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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至26日，由中国社科院台湾史研

究中心、江苏师范大学主办，江苏师范大学历

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中

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史研究室承办的

“台海两岸关系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以线上

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江苏师范大学召开。来

自台海两岸及日本、新加坡的110余位学者通

过到现场或者视频连线形式参会。

25日开幕式由江苏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岑

红主持，中国社科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任、学

部委员张海鹏致开幕辞，江苏师范大学党委书

记华桂宏致欢迎辞，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

孙亚夫、台湾中兴大学历史系教授孙若怡、全

国台湾研究会会长汪毅夫、统一联盟党主席戚

嘉林分别致辞。

第一场大会学术报告会由江苏师范大学历

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张文德教授主持。中国

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细珠研究员、福建省社

科院历史研究所徐晓望研究员、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王宏斌教授、厦门大学历史系王

日根教授、暨南大学历史系张晓辉教授、厦门

大学台湾研究院陈小冲教授、台北中研院近史

所陈慈玉研究员等7位学者作专题学术报告。

大会学术报告结束后，会议分三组举办15

场讨论会。与会学者们围绕台海两岸关系历史

变迁，历史上的闽台行政关系，台海两岸经贸

交流、文化交流、人员往来，台湾和平统一与

中华民族复兴研究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26日，李细珠研究员主持了第二场大会学

术报告及闭幕式。孙若怡教授、南京大学台湾

研究所刘相平教授、张海鹏研究员、福建师范

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谢必震教授、台湾大学

名誉教授许介鳞先生、台湾文化大学政治系教

授及《远望》总编辑石佳音先生、日本明治大

学副教授羽根次郎先生等7位学者以现场讲演和

视频讲演等形式分别作了专题学术报告。

（江苏师范大学社科处）

“台海两岸关系历史” 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江苏师范大学召开

高 校 讯 息

和社科普及示范基地的业务骨干代表等参加培

训。

宜兴市社科联主席戴菊华作开班动员，她要

求大家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抓好党史教育学习、从

守规矩的角度抓好意识形态工作、从谋发展的维

度抓好社科学会规范化建设和社科普及工作实

效，为进一步做好学会管理和开展好社科普及工

作明确了具体方向。

本次培训课程内容丰富，既有党史学习教育

专题讲座，又有业务培训、工作交流、现场教学

等内容，加强了社科联、社科普及示范基地、社

科类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

启发、相互借鉴。

（宜兴市社科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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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苏州大学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

究会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暨苏州大学竞争政策与反

垄断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在苏州举行。中国经济体

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彭森，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副组长赵晓光，

咨询组成员、国家发改委价监与反垄断局原局长

张汉东，咨询组成员、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院

长王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

发改委价监与反垄断局原副局长李青，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局副局长

张正明，江苏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陈琪宏，上海

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孔祥俊，上海大学竞争

法研究中心主任李俊峰，南京大学中德法学研究

所所长方小敏，苏州大学党委书记江涌，苏州大

学相关职能部门、学院负责人及师生代表等出席

仪式。仪式由苏州大学总会计师周高主持，江涌

致欢迎辞。

彭森围绕开展学术合作、加强竞争政策与反

垄断的研究、推动强化竞争政策基本定位等方面

提出建议意见，指出成立竞争政策与反垄断研究

中心是发挥双方优势，推进竞争理论研究与改革

研究的有效融合，也是促进政策与实践的有效融

合。中国体改研究会将与苏州大学共同携手，紧

扣强化竞争政策与市场化这一主题，在优化产业

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等各领

域通力合作，为政府建言献策，为行业企业服

务，为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全面深化经济

体制改革做出重要贡献。

李青副会长和张晓宏副校长分别代表中国经

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与苏州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彭森与江涌共同为苏州大学竞争政策与反垄

断研究中心揭牌。

赵晓光、孔祥俊、张汉东、王健、方小敏、

张正明分别以反垄断的本质、反垄断司法的逻辑

与经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强化

反垄断监管、反垄断法的威慑性以及反不正当竞

争政策前沿问题为视角，联系国内外反垄断法发

展现状，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结合反垄断执法和

司法过程中的生动案例，为与会人员带来了精彩

报告。

竞争政策与反垄断研究中心既是苏州大学人

文社科校级研究平台，也是苏州大学与中国经济

体制改革研究会合作建立的理论研究与智库咨询

机构。中心将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纲要

的总体安排，结合苏州大学学科特色、人才优

势、资源分布确定主要研究领域、方向和课题，

建设成为特色鲜明、分工明晰、学科专业互补的

竞争政策与反垄断研究体系的重要合作机构，致

力于打造国内竞争政策与反垄断研究的核心智

库，研究国家与地方竞争政策、反垄断立法的一

流平台，本领域内司法、执法人员培训基地以及

国内外比较合作研究和信息交流中心。

(苏州大学社科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与苏州大学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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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21世

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创新发展”高端论坛在

江苏大学举办。来自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知名专家、部分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和江

苏省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马克思主义理

论学科研究》杂志负责人，江苏大学马院师生

参加论坛。论坛由江苏大学马院院长李丽主持。

开幕式上，江苏大学党委书记袁寿其介绍

了学校基本办学情况及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情

况，指出“十四五”期间学校将重点支持马克

思主义学院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优建强，

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学科理论对学校事业发展

的支撑作用。

论坛发言交流阶段，来自中国社科院马克

思主义研究院，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

安交通大学、山东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全国

重点马院院长以及近30位江苏省示范马院院长

汇聚一堂，共同探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

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创新发展”的重大

理论和现实问题。

论坛闭幕阶段，南京师范大学马院王永贵

教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院院长王智围绕学

科发展和马院建设作交流发言。

（江苏大学社科处）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 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科创新发展” 论坛在江苏大学举办

高 校 讯 息

9月16日，南京林业大学召开新学期人文

社科工作会议，副校长缪子梅主持会议并讲

话。文科及涉文相关学院负责人、科研秘书及

人文社科处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会议。

缪子梅充分肯定了人文社科工作在上半年

取得的成绩和进步，并对下半年工作提出三点

要求：希望各学院科学谋划，总结经验，树立

信心，抓早抓细，启动2022年国家社科基金、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和省政府奖申报准备工

作；注重科研团队建设，凝练学科发展方向，

围绕学校特色学科、交叉学科发展等方面组建

科研团队；注重社会服务，围绕生态文明建

设、碳中和碳达峰、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战略

和发展方向开展社科理论研究和科研实践，为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南林智慧。

人文社科处处长高晓琴介绍了2021年上半

年人文社科和智库建设工作主要内容和下半年

重点工作，围绕制度建设、项目申报、平台建

设、奖项申报、项目管理、学术活动等方面介

绍了学校人文社科工作具体情况。

会上，文科及涉文相关学院科研负责人围

绕国家社科基金申报动员、选题凝练、绩效认

定、科研团队选拔、青年教师培养、教学科研

工作协调等方面汇报了学院上半年工作情况和

下半年工作计划，并就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

交流。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科处）

南京林业大学召开人文社科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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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南京农业大学隆重举行纪念中

国大学第一个农经系成立100周年大会。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省社科联主席曲福田，全国

政协常委、广东省政协原副主席温思美，南农

大党委书记陈利根、校长陈发棣出席大会。来

自国内40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南

农大党政机关、在校师生及校友代表1200余人

参加了大会，大会同步视频直播，3000余人在

线观看。

曲福田在大会致辞中表示，在一百年悠悠

岁月里，南农大农经系始终走在时代前沿，与

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始终情系三农，

立足出大学问家、出一流学科、育一流人才；

始终坚持“扎根中国、放眼全球”的研究导

向，砥砺奋进，深耕学术，经世致用，服务社

会。他对南农大农经学科未来的发展提出了三

点期望，一是牢牢把握南农大农经学科建设的

特色，持续加强一流学科建设，加强与相关学

科的交叉融合，加强与兄弟高校的协作联合，

加强与国际机构的交流合作，讲好中国农经故

事，发出中国农经声音，让中国的农经学科在

世界上产生更大的影响。二是牢牢把握南农大

农经人才培养的重点，始终围绕国家需求，创

新人才培养方式，大力培养服务三农、服务江

苏、服务国家，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的

栋梁之材。三是牢牢把握南农大农经经世致

用、服务发展的关键。农经学科只有作答好现

实课题、解决好现实问题，才能更好体现学科

自身价值。他希望广大农经人深入研究和回答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面临的重

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强富美高”新江苏

建设重大问题研究，为繁荣江苏社科理论发

展、服务地方三农决策提供卓越的思想支撑、

智力支持，交出让党、祖国和人民更加满意的

答卷。

陈利根在讲话中指出，农经百年，是薪火

相传、矢志一流的百年;是严谨治学、潜心育人

的百年;是扎根大地、心系三农的百年。回顾南

农大农经系的百年历程，铭刻的是一代代南农

人、一代代农经人耕读力行的接续奋斗、兴农

报国的家国情怀和造福苍生的大为大爱。

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袁龙江、浙江大学求

是特聘教授黄祖辉分别作为同行代表致辞。中

国农业大学原校长柯炳生教授、中国社科院学

部委员蔡昉教授、国际农经学会（IAAE）主席

Uma Lele教授、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
所 长 Johan Swinner 研 究 员 、 哥 廷 根 大 学

Stephan von Cramon-Taubadel教授通过视频形式

表达了对南农大农经系100周年的祝福。

1978级校友、中国农业大学讲席教授樊胜

根作为校友代表分享了南农大农经系带给他的

成长与收获。来自全球各地的60多位校友通过

祝福视频的形式，将对母校母系的思念祝福传

递现场。

（南京农业大学社科处）

南京农业大学纪念中国大学第一个农经系成立100周年

高 校 讯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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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9日，全省首个党内法规研究机构

——镇江党内法规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成立仪

式在江苏大学会议中心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原

副主任、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院长公丕祥，

省社科院党委书记、院长夏锦文，镇江市委书

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马明龙，江苏大学党委

书记袁寿其出席成立仪式。仪式由江苏大学党

委副书记李洪波主持。

成立仪式上，袁寿其介绍了学校事业发展

情况，表示成立镇江党内法规研究中心，是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重要论述精神的重要举

措，对于加强党内法规理论研究、夯实党内法

规制度建设基础、推动镇江乃至江苏党内法规

工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袁寿其要求研究中心

把牢政治方向，恪守绝对忠诚，加强理论研

究，做好决策服务，形成工作合力，不断结出

校地合作新成果，开创镇江党内法规事业新局

面。

公丕祥、夏锦文为学术智库特聘研究员和

学术委员会成员代表颁发聘书。马明龙、袁寿

其为研究中心揭牌。省委法规室负责人刘锐出

席仪式并致辞。镇江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

长、市委秘书长陈可可，镇江市委副秘书长、

市委办公室主任谭坚强，镇江市社科联党组书

记、主席于伟，江苏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金丽馥，江苏大学社科处处长马国建等参加

仪式。

镇江党内法规研究中心是镇江市委和江苏

大学共同成立的实体性科研机构，也是全省第

一家党内法规研究机构。中心主要承担党内法

规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研究；围绕镇江市委重

大决策部署，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党内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效果评估、基层党内法规实施机

制创新等方面探索实践；负责培养高素质党内

法规专门人才，对镇江市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党

内法规专项培训。研究中心致力打造立足省内

领先、全国知名的校地共建新样板。

（江苏大学社科处）

省内第一家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在江苏大学成立

高 校 讯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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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第七届钟山论坛 ⋅亚太发展年

度论坛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成功举办。南京大

学副校长陆延青教授，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民

大学时殷弘教授，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

长唐永胜少将，教育部高等院校政治学类教学

指导委员会委员、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战略与安全研究所所长宋德星教授，南京大学

社会科学处、国际关系学院、学衡研究院，北

京大学政治学系负责人以及近80位专家学者通

过线上和线下方式参加了本届钟山论坛。

陆延青对第七届钟山论坛 ⋅亚太发展年度论

坛的顺利召开表示热烈祝贺。本届钟山论坛主

题是“变革时代的物质、精神与生态”，该主题

源自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

和生态文明等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的指示，他希

望与会专家畅所欲言，面向国家重大治理需

求，全面剖析世界重大议题，系统关注亚太国

际关系、现代国家治理、亚太社会文化、国别

区域研究，用学术精神克服疫情障碍，贡献一

场丰富的学术盛宴。

时殷弘、唐永胜，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主任

张长东分别就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中国特色国

家安全道路和国家治理逻辑等议题发表了主旨

演讲。

钟山论坛 ⋅ 亚太发展年度论坛创设于2015

年，由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主办，迄今

已经举办七届。本届钟山论坛设置了亚太国际

关系、现代国家治理、亚太社会文化、国别与

区域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青年论坛等分论坛，

来自南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国防科技大

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20多家高校和研究

机构的学者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加

了本次论坛，分论坛设计展现出亚太发展研究

中心积极打造跨学科学术平台、相应国家重大

理论和现实需求、谋划原创性和标志性研究成

果、支持青年学者学术成长的基本宗旨。

(南京大学社科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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