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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要闻 

周平教授出席首届“中国政治学 30人圆桌会议” 

8月 17日至 18日，首届“中国政治学 30人圆桌会议”在京举行。

此次会议由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与政治发展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中央党校和中央编译局等单位的政治学研究机构共同发起。

来自中国各地的知名政治学者 30人，以及杰出青年政治学者代表 15

人参加了会议。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主任周平教授

应邀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会议，是中西部地区唯一受邀的学者。 

此次政治学 30人圆桌会议，是中国政治学的一次峰会。会议的

初衷是联合中国政治学界最优秀的专家学者，形成中国政治学界的学

术共同体，以各自的政治学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共同推进中国社会

的政治进步和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为把会议办成一次代表中国政治学

最高专业水平的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的正式代表人数限定在了 30

人。参会的 30名正式代表，均通过全国 12家重要的政治学研究和教

学机构通过联合推荐并按得票多少的顺序产生。 

我校学者应邀担任国家民委决策咨询委员 

近日，国家民委决策咨询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

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民委主任王正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国家民委副主任陈改户主持会议，国家民委副主任、党组成员丹珠昂

奔、罗黎明，国家民委党组成员、纪检组长李小满，专职委员李文亮

以及机关各部门负责同志出席大会。 

国家民委决策咨询委员会由王正伟任主任，李昭、陈改户、郝时

远、杨圣敏任副主任，15位专家任首批委员。 

我校“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周平受聘担任国家民委决策咨询委员，

是 15位委员中唯一的政治学专家。王正伟亲自为周平教授颁发了聘

书。周平教授应邀担任这一高级咨询机构的委员，一方面体现了我校

的民族政治学研究受到了国家民委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校学

者将在民族工作决策咨询上发挥更加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王正伟强调，决策咨询委员会是国家民委指导下的高级咨询机构，

是做好民族工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必须切实发挥作用。从国家民委

党组到机关各部门、委属各单位，都要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重视和

支持决策咨询委员会的工作，为委员会发挥决策咨询作用提供更好的

环境和条件。 

国家民委决策咨询委员会成立大会结束后，王正伟主持召开了专

题会议，听取了专家意见和建议。周平教授在会上发表了咨询建议。 

  



 

成果专题 

云南大学新增 3个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 

近日，经资格审核、初评、答辩评审及培育考核，10个团队入

选 2013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其中，云南大学能源安

全研究团队（带头人：吴磊）、云南旅游产业升级与产业结构调整研

究团队（带头人：田卫民）、云南城镇化与多民族地区社会转型研究

团队（带头人：钱宁）入选。 

2011年、2012年，云大曾先后有 8个团队入选，分别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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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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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的省哲学社会科学

创新团队已增至 11个，居云南省高校首位。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建设工作由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

工作委员会、云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负责实施。实施云南省哲学社

会科学创新团队建设，旨在形成优秀人才的团队效应，提升哲学社会

科学队伍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实力。据悉，创新团队在三年建设期内将

获得 20万元的经费资助。 



 

学术活动 

第四届西南论坛在我校成功召开 

9月 14至 15日，由我校国际关系研究院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

研究所共同主办的第四届西南论坛成功召开。论坛主题为“中国向西

开放：历史与现实的考察”。 

本届论坛得到了实务部门与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关注与支持。来

自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

问题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新加坡国立

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新疆

大学、广西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知名专家学者近 80人参加

论坛。 

云南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黄毅，我校党委书记刘绍怀、校

长林文勋出席开幕式。 

应论坛邀请，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院长王缉思，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部主任、学部委员张蕴岭，新加

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美关系研

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刘学成分别作了题为《关于中国地缘战略的若干思

考》、《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思考》、《如何处理海洋地缘政治与陆

地地缘政治的关系》、《云南在中国向西开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主

旨演讲。 



 

论坛上，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彭光谦，财政部亚太财政

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强武，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

长陈志敏，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马小军，新疆大学天山学者

潘志平，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教授文富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

院长贾庆国，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暨南洋研究院副院长李一平，上

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展望》副主编张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

院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胡仕胜，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副主

编叶海林，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徐海燕，云南省社

会科学院研究员贺圣达，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蓝平

儿、所长助理黎良福，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学院研究员杨沐，广西

大学商学院教授李红等专家学者紧扣“国家战略视角下的中国向西开

放”、“中国向西开放中的外部环境”、“中国向西开放的方案与行

动”、“东南亚与中国向西开放”等四大议题，重点就我国“向西开

放战略”的意义、可行性、内涵、实施方式、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保

障措施以及世界可能的反应等就进行了深入研讨。 

向西开放是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对于扩大我国地缘

政治、地缘经济、地缘安全具有重要作用。作为我国向西开放的两个

重要通道，新疆和云南正在加快推进步伐。然而，在向西开放战略的

实施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需要明确的发展思路和切

合实际的操作路径。本届论坛正是在这一战略背景下召开的，具有较

强的战略性、前沿性和现实性。从地缘政治来看，向西开放有利于我

国睦邻友好带、紧密朋友圈目标的实现。从地缘经济来看，西进战略



 

有利于打造一个幅员辽阔的经济合作带，有利于实现沿海开放与向西

开放的联动配合，拉动我国经济发展重心局部从沿海向西部的转移。

从地缘安全来看，向西开放有利于打造我国西部周边战略稳定带，是

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 

西南论坛创办于 2010年，每年举办一次。该论坛旨在打造成为

西南地区最高层次的学术性和政策性智库，使其成为西南地区与国际

学术界接轨的学术桥梁，为西南地区尤其是云南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支持。 

论坛主办方之一的国际关系研究院，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形成

了一支实力雄厚的国际问题研究团队与学术梯队，凝练成了东南亚问

题研究、南亚问题研究、中东问题研究、非洲问题研究以及能源安全

等研究特色，出版发表了一系列的高水平学术成果，确立了自己的独

特优势和学术地位。在推进中国一流、世界知名的区域性高水平大学

建设过程中，学校正充分整合学科优势，紧扣国家及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大战略需求，以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为重点，以周边问

题和能源安全研究为亮点，融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际经济贸易、

国际法律、国际教育、世界民族、世界历史、国际河流与跨境生态安

全研究为一体，全力建设国际关系大学科群。 



 

光明讲坛走进我校 张国庆教授主讲《二十四诗品》诗歌美学 

9月 6日，由我校与光明日报联合举办的“光明讲坛”在文津楼

开讲。我校中文系教授、文艺学博士生导师张国庆作了题为《我对<

二十四诗品>诗歌美学的基本解读》的精彩学术报告。 

报告会前，校党委书记刘绍怀，校长林文勋，校党委副书记张昌

山及学校有关部门负责人与前来出席讲坛的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刘

伟、光明日报云南记者站站长任维东、光明日报社教育部主任记者朱

振国进行了座谈。  

林文勋和刘伟分别在报告会上致辞。林文勋代表全校师生向光明

日报社给予我校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并介绍了我校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基本情况。他号召全校师生踊跃承担历史使命，加

快推进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发展。刘伟介绍了“光明讲坛”的基

本情况，并表示，光明日报今后将更加关注云大发展，更好地服务知

识分子，为继承发扬优秀文化作出贡献。 

讲座中，张国庆教授详细解读了《二十四诗品》中“雄浑”、“冲

淡”、“豪放”、“劲健”、“纤秾”、“绮丽”、“典雅”、“清

奇”等品目，对《诗品》的美学体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并阐述了《诗

品》仿《周易》结构的意义。张国庆认为，中国美学的成就在世界美

学中非常突出，而《诗品》正是中国艺术风格研究中的翘楚，所以《诗

品》不仅是中国美学的瑰宝，同样也是世界美学的瑰宝。张国庆教授

的报告逻辑严密、旁征博引，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报告结束后，张国



 

庆还就贯穿《诗品》的重要精神、《诗品》的作者等问题与师生进行

交流互动。 

校党委副书记张昌山主持报告会并作总结讲话。他说，张国庆教

授的报告让师生们领略了诗歌美学的魅力、学术名家的风范及光明讲

坛的风采。张昌山表示，光明讲坛在我校开讲，为学校搭建了新的学

术平台，希望今后能与光明日报开展更加深入的合作交流，共同推进

中华文化繁荣发展。 

张国庆，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学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

向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文艺美学。出版学术著作多部，发表论文

数十篇，获奖十余次，专著《<二十四诗品>诗歌美学》入选第三批

“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曾两度入选“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

名录，2009年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 

西南地区社会工作实务研讨会召开 

8月 31日至 9月 1日，由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

研究中心主办，云南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承办的“西南地区社会工作实

务研究研讨会”在云南大学召开。本次会议旨在进一步促进西南地区

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师及实务工作者的交流与合作，提高高校教师和

一线社会工作者的社会工作实务研究水平。来自西南地区 13所高校

社会工作院系的教师和 12家社会服务机构的一线社工参加了本次会

议。 



 

会上，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党委书记高力教

授，全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副会长、云南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系

主任钱宁教授，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项目负责人叶

少勤女士，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副院长赵春盛副

教授分别致辞。开幕式由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

工作教育协会妇女社会工作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云南大学社会学与

社会工作系高万红教授主持。 

本次研讨会采取主题报告与讨论的方式进行。4位国内社会工作

实务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中山大学张和清教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陈涛教授、中国政法大学郭伟和副教授和云南大学高万红教授，以行

动研究为主线，提供了“反思性实践研究的案例分析和写作”、“社

会工作实务研究的历程----以个案研究为例”、“对社会工作实践研

究的理解、认识和思考”、“社区发展的实践---以农村社会工作为例”

四场精彩的专题报告。专题报告结束后，与会人员和四位专家围绕如

何开展社会工作实践和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对话和讨论。  

本次会议的召开是我校继与美国阿拉巴马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合

作举行“精神健康社会工作教学与研究工作坊”之后，为推动社会工

作专业发展而承办的又一次重要学术会议，会议的成功举办再次突显

了我校作为国家民政部社会工作人才培训基地的专业优势和在国内

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中的领先地位，也是我校为推动中国社会工作专业

发展做出的又一积极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武寅来校访问讲学 

10月 14日至 18日，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武

寅应邀来校访问讲学。校长林文勋会见了武寅，并就如何进一步巩固

深化双方的合作关系达成了共识。 

10月 15日，武寅在科学馆作了题为《关于中日关系史的几个问

题》的精彩讲座。副校长杨泽宇出席并主持讲座。来自人文学院历史

系、国际关系研究院等单位的师生到场聆听。 

武寅运用丰富的史料、详实的数据、平实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为

在场师生分析了日本的四个特点以及中日关系史的发展演变情况，内

容上涵盖从古至今长时段的中日关系史，气象宏大开阔；视角上，提

出过渡期复杂性的问题，并将官方外交史和民间外交史紧密结合进行

论述，富于启发意义。她认为，中日关系史经历过五个阶段，分别是

“尊重与借力”、“学习与赶超”、“挑战与转折”、“侵略与掠夺”、

“蜕变与对峙”。在此过程中，中日关系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

在对上述历史的深刻理解与把握的基础上，她提出两点启示：第一，

要充分认识到过渡期的复杂性；第二，应重视中日两国的民间交往。 

讲座结束后，现场师生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提问，武寅作了细致解

答。 

 



 

工作简讯 

我校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学者应邀出席“泰中建交 38周年”纪念

活动 

暑假期间，我校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肖迎教授应泰中交流相关机构

邀请，出席在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举办的“泰中建交 38周年”活动暨

“泰中桥梁”画册首发仪式。 

活动中，中国驻泰大使管木先生（注：2013年 8月初卸任）在活

动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充分肯定两国建交 38年来经济、文化、

教育各行业互动取得巨大成就，赞扬在泰所有对泰中发展进步做出贡

献的侨裔和中国公民。泰国教育部长用中文表达他对中国文化在泰国

传播悠久的激动之情。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泰国学生更是满含

热泪用一口流利的中文感谢中国政府给她一个地道泰国人学习中文

和中国历史文化的机会。 

活动结束后，在泰国 Ramkhamhaeng University东亚研究中心和东

方语学系相关人员的安排陪同下，肖迎教授考察了春武里府、乌泰他

尼府、罗勇府、阿尤他雅府和帕提亚，了解中泰经济文化合作的地方

影响暨泰国农产品加工、服务现状，并与蓝康恒大学、法政大学、华

侨崇圣大学学者们一起探讨利用大学间的寒暑假，建立“中泰学者志

愿服务团”服务双边大学的教学、研究互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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