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 南 大 学  

社科工作简报 

第 1期（总第 19期） 

云南大学社科处编                                    2014年 5月 3日 

目  录 

社科要闻 

 我校新增 3名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 

 我校 23位社科名家获省委宣传部表彰奖励 

 专家学者在我校研讨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 

 我校再获 3项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 

成果专题 

 我校首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最终成果出版 

 《人民日报》刊发长江学者周平关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的专论 

 《民族研究》2013年刊发我校学者论文 5篇 

 《新华文摘》等转载吴磊教授研究成果 

 《新华文摘》全文转载长江学者周平教授研究论文 



 

 《新华文摘》转载方铁教授关于土司制度研究的最新成果 

学术活动 

 西南佛教碑刻文化与少数民族哲学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我校成立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研究院 

工作简讯 

 我校召开 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动员会 

 

社科要闻 

我校新增 3名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 

2013 年 12 月份，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云南

大学林文勋教授、杨先明教授、方铁教授增列为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

划评审组专家。此前，周平教授、田卫民教授已获聘并履职。 

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

小组聘任，实行任期制。入选者需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较强的社会

责任感、较深的学术造诣，主持完成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由 2 名

以上本学科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推荐，经省区市社科规划办和全国社科

规划办综合考察，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审查批准后聘用。

其职责是定期开展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状况调查，对制定国家哲学

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选题规划提出建议；评审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申请，提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建议；协助全国社科

规划办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实施进行监督、检查，提出评估意见和



 

改进建议；对重要课题的研究成果进行鉴定、审核和评介；推荐哲学

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 

截至目前，云南省共有获聘专家 14 名，此次新增 7 名。 

 

我校 23位社科名家获省委宣传部表彰奖励 

2013 年年底，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对新近评选出的 8 名云南省哲

学社会科学突出贡献社科专家和 42 名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社科

专家进行了表彰奖励。其中，云南大学 4 位专家被评为云南省哲学社

会科学突出贡献社科专家，19 位专家被评为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

社科专家，占全省表彰总数的 46%。 

4 位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突出贡献社科专家为：吕昭河、何明、

杨先明、周平。 

19 位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社科专家为：林文勋、方盛举、王

文光、王启梁、王晋军、田卫民、任新民、刘稚、牟军、何平、张巨

成、张荐华、李东红、杨临宏、郭建斌、郭树华、崔运武、蒋红、瞿

明安。 

据悉，此举旨在鼓励全省广大社科工作者以大胆创新的理论勇气、

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和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潜心研究，勇于探索，

多出精品，多出人才，带动学科建设和人才队伍培养，促进哲学社会

科学的繁荣发展。此次表彰，再次以绝对优势凸显了云南大学在全省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核心地位。在中国一流、世界知名区域性高



 

水平大学建设过程中，云南大学也将进一步充分发挥社科名家在学术

研究、咨政育人、项目申报、成果产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并将积极

推荐更多优秀的社科专家申报各级各类人才项目 

 

专家学者在我校研讨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 

2013 年 12 月 29 日，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印度洋研究会主

办，云南大学、云南省社科院承办的“云南参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在东陆园科学馆举办。与会 30 多位

省内外专家学者紧紧围绕在国家建设“一带一路”战略中，云南如何融

入其中，找准定位，发挥作用积极出谋划策。 

省委书记秦光荣高度重视，专门就此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充分认

识国家建设“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大意义，抓住机遇，主动作为，争取

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中凸显云南地位和作用。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

长、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云南省印度洋研究会顾问于洪君，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云南省印度洋研究会会长赵金出席会议

并讲话。 

于洪君在讲话中指出，自古以来云南就和印度洋地区有着广泛的

联系，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云南应充分发挥优势，抓住这一重

大机遇，深化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研究，强化工作机制，以实际行动

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实，在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和周边外交中大

有作为。 



 

赵金在讲话中介绍了省委九届七次全会作出的云南参与国家“一

带一路”建设的部署情况，希望专家学者出谋划策。要深化对国家“一

带一路”战略的认识，准确把握其新内涵、新要求，增强责任感和使命

感，加强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研究，在国家总体战略中科学定位，主

动作为，积极推进，充分发挥云南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重要作

用。 

于洪君、赵金还为新成立的云南大学西南周边国家社会研究中心

揭牌。作为云南大学直属实体研究机构，西南周边国家社会研究中心

将在周边国家政局走向、社会动态、社情民意等方面开展研究，并及

时将咨询建议报有关部门。 

云南大学党委书记刘绍怀、校长林文勋参加会议开幕式及相关学

术活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云南大学博士生导师郑永

年，云南省政府参事、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云南大学博士生导师贺

圣达，云南财经大学党委书记、云南大学博士生导师汪戎，云南省政

府参事、云南大学大湄公河次区域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刘稚，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李晨阳，云南省政府参事、云

南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杨先明先后就相关议题作了发言。 

 



 

我校再获 3项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 

2014 年 3 月，经个人申报、所在单位推荐、资格审查、评审、答

辩，并报省委宣传部和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云南省

2013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最终立项名单出炉。 

此次，云南大学有 3 项课题获得经费支持，分别是：《云南边境

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首席专家：蒋红）；《孟中印缅经济

走廊建设产业合作研究》（首席专家：郭树华）；《云南参与孟中印

缅经济走廊建设的早期收获研究》（首席专家：卢光盛）。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选题主要以云南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跨越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主，面向全省公开招标。2012 年，

云南大学有 6 项课题通过公开招标获得立项，3 项课题以委托方式获

得立项。至此，云南大学已获得 12 项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位居

全省首位。 

目前，2013 年度获准立项的 3 项课题在相继通过开题论证后，已

进入实质性研究阶段。按照有关要求，项目首席专家将组织项目组成

员联合攻关，推出一批高质量、对实践有指导和推动作用的重大研究

成果，并提交 1-2 份决策咨询报告。 

 



 

成果专题 

我校首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最终成果出版 

由发展研究院教授杨先明、吕昭河共同主持的“中国西部少数民族

地区发展失衡、预警机制与社会稳定研究”，是云南省乃至西部地区高

校获得的首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经过课题组不懈的学术攻关，

该课题于 2011 年以 1 个综合报告、3 个研究报告、45 篇学术论文通过

评审并结项。此后，根据评审专家的意见，课题组对最终成果进行了

认真修改、打磨和完善。近日，名为《超越预警：中国西部欠发达地

区发展与稳定》的课题最终成果正式出版发行。 

《超越预警：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与稳定》由人民出版社出

版，全书共 72 万字。该书从国家安全的高度，以发展求稳定的视角，

重点研究了西部欠发达少数民族地区在边疆开放性、民族宗教多样性、

经济发展滞后性、生态环境脆弱性、民族认同差异性等区域特殊环境

背景下发展失衡的反应机制和扩散机制，以及发展失衡对社会稳定的

影响与冲击程度；分析了不同领域的发展失衡对区域社会稳定产生的

效应与传导机制，评估了经济差距扩大、社会公正与腐败、基层政权

失信、生态环境恶化等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程度；研究了社会失衡预警

机制与降低社会冲突的问题，包括社会预警机制的作用与目标、社会

预警机制的结构、社会预警指标的选择、社会预警系统的构造及社会

预警体系的运作机制，以及预警机制和中长期区域发展战略对西部民

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合力作用。 



 

学界认为，该书极大地深化了发展研究的内容，多角度地拓展了

社会冲突与社会和谐的研究领域，堪称用经济学分析工具对公共管理

和区域治理问题进行探索的典范。 

 

《人民日报》刊发长江学者周平关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研

究的专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

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这一目标深刻反映了新形势下改革发展的趋势和要求，为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总方向。如何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抓好哪些环

节？2014 年 1 月 5 日，《人民日报•理论版》就此刊发了一组笔谈文

章。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主任

周平受邀撰写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

的署名文章。文中，周平认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准确把

握国家治理体系的科学内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政

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与国家发展的

更高目标相结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充分挖掘和利用各种

资源。 

http://www.npopss-cn.gov.cn/n/2014/0106/c219470-24029649.html
http://www.npopss-cn.gov.cn/n/2014/0106/c219470-24029649.html


 

文章的发表，表明云南大学在国家治理体系研究方面已具有一定

的学术影响力。作为理论版的“领衔文章”，该文见报后，全国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中国社会科学网、人民网、光明网等纷纷进

行了全文转载，予以重点关注。 

 

《民族研究》2013年刊发我校学者论文 5篇 

随着《民族研究》2013 年第 6 期的印刷发行，该刊完成了当年度

的全部编辑出版工作。含书评、综述等在内，《民族研究》2013 年总

计刊登论文 60 余篇。其中，云南大学学者表现可圈可点，甚为突出。

据检索统计，以“云南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的论文共有 5 篇。特别值

得关注的是，云南大学学者在第 4 期、第 5 期各有 2 篇论文同期发表，

十分抢眼。 

云南大学学者发表的 5 篇论文及期次、作者分别为：《“连续统”：

云南维西玛丽玛萨人的族群认同》（第 3 期，李志农、廖惟春）；《ethnicity

（族属）：概念界说、理论脉络与中文译名》（第 4 期，马腾嶽）；

《铓的流动与茶山社会建构》（第 4 期，高志英）；《论灾害人类学

的研究方法》（第 5 期，李永祥）；《城市族群流动与族群边界的建

构——以昆明市布依巷为例》（第 5 期，何明、木薇）。以上 5 篇论

文的作者（第一作者）均来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

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民族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主办的民

族问题研究领域的顶级学术理论刊物，为 CSSCI 来源期刊、国家社科

基金资助期刊、RCCSE 中国权威学术期刊，在国内外具有重要且不可

替代的学术影响力和号召力。 

 

《新华文摘》等转载吴磊教授研究成果 

《新华文摘》2013 年第 24 期，转载了云南大学国家关系研究院

吴磊教授的论文《中国能源安全面临的战略形势与对策》。吴磊教授

撰写的学术论文《中国能源安全面临的战略形势与对策》原文发表在

《国际安全研究》（原《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3 年第 5 期。论文

分析认为，中国能源安全面临一系列严峻形势和重大问题的挑战，新

世纪以来，国际能源战略形势发生了重大和深刻变化，全球能源供应

持续紧张、国际油价高位运行、主要国家能源战略和政策再度调整、

新能源技术革命、非常规油气资源生产和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世界

新能源版图出现、能源地缘政治矛盾与冲突加剧以及资源民族主义重

新崛起，对中国能源安全产生了重大和深远影响。论文从能源安全战

略的角度，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对中国能源安全战略调整提出

一些政策建议。 

《新华文摘》2013 年第 24 期的“新华观察”栏目转载了吴磊教授

的上述论文，转载文章字数约为 5000 字。《新华文摘》是人民出版社

主办的大型的综合性、学术性、资料性的文摘半月刊，其选登文章代



 

表了诸领域的前沿思想，多次获评“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国家期

刊奖”、“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根据龙源期刊网发布的期刊网络传

播 TOP100 排行，《新华文摘》名列第一， 是各级学术机构、各类社

科期刊影响因子评定的重要参考数据。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4 年第 2 期“国际关系·军事学”

栏目，也以《中国能源安全前景分析》为题转载了吴磊教授上述论文。 

 

《新华文摘》全文转载长江学者周平教授研究论文 

2014 年第 5 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了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主任周平的研究论文《全球化时代的

民族与国家》。该文原载《学术探索》2013 年第 10 期。 

文章认为，20 世纪中后期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对民族国家、民族

国家构成的世界体系以及世界格局和区域形势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

响。在此过程中，作为人类群体的民族也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改变，

不仅生成了新的民族类型，使族类群体趋向于多样化，而且极大地改

变了国家的民族构成和族际关系，导致族际关系的复杂化。全球化过

程带来的这些变化，有的已经成为现实并日渐凸显，而有的正处于量

变的阶段，目前还只能偶见其端倪。今天，人类仍然处于民族国家时

代，国家仍然是人类社会最为有效的治理形式。因此，有必要在新的

形势下重新审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确立适应形势需要的民族观、国

家观和民族政策观，促进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协调发展。 



 

周平教授长期从事政治学理论、民族政治学、地方政府与边疆治

理研究，已有多篇重要论文被《新华文摘》等转载，系相关领域的知

名学者。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的边疆及边疆治理理论

研究》，致力于打造适应国家战略需要的边疆理论和边疆治理理论体

系。 

 

《新华文摘》转载方铁教授关于土司制度研究的最新成果 

2014 年第 7 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了我校方铁教授《深化对土

司制度的研究》一文（原登载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 年第 1 期）。

此次距《新华文摘》2013 年第 19 期转载其《论中原王朝治边的文化

软实力》（原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 年第 2 期）一文，仅有几

月之隔。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王朝在西南边疆，以及其他南方类型蛮夷地区

实行的一种统治制度。《深化对土司制度的研究》一文系统回顾了近

百年的研究，总结了学界对土司制度的认识，提出了拓展的方向，并

就如何进一步深化研究提出了真知灼见。方铁教授认为应在如下 10

个方面拓展研究：土司制度与其他重要制度在发展演变方面的互动关

系；边疆社会环境，周边环境的变化与中原王朝的应对；元明清王朝

对土司地区的统治与治理；元明清三朝统治土司地区异同的比较；清

朝对南部边疆的治理与开发；元明清时期政府对土司地区的管控；元

明清时期边疆各地统治制度的发展变化；土司制度对土司地区社会发



 

展的影响；土司地区的社会史与草根史；土司地区民族的群体性格与

相关文化。 

方铁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边疆史、民族史与边疆历史地理研究，系

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植根学术数十年来，成果丰硕，

饮誉史林。 

 

学术活动 

西南佛教碑刻文化与少数民族哲学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2013 年 12 月 22 日，西南佛教碑刻文化与少数民族哲学学术研讨

会在我校召开。研讨会由我校哲学系、佛教与现代宗教理论研究所主

办，重庆华岩文教基金会协办。 

来自上海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云南大学、深圳大学、云南

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重庆华岩文教基金会

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 40 余位专家学者、学生代表参加研讨会。云南大

学党委副书记张昌山出席会议并致辞，云南大学资深教授张文勋亲临

指导。 

应主办方邀请，重庆华岩寺主持、华岩文教基金会会长、云南大

学哲学系客座教授道坚法师，云南师范大学教授伍雄武、李广良，云

南大学社会科学处副处长李东红，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侯冲分别作了《宋

代南平僚文字碑概述》、《哲学、民族与宗教——少数民族哲学史研



 

究中的一点体会》、《碑铭中的云南佛教史》、《云南古代火葬墓碑

刻研究》、《碑刻与云南佛教研究》的主旨报告。 

小组讨论阶段，与会代表围绕佛教碑刻文化、佛教文化与少数民

族哲学两个核心议题进行了发言和讨论。会上，还为第二届华岩杯佛

学论文征文比赛获奖者进行了颁奖。 

佛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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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周年所庆之时。成立 2 年来，该所在深化宗教理论研究、推

动宗教文化交流、保护云南民族宗教文化资源等方面发挥了实质性作

用。 

 

我校成立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研究院 

2013 年 12 月 5 日，中国边疆及边疆治理理论的挑战与创新学术

研讨会在云南大学召开。同期，云南大学正式宣布成立民族政治与边

疆治理研究院。 

在云南大学党委书记刘绍怀及参加研讨会众嘉宾的见证下，云南

大学校长林文勋为研究院授牌。据介绍，此举意在更有效地汇聚优质

研究资源，产出优秀学术成果，巩固并加快云南大学的政治学学科建

设。 

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研究院成立后，将开展多方面的实质性科研

工作，主要包括：民族政治学基本理论的深化和拓展研究，中国民族

问题的政治学研究，中外民族政治比较研究，边疆政治学基础理论研



 

究，边疆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我国陆地边疆及其治理研究，我国利

益边疆及其治理研究，我国安全边疆及其治理研究，中外边疆治理的

比较研究，周边国家治边政策对我国边疆治理带来的挑战研究。与此

同时，研究院还将在协同创新、咨政服务、国家重点学科建设等方面

作出努力。 

 

工作简讯 

我校召开 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动员会 

2013 年 12 月 18 日，我校在科学馆召开 2014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和教育部项目申报动员会。副校长肖宪，各文科学院（研究院）

分管科研工作的副院长、科研秘书及社会科学处负责人等出席会议。 

会上,肖宪还向 2010-2013 年度文科科研管理工作表现突出的 6 名

科研秘书颁发了荣誉证书，并勉励她们再接再厉，续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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