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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生学术论坛在中共中央党校隆重召开。此次论

坛的主题为“中国与科学发展”，参与代表是全国各地获奖

优秀论文的作者。副校长李书磊、研究生院院长卓泽渊出席

会议并讲话。中央党校八部一所的老师、来自全国各地的嘉

宾和获奖人员，研究生院博士生、硕士生以及新闻媒体代表

参加了会议。 本次论坛由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发起创办

，2008年10月份正式启动项目，筹备工作历时一年。论坛创

办的主旨就是要为全国尤其是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生打造一

个学术交流平台、营造启迪思维、大胆创新的学术氛围。主

办方希望将此论坛打造成年轻人交流思想、碰撞观点、广交

朋友、指点江山的高端平台和学术盛宴。 此次论坛主题是“

中国与科学发展”，获奖论文立足改革开放30周年与建国60

周年的时代背景，探讨了中国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

建设、法制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如何发展的现

实问题，以及深化改革的出路。 在开幕式上，李书磊副校长

代表中央党校校委向嘉宾光临中央党校表示热烈欢迎，向获

奖同学表示衷心祝贺。 李书磊副校长围绕如何做学术，怎样

写文章作了重要讲话。主要分为以下四点：第一，爱读书，

善读书，读好书。研究生阶段是人生的求学黄

金(231,0.08,0.03%)时期，在读期间应多写文章，多动笔，打

下扎实基础。第二，治学要严谨，养成写文章的好习惯。人

的文字表达习惯养成有时间性，写文章是把思想外化、真实



化、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因此要积极锻炼，及时抓住灵

感，推敲和完善思想。第三，敢于创新，勇于探索。赞成和

鼓励同学们多读本学科经典，广泛涉猎其他学科知识，全面

发展。对想法不要静态描写和凭空罗列，要动态展示思想过

程。第四，把理论和实际紧密结合，敢于说真话，文章要真

切。 最后李书磊副校长希望各位嘉宾和中央党校研究生多多

交流，碰撞出思想的火花；祝愿大家在中央党校生活愉快，

留下美好回忆！宣布论坛开幕！ 卓泽渊院长致欢迎词。他代

表中央党校研究生院的全体老师和同学向嘉宾的到来表示热

烈的欢迎，对获奖人员表示衷心的祝贺，同时衷心感谢新闻

媒体的积极参与。 卓院长指出，当今时代是一个巨大的历史

变革时代，中国社会迎来了巨大的历史转型时期。在这样的

历史时刻，我们理论工作者担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时代给

了机遇，也给了我们挑战。各位同学意气风发，有活力、有

思想、有能力、有热情，代表着中国学术发展的未来和希望

。此次“2009?社会科学研究生学术论坛”由研究生院主办，

研究生院学生会总会承办。本次论坛共收到论文514篇。经过

专家双向匿名严格评审，有52篇论文获奖。从去年十月份发

起，经过征文、评选、公布奖项到今天举办论坛，进行学术

交流，历时一年。一年来我们积极准备并期待着今日的到来

。这是一个开端，今后每年都会有学术征文活动。中央党校

研究生院将担负起这一重任，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承担起

应当担负的使命。 最后卓院长指出，让我们在论坛上交流学

术，激荡青春，飞翔理想。希望同学们接过前辈的学术火炬

，来照亮我们的学术之路，推动和促进中国社会的科学发展

。坚信同学们在未来的人生旅途中，会继续奋发努力，一定



能大有作为！衷心祝愿“2009?社会科学研究生学术论坛”圆

满成功！ 在上午的政治与经济专场中，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

林玮等研究生代表就政治现代化、服务型政府、企业社会责

任、如何合理利用外资等课题展开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述。在

下午的社会与哲学专场中，来自南开大学的吴晓林、中央党

校的姚亮等研究生就国家文化软实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粮食安全问题、信访制度问题、社会

分层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在场的学者和同学们也提出了

很多颇具启发性的问题，与发言者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互动

。会场气氛非常活跃与融洽。会后，参加论坛的学者和研究

生纷纷表示希望形成长效机制、每年定期举办。 据悉，论坛

筹备委员会共收到514篇参赛论文。论坛专家组反复甄选、优

中选优，最终评出52篇获奖论文。其中，一等奖5篇、二等

奖10篇、三等奖20篇、优秀奖17篇，研讨会这些获奖论文的

作者进行了颁奖。预计论坛组委会将于12月份出版论文集。 

附：获奖名单 一等奖(5篇) 1赵大朋《科学发展视域下的当代

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华中师范大学 2狄金华《中国农村田

野研究的单位选择兼论中国农村研究的分析范式》华中科技

大学 3张正光《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范式》华东理工

大学 4韩兴雨《现代性语境中的我国政治现代化及其路径选

择》河海大学 5姚亮《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特征分

析》中共中央党校 二等奖(10篇) 6闫茂伟《社会责任：企业与

政府相互合作的一个结合点》东南大学 7王龙生《试论粮食

安全背景下的农业环境资源保护》江西理工大学 8林玮《外

资进入我国传媒产业的公共规制应对研究》北京师范大学 9

冯建辉《社会层级结构理论与构建服务型政府基于一种政治



哲学的考察》中共中央党校 10刘昭《行政法视野下的信访救

济功能初探》中共中央党校 11安秀伟《试析中国和平发展战

略的实施成效与面临挑战》山东师范大学 12张海静《社区治

理网络：应急行动策略》上海交通大学 13张博萍《农民专业

合作社对农村改革的影响及相关问题思考》重庆交通大学 14

吴晓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阶层分化与政治整合的变迁》南

开大学 15任薇《论我国贸易救济法制建设的特色》中南大学 

三等奖(20篇) 16冷运生《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河南大学 17李小西《试论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与非政府组织

的关系及变化》河海大学 18李琴《交易成本：农村妇女参与

选举的制度性障碍》华中师范大学 19胡国喜《建国60年来党

内民主发展的历程、经验及前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20万波

《科学发展观与全民思想政治教育》湘潭大学 21石超《文化

消费危机及应对策略》华中师范大学 22吴广庆《生态文明与

生态社会化写在建国6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党校 23桑丽《传

统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中共中央党校 24韩宁《我国乡镇党

委选举制度变迁模式分析》中共中央党校 25王军民《对马克

思主义大众化基本经验的思考》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26陈德玺

《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对几次重大争论的反思》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27周育学《从“整合”中趋向“和谐”生

态伦理建立与发展的一个“后现代”视阈》山东大学 28王志

华《科学发展观：人文精神的新阶段》厦门大学 29冯文滔《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博弈基于1949年以来财政分权的制度变迁

视角》东南大学 30宋渊明《中国法治：民主与民主的法制化

实践》中共中央党校 31隋斌斌《经济发展与中国政治民主以

地方政府民主创新为视角》中共中央党校 32李鉴修《建国以



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历程和启示》中共中央党校 33毛德

儒《社会发展中的“三足鼎立”动力模式刍议》中共中央党

校 34王文江《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与中国的法治建设》中共中

央党校 35王敏《改革开放30年来新闻定义之争兼论新闻定义

》华中师范大学 优秀奖(17篇) 36邵邦《人的现代化研究中应

引入人的社会化概念》广西师范学院 37李光普《高等农业教

育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途径探索》河北农业大学 38

曲晓雷《建国初期灾害应对机制研究以1959年登陆福建台风

灾害为例》厦门大学 39夏引业《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行政法

的变迁兼论政府职能的转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40袁

立《论社会权可诉性的宪政之路》东南大学 41苏甜甜《论改

革开放30年中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

》东南大学 42孙尚诚《诚信与绩效》厦门大学 43阮梦君《政

府与市场：改革开放三十年温州柳市经济发展中的有效合作

探究》浙江师范大学 44王家明《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的就业

问题分析以科学发展观为视角》中共中央党校 45刘富厚《改

善民生的主要难点分析》中共中央党校 46韩功华《实践致错

新论》中共中央党校 47闫何清《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视

阈下的中国经济发展》中共中央党校 48高石磊《科学发展观

新的时代内涵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维度》中共重庆市委党

校 49王志昂《非政府组织的二维透视》河南大学 50郭林《统

筹城乡养老保险发展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必由之

路》河北大学 51冯明波《论新生代农民工》中共辽宁省委党

校 52刘中兴《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境

遇及出路》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