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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细则，确保规划目标得到如期实现。三是

要加大组织工作力度，为社科普及工作开展创

造有利条件。市社科联要进一步发挥组织、协

调和指导职能，在搭建平台、项目资助、队伍

建设、业务培训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推动全

市社科普及工作的深入开展。四是要加强重大

活动期间的科普活动，扩大社科普及工作的对

外影响。围绕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纪念建军

90周年、全面抗战爆发80周年、香港回归20

周年，以及承办全国城市社科院第二十七次院

长联席会议等时机，大力开展社科普及宣传工

作。五是加强各项制度建设，推动社科普及工

作规范化科学化发展。按照《江苏省社会科学

普及促进条例》和《南京市社会科学普及规划

纲要（2016-2020年）》要求，建立健全推动

社科普及工作开展的常态长效工作机制。

（南京市社科联）

南京大学举行南京大学举行《《钓鱼岛问题文献集钓鱼岛问题文献集》》
新 书 发 布 会新 书 发 布 会

2017年 4月15日，来自全国各地的80余

名学者在南京大学参加《钓鱼岛问题文献集》新

书发布会暨钓鱼岛问题座谈会。该文献集共10

卷，433万余字，由南京大学张生教授主编，由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汇集了课题组从美国、日

本、英国、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档案馆、

图书馆、资料馆搜罗的中文、日文、英文等三种

文字的资料。

张生教授介绍，该文献集分为中文之部、西

文之部和日文之部三个序列，分别收集相关文本

的资料。通过三种文字资料，全面展示钓鱼岛问

题的来龙去脉，多视角展现出中国、日本、美

国、琉球在历史过程中的不同立场与态度，充分

说明了中国人最早发现、命名并利用钓鱼岛及其

附属岛屿，日方非法吞并琉球国和对钓鱼岛的

“窃据”的历史事实，同时展现了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钓鱼岛问题浮现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同气

连枝，持续不断地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

归属进行主张和论证和海外华人掀起的一波波保

钓运动。从区域国际关系的角度凸显钓鱼岛问题

的复杂性，是该文献集的鲜明特点。张生说，钓

鱼岛看似东亚边缘性存在，实际上是大国间激烈

博弈的场所。日本和美国政府间的官方文件表

明，美国政府一开始就明确钓鱼岛主权存在争

议，还试图反向利用钓鱼岛问题，作为“敲打”

当事国的工具。钓鱼岛风云诡谲，值得深入研

究，高度警惕。

（来源：南京大学社科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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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23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重大理论问题研讨会在南京大学召开，

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统战部长王燕文，

中央民族大学校长黄泰岩等与会。开幕式由南

京大学商学院院长沈坤荣主持。

原南京大学党委书记、人文社会科学资深

教授、中央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

家洪银兴介绍了《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一书从项目启动到正式出版的全

过程。该书由洪银兴担纲主编，由江苏人民出

版社出版，编写组集中了国内从事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专家，包括四位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四位全国综合大学《资本论》研究

会的副会长和秘书长等专家。洪银兴认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习近平总书记治

国理政新理念中居于重要地位，是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和经济建设道路进行理

论概括的系统性经济学说。目前，学术界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跨过了

对必要性、重要性研究的阶段，正在进入深入

研究阶段。本次研讨会围绕最新前沿研究展开

讨论，为党的十九大召开贡献创新性理论成果。

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张异宾表示，党的十八

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国

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理论资源。长期以

来，南京大学经济学科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

2017年获批成立的“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体现了中央对南京大学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充分肯定，

南京大学将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

方法论为指导，努力将中心建成理论创新、决

策支持、人才培养、宣传教育的重要阵地。

在《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一书首发式上，江苏省人民出版社总经理

徐海表示，该书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与问题导向相结合、与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国经济发

展形势相结合、与成功的案例和生动的故事相

结合，较好地体现了理论的严谨性、知识的科

学性和表达的通俗性相互之间的关系。

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统战部长王燕

文指出，思想因时代而兴，理论为国家而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苏始终坚持把思想理论引

领摆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突出位置，在推动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构筑思想文化建设高

地上取得一系列新成效。这其中，南京大学一

直担纲着“排头兵”的重要角色。王燕文从洪

银兴教授及其团队的学术深耕中总结出三个突

出方面：一是高度的理论自信。只有立足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战略全局，不断丰富发展21世纪马克思

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才能激活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内在基因。

二是强烈的实践意识。只有始终聚焦改革发展

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现实问题和实践经验，才

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重大理论问题研讨会在南京大学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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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源头活水，保持为实践所用、为人民所需

的强大生命力。三是自觉的话语创新。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但要拨开西方经

济学的“话语迷雾”，还要用更多具有中国特

色、中国内涵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

好、讲活、讲透中国经济“光明论”“贡献

论”“机遇论”，构筑学术自信和学术自强。

在主题发言环节，逄锦聚指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应开阔视野，坚持问

题导向，注重实践，重视理论与话语体系的构

建。石磊也强调了话语的重要性，并介绍了中

国40年开放的基本经验。刘灿认为，要从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和核心价值看收入分

配的公平正义，以新的发展理念实现公平正

义。王力胜详细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理论体系、话

语体系，以及每个体系各自的导向。张宇介绍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在研究对

象、研究任务、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三个方面的

变化。刘志彪重点讨论了供给侧改革突破口等

问题，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重新构建

全球共同体和全球价值链。范从来认为，中国

共同富裕道路应从先富带后富走向共享发展，

而共享发展的实现可以通过益贫式经济增长进

行分析。

大家一致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是由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提出的时代

要求，需要以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为导向，

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又结合

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把

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努力

形成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的经济学理论成果。

（南京大学社科处）

《《法治现代化研究法治现代化研究》》期刊首发式暨法学期刊期刊首发式暨法学期刊
发展高层论坛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发展高层论坛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

2017年2月25日，由南京师范大学与省法

学会共同主办的《法治现代化研究》期刊首发

式暨法学期刊发展高层论坛在仙林校区举行。

省法学会会长、《法治现代化研究》编委会

主任林祥国指出，《法治现代化研究》的创刊是

江苏省法学领域的一件大事，在江苏省法学发

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他对期刊发展提出

建议：一要把握方向，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的坚强理论阵地；二要瞄准目标，把期刊

办成全国一流、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刊物；三

是行成合力，把期刊办成江苏繁荣法学研究事

业的平台。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法治现代化研究》

主编公丕祥指出，一份学术刊物就是一个时代

的缩影，当代中国处于最为广泛、深刻、深远

的大变革时期，这场转型和变革的目标就是实

现现代化，在法治领域的具体表现就是推进国

家法治的现代化。

来自国内法学期刊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参加

了论坛交流。 （南京师范大学社科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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