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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地动态

（一）中心成功举行 2016年度项目立项评审工作会议

6月 1日上午 10点，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社会发展与社会风

险控制研究中心 2016年度课题评审工作会议在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三楼会议

室举行。课题评审人员由姜晓萍教授、姚乐野教授、夏志强教授、李强彬副教授、

郭金云副教授等组成，由中心副主任、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夏志强教授

主持。

中心主任姜晓萍教授、中心副主任夏志强教授首先从整体上对本年度课题申

报情况、课题资助额度、课题评审流程及评审要求等作了说明。评审过程中，专

家们逐一仔细阅读课题申请书，依据课题选题意义、论证质量、研究的条件与保

证、课题组成员构成、四川省情针对性、预期研究成果的操作应用价值等进行评

审。最后一致同意拟对 10项课题进行立项资助，具体立项名单报四川省教育厅

审查批复后予以公布。

（二）中心成功举行 2013（部分）、2014年度项目结项评审工作会议

根据《四川省哲社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

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中心项目合同任务书》和《中心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文件要求，中心积极宣传、准备和组织 2013和 2014年度到期项目的结题工作，

共计受理项目结题材料 16项。中心组织专家对所有结项材料认真地进行了形式

审查，经专家组认真审阅、讨论，最终一致同意拟准予结项项目 10项，另外 6

项项目待达到结项要求后准予办理结项，具体结项情况如下：

2013、2014年度项目结项结果一览表

立项年度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类别 负责人 单位 结项意见

2013
四川民族地区社会风险管

理中的社会保障治理研究
SR 13B01 一般项目 沙治慧 四川大学 结项



2013
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微博传

播与公众心理研究：基于

四川的调查与分析

SR 13B03 一般项目 王菁
成都理工大

学
结项

2013
四川省城镇化进程中的群

体性事件防控机制研究
SR 13B04 一般项目 姚伟

西南科技大

学
结项

2013
网络传播与社会群体性事

件扩散性研究
SR 13B05 一般项目 雷磊

西南科技大

学
结项

2014
四川省社会组织培育与监

管机制研究
SR 14A01 一般项目 吴敏 四川大学 缓结

2014
城市地区少数民族流动人

口行为失范的多元有机治

理研究

SR 14A 02 一般项目 李晓梅 四川大学 缓结

2014
宗教网络传播及其治理研

究
SR 14A04 一般项目 薛一飞 四川大学 结项

2014
成都市公民参与环境治理

过程研究
SR 14A05 一般项目 刘明德 四川大学 缓结

2014
虚拟社区健康评估与政府

网络治理新思路
SR 14A06 一般项目 王莉

电子科技大

学
缓结

2014
风险感知视角下四川省邻

避冲突中的群体行为演化

规律与政府治理研究

SR 14A07 一般项目 汤志伟
电子科技大

学
结项

2014
文化产业的公共责任：社

会文化治理的难点、重点

与突破

SR 14A08 一般项目 谢梅
电子科技大

学
结项

2014
Web2.0时代的社区参与

和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SR 14A09 一般项目 李智超

电子科技大

学
结项



2014
四川省城市化中公众信息

行为模式与社会管理创新

研究

SR 14A10 一般项目 罗若愚
电子科技大

学
缓结

2014
新时期突发性公共事件的

网络舆论治理路径研究
SR 14A11 一般项目 陈果

西华师范大

学
结项

2014
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化的机

制变迁与治理创新
SR 14A12 一般项目 李俊

西华师范大

学
结项

2014
新医改下肿瘤专科医患关

系现状及医疗风险评估与

管理体系研究

SR 14A13 一般项目 田超
四川省肿瘤

医院
缓结

二、学术报告

（一）行政管理系成功举行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刘玉安教

授讲座

2016年 4月 12日下午 14:30-16:30，应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邀请，山东大

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二级教授、原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院长、博士

生导师、国家高等院校政治学科委员会教学委员刘玉安教授在四川大学干部培训

基地 303为我院行政管理系师生做了精彩的讲座。讲座由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院长姜晓萍教授主持。公共管理学院郭铭峰老师、马爱慧老师以及行政管理专业

研究生、中外政治制度专业研究生和学院部分本科生参加了讲座。



讲座以“国家发展中的效率与公平”为主题展开。讲座一开始，刘玉安教授

就从理论层面对“效率”和“公平”在不同的维度上进行了定义。同时，刘玉安

教授还睿智的指出了“效率”与“公平”在研究中和生活体验所存在的不同。紧

接着，刘玉安教授通过美国和北欧三国的例子，并结合其在欧洲的生活经历，严

谨的论证了“效率”和“公平”在国家发展中的统一关系。“效率与公平”犹如

“黑夜与白天”，国家发展中将两者分立或对立的思想和行为，必定会引发不好

的结果。最后，刘玉安教授在讲座快结束的时候向分享他自己的治学态度与方法，

并期待我院学生在以后的学术道路上砥砺前行。

在讲座结束之后，同学们踊跃提问，刘玉安教授也就同学们的提问，从公平

的时间性、空间性和相对性，公平和效率在国家层面的具体统一和协调以及个人

主观感受的公平与作为社会机制的公平之间的差异等三个方面分享了自己的看

法。整个讲座过程中，刘玉安教授在以其亲身的经历和丰富的案例数据，并结合

北方人特有的幽默，让大家印象深刻，更获益匪浅。

（二）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郑功成教授应邀到我院作专题讲座

2016年 5月 8日晚 7:00-9:30，应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邀请，全国人大常

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博士生导师

郑功成教授，于干部培训基地一号演播厅为我院师生做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保障

制度改革的精彩讲座。讲座由我院院长姜晓萍教授主持，罗哲副院长、罗亚玲副

院长、蒲晓红教授、李丹教授、沙治慧教授、张浩淼副教授、林熙老师、黄国武

老师、成都市人社局养老保险处干部向征，以及上百位研究生和本科生聆听了讲

座。

郑功成教授的讲座以“中国社会保障改革面临的挑战与任务”为主题，主要

讲述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历程中取得的经验、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挑战以及

“十三五”期间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方向。郑教授以“人类史上空前绝后的伟大

变革”来高度评价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认为改革经验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以经济增长为背景，试点先行、循序渐进，花钱买机制；在肯定经验与成就的同

时，郑教授提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面临责任不清、公平性不足、效率不高、公信

力不足四大问题；最后，郑教授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提出整合资源、厘清责任、

运行机制重构等几点建议。



劳动与社会保障系主任蒲晓红教授作了总结发言，感谢郑教授用严谨的逻辑、

风趣的语言、生动的例子，给师生们带来了一场学术盛宴。她说：郑教授总结了

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的经验与成就，分析了存在的挑战，提出了今后的任务。成就

只能说明过去，迎接挑战、勇担任务的使命更多地落在了同学们肩上。蒲老师说：

“加油哟，社保青年！”让同学们倍感责任与鼓舞。最后，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

表达了对郑教授最诚挚的感谢！

（三）华中农业大学张安录教授“中国土地非均衡发展与跨区域财政

转移政策”讲座成功举办

2016年 5月 23日下午，来自华中农业大学的张安录教授在公共管理学院楼

206教室为师生们们带来了一场以“中国土地非均衡发展与跨区域财政转移政策”

为主题的专题讲座。

张安录教授来自华中农业大学，任华中农大公共管理（土地管理）学院院长、

中国土地学会常务理事等职，主要研究领域有土地经济学(包括国土经济学、农

业资源经济学等)、农业经济学等。主持、并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项、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高等学校博士点专项基金项目、美国福特基金项目、教

育部项目、国土资源部项目 20余项。并在《管理世界》、《生态学报》、《水土保

持学报》等学术期刊发表论著 100余篇部。是中国土地经济学方面的权威专家。

本次带来的“中国土地非均衡发展与跨区域财政转移政策”主题是他最近正在研

究的一个课题，可以说是中国土地经济学方面最新的、最前沿的学术成果，对增



进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同学对专业的了解，提高相关的专业素养以及培养同学们关

注现实问题的能力有着很大的帮助。

张教授从该课题的背景入手，分析了当下中国存在的土地非均衡发展的成因

以及现状，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假设，紧接着向大家介绍解决土地非均衡发展的方

法——跨区域财政转移，并详细的介绍了该方法中相关数据的测度方法，以及存

在的一些问题。整个讲座由浅入深，将一个同学们不甚了解的课题循序渐进地展

现在大家的面前。虽然该课题涉及方面比较高深，但在张教授通俗易懂的讲解下，

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并时不时被教授的妙语逗笑，现场十分活跃。

整场讲座共进行了约两小时，张教授风趣幽默的风格与深入浅出的讲解获得

了师生们的一致好评。同学们表示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自己的眼界也拓宽了，

非常希望学院可以多举办类似的讲座。总体来说，本次讲座进行得十分顺利，讲

座取得了圆满成功。

（四）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 Ben Alexander“数字人文”系列讲座成

功举办

2016年 5月 12日、19日，受公共管理学院邀请，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 Ben

Alexander在公共管理学院 210教室为我院师生带来了两场精彩而丰富的讲座。

这两场讲座分别是：2016 年 5 月 12 日 14:00-17:00 ——Historical Background



&Defining Terms: Historical and Archival、2016 年 5 月 19 日 14:00-17:00 ——

Foundations: “Queens Memory Project” and “Occupy Wall Street”。

Alexander副教授曾先后在纽约城市大学皇后学院信息研究系、加州大学洛

杉矶分校信息学院任教，为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作为斯

坦福大学英语和数字文化实验室的访问学者来到四川大学，现任四川大学外国语

学院副教授。Alexander 副教授在《The New England Quarterly》, 《American

Archivist》, 《Archival Science》, 《English Studies Canada》等期刊发表多篇论

文，并出版著作《Sowing Seeds of the American Century》等。

在本系列讲座中，Alexander副教授用易于理解的英语表达从口述历史和 21

世纪数字化项目等方面出发，与公共管理学院师生展开围绕“数字人文观”的分

享讨论，引导大家从人文视野来思考档案、历史、珍藏等资源数字化的问题。

5 月 12 日，Alexander 副教授以“Oral History”为主题，对“oral history”

及“oral tradition”进行了概念辨析，并通过介绍一些有意义的口述历史成果揭

示口述历史的力量在于无形积累和公众广泛参与，而且很多工作（如 Story Corps）

都不是从事口述历史工作的研究人员完成的。这些问题引发了在座师生的思考。

Alexander副教授最后就如何去采访大众和记录他们的口述内容分享了他的一些

建议。

5月 19日，Alexander副教授以”21th Century Memory”为主题，提出自己

对近几年发展起来的数字人文工作及项目的看法，并介绍了“Polar Bear

Expedition Digital Collection”、 Henry Ford Museum、“Queens Memory”、“Coney

Island History Project”等项目。其间，Alexander 副教授建议大家从生活中的互

联网体验中获得数字人文资源组织呈现思路，并提出城市记忆工程可以是把城市

当作一个奇妙博物馆，办一场令人称赞的展览，鼓励大家用这样的态度去对待数

字人文工作。

在提问环节，Alexander也认为“Digital Humanity”确实一个很新的领域，

也很困难，全球各地的数字人文工作目前并没有统一的组织理念和框架，每个城

市的记忆工程类目也并不一样，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讨论。最后，讲座在一片

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三、前沿动态

（一）蔡昉：从供给侧深刻认识新常态下的速度变化



有关测算表明，不考虑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增长，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从

1978—2010年的年均 10%左右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 7.6%，并将继续下降到

“十三五”时期的 6.2%。如果考虑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增长，“十三五”时期潜

在增长率则要高于 6.2%。但潜在增长率是指一定时期由资源要素供给能力、生

产效率和发展模式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仅代表了一种增长的可能性，既不是实

际增长率，也不是会自动实现的增长率。我国经济从高速转向中高速面临诸多风

险和挑战，只有深入把握潜在增长率下降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主动作为、积极施

策，才能成功实现增长阶段的平稳转换。

有研究认为，我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原因在于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外需不足。

因此，从需求侧发力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形成 V字形的轨迹。这一看法没有认识

到增速下行以及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真正原因。习近平同志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

给侧。

当前，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主要是由供给侧的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和全要素

生产率增长率的变化引起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 2010年前劳

动年龄人口迅速增加、人口抚养比显著下降这一人口红利直接相关，即劳动力“无

限供给”提高了储蓄率、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保持了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充分供

给，并通过劳动力转移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分析表明，1982—2009年我国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近一半的贡献来自农业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

效率。2009年我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我国进

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达到峰值，此后进入负

增长。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意味着推动高速增长的传统动力减弱，导致潜在增长

率下降。

人口红利消失的供给侧因素导致的潜在增长率下降是趋势性的，不可逆转。

但同时，当前还存在一些体制性因素从供给侧提高了经济活动的制度性交易费用

和生产成本，而这些是可以通过改革矫正的。在这些可变因素和不可变因素的共

同作用下，我国经济不会硬着陆，而会经历一个随发展阶段变化下行、随后通过

改革获得新的增长动力遏止下行甚至改革红利还能使潜在增长率得到回升的 L

形轨迹。

供给侧影响增长速度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劳动力短缺导致工

资持续快速上涨。据估算，2004—2013年，我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工资与



劳动生产率之比）上升了 59.7%。虽然国外媒体所报道的我国单位劳动成本已超

过一些发达国家并不属实，但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的确在弱化。二是资

本报酬递减，投资回报率下降。随着劳动力短缺现象普遍化，资本回报率显著下

降成为经济增长减速的主要原因。三是 2014年我国农村 16—19岁的人口数量达

到峰值，随后进入负增长阶段，劳动力转移速度减慢，减缓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四是诸多体制性障碍提高企业交易费用、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经济运行中存在的

政府管制过多、审批过程繁琐、税费负担以及社保缴费率过重、融资渠道不畅通、

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要素价格扭曲、一些企业面临歧视性待遇等问题，提高了

企业的制度性交易费用，客观上产生了抑制微观领域创新的后果。五是结构性产

能过剩比较严重，浪费了资源，压缩了经济增长空间。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

（二）中西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处境与对策》发布

近日，《中西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处境与对策》在京发布，这

是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樊明带领学生共同完成的第 7本学术专著。

在樊明的指导下，共有 27位本科生参与该书写作，共同对中西部的城镇居

民、农民工和农户展开了广泛问卷调查和访谈，共获得有效问卷 14160份，其中

针对城镇居民的有效问卷是 6764份，农民工 4877份，农户 2519份，构成了该

研究的主要数据基础。

该书从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个方面分别讨论中西部所面临的问题

以及改革的方向，对中西部农业自然条件及农业生产、农村劳动力、农业合作社、

局部区域户籍制度改革和贫困区的形成及扶贫政策进行研究。该书指出，中西部

乃至全国的“三化”发展失调是市场经济机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的结果，因此解

决问题的基本出路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中西部要以更大

决心和勇气在局部地区率先推进市场化改革。

该书发布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及河南

财经政法大学共同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