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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要闻 

我校成功举办首届“西南论坛” 

2010 年 1 月 22—23 日，我校国际关系研究院与新加坡国立大学

东亚研究所、云南卫视新视野栏目在我校联合举办了首届“西南论

坛”。我校党委书记刘绍怀在致欢迎辞中表示：我校将致力于把论坛

建设成为西南地区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桥梁以及国内外学者与我省

有关部门之间的交流平台，从而促进云南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社会经

济发展。 

会议期间，与会学者围绕“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的主

题，就“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经济、安全关系”、“把

云南建设成为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新形势下中国西

南与东南亚的区域合作”、“中国西南与南亚的区域合作及其与东南

亚的比较”4个主要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国际关系研究院） 

《对民族国家的再认识》一文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 

我校周平教授的《对民族国家的再认识》一文，在《政治学研究》

2009 年第 4 期发表后，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该文先后被《新华文

摘》2010 年第 2 期和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民族问题研究》

2009年第 12期全文转载，以及人民网、搜狐网、哲学社会科学网、

求是论坛、中国工会网、政治学研究与方法网、《领导者》杂志官网、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大国治理网等 10多家网站全文转载。 

社会科学的绝大多数理论，都是在民族国家框架下设置命题和构

建理论的，民族国家成为其基本的理论预设。然而，人们对民族国家

的认识却并不一致。在民族国家的问题上存在着太多的模糊认识，不



 

 

同学科中的民族国家概念和相关认识的差异性很大，一些基本的观点

甚至大相径庭。因此，在民族国家基础理论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的意义

重大。相关的研究成果，将会在理论和实践中产生重要的影响。周平

教授的《对民族国家的再认识》一文从国家形态历史演进的角度进行

研究，揭示了民族国家的本质，以及民族国家全球扩张并成为近代以

来世界体系基本的法律单元和政治单元以后的表现和特点，澄清了民

族国家问题上的模糊认识，解决了一个重大的基础理论问题，将民族

国家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因而引起了相关学科的重视。 

《试论中国边疆学的研究方法》一文被《新华文摘》

全文转载 

我校方铁教授的《试论中国边疆学的研究方法》一文被《新华文

摘》2008年第 23期全文转载、被《高校文科学术文摘》摘录。在文

章中他认为中国边疆学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应灵活多样，还总结了相关

的研究方法，并分析了历史学、政治学、民族学、社会学、国际关系

学等学科在该领域的探讨空间。 

据悉自 2006 年以来，方铁教授陆续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

刊物发表专业论文 50 余篇，对以下问题做了深入探讨：古代“守中

治边”、“守在四夷”治边思想、古代治理边疆的理论与实践、中国

边疆学学科的建设、南北方古代民族融合途径及融合方式、古代中国

治边的重北轻南倾向及其成因、历朝治边与云南交通的变迁、中原王

朝的夷夏观及其治边、封建王朝治边的历史经验。目前，方铁教授在



 

 

研的《历代治理西南边疆的理论与实践》、《南北方古代民族关系比

较研究》与《元代以来西南边疆社会文化的变迁》等课题将主要围绕

中国边疆学建设、西南边疆整体史与古代中国地缘政治关系等进行研

究。 

 

成果专题 

我校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简介 

我校尤中先生的《中华民族发展史》及郭建斌教授的《独乡电视

——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分别获得高等学校人文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和三等奖。 

尤中先生编写的《中华民族发展史》历经了 17 年寒暑，是其多

年研究的集大成者，其中引用和参考的各种文献、中外学术专著就多

达 500余部（种、类），而且对史料进行了认真的阐释，所有观点都

有资料支撑，所引资料都有出处。《中华民族发展史》系统全面的论

述了中华民族各族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源流演变、地域分布、政治经济、

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政权兴替以及汉族和 55个兄弟民族互相促进、

互相融合、互相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发展前进的历史。

明晰地论述了中国众多的古代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发展状况

及其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的历史地位，理清了各古代民族历史发展的

源与流，从而为中华民族古代历史发展勾画出清楚的全貌。 

郭建斌教授的《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

活》是在他历时半年、历尽艰难、深入边远的独龙江地区进行田野调

查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是一部极具原创性的著作，其基本材料都出

自他本人的调查。本书题材广泛，涵盖媒介与政治、媒介与文化、媒



 

 

介与社会、媒介经营与管理、媒介法制与伦理、媒介与受众等；内容

多是叙述性文字，把叙述的焦点集中在与当地人看电视有关的一些小

问题和细节上。方法得当，既有思辨，又有实证，多元融合，博采众

长。作者以实地访谈和亲身观察的方式清楚地向我们披露了现代传媒

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的关系。 

工作简讯 

我校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顺利结项 

日前，经过长达四年的科研攻关，作为西部地区高校获得的第一

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和我省成功申报的首个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由我校发展研究院杨先明教授、吕昭河教

授共同主持完成的《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失衡、预警机制与社

会稳定研究》凭借共80万字、10万以上数据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

家社科规划办组织的专家结项评审，并得到高度肯定。 

评审专家一致认为，该课题选题极富学术和应用价值，且在详细

论证的基础上归纳提出了规律性的认识，特别是对发展失衡地区的诸

多关系、问题地区与社会冲突及区域性危机、危机机制及预警的相互

关系等解构与立论上具有突出的特色与创新。本研究对西部边疆少数

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进而实现我国的长久稳定和有序发展具有重

要的学术影响力和实际可操作性。  

《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失衡、预警机制与社会稳定研究》

以云南、广西、西藏、新疆、内蒙古五个边疆省区的区域特征入手进

行重点研究，在前期文献搜集、理论分析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结合

实证研究和田野调查所得对相应的数据进行统计计量分析，最终形成

了18个研究专题和3个调研报告，为课题的论证奠定了坚实的数据支



 

 

持。在当前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失衡的背景下，西部地区

在社会经济及公共服务等方面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东部和中部的

结构性与显性指标差异凸显，该课题由此认真评估了西部边疆少数民

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基本状况，并提出了缓解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失

衡以及防范冲突和如何深入推进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稳定发

展的对策。 

我校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顺利结项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因其规格高、资助力度

大而被认为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最高等级的项目之一，获得此类项

目是高校科研实力的体现。2005年12月，我校周平教授组织申报的《边

疆多民族地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实

现了我省此类项目零的突破，也是全国地方高校获得的第一个此类项

目。 

获得项目后，课题组进行了认真的开题研讨，并召开了开题报告

会。2007年，课题组按教育部的要求到北京接受了检查，并顺利通过

了中期评审。经过认真的研究，课题组完成了作为最终成果的专著1

部，其他著作2部，综合研究报告1份，向有关党政部门提交了咨询报

告10份，发表论文30篇，研究报告8份，建立了一个调查资料数据库，

超额完成了预定任务。 

项目的研究和取得的成果，既有观点创新，也有方法创新，还有

体系创新，而且把现实问题的研究、理论研究和咨政服务结合起来，

具有创立科学理论、拓展研究领域、创立新的学科、推动学术发展、

服务政府决策和以科研反哺教学的意义和价值。尤其是作为最终成果

的《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一书，构建了完整的边疆治理理论，提出了



 

 

构建国家层面的边疆治理战略的设想，填补了我国边疆治理系统研究

的空白。 

2009年底，课题组按教育部的要求到北京参加了项目结项验收评

审。在一个上午的评审中，课题组进行了认真的答辩，回答了专家组

的各种问题。专家组对课题的研究和取得的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尤

其是对边疆治理理论构建的创新给予了高度评价，并通过了项目验

收。 

我校 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工作结束  

近日，我校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含艺术学）申报工作圆

满结束，共申报152项，申报数继续高居全省第一，并创下我校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申报数的新高。 

总体看来，今年我校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与往年相比呈现出如

下特点。1、项目申报数再创新高。今年我校共报送项目申请书152

份（含艺术科学规划课题三份），同比去年新增29项。2、项目申报

学科涵盖面广。申报的项目（不含单列学科艺术学），涵盖了国家社

科基金23个一级学科中的21个学科，比去年新增申报党史党建学科、

新闻学与传播学等学科；其中人口学、统计学将是我校今后申报需努

力的学科。3、青年教师申报比例位居第一。申报的152个项目中（含

艺术学），青年教师申报80项，占申报总数的52.6%。4、依托重点学

科优势进行申报。依托重点学科优势申报的有民族问题研究32项，占

申报总数（不含单列学科艺术学）的21%。此外首次设立的管理学，

申报数也达到了15项，占申报总数（不含单列学科艺术学）的10%。5、

课题组成员构成日趋多样化、合理化。从本次申报来看，课题单干现

象减少，跨系、跨学院、跨校人员组合比例增高，还有部分课题积极



 

 

吸收了国外学者参与。6、项目选题进一步践行我校“立足边疆，服

务云南，提升水平，办出特色”的办学思路和建设区域性高水平综合

性大学的发展目标。申报课题中，基础研究占27.5%，应用研究占28 %，

综合研究占44.5%. 

 

我校社科处网站全新改版，即将进行测试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设计和编排制作，云南大学社科处网站即将进

行测试。改版后的网站页面大气美观，整个版式布局系统和谐，囊括

了科研项目、科研成果、学术

交流、管理文件、人才队伍、

资源下载等栏目，内容上得到

了全面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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