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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至11日，“天安数码城杯”第一

届全国大学生发展经济学论文大赛在南京大学

举行。本次大赛由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发

展经济学分会，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

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

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八所

高校经济学院以及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

联合举办。百余名经济学专家学者及青年学生

齐聚南京大学，共同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

济发展过程，推进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南

京大学副校长王志林，天安数码城（集团）有

限公司总裁杜灿生等出席大赛开幕式。王志

林、天安数码城（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

郑洪权分别致辞。

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资深教授洪银兴等

作大赛开幕式主题发言。洪银兴指出，中国已

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

经济学的理论支撑至关重要，要研究转向现代

化建设的系列重大经济学理论问题。中华外国

经济学说研究会发展经济学分会会长、武汉大

学发展经济研究所所长郭熙保教授指出，中国

的学者要为发展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做出贡

献，把中国经济的发展经验进行概括总结，上

升到理论层面，推动发展经济学的创新和发

展。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范从来教授指出，新阶段发展经济学的

关键问题在于创新是否能够成为中国经济的核

心动力，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进而提升金融

服务创新的能力。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

书记兼院长刘守英教授，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高

波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培刚

发展研究院院长张建华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

院副院长张辉教授等作大赛闭幕式主题发言。

本届论文大赛为期2天，共设置6个平行论

坛，分别由7-10名参赛学生进行论文汇报，并

邀请 5-6位相关领域专家学者进行交叉点评。

大赛共评选出特等奖作品 3篇、一等奖作品 9

篇、二等奖作品17篇、三等奖作品20篇、优秀

论文指导教师奖10名。

据悉，自年初启动以来，本次大赛共收到

全国190所高校的637篇投稿论文。参赛作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覆盖发展经济学各领域研究方向，紧密结

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灵活运用现代经济学研

究方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

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大赛极大激发了青年学

生学术交流的热情，促进了全国高校之间广泛

的学术交流和知识外溢，为培养中国特色发展

经济学的研究型人才提供宝贵的实践经验，力

争成为全国高校经济学专业师生参与度最高、

受益面最广、学术交流质量最高的学术活动品

牌。

（南京大学）

首届全国大学生发展经济学论文大赛
在南京大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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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由南京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和

三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举办的“伦理学

前沿问题”高端论坛在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

举行。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尚洪波出席开

幕式并致欢迎辞。中国伦理学会会长、清华大

学人文学院院长万俊人教授，南京审计大学原

党委书记王家新教授，《江苏社会科学》主编李

静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许

开轶教授和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刚教授分别

致辞，祝贺论坛顺利召开。南京师范大学马克

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经济伦理学研究所所长王

小锡教授代表会议主办方对各位领导和专家的

出席表示由衷谢意。来自全国伦理学界的 80余
位专家学者出席论坛。开幕式由南京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王露璐教授主持。

本次论坛围绕建党百年的道德理论和实践

前沿问题，共征集学术论文50余篇，有12位专

家进行交流发言。南京师范大学李志祥教授主

持了第一阶段的学术讨论，河海大学余达淮教

授、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朱金瑞教授、南京师范

大学王露璐教授、张振教授、汤建龙教授、北

京科技大学姜晶花副教授分别以《资本的道德

与不道德的资本》《当前我国企业伦理研究中应

重点关注的几个问题》《中国乡村伦理研究的方

法论基础及其拓展可能》《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

建设的百年基本经验》《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界

限问题》《“爱”与“争”——天地万物本原的

生成之道》为题交流发言。

南京师范大学吴先伍教授主持了第二阶段

的学术讨论，南京师范大学曹孟勤教授、江苏

开放大学崔新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张霄教

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刘琳教授、上海财经大

学夏明月教授、南京师范大学陶涛副教授分别

以《对劳动的第一哲学思考》《“守正”与“创

新”——研学百年党史的基本辩证法》《从企业

社会责任评价到企业社会成就评价：概念与方

法》《新时代需要新经济伦理》《劳动伦理与企

业竞争力》《普鲁塔克的实践伦理学》为题交流

发言。

在交流讨论过程中，与会学者还就道德资

本理论以及其他重要的经济伦理、政治伦理、

社会伦理、生态伦理问题等展开了全面的对话

和交流，充分展示了我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

经济伦理学研究的理论前沿和发展态势。

（南师大社科处）

“伦理学前沿问题” 高端论坛
在南师大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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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江苏高校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

理协同创新中心发展战略研讨会暨首席科学家

和主任聘任仪式在苏州大学举行。苏州大学党

委常委、副校长张晓宏，中心首席科学家任

平、主任钱振明，中心常务副主任、人文社会

科学处处长于毓蓝和相关专家出席会议。

经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管

理委员会批准，聘任任平为中心首席科学家，

聘任陈龙、高峰、谢岳、方新军、冯博、田芝

健、吴永发为中心副主任。张晓宏为受聘人员

颁发聘书。

中心发展战略研讨会分三个阶段进行。第

一阶段，会议听取了钱振明关于《江苏高校新

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发展规划

（2021-2024）》等8个文件的起草及相关情况

说明。钱振明表示，中心发展将立足苏州大学

学科与科研平台，充分发挥苏州大学作为国家

“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综合学科优势，借助长三

角区位优势，多层多维整合资源协同发展，致

力于为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和社会治理现

代化作出贡献。

第二阶段，与会专家进行讨论交流。任平

认为，中心要围绕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探索

“以城市的现代化带动乡村振兴实现国家富强”

的路径，着眼于解决国家急需、人民期盼、时

代要求、指导未来的问题。陈龙认为，要将

“四个面向”放在首要位置，着眼于城市形象、

国际传播、舆情治理、文化软实力与文化支撑

力等方面的研究。吴永发认为，应划分生态与

安全问题，优化“健康城市”“城市化治理”相

关概括，整合特色小镇、城市更新研究方向。

高峰认为，要明确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的

基本内涵，明确“新”“特”的实质，提炼传统

文化、社会治理研究成果，围绕重大课题，重

点攻克。方新军认为，可从编发营商环境排

名，绿色原则、居住权等角度开展研究并开设

综合课程教学。谢岳认为，要进一步凝练研究

方向、落实文献中心建设、优化规划目标、完

善人才培养机制，促进中心可持续发展。田芝

健认为，中心需要开展前沿性、原创性的研

究，将城镇化与现代化结合。王俊华认为，健

康城市研究应从健康卫生网络、公共健康保

障、全方位健康服务角度开展相关工作。姜建

成认为，要以中心为基础，延展、辐射学校其

他文科领域学科。段进军认为，未来城市发展

的产业蓝图，需要依靠产业化创新、工程化创

新、商业模式创新等条件。经充分讨论交流，

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心关于《江苏高校新型城镇

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发展规划（2021-

2024）》等8个文件。

第三阶段，结合讨论内容及中心工作安

排，会议研究部署了中心近期重点工作。钱振

明提出，下一阶段，中心要围绕规划编制、制

度建设、组织建设、团队建设、课题遴选、博

士点建设、期刊建设、学术活动、空间优化、

宣传协作等十个方面开展建设工作。

(苏州大学)

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发展战略研讨会
在苏州大学举行

高 校 讯 息

75



2021.4

7月19日至20日，南京林业大学2021年

度文科青年骨干教师科研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南

林大厦举办，培训班旨在持续提升文科青年教

师科研能力，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高质

量开展。南林大副校长缪子梅出席开班仪式并

作动员讲话。文科青年骨干教师、2022年国家

社科项目申请人及部分交叉学科老师近100人

参加了培训。

缪子梅在讲话中指出，近年来南林大文科

事业发展持续向好，要推动人文社科研究工作

高质量发展，关键在提高文科教师的科研能

力。她对培训班学员提出三点要求：一要充分

认识培训的意义，建设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

师资队伍是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内容，

文科教师基础好、潜力大，尤其是青年教师，

对待学术研究既有压力，又有动力，只要加强

训练，就可在学术上取得不俗成绩。二要珍惜

学习机会、取得培训实效，对接国家和地区发

展战略，沉下身来、静下心去，认真听讲、刻

苦学习，真正做到学有所思、思有所得、得有

所获，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三要养成科

研自觉，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将科研与

学校特色紧密结合，形成具有优势的独特研究

方向，为南林大“争先进位”贡献力量。

省社科联副主席、南京市社会科学院院长

曹劲松，省社科联副主席、南京师范大学人文

社会科学院院长张振，省政府研究室原副主任

沈和，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张卫，扬州大学

商学院院长秦兴方，南京大学特聘教授风笑

天，南京林业大学教授刘同山等7位专家分别围

绕“高水平论文选题与写作”“国家社科项目申

报要点及其策略”“如何开展智库研究和撰写高

质量智库报告”“如何开展调查研究与撰写调研

报告”“国家社科基金申报新趋势”“社会科学

研究的几个问题”“问题、论证与逻辑--国家社

科标书撰写之点点滴滴”等方面作专题辅导，

从选题设计、调查研究、论文写作、课题申

报、资政建议写作等多个维度，对培训班学员

进行深入、全面、系统地培训。

(南京林业大学)

南林大举办文科青年骨干教师科研能力提升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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