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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报道 

 

我院苟燕楠副教授入选 2010 年度上海市 

“曙光计划”项目 

日前，经专家评审、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审定，2010

年度“曙光计划”项目入选名单已经确定并公布，我院苟燕楠副教授的《我国地

方政府绩效预算管理模式研究》项目入选。 

据悉，今年各高校和上海社科院共推荐了 127 名青年教师申报“曙光计

划”、42 名“曙光计划”完成人申报“曙光跟踪”项目。最后经专家评审，确

定了 56 人入选 2010 年度“曙光计划”项目、24 人入选“曙光跟踪”项目。复

旦大学文科项目仅有 6人入选。 

“曙光计划”项目的实施起始于 1995 年春季，当时，为了贯彻小平同志“科

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指导思想以及中共中央关于要造就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沿

跨世纪的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的科技方针，使上海地区在人才培养、选拔和科技水

平的提高走向全国前列，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经多次商

议，由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利用社会募集的资金设立专项“上海高校跨世纪人

才培养基金”，通过采用科研项目的支持方式，发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行政管理

网络的优势进行实施，以达到人才培养和科研成果的双丰收。 

 

我院敬乂嘉副教授入选 2010 年度教育部“新世纪

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 2010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人员名单，

我院敬乂嘉副教授获得该计划资助。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是教育部设立的专项人才支持计划，支持高等

学校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开展教学改革，围绕国家重大科技和工程问题、哲学社

会科学问题和国际科学与技术前沿进行创新研究。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申请者年龄

一般不超过 45周岁。 

科研与学术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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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 10 项科研项目入选 201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资助 

近日，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201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评审结果于 6 月 17 日正式公布。我院共有 10 项科研项目入选，其中青年项目 5

项，一般项目 5 项，具体情况如下： 

201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入选结果： 

序号 姓名 课题名称 项目类型 学科门类 

1 陈水生 

城市低收入家庭公共服务的需求表达机

制研究：基于上海、长沙和成都的调查分

析 

青年项目 管理学 

2 敬乂嘉 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提供公共服务研究 一般项目 管理学 

3 刘淑华 
基于移动实时通讯技术的中国大城市突

发事件联动应急机制实证研究 
青年项目 管理学 

4 包霞琴 
中国崛起背景下日本亚太外交战略的转

型研究 
一般项目 国际问题 

5 陈玉刚 
里斯本条约后欧盟的外交整合与我国对

策研究 
一般项目 国际问题 

6 黄河 
当前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国外政治风险

及对策研究 
一般项目 国际问题 

7 陈云 
环境政治学视角下的中国环境治理机制

研究 
一般项目 政治学 

8 李辉 
东亚儒家文化圈预防腐败制度研究及对

中国的启示研究 
青年项目 政治学 

9 刘骞 
国家安全语境下的宗教认同与公民身份

互动研究 
青年项目 宗教学 

10 苟燕楠 我国地方政府绩效预算改革的实证研究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科研与学术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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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简介·论文 

 

国际政治系 

 

国际关系的重新发新人性 

陈玉聃   唐世平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第十辑/2011 年 

 

人性是所有社会理论（包括国际政治理论）无法回避的问题，但这一重要的

问题在社会科学界的研究中却极少出现。本文试图通过介绍国外学者近期研究，

呼吁中国学界“重新发现人性”，并介绍唐世平最近发展出的一个关于人性的初

步理论。首先对人性做出定义，确定内涵与外延，澄清几种对人性的普遍误解；

既而提出了理解人性的三种基础范式：生物进化决定论、社会化范式和反社会化

范式。从修昔底德、柏拉图到卢梭，西方古典思想家往往在人性论上试图构建具

有普遍解释力的宏大理论，他

们通常强调人性中的社会化

部分，而很少涉及生物进化论

决定的部分和反社会化的部

分。因此，他们对人性的理解

都是深刻局限的。目前，中国

国际关系学界对人性的研究

仍 然 非 常 零 散 和 初 步 。

Freyberg-Inan、邓勇和Lebow

的三部著作都探讨或涉及了人性问题。本文对他们的研究——尤其是 Lebow的著

作——进行了介绍。最后强调，我们需要综合关于人性的三个基础范式，能够让

我们看到人类行为背后的多种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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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Priorities and Strategy in the China-EU 

Relations 

陈志敏  潘忠岐等 

Documento de Trabajo   Serie Union Europea   2011 年第 38期 

Toda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 is strong and 

important, though it is not in the most desirable situation for both sides. After having a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from 1995-2005, recent years have witnessed a number of 

setbacks, creating some acrimonious feelings on both sides. As the world is embracing 

a more challenging future after the severe world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risis, and in 

view of the new foreign policy system enshrined in the Lisbon that is taking the shape, 

it is time for the EU and China to engage in a more serious and in-depth dialogue, so 

as to contribute to a possible revitalizing of this important relationship.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intend to the EU’s place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inking in the past, to access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relations, outline the priorities 

in China’s EU policy, and frame a Chinese strategy towards the EU. 

Managing the concept gap on sovereignty in China-EU relations 

Zhongqi Pan 

Asia   Europe Journal 2010 Volume 8 

 

While, historically, sovereignty is what European invented and what the Chinese 

were forced to accept, today it is what Europeans try to bury and what the Chinese 

hold dear. A conceptual gap on sovereignty clearly exist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which more often than not exert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ir relationship. It breeds 

misunderstandings and disputes, makes it more difficult to reach agreements on 

many bilateral issues, and complicates China-Europe cooperation in third countries. 

But the conceptual gap on sovereignty does not prevent China and Europe from 

building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Given that strengthening or weakening national 

sovereignty, means totally different things to China and Europe, the two parties 

should jointly and proactively manage their divergence on sovereignty issues by 

mutual avoidance, mutual assurance, and mutual accommodation, in order to unlock 

sovereignty-related impasses in China-Europe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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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国际贸易 

黄河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11 年第 3 期 

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认为，按照比较优势进行

国际分工的自由贸易能最大限度地增加全世界的

福利，而一国的单边贸易自由化也能最大限度的增

加其自身的福利。这这种解释存在误区，因为在现

实中，上述基于效率的原则并未成为引导政府进行贸易政策制定的既定方针，相

反，在国际贸易发展史上，贸易保护主义的浪潮此起彼伏，贸易保护的手段层出

不穷。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各国都有其国家整体利益，各国政府则是这

种利益的保证。政府像理性的个人按自身利益行事一样，按国家利益行事。贸易

政策是由政治和市场决定的。而非“仁慈的政府”为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产物。

贸易政策实际上是不同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制定者或立法者多种博弈的结果。 

 

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 

唐世平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2010 年第 1 期 

如果我们把社会科学还原到极致，我们会发现整个社会科学其实只有十一个

基础范式。这些基础范式如手电筒般照亮了人类社会的不同方面或区域。而除了

社会进化范式之外（它在其最完整的时候，能够综合其它所有十种范式，所以能

够相对完整地理解人类社会），每一个基础范式都只能照亮人类社会的某个有限

局部。整个社会科学的许多不同学派都是对这些基础范式的不同却又常常是不完

全的组合的结果，而他们对基础范式的不同组合基本上决定了这些不同学派之间

的差异。 

 

宗教因素与当前中美关系 

徐以骅 

国际问题研究 2011 年第 3期 

在西方基督教会全面离开中国 60 年后的今天，宗教再度成为中美关系中的

重要因素。目前中美宗教交往已进入“后传教时代”，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加多样化。中美关系是不断发展的动态关系，即使在一些通常认为是两个关系的

“问题”或“结构性分歧”的领域，交流和沟通对促进两个关系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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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系 

非常岁月的非常权力机构：从“公社”到“革命委员会” 

陈明明 

复旦政治评论，第九辑/2011 年 

 

 “文化大革命”初期，第一批新建的权力机构各有不同的称谓，最后均以

“革命委员会”名之。从“公社”到“革命委员会”的演变，反映毛泽东对地方

政权建制的连续性与党在新权力机构中地位的考虑；显示了毛泽东浪漫主义与现

实主义、反官僚体制的革命激情与回归传统体制的理性思考二者之间的复杂矛盾

的心路历程。 

 

危机与调试性变革：反思主流意识形态 

陈明明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0 年第 6期 

 

在 20 世纪，中国的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

上失去了动员统摄的有效性，故而中国目前的

意识心态需要在话语、义理和论证机制方面进

行必要的革新。文章从信仰层面、认识层面、

策略层面分析了精致的意识形态应兼具的特

征和品格，进而从中国近代历史和改革开放发

展以来存在的困局和矛盾，并从维系和革新的

角度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意见，以使主流意识形

态适合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

济、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深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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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民主：人民民主在中国的实践形态 

林尚立 

复旦政治评论，第九辑/2011 年 

 

任何形式的民主都将通过四种形态来表达：一是历史形态；二是价值形态；

三是制度形态；四是实践形态。民主虽然是人类追求自我解放和发展的共同理想，

但通过这四个形态表达的具体模式是不同的。中国实行人民民主，其历史形态是

社会主义民主，价值形态是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形态是中国的四大民主制度。由

于人民民主在中国的实践和发展时间不长，所以，人民民主的实践形态还不是最

为完善和成熟。这个客观现实决定了中国民主的建设和发展，必须积极探索和发

展人民民主的实践形态。对于中国来说，人民民主实践形态的核心使命就是使人

民当家作主从一种价值理想转变为现实的行动。这其中的出发点，不在于简单的

制度的落实，而在于对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含义和现实取向的把握。基于这种把

握，人民民主的实践形态应该是复合民主，体现为：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下，

人民直接履行当家作主权利的民主实践与党的领导和组织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

实践的有机复合。 

 

中国政治建设中的“体”与“用”——对中国政治发展

的一种解释 

林尚立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双月刊）2010 年第 6 期 

 

在中国现代化格局中，政治建设承担着国家建构的使命。文章通过论述中国

传统的“体”“用”观来透视中国政治发展的行动逻辑与发展路径。改革开放以

来的中国政治建设，使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应有的优越性得到充分的展现和发挥，

逐渐形成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并通过中国的

政治建设的内在要求民主原则与社会主义原则相统一，实现中国政治的“体用一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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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大“个案监督”到“代表参与诉讼调解”——地方

人大与法院关系的“变”与“常” 

何俊志 王伊景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0 年第 6期 

 

本文试图从“代表协助诉讼调解”入手，在归纳地方人大与人民法院的制度

规范的基础上，考察两者之间从“个案监督”到“代表参与诉讼”的转换过程，

透视转换的路径，并比较两种做法的差异。最后，还试图通过这种比较而分解出

地方人大与同级法院关系的变化与不变之处，提出一种解释双重现象背景的内在

动因与理论意义。 

 

青少年的政治倾向有多重要：政治社会化研究 

50 年回顾 

熊易寒 

复旦政治评论，第九辑/2011 年 

 

半个世纪以来，政治社会化研究经历了兴盛、衰落和复兴，其中一个核心的

争议是：青少年的政治倾向到底有多重要？在早期的政治社会化研究中，童年是

个人政治态度与行为模式形成的关键阶段；后续研究则认为政治社会化是持续终

身的，童年逐渐淡出了研究者的视野。最近十年，在社会现实和研究方法的推动

下，政治社会化研究重回“牛市”，青少年时期政治倾向的重要性也再次得到学

界的承认。本文在系统回顾政治社会化研

究的基础上，指出政治社会化研究的最新

趋势是将身份认同置于政治社会化的核

心；政治社会化的本土化研究有助于我们

深刻认识转型时期中国青少年的价值观和

行为模式，从心理层面把握中国社会所经

历的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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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Path Dependence: 

 EU and East Asia 

Ken Morita  陈云 

Economic Papers  2010 年第 44 期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eight sections and concluding remarks. In the first 

section, we summarize the Chinese way of thinking and Japanese way of thinking on 

the Asia Community issues. In the second section, we study EU enlaregement 

focusing attention on its short history. In the third section, we describe the de facto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In the forth section, we consider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from 

viewpoints of public goods approach. In the fifth,we examine the principle of 

nationalism. In the sixth, we study the short details of the rise of regionalisn in East 

Asia. In the seventh, as regards inter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 we 

analyze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ism based upon reiterated prisoners’ dilemma 

approach. In the eighth, we consid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TA and FDI of East Asia 

in comparison with EU. In the ninth of the last section, we examine the possibility of 

Asian Community from neo-institutional way of approach and concluding remarks are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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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蓝图原则 

——重温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 

浦兴祖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  2010 年第 4期 

 

30 年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及其他一系列论述，充分表达了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这一思想背后蕴含着理论、历史、现实等重要依据。

邓小平从官僚主义、过分集权等五大现象着手，剖析了我国政治体制所存在的缺

陷与弊端，并就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以及主要内容设计了蓝图，还为进行政治体

制改革确立了多项原则。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对于评价已

有的政治体制改革成果，与时俱进地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土地流转的政策绩效和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东中西

三地的比较研究 

陈水生 

社会科学  2011年第 5期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遵循“稳定优先，兼顾

效率”的价值逻辑，体现了“总体稳定，渐

进调整”的基本特征。在中央政府的政策激

励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冲动的促进下，农村土

地流转政策绩效如何？哪些因素影响了其绩

效？通过对土地流转政策变迁的梳理，选取

浙江慈溪、安徽潜山、重庆作为案例样本，从土地流转水平、政策创新、政府行

为以及农民意愿四个方面分析三地土地流转的政策绩效；进而分析土地流转绩效

的影响因素和可能的政策选择。由此得出结论，在中国现有条件下，土地流转不

能大规模推进，尚需借助一定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以促进其健康、适度、有

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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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警察服务质量保障机制 

朱春奎 

探索与争鸣 2011 年第 5期 

 

全力打造服务型政府是现阶段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目标。警察机构作为

政府的职能机关，要以创建服务型警务为基本目标，在“执政为民”的理念下践

行“执法为民”，实现“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加强公安基

层建设、建立健全警察服务质量的保障机制、创建服务型警务，不仅是加强公安

工作和队伍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

然选择。 

 

灾害、社会和国家：悬浮的防抗台风行动 

李瑞昌 

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 第九辑 

  

 现代化过程中对地方性知识和国家

性知识关注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政治

学家重要议题。本研究根据对浙江省台州

市防抗台风经验进行社会学、人类学的考

察，发现由于社会变迁、国家介入，地方

性防抗台风知识正在消失，本地居民对国

家能承包灾害应对的信任度急剧增长。与

此同时，外来人口涌入和国家对社会渗

透，在沿海渔业产业链、居住区也生长出新的分裂二元世界；也形成安全与知识

拥有的“悖论”，即越容易受到台风袭击的人群越缺乏防抗台风的地方性知识且

越难以受到国家性知识润泽，防抗台风的国家行为与知识悬浮于社会之上。为了

提高新形势下基础社会防抗台风能力，政府试图通过社区和基础社会重构安全系

统和知识系统，强化国家性知识灌输，但依然没有重视地方性知识积累和外来人

员的安全需求，社区安全建设的效果难以达到预期结果。因此，收集、整理和传

播地方性知识，以及推动社区不同人群防灾知识学习是重建基层社会安全系统和

知识系统的关键性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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