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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国家语言战略高峰论坛在南京大学召开

2015 年 12 月 10 日至 12 日，第三届“国家语言战略高峰论坛”

在南京大学召开。本届论坛由教育部与南京大学共建的中国语言战略

研究中心、南京大学文学院、南京大学牵头的“中国文学与东亚文明

协同创新中心”共同主办。来自北京大学等 40 余所高等院校、科研

机构的约 80 位旁听代表列席本届论坛。

本届论坛分为主旨发言和小组发言两种形式。主旨发言专家就现

代汉语规范与研究战略，少数民族语言发展政策，社会公共话语与国

家语言政策，语言与国家认同、民族关系、文化传播、国家安全，语

言康复与国家发展，国家语言能力等问题做了主题报告，报告均引起

了与会代表的热烈讨论。在四个单元的小组发言中，来自香港理工大

学、澳门大学、新疆大学、南京大学等校的 18 位与会学者讨论了汉

语跨文化交际、少数民族语言保护、城市语言调查、语言规划理论和

语言经济、语言服务等领域中的具体问题，从各种不同角度贡献了与

国家语言发展战略紧密相关的学术观点和调查数据、资料。

“国家语言战略高峰论坛”2007 年由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

究中心发起创办。该论坛旨在倡导国家发展中的语言战略理念，提升

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研究的理论水平，开辟向国家有关部门和社会公

众提出语言政策建议的渠道。

（来源：南京大学社科处）



“社会转型与视觉文化”高层论坛在南京大学召开

为推动国内视觉文化的跨学科研究，增进理论与当下实践关怀相

结合的问题意识，“社会转型与视觉文化”高层论坛于 2015 年 11 月

21-22 日在南京大学召开。本次论坛聚焦于“社会的视觉建构”与“视

觉的社会建构”的互动视野，从文化研究、社会理论、图像学、艺术

史论、媒介及新媒体研究、城市研究等各个层面回应中国视觉文化在

社会转型期的种种问题。这包括社会形态上从传统向现代的激变；经

济和文化体制改革与深化；文化领域从高度政治化向市场娱乐化的转

变；以及从过去封闭性文化向开放型文化的变革。这些中国社会转型

语境建构了当下中国特定视觉性，但视觉表征上的积极建构又有望加

入形塑中国当代文化的进程之中，在培养主体的视觉素养中实现对转

型社会的建构。

与会学者围绕“视觉文化研究之学理”、“社会转型与视觉”、

“技术与视觉”、“城市景观”、“视觉主体”这几大问题对我国当

代转型期的“视觉性”建构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来源：南京大学社科处）

苏州大学举办新媒体与社会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5 年 12 月 5日，由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苏州大学东吴智

库联合举办的“新媒体与社会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苏州召开。



清华大学彭兰教授，丹麦技术大学 Peter 教授、台湾世新大学翁

秀琪教授、复旦大学廖圣清教授分别作了大会主旨演讲。彭兰教授在

《新媒体用户：更主动还是更被动？》中，强调了在新媒体传播机制

下，新传播赋予了用户更加主动性的地位，以个人为中心的传播模式

得到了确定，但她也指出，新媒体加强了个人主动性的同时也带来了

“前台表演”和“后台泄露”等问题；Peter 教授运用多个案例进行

佐证，描述了从当代社会从大众传媒向新媒体的演进过程，并提出了

传媒在 21 世纪的四个设想；翁秀琪教授在《新媒体与新素养在传播

教育上的实践》一文中，以自身的教学经历为例，讲述了新闻传媒教

育形态的当代变迁，强调要重视“跨领域知识学习能力、新素养能力、

掌握全球媒介生态发展的能力、道德力（伦理）”这四个关键能力的

培养；廖圣清教授运用大数据分析了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现状，指出计

算机传播学将是未来传播学发展的主要方向。

本次研讨会组织了四个分会场讨论。议题主要集中在政治传播、

媒介融合、互联网治理、新媒体与舆情发展等领域。

（来源：苏州大学社科处）

第六届农村社会学论坛在南京农业大学召开

2015 年 10 月 31 日—11 月 1 日上午，由南京农业大学农村发展学

院和学报（社科版）编辑部共同主办的第六届农村社会学论坛——社

会转型与农村社区治理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农业大学召开，国内知名

“三农问题”学者王晓毅、贺雪峰、李远行等莅临会议，校内外师生



近 100 人参会。

会议共分为六个阶段，与会专家学者分别就农村政治、农村社区

治理、农村社区文化、农村社区建设等主题展开研讨。南京农业大学

农村发展学院姚兆余教授、戚晓明副教授分别发表了“农村社区治理：

主体性缺失及其重构”“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困境探讨”的主题报告，

公管学院于水教授、张新文教授分别发表了“苏南农村社区治理若干

问题的思考”“整体性治理机制与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的主题

报告。

华中科技大学贺雪峰教授认为我国村庄呈现出明显的原子化，村

庄存在较大程度的地域差异，无论是东中西部，还是南中北区域，而

村庄矛盾则趋向于隐化。在不同类型和性质的村庄中，其社会结构和

社会矛盾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因此，在对村庄的研究中需要考虑

到不同村庄类型或性质的特殊性。中国社科院王晓毅研究员从驻村帮

扶和精准扶贫的角度展开论述，他指出当前两个统计口径的低保政策

覆盖人群差额达 50%，目前农村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村民自治尚是

一个问题，同时，加上村委会角色的行政化倾向，使得精准扶贫困难

重重。中国人民大学陆益龙教授指出，经历革命、改造、改革和转型

四次重大历史变迁之后的后乡土中国，乡村政治的基本性质已从“无

为政治”转变为“村官政治”，村官代理着国家权力在乡村治理中发

挥着中心作用，村官政治糅合了国家治理和乡村自治，有机地将国家

利益、基层精英利益和村民利益整合起来，在功能上向发展与施惠型

政治转变，从而达到了乡村政治在总体上的良性运行状态。南京大学



张玉林教授介绍了山西 4 个采煤沉陷村的治理现状，认为社区治理必

须要涉及的三个方面：原子化、碎片化的村庄问题、自上而下谋利型

的官僚体系、市场经济与城市化的背景。中央财经大学李远行教授指

出，农村社区包括三个层面的问题：人口、边界、惯习，当前社区呈

现出形式存在，功能却在消失，因此，社区治理所指的主体：社区在

什么层面来谈就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社区这一概念的不确定性可

能会导致社区治理成为一个伪命题。

（来源：南京农业大学社科处）

“江苏现代服务业发展论坛”在南京财经大学召开

2015 年 12 月 28 日，“江苏现代服务业发展论坛”在南京财经

大学福建路校区科技楼报告厅举行。

省统计局局长、党组书记夏心旻介绍了江苏省现代服务业发展情

况。他指出，江苏省现代服务业规模持续扩大、占比稳步提升，结构

不断优化、新兴服务业逐步兴起，现代服务业投资较快增长、后劲明

显增强，规模以上现代服务业单位数稳增、结构优化，现代服务业税

收就业稳步增长、贡献度提高。夏心旻局长认为，江苏现代服务业还

存在产业层次不高、开放性偏低、龙头企业少等问题。他建议，江苏

省现代服务业要抢抓互联网服务业发展机遇，优先发展生产性服务

业，拓展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空间，强化现代金融服务业的支撑作用，

推动文化产业成为支柱产业。

省科技厅党组成员、省知识产权局局长支苏平重点就现代服务业

与知识产权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现代服务业大部分是依赖于知识产权



产业，具有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人力资本含量的特点；知识产

权已经成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内容；知识产权需要更好支撑现代服务

业的发展。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胡学同重点介绍了江苏促进信息

服务业快速发展的探索与实践。他在简要介绍江苏信息服务业发展概

况后指出，江苏信息服务业要重点加快发展软件产业，推动智慧江苏

建设，落实“产业、创业、园区、企业、市场、人才、金融、环境”

八大举措促进互联网经济发展，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大力推

进“互联网+”工业、农业、商贸、金融、政务、文化、民生等七个

重点领域。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国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

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李钢在演讲中对我国“十二五”期间的服务贸易

发展情况进行了评析，并介绍了我国“十三五”期间服务贸易的发展

目标与主要任务。裴长洪所长建议，在“十三五”期间，我国应大力

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融合发展，发展高技术产业和新型工业业态；

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化改革，为工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以能源革命推动经济发展转型升级，促进工业低碳、清洁发展；发展

服务贸易出口，促进制造业服务化；发展服务贸易进口，促进制造业

转型升级。

（来源：南京财经大学社科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