授在座谈会上回顾了早年求学、工作、科研的经历，勉励

后辈认真读书，努力钻研，以踏实的学术研究精神，在各自的工作、

学习中积极进取，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为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贡献

力量。 

会上，林超民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木芹教授的学术经历、教学历程

及学术著作。他说，55年来木教授在教学科研领域孜孜不倦、成就

卓著、贡献突出，为繁荣云南乃至中国的学术文化作出了积极贡献，

希望大家以木芹教授为榜样，传承弘扬其治学精神，抓好各自的学习、

工作，为国家教学和科研事业贡献力量。  

张昌山在会上讲话。他首先转达了刘绍怀书记、何天淳校长对木

芹先生的感谢、问候与祝愿。张昌山着重阐述了木芹教授在地方文献

建设、学术研究、教书育人，及继承方国瑜先生等前辈学者的学术精

神等方面的重要贡卓。他说，我们要学习并弘扬木芹教授治学的精神，

不断提高学术研究水平，努力做好教书育人的工作，进一步推进我校

各项工作的开展。 



 

李建宇在会上以学生的身份，向木芹教授表示敬意，并对《木芹

历史文集》的出版表示祝贺。李建宇说，木芹教授清贫治学、锲而不

舍、为人坦诚、成果丰硕，先生的精神和品格，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

同时文集的出版，更有利于社会更深入了解他的民族历史研究成果，

对进一步促进民族历史研究工作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林文勋在讲话中说，木芹教授毕生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留下了

大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值得后辈永远去学习。他希望以

此次座谈会为契机，学习木芹教授以及老一辈专家学者的精神、方法、

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推动我校历史学科以及学校整体实现

新的发展。 

人文学院院长段炳昌主持座谈会并代表学院向木芹教授赠送了

牌匾、对联。 

与会专家学者和师生纷纷发言。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回顾跟随木芹

教授工作、学习、生活的经历，并表达了对木芹教授的敬意和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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