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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召开校园文化建设座谈会 

2月17日，校长谢和平院士在江安校区行政楼301会议室主持召开了校园文化建设座

谈会，广泛听取人文社科各学院领导和专家关于校园文化建设方面的意见与建议。校党

委常务副书记罗中枢教授、常务副校长李光宪教授、副校长石坚教授、副校长晏世经教

授出席座谈会，学校相关部处及有关学院负责人参加了座谈会。 

 座谈会上，校长谢和平院士向大家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学校今年工作主题为“校

园文化建设”，如何进一步做好校园文化建设促进学校各项事业科学发展？二是如何进

一步提升学校人文社科的水平和影响力？三是人文社科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尤其是天

府新区建设做出自身应有的贡献？谢校长指出，人文社科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校园

文化建设过程中起主力军作用，充分挖掘川大的文化积淀，使川大的文化积淀能够传承

创新，在文化建设中完善自我、引领社会；学校将全力支持人文社科的发展，各文科学

院一定要有危机感，努力提升水平与竞争力，实现跨越发展；同时要紧紧抓住天府新区

建设的历史性机遇，为区域经济发展尤其是天府新区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历史文化学院全面启动校园文化建设系列活动 

历史文化学院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紧紧围绕校园文化建设主题，全面启动以文载德、

以文促智，以“文化校园·书香校园”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包括：“与名师对话：博学·诚信·创

新”，“好书品鉴会”，“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巡展”，“川大校史专题讲座”，“书生屋文化节”

等。3月23日，由历史文化学院主办、以“博学·诚信·创新”为主题的与名师对话论坛会在

文华活动中心学术报告厅顺利举行。此活动是历史文化学院推出的“校园文化年”系列活

动之一。院长霍巍教授担任主持，陈廷湘教授、杨天宏教授、石硕教授作为嘉宾应邀出

席。学院领导朱天沧书记、鲍成志副书记、李德英副院长、李志勇副院长、工会主席王

晓辉、党政办主任成功伟等老师到会。霍巍教授首先就同学们关心的问题向三位资深教

授提问。霍巍教授特别谈到学术诚信，他希望同学们悉心问学，珍惜自己的荣誉，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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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的信任。在场同学就自己关心的传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历史学的功用、历史文本

的可信度以及当前历史教育的缺陷等问题与老师们进行讨论。 

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来四川大学考察指导工作 

2月22日下午，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一行来到四川大学考察指导工作。四川省人民

政府副秘书长陈保明、四川省教育厅厅长涂文涛等领导陪同考察。 杜占元副部长一行出

席了学校在江安校区迎宾楼举行的调研座谈会。学校全体在校的校领导、校长助理，以

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由校党委书记杨泉明教授主持。 

校长谢和平院士在会上作了题为《不负殷切希望 胜利推进一流研究型综合大学建

设步伐》的汇报，汇报分“学校简介”、“近年来改革与发展”、“三步走发展战略”、“近期工

作重点与举措”、“三点恳望”等五个方面。杜占元副部长在会上指出，四川大学历史悠久，

在一百多年办学历程中培养了许多著名人才，为国家的建设发展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近

年来学校各方面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中央和四川省的关心支持，

更是学校领导班子带领全校教职员工开拓创新、努力奋斗的结果。杜占元副部长表示，谢

和平校长的汇报有目标、有思路、有举措，思维开阔、创新性强，充分体现了学校追求卓

越的精神，听了汇报自己很受鼓舞、很受启发，相信四川大学今后一定能够取得更大更好

的成绩。杜占元副部长在会上就高校建设工作提出两点希望：一是希望各高校抓住机遇，

深化改革机制创新，在今后一段时期实现学校建设发展的大幅度提升。二是希望各高校按

照中央稳中求进的指导思想要求，认真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确保学校稳定。 

教育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司副司长沈阳到四川灾区考察 

2月25日，教育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司沈阳副司长在晏世经副校长的陪同下考察了绵

竹市地震灾区，就绵竹市灾后恢复重建、产业恢复发展、灾后社会管理创新等方面的情

况进行了考察。  

沈阳副司长一行首先考察了绵竹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与市政府秘书长彭哲斌

亲切交谈，并高度赞扬了绵竹干部群众在“5·12”特大地震中所表现出的伟大抗震救灾精

神，对绵竹灾后重建的骄人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随后，沈阳副司长一行前往绵竹市青红社工服务中心参观，了解社会组织参与灾害

紧急救援与灾后重建的工作经验和感人故事。希望能有更多像青红社工站这样的社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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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持续关注、参与汶川地震灾区社区发展。最后，沈阳副司长一行还专程踏访汉旺地震

遗址，寄托对死难者的哀思。  

参访结束后，沈阳副司长表示，绵竹灾后重建成绩卓越，这一方面得益于对口援建、

政府政策支持，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四川大学对灾区建设给予的支持和帮助。他希望川大

深化合作框架、继续加强与地震灾区的联系，为地震灾区未来的建设给予更多帮助。沈

阳副司长特别指出，四川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作为我国首个专司防

灾、减灾和灾后重建与管理的学院要更加密切地关注灾区，发挥合作办学的专业优势，

积极回应灾区需求，助力灾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陪同参访的还有四川大学社会

科学研究处、国际交流与合作处、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等相关部门的同志。  

我校召开文科人才引进工作座谈会 

3月7日上午，校长谢和平院士在江安校区行政楼1000会议室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

就文科人才引进工作广泛听取各文科学院负责人的意见与建议。校党委常务副书记罗中

枢教授、副校长晏世经教授出席座谈会，学校校办、人事处、社科处以及文学与新闻学

院、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经济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有关负责人参加座谈会。 

校长谢和平院士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是学校确定的“校园文化建设

年”，这是我校人文社科实现跨越发展的重要机遇。我们要进一步发挥人文社科的优势，

实现跨越发展，不断提升整体实力、竞争力和影响力，使我校人文社科走向国内一流、

创出世界影响，而这关键在于人才队伍建设。谢和平校长就进一步做好文科人才引进工

作做了四点强调。一是文科学院要以强烈的责任感，进一步高度重视队伍建设，按照“传

承、创新、跨越”六字方针，主动地、有魄力地抓好人才引进工作；二是要有世界眼光，

准确定位，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及时有针对性地拟定引进各自学科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国

内外知名学者计划，突出人才引进的重点；三是要启动“文科百人计划”、“文科高端人

才引进计划”、“文科外籍教授引进计划”、“文科教师名校培训计划”、“文科资深教授计

划”等五个文科人才计划；四是要把文科学科的规划、发展、建设落到实处，抓好学术

交流激励计划、“走出去”计划等文科发展工程。 

校党委常务副书记罗中枢教授、副校长晏世经教授在会上就文科学院师资队伍建设

和人才引进工作发表了看法并就有关工作做了强调。 

 座谈会上，文学与新闻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经济学院、公共管理学

院有关负责人先后发言，介绍了各自学院在人才队伍建设以及人才引进方面的思路和举

措，重点介绍了近期人才引进计划等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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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进展 

201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受理申报工作结束 

据悉，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受理申报工作已于3月5日全部结束。全国共受理

申报25243项，比去年的21182项增加4061项，增幅为19.2%。今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

目继续采取适度限额申报的办法。总的看，申报工作有三个特点：一是选题总体质量较

高，重复申报明显减少。今年《申报公告》明确提出，包括应用经济等大学科在内的所

有23个学科，全面放开自选申报，鼓励申请人根据个人前期积累和研究兴趣自由申报。

另外，适当压缩了《课题指南》中的指定选题数量，指南条目大多只规定研究范围和方

向，给申请人自行设计选题留出较大空间。这两项措施取得明显的积极效果。二是申请

人和申报单位学术层次较高。今年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以及其他重点科研单位申报量均

有明显增加，申报单位总体科研力量较强。从申请人情况看，博士生导师申报2054人，

正高级职称研究人员申报8178人，具有博士学位研究人员申报16682人，均比去年有明

显增加，总体申报层次有进一步提升。三是初筛工作力度加大。在总结去年首次限额申

报经验的基础上，今年全国社科规划办要求各地社科规划办组织权威专家学者对本地区

本部门的申报材料统一进行初筛，主要根据选题价值、论证质量和前期成果三项指标综

合判断是否上报，努力提高申报质量和水平。 

       四川省社科规划办今年共接收省内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机构申报的国家社科基

金年度项目1517项，经对所有申报项目进行资格和内容审查后，符合申报条件入围初评

的申报项目总共1513项。2012年2月23日，省社科规划办召开了"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

申报项目初评会"，遴选出880项（全国规划办下达的申报限额指标）于3月3日上报全国

社科规划办。 

我校经学校、院所广泛动员，社科处精心组织，广大教研人员积极参与，共申报国

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175项，其中重点项目10项，一般项目80项，青年项目85项。经省

社科规划办初评后，共有155项上报全国社科规划办。今年我校项目申报呈现以下几个

特点：一是动员工作得力，申报数量创新高。比去年（141项）增加34项，增长24.1%。

二是组织工作到位，申报质量有提高。社科处先后组织了12个学科评审组，邀请了校内

32位专家，采取会议评审或通讯评审方式，对150余项申报项目进行了专家初评。三是青

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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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项目增幅大。比去年（54项）增加31项，增长57.4%。四是涉及学科面广。本次申报的

项目除人口学和统计学外涉及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部23个学科的21个。 近期，全国社

科规划办将按照规定程序组织匿名通讯初评和会议评审工作，评审结果将于5月份公布。 

四川大学 2012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单位统计排名表 

序号 单位  重点项目  一般项目  青年项目  合计  
1 文新与新闻学院  4 9 14 27 
2 历史文化学院     12 12 24 
3 公共管理学院  1 12 9 22 
4 法学院  3 6 6 15 
 经济学院  1 8 6 15 
 政治学院  1 7 7 15 
 外国语学院     7 8 15 
5 南亚所     5 2 7 
6 宗教所     3 3 6 
 古籍所     3 3 6 
 工商管理学院     3 3 6 
7 体育学院        3 3 
 华西医院        3 3 
 海外教育学院     1 2 3 
8 图书馆     1 1 2 
 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1 1 2 
9 艺术学院        1 1 
 俗文化所     1    1 
 藏学所        1 1 
 轻纺学院     1  1 

合计  10 80 85 175 

四川大学 2012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学科统计一览表 

学科分类 项目数 学科类别 项目数 
语言学  14 新闻学与传播学 8 
法学  14 图书情报 8 
中国历史  13 社会学 8 
宗教学  12 应用经济 6 
管理学  11 世界历史 6 
外国文学  10 考古学 6 
国际问题研究  10 哲学 5 
民族问题研究  9 体育学 4 
理论经济  9 马列·科社 4 
中国文学  8 党史·党建 2 
政治学  8 合计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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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获准 2012 年度教育部一般项目 24 项 

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评审工作已经结束，我校共获准24项，

其中规划基金项目14项，青年基金项目8项，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2项。我校历史文学院

（含古籍所）获准6项，名列榜首，名列第二、第三的是文学与新闻学院、公共管理学

院，分别获准5项、4项，马克思主义学院和艺术学院并列第四，分别获准了3项，法学

院、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院均有1项获准立项。 

四川大学 2012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一览表 

序号 学科门类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申请人 单位 

1 法学 规划基金项目 中国当下刑法解释论问题研究 魏东 法学院 

2 管理学 青年基金项目 
产品伤害危机溢出效应的预警机

制与应对策略研究 
方正 

工商管理学

院 

3 管理学 规划基金项目 
强制性社会变迁背景下民族地区

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 
李丹 

公共管理学

院 

4 经济学 青年基金项目 

耕地保护的空间外部性测度及生

态补偿研究—以成渝统筹城乡综

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例 

马爱慧 
公共管理学

院 

5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青年基金项目 

科学-技术关联探测方法研究—

—专利引文视角 
李睿 

公共管理学

院 

6 政治学 规划基金项目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标准

研究 
夏志强 

公共管理学

院 

7 
交叉学科/综

合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会通与建设：贺麟文化思想研究 彭华 古籍所 

8 经济学 规划基金项目 
碳约束下中国包容性增长的路径

选择研究 
蒋瑛 经济学院 

9 法学 青年基金项目 
周秦时代狱讼制度的演变——以

出土文献资料为中心 
宁全红 历史学院 

10 
民族学与文

化学 
规划基金项目 西方藏学人类学研究 陈波 历史学院 

11 考古学 青年基金项目 巴蜀系青铜器综合研究 于孟洲 历史学院 

12 历史学 规划基金项目 日本汉文史籍研究 周斌 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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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科门类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申请人 单位 

13 考古学 
西部边疆规划

基金项目 

艺术地域性视野中的中国西南汉

代画像研究 
罗二虎 历史学院 

14 
交叉学科/综

合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青少年亚文化的文化社会学研

究：以我国当代电影为例 
王彬 文新学院 

15 中国文学 规划基金项目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与接受

研究 
陈思广 文新学院 

16 哲学 青年基金项目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傅其林 文新学院 

17 
新闻学与传

播学 
规划基金项目 

三网融合时代重大灾害中的科学

传播及其机制建设研究 
彭虹 文新学院 

18 
新闻学与传

播学 
规划基金项目 

基于微博的地方政府形象传播研

究 
陈华明 文新学院 

19 艺术学 规划基金项目 中国当代生态美术思潮研究 彭肜 艺术学院 

20 艺术学 规划基金项目 
和谐之道——隋唐以前梵汉艺术

精神之会通与融合 
韩刚 艺术学院 

21 艺术学 规划基金项目 明清道教与传奇戏曲研究 李艳 艺术学院 

22 管理学 青年基金项目 
农村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研究:以

成都平原农村社区为例 
王洪树 

马克思主义

学院 

23 法学 
西部边疆青年
基金项目 

政法经费分类保障的运行机理与
实践疑难问题破解研究 

张洪松 
马克思主义
学院 

24 
马克思主义
理论/思想政
治教育 

青年基金项目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间性转

向研究 
邢海晶 

马克思主义

学院 

 

2012 年 1-2 月我校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四川省社科规划项目结题鉴定一览表 

序号 批准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工作单位 证书号 项目级别 
结项

等级

1 07BFX082 

南沙群岛海域油

气资源共同开发

法律问题研究 

杨翠柏 法学院 20120129
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 
良好

2 04BZS008 

从并存到融入：
古蜀文明与华夏
的互动进程及其
历史记忆研究 

彭邦本 
历史文化

学院 
20120130

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 
良好

3 09CZJ010 

汶川地震灾区恢

复重建中羌民族

宗教文化传承问

题研究 

孔又专 

道教与宗

教文化研

究所 

20120342
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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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批准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工作单位 证书号 项目级别 
结项

等级

4 09CTQ003 
基于制度建设的

图书馆服务变革 
李桂华 

公共管理

学院 
20120125

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 
合格

5 10FZJ004 
以“十诫”为中
心的圣经律法研
究 

田海华 
道教与宗
教文化研
究所 

  
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 

后期
资助
项目

6 SC10C035 

后金融危机时代

四川省农民工返

乡创业问题研究 

纪志耿 
马克思主

义学院 
2012009 

四川省哲学

社会科学规

划项目 

优秀

7 SC10C027 

双边道德风险下

新创科技型企业

最优融资契约设

计研究 

肇启伟 四川大学 2012010 

四川省哲学

社会科学规

划项目 

优秀

8 SC09C021 
四川省政府投资
带动民间投资的
思路与途径研究 

王金友 四川大学 2012041 
四川省哲学
社会科学规
划项目 

良好

9 SC11H006 
刑事和解：理论

基础与中国模式 
马静华 法学院 2012059 

四川省哲学
社会科学规
划项目 

后期
资助
项目

 

法学院周伟教授应用研究报告被教育部《专家建议》采纳 

2012年2月，周伟教授与法学院2011级博士研究生才让旺秀合作完成的有关藏区社

会管理创新应用研究成果被《专家建议》2012年第3期采纳上报。根据《专家建议》2012

年第1次公告，本次《专家建议》稿件接收时间为2011年11月18日－2012年2月18日，教

育部社科司共收到116篇《专家建议》稿件，其中有4篇被采用上报。除周伟教授上述成

果被采纳上报外，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各有1篇应用研究报告被

《专家建议》采纳。 



项目进展·9· 

 

 

学术活动 

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校长一行访问我校 

3月8日下午，校长谢和平院士在江安水上报告厅贵宾厅会见了来访我校的英国中央

兰开夏大学（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校长Malcolm McVicar博士一行三人。此

次会见商讨并签署了两校合作事宜并签署校际合作框架协议。副校长晏世经教授陪同参

加会见，参加会见的还有校办、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建环学院、基础与法医学院、药学

院、历史文化学院等单位负责人。 

校长谢和平院士对到访的Malcolm McVicar校长一行表示热烈的欢迎，强调我校历

来重视与国际知名高校和院所的交流与合作，致力于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并已与诸多知

名大学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其中，落户于四川大学的成都美国海外留学中心，将被

建设成为覆盖中国中西部的美国在华人才交流中心。谢校长表示，非常期待两校能在本

科生及研究生的培养方面开展全面合作，欢迎更多的英国学生来川大学习。 

Malcolm McVicar校长对谢和平校长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说，在过去25年间曾

多次到访中国，目睹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在中国社会发展中起到了重

要作用。四川大学这样一所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学科齐全、科研力量雄厚的综合性大

学更是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Malcolm McVicar校长随后介绍了中央兰开夏大

学近期的发展状况，特别是在国际化办学方面的主要进展，他表示非常希望与四川大学

建立起长期稳定合作的伙伴关系，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副校长访问我校 

2月13日上午，副校长晏世经教授在望江校区行政楼贵宾厅会见了来访的美国亚利

桑那州立大学副校长Denis Fred Simon。学校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见。 

 晏世经副校长首先代表学校对Denis Fred Simon副校长访问我校表示欢迎。双方校

长共同回顾了两校自2004年建立合作关系至今的交流与发展历程。 在此8年中，两校于

2006年8月共同建立了中美大学战略规划研究所；于2010年11月合作成立美国文化中心。

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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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两校一直进行着工程领域的“3+2”学生本硕联合培养项目，以及“2+1+1”学生

交流项目。 

 此次访问期间，两校重点商议了与公共管理学院即将开展的“3+2”MPA/MPP本硕连

读学生联合培养项目；并续签双方合作协议；商讨美国文化中心的未来工作发展；强调

加强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合作，以及两校合作创办英文刊物的事宜；并与工商管理学

院相关负责人商谈未来合作事项；以及其他领域的进一步合作与发展。与此同时，美国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副校长Denis Fred Simon还向全校学生进行了“3+2”本硕连读项目的宣

讲，受到了学生的广泛欢迎。 

 俄罗斯国立乌拉尔联邦大学副校长访问我校 

2月29日上午，副校长晏世经教授在望江校区行政楼贵宾厅会见了来我校访问的俄

罗斯国立乌拉尔联邦大学副校长谢尔盖·科尼亚泽夫一行。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当代俄罗

斯研究中心相关负责人陪同会见。 

晏世经副校长代表学校对谢尔盖·科尼亚泽夫副校长访问我校表示热烈欢迎。他指

出，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校便开展了与前苏联的友好互助关系，此后的频繁交往使得

川大与俄罗斯结下了长期的、深厚的友谊。我校历来重视俄语学科的发展，自1976年恢

复高考后，我校立刻恢复了俄语专业的招生，并定期派遣俄语系教师赴俄学习交流。川

大也非常重视国际合作与交流，始终将国际合作置于优先发展地位，此次两校携手意义

重大。晏世经副校长对两校未来的发展提出了三方面的希望，一是希望加强两校在国际

关系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合作交流，希望俄方学校积极参与我校当代俄罗斯研究中心的研

究工作；二是希望能尽快推进俄语系展开联合培养项目（“2+1”研究生联合培养和 “3+1”

本科生交换项目）；三是希望双方学校加速推进、尽快落实在各方面合作，建立起实质

稳定的合作关系，并欢迎俄方老师来我校任教。 

谢尔盖·科尼亚泽夫副校长对我校的热情款待表示感谢。他表示，我校俄语系学生们

献上的音乐会给了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学们用深厚的知识积累，精湛的语言表达，

生动准确地展现了对俄罗斯文化的深入理解。此外，谢尔盖·科尼亚泽夫副校长对晏世经

副校长在开展两校交流合作方面提出的各项意见予以肯定和支持。他说，俄罗斯国立乌

拉尔联邦大学与四川大学有着很多共同之处，两校在学生联合培养、夏令营等其他教学

实践活动以及青年教师交流等方面也可以开展更多的交流与合作。 



项目进展·11· 

 

 

荷兰奈耶诺德工商管理大学校长访问经济学院 

2012年3月24日，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朱方明教授、副院长邓翔教授和副院长梁剑

副研究员在经济学院东105会议室会见了荷兰奈耶诺德工商管理大学校长Maurits van 

Rooijen教授一行。朱方明教授首先对客人的到访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向客人介绍了我校

经济学院教育、教学和科研的情况以及取得的成就。他表示非常愿意与耶诺德工商管理

大学在人才培养、合作研究和互派教师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Maurits van Rooijen校长介

绍了奈耶诺德工商管理大学的办学历史、性质和教育科研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国际合作

的情况，希望把川大经济学院作为奈耶诺德工商管理大学在中国西部最重要的友好合作

伙伴。双方还就3+1本科交流项目、EMBA项目、DMBA项目等具体操作细节进行了讨

论并形成了初步意见，会后将以合作备忘录的形式加以确认。 

法国巴黎索邦大学学者到访历史文化学院 

2012年2月21日，法国巴黎索邦大学（巴黎一大）、法国技术史研究中心主席安·费朗

索瓦·嘎松教授一行来我校历史文化学院交流。噶松教授一行先参观了四川大学博物馆，

随后与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教授、副院长李映福教授以及考古学系文化遗产、博物馆

学等研究领域的老师进行了深入交谈。随后嘎松教授和她的博士研究生、印度学者玛尼

莎·伊尔女士分别以“欧洲视野下的技术史研究”及“横渡印度洋的帕刀拉扎染术”为题在

文科楼五楼藏学所会议室进行了讲演，李永宪教授主持，李果、徐言秋分别担任法文翻

译，数十位师生到场聆听。 

美国哈佛大学做客工商管理学院 

2012年3月9日至10日，由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战略与人力资源管理系和四川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校友理事会总裁同学分会主办，四川大学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和四川恒硕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美国哈佛大学怀特教授的“高效管理”学术讲座在四川大学工

商管理学院举行。怀特教授分别以“企业高效管理理论研究”、“高效团队管理”、“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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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建设和管理”、“高效领导力训练”为题，进行了演讲。工商管理学院众多教师和博

硕生及部分本科生到场聆听并参与了热烈的互动讨论。在场的师生均认为此次研讨会是

一个非常难得的自我提升机会。 

我校易丹教授参与编剧的《誓言今生》受主流媒体肯定 

由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易丹教授和成都电视台钱滨联合编剧的首部国安题材

电视剧《誓言今生》自2月4日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以来，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好评。

《人民日报》在2月10日第4版对该剧作了报道。报道指出，“在近几年各种谍战剧充斥

荧屏的情况下，该剧在央视一套播出前四集的收视率达到2.6，位居同时段全国电视剧收

视排名第一位，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光明日报》2月16日第9版报道也对该电视

剧作了高度肯定，称“这是一部‘有灵魂’的作品”、“赢得观众良好口碑”。在谈到多年来

的编剧工作时，易丹教授表示，许多“通俗”的作品之所以有缺陷，就在于创作者把自己

作品的受众想像得太“弱智”，以为随便怎么“糊弄”一下，就可以赚得观众的笑声和眼泪。

我们不这样认为，我们几乎是如履薄冰地在写作，因为我们相信观众有着和我们一样、

甚至超过我们的智商和情商；有着和我们一样、甚至超过我们的品位和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李秋零教授到我校讲学 

2012年3月21日至2012年3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李秋零教授先后为川大学子

带来一系列精彩的讲座，在“与康德哲学的对话——道德并不必然导致宗教”、“康德与

启蒙运动”、“李秋零教授师生座谈会”等讲学过程中，李教授深刻的哲学思想、严谨的

治学态度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像，让所有参与者都受益匪浅。李秋零教授对康德思想

的深刻理解和精确解读为聆听讲座的同学和老师们带来了一场精神盛宴。 

香港理工大学霍小玲女士访问公共管理学院 

 3月5日，公共管理学院姜晓萍院长在学院会议室会见了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内地事务

处高级项目拓展主任霍小玲女士，学校社科处副处长、灾后重建学院副院长王卓教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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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罗亚玲副教授陪同会见。霍小玲主任首先表达了希望进一步和公共

管理学院加强在社会工作和心理学方面交流合作的愿望。姜院长首先对霍小玲主任的到

访表示热烈的欢迎，并详细介绍了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作和心理学等学科和专业的基本

情况，提出了双方在社会工作和心理学专业师资建设、干部教育培训基地以及在学术研

究领域等三方面开展合作的建议，并就双方顺利开展合作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和障碍进行

了分析。霍小玲主任对姜院长在开展双方交流合作方面提出的各项意见予以肯定和支

持。最后，双方就社会工作专业的课程设置、师资培训具体方式、实验室建设等具体问

题上进行了深入的沟通。 

第三届中德经济合作论坛在我校成功召开 

2012年3月30日，“第三届中德经济合作论坛：欧债危机背景下的中德经济合作及跨

国公司管理”在我校经济学院成功召开。此次论坛由四川大学经济学院与德国不莱梅应

用科技大学共同举办。经济学院欧盟研究学者、全英文专业授课教师，德国不莱梅应用

科技大学教授出席并参与研讨。中国德国商会、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荷兰Nynerode 工

商大学等代表也出席了此次论坛。会议由经济学院邓翔副院长主持。曾留学四川大学，

现为中国德国商会大西南区域经理的Astrid Schroter 女士做了主题发言，提出了“苹果

分享”理论，指出此次会议在鼓励学者们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分享学术成果方面具有积

极意义。与会各位学者就德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抗金融危机能力、欧盟为减少碳排放采取

种种措施之利弊、德国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及分析、德国签证政策，以及跨国公

司的知识管理等问题发表看法，交流意见。 

经济学院第二十期“海外学术发展论坛”成功举行 

2012年3月30日，四川大学经济学院第二十期“海外学术发展论坛”在经济学院东

106学术报告厅举行。此次论坛邀请到日本北海道大学经济学研究生院院长町野和夫教

授担任主讲人。在题为“3.11之后的日本电力政策”的报告中，町野教授针对2011年3

月11日日本大地震核电站事故后日本能源政策的改革做了深入分析。在阐述3.11前后日

本能源构成及其成本的基础上，町野教授分析了目前日本电力政策讨论的现状和未来日

本电力市场产业组织的发展方向。经济学院蒋和胜教授就日本未来核电发展的问题与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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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教授展开了讨论。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朱方明教授、副院长邓翔教授、经济系蒋和胜

教授、外语教学部王绍洪老师出席了本次论坛。 

文新学院成功举行硕士研究生业界导师见面会 

2012年3月28日，文学与新闻学院传播学广告传播方向专业硕士业界导师见面会在

研究生院313会议室顺利举行。四川大学研究生院相关领导和文学与新闻学院广告与传

播系主任杨效宏教授、广告与传播系老师彭虹副教授出席会议。参加会议的传播学广告

传播方向业界导师有：川渝中烟有限责任公司企划部张建伟部长、成都传媒集团成都广

播电视台广告中心主任华岳、成都阿佩克斯整合营销传播机构董事长樊剑修，成都大西

南广告公司董事长何春，以及七名广告方向的专业硕士生参加了此次见面会。会上，杨

效宏教授介绍了四位业界导师情况，并宣布广告专业硕士实行“导师组制”培养方案，

希望同学们能够通过此种方式分享不同导师的思想，达到共同指导的目的。四位业界导

师均表示，此次受聘深感荣幸和责任重大，一定会认真负责。同时，在会上还分享了他

们在业界工作的心得体会和经验教训，希望同学们能做到“宁静致远”，平衡学识与学

养，加强专业能力的锻炼，做个适应市场的人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研室组织本学期第五次教研活动 

3月29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研室在支部书记吕志辉副教授的主持下，组织了一次

教研活动。参加教研活动的有学院党委书记高中伟教授、何洪兵副院长以及教研室各位

老师。 学院党委书记高中伟教授代表学院就近期教学中应该注意和把握的问题提出了要

求。他希望大家在教学中严把意识形态关，坚守马克思主义阵地。同时，他也强调了教

学中要注重常规教学规范。 本次教研活动讨论了第五章和第六章的内容，其中第五章的

主题发言是李红副教授和何洪兵副教授，第六章的主题发言是陈乐香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