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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处（创新工程办公室）
科研处是我院负责科研管理的职能部门。主要职责有：负责全院学科建设和发展规划；

规划和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建设；组织申报哲社、自科、软科学等各类课题并进行全
流程管理；组织我院重大学术活动；组织开展全院科研成果的录入、考核和评奖。

科研处秉承“创新为源、规范为本、服务为魂”的工作理念，推进科研管理工作向“精
细化、专业化、信息化”方向发展，力争为我院高端智库建设和学科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

部门职责：

1.学科建设和科研规划，包括基础理论学科、决策咨询研究的建设与日常管理，创新科研管理模

式，推进科研成果应用、转化；

2. 组织各类课题申报和立项课题管理，主要有国家社科基金、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

科规划课题、上海市决策咨询课题、上海市科委软科学课题和院级课题的组织申报与过程管理； 

3. 落实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建设工作，主要有组织申报创新工程团队、组织开展创新工程团

队科研考核、组织开展创新工程团队调整、奖励等工作；

4. 组织政府决策咨询活动，组织重要学术活动；

5. 科研成果统计、考核及重要课题配套资助和重要学术成果奖励工作；

6. 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上海市政府决策

咨询奖、张仲礼学术奖等各级各类奖项的组织申报工作；

7. 院学术委员会、学风委员会日常管理工作；

8. 学术期刊管理建设、上海市哲社文库出版资助、“曙光计划”、“晨光计划”、市委宣传部年

度征文等其它常规性组织申报工作；

9. 建设科研信息化管理平台，组织信息报送、数据统计，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加强和拓展对外

交流，提升决策咨询和服务社会的能力；

10.加强科研管理制度建设，营造良好学术学风氛围，收集分析前沿信息和相关动态，提出资源

配置方案，提升学科建设和研究质量。

�

现任处长：

杜文俊：处长、研究员、法学博士。全面负责科研处的行政管理工作，党支部工作。具体负责的

行政管理事项包括全处工作统筹与协调，创新工程、财务工作、人事工作、横向课题管理工作、各级

各类评奖工作以及对外合作与交流。

李宏利：副处长、法学博士。负责办公室日常事务管理、国家及市级课题管理、学术平台管理建

设工作、各类征文组织以及蓝皮书出版组织工作。

刘  亮：副处长、研究员、经济学博士。负责科研考核、科研管理信息系统建设、院内各类课题

管理和院青年学术交流中心的组织工作。

�

传真：021-53062857

电子信箱：kyc@sass.org.cn

学者介绍

李培鑫，男，1990年生，上海社会科学

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毕

业于上海财经大学区域经济学专业，美国东

密歇根大学联合培养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为区域和城市经济。论文

发表于Growth and Change、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Sustainability、《管

理世界》、《经济学（季刊）》、《经济学

动态》、《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探索与争鸣》、《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上海城市管理》、

《科学发展》等，参与编写《中国区域经济

发展报告》、《上海经济发展报告》，主持

上海市哲社青年课题、上海市决策咨询专项

课题、上海社科院院重大招标课题、上海社

科院创新工程课题等，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上海

市决策咨询重点课题等多项课题。获中国区

域科学协会年会青年学者论文一等奖、上海

青年经济学者优秀论文三等奖等。

李培鑫



寄  语

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上海社会科学院《科研动态》于 1979 年创刊，至

今已跨越了四十二个春秋，如今，我国经济社会全面进入一个新时代。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出明确要求，充分

肯定了哲学社会科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作用与地位。

《科研动态》是由科研处主办的一份内部刊物，反映我院科研成果、学术

交流、管理动态等内容，为广大科研人员与管理人员提供一个学术交流与工作

交流的平台，也是我院同兄弟社科院及高校合作交流的渠道。自创刊以来，《科

研动态》对我院的学术交流活动以及对外交往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院作为首批国家高端智库，作为全国最大的地方社科院，一直是哲学社

会科学的研究重镇。为进一步反映上海社科院的学术研究水平和决策咨询能力，

贯彻我院“双轮驱动”的发展战略，实现“提质增效”的总目标，科研处对《科

研动态》的栏目及重点作了调整，在原有的基础上新设了论文观点摘要和著作

成果简介，新设栏目主要为科研成果的展示提供一个平台，同时也为科研人员

的发展交流创造一个渠道，借助《科研动态》的传播网络，也可进一步促进科

研成果的转化。改版后的《科研动态》栏目主要包括：论文观点摘要、学术会

议综述、著作成果简介、科研管理动态和学术交流动态。

科学办刊，及时准确地反映学术成果与科研动态，已日益成为社科院展示

学科发展和智库建设的窗口。我院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不仅人

文学科基础雄厚，在决策咨询方面更具优势，一直扮演着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思

想库、智囊团的角色。2015我院成为首批国家高端智库，经过5年的试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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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智库建设得到长足发展。新时期、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科研动态》适应

新时代的特点，科学定位、严谨办刊。为适应这种需要，使我院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更好地对标对表国家“十四五”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我们对《科研动态》

栏目进行了全新改版。我们期待改版举措助力我院学科发展、智库建设的成果

转化、对外交流、社会影响力和学术影响力的提升等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岁月匆匆，转瞬间《科研动态》已步入不惑之年，方寸之地记录了上海社

科院发展、前进的坚实步伐，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院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

的奋力前行、学科的逐步完善、决策咨询的真知灼见以及一批一批社科人才的

涌现。寥寥数页，宛如方志，打开是鲜活的行动，是社科人探索真理的足迹；

读到的是专家学者的睿智与学识，是社科人理论创新的点滴记载；合上便是有

据可考的历史，是几代社科人筚路蓝缕、薪火相传的求索路。

以刊践行，以文化人，建设国内一流、国际一流的社会主义新智库，培养

新时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新型学者与研究专家是上海社科院的宗旨，

新的《科研动态》将以此为初心，为社科院的发展、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贡献微薄之力！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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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观点摘要

论文观点摘要

城市群集聚空间外部性与劳动力工资溢价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

市之间的交流联系更加密切，要素跨

城市配置日益明显，城市群逐渐成为

区域发展的主要空间组织形式，同时

以城市群为载体也成为城市化道路选

择的必然方向。近年来京津冀协同发

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更加凸显了

城市群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战略地

位。在此背景下需要思考，为什么城

市群会成为区域发展的空间载体和战

略单元？相比于单一城市，城市群在

促进经济发展中具有什么优势？其来

源和形成机制是什么？这无论是在理

论上理解城市群的空间组织与运行机

制还是在实践上更好地发挥城市群对

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带动作用都至关重

要，特别是当前我国建设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更加需要思考发挥城市

群的空间优势，通过城市群来加强区

域合作，不断推动国内大循环主体作

用的实现。

作为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到高级

阶段的一种空间组织形式，城市群的

形成和演进体现了经济活动特定的空

间分布规律，特别是区域发展空间由

单一城市向城市体系的扩展，而在此

过程中，资源和要素在城市之间的集

聚与配置也会产生特定的经济效应。

集聚是塑造经济地理的重要因素，其

具有空间属性，伴随着城市区域化和

网络化发展趋势的演进，理解集聚经

济效应也应该从一组功能相关的城市

出发，其作用范围可能并不完全局限

于单一城市。城市群理论上正是在一

定空间内由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基于

分工与协作形成的具有相对密切联系

的功能区域，体现了生产从企业聚集

到产业聚集再到城市聚集的延伸，能

够实现要素在更大范围城市体系内的

集聚、流动与整合。相比单一城市的

发展，集聚经济在城市群内会得到进

一步地深化和拓展。在此过程中，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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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城市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会形成一

种互为空间溢出的外部性，推动城市

间集聚经济的共享，经济主体不仅能

够获得本地区集聚的好处，还可以享

受其他城市的市场和技术外部性，获

得更大的规模效益和分工收益，从地

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走向城市群经

济。

从劳动力工资溢价的视角来阐释

城市群所形成的这种集聚空间外部性

效应及其可能的作用机制。相关的实

证分析表明城市群形成的集聚外部性

能够产生显著的收入溢价，将城市群

的规模在中心与非中心城市、不同地

理空间进行分解，这种影响都显著存

在。在相关稳健性检验下，主要结论

仍然成立。此外，结果也显示城市群

的这种集聚外部效益相比本地规模经

济也更加具有包容性，不同技能、不

同地区和不同类型城市的样本都能够

从中受益。在此基础上检验其作用机

制，功能的分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的

产业关联、知识和技术的溢出、市场

的一体发展以及由多中心带来的对拥

挤效应的缓解是城市群集聚空间外部

性的重要来源。

基于城市群的发展优势，应继续

坚持城市群在区域发展中的主体地

位，特别是当前我国建设以国内大循

2

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更是要依托城市群的空

间主体作用来推动国内区域合作，从

而不断发挥国内大循环的主体作用。

完善和优化我国城市群的发展，应该

重视以下几点的建设：（1）通过培

育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国内价值链，重

视培育产业协同发展的载体，进一步

发挥产业集群在促进城市间新型分工

合作关系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推动产

业分工和升级；（2）要积极为资源

和要素流动搭建平台，促进区域资本

整合、区域技术合作和人才流动，实

现生产要素在城市群内跨区域合理流

动和优化配置；（3）推动城市群协

同创新共同体的建设，充分利用城市

群整体的创新资源特别是中心城市人

才和研发机构的优势，加强技术创新

合作，共建创新协作网络；（4）探

索建立城市群的合作共享平台，加强

各区域资源的对接，建立区域联动的

社会管理机制，推动社会治理由单个

城市向城市群协同治理转变。

作       者：李培鑫（助理研究员）

                  张学良（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刊       名：《管理世界》

刊物日期：2021年第11期

供稿单位：经济研究所

                （通讯员：董艳婷）

编       辑：范   博



论文观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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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上海法租界地籍图资

料和土地估价数据，运用地理学、

经济学、历史学等跨学科理论与方

法，使用GIS技术复原了上海法租界

1924、1928、1932、1934年宗地尺

度的地价分布，并从时间和空间两

个层面复原了上海法租界地价的演

变过程。研究发现：

第一，地价的空间结构，整体上

呈现由市中心向市郊区逐渐递减的圈

层结构。城市化水平较高的老法租

界、第二次扩展区和第三次扩展区东

部区，地价的空间结构为典型的圈层

结构，以法租界外滩为中心由东而西

逐步递减；而城市化水平较低的第三

次扩展区，即亚尔培路以西的地区，

不再是圈层结构，而是呈现由新筑路

为中心的扇形结构。从1924年至

1934年，不同等级的圈层均随着地价

的上涨而变化着，但这种结构并未发

生根本性改变。至三十年代，地价空

间结构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即作为中

轴线的霞飞路，其地价增幅明显快于

其他地区，这是不同地区市场竞争的

结果，是区位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

第二，法租界地价增长呈现明显

的地域差异。在正常市场条件下，法

租界西区因城市化发展较快，其地价

增幅要高于城市化较为成熟的老法租

界区。从1924至1934年的10年间，

这种趋势并未发生改变，由此产生了

以下3种结果：一是中心城区的地价

与郊区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出现

整体水平较高的局面；二是高水平地

价的范围不断由市中心向郊区扩展，

并冲击着地价的空间结构模式；三是

推动着土地利用方式由农业用地向居

住用地转变，再由居住用地向商业用

地转变，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进程。

第三，1924-1932年是法租界地

价持续上涨的黄金时期，主要受益于

上海港的经贸发展和人口增长。三十

年代的上海，为全国最大的城市、远

东国际化大都市，以“东方巴黎”享

民国时期上海法租界地价时空演变规律研究

（1924-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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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资标准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国际化

策略选择：微观基础与实证检验

2001年加入WTO之后，我国迅速

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与此

同时，出口和OFDI逐渐成为我国企业

国际化的主要形式。2015年我国出口

总额高达14.1万亿元，位居世界第

一。同年，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首次超

过吸引外资，直接投资流量跃居全球

第二。这表明不仅出口，而且包括对

外直接投资，已成为我国企业进入国

际市场和开展国际化经营的主要方

式。近年来有关企业国际化的研究表

明，国际化对于提高企业绩效和国民

福利水平等具有重要贡献，因此，面

对外部环境变化，中国更应坚定不移

扩大对外开放，稳定产业链供应链，

促使经济高质量发展。然而，不同的

国际市场进入模式对企业和国家的影

响不尽相同，在我国经济面临结构性

转换时期，企业如何选择国际化策

略，是政府、企业迫切关注的问题，

也是本文关注的焦点。

为保障劳动者依法取得劳动报

酬、维护劳动者个人及家庭的基本生

活需要，我国于2004年3月1日正式开

始施行《最低工资规定》(以下简称

《规定》)。伴随着《规定》的实

誉世界。1934年年进出港轮船吨位排

世界第五，亚洲第二（仅次于神户）

。大量人口集聚上海，数量日增：从

1910年约128.9万，至1930年增至

314.5万，增长了1.46倍。而作为“

国中之国”的法租界，因安全的营商

环境更是国内外富豪权贵寻求庇护的

港湾，从1920年17万，至1934年

49.8万人，增长了1.92倍。另一方面

也得益于大量游资和国内外各种资本

汇聚上海，并推动了上海房地产业的

快速发展。

作       者：牟振宇（副研究员）

刊       名：《中国经济史研究》

刊物日期：2021年第5期

供稿单位：历史研究所

                （通讯员：丁晓露）

编       辑：陈淑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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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我国最低工资制度得到全面普

及，制造业企业用工成本也迅速提

升。劳动力作为企业重要的生产要素

之一，其工资变化对企业国际化策略

选择的作用不容小觑。H-O理论认

为，生产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是决定

两国之间贸易方式的基础。用工成本

的上升，必然将侵蚀劳动力丰裕国家

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进而不利于其以

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为基础的出口比较

优势的提升。并且，企业是否对外投

资亦取决于国内外生产的相对成本和

在外建厂的固定成本。因此，在面临

最低工资标准引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

时，企业为最大化其利润，可能从出

口转向OFDI，抑或同时出口和OFDI，

甚至可能放弃国际化经营。

本文构建用于分析最低工资标准

与企业国际化策略选择的理论框架，

并运用离散被解释变量的多值选择模

型，实证检验最低工资标准对中国制

造业企业国际化策略选择的影响。研

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促使企业更倾

向于选择OFDI，其次是同时出口和

OFDI，最次为出口，且不同分组样本

对应的检验结果存在异质性。此外，

制造业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是最低工

资标准促使企业优先选择OFDI而非出

口的重要渠道，且该效应在低工资劳

动力密集型企业尤为明显。

本文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参

考价值：其一，在当前新冠疫情和国

际国内市场不景气的背景下，考虑到

出口和OFDI在就业方面的不同拉动效

应，政府应通过适当降低企业的税负

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缓解出口减

少和生产过程向境外转移对国内就业

的负面冲击；其二，在工资水平较低

的地区，当地政府应给予企业一定的

出口补贴或加大出口退税力度，减少

最低工资成本效应对企业出口的负面

影响；其三，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

新，提升企业的技术和技能水平，促

使企业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

的新优势，进而提升制造业发展的质

量和水平。

作       者： 郭娟娟（助理研究员） 

                   冼国明（南开大学经济学

                                院教授）

刊       名：《国际贸易问题》

刊物日期：2021年第7期

供稿单位：世界经济研究所

                （通讯员：杨慧倩）

编       辑：杨   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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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的历史写作实践及其嬗变
——以中国婚姻史的撰著为例

作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开创者之

一，吕思勉在 20 世纪 20—40 年代撰

著了大量社会史专题著作，其中吕先

生对中国婚姻史的研究在同时期同类

研究中独树一帜。不仅先生对这一论

题先后进行了多次的修订和改写，值

得注意的是，在吕思勉的史学架构

中，中国婚姻史研究更被置于相当特

殊的位置。考察吕先生在这一时期婚

姻史研究及撰著的案例，由此成为观

察吕先生治史方法和历史写作的重要

方法，从中不仅反映了史家对自身学

术观点的发展和修正，更体现着近代

学者以新思想、新观念来“再造已

往”的历史书写实践。

吕先生在上世纪20—40年代，基

于过往读书札记为基本素材，以授课

讲义、单篇论文、著作篇章等多种形

式对婚姻史作了反复书写。综合比较

这些婚姻史撰著，从表面看是不断抽

离札记内容进行反复、多次整合和提

炼的历史写作，更深层次的发展轨

迹，则是从史料之摘抄、考证与初步

梳理，朝着夹杂叙述和议论的“说

史”方向的演变。

这种“时时在改作之中”的历史

写作实践，同今人治史的志趣和规范

形成了较大的反差，然而考察吕先生

多部婚姻史撰著的细节，不难注意到

历史撰著的“内部构造”同历史研究

的“外部语境”之间的深刻关系。这

些著作的“内部构造”表现为“

抄”“考”“评”三者的叠加，其

中“抄”“考”二者大体是先生治史

之习惯在文稿中所留下的痕迹，而“

评”的内容及所指尤见其个人特色。

当引入历史研究的“外部语境”来观

察这种撰史方法，则能更清楚地看到

史学研究与历史教学、社会关怀之间

的共鸣。由此可知，吕先生的史学既

是为了求得真知，更是为了倡导新

识，由“抄”“考”“评”方法凝聚

起来的“新史”，既要以新观念、新

思想去观察和评价整个社会，也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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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语言、新体例来书写作为整体的

中国文化。

先生所提倡的新识亦包裹在史学

撰著的构思当中。吕先生将婚姻史研

究放置在上古三代时期，将婚姻看成

史前人类组织不断演变和发展的奠基

性制度，由此探讨以家族组织为基础

的中国传统社会得以形成的基础。在

西方社会科学思想的影响下，吕先生

笔下的婚姻史演进，既引向了传统封

建家庭组织的形成，也被看成是造就

两性不平等的根源。因而通过婚姻史

所描绘的，是一段人类渐失“大同社

会”、渐趋于阻滞人性的“过去”，

但也正因婚姻制度经历了复杂的嬗

变，这段作为社会组织、家庭制度

之“前史”而被写就的婚姻史，本身

也昭示着人类社会处在不断发展和变

化之中的本质。

综上，吕先生提倡的“再造已

往”实则指示了一种新的史学观念：

史学固然应当在搜求既往事实的基础

上解释现在的社会，同时史学也应当

具有“推测未来”和“指示以进行途

径”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如婚姻

史一类的历史研究，就绝不单纯是

对“过去”的全盘知识性的把握，而

是内在地具备了试图去改造和变革社

会的潜能。

作       者：金方廷（助理研究员）

刊       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刊物时间：2021年11月

供稿单位：文学研究所

                （通讯员：陈凌云）

编       辑：张闻佳

论文观点摘要

儿童社交淡漠与学业成绩的发展轨迹
——基于潜变量增长模型

社交淡漠指儿童趋近同伴与回避

同伴的社交动机均较低，表现为对社

会交往没有兴趣而喜欢一个人独处。

社交淡漠可能引起儿童的适应不良，

研究者开始探索是否存在保护因素可

以缓冲其所带来的多种适应问题。本

研究关注儿童的社交淡漠是否会影响

其后续的成绩发展，是否会因为缺乏

与同伴互动的机会而对其成绩发展不

利，同时儿童的成绩又是否会影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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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淡漠水平的发展，学业成绩能否

对儿童社交淡漠的发展产生保护作

用。提出基本假设如下：（1）三个

时间点上儿童社交淡漠与学业成绩之

间均呈负相关；（2）儿童学业成绩

发展轨迹的初始水平可以预测社交淡

漠的发展速率，起保护作用；（3）

儿童社交淡漠发展轨迹的初始水平可

以预测其学业成绩的发展速率，起阻

碍作用。

通过同伴提名和教师评价对535

名小学3-4年级儿童社交淡漠与学业

成绩的发展进行了基于三个时间点的

追踪测量，借助潜变量增长模型考察

中国儿童社交淡漠与学业成绩的发展

轨迹及其相互作用模式。结果发现：

儿童社交淡漠和学业成绩在三年中较

为稳定，三年中社交淡漠与学业成绩

均呈负相关，但儿童学业成绩的初始

水平可以负向预测社交淡漠的增长速

度。可见，学业成绩作为影响儿童适

应性发展的重要资源之一，同时也是

儿童周围环境中的重要缓冲器之一。

随着时间推移，起初学业成绩较高的

儿童会增强其在社会、学校和心理层

面的适应能力，使社交淡漠的增长速

度变慢，表现出学业成绩对社交淡漠

的重要保护作用。不同于以往有关社

交淡漠的研究较多采用横断研究或涉

及两个时间点的追踪研究，本研究通

过三年测量建构了儿童社交淡漠与学

业成绩的平行潜变量增长模型，发现

了学业成绩在社交淡漠发展速度中的

缓冲效应，为进一步揭示社交淡漠与

学业成绩间的动态相互关系提供了实

证依据。本研究也给予了教育实践工

作者一定的启示。例如，若想提升儿

童与同伴相处与合作的机会，促进其

发展健康的自我评价及同伴关系，可

以从提升其学业成绩着手，有效降低

不良社会行为的发展。

作       者：万旋傲（副研究员）

刊       名：《心理科学》

刊物日期：2021，44（4）

供稿单位：新闻研究所

                （通讯员：杨文婧）

编       辑：魏   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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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准入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管理法制研究

尽管学术界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是

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木”还是“绊脚

石”的问题争论不休，在国际实践

中，各国仍然按照各自的战略规划，

不断构筑以自己为中心的“轮轴-辐

条”体系，从而使“意大利面碗”效

应与日俱增。在这一过程中，区域一

体化协定已经成为追求高水平的投资

准入规则的推手。国家之间相互给予

准入前国民待遇是实现更大程度经济

一体化意愿的表现，但没有一个国家

同意给予无条件的准入前国民待遇。

为了平衡外资保护与东道国主权之间

关系，缔约国一般以协议附件的形

式，在负面清单中列举与协议义务相

左的各项不符措施，对准入前国民待

遇等协议条款进行保留。列入负面清

单的不符措施的性质、水平和部门分

布体现了缔约国在外资准入方面的实

际限制程度和灵活性方面的偏好。根

据国际经验，负面清单分为现有不符

措施和未来不符措施两类清单，其中

对现有不符措施又可施加“停止”

或“回转”机制的约束。   

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已经成为中国

当前激发市场活力、改善政府与市场

关系、推进改革进程的重要着力点。

随着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逐渐

发展与成熟，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逐渐

由自贸区向全国其他地区扩散，由外

商投资向全部市场主体发展。负面清

单管理模式将是我国进行市场准入管

理制度的改革方向，它将为解决现阶

段我国市场准入管理制度中存在的准

入门槛过高、竞争公平性不足、管理

程序复杂、市场运行透明度低等核心

问题开辟一条创新路径。现阶段，自

贸区负面清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这三份负面清

单各司其职，非自贸区各政府部门需

做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市场准

入负面清单与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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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的规则衔接工作。 

与此同时，我们健全完善与负面

清单管理模式相适应的制度环境，主

要包括：1、完善市场主体制度与产

权法律制度；2、制定并完善我国产

业经济法，确立产业逐步自由化制

度；3、进一步完善事中、事后监管

制度；4、全面构建负面清单管理的

透明度机制；5、完善负面清单管理

的“安全阀”机制。

作       者：王海峰（研究员）

出  版  社：上海三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时间：2021年8月

供稿单位：法学研究所

                （通讯员：尹晓雯）

编       辑：李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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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综述

“非传统安全威胁与跨信仰合作”国际学术会议
——暨第二届“‘一带一路’信仰与和平”

亚洲学术对话国际会议

2021年11月28日，“非传统安

全威胁与跨信仰合作”国际学术会议

暨第二届“‘一带一路’信仰与和

平”亚洲学术对话国际会议在我院顺

利召开。会议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

研究所、日本研究中心共同举办。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王玉

梅，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际交流司

原副司长吴金光，日本爱知大学教

授、日本东亚实学学会副会长、世界

儒学联合会理事铃木规夫出席开幕式

并致辞。

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上智大

学教授岛薗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

宗教研究所所长郑筱筠，世界宗教和

平会议（WCRP）日本委员会秘书长筱

原祥哲，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周星，

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教授梅

森直之，泰国正大管理学院中国—东

盟中心副主任ORRASA RATTANA-AMORN

PIROM（陈丰媛），复旦大学国际关

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臧志军，上海

社科院宗教所所长晏可佳，日本研究

中心副主任王盈，宗教研究所田艺

琼、赵博阳等30多位国内外宗教学与

相关领域专家参加了会议。

郑筱筠在主旨演讲中指出，在面

对百年未遇之大变局时，亟需构建一

个涵盖全球气候、卫生健康、全球经

济发展、全球安全与发展等多维度的

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文明的交流互

鉴则符合时代需要，是世界各国在应

对全球公共危机、全球风险时代的冷

静理性之举措。

对于郑筱筠提出的多元共生，筱

原祥哲以WCRP（世界宗教和平会议）

的具体实践为例，介绍了世界宗教界

为促进多元共生所做的努力，重点介

学术会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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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营造与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

2021年10月29日，2021世界城

市文化论坛（上海）分论坛四“社区

营造与海派文化”在上海虹口举行。

虹口区政协副主席郭启文、上海社科

院文学所所长徐锦江等领导与来自复

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专

家、青年学者，四川北路街道、上海

林桐棪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等的社区营

造实践代表，及社区居民等共同围绕

开放包容的海派文化与在地化的社区

营造实务，从多个角度探讨如何将社

区打造成为弘扬海派文化的基层枢

纽。

郭启文副主席在致辞中高度评价

了本次分论坛的立意，赞同通过社区

营造使社区成为浓缩城市记忆、激活

城市韵味、传承历史文脉的重要场

所。徐锦江研究员认为：社区是城市

绍了WCRP日本委员会通过中国宗教界

和平委员会（CCRP），与中国宗教人

士所开展的合作。

岛薗进与周星分别介绍了日中两

国宗教界在地震救援中的实践，肯定

了宗教在公共空间中所具有的建设性

作用，但基于两国各自历史经验，都

认为宗教介入公共空间需要“适度”

。来自泰国的陈丰媛指出，僧侣在泰

国环境保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应

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时，首先应建立“

心态安全”，佛教强调“内心平静”

，可以是建构“心态安全”的思想依

托。田艺琼与赵博阳的研究则聚焦于

跨信仰合作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臧志军总结本次会议最终达成了

两点共识：1、在面对非传统安全威

胁时，宗教等跨信仰合作大有可

为。2、在促进不同文明持续发展方

面，文明共鉴极为重要。

晏可佳指出，在以上共识基础

上，下一步可以基于信仰与和平的视

角，对亚洲共同价值观展开探讨，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亚洲智慧，

而中国宗教学界应率先作出相应努

力。

供稿单位：宗教研究所

通  讯  员：张   靓

编       辑：魏   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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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马赛克”。谈社区营造，需要思

考几个问题，第一，社区既是一个物

理空间，更是一个有共同地域观和人

地精神纽带，强调互动的社会空间和

治理空间。第二，社区营造发挥规划

师的作用固然很重要，但社区营造的

主要目的应该是实现社区活化，塑造

社区精神。第三，推进社区建设的重

要途径应该是社区居民的共建共治共

享，基层人民民主应该是全过程民

主。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香港科技大

学荣誉教授陈建华作了题为《海派文

化溯源：社区与媒介文化》的报告。

他从《媒介领域的上海》一书切入，

讲述了上海“媒介领域”与“世界图

景”的竞争场域。在他看来，“社

区”是媒介领域的基础，是文艺创作

取之不尽的源泉。上海诞生了第一份

大型画报《点石斋画报》、第一部都

市小说《海上花列传》、第一部长故

事片《阎瑞生》等，要学会从社区中

找到“启示”。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文化创新研

究院执行院长、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

研究所研究员包亚明在《社区营造与

城市更新的文化价值》的议题下列举

美国纽约、中国香港等地的街区改

造，阐述了新旧“碰撞”可以给社区

带来活力，进一步激活城市精彩。他

指出，香港中环永利街的改造对虹口

北外滩开发建设有一定借鉴意义，既

要考虑民意、做好城市更新，也要尊

重文化和艺术的介入，寻求最大公约

数，从而在成为传统城市主义精髓的

保护者的同时，也需要通过创造性应

对现状来谱写城市的未来。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

究员饶先来以《“海派文化”与创意

城区构建的文化路径》为题，讲述了

海派文化的当代形态与特征、创意城

区建设地文化路径等。他表示，海派

文化超越了地域文化，是中国走向现

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海派文化有格

调、有品味，尤其是，海派文化创新

要注入城市发展，要有区域本身的作

为和特色。在此过程中，要继续学

习、借鉴国内外其他各城市的先进经

验，深刻理解近代以来上海城市的发

展历程，但不能落入了“唯洋”“唯

旧”的极端，而是要将他山之石和历

史经验有机结合，使它们与上海当代

的发展相融合，在创新中实现对海派

文化精神的传承。

在“社区会客厅”案例分享环节

中，孙建以“打造木刻讲习所旧址 

‘艺苑朝华’社区会客厅，提升区域

软实力”为题，介绍了该项目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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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建设过程和目前运营情况。他

表示，在还原优秀历史建筑风貌的同

时，打造了以“木刻讲习会”红色文

化为核心和以“艺术、文化、休闲、

服务”为主题的社区居民之家，此举

备受好评。据统计，四川北路街道辖

区内41%的面积是历史风貌保护区。

街道将进一步总结经验做法，对山阴

路历史文化风貌区、多伦路历史文化

名人街等多处文化点位进行“焕新”，

打造四川北路北段、甜爱路、环宝华

的“宝石项链”项目。

李思红围绕“活化与共融——提

篮桥城市公共空间的重塑”讲述了提

篮桥历史风貌保护区发展的机遇和挑

战。提篮桥是唯一一个以犹太文化为

特色的复合型历史文化风貌区。李思

红指出，要达到历史风貌保护区与北

外滩CBD共生，就要打造“新·上海

方舟”城市公共文化客厅，其多元性

要与北外滩大型城市综合体形成差异

性互补，其人性化尺度要与大体量城

市空间鲜明反差，同时，还要以犹太

文化为特色海派文化区凸显该区域历

史风貌的唯一性。

在圆桌讨论环节，上海社会科学

院文学研究所科技人文研究室的青年

学者分享了他们对于社区营造的认识

和解读。狄霞晨介绍了在日本亲历社

区祭典活动的经历，并介绍了社区文

化对当地人的涵化作用。曹晓华结合

自身经历评述了近20年上海城市建设

中“硬件”与“软件”的再平衡过

程。陈云霞对“社区”概念的发展演

变作了历史追溯，并认为海派文化的

产生在相当程度上与近代以来上海移

民群落的社区生成息息相关。朱恬骅

介绍了“社区营造”概念的引介和近

年研究热点。现场社区居民也参与了

圆桌讨论，分享了正在进行的城市 

“微更新”与他们日常生活的经验。

圆桌环节由虹口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

长张奇主持。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当前虹口正

立足上海“十四五”新市域格局，全

力推进北外滩开发建设，努力发挥 

“中心辐射”主阵地作用。要充分发

挥虹口“文化三地”特色和优势，以

海派文化引领社区营造，切实提升改

善民生福祉、城市环境，助力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积极探索城市文化建设

的新发展、新机遇、新趋势。社区实

则已经成为城市软实力建设的基本细

胞，激活基层社区每一个细胞单元，

使充满文化气息的社区成为构建引领

未来生活的城市空间，虹口区在这方

面做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探索。

虹口区是海派文化的发祥地，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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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文化的策源地,文化名人的聚集

地，虹口区内大大小小的社区分布着

大量海派文化、先进文化和文化名人

的城市记忆与文化遗存。此次论坛从

虹口区的基本状况出发，融汇多方

面、多领域的智慧和经验，将软实力

建设与社区综合管理服务建设、社区

公共文化建设有机结合，真正让城市

基层社区成为精细打造城市软实力的

鲜活样本。

供稿单位：文学研究所

通  讯  员：陈凌云

编       辑：张闻佳



2021 年第 11 期 

16

我院举办第十一届两岸关系前瞻研讨会

    11月5日，第十一届“两岸关系

前瞻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

行。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沙海

林出席会议并作闭幕致辞。院党委书

记权衡、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邱坤玄、

上海市台办主任钟晓敏、全国台联副

会长杨毅周作开幕致辞。朱国宏副院

长主持开幕式。

    权衡在致辞中强调，当前台海形

势复杂严峻，两岸关系面临巨大困

难，也面临很大的风险与考验，但“

两岸同属一中”的事实没有改变，也

不容改变。大陆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

以及“四个全面”战略的推进，将有

力助推两岸的融合发展，进一步强化

两岸合作的优势互补。为祖国的完全

统一、民族的伟大复兴，两岸同胞应

该戮力同心，两岸专家学者应该群策

群力。

    上午的主旨发言中，全国台联副

会长杨毅周、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章

念驰、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

理事长黄仁伟、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邱

坤玄、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林祖嘉、台

湾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

五岳等10位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

了对“台湾问题”以及两岸关系的分

析与研判。下午的研讨会，与会专家

学者分别围绕“当前台湾政局与两岸

关系”、“外部环境与两岸关系”两

个分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分析“台

湾问题”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动因，探

讨两岸关系的现状和未来走向。

    “两岸关系前瞻研讨会”旨在为

两岸学者搭建持续沟通交流的平台，

力求从政治、经济、外交、社会等多

个领域和层面，探究两岸关系面临的

问题，提出破解难题、合作共赢的思

路与对策。本届研讨会传达出两岸同

胞要在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下交流

互鉴，携手奋进，共创中华民族美好

未来的殷切期待。

学术交流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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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讨会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台湾研

究中心主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台湾事

务办公室指导。来自两岸的40多位专

家学者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加

会议。

供稿单位：院台港澳办

11月10日，“地区与国际背景

下的中伊合作”研讨会顺利召开。本

次论坛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与伊朗政治

与国际问题研究院共同举办，会议以

线下现场会议和线上视频连线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王

德忠、伊朗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院院

长穆罕默德·哈桑·谢克霍莱斯拉

（Mohammad Hasan Sheikholeslami）

出席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致辞。

会上，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

余建华、副研究员赵建明、副研究员

汪舒明、副研究员孙霞，上海外国语

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范鸿达，伊朗政

治与国际问题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莫

森·巴格里（Mohsen Bagheri）、高

级 研 究 员 哈 利 勒 · 查 尔 赫 拉 姆

（Khalil Shirgholami）、高级学术顾

问 凯 汉 · 巴 兹 加 尔 （ K a y h a n 

Barzegar），德黑兰大学教授穆罕默

德·马兰迪（Mohammad Marandi）等

作了专题发言。与会专家对中国与伊

朗的双边关系、阿富汗问题等地区与

国际环境议题作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双方一致表示，中伊两国和人民的友

谊源远流长，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未来要进一步强化双方的智库交

流合作，对影响地区与国际关系的重

大议题开展深入研讨，推动世界和平

发展。

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健、伊

朗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马吉

德 · 加 菲 勒 巴 什 （ M a j i d 

Ghafelebashi）发表总结致辞。院国

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李开盛、院国际

合作处处长程福财出席了本次研讨

会。

供稿单位：院国际合作处

我院与伊朗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院共同举办

“地区与国际背景下的中伊合作”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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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由上海市教育委员

会、上海市生态环境局、上海社会科

学院指导，上海社科院绿色数字化发

展研究中心、上海市科技艺术教育中

心、上海市节能减排中心联合主办、

上 海 存 志 学 校 集 团 支 持 的 首

届“30·60”引领基础教育绿色低碳

发展论坛暨“零碳小先锋”评选活动

启动仪式在我院成功举办。

我院党委书记权衡致欢迎辞。上

海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程

鹏，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副书记、上

海市教委主任王平等先后致辞并对

以“碳达峰、碳中和基础知识科普”

为核心的“零碳小先锋”评选活动寄

予期待与祝愿。上海社科院王振副院

长主持开幕式，上海市教委倪闽景副

主任主持“零碳小先锋”评选活动启

动仪式。

权衡书记在致辞中提出，面对即

将到来也必然到来的零碳时代，中国

经济社会面临重构与重塑。如何将绿

色低碳发展理念、知识甚至技能尽早

尽好地灌输给每一个中小学生？如何

尽早尽好地增强每一个中小学生的绿

色低碳素养、把握未来零碳时代的生

存发展能力？如何推进中小学绿色低

碳行动示范创建？这都是关系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课题，亦是上海

社科界、教育界、生态环保界面对的

重大课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与反复

研讨。

本次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

关注与支持。中国环保之父、国家环

境保护局首任局长、全国人大环境与

资源保护委员会首任主委曲格平先生

为论坛暨“零碳小先锋”评选活动启

动仪式发来贺信。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碳中

和研究院院长贺克斌教授，上海市政

协副主席周汉民教授以视频形式致

辞。中国工程院院士何积丰教授、上

海社科院绿色数字化研究中心李易执

行主任作主旨演讲。

        供稿单位：信息所

首届“30·60”引领基础教育绿色

低碳发展论坛在我院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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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获批新增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

近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了2020年审核、增列的博士、硕士学位授

权点名单。我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博士授权点新增为马克思主

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

至此，我院拥有3个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马

克思主义理论）；拥有12个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4个二级学科硕士授权

点，1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使得我院学位授权点布局进一步完善，办学层

次得到进一步拓展，办学特色得到进一步凸显。

此次学位授权点建设取得新成绩，是院党委高度重视研究生教育和学科

建设的结果。自2020年9月启动新增博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以来，在院党委的

领导下，分管领导的指导下，研究生院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与中马所通

力合作，密切配合，精心筹划，最终圆满完成本次学位授权增列申报工作并

取成功。

未来，研究生院将继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提高我院的学位授权点

建设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供稿单位：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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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召开上海社会科学院期刊管理工作会议

2021年11月25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期刊管理工作会议，会议由院科

研处（院创新工程办公室）和院党委宣传部（院科研成果传播办公室）联合

主办，院党委副书记王玉梅、副院长干春晖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院科研

处处长杜文俊主持。

会议首先由院党委宣传部部长汤蕴懿通报了近期全院在意识形态专项检

查情况中的情况。她总结了各单位在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基本做法和管理

成效，交流了各单位的有效经验，也梳理了在整个自查自纠中各个单位存在

的薄弱环节。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陈琳琳处长作指导发言。陈琳琳处长从期刊管理最

新政策和期刊管理最新动态做了阐述，特别强调了今后期刊管理，从强调退

出机制，强化主管主办单位的责任意识，狠抓期刊出版单位管理机制，以及

加强对刊属新媒体的管理这四个大趋势。

上海大学期刊社社长秦钠教授在做经验交流中，从政治解读和案例分析

分享了上海大学期刊的经验和做法，对提升我院期刊管理能力、能级水平有

很大的借鉴意义。

干春晖副院长在讲话中充分肯定我院期刊报纸杂志在前一阶段取得的成

绩，同时对下一阶段报纸期刊面对新形势，如何办好提升质量，提高管理水

平提出了四方面要求。

王玉梅副书记通报了我院在前一阶段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主要六项工作，

对今后期刊管理编辑工作提出了三项要求：一是必须坚守学术期刊的社会担

当和政治使命，二是严格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三是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提高舆情应急处置水平。

院内各期刊报纸出版社主编、副主编、编辑部主任、副主任及主要编辑

共60余人参加了此次期刊管理工作会议。                   

                            供稿单位：院党委宣传部（院科研成果传播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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