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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隆重举行创先争优暨庆祝建党九十一周年座谈会 

回顾党的光辉历程，畅谈党的辉煌成就，展望事业发展未来。在喜迎中国共产党成

立九十一周年之际，6月29日上午，校党委书记杨泉明教授在江安校区行政楼301会议主

持召开了学校创先争优暨庆祝建党九十一周年座谈会，以畅谈创先争优的感悟与体会的

形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一周年。校党委副书记周学东教授，副校长步宏教授，

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徐兰教授，校党委副书记李向成教授出席座谈会，学校党群部

门主要负责人、各基层党委（总支）书记、民主党派代表、教师和学生代表参加座谈会。

会议下发了《四川大学关于建立健全创先争优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讨论稿），以更好

地广泛征求意见、加以完善。校党委书记杨泉明教授在座谈会上作重要讲话并对当前和

今后一段时期加强学校党的建设提出要求。座谈会上，基层（党委）书记代表，离退休

老同志代表，民主党派代表，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先后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 

莫斯科大学学生研修代表团活动在我校隆重开启 

应我国政府邀请，由莫斯科大学150名师生组成的学生研修代表团于8月19日抵达蓉

城，开始了为期5天的川大及四川活动之旅。8月20日上午，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行政楼

414报告厅，莫斯科大学学生研修代表团开班仪式隆重举行，标志着莫斯科大学师生在

四川的研修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四川大学副校长晏世经，莫斯科大学副校长、学生研修

代表团团长谢明﹒尼古拉出席仪式并致辞。近200名两校师生共同参加了开班仪式。四

川大学晏世经副校长代表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对远道而来的莫斯科大学师生及各位

来宾表示热烈欢迎，对莫斯科大学学生研修团在四川大学的顺利开班表示热烈祝贺。随

后介绍了四川大学与俄罗斯大学之间友好交往、合作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四川大学俄语

系建设发展和俄罗斯研究的有关情况及成果。晏世经副校长坚信，此次活动必将促进四

川大学与莫斯科大学两校的深入了解，加强双方的合作关系，同时对中俄两国加强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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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巩固和发展业已存在的中俄友好睦邻关系也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第二十五届年会在我校法学院召开 

9月25日，由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主办、四川大学法学院和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

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第二十五届年会，在四川省成都市天使宾馆

广益会堂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科研机构和出版单位的16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

了本届年会。开幕式由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副会长叶秋华教授主持。在开幕式上，四

川大学法学院院长唐磊教授致欢迎辞。北京大学徐爱国教授代表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会

发表贺辞。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会长何勤华教授代表研究会感谢四川大学法学院的热

情接待，并表达了对本次年会的期望。本次年会以“超国家法的历史变迁”为主题。会议

将以“超国家法的历史源流”、“超国家法的理论建构”、“超国家法的实践：区域研究”、“超

国家法的实践：部门法的视角”、“全球化、超国家法与中国法治”为专题进行讨论。本

次年会适逢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专题讨论会前，年会举行了“全国外国

法制史研究会成立30周年暨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30周年文集首发仪式”。 

《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经济社会发展若干重大课题研究》出

版发行 

日前，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院士担任主编、校党委常务副书记罗中枢教授担任副主

编，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经济社会发展若干重大课题研究》出

版发行，全书 60 万字，得到了社会强烈反响。 

面对新一轮西部开发的新形势、新要求，站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起点上，由校长谢

和平院士提议，校党委常务副书记罗中枢教授牵头组织全校多学科专家，设立四川大学

哲学社会科学重大专项“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经济社会发展若干重大课题研究”。围绕主

题，邓玲教授、蒋永穆教授、张衔教授、李天德教授、曹顺庆教授、王卓教授、杨明洪

教授、徐玖平教授、曹萍教授分别完成以下 10 个子课题：《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历史

使命》、《西部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研究》、《西部自然资源补偿机制研究》、《西部地

区干部考核评价标准和机制研究》、《提升西部文化软实力的战略和对策研究》、《西

部灾后重建地区的科学发展研究》、《西部地区民生改善的对策研究》、《西部统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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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发展研究》、《推动西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研究》、《新一轮西

部大开放研究》。 

该书出版是我校服务于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体现，有助于推动我国西部地区

加大发展，实现社会进步，保护生态环境。 

杨耀坤教授校注的十二册《今注本二十四史•三国志》出版 

由我校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杨耀坤教授校注的《今注本二十四

史·三国志》，已于2012年1月由巴蜀书社出版发行。该书分装为十二册，长达341万字。

该书系由中华文化促进会主持编纂，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财政部

重大出版工程资助项目的最终成果《今注本二十四史》中的一史。《今注本二十四史》

1994年由文化部批准立项，2005年被新闻出版署列入“十一五”期间（2006年—2010年）

“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较之以前的同类著作，该书有两大优点特色和学术价值。一

是部头最大，注文最长，注文的内容最丰富，研究得最深，涉猎的问题和方面也最多。

二是在中国古代史学史和古籍整理研究史上也给裴松之的古注做了注，且较详尽深入，

具有拓展之功。《今注本三国志》还兼有集解之性质，实乃集以往对陈寿《三国志》及

裴松之注研究之大成，并有诸多创新和推进。 

《四川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论》出版 

由我校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四川省新闻教育学会会长邱沛篁教授和四川大

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院长吴建教授等主编的《四川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论》一书，近日由

四川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共5篇。第一篇“1949年以前的四川新闻教育”；第二篇“改

革开放后四川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发展概况”；第三篇“四川新闻传播学科教师论新闻传播

教育发展”；第四篇“四川省新闻传播学科教授简介”；第五篇“四川省新闻教育学会十年”。

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论述一个省或地区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创立和发展的专著，是新闻

传播教育研究的可喜新成果，也是四川省高校新闻院系成功合作开展学术研究的产物，

具有理论性、学术性、实践性和实用性，对于进一步加强和深化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研究、

促进我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将产生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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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进展 

 

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

开题报告会成功举行 

2012年9月23日，以长江学者、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院长曹顺庆教授为首席专家的2012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英语世

界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开题报告会，在我校望江校区文科楼成功举行。教育部社科

司马建通处长、四川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罗中枢教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言文

学系教授兼全美东亚语文资源中心主任Galal Walker教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言

文学系教授兼美国国家汉语旗舰工程中国中心主任简小斌、成都市副市长兼西南交通大

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傅勇林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交流学院顾钧教授、厦门大学人文

学院黄鸣奋教授、苏州大学文学院季进教授、四川大学社科处处长姚乐野教授、四川大

学文新学院赵毅衡教授、冯宪光教授、文新学院党委书记熊兰副教授、文新学院副院长

吴建教授、文新学院副院长傅其林教授等出席了会议。课题组首席专家曹顺庆教授对课

题作了详细的汇报。汇报结束后，Galal Walker教授、赵毅衡教授等五位专家评委，对课

题的意义与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课题内容、思路构想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评论，

并就课题研究的范围、时间的限定等方面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我校牵手欧洲知名高校再获欧盟伊拉斯谟交流项目 

近日欧盟教育文化总司官方网站公布了2012年伊拉斯谟项目竞标获得批准的52个

欧洲与国际高校间的学术交流项目，我校喜获其中两个。我校获得的两个项目分别是：

与比利时根特大学等联合申报的亚洲项目Lotus III “Linking Organizations Through 

University Synergies”；和与法国蒙比利埃朗格多克科学与技术大学（简称蒙比利埃第二

大学）合作申请的亚洲项目“European and Asian Network for sharing knowledge on 

项目进展 



项目进展·5· 

 

environment and health”。这两个项目都分别获得了欧盟近250万欧元的资助。 

四川大学国际处与欧洲研究中心近几年分别参与同欧洲多所高校合作，已经连续获

得四个伊拉斯谟奖学金项目，迄今共派出82位四川大学师生赴欧洲各高校学习、合作研

究与学术交流访问，派出师生都获得了优厚的伊拉斯谟项目全额奖学金资助；学校同时

还接受了参与项目的欧洲高校的十余位欧洲师生来我校交流学习。通过这些伊拉斯谟交

流项目，大大加强了我校与欧洲知名高校的交流与合作，如合作欧洲高校中的德国哥廷

根大学、比利时根特大学、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比利时自由大学等都是欧洲的知名高校。

通过伊拉斯谟项目的交流与执行，上述欧洲名校都分别与我校签订了双边校际合作协

议。 

我校 6 项课题获四川省 2012 年度政务调研要点课题立项 

经学校社科处组织申报，今年我校有6项课题被批准为四川省2012年度政务调研要

点课题。 

四川大学 2012 年四川省人民政府政务调研课题立项名单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单位 联系人

1 
人事编制科学化、规范化、信息化管理方案

研究——以市级人事编制管理为例  
姚乐野 公共管理学院 蔡娜 

2 
四川省实施行政强制法面临问题及解决思路

研究  
徐继敏 法学院 龚学德

3 
城乡统筹进程中四川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调

研报告  
王国敏 政治学院 王国敏

4 

主体功能区建设背景下的四川省“三化”统

筹模式研究  
杜黎明 政治学院 杜黎明

5 

四川省农村土地流转中的风险控制与农民权

利保障研究  
姜晓萍 公管学院 衡霞 

6 政府融资平台可持续发展研究  于建玮 经济发展研究院 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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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7-9 月我校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项目等结题鉴定一览表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工作单位 证书号 项目级别 
结项

等级

1 08BZW037 宋元文章学研究 祝尚书
文学与新

闻学院 
20121094 

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优秀

2 08XXW003 

传媒使用与西部汉藏羌地

区和谐社会构建的系统研

究 

李苓 
文学与新

闻学院 
20121086 

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合格

3 06CWW002 布迪厄的文化理论研究 张怡 
文学与新

闻学院 
20121093 

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合格

4 
06JHQZ000

2 

中国法官任用制度改革研

究 
左卫民 法学院  

教育部后

期资助项

目 

通过

鉴定

5 SC08B003 
从重农主义到新批评——

南方知识分子的话语演变
石坚 

外国语学

院 
2012133 

四川省规

划项目 
优秀

6 SC07B043 
统筹城乡中的农村专业合

作组织模式创新研究 
罗骏 

公共管理

学学院 
2012140 

四川省规

划项目 
良好

7 SC10C034 

惠农政策背景下经济欠发

达地区农户土地利用投入

变化研究——以四川省为

例 

朱红波
公共管理

学学院 
2012143 

四川省规

划项目 
良好

8 SC10A011 
地方行政体制改革涉及的

组织法问题研究 
徐继敏 法学院 2012146 

四川省规

划项目 
良好

9 SC10W232 
中国特色政党政治运行机

制研究 
王洪树

马克思主

义学院 
2012149 

四川省规

划项目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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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简讯 

9月25日，校长谢和平院士出席了在香港理工大学举行的四川大学—香港理工大学

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2012年度第二次管理委员会。会议开始前谢和平校长看望了正在该

校学习的我校十一名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第一届联合培养博士生，勉励同学们要珍惜这

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努力学习，不断进取，做好灾害科学研究，为提高人类应对自然灾

害的能力而奋斗。随后，在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管理委员会2012年第二次会议上，谢校

长与其他委员一起听取了四川大学副校长、四川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

院院长晏世经教授和香港理工大学副校长、四川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

院联合院长阮曾媛琪教授所作的学院工作报告。谢校长对涉及学院长远可持续发展的发

展思路和策略进行了指示，对学院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灾害研究和社会服务等工作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和四川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的校际合作交流

提出了新的希望。谢校长要求学院在加快马会援助项目建设的同时，要用可持续发展的

长远眼光，着力研究进一步寻求各级政府、国际组织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要研究开

展灾害相关专业学生国际化培养和校际交流；要在川大和理大已有的良好合作的基础上

进一步推进两校的全方位深度合作。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临商银行培养基地”揭牌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与临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共建的“四川大学经济学院临

商银行培养基地”揭牌仪式于2012年8月12日在宁波举行。校长谢和平院士为基地揭牌并

致辞，常务副校长李虹教授主持揭牌仪式。四川大学经济学院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模式创

新，着眼建立校外教学实习基地和拓展研究空间，与临商银行本着优势互补、互惠互利、

合作双赢的原则，签订了设立“四川大学临商银行优秀人才奖励基金”和建立“四川大

学经济学院临商银行培养基地”的协议。  

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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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四川大学孔子学院经验交流会在韩国举行 

由四川大学主办、韩国又松大学承办的首届四川大学孔子学院经验交流会于7月23

日—25日在韩国举行，与四川大学合作的韩国又松大学孔子学院、美国亚利桑那立大学

孔子学院、美国犹他大学孔子学院和美国华盛顿州孔子学院中外方院长和部分骨干教师

参加了会议，又松大学甘瑞瑗副校长主持会议，四川大学副校长晏世经教授代表学校讲

话，又松大学John E. Endicott校长到会祝贺。四川大学副校长晏世经教授做了主题发言。

他介绍了与四川大学合作的又松大学孔子学院、亚利桑那立大学孔子学院、犹他大学孔

子学院和华盛顿州孔子学院成立及建设情况。他真诚期望各合作孔子学院对四川大学的

孔子学院工作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帮助四川大学改进孔子学院工作。又松大学孔子

学院甘瑞瑗副校长、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Madeline K. Spring、犹他州立

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吴伏生、华盛顿州孔子学院中方院长邓波报告了各自孔子学院在

汉语教学和文化推广方面取得的成绩，分享了办学经验。会议还就孔子学院发展模式、

本土汉语教师培养、孔子学院教学点建设、孔子学院面临的问题和解决办法进行了专题

讨论。 

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教师赴新加坡国立大学海外培训简讯 

在学校领导和人事处、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的大力支持下，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首期

青年教师海外培训班于8月5日至8月12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进行。培

训期间，学员们听取了《新加坡教育政策与高等教育系统》、《新加坡和美国政治学系的

学科建设》、《新加坡的政治体系与政府部门架构》、《新加坡的人才战略》、《新加坡可持

续发展的政策与实践》、《新加坡新闻媒体政策的特色》、《新加坡学校体系中的道德教育

与公民意识的培养》、《新加坡公共政策创新》等专题讲座，就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和四川

大学的教学与科研等问题与相关学者进行了交流，并参观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新加坡部

分市政设施。此次培训使青年教师们全面理解了新加坡大学的公民道德教育，大大拓展

了国际视野，对进一步提高我校青年教师的素质和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将

产生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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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学院与美国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签署合作协议 

9月18日，我校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姜晓萍教授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主管学生交流副校长Denis Simon教授、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公共事务学

院（School of Public Affairs）院长Jonathan Koppell教授等一行会面。双方正式签署了MPA、

MPP3+2本硕项目合作协此次签署标志着双方合作将进入实质性阶段。待双方手续对接

完成后，我校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行政管理等相关专业本科生可以依照相关规定在

高年级时申请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继续学习，并依照相关规定完成学业后

可同时获得四川大学学士学位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MPA或MPP硕士学位。 

  “东方外交与印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9月17日，由四川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等单位主办，四川大

学南亚研究所承办的“东方外交与印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红瓦宾馆会议厅召开。来自印

度、美国、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国和两岸四地代表约60人参加会议，校内外学者和

师生约100人旁听了会议。副校长晏世经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欢迎辞。印度驻广州总领

事潘迪、印度中国研究所所长莫汉迪、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王新生、澳门大学历史

系魏楚雄等四人作了嘉宾发言。参会代表分六个场次，围绕中印关系、印度的外交战略、

印度的地区外交、印度外交的国内背景和历史渊源等重要课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会议成

果预计将集结成册出版。 

西藏艺术史学者阿米·海勒博士应邀前来藏研所讲学 

应藏研所的邀请，国际知名西藏艺术史学者阿米·海勒博士于9月16日抵达成都，将

进行为期六周的讲学和驻所研究。阿米·海勒博士（Dr. Amy Heller）系国际知名瑞士籍

藏学、艺术史学学者，1992年获巴黎大学（La Sorbonne）藏族历史与哲学博士学位，掌

握英、法、藏、意、西班牙、梵文等多种语言文字，在多种国际学术刊物及会议上发表

高质量的学术论文50余篇，专著《西藏艺术》（Tibetan Art）以英、法、意、西班牙文和

中文出版。自1986年以来，任法国国家科研中心西藏研究部（CNRS，Tibetan Studies Unit）

准会员，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 Paris）、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Art Institute 

of Chicago）、瑞士瑞格斯堡瑞士纺织工艺基金会（Abegg-Stiftung, Riggisberg）等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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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罗马大学客座教授（2006、2008）、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客座教授等职，并

参与西藏夏鲁寺、小昭寺维修计划，致力于西藏佛教艺术研究，领域涉及建筑、雕塑、

绘画、织物、金银器等多方面，出版有《西藏艺术》、《早期喜马拉雅艺术：尼泊尔、西

藏和拉达克的佛教塑像，约5-14世纪》、《喜马拉雅藏珍：多波的藏文写本、绘画和塑像》

等多部著作和学术论文70余篇。此次阿米·海勒博士前来将进行三次公开学术讲座、二

次小型学术研讨，并撰写西藏西部佛教艺术研究的相关论文。 

台北大学会计系主任来我校工商管理学院交流 

9月18日，台北大学会计系系主任薛敏正教授来我校工商管理学院交流学科建设及

学生培养模式。交流座谈会在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717会议室举行，出席会议的人员

是：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米德超教授，台北大学会计系系主任薛敏正教授、四

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会计学与公司金融系系主任程宏伟教授等。米德超副院长首先代表

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欢迎台北大学薛敏正教授的来访，并简要介绍了学校规模、历史

沿革、师资力量、科研环境与学生管理等情况。接着，薛敏正教授介绍了台北大学学科

建设及学生的培养模式，并就学校机制结构问题、学校教师考评问题、学院内的学术讨

论问题以及教学管理中遇到的常见学生问题与我院参加老师进行了交流，双方互相交换

了意见，座谈现场气氛热烈融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通过本次交流，台北大学会计系

与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在学院的学科建设方面及学生培养模式方面相互增进了了解，

薛敏正教授并表示非常愿意为四川大学硕、博士生开展一场关于会计文献、会计史相关

的学术讲座，为双方今后的学科建设及学生培养交流与合作搭建良好的平台。 

北大法学院贺卫方教授来我校做讲座 

9月24日，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贺卫方教授为我校法学院学子带来主题为“中国法

治的出路”的讲座。法学院院长唐磊教授、副院长李平教授、学院部分师生聆听了讲座。

讲座中，贺卫方教授首先通过对时事案件的点评，引出了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并结合证人出庭制度、律师地位的确立等多个角度进行了阐述。贺卫方教授认为律

师地位的确立在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人们对律师的信任就是对法

律和规则本身的信任，从而逐渐引导人们相信“法院不会做出一个邪恶的判决”。律师

在执业过程中应当遵守职业道德，否则也会导致法治的大厦毁于一旦。贺卫方教授强调，

中国法治的出路是要建立起司法的权威性，建立起公众对中国法治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