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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消息】

1. 我校召开人文社科发展专题调研座谈会

2015 年 7月 30 日下午，在行政楼第一会议室，我校隆重举行了高规格、大规模

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专题调研座谈会。会议由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院承办。参加会议的有全体在校的校领导、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文科学院研

究院主要负责人、文科专家（省核心专家、省管专家、黔灵学者、校学科学术带头人、

校学术骨干、教师代表），共 80 余人。

座谈会由副校长宋宝安主持。宋校长简要介绍了校党委和校行政多年以来对学校

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高度重视、我校文科发展取得的主要成就、存在的主要困难、举

行本次调研座谈会的必要性。座谈会上，先后有 16 位专家和教师代表发言。大家纷

纷表示，学校召开本次专题调研座谈会，充分展示了学校领导对我校文科发展的高度

重视。专家们在肯定我校文科发展取得各种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了我校文科发展存在

的问题（例如，科研方面，要进一步强化团队建设、引进和培养高端核心人才；社会

服务方面，需要更好地适应国家、西部和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常态，加大服务社会的

力度；学科建设方面，需要高度重视文科一级学科博士点的培育和申报），更提出了

加强我校人文社会科学建设的对策建议（主要是：加强领导，成立领导小组；重视顶

层设计，制定好各种制度；举全校之力，选择重点学科进行建设和培育，以一级文科

博士点培育和申报为突破口；继续增加投入，完善基础设施；加强分类考核指导，不

仅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要分类，而且文科内部也要分门别类）。

党委书记姚小泉最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我校 2009 年底开始实施人文社会

科学振兴计划；多年的努力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的经验教训

值得认真总结；我们要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学校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实际和

全省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继续实施贵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振兴计划；为此，

我们要认真了解各种情况，了解大家对我校文科发展的建议。最后，就学校人文社会

科学的发展，姚书记对我校干部和文科教师提出了几点要求。第一，要认清形势，抓

住机遇，从国际、国家、西部、贵州、贵州大学等各个层面充分认识繁荣发展我校人

文社会科学的重大意义。第二，要明确任务，讲究方法，敢于担当。要有大视野、大

观念、大投入、大发展。要抓重点，破难题，补短板。第三，要守住希望，实现梦想。

每个文科教师要有学养，有境界，有责任，有追求，有底线，有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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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杨仁厚）

【科研机构】

2. 我校启动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文科科研平台建设

2012 年开始实施的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建设包括文科科研平台建设。

我校2014年底根据上级的要求提交了包括文科科研平台建设在内的2015年度提升工

程建设项目计划。2015 年 7 月中旬，根据财政部批复文件的精神，我校共有 7 个文

科科研平台获得综合实力提升工程资金的支持。

2015 年 7月 16 日，贵州大学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文科科研平台项目实

施布置会议在二号行政楼第四会议室举行。副校长宋宝安教授主持会议。相关职能部

门负责人洪名勇、王斌、金春雷、杨仁厚、冉光圭、陈爱东、杨相荣，拟建科研平台

负责人（或者负责人代表）李烨、庄勇、黄其松、张清、马红梅、伍国勇，参加了会

议。会议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仁厚介绍了我校获得综合实力提升工程文

科科研平台项目的基本情况，发展规划处副处长冉光圭做出了对原有预算开支进行微

调的安排，财务处长王斌强调了预算调整的要求和措施，国资处处长金春雷、副处长

杨相荣介绍了招标过程的特点以及招标工作的具体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常务副

院长洪名勇提出了工作的时间表，副校长宋宝安提出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文

科科研平台项目建设的重要意义，要求各部门、各平台根据职责做好自己的有关工作。

2015 年 8月 12 日，学校召开会议，要求各平台抓紧使用综合实力提升工程的经费。

我校获得的综合实力提升工程文科科研平台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平台）名称
金额

（万元）

批准

时间
依托学院 负责人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发

展与文化传承研究中心
250 2015 西部中心 王红蕾

喀斯特地区创新与发展研

究院
200 2015 管理学院 李烨

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研究中

心
300 2015 管理学院 洪名勇

经济改革发展研究院 200 2015 经济学院 王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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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发达地区公共政策与社

会发展研究院
200 2015 公管学院 黄其松

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250 2015 文化书院 张清

贵州多民族地区大学生体

育美育基地建设
400 2015 人文学院 庄勇

（贵州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杨仁厚）

3. 我校申报的贵州山地现代高效农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喜获立项

2015 年 8 月，我校以经济学院为核心申报的“贵州山地现代高效农业发展协同

创新中心”喜获贵州省教育厅立项（合同编号：黔教合协同创新字【2005】01 号），

此项目属贵州省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也是我校唯一一个以社会科学为核心学

科申报“2011 协同创新中心”成功的协同体。

“贵州山地现代高效农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针对山地农业发展理论和实践的需

要，围绕如何发展山地现代高效农业这一重大社会经济问题，整合各参与单位的资源

和优势，构建架构稳定、分工明确、资源共享、利益均沾的协同创新体，形成创新资

源和要素的集聚体，吸引和汇聚国内山地农业领域的拔尖人才，推进资源合理配置与

成功共享，实现跨单位、跨学科的联合攻关，提升核心创新能力。中心重大协同创新

任务包括：一是加快推进相关机制体制改革与创新，建立能够满足实现可长效创新的

可持续的新型科研组织体系，优化以学科交叉融合为导向的新型资源配置体系。二是

围绕创新（平台）方向，对山地现代高效农业发展的战略与路径、制度支持、技术支

撑和要素聚集等重大问题进一步深化研究内容，拓展研究方向，形成中国山地现代高

效农业产业体系研究的协同创新平台与团队。三是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和学生培养模

式。

中心的成立，符合国家和贵州省发展山地现代高效农业的重大需求，对推动贵州

经济社会发展、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有重要意义，中心发展的最终目标一是建一流智

库，服务党委政府决策；二是推进试验示范区建设，打造山地农业发展“样板”；三

是构建协同创新新平台、新团队，建一流研究中心；四是强化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培养一流人才；五是提供一流的服务，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此，在学校大力支

持下，以经济学院为核心的项目团队全力以赴，精诚合作，终于获得了教育厅立项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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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并致力于将此协同中心建设得更加夯实！

（贵州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4. 我校成立先秦史研究中心

为了更好地发挥我校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先秦史）专家的作用，更好地传播中华

传统文化，我校决定成立贵州大学先秦史研究中心。

2015 年 8 月 7 日下午，由宋宝安副校长主持的贵州大学先秦史研究中心成立事

宜专题会议于贵州大学行政楼第四会议室召开。此次会议由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召

集，贵州大学学术机构建设与管理领导小组相关领导、校长办公室、人事处、研究生

院、科学技术研究院、人文学院等单位负责人参加，讨论由人文学院提交的成立贵州

大学先秦史研究中心事宜。会议听取了人文学院副教授闫平凡、人文学院退休教授张

闻玉、人文学院党委书记龙云湖等人就成立贵州大学先秦史研究中心一事所做的汇

报。相关领导对成立贵州大学先秦史研究中心的必要性、可行性、研究方向等问题进

行了论证。会议认为，以现有的人才和成果为基础成立贵州大学先秦史研究中心是有

意义的，有助于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原则上同意成立。会议建议中心主任为张闻

玉教授，副主任为夏保国教授和闫平凡副教授，研究中心隶属人文学院，研究人员一

律兼职化。

2015 年 9 月 15 日，校办发布《关于成立贵州大学先秦史研究中心的通知》，决定成

立“贵州大学先秦史研究中心”。该中心依托于人文学院。聘张闻玉教授为中心主任；

聘夏保国教授和闫平凡副教授为中心副主任。

贵州大学先秦史研究中心的成立将进一步加强我校中国先秦史科学研究和教学，更好

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贵州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李倩倩）

5. 贵州省欠发达地区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协同创新中心成

立学术委员会

2015 年 7 月 4 日上午，名家云集、群贤毕至，贵州省欠发达地区政府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协同创新中心学术委员会成立暨聘任仪式在贵州大学北校区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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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第一会议室举行。校党委书记姚小泉，副校长宋宝安、赵德刚，校纪委书记汪海波，

校发展委员会副主任、2011 协调创新中心主任任钢建，贵州省教育厅科技与研究生

处处长熊星，贵州省委政策研究室社会处处长程联涛，徐勇、马德普、丛日云、张成

福、张桂林、周光辉、杨海蛟、娄成武、高建、桑玉成、常保国、黄卫平、韩冬雪、

谭君久等14位国内著名学者，公管学院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等近30余人出席此次会议。

会议由任钢建教授主持，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聘任仪式，第二阶段是公共管

理学科专家咨询会。

公共管理学院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的“要大力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能力现

代化和深化改革，加快发展”这一重要命题，于 2014 年成功申报了贵州省欠发达地

区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协同创新中心。中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致力于提

升我省欠发达地区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能力。该中心成立后得到有关部门和相关专家

的肯定和大力支持。

在会议第一阶段，姚小泉书记致开幕辞，他热情洋溢地向各位专家介绍了多彩贵

州，百年贵大，并代表我校六万五千名师生对委员会的成立以及相关领导和在座各位

专家的莅临表示感谢。程联涛处长代表协同单位省委政研室表示感谢,并就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希望贵州“走出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问候

专家。

在我校副校长宋宝安为 14位专家颁发聘书之后，学术委员会主任、华中师范大

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徐勇教授代表学术委员会发表了讲话。徐勇教授希望能给予中

心的发展一些指导，在一定范围内给予中心政策支持，实现发展经验与资源共享，以

促进中心快速发展。省教育厅科技与研究生处处长熊星也表示，希望得到各位专家的

支持，加快贵州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

在第二阶段的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专家咨询会上，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黄其松分别从

组织架构、学科体系、人才培养、科研平台、师资队伍、学科建设、学术交流等七个

方面介绍了公共管理学院的基本概况。在座的各位专家教授为公共管理学院把脉问

诊，为学院的建设提出了宝贵意见。希望学院应该从如何抓住机会和突出特色谋发展、

借助外力进行开放式发展、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以及营造一个良好的组织环境进行体制

创新等方面去思考如何建设。

会议最后，任钢建教授进行了总结，他表示，听过各位专家的意见后，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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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在相关领导与专家的帮助下，我们有足够的底气朝着中心制定的建设一流智库和

研究中心，培育一流的科研团队和人才的目标顺利前行，办好公共管理学院，办好协

同创新中心委员会。

（贵州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转自公共管理学院网站）

【科研人才】

6. 人文学院夏保国教授当选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

2015 年 7 月 25 日至 26 日，西周金文与西周史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

十届年会在陕西师范大学崇鋈楼召开，我校人文学院历史系夏保国教授当选第八届理

事会理事。

本届年会与会代表 120 余人，分别来自全国 20 余个省、市、自治区的高校、科

研院所和报刊、出版单位，提交学术论文 90余篇。我校人文学院张闻玉教授和夏保

国教授参会。会议围绕西周甲骨金文研究、出土考古资料与西周历史研究、西周制度

文化史研究以及其他先秦史研究四个方向的议题举行了分组讨论。讨论内容涉及西周

金文与出土青铜器研究、两周诸侯国别史研究、西周政治制度研究、清华简等出土文

献研究、西周社会思想研究、西周四裔部族研究、商周文化价值观等多个议题，论文

选题涉猎范围广、研究力度深，与会代表围绕相关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充分交流了意

见。张闻玉教授提交的论文对畯簋与西周王年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夏保国教授就殷

周史官制度与“史谏”问题提出了讨论，在会议交流中受到好评。

中国先秦史学会是国家一级学会，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成立以来领导全国先秦

史学界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学术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先秦史和传统文化研究，会员已达

千余人；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李学勤先生、宋镇豪先生先后担任此前七届理事

会理事长，学会秘书处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本届年会选举了中国先秦史

学会第八届理事会，清华大学李学勤教授当选名誉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所宋镇豪研究员蝉联理事会理事长。

夏保国教授是吉林大学先秦史方向的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考古学博士后，2013

年 9 月调入我校人文学院，主持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地等项

目。

（贵州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杨仁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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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校马良灿教授当选贵州省回族学学会会长

经贵州省民政厅批准，贵州省回族学学会于 2015 年 8 月 22 在六盘水市召开成立

大会并正式成立。我校省管专家、社会学博士、公共管理学院马良灿教授当选贵州省

回族学学会会长。

来自全国各地回族学界著名专家学者及贵州省内外回族杰出代表 400 多人参

会。大会开幕式由贵州省回族学会副秘书长刘砺先生主持，六盘水市副市长付昭祥同

志致辞，中国回族学会会长高发元教授讲话，中国回族学会副会长、贵州省回族学会

名誉会长李兴伦先生代表中国回族学会授牌。贵州省苗学会、贵州省仡佬学会、贵州

省侗学会、贵州省布依学会、贵州省彝学会、贵州省土家学会、贵州省水家学会、六

枝特区仡佬学会等兄弟民族学会应邀到会祝贺并致贺词，兴仁县民宗局、平坝县民宗

局、普安县民宗局、黔西县民宗局、赫章县民宗局、威宁县民宗局、六枝特区民宗局、

兴仁县政协民宗委、威宁县委统战部、威宁县教育局、贵州省伊协、毕节市伊协、贵

阳市伊协、遵义市伊协、六盘水市伊协等机关单位领导到会祝贺，云南省回族研究会、

宁夏回族研究会等致发贺信。会议宣读了贵州省民政厅关于成立贵州省回族学学会批

复文件、学会领导组成人员名单以及相关单位贺信与礼贺名单。

在成立大会上，马良灿教授代表贵州省回族学学会接牌并作了《建构新型回族学

研究团队实现贵州回族研究新跨越》的重要讲话，讲话主要涉及加强滇黔两省的学会

合作、凝练回族学研究团队、分析贵州回族研究主要趋势、设立“贵州回族学专项研

究基金”、建立“中共贵州回学会党支部”、出版论文集和建立贵州回族学会官方网站

等方面内容。

中国回族学会副会长、原江苏青年干部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米寿江教授就“回族

伊斯兰与现代化”这一重大问题作了专题报告。云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主任、云南大

学国际关系研究院西南亚研究所所长姚继德教授围绕“伊斯兰世界在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的突出地位”作前沿性报告。我校人文学院于衍学博士从

“贵州回族历史地位和重要性”、“回回入黔时间”、“贵州回族研究肇始时间”及“研

究构想”四个方面作主题发言。

贵州回族人口 18 万余人，历史悠久，规模庞大，散居面广，人文古迹繁盛，地

域特色鲜明，文化发掘、传承和发展潜质巨大。贵州省回族学学会的正式成立，必将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adclass=0&app_id=0&c=news&cf=1001&ch=0&di=128&fv=0&is_app=0&jk=18a2bad2f25b88a1&k=%B9%DC%C0%ED%D1%A7%D4%BA&k0=%B9%DC%C0%ED%D1%A7%D4%BA&kdi0=0&luki=10&n=10&p=baidu&q=sinmengnet_cpr&rb=0&rs=1&seller_id=1&sid=a1885bf2d2baa218&ssp2=1&stid=0&t=tpclicked3_hc&td=1682193&tu=u1682193&u=http%3A%2F%2Fgaokao%2Esinmeng%2Ecom%2Fhtml%2F201508%2F26%2F250026%2Ehtml&urlid=0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adclass=0&app_id=0&c=news&cf=1001&ch=0&di=128&fv=0&is_app=0&jk=18a2bad2f25b88a1&k=%B8%B1%D4%BA%B3%A4&k0=%B8%B1%D4%BA%B3%A4&kdi0=0&luki=6&n=10&p=baidu&q=sinmengnet_cpr&rb=0&rs=1&seller_id=1&sid=a1885bf2d2baa218&ssp2=1&stid=0&t=tpclicked3_hc&td=1682193&tu=u1682193&u=http%3A%2F%2Fgaokao%2Esinmeng%2Ecom%2Fhtml%2F201508%2F26%2F250026%2Ehtml&url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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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贵州回族学研究力量，推进贵州回族文化发掘、整理、展示与系统研究工作，掀

开贵州回族群体及其文化研究新篇章。该学会的正式成立，对于推进我校民族学、社

会学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参加学会，在学会担任管理职务，对于我校教师加强学术交流，扩大学术影响，

提高学术水平，彰显学校声誉，都有积极作用。我们祝贺马良灿教授当选贵州省贵州

省回族学学会会长职务。也希望其他教师积极参加各级各类学会和研究会。（贵州大

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8. 外国语学院李国栋教授在日本出版学术专著

2015 年 8 月，李国栋教授在日本东京出版了日语学术专著《稲作文化にみる中

国貴州と日本》（稻作文化视域下的中国贵州与日本）。本书由日本考古学及历史学界

最具影响力的雄山阁出版社出版，收录在当今日本最具影响力的“环太平洋文明丛书”

之中，是该丛书的第三卷。作为中国学者，在环境考古学领域与日本一流学者并肩著

书立说，以前从未有过，李国栋教授堪称第一人。

本书第一次从稻作文化的角度，运用语言人类学和考古人类学的方法，在学术层

面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日本古代稻作文化与贵州苗族稻作文化的同源性，提出了许多

新观点，得到了日本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好评，甚至本书刚刚面世，日本全国性报

刊《读卖新闻》文化部记者就找到雄山阁出版社，提出想当面采访李国栋教授的请求。

2015 年 8月，李国栋教授在中国农业史研究领域的顶级期刊《中国农史》（CSSCI）

2015 年第 4期发表论文《从苗语稻音“na”看稻作的起源与传播》，创立了“古苗人

创造稻作文化说”，对以往的“那文化说”给予了修正。“古苗人创造稻作文化说”与

日语学术专著《稲作文化にみる中国貴州と日本》相互呼应，正在国内外产生强烈的

学术影响。

（贵州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科研项目】

9. 我校积极组织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申报

2015 年 7 月 16 日下午，由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组织相关学院及部分教师申报

2015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贵州省委宣传部社科规划办蔡中孚主任、钟西辉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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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亲临现场指导，宋宝安副校长出席会议。

会上蔡中孚主任通报了今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选题情况和贵州省组织申

报的基本情况，对贵州大学今年在国家社科基金上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对贵州大学

的组织工作提出了表扬。同时也对下一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申报工作明确了任

务。

会议通过对 2015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招标选题（第二批）研究方面

进行了详细的解读，结合贵州大学综合性多学科的特点，在确保文科优势项目的竞争

基础上，提出学科交叉、文理融合的申报方式，大数据与信息工程学院、机械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利用自身研究的基础，联系文科研究人员组团申报。

会议确定了申报工作的时间点，从确定首席专家，到团队成员的组成，到申报材

料初稿完成的时间都做了安排。宋宝安副校长强调，通过本次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的申报，可以使贵州大学的文科科研更上新水平和新台阶，同时也推动学科的交叉融

合。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实现贵州大学文科科研在重大项目的新突破。

（贵州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陈爱东）

10.我校设立重大专项课题研究习近平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

2015 年 6 月 16 日至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期间进行了一系列重要讲

话，习总书记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全国范围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开发式扶

贫，我国贫困人口大量减少，贫困地区面貌显著变化，但扶贫开发工作依然面临十分

艰巨而繁重的任务。扶贫攻坚，反贫困，2020 年如期实现脱贫目标，不仅要在投入

上、在体制机制上、在目标瞄准等方面下功夫，而且更需要有一种精气神。

2015 年 6月 30 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决定围绕“长征精神与反贫困问题”设

立校级重大专项进行研究，并于 2015 年 7月 1日正式发布了《关于开展对习近平同

志视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进行重大专项研究的通知》，鼓励符合申报条件的教师积极

申报、开展深入研究。

2015 年 7 月 20 日,我院组织校内外专家对该校级重大专项进行了评审，根据专

家投票数超过三分之二同意立项的原则，评审出以下项目进行立项。

2015 年度贵州大学学习习近平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重大专项课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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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称 项目名称 学科分类 学院

1 李传兵 教授 长征精神的当代价值研究 党史•党建
马克思主义

学院

2 韦滢 教授
长征精神对贵州反贫困的

启示研究
马列•科社

马克思主义

学院

3 杨志军 副教授
长征精神与贵州反贫困的

路径研究
管理学

公共管理学

院

4 安海燕 副教授
长征精神与化解反贫困过

程中“搭便车”问题研究
管理学 管理学院

5 熊德斌 教授
贵州反贫困过程中弘扬长

征精神的经济学意义研究
经济学 经济学院

6 胡芳 副教授 长征精神的动态演化研究 马列•科社
马克思主义

学院

7 洪名勇 教授
长征精神与扶贫瞄准机制

的调整研究
经济学 管理学院

8 罗玉达 教授
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价值

和意义研究
党史•党建

长征文化研

究院

9 王世明 副教授
长征精神与农民脱贫致富

研究
马列•科社

马克思主义

学院

10 李昕昌 副教授
长征精神与反贫困过程中

干部的责任担当研究
党史•党建 党委组织部

11 申鹏 副教授

长征精神与贵州革命老区

整村反贫困实践的典型案

例研究：以遵义县枫香镇花

茂村为例

管理学 管理学院

12 李治邦 教授

弘扬长征精神利用红色资

源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新跨

越研究——基于遵义长征

镇、娄山关镇的调研分析

党史•党建
马克思主义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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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李倩倩）

11.我校袁源老师主持的课题获批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

2015 年 9月 8 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公布了《2015 年度国家社科基

金艺术学项目立项结果公布》，由我校艺术学院青年老师袁源申报的《建国以来西南

少数民族电影的影像叙事研究》名列其中，立项类别是青年项目，成为该批次中贵州

省两个获批项目中唯一的一项青年项目（另一项是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的西部项目）。

该项目的资助总金额为 18 万元，批准号：15CC133。

本次袁源老师的成功立项，使我校 2015 年度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量增加至 19

项，也是近几年来我校屈指可数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艺术学科研项目之一，为我校文

科建设年增添了光彩。希望我校教职员工，特别是青年教师，要以袁源老师为楷模，

潜心研究，为振兴我校文科及推进学术研究做出应有的贡献。

（贵州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肖贵秀）

12.我校获得 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8项

2015 年 6 月 25 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公布了 2015 年度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的立项结果，我校喜获立项 18 项（见附表 1），其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类别情况是：重点项目 1 项，一般项目 9 项，青年项目 3 项，西部项目 5

项。学科门类分布是：民族问题研究 4 项、中国文学 2项、应用经济 2 项、管理学 1

项、人口学 1 项、哲学 1项、党史·党建 1 项、中国历史 1 项、宗教学 1 项、法学 1

项、语言学 1 项、世界历史 1 项、政治学 1 项。项目负责人所在学院分布是：人文学

院 7 项、马克思主义学院 2 项、管理学院 2 项、外国语学院 1 项、经济学院 1 项、科

技学院 1 项、旅游与文化产业学院 1 项、法学院 1 项、公共管理学院 1项、动科学院

1项。

今年的立项数虽然与去年的持平，都是 18 项，但与去年相比较也有一些突破（见

附表 2），主要表现在：第一，立项比例是稳中有升。今年全国以及我省的立项总数

都有所下降。去年我校的立项数占贵州省立项总数的比例为 20.22%，今年的立项数

所占比例为 24.00%，上升了 3.78 个百分点。第二，重点项目立项的突破。去年没有，

今年有 1 项。第三，弱势学科取得喜人成绩。世界历史、语言学等弱势学科均喜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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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第四，申报数量增加。去年的申报数 160 项，今年的申报数 162 项，比去年增加

了 2 项，在全省各单位排名第一。

由此说明各学院对社科研究工作的高度重视以及教师申报质量的明显提高。时光

荏苒，2015 年已过半年，2016 年度的申报工作也即将启动，希望各学院早动员、教

师早准备，以提高项目申报的选题水平和论证质量，争取在下一年度取得更好的成绩。

本次立项属于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此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还有后期资助项

目、中华学术外译项目、重大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艺术科学规划项目。到年底，我校还可能获得其他类型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贵州大学 2015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名单

序

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学院 项目类别 学科门类

1

新常态下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

医疗保险体系可持续性的影响研

究

杨兴洪 管理学院 重点项目 应用经济

2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作

用研究
熊永兰

马克思主

义学院
一般项目 党史·党建

3
儒道佛“乐”范畴的美学演绎研

究
马正应 人文学院 一般项目 哲学

4
家庭禀赋、有限理性与返乡农民

工稳定就近就业研究
申鹏 管理学院 一般项目 人口学

5
文化遗产语境下西南少数民族传

统手工技艺保护现状与对策研究
闫玉 人文学院 一般项目 民族问题研究

6
黔湘桂地区少数民族传统畜牧文

化研究
欧德渊 动科学院 一般项目 民族问题研究

7 清代贵州客民与地方社会变迁研究 袁轶峰 人文学院 一般项目 中国历史

8 唐宋道教史传的史学研究 林国妮 人文学院 一般项目 宗教学

9 英汉文本特征的计量语言学研究 陈蕊娜
外国语学

院
一般项目 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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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西南地区农业旱灾成灾机制与风

险管理研究
汪霞 科技学院 一般项目 管理学

11

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

非协调性耦合识别与良性互动机

制研究

梁振民

旅游与文

化产业学

院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1

2

环境抗争引发非常规政策变迁的

生成机理及优化策略研究
杨志军

公共管理

学院
青年项目 政治学

1

3
朝鲜半岛《孟子》学史研究 赵永刚 人文学院 青年项目 中国文学

1

4

近代藏密东传与现代多民族国家

建构研究
文厚泓

马克思主

义学院
西部项目 民族问题研究

1

5

生态文明建设中民族环境习惯法

的功能研究
张林鸿 法学院 西部项目 法学

1

6

基于供需平衡视角的西部民族地

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
蒋雪梅 经济学院 西部项目 民族问题研究

1

7

欧洲民族史观认知民族之间战争

历史的方法变化研究
唐书明 人文学院 西部项目 世界历史

1

8
莫言与沈从文乡土小说比较研究 魏家文 人文学院 西部项目 中国文学

（贵州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肖贵秀）

13.我校首次获得国家艺术基金项目立项

2015 年 2月 16 日，国家艺术基金发布《国家艺术基金（一般项目）2015 年度艺

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申报指南》等五个系列项目，面向社会受理项目申报。全国共有

3268 个各类机构和个人作为申报主体，申报了 4402 个项目。其中艺术人才培养项目

有 487 项参加评审，总比占 11%。

6月 11 日至 6 月 22 日，进行了为期 12 天的网上初评，贵州大学申报的艺术人

才培养类《布依山歌传人培养》、《贵州水族马尾绣手工艺传承人创新人才培养》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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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四大类 2128 个项目通过初评进入复评。7 月 18 日至 8 月 7 日，开展了 2015 年度

资助项目复评工作。其中艺术人才培养项目进入复评的申报项目共有 251 项。

贵州大学申报的《布依山歌传人培养》项目在 8 月 7 日上午“艺术人才培养项目”

答辩室进行了答辩，通过激烈竞争最终得到批准立项，获得艺术人才培养类立项资助

的仅有 99 个项目，立项率为 20.3％。

贵州大学的《布依山歌传人培养》项目从四月申报到八月答辩，再到九月公示，

历时半年，得到学校郑强校长、宋宝安副校长等校领导、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领

导和艺术学院领导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张贵华院长带队进京进场答辩，答辩当天，

项目负责教师陈帆临场发挥自如，不畏强手，最终进入立项名单，获得了 2015 年国

家艺术基金贵州省唯一“艺术人才培养类”项目立项资助。成功实现了贵州高校与贵

州大学在此项目上零的突破，填补了贵州艺术培养类项目的空白。

我国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成立国家艺术基金。它是由国家设立、政府主导、专

家评审、面向社会的公益性基金，主要资金来源是中央财政拨款，同时依法接受自然

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国家艺术基金重点围绕创作生产、宣传推广、征集收

藏和人才培养四大方向进行资助，申报主体面向全社会，国有或民营、单位或个人，

均可按申报条件申请基金资助。这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新成果，是文化部门转变职

能、创新艺术创作生产引导方式，推进我国艺术治理“管”“办”分离的重要体现。

（贵州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14.我校组织开展 2010年-2013 年校级重点学科及特色学科重大科研项

目中期检查及结题工作

按我校《贵州大学文科重点学科及特色学科重大科研项目管理办法（试行）》要

求，我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开展了对我校 2010 年—2013 年校内文科重点学科及特

色学科重大科研项目进行中期检查及结题的工作。

我校于 2015 年 7月 8 日在贵州大学二号行政楼第四会议室召开了重点学科及特

色学科重大科研项目中期检查汇报会，本次中检工作采取了由项目主持人一一汇报工

作的方式进行，会议由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杨仁厚副院长主持，项目主持人杨沛艳、

张林鸿、邢文杰、曹素璋、王志凌、靳永翥、梅其君、黎平、王晓梅、郭红军、申鹏、

许鹿、蔡云、刘锋、闫平凡、杨兴洪、胡卫、李国栋参与了本次汇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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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项目中期汇报情况看，大多数项目负责人均表示项目完成存在较大困难，主

要是因为项目参与人存在放弃、变更等情况及发表高层次文章上难度较大，因此成果

较少，甚至无一项成果。但也有部分项目负责人完成情况良好，比如申鹏老师主持的

2012 年立项的《新型雇佣关系背景下企业雇佣策略创新研究》已发表 11 篇论文，多

篇为 CSSCI 来源期刊，并计划出版 3 部专著，预计能顺利完成研究任务，顺利结项。

从结题情况上看，2010 年立项项目有 4 项因未按计划完成项目研究任务或是自

动放弃的原因，我校已对该类项目已实行撤项处理，并追回剩余经费。但也有提前结

项及按时结项的项目，比如我校洪名勇教授主持的 2011 年项目《制度安排与贵州农

村经济发展研究》已按管理办法规定完成全部研究任务，早在 2014 年顺利结项；我

校马良灿教授主持的 2012 年项目《经济社会关系视域中实质主义对形式主义的批判

及本土化反思》成果层次高，发表了 7 篇 CSSCI 来源期刊，并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专著一部，提前完成研究任务，提前结项。

（贵州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王文雯）

【科研成果】

15.管理学院冉光圭教授在 SSCI期刊发表论文

我校管理学院财务管理系教授冉光圭博士（现任发展规划处副处长）以第一作者

身份在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经济和金融国际评论》）

（Vol.37,PP. 18-32；May 2015）发表题为 Supervisory Board Characteristics and

Accounting Information Quality: Evidence from China（《监事会特征与会计信息

质量：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的学术论文。该文是冉光圭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一般项目（13BGL04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同时也得到了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

费专项资金项目（JBK1307134）的资助。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 Quarterly, ISSN:

1059-0560）是社会科学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简称 SSCI）期刊，

是 2014 年 SSCI 收录的 91 种金融期刊之一，主要刊登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宏观经

济学和金融学等学科中高品质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论文。

该文利用手工采集的监事会成员个人特质信息，从监事会规模与结构、监事教育

背景、监事职业背景、监事激励和其他监事特征五个维度十三个方面系统检验了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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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特征对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具有会计、学术背景的监事、女性监

事更能提高公司会计信息质量。这一结论不论采用盈余反应系数模型（ERC Model）

还是操控性应计模型（DA Model）都是稳健可靠的。该文的主要贡献在于：（1）以

1999—2012 年 2067 家中国上市公司 16558 个公司-年度观测值为研究样本，研究结

论有力地驳斥了“监事会无效论”的片面观点；（2）首次检验了职工监事的治理效应，

证明了我国上市公司“员工共同参与决定”制度（Labor Co-determination System）

具有一定经济合理性；（3）将现有研究推进到监事会内部，系统考察了监事会成员个

人特质对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丰富和拓展了监事会治理的相关研究文献。

我们对冉光圭博士在 SSCI 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表示衷心祝贺！希望我校广大文

科教师提高外语水平、提高学术水平，增强学术研究的国际意识，积极在国外重要期

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为我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做出贡献。

（贵州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16.权威期刊《哲学研究》刊登我校人文学院王进博士学术论文

最新（2015 年第 8 期）出版的我国哲学权威期刊《哲学研究》刊登我校人文学

院哲学系副教授王进博士学术研究论文。该论文题为《儒家伦理的“基石”及其价值

——对贺麟〈五伦观念的新检讨〉的一个延展性思考》，全文共计一万二千余字。该

文以文本解读的形式对儒家伦理的基础这一基础性问题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思考。

近八十年来，我国著名哲学家、“新心学”的代表人物贺麟先生于 1940 年发表的

《五伦观念的新检讨》一文，一直被认为是研究阐释儒家伦理的经典文献，广为国内

外学术界所重视和引用。在文中，针对当时儒家伦理所遭到的挑战和否定局面，贺麟

先生提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从旧礼教的破瓦颓垣里，去寻找出不可毁灭的永恒基

石。在这基石上，重新建立起新人生、新社会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王进博士以此为

起点，通过对该文的细致、深入而又不乏新颖的解读分析，对儒家伦理的基础提出一

个全新的观点，认为儒家伦理的“基石”在于三个方面：强调人的属人性的社会存在；

尊重社会事实和生活常识；建立高品质的伦理关系。论文对之进行了较为充分详实的

论证说明。

该研究对于深入理解和认识儒家思想，回应现代思想对伦理建设的困惑，进而重

建人类社会伦理道德秩序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特别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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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建立美好社会的今天，就更显出它的重要意义。此外，作为该问题研究的另一成果，

也被我国重要的儒学研究专业学术期刊《孔子研究》所发表。

《哲学研究》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主办，为我国哲学权威期刊，在由中国社

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发布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2014 年）》

中，该刊被确定为哲学学科唯一“顶级期刊”，在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享有极高的权

威性、影响力和美誉度。

王进副教授硕士毕业于我校人文学院，博士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2010 年

来我校工作。王进博士关注社会，勤奋学习，热爱教学，潜心科研。此一研究成果的

取得，是其一贯的治学态度和努力之自然结果，亦是近年我校少有的高端学术成果，

可喜可贺。

今年是我校确定的“文科建设年”，我们在祝贺王进博士的同时，也诚挚希望广

大教学科研人员潜心学术，积极进取，为我校文科振兴和我国学术进步做出自己的贡

献。

（贵州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学术交流】

17.我校承办的海上丝绸之路国家农业经济与绿色转型发展高峰论坛顺

利举行

为共建“海上丝绸之路”，探讨农业及关联产业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

措施，谋划其相关领域的合作机制，8 月 3 日下午，由贵州大学承办的第八届中国-

东盟教育交流周之“海上丝绸之路国家农业经济与绿色转型发展”高峰论坛在贵阳国

际生态会议中心开幕。来自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越南、柬埔寨、老挝、

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及我国台湾和大陆地区的 76 名代表参加本次论坛。我校领导

姚小泉、王红蕾、杨伟民、向淑文、张覃、谢田凯出席会议。我校副校长王红蕾（正

厅长级分管常务工作）主持开幕式。

校党委书记姚小泉致欢迎词。他指出，农业经济是国家经济之基础，中国与东盟

是好邻居、好朋友和好伙伴，中国和东盟国家都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始终把农业经济

作为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把发展农业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加大生态环境保护，

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探索绿色转型发展道路，已经成为了中国和东盟各国推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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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经济发展的普遍共识。他表示，论坛的召开为各国参会人员提供了一个沟通的平台，

有利于推动相关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他希望，中国和东盟相关高校、研究机构要加强

合作，共同推动相关领域的农业经济与绿色转型发展。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校长周行一

随后致辞。他简要介绍了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历史和现状，并欢迎各国学子交换学习，

互学互鉴。

在论坛上，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国际合作局局长程国强

研究员作了题为“一带一路与区域粮食安全”的主题报告，介绍了“一带一路”的概

况、进展与影响，并就“一带一路”建设对区域粮食安全的影响谈了自己的观点。泰

国兰实大学外交学院院长颂蓬·尚官本教授作了“中国-东盟的农业合作如何实现共

赢”的主题报告。中国云南农业大学校长盛军将自己的研究学术与区域茶产业发展的

实际相结合，并联系到万里茶马古道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同与会嘉宾分享了自己

的经验和看法。贵州大学特聘教授、韩国首尔大学荣誉教授全京秀先生对中国-东盟

共处共生条件下山区生态农业发展的困境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关的发展路径和解

决之道。

“海上丝绸之路国家农业经济与绿色转型发展”高峰论坛是第八届中国-东盟教育交

流周重要学术活动之一。在论坛上，贵州大学管理学院和东盟研究院分别与马来西亚

博特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院等东盟科研院所分别签订了

合作框架协议。

此外，8 月 4 日下午，我校管理学院还邀请参加此次高峰论坛的嘉宾在管理学院

EMBA 会议室召开中国农业经济与学科建设座谈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国

际合作局局长程国强，台湾政治大学校长周行一等 20 余名代表参加会议。我校副校

长王红蕾主持会议。座谈会上，各位专家学者就农业经济专业建设以及如何加强交流

合作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探讨。在谈及如何推进农业经济发展的有关问题时程国强说，

我校应当加强人才筹备、大力建设智库、强化科研平台建设，以此助推农业经济专业

的学科建设发展。

（贵州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杨仁厚）

18.著名政治学者复旦大学桑玉成教授莅临贵州大学做学术报告

2015 年 7 月 3 日晚，贵州大学文科讲坛暨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格致”讲堂



19

在慎思楼 710 会议室举行。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桑玉成教授为我校师生作

了一场题为“政治学的主题和政治生活的改善”的讲座，讲座由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靳永翥主持。公共管理学院百余名师生聆听了此次讲座。

靳永翥副院长简单介绍了桑玉成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及研究成果后，桑教授展开

讲座。他用通俗易懂的例子围绕有一种生活叫政治生活、政治需要解决的问题、政治

学的主题、人类关于构建政治生活的一般构想，以及政治问题需要用政治法制的一般

进程解决等五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桑玉成教授通过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应该致力于

提高人的政治水平，完善政治制度即构造人类美好增值生活的理想蓝图、让千差万别

的角色各得其所、找到有效的方法来解决非暴力情况下人类的矛盾与冲突行为的最终

手段；以及用什么来解决以上三个问题，提出了“价值、知识、智慧、技艺”的八字

政治学基本价值取向。同时还向我们阐释了制度化程度低、社会缺乏良好的政治发展

预期、合法性危机、腐败问题、人民群众的期望受挫等五个政治发展的一般进程。最

后，桑教授总结时谈到，今日所讲即用优良的政治人生来引领优良的政治生活，他对

现代大学生寄予了期望，这个有理想和抱负的年纪，青年人应该探寻政治价值、增

强 政治知识、开启政治智慧，引领政治生活。讲座最后是互动环节，桑教授就同

学们所提的问题耐心地作出回答。

桑玉成，男，1955 年 4 月生，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法学博士，政治学者，现任

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上海政治学会会长；上海市政协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廉

政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社联党组副书记，曾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主任、国际

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常务副院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复旦大学校长助理。

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专业领域为政治学理论、当代中国政治、公共政策等。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供稿）

19. 2015年第 3季度文科讲坛概况

由于每年 7 月为贵州大学暑期小学期，8月为贵州大学暑假时期，9 月为开学月，

学院往往忙于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开学工作，本季度文科讲坛开展期数总量较少，仅有

4期。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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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投稿选题与写作技

巧
李玉勤

农业经济问题

杂志社社长
管理学院 7月 3日

2

2

政治学的主题与政

治生活的改善
桑玉成

中国政治学会

副会长

公共管理

学院
7月 3日

3

3

跨文化交际中对“他

者”文化的误读----

以美国文化中的个

人主义为例

王恩铭
上海外国语大

学教授

外国语学

院
7月 6日

4

4

我国休闲体育发展

态势解读
卢锋

美国管理思想

大师
体育学院 7月10日

（贵州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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