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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处召开新学期科研管理工作座谈会 
 

2011年 3月 14日下午社科处在校史馆三楼会议室召开新学期社科科研管理工作座

谈会，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经济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公共管理

学院、法学院、外国语学院、体育学院、华西公共卫生学院、海外教育学院、中国藏学

研究所、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南亚研究所、人口研究所、古籍

整理研究所、四川大学学报、图书馆等单位的科研秘书参加了会议。 

会上，社科处处长姚乐野教授就教育部社科司《关于做好〈中国高校人文社会工作

研究通鉴（2001-2010）〉稿件征集工作的通知》落实工作做了动员，对今年 5月拟召

开全校社科表彰奖励大会、编写和发布《2010 年度四川大学社科发展年度报告》等有

关事宜做了通报，并对社科处近期到各学院、研究所和人文社科研究基地等单位开展调

研的目的、意义和主要内容做了说明。 

常务副处长高伟副研究员就中央基本科研业务费的立项申报、使用和管理，学校有

关政策的调整和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使用此项经费的有关情况做了通报，希望各项目承担

人员抓紧研究进度、按时保质保量完成项目。副处长王卓教授就社科宣传工作从目的意

义、内容、具体要求等三个方面做了动员。 

座谈会还就社科科研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社科成果统计和对跨学科科研项目管理等

具体工作进行了热烈的交流和讨论。 

（社科处王卓供稿） 

社科处到历史文化学院开展调研 

2011 年 3 月 22 日上午，社科处处长姚乐野教授、常务副处长高伟副研究员、副处

长王卓教授、副处长李昆副教授一行四人到历史文化学院开展调研，历史文化学院党政

领导班子全体成员、二级岗教授和学术带头人、各学科教研室主任参加了调研座谈。 

综合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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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姚处长介绍了本次调研的目的，一是了解学院“十二五”学科发展规划，二

是研究讨论组建高水平科研团队、开展重大项目攻关、科研成果考核与奖励办法、海内

外优秀人才引进等相关问题。  

座谈会上，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教授、分管科研的副院长舒大刚教授介绍了学院

科研发展现状和未来五年的规划。与会专家学者及有关人员就期刊分级方案、项目申报

论证时间的充足性、科研奖励办法以及相关高校科研激励机制、科研管理中以人为本主

题等展开了热烈讨论。 

（历史文化学院姜莉供稿） 

四川省高校社科年报审核汇总工作结束 

四川省教育厅2010年高校社科统计年报审核工作会于3月18日在成都市诚友苑宾

馆举行，全省 30 余所高校的社科统计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我校作为年报审核单位之

一，在会议上对部分高校在年报填写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予以了纠正，并对其相关数据进

行了审核、校验和汇总。四川省各高校的汇总数据，将于 3月 28 日上报教育部。 

（社科处文萍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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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石窗教授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近期，由我校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詹石窗教授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

别委托项目《百年道教研究与创新工程》，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确认

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资助研究经费 30 万元。 

道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宗教。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道教为修身养性、延年益寿，

积极探索宇宙与生命奥秘，思考社会与人生问题，留下了数以万计的经典文献，涉及祖

国传统医学基本理论、养生学、古生物学、古化学、天文历法、以及社会政治、历史、

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近百年来，道教文化成为西方汉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中国学者也

在这方面付出巨大努力，取得了可观成果。《百年道教研究与创新工程》将在广泛收集

整理海内外专家学者近百年来关于道家道教研究成果基础上，对道教基本理论进行新的

诠释，发掘其现代价值，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作出应有贡献。这是一项浩大

的文化建设工程，对于总结百年来的学术研究成果，推动道学理论创新以及国际文化交

流都将具有重大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此前，詹石窗教授曾先后承担了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项目、重

点项目。此外，詹石窗教授于 2010 年受聘为教育部重点教材、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

项目《宗教史》首席专家之一。詹石窗教授作为副主编的《中国道教思想史》四卷本于

2010 年获四川省第十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詹石窗教授潜心于学术研究，兢

兢业业，不断开拓新领域，带领学术团队联合攻关。《百年道教研究与创新工程》的成

功立项既是詹石窗教授组织学术团队努力进行学术耕耘的结果，也体现了我校哲学学科

建设的传统优势与整体力量。 

（老子研究院供稿） 

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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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永穆教授的研究成果在《光明日报》刊载 

2011 年 3 月 23 日，《光明日报》第 11 版“国家社科基金专刊”第 10 期刊载介

绍了我校蒋永穆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 2007 年度项目“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利

益协调机制研究”的最终成果，标题为“构建利益协调机制：实现社会和谐的关键”。

这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与《光明日报》合作开设“国家社科基金专刊”以来，我

校社科基金成果第一次被该刊刊载。     

文章指出，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国家社科基

金持续资助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课题。四川大学蒋永穆教授主持完成的《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利益协调机制研究》，从和谐社会的利益协调机制这一视角入手，把

“利益”这一核心概念凸显出来，构建了一个“双重四位一体”的研究框架，条分缕析，

层层推进，深入研究了我国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对于分析新

时期的利益关系、化解新时期的利益矛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政治学院供稿） 

相关链接： 

随着国家社科基金在社科界的影响力和关注度日益提高，为便于社科界更好地了

解国家社科基金的各项工作，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与《光明日报》合作开设了“国

家社科基金专刊”，“专刊”于 2010 年 10 月 27 日与广大读者正式见面。至今已出版 10

期。 

“国家社科基金专刊”旨在通过大力宣传优秀项目成果和负责人，更好地发挥国家

社科基金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导向和示范作用；通过及时发布重要的工作动态

和信息，更好地为广大专家学者和各地科研管理部门提供服务；通过广泛交流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研究和管理的有益经验，更好地提高项目研究和科研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徐新建教授主编的文化走廊丛书获中国出版政府提名奖 

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揭晓，文学院徐新建教授主编、兼职教授叶舒宪、彭兆荣和

李春霞副教授参与撰写的“中国民族文化走廊丛书”获图书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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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政府奖旨在奖励“对于传播、积累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促进经济发展和

社会进步有较大贡献”或“社会效益显著，在本学科领域、本行业或在全国有较大影响，

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品牌效应”的优秀出版物。中国出版政府奖每三年评选一次，只设

图书奖和提名奖两个奖项，参评种类包括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和网络出版物

等 6个子项。 

本次获奖的走廊丛书是文学人类学的系列成果之一,2009年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包括三部作品：叶舒宪：《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徐新建：《横断走廊

——高原山地的生态与族群》；彭兆荣、李春霞：《岭南走廊——帝国边缘的地理和政

治》。 

丛书以人类学视野走进东亚大陆备受关注的三大走廊，即北部草原与大漠地带的“河

西走廊”、南部百越族群间的“岭南走廊”和横断山地区的“横断走廊”。丛书前言中

指出，对三大文化走廊的重新审视与研究，是为了突破“中原中心观”对多源历史的扭

曲与局限，通过考古发掘、文献梳理以及亲历行走和田野图像，使这些走廊“重现各自

独特的文化空间及其立体景象，并趁其还未被完全遗忘之际，通过书写，在文本世界里

留下一条重返之道” 

（文新学院供稿） 

2011 年一季度我校社科横向项目进展顺利 

2011 年一季度我校社科横向项目进展顺利，一季度到校横向项目经费共计约 924.6

万元。其中一月份到校横向项目经费约 177.6 万元，二月份到校横向项目经费约 207.09

万元，三月份到校横向项目经费约 539.9 万元。简要分析可见，我校横向项目经费在一

季度呈逐月递增趋势，其中三月份增幅较大。 

一季度到校横向项目经费中，经济学院到校横向项目经费 253.8 万元，工商管理学院

到校横向项目经费 170.4 万元，历史文化学院到校横向项目经费 94.5 万元，文学与新闻

学院到校横向项目经费 43.25 万元，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到校横向项目经费 35 万元，

艺术学院到校横向项目经费 32.9 万元，外国语学院到校横向项目经费 31.5 万元，政治学

院到校横向项目经费 24 万元，公共管理学院到校横向项目经费 23.9 万元，法学院到校横

向项目经费 9.4 万元，另外还有校内其他一些科研单位到校横向项目经费约 206 万元。 

（社科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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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度艺术学院社科项目申报取得较大成效 

由于学院的重视和学校相关职能部门的支持,艺术学院在2010年度的科研项目申报

中取得了较大的成效，获得省部级的社科项目 8项。其中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1项，

青年项目 1项，教育部专项任务项目 1项，文化部艺术科学研究项目 2项，四川省哲学

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 2项，委托项目 1项。艺术学院教师还承担了社会横向项目 37

项。学院全年社科经费总额 255 万元，纵向项目立项数目和项目总经费在全国艺术院校

中名列前茅。 

（艺术学院李振宇供稿） 

我校各类纵向项目申报组织有序 

近期，社科处组织老师积极申报了一系列纵向项目，截至发稿日期报出下列项目： 

组织申报了“2011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7项：艺术学院 5项，文学

与新闻学院 1项，建筑与环境学院 1项。组织申报了“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1 年度课题”6项：文学与新闻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工商管理学院、政治学院、法

学院、成人教育学院各 1项。组织申报了“2011 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该

项目为常年受理）4项：文学与新闻学院 2项、历史文化学院 1项、公共管理学院 1项。 

还组织申报了“2011 年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9 项：经济学院 5项、公共管

理学院 4项、法学院 2项、艺术学院 2项、文学与新闻学院 1项、工商管理学院 1项、

政治学院 1项、图书馆 1项、电气信息学院 1项、社区办 1项。 

组织征集了“2011 年度国家社科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建议选题”5项：道教与宗教

文化研究所、政治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经济学院各 1项。组织征集

了“2011 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基础理论研究建议选题”16 项：文学与新闻学院

8项、历史文化学院 4项、法学院 2项、中国藏学研究所 1项、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1项。 

组织了我校 13 个学院、研究所的 54 位专家参与了 201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通

讯初评工作，此项工作已圆满完成，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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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5大类项目申报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此项工

作将在 4月 15 日前结束。2011 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哲学社会科学）

五大类项目的申报工作将于 4月 8日启动。 

此外，社科处积极配合支持学校有关部处的工作，为档案馆、人事处、教务处提供

了大量的国家、省部级等社科纵向项目的立项材料、数据等；完成了 2011 年四川大学

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社科项目的审核工作。 

（社科处龙慧拓供稿） 

我校一季度社科项目结项情况 

2011 年 1 季度我校共获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 4项，其中文学与新闻学院 3项，

南亚所 1项；分别是赵毅衡主持的《符号学理论研究：近年的发展与模式更新》，蒋晓

丽主持的《中国大众传媒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与运用研究》，尹锡南主持的

《印度文论史》，傅其林主持的《布达佩斯学派重构美学思想研究》。四川省社科基金

项目结项 10 项，其中历史文化学院 3 项，经济学院 3 项，公共管理学院 1 项，法学院

1项，工商管理学院 1项，校史馆 1项。分别是陈廷湘主持的《民国政府处理非暴力民

众》，范瑛主持的《清代四川民族地区城市空间形制研究》，李德英主持的《近代成都

平原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变迁》，段海英主持的《强化四川省农村公共投资支出

绩效管理的思路与途径研究》，杨艳主持的《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消费模式研究》，孙

瑶主持的《完善四川区域创新体系研究——基于跨国公司在四川研发的视角》，张丽萍

主持的《四川近代高等学府与国学及近代蜀学——以四川存古学堂为中心的考察》，沙

治慧主持的《四川构建城乡均等公共服务中的公共投资布局优化研究》，郭松主持的《审

查逮捕制度实证研究——以构建中国式的审前羁押控制机制为关注点》，李晓峰主持的

《灾后民营企业恢复重建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成都市社科基金项目结项 1项，即

公共管理学院何玲主持的《统筹城乡人才流动机制研究》。 

在上述结题的项目中，获得优秀评级的是赵毅衡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符号学

理论研究：近年的发展与模式更新》，陈廷湘主持的四川省社科基金项目《民国政府处

理非暴力民众》，李德英主持的四川省社科基金项目《近代成都平原农村社会经济结构

的转型与变迁》。 

（社科处杨希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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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科技局到四川大学中国科技金融研究中心调研 

2011 年 3 月 14 日下午，苏州市科技局陶冠红副局长、苏州市市委政研室邓正副主

任等一行五人专门来访我校中国科技金融研究中心。副校长、中国科技金融研究中心主

任赵昌文教授和中心相关研究人员与来访的苏州客人就科技金融发展中的若干问题进

行了交流。苏州市科技局的领导介绍了苏州市在科技金融领域的创新性做法和取得的成

果，并希望能和中国科技金融研究中心进行深入的合作，以推动苏州市在科技金融领域

的工作取得进一步的突破。 

赵昌文教授在国内首次将科技与金融相结合的课题确定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研究

范畴，中国科技金融研究中心围绕科技金融这一课题，在学术研究、政策研究和社会合

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得到了学术界和政府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肯定。 

（社科处李昆供稿） 

印度驻广州总领事 I.M. 潘迪先生访问南亚所 

2011 年 2 月 26 日，印度驻广州总领事 I.M. 潘迪先生（Indra Mani Pandey）一行

来我校南亚所访问，南亚所常务副所长李涛教授会见了潘迪总领事。在李涛教授陪同下，

潘迪先生饶有兴致地参观了南亚所办公区和资料室。 

李涛教授从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国际交流与合作、信息服务、机制建设等方面介

绍了南亚所概况，与潘迪先生就双方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了交流。潘迪先生表示，他非常

高兴再次访问南亚研究所，他本人和总领事馆重视中印商界与学术界的民间交流，愿积

极推动中印学界和企业界的互动。尹锡南副教授、陈小萍博士等相关人员参与了会谈。

会谈结束后，宾主双方互赠了礼品，尹锡南副教授向潘迪先生赠送了自己的最新著作。 

（南亚所黄正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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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工商联合会副主席访问南亚所 

2011 年 2月 26上午，尼泊尔工商联合会副主席Rajash Upadhyaya先生来我校南亚所

访问，南亚所常务副所长李涛教授会见了Rajash Upadhyaya副主席。在李涛教授陪同下，

Rajash Upadhyaya先生饶有兴致地参观了南亚所办公区和资料室。 

李涛教授从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国际交流与合作、信息服务、机制建设等方面介

绍了南亚所概况，与 Rajash Upadhyaya 先生就双方感兴趣的话题，尤其是如何加强与

尼泊尔相关机构在学术领域的合作、互相出版介绍中尼两国相关信息、资料以及其他一

些研究性的文章和著作，以进一步加强中国和尼泊尔两国人民相互之间的了解等进行了

交流。Rajash Upadhyaya 先生表示，他非常高兴访问南亚研究所，他本人和尼泊尔商

会非常重视，并积极推动中尼工商界与学术界的交流与互动。南亚与中国西部合作发展

研究中心主任谢代刚博士、尹锡南副教授、陈小萍博士参与了会谈。 

（南亚所黄正多供稿） 

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校长一行访问南亚所 

2011 年 3 月 13 日，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Tribhuvan University）沙玛校长（Madhab 

Prasad Sharma）、该大学国际关系中心主任贝尔巴斯教授（Krishana Belbase ）、雷格

米教授（Balmukunda Regmi）以及尼泊尔常驻中国教育网络公司代表迪斯克顿

（H.B.Chhetri Disecton）一行四人访问南亚所。南亚所常务副所长李涛教授、李建军

老师等接待了沙玛校长一行并与其会谈。 

李涛教授从学术研究、师资队伍、学术交流等方面介绍了南亚所概况。沙玛校长介绍

了特里布文大学的情况。双方探讨了联合研究、联合举办学术会议、研究人员互访等方面

的合作可行性。 

在李涛教授的陪同下，来宾参观了南亚所办公区和图书资料室。 

（南亚所黄正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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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在外语学院作讲座 

 2011 年 3 月 14 日，来自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Deborah Clarke 教授为外国语学院师

生带来了一场题为 To Kill a Mockingbird and American Culture (《杀死一只知更

鸟》与美国文化)的讲座。 

讲座于当天晚上 7点在基础教学楼 A318 教室举行。外国语学院袁德成教授及亚利

桑那州立大学的教授出席本次讲座。 

Clarke 教授以幽默的开场赢得全场掌声，随后展开了对《杀死一只知更鸟》的介绍。

首先 Clark 教授为大家讲述了小说的主要情节及其叙述视角。她谈到，小说主要以孩子

的视角呈现，孩子并未受到当时美国种族歧视的影响，没有带任何偏见和歧视，而是保

有一颗童真和纯善来审视事件的发生。接着 Clarke 教授介绍了小说及改编电影产生的

历史和文化背景，并详细阐释了文化对小说及电影的影响。紧接着，Clarke 教授为大家

放映了电影《杀死一只知更鸟》审判的片段，并引导同学们对剧中主要人物表情、肢体

语言以及话语等进行讨论，以更深入地理解人物性格和故事主题。 

最后，Clarke 教授回答了现场同学们的提问。Deborah Clarke 教授以其幽默风趣的

风格，生动活泼的语言以及丰富的例子给大家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讲座。讲座持续了一个

多小时，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外语学院韦足梅供稿） 

美国佐治亚大学教授到川大作讲座  

2011 年 3 月 14 日，来自美国佐治亚大学的 Jace Weaver 教授在望江校区东 3-433

为川大学子们带来了一场名为 The Mystery of Language: The Work of N. Scoot Momaday

（语言的神秘：莫曼德作品）的讲座。 

Jace Weaver 教授首先简单介绍了当代美国杰出的印第安诗人 N. Scoot Momaday

（莫曼德）的生平及其代表作品。值得一提的是，诗人 Momaday 的小说 House Made of 

Dawn, 1968 (《晨曦之屋》)充分体现了他对语言的崇敬与热爱。接着，Jace Weaver 教

授介绍了他人对 Momaday 的评价及 Momaday 作品的影响力。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语言被

赋予了极大的魅力：“Language is all.” “Word is every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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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结束后，在座听众踊跃提问。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Jace Weaver 教授进一步

介绍了 Native American Writers （美国原住民作家）的写作意向及其作品特色，并向大

家推荐了 5 本有助于读者了解这些作家的书，譬如 The Surrounded 与 House Made of 

Dawn, 1968 (《晨曦之屋》)。大家由衷感谢 Jace Weaver 教授带来的这场文学盛宴。 

（外语学院韦足梅供稿） 

小说家 Jackie Kay 来外国语学院举办讲座 

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 Jackie Kay于2011年3月21日下午在望江校区研究生院3-207

为同学们带来了精彩的讲座——Red Dust Road。外国语学院的研究生积极参与了本次讲

座。 

Jackie Kay 以自己的作品 Red Dust Road 为例来讲诉自己的人生经历。在讲诉过程

中，Jackie Kay 用夸张的表情和丰富的肢体语言向大家传达着这本书想要表达的温馨、

幽默及热情。 

在接下来的过程中，Jackie Kay 继续介绍自己的作品并为大家朗读了其中精彩的片

段。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更好地让听众理解概念并达到良好的互动效果，Jackie Kay 鼓

励大家按照一定的节拍来朗读一些精彩的句子，譬如，“We are black and white; We are 

young and old.” 

最后是听众积极提问的阶段。大家提了许多有趣而富有意义的问题：哪些国家不允

许领养？为什么选择 Red Dust Road 作为书名？为什么选择成为一名作家……Jackie 

Kay 都予以热情且幽默的回答。 

讲座结束后，同学们与 Jackie Kay 热情地畅谈，大家由衷感激 Jackie Kay 带来的这

场精彩纷呈的讲座。 

（外语学院韦足梅供稿）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到历史文化学院作学术报告 

2011 年 3 月 7 日，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Jannelle Warren-Findley 应邀到历史文化

学院作了一场题为“Public History and Scholarly Publishing: Global Practice of Applied 

Learning”的报告。 

    Jannelle Warren-Findley 教授在报告中介绍了公共史学与学术出版及相关方面的内

容，指出了公共史学的历史使命，说明了目前公共史学所关注的重点，即 Schol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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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ing,Historic Preservation，Community History, Historical Administration，同时

报告了目前研究的成果及本研究项目未来所涉及的内容。在报告中， Jannelle 

Warren-Findley 教授讲解了公共史学专业学生未来可能会接触到的领域等一系列问题。 

（历史学院姜莉供稿） 

左卫民教授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等发表演讲 

在纽约大学访问的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左卫民教授于 2011 年 2 月 7 日应邀在美国

外交关系协会发表题为“中国刑事司法的新发展”的演讲，就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

等问题和与会者进行了交流；2 月 15 日，左卫民教授又应邀到纽约律师协会发表晚餐

学术演讲，就死刑案件程序改革等问题和与会者进行了交流，并回答了与会者的提问。 

（法学院李旭供稿） 

法学院龙宗智教授等出席四川省检察院讨论会 

2011 年 3 月 7 日下午，四川大学与四川省检察院联合共建项目“两个证据规定课

题”讨论会在四川省检察院举行。会议由法学院龙宗智教授主持。会议对课题项目的前

期工作进行了总结，对司法实践中的若干重大证据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龙宗智教授指

出，课题研究必须紧密联系实际，要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四川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夏黎阳

强调了此项课题研究的重大意义，并指出此项课题是全国首次针对“两个证据规定”的

系统化研究，必将对司法理论与实践产生重大影响。万毅教授、张斌副教授分别就课题

中涉及的重大理论难题做了回应，并就课题的内容协调及总体架构作出了安排。 

此次参会人员还有法学院万毅教授、张斌副教授，四川省检察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张

晓源、公诉三处处长田丰，成都市检察院公诉一处处长黄维智，双流县副检察长廖耘平

以及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等。 

（法学院李旭供稿） 

法学院龙宗智教授等到泸州市检察机关作理论培训 

2011 年 3 月 2-3 日，龙宗智教授、万毅教授应邀为泸州市检察系统 2011 年度理论

培训工作作专题辅导和讲座。泸州市检察院的此次理论培训工作为期三天，首日，由我

国著名经济学家何志成主讲《从当前国内国际形势，解读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走势》；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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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由龙宗智教授作了《刑事诉讼前沿理论》与《“两个证据规定”的理解与使用》两

个专题讲座；最后，万毅教授作了《职务犯罪侦查理论与实务》和《刑事证据理论与实

务》两个专题讲座。在培训中，泸州市检察院运用科技化手段，采取了现场讲座和视频

转播的方式，保证了全市每个县区的每个干警，共 500 余名检察干警都能在第一时间接

受培训。 

（法学院李旭供稿） 

法学院与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签署院校合作协议 

2011 年 3 月 17 日上午，四川大学法学院与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广元市新凤凰酒

店会议室举行了院校合作签约仪式。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陈明国，广

元中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贯开柱，广元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余建等领导以及广元

市中院全体党组成员，基层法院院长，中院中层以上干部和全体审判员以及四川大学法

学院党委书记古立峰教授，四川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里赞教授，博士生导师

万毅教授和法律硕士教育中心、继续教育培训中心主任陶涛副教授出席了此次签约仪式。 

会上，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李勤院长代表广元中院向前来参加院校合作签约仪式的

省法院、四川大学法学院、市委的各位领导和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说，川大法

学院的专家、教授在法学领域内有较高的造诣，有丰富的学术经验，他们的到来对广元

法院培养专家型法官，构建复合型司法人才，提升审判工作水平和业务调研能力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四川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古立峰教授简要介绍了两院的合作交流情况。古教授指

出，此次签约仪式，四川大学法学院整合资源，集全院精英力量参加，其一是看重领导

班子务实的工作作风、严谨的治学态度，其二是看重广元中院浓郁的学术氛围、丰富的

实践经验，并希望广元中院和川大法学院能在以后的合作中，加强交流和沟通，以提高

业务素质和理论水平，为法学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共广元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贯开柱代表广元市委、市政府向各位领导、专家、

学者、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贯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四川大学法学院与

广元中院建立了友好的合作关系，提升了广元两级法院执法办案水平，树立了广元法院

正确的司法政绩观。他希望此次签约后，广元两级法院能向川大法学院专家、教授多学

习、多请教，更好地破解人民法院司法难题，为把广元建设成为川陕甘三省结合部经济

文化生态强市提供优质的司法服务和有力的司法保障。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陈明国代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向莅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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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仪式的各位领导、学者、教授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强调指出，广元中院在院校合作

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也为全省其它法院提供了范例和借鉴作用。希望在今后的合作

中，法院与法学院能在“平等合作、建立互补、共赢提升”的基础上加强交流，共同培

育学术成果，合作解决司法难题，相互提供便利协助，真正使“院院共建”落到实处。 

 会后，广元中院和四川大学法学院在合作协议上进行了签字，并举行了题为“提

升规则意识，强化审判管理”的首次论坛。 

（法学院李旭供稿） 

经济学院开展系列讲座  积极营造学术氛围 

为积极响应学校“五个一”建设工程，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经济学院从本学期陆

续启动经济学院“教授讲坛”、“博士生论坛”、“海外学术发展论坛”以及 “宏观

经济学讲座”系列专题讲座，营造更加积极的学术氛围，提升经济学院科研水平和增加

凝聚力。 

教授讲坛 

经济学院“教授讲坛”即每周邀请一位教授到江安校区为低年级本科生开展一次学

术讲座。通过举办“教授讲坛”，让本科生能够近距离接触我院知名教授，利用教授渊

博的学识和高尚的人格魅力引导学生崇尚学术、努力进取，进一步深化我院本科教学创

新人才培养体系，营造积极的学术氛围。 

2011 年 3 月 3 日下午，经济学院“教授讲坛”正式开讲。第一位主讲嘉宾是四川

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朱方明教授。他为大家带来一场主题为《追求幸

福的经济学》的精彩演讲。本次讲座由副院长蒋瑛教授主持。 

3 月 18 日下午，我院副院长邓翔教授做了题为“‘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长期经济

增长”的“教授讲坛”系列第二讲，受到了全校广大师生的密切关注。校团委书记王斌

副教授莅临了此次讲座，并与邓院长就讲座内容进行了深入交流。 

3 月 25 日下午，经济学院“教授讲坛”第三讲——《证券市场和中国经济发展》

由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四川大学证券研究所所长陈永新教授开讲。本

次讲演不仅丰富了大家的证券知识，更开阔了眼界，为同学们在学术学习中拓宽了思路。 

经济学院“教授讲坛”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响应，同学们纷纷表示受益匪

浅，不仅丰富了知识，也开阔了眼界。学院将继续邀请更多的教授持续开展每周一次的

“教授讲坛”，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丰富同学们的课余文化生活，打造我院精品学术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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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论坛 

为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本学期开始，经济学院启动“博士生论坛”，每周邀请一

位优秀博士为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博士论坛，以提高同学们的学术研究能力，塑

造优良学风。 

2011 年 3 月 4 日，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论坛”第一讲由经济学院博士生李

建平做了名为“SFA 在生产率测算中的应用”的学术报告。经济学院副院长邓翔教授出

席讲座并致开幕词。 

2011 年 3 月 13 日，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论坛”第二讲由经济学院发展经济

学博士生高焰做了题为“在金融危机下的人民币国际化”的学术报告。经济学院副院长

邓翔教授参加了此次论坛。 

2011 年 3 月 19 日，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论坛”第三讲由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杨蓉、苟兴朝博士分别发表“浅论小额信贷体系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与构建”和“论我国房地产业发展方式的转变”的学术报告。重庆工商大学校长、四川

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继瑞教授，经济学院副院长邓翔教授，经济学院杨明

洪教授、韩立达教授出席此次论坛。 

经济学院“博士生论坛”系列讲座得到了广大师生的一致肯定，同学们表示受益良

多，通过讲座了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最新进展，在学术研究和课程学习方面都有了新

的收获，希望以后能参加更多这样的学术讲座。经济学院将继续开展“博士生论坛”，

进一步加强人才培养和学风建设。 

海外学术发展论坛 

本学期开始，经济学院开始启动“海外学术发展论坛”，意在邀请海外归国学者向

同学们介绍海外学术发展的最新进展和海外学术研究的前沿方法，拓展同学们的国际视

野，提高同学们的研究能力。 

2011 年 3 月 11 日晚，经济学院第一期“海外学术发展论坛”成功举办。此次论坛

邀请到经济学院金融工程系的贺方毅副教授做题为《质量控制方法与定量投资策略》的

学术讲座。经济学院副院长邓翔教授出席了此次论坛。 

此次论坛是经济学院实践“五个一工程”的又一举措，同学们纷纷表示通过此次讲

座，无论在学术、学习和生活上都收获良多，希望以后能更多参与此类论坛讲座。学院

也表示会继续推进“海外学术发展论坛”，为同学们提供更加宽泛的学习视野。 

宏观经济学讲座 

为进一步营造新的学术氛围和空气，加强校级学术交流，四川大学经济学院从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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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开始启动了川大经济学院“宏观经济学讲座”。“宏观经济学讲座”是经济学院继

“教授论坛”、“博士生论坛”、“海外学术发展论坛”三大学术交流平台之后又一重

要的学术交流模块，其主要对象为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和学院教师，学院拟邀请校内

外专家学者，专题论述宏观经济理论和前沿问题。 

2011 年 3 月 22 日晚，经济学院“宏观经济学讲座”第一讲正式在经济学院演讲厅

开讲。主题为“揭秘货币篮子——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猜想和实证”，由西南交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雷国胜副教授作为主讲人。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邓翔教授出席了讲座

并致辞。 

本学期，四川大学经济学院还将陆续推出系列专题讲座，包括即将开设的“公共政

策讲座”、“企业家讲座”，将邀请知名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来院演讲，以扩大师生们

关注社会、投身于学术研究的热情。 

企业领袖大讲堂 

为了加强大学与企业、政府高层的联系与对话，由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和《中国经济

时报》联合举办的首届“企业领袖大讲堂”于 2011 年 3 月 26 日在成都隆重召开。“企

业领袖大讲堂”是为了推动我国企业创新和发展，促进企业家精神发扬光大，加强经济

管理人才培养，为大学与企业、政府部门的互动与联系搭建的交流平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教授、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邓翔教

授、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成都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局长汤继强博士、

四川大学不动产研究所所长吴丰教授、华夏医疗集团副总裁蒋涛博士，以及来自高等院

校、政府部门、企业界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和师生，以及十余家媒体记者等 70 余人齐

聚成都佳兆业“现代城”共襄盛举。本次“企业领袖大讲堂”主题是“新兴产业与企业

发展”。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邓翔教授致开幕辞，他结合四川大学“十二五”发展

举措展望了学院未来的发展愿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张文魁教授在会上作了“‘十

二五’的宏观经济与产业发展”的主题演讲。成都市高新区发展策划局汤继强局长做了

“产业力量，西部希望”的演讲，用“反梯度引进”的方式抢占行业制高点。四川大学

经济学院吴丰教授对我国房地产业如何利用环保技术、新能源技术做了精辟的分析，认

为需要市场支撑和政府引导相结合，政府应提出切实可行的激励措施来。 

在随后的圆桌会议上，张文魁副所长、邓翔副院长、汤继强局长和吴丰教授分别对

中国新兴产业发展、成渝两地的分工与合作、成都高新区的发展和大学商学院的管理再

造等热点问题进行了现场交流。嘉宾回答精辟，会场气氛活跃，首届论坛取得了圆满成

功，国内媒体给予了高度关注和报道。 

（经济学院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