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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要闻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毒品、艾滋病问题 

学术研讨会在我校举行 

毒品、艾滋病问题是世界范围内公共卫生调控的关注点，也是重

大的社会挑战。如何认知与应对，成为学术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2010年 12月 1日，在我校副校长、禁毒防艾研究中心主任林文

勋，法学院副院长、禁毒防艾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启梁的召集和社科处

的大力支持下，来自中央民族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云南省社

会科学院、云南师范大学、云南财经大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从事毒

品、艾滋病前沿问题研究的学者和相关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的代表

等 50 余人出席了在我校举办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毒品、艾滋病问

题学术研讨会”，就有关问题展开了真诚而热烈的学术讨论和对话。 

通过交流，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开展毒品、

艾滋病问题研究应打破知识和学科间的壁垒，在跨学科交流的基础

上，对深层次因素进行把握，并在公共权力系统框架下寻求和建立起

务实有序的制度体系。而这样的研讨和交流，势必有利于修正单纯的

HIV防治医学模式中存在的缺陷，有益于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人文

关怀，并能在政府决策咨询方面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以便引导禁毒

防艾工作朝着更加科学化、人性化的方向发展。 

本次学术研讨会，是我校继今年 6月 29日召开“首届禁毒防艾

高层论坛”之后举办的又一重要会议。随着本次研讨会的举办，我校

禁毒防艾研究中心再一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2009 年，为进一步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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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国家战略需求和提升科学研究及人才培养的水平，切实增强社会服

务能力，在预防控制毒品、艾滋病方面做出应有贡献，我校在前期开

展的与毒品、艾滋病问题相关的法律、政策、社会文化和科学技术研

究的基础上，结合云南省特殊的地理区位和综合性大学优势，经多方

专家充分论证，以期在禁毒防艾领域内实现更大作为。为此，我校整

合了校毒品综合研究中心、省院省校合作禁毒防艾研究基地、云南省

学校禁毒防艾志愿者培训基地和法律援助中心及相关院系的力量，优

化资源、凝练方向，举全校之力组建了“云南大学禁毒防艾研究中心”。

禁毒防艾研究中心这一肩负社会责任的学术机构，将紧紧围绕禁毒与

防艾问题，在法律与政策、国际合作、技术控制和社会控制、公共卫

生安全等四个学术方向，开展科学研究，力争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成为我国禁毒防艾的科学研究高地、人才培养中心和政策与法律咨询

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我校获 13项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优秀成果奖 

近日，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优秀成果奖 2010年度获奖名单揭

晓，我校有 13项成果获奖，获奖数位居全国首位。 

该奖项是目前国内民族问题研究领域的最高奖项之一，具有较高

含金量。此次奖项的评选范围为 2006年 1月至 2009年 12月期间发

表的民族问题研究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共评出优秀成果 130

篇。其中论著类 60篇，分别为一等奖 8篇，二等奖 16篇，三等奖

36篇；论文类 70篇，分别为一等奖 6篇，二等奖 23篇，三等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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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我校的 13项获奖成果中涵括一等奖 1项，二等奖 5项，三等奖

7项。 

民族问题研究是我校的传统和优势所在，经过长期的建设和发

展，我校已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镇。今后，我校广大科研工作者将始

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争取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出好成果，为加快少数民族

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贡献。 

 

《思想战线》、《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喜获殊荣 

近日，历时近 4个月的“第四届全国高校社科期刊评优活动”结

果揭晓。经业内专家评选，分别评出了“全国高校社科名刊”、“全

国高校三十佳社科期刊”、“全国高校百强社科期刊”等各类奖项。

我校《思想战线》与其他 25家社科期刊一道摘取了象征高校社科类

期刊最高荣誉的“全国高校社科名刊”称号。这是继入选教育部首批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建设期刊之后，《思想战线》赢得的

又一至高荣誉。《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同期也被遴选为“全

国高校百强社科期刊”。 

本次评选活动由教育部社科司指导，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

会组织实施，旨在展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启动以来高校社

科学术期刊所取得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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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召开 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动员会 

12 月 16 日下午，我校在科学馆召开 2011 年国家社科基金申报

动员会。省社科规划办主任杨安兴、我校副校长肖宪和各文科学院、

研究院有关负责人出席了动员会，会议由社科处杨毅处长主持。 

肖宪副校长就我校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的申报情况进行了通报，

并对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在学校党政领导和有关单位

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我校 2006-2010年共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 602 项，获准立项 88 项，立项率 14.6%，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是地方高校中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较多的单位之一，在西部地区高

校中名列前茅。肖宪强调，在看到成绩的同时要居安思危，要采取有

效措施巩固我校在全省乃至全国国家社科基金申报数、立项数、成果

质量等方面的优势地位。为扎实做好 2011 年的申报工作，他要求各

文科学院、研究院要结合各自实际，加大动员申报力度，确保项目申

报的数量和项目论证的质量，并严格按照有关工作安排，按时、保质

完成申报工作。 

杨安兴主任对国家社科基金的申报和管理政策，特别是 2011 年

申报工作的新动向等进行了解读，并结合我省申报工作的实际，就有

关注意事项作了说明。他希望我校能够认清形势，抓住机遇，切实做

好 2011年的申报工作，取得更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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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专题 

周平教授研究成果入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

目成果摘报》 

近日，我校公共管理学院周平教授撰写的咨询报告《我国边疆治

理的回顾、挑战与重构》一文，入选教育部社会科学司主办的《教育

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成果摘报》第 3期。这是我校学者的研究成

果第一次被选入，也是地方高校社科成果的首次入选。周平教授研究

成果的入选，反映出我校学者的原创性研究已得到教育部社科司的充

分肯定。该文系周平教授主持的 2005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

大课题攻关项目《边疆多民族地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成果

之一，也是他领导的团队对边疆治理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据了解，今

后周平教授及其团队将进一步把“边疆治理”作为边疆多民族地区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在前期研究的基础

上，不断钻研，以期为建设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社会进步、生活富

裕、民族团结的边疆大局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也力争将这一研究方

向拓展成为在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学术领域。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成果摘报》是教育部社科司于今

年 5月启动的一项工作，主要刊登教育部人文社科各类研究项目中原

创性和质量性兼具的优秀成果。其目的是为宣传和展示此类优秀成

果，以促进相关成果的转化及应用，最大限度发挥教育部社科项目的

示范和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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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简讯 

2010年度笹川基金项目评审工作结束 

2010 年度笹川基金项目评审工作中基金管理办公室共收到 177

份申报材料，其中申报成果奖励 28份，申报项目资助 149份。在 2010

年 12月 4日经云南大学笹川基金管理委员会专家评审，从本年度的

申请材料中，评选出 28项进行奖励和资助，其中奖励成果 10项，资

助项目 18项。 

 

2009—2010学年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成果 

登记工作结束 

我校 2009-2010学年人文社科科研成果登记工作自 9月份开始，

目前已经基本结束。在 2009—2010学年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登记

开始后，社科处积极响应学校要求，将工作职能延伸到呈贡校区，为

呈贡校区师生服务。经过一个半月紧张的工作，本年度的科研成果登

记和兑奖工作已经结束，进入最终核算和兑奖阶段。 

 

我校第七届人文社科学术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 

2010年 12月 27日下午在科学馆第 13会议室，我校第七届人文

社科学术委员会召开了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由人文社科学术委员会

主任武建国副校长主持。会上，人文社科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肖宪副校

长向全体学术委员汇报了学校“十一五”期间人文社科发展的基本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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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和对“十二五”发展的思考；围绕肖宪副校长作的汇报，全体委员

进行了认真讨论，并就相关问题达成了初步意见。听取大家发言后，

武建国副校长在讲话中对我校近 10年来，特别是“十一五”以来，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同时强调，

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形势下，全校文科研究人员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

识，积极投身科学研究。学校也将立足战略发展的高度，从持续发展、

科学发展方面对“十二五”期间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进行认真谋划，

并给予政策等方面的保障与支持，确保学校的文科研究出精品成果、

上质量水平。会上，与会委员还就我校近年来的校内文科项目结项材

料进行了验收，并审议通过了学校本年度的文科科研立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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