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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要闻 

云南大学举办中国古代“农商社会•富民社会”高端学术研讨

会 

8 月 16 日至 17日，中国古代“农商社会•富民社会”高端学术研

讨会在云南大学召开，此举意在进一步推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及其变

迁的专题研究。本次会议由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东北师范大

学亚洲文明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联合动议并安排落实相关

事宜。 

作为主要学术召集人，云南大学校长林文勋在开幕式上就会议召

开的初衷、意义及今后的研究设想等作了简要说明，并全程参会。 

此次会议罕见地集中了唐宋元明清几大断代研究领域有重要影响

力的学者，包括“农商社会”说的提出者北京师范大学葛金芳先生、

“帝制农商社会”说的提出者东北师范大学赵轶峰先生。辽宁师范大

学赵毅、南开大学李治安、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厦门大学陈支平、

北京师范大学宁欣、南京大学范金民、云南大学吴晓亮、首都师范大

学李华瑞、西南大学张文、东北师范大学罗冬阳、上海师范大学黄纯

艳、云南大学张锦鹏、河北师范大学谷更有、南开大学刁培俊、云南

大学薛政超、田晓忠、黎志刚、董雁伟等中国史学界的知名教授、青

年才俊出席会议。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学者各擅其长，围绕近年勃兴的农商社会或

富民社会研究，从经济、社会、政治等多个面向对唐宋以来中国社会



 

的发展轨迹进行了宏观和微观兼具的探讨，突破既有的历史分期窠臼，

提出了富有创见性的思考。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部分博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等在现场一同学习，接受思想启迪。 

中国古代“富民”阶层和“富民社会”研究理论由云南大学林文

勋教授近年提出。其以“民”的演变为论述主线，认为，“民”在中

国古代经历了从先秦依存于部族到汉唐出现“豪民”，唐宋以来崛起

“富民”，近代以来逐渐形成“市民”的历史进程。相应地，中国古

代社会经历了从“部族社会”到“豪民社会”，再到“富民社会”，

并走向“市民社会”的演进过程。该理论提出后，中外学术界给予了

广泛关注和肯定。目前，相关研究仍在持续推进。 

 

杨先明教授成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9 月 19 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对外公布了 2014 年度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名单。由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院

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先明领衔完成的研究成果《增长转型与中国

比较优势动态化研究》榜上有名，成为滇、黔、桂三省此次唯一入选

的成果，也是云南省迄今唯一入选的经济学研究成果。 

杨先明教授的入选成果，系在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

经济开放新阶段的动态比较优势实现问题与战略调整》结项书稿的基

础上经合力修改完善而成。该成果的入选，极大地彰显了云南大学经

济学特别是理论经济学研究的雄厚实力与前沿水平。 



 

据悉，今年共有 475 项成果申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59 项成果最终得以入选。截至目前，云南大学已有 3项成果入选，涵

盖中国语言文学、政治学、理论经济学学科，入选总数居全国高校前

列。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设立于 2010 年，前身为《国家社

科基金成果文库》，是国家表彰奖励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的重

要形式。《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申报成果为已完成且尚未出

版的中文学术专著、专题论文集或专题研究报告，可以是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研究成果，也可以是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范围以外的研究成果，

每年集中申报评审一次。此次入选的成果，同样将由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

方式组织出版，相关作者还将获得表彰。 

 

曹云华教授作客东陆高端学术论坛  

9 月 25 日下午，国内外著名东南亚问题专家、暨南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院长曹云华教授作客云南大学“东陆高端学术论坛”，为云大师

生作了题为《成长的烦恼：正在崛起的中国如何与东南亚国家和睦相

处》的报告。 

报告中，曹云华教授从“中共十八大后对外政策的调整”、“当

前的东南亚地区秩序”等方面出发，深入浅出的介绍了当前东南亚地

区的现实形势以及我国当前对外政策在新形势下的新变化。他用“无



 

秩序状态”对当前东南亚地缘形势进行了概括，对大家关心的南海问

题进行了专门介绍，同时还与到场师生进行了交流。 

曹云华教授现任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兼华侨华人研究院执

行院长、《东南亚研究》（双月刊）杂志社社长。曾经作为访问学者

在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菲律宾菲中

资源发展中心、马来西亚马华文化协会、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

等研究机构从事研究工作。主要研究东南亚经济、政治、区域国际关

系及华侨华人问题。 

 

全国首家反恐法学研究会在云南大学成立 

9 月 20 日，云南省法学会反恐法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在云南大学科

学馆举行。云南省法学会会长、云南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乔汉荣，

云南大学校长林文勋出席会议。 

来自云南省委政法委、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云南省人民检察院、

云南省公安厅、云南省司法厅、云南省国家安全厅、昆明市中级人民

法院、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昆明市公安局、昆明市司法局、云南省人

大法工委、云南八谦律师事务所、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财

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等党政、实务部门和高校的八十余名专家学者

参加会议。 

乔汉荣在讲话中说，恐怖活动已成为当前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之

一，反恐立法、执法和司法亟需跟进，此意义上反恐法学研究会的成



 

立具有高度的学术和实践价值。乔汉荣要求，反恐法学研究会今后要

突出组织建设、问题导向和创新性。 

林文勋表示，研究会的成立将为更好地开展反恐斗争提供新的平

台。他同时强调，在中国一流、世界知名区域性高水平大学的建设过

程中，云南大学将给予反恐法学研究会和反恐法学研究以必要支持。 

会上，林文勋还向乔汉荣颁发了云南大学客座教授聘书。 

同期，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云南省法学

会反恐法学研究会章程》，表决通过了会长、副会长和理事人选。乔

汉荣、林文勋任名誉会长，云南大学法学院院长陈云东当选首任会长，

云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高巍任副会长兼秘书长。云南大学法学院为云

南省法学会反恐法学研究会依托单位。 

云南省法学会反恐法学研究会系全国首家以反恐法学为特色主题

的研究会。该研究会的成立，旨在搭建联系反恐法学理论与反恐法律

实务的桥梁，打造反恐法学研究、反恐政策制定、反恐实务指导的专

门性高端智库。以研究会的成立为契机，云南大学也将力争建成我国

反恐法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并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反恐法律体系、反恐

执法体系和反恐司法体系。 

 

蒋永青教授获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立项资助 

日前，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公布了 2014 年度国家社科基

金艺术学项目立项名单。由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蒋永



 

青申报的《中国当代艺术批评重大问题研究》获立项资助，也是省内

此次唯一获准的一般项目。 

据了解，以蒋永青教授为负责人的课题组认为，中国当代艺术批

评及其所针对的当代艺术问题、所依据的当代艺术观念，乃至中国当

代艺术批评的新兴视野与观念等，其基本缺失都在于“艺术特质”的

边缘化问题，而艺术特质的“边缘化”又源于“主观—客观”、“能

指—所指”、“形式—内容”等“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为此，课题

组选择以中国当代文艺美学、哲学创新研究中的“超越二元对立思维

模式”探索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梳理、研究其中探讨“艺术特质”

的超越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不同领域、路径、成果与问题，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探索这些成果、思路对于中国当代艺术批评话语的建构可

能。 

蒋永青教授曾分别师从已故国学泰斗、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加

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南开大学叶嘉莹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和进行博士后

研究，先后完成了《境界之“真”——王国维境论研究》的博士学位

论文、《海德格尔艺术思想的“超二元对立”领域研究》的博士后出

站报告，对相关问题有深入系统的思考。目前，其主要从事中国当代

艺术理论与批评研究、作为当代艺术基础的哲学美学研究。 

 



 

成果专题 

云南大学在京发布《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发展报告（2014）》 

9 月 26 日上午，云南大学大湄公河次区域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联合在京发布大湄公河次区域蓝皮书《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

发展报告（2014）》。 

来自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

人民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外交学院、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等研

究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学者参加发布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

光，蓝皮书主编、云南大学大湄公河次区域研究中心主任刘稚分别就

有关情况作了介绍。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发展报告（2014）》分为三部分。第一部

分“总报告”对 2013-2014 年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发展的新进展、面

临的问题和发展的新态势进行全面分析、总结和展望。第二部分“专

题篇”就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中国—东盟关系，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

家环境合作的成效与问题、推进大湄公河次区域人民币区域化问题，

密松事件后缅甸对中国在缅投资舆情分析以及印度、澳大利亚等域外

国家对湄公河地区合作的介入及影响等进行专题研究和深入分析，并

对新形势下我国进一步提升参与次区域合作的层次和水平提出相关对

策建议。第三部分“区域篇”则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相关国家和

地区入手，着重分析 2013 年度各成员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形势及对

次区域合作产生的影响，以及介绍相关成员参与次区域的具体进展和



 

政策措施，并展望这些举措对次区域合作所产生的效应。 

作为云南大学高水平智库建设的特色举措之一，《大湄公河次区

域合作发展报告》是云南省第一本入选社科文献出版社蓝皮书系列的

图书，也是迄今为止全省高校唯一获教育部资助建设的发展报告项目。

目前，云南大学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已合作推出多种蓝皮书，在国

内外学术和实务部门产生了重要影响。 

 

云南大学在京发布印度、缅甸蓝皮书 

继 9 月 26 日在京发布大湄公河次区域蓝皮书《大湄公河次区域合

作发展报告（2014）》后，云南大学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9 月 28

日联合在京发布印度蓝皮书《印度国情报告（2012—2013）》、缅甸

蓝皮书《缅甸国情报告（2012—2013）》。印度、缅甸蓝皮书部分作

者，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和在京的南亚学界、世界史学界代表等出席了

发布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印度国情报告（2012—

2013）》主编、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吕昭义，《缅甸国

情报告（2012—2013）》主编、云南大学缅甸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

导师李晨阳分别就编辑出版的有关情况作了介绍。 

《印度国情报告（2012—2013）》由总报告、年度分报告、重大

问题与热点问题专题研究三大部分构成，阐述、分析、概括 2012—2013

年印度政治形势及政治格局、经济状况及经济改革、对外政策与对外

关系、国防与武装力量、国内安全局势等方面的现状和发展演变趋向。 



 

《缅甸国情报告（2012-2013）》是全球第 2 家规模较大的缅甸研

究机构——云南大学缅甸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缅甸国情报告之二。本

蓝皮书在介绍 2012-2013年度缅甸总体形势基础上，从缅甸政党政治、

NGO 和媒体的新发展、罗兴伽人问题、经济政策与经济发展、电力产

业、中缅关系、日缅关系、美缅关系等作了分析解读。 

高水平大学建设过程中，云南大学把打造高端智库放在重要位置

加以支持。近几年，随着大湄公河次区域、印度、缅甸等蓝皮书的连

续出版发布，云南大学在服务国家战略方面的影响愈加显著。 

 

《光明日报》刊发王启梁教授理论文章 

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兴起，是当代中国法学发展的新趋势。社

科法学主要受美国法学传统的影响，强调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

法律现象，以经验研究为基础，注重因果关系解释的研究进路。法教

义学主要受德国法学传统的影响，强调体系化，以法律文本和信条为

基础，注重法律规范及规范与事实之间关系的解释，重视法学通说。 

历史传统、研究进路和知识偏好上的显著差异，使得社科法学与

法教义学之间形成了激烈的争论态势。为探究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因

何而争，以在展现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真实图景的基础上，推动建立

彼此了解基础上的良性互鉴，整体提升中国法学的学术竞争力，《光

明日报》“理论周刊•学术”版 8 月 13 日专门刊发了业内专家的笔谈

文章。 



 

云南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王启梁受邀撰写了题为《中

国需要社科法学吗》的“领衔文章”，全文约 3000 字。 

文中，王启梁指出，社科法学的壮大，使得中国的法学研究、学

说和理论呈现出多元化格局，这意味着对法律、法治的解读具有了不

同的角度和可能。就“社科法学反对什么”这一问题，王启梁认为社

科法学不曾反对过对法律展开规范性的研究，但是大部分社科法学研

究者确实反对“法条主义”的法律观和法学研究在智识上的孤立；就

“社科法学能为中国做什么”这一问题，王启梁认为社科法学致力于

增进法学领域认识、理解和处理法律问题的多样性，尤其在促进法律

与社会差距的弥合及培养素养全面的法律人才方面意义重大。 

现年 37 岁的王启梁教授主要从事社会与文化中的法律、社会问题

与法律、民族问题与法治等的研究。近十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

项，发表 CSSCI 论文 20余篇，著有《迈向深嵌在社会与文化中的法律》

等，是中国社科法学领域的知名青年学者。因教学与科研成绩突出，

曾获第十四届霍英东青年教师奖。 

 

公共管理学院谭立力博士论文在区域科学杂志（SSCI）发表 

近日，公共管理学院青年教师谭立力博士作为第一作者，在 SSCI

期刊“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发表学术论文，题为“Spatial 

Inequality betwee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目前，

该文已被 SSCI 检索系统收录。该文首次给出了一个综合古典、新古典



 

和新贸易理论的一般均衡框架。“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是

一本国际知名的区域科学期刊，是国际区域科学协会会刊，在区域经

济和管理领域有很高声望。谭立力博士的论文在 SSCI 期刊发表，将促

进云大经济管理学科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 

据悉，SSCI是国际公认的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社

会科学引文索引）的英文简称。SSCI 论文被视为社会科学界具有国际

水准的学术论文。近期中国人民大学排名的“中国大学 50 强”中将国

家重大重点研究项目、国家级奖项以及 SSCI 论文发表数量，作为衡量

社会与经济管理学科竞争力的三大指标。在被国家留学基金委采用的

由上海交大制作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SSCI 论文数量被作为衡

量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最主要指标，并被赋予 2 倍于 SCI 论文数量的

权重。 

 

人文学院教师获第二届罗常培语言学奖三等奖  

近日，在中国语言学会第十七届年会闭幕式上，中国语言学会会

长沈家煊研究员宣布了第二届罗常培语言学奖获奖名单，本次语言学

奖共有一等奖 1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青年教师赵倩的论著《汉语人体名词词

义演变规律及认知动因》获第二届罗常培语言学奖获三等奖。 

据悉，罗常培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和语言教育家，曾任云

南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第一



 

任所长，与赵元任、李方桂同称为早期中国语言学界的“三巨头”，

其学术成就对当代中国语言学及音韵学研究影响极为深远。中国语言

学会罗常培语言学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每届设置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1-2 名，三等奖 2-3名，奖项可以有空缺。 

 

学术活动 

海内外学者聚云大研讨西南边疆环境变迁 

8 月 18 日至 19日，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环境变迁

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云南大学召开。此次研讨会由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历

史系主办、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承办，旨在借鉴国内外环境史

研究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经验，进一步推动区域环境史、边疆民族

环境史乃至中国环境史的深入发展。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美

国、德国等高校与研究机构的近 80 位环境史学者莅会进行了交流讨

论。 

云南大学校长林文勋在 18 日的开幕式致辞中表示，研讨会的召开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他认为，研究历史时期的环境问题，

对经世致用地寻找解决当下环境危机的途径，提高西南乃至中国生态

恢复及重建的能力等均大有裨益。 

大会主题报告阶段，在美国乔治城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Micah S. 

Muscolino（穆盛博）、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杨福泉的分别主持下，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刘翠溶、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助理研究员

Nanny Kim（金兰中）、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满志敏、南开

大学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心主任王利华、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

所所长周琼相继作了题为《Urbanization in Modern Yunnan from a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清代滇东北矿业、运

输和环境变迁》、《清代登陆海南岛台风对西南地区的影响》、《探

寻吾土吾民的生命轨迹——浅谈中国环境史研究的“问题”与“主义”》、

《开展并推进边疆环境史的研究》的精彩讲演，美国华盛顿与李大学

东亚系副教授 David A. Bello（贝杜维）、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教授

尹绍亭作了点评。 

分组讨论阶段，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环境史的理论与方法、区域环

境史、疾病与环境、灾害与环境、水环境及世界环境史等 6 个子议题，

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讨。闭幕式上，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钞晓鸿从理

论方法及学术史、环境演变及其原因、社会经济与环境互动、环境认

知与应对 4 个方面对研讨会作了梳理和总结。 

作为研讨会承办单位的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成立于 2009

年 5 月，是集科研、教学为一体的专门机构。目前，该研究所以生态

环境、环境疾病、环境灾害、环境法规等为特色，开展了一系列研究

工作，受到环境史学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好评。 

 



 

云南大学举办“2014 年的缅甸：重新融入国际社会”学术研

讨会 

7 月 29 日，“2014年的缅甸：重新融入国际社会”学术研讨会在

云南大学科学馆开幕。本次研讨会经云南省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批准，

由云南大学缅甸研究中心/东南亚研究所、察哈尔学会和香港大学社会

科学学院、仰光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共同举办。 

缅甸总统首席政治顾问吴哥哥莱，缅甸驻昆明总领馆总领事吴昂

觉悟代表杜丁埃坎女士，全球知名缅甸问题专家、美国乔治城大学教

授大卫•斯坦伯格（David I. Steinberg）等出席开幕式。中央外事办

公室原副主任、中国驻尼日利亚、中国驻瑞典前大使、察哈尔学会国

际咨询委员会主席吕凤鼎，云南大学副校长肖宪，外交部亚洲司主管

缅甸事务官员郝志刚，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柯立仁（Ian 

Holliday）、仰光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杜秋秋盛（Daw Chaw Chaw 

Sein）等在开幕式上致辞。 

会议期间，云南大学缅甸研究中心主任兼社会科学处副处长李晨

阳还与缅甸总统首席政治顾问吴哥哥莱签署了合作协议，将依托云南

大学缅甸研究中心及缅甸发展资源研究院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联

合开展新时期中缅关系研究，这标志着云南大学“走出去”办智库迈

出了坚实的一步。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缅甸、美国、

法国、泰国、印度、英国等的 50余位缅甸研究专家，围绕当前缅甸政

局和发展趋势，缅甸政治转型以来的中缅关系，缅甸新政府的外交政



 

策及其与其他大国和国际组织关系，缅甸的民族和解进程，缅甸的历

史、文化、经济与环境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2014 年的缅甸：重新融入国际社会”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学术研

讨会，主要是体现在：第一，参会代表来源的多元性。代表来自中国、

缅甸和西方国家等三个大的组别；第二，参会代表来自于不同组织。

代表中既有政府官员，也有智库研究人员和高校学者，还有 NGO的代

表；第三，与会代表的水平造诣较高。相关论文和发言等可以全方位、

多角度地服务于政策制定者，有利于中缅关系稳步前进，有助于提升

缅甸研究的水平。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是缅甸高校和研究机构 20

多年来首次在国外与其他机构合办，说明缅甸确实是在一步步走向开

放。同时，这也是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近年来第 5次举办以英文

为工作语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年下半年还将承办两次国际学术研

讨会。不完全统计，国际关系研究院 5年来累计有 30 多人次出境参加

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发表英文演讲，在国外刊物和论文集中发表英文和

日文论文 30多篇，出版主编的英文论文集和日文专著各 1 部，缅甸研

究中心还将和仰光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联合出版本次会议论文集的英文

版。这表明国际关系研究院科研国际化已走在了校内文科学院（研究

院）的前列，尤其是缅甸研究已基本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和同步进行。 

云南大学一直高度重视对缅甸的研究，尤其是自 2002 年 4月开始

把缅甸研究作为国际关系研究尤其是东南亚研究的优势和特色项目进

行培育，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加以扶持。2011年，云南大学在



 

国内率先成立了缅甸研究中心，有专职研究人员 11 名；2012年，获

准为云南省当代缅甸与滇缅关系研究创新团队；2014 年，获准为云南

省缅甸研究基地。云南大学缅甸研究中心现为全球第 2家规模较大的

缅甸研究机构。 

 

“落实周边外交理念，推进周边重大倡议”专题研讨会召开  

9 月 12 日，由外交部政策规划司主办、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承办的“落实周边外交理念、推进周边重大倡议”专题研讨会在云南

大学举行。外交部政策司副司长杨小茸主持开幕式。云南大学校长林

文勋教授、云南省外办主任周红分别在会上致辞，外交部部长助理郑

泽光作了重要讲话。 

来自外交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复旦

大学、国防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广西

大学、云南大学、云南省社科院、云南省滇中产业新区、云南建工集

团、云南电网公司等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的专家学者和负责人，围

绕“未来 5-10 年我国周边外交形势走向及对策建议”、“如何贯彻亲、

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落实好我在周边的重大倡议及其机制体制

保障”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此次专题研讨会的举办，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周边

外交工作的讲话精神，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



 

外交，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推动云大国际关系学科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工作简讯 

2013—2014 学年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申报工作启动 

9 月 1 日，2014年度我校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统计工作展开，

截至目前，成果的在线申报工作已经结束，审核统计工作正在进行中。 

 

我校高端智库建设工作全面推进 

本学期，为落实执行教育部《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

划》，进一步提升学校在决策咨询、政策建言、服务政府和社会需求

等方面的能力，我校高端智库的建设全面推进。同时，9 月份已完成

云南省高校新型智库的申报组织工作。 

 

2015 年度国家级预研究项目申报工作开展 

根据学校高水平大学建设精神，社科处开展我校 2015 年度国家社

科基金、教育部重大项目及年度项目预研究申报工作。为明年国家级

项目的申报，尤其是重大重点项目的申报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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