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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地动态

（一）中心 2014 年度项目立项工作布置会成功举行

10 月 31 日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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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度项目立项工作布置会在公共管理学院三楼会议室举行。四川大学社科处处长姚乐野

教授，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中心主任姜晓萍教授，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心副主任夏志强

教授出席了会议。

会上，姚乐野教授简要介绍了四川大学支持和推动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

设的基本情况，指出本中心的项目课题应围绕四川省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开展研

究，并凭借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及时为地方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咨询建议。

夏志强教授向获得中心年度项目立项的各位课题负责人表示祝贺，就中心 2014 年度项目

的评审和立项情况作了说明，并就《中心年度项目管理办法》（试行）进行了详细的解释，期

望中心能在各位课题负责人的共同支持和努力下发展得更好。

姜晓萍教授对各位课题负责人关注、支持和认同中心的建设与发展表示感谢，并希望中

心通过相关研究力量的整合与协作，把基地建设成为汇聚青年学者、协同研究重大问题的具

有影响力的研究平台，更好地服务和推动四川省经济社会的发展。

最后，姜晓萍教授代表中心与各位课题负责人签订了课题研究任务合同书。

（二）中心主任姜晓萍教授成果入选 2014 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近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发布了 2014 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

选名单，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中心主任姜晓萍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成

果《建设服务型政府与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成功入选。

该成果由公共管理学院夏志强、范逢春、郭金云、史云贵、蒲晓红、田昭、付亚萍、雷

尚清等老师共同参与完成。主要解读了服务型政府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内在逻辑联系，提

出了新时期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核心是实现理念重塑、目标重构、职能转变、流程再造。并且

形成以满足公共服务需求为出发点，以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为关键点：以完善基本公共服

务体系为着力点：以保障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为归着点的服务型政府建设战略。解决我

国行政体制改革进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实现了理论创新。尤其是针对如何完善地方基本公

共服务体系提出的一系列对策建议，思路开阔，措施有效，既体现了学术研究服务国家重大

战略需求的导向，也坚持了学术视野的前沿性和理论研究的科学性。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设立和评选，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

科学精神的重要举措，是推进学术创新、引导学风建设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表彰奖励哲学

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的重要形式。入选成果反映了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相关领域的

领先水平，代表着较高的学术荣誉。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对入选成果作者颁发荣誉证书，

给予表彰鼓励。

今年《成果文库》全国共申报 475 项，有 59 项成果入选，其中政治学入选成果仅 2项。

该成果也是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的研究成果首次入选《成果文库》。

二、学术报告

（一）浙江大学胡税根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魏娜教授应邀到我院举办学术讲座

2014 年 10 月 13 日下午，浙江大学胡税根教授、人民大学魏娜教授应四川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邀请，在望江校区干部培训基地二号演播厅为公共管理学院师生做了精彩讲座。讲座由

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姜晓萍教授主持。学院部分老师、行政管理学 2012 级本科生，部分研究生

以及其他学院学生共 130 余人参加了讲座。



浙江大学胡税根教授做了题为“嘉兴市‘行政审批一体化’改革绩效研究”的讲座。讲

座围绕改革背景、主要做法、改革绩效、改革的基本判断与难点、对策建议几个方面，全面

系统的向广大师生呈现了嘉兴市实行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及改革的各个方面，引发了师生对

我国行政审批制度的深入思考与广泛讨论。

随后，人民大学魏娜教授做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边界及实现机制研究”的讲座，采

用案例与理论相结合的方式，深入浅出，理清政府购买的概念，并简单介绍了国外政府购买

的经验，剖析了中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现状，并界定了政府购买的动机及边界，最后从供

给方、需求方、受益方的角度深入分析了政府购买的风险与问题。讲座后期，由姜晓萍教授

组织大家展开了积极讨论，魏娜教授就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人民的监督等方面发表了自己的

看法，获得大家一致认可。

胡税根教授和魏娜教授用他们丰富的人生经历、新颖的研究视角、独特的创新观点，开

阔了学生眼界，拓展了学术思路，使大家受益匪浅。



（二）南京大学张康之教授“社会高度复杂性条件下的治理”讲座成功举办

2014 年 10 月 28 日上午 9:00，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

江学者张康之教授应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邀请，为我院师生主讲了一场名为《社会高度复

杂性条件下的治理》的精彩讲座。讲座由公共管理学院姜晓萍院长主持，公共管理学院副院

长夏志强教授、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四川大学基地教学部主任郭金云、巴中市群团干部及公共

管理学院任课老师、行政管理系 13、14 级研究生等一起聆听了讲座。

张康之教授总结自己多年来的学术成果和经验，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在梳理人类社会

发展历程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过程中的特征表现，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

浅出地为大家分析了当前高度复杂性条件下，政府治理和改革面临的根本性变革。

张教授的讲座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历史阶段入手，深入浅出的分析了三大基本社会形

态及其治理。农业社会是以自然经济为主，地域性显著的熟人社会，习俗、习惯、道德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社会治理体系简单，线条清楚；工业社会是一个复杂、不确定的社会，伴随

着城市化、脱域化的工业化使其成为一个陌生人社会，因此，社会的治理依赖契约。而 20 世

纪 80 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之中，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

定性；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个性化、符号化、虚拟化和多元化并存，在高度复杂性

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按照管理和控制的思路去治理社会将面临失灵局面；随着匿名化

趋势及人和物的流动性不断增强，政府面临的是一场真正的根本性的变革。

张教授的报告站在学科发展的前沿，为学科发展的方向把脉，幽默风趣，信手拈来，举



重若轻，深入浅出，大家风范，盈溢讲堂。报告的最后，在场的师生纷纷提出自己平时在学

习、工作、研究中遇到的有关问题和张教授进行交流讨论，报告在热烈的互动讨论中结束。

（三）北京大学王浦劬教授“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机理、问题和对

策”讲座成功举办

2014 年 11 月 15 日下午 15:00，在四川大学研究生院 1-202 教室，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

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

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主任）王浦劬应四川大

学公共管理学院邀请，为我院 MPA 师生主讲了一场题为“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机

理、问题和对策”的精彩讲座。讲座由公共管理学院姜晓萍院长主持，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罗哲教授、公共管理学院任课老师和 2014 级 MPA 研究生等一起聆听了讲座。

王浦劬教授总结自己近些年的研究和学术成果，以“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机

理、问题和对策”为主题展开讨论，就公共服务的基本内涵，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

的机理，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发表了精彩的讲演。首先，王教授分析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

服务内涵和意义，主要意义有三点：一是有助于转变政府职能；二是重构政府和社会组织的

关系；三是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随后，王教授讨论了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机

理，主要包括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分化，由先前单一的政府供给转变为政府、社会力量和市

场三者共同供给；供给机制的分化与重新组合；政府和社会的关系由权威性转为契约性；供

给机制应由政府垄断性供给机制向竞争性机制转变。然后，王教授概括目前政府向社会力量



购买公共服务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和内容、谁购买、

向谁买、购买的流程、具体购买什么样的公共服务、购买的责任分配问题、购买税收和社会

公众本身非理性问题。最后，王教授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对策，包括观念转换、

制度建设、完善法制、改造公共财政，建立评估体系、规范购买流程、各层级政府衔接、创

新管理体制、改造事业单位和培养现代公民。

讲座最后，王浦劬教授认真详尽地回答了老师及同学们的提问，对我国政府向社会力量

购买公共服务的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详细阐释了现代化高校标准和模式，让在座师生

受益匪浅。王教授慷慨激昂的演说,幽默风趣，深入浅出的讲解方式，给我院师生留下了深刻

印象。

三、合作交流

（一）英国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一行来访我院

2014 年 11 月 17 日上午，英国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国际事务负责人 Harriet Howse，

及其驻中国办事处负责人张建超一行来到我院进行了友好交流。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乔健教

授、副院长罗哲教授、副院长罗亚玲副教授、廖喜生老师、田昭老师、林茂松老师、吴菁老

师，以及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徐晶老师参加了此次会见。



首先，乔健副院长代表公共管理学院对英国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国际事务负责人

Harriet Howse 女士一行再次来访表示热烈欢迎。接着，他简要回顾了 10 月 21 日双方已洽

谈相关合作事宜，并表示希望通过此次会谈，能进一步沟通并落实我院与英国伦敦大学玛丽

皇后学院在各个合作项目上的专业对接等细节问题。

Harriet Howse 女士代表英国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对我院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她简

要介绍了英国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的情况，逐一回顾了从本科到博士阶段双方已进行讨论

的各类合作项目，列举了双方可进行合作的相关对口专业。随后，双方对各层次合作项目目

前进展情况、具体申请要求、申请流程、学费等问题进行了仔细磋商。乔健副院长、罗哲副

院长、罗亚玲副院长以及各位老师针对对方提出的关于本科“2+2”双学士学位专业对接、MPA

方向合作开展方式、师资交流、和双方互派交换生等方面的问题给出了具体的回复。此次会

谈充分展现了双方真诚、高效、务实的合作态度。会后，乔健副院长代表我院向 Harriet Howse

女士一行赠送礼物，并合影留念。

随后，Harriet Howse 女士一行前往江安校区，面向我院本科一、二年级学生宣讲双方

合作项目，并与学生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二）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 Weili Teng 教授一行我院交流

2014 年 11 月 7 日上午，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中国管理研究院负责人 Weili Teng 教授

及其国际事务负责人 Christophe Crabot 来我院进行交流。我院副院长乔健教授、吴敏教授、

吴菁老师，以及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徐晶老师参见了此次会见。



乔健副院长代表学院对 Weili Teng 教授一行表示热烈欢迎，随后介绍了我院学科发展、

人才培养等情况，回顾了我院与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已有的合作项目。乔健副院长表示希

望通过此次会谈，能更好地沟通并落实我院与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在各个合作项目上的专

业对接等细节问题。

Weili Teng 教授首先代表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对我院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她回顾了

与我院的学生交流合作项目。随后，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国际事务负责人 Christophe

Crabot 也对我院和该校之间学生合作项目的开展方式、具体要求、申请流程等问题进行了详

细梳理。乔健副院长、吴敏老师、吴菁老师对英方提出的问题做出了具体回复。此次会谈充

分展现了双方真诚、高效、务实的合作态度。

会后，乔健副院长代表我院向 Weili Teng 教授一行赠送礼物，并合影留念。

（三）瑞典乌普萨拉大学 Zhengyuan Ying 教授一行来我院访问

2014 年 11 月 10 日上午，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人文社科部项目协调人 Zhengyuan Ying 教

授来我院访问。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姜晓萍教授、副院长夏志强教授、副院长罗亚玲副教授、

吴敏教授、吴菁老师，以及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徐晶老师参加了此次会见。

姜晓萍院长代表公共管理学院对瑞典乌普萨拉大学Zhengyuan Ying教授表示热烈欢迎并

介绍了我院历史沿革、学科建设、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姜晓

萍院长表示，近年来我院已与美国、英国等诸多国外知名大学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学院



希望能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建立从学生交换、师资交流、合作研究等多层次多方式的合作项

目。

Zhengyuan Ying 教授对我院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基

本情况。她表示，针对我院多学科的特色，双方可开展的合作范围广泛。随后，双方就学生

交流、教师访学、联合研究以及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教授来我院讲学等项目的合作设想进行了

深入的交流。此次会见为我院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今后开展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会后，姜晓萍院长代表我院向 Zhengyuan Ying 教授赠送礼物，并合影留念。

（四）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Steven James Kautz 副院长一行来我院交流

2014 年 11 月 10 日下午，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Steven James Kautz 副院

长一行来我院进行友好访问和交流。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姜晓萍教授、吴敏教授、廖喜生老师、

林茂松老师、吴菁老师，以及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王威老师参加了此次会见。

姜晓萍院长首先代表公共管理学院对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Steven James

Kautz 副院长一行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我院历史沿革、学科建设、师资队伍、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基本情况，着重介绍我院各学科的优势互补的特点。姜晓萍院长表示，我

院重视与国际知名高校和院所的交流与合作，致力于国际化人才的培养。近年来，我院已与

美国、英国等诸多国外知名大学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姜晓萍院长回顾了我院与美国密歇

根州立大学已有的合作项目开展情况，并就如何更好地推进已有学生交流项目，扩大专业涵



盖范围、开展教师访学、建立联合研究平台等问题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相关负责人进行了

深入讨论。

Steven James Kautz 副院长对我院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密歇根州立大学

的历史、办学理念、学科特点等基本情况。他表示，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与四

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学科设置上有非常多的相似点，可以合作的对口专业范围广。Steven

James Kautz 副院长除回顾已有的学生“3+1+X”项目外，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还建议在我院

对口开展学生暑期项目。与此同时，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全球变化和地球观测中心主任齐家

国教授还就教师访学、建立联合研究平台、以及参与四川大学国际实践与课程周等项目，与

我院与会领导及老师进行了讨论，并对下一步所有项目的推进提出了相关建议。会后，姜晓

萍院长代表我院向 Zhengyuan Ying 教授赠送礼物，并合影留念。

11 月 10 日晚，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全球变化和地球观测中心主任齐家国教授在江安校

区法学大楼主楼报告厅，以“Meeting the Challenges of Future Earth: A Frontier Framework

Coupling Natural and Human Systems”为题展开了一场精彩生动的讲座。随后，Steven James

Kautz 副院长一行还于 11 月 11 日晚，在我院宣讲双方合作项目，以及与学生进行了面对面

的交流。

（五）广州大学政府管理系来我院行政管理系调研

2014 年 12 月 5 日，广州大学政府管理系李小军副主任、行政管理系教研室主任蒋红军

老师一行来我院行政管理系就本科教学问题进行调研。



调研前，罗哲副院长会见了李小军副主任、蒋红军老师。随后，行政管理系主任范逢春

老师、系助理张晓艳就四川大学行政管理系本科教学情况从教学理念变革、教学计划制定、

毕业论文改革、教学联盟构建、毕业实习安排、教学质量管控、未来教学设想等等方面做了

详细的介绍。李小军副主任、蒋红军老师也就广州大学政府管理系的本科教学情况做了全面

的介绍。双方就人才培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并就人才培养合作达成了初步意向。

（六）日本东北大学一行来我院访问

2014 年 12 月 12 日上午，日本东北大学国际会计大学院院长高田敏文教授、副院长大西

仁教授一行来我院进行友好访问和交流。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姜晓萍教授、吴敏教授、林茂松

老师、吴菁老师，以及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徐晶老师参加了此次会见。

姜晓萍院长首先代表公共管理学院对日本东北大学国际会计大学院院长高田敏文教授、

副院长大西仁教授一行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我院历史沿革、学科建设、师资队伍、人才

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其次，她着重介绍了我院学科覆盖面广，涵括基础人文

学科与社会应用学科的多学科交融的特点。此外，她还强调，在实现各学科优势互补的前提

下，我院培养的学生具有宽广的学术视野，以及扎实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学术功底。姜晓萍

院长表示，我院高度重视与国际知名高校和院所的交流与合作，致力于国际化人才培养。近

年来，我院已与美国、英国等诸多国外知名大学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此次会谈，我

院希望能与日本东北大学建立从学生交换、师资交流、合作研究等多层次多方式的合作项目。



大西仁副院长代表日本东北大学一行对我院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日本东

北大学的历史、办学理念、学科特点等基本情况。他表示，日本东北大学国际会计大学院与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公共管理及公共政策方向有契合的专业，并建议双方可以从学生交

流交换项目入手开始合作。随后，双方具体洽谈了学生本科、研究生层次的相关合作项目。

此次会见为我院与日本东北大学今后开展更为广泛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会后，姜晓萍院长代表我院向高田敏文院长、大西仁副院长赠送礼物，并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