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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动态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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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度项目申报

根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试行）》和《四川省教

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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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度项目的申报、评审工作即日动，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按照国家和四川省“十二五”规划的总体部署，落实科学发展观。

加强社会管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理论联系实际地研究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重要问题，为加强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的决策咨询。

二、项目类别

本中心 2013 年度研究项目分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两种类别，重点项目资助

额度为 1.5 万元，一般项目资助额度为 1万元。本年度拟资助重点项目 2项、一

般项目 5项。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的研究期限均为一年。

项目研究的最终成果可为研究报告（报告成果为省市领导批示、省级以上部

门采纳或至少 1篇咨询报告被省规划办《重要成果专报》刊用）或论文（至少 2

篇为四川大学认定的 B类学术期刊论文）。成果发表或出版均须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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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度规划项

目资助”。研究成果被国家社科规划办《成果要报》或教育部《专家建议》采纳

的，免于结项，并给与奖励。

三、课题指南

课题指南旨在确定本年度的重点研究领域和方向，申请人须根据自己的研究

实际自行设计具体题目，没有明确研究对象或问题指向的申请本中心一般不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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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经中心学术委员会拟定并审议通过，本中心 2013 年度规划项目的研究重点

为：

1、四川省重大社会风险问题研究

2、四川省重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

3、四川省民族宗教地区社会管理研究

4、四川省社会发展指数研究

5、四川省社会管理创新绩效评价研究

6、四川省社会心态研究

7、四川省基层社会管理与社会风险防范研究

四、申报要求

根据四川省社科联、四川省教育厅的有关规定，凡有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项目及本基地项目尚未结题者不得申报。申请者一般应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

级及以上职称，若不具有此项要求者，须有两名具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推荐。

项目申报应充分反映该领域前沿性研究，力求原创性、开拓性和实用性，避

免低水平和重复性研究。课题组研究人员应结构合理，具备相应的学术资源和研

究能力。

五、受理时限

本年度申报受理时间即日起至 2013 年 6 月 25 日截止（以邮戳为准），申报

单位须于截止日期前将审查合格的申请书（1式 5份）、电子文档和项目负责人

详细联系方式报送本中心，逾期不再受理，申报单位科研管理部门须对项目申报

进行资格审查并签署意见。因本基地网站正在建设中，项目申请书请从四川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网站（http://ggglxy.scu.edu.cn/）下载。

六、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望江路29号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大楼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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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 编：610064

联系人：姜晓萍 李强彬 郭 灵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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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与社会风险控制研究中心

二○一三年五月三十日

二、 社会发展与社会风险控制研究中心课题组赴芦山

地震灾区调研

为了能够及时、快速了解雅安芦山地震灾区群众对灾后重建的公共政策需

求，为中央出台相关政策和四川省制定灾后重建规划提供灾区群众真实需求的第

一手资料，以提高政策制定的针对性与有效性，形成“群众需求导向”的政策决

策模式，在四川省社科联、四川省行政管理学会的领导和支持下，四川大学公共

管理学院和四川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社会风险控制研究

中心”借鉴国际灾后重建快速需求调查的先进经验，组建了“芦山地震灾后重建

群众公共需求调查课题组”，于 2013 年 5 月 5 日开始，深入芦山、天全、宝兴

等地震重灾区，对受灾群众进行了入户调查。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社会风险控制研究中心主

任、课题组组长姜晓萍教授对调研活动进行了动员和周密安排。她要求课题组在

调研中坚持“安全、细致、高效、节俭”的原则，并以“三个转化”对本次调研

活动进行了安排部署。她要求课题组，一要倾注感情，切实把大灾面前同舟共济

的热情，转化为服务灾后科学重建、持续发展的具体行动。二要担当责任，切实

把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转化为深入一线，踏实工作，获取真实可靠一手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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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行动。三要智慧创新，切实把学科研究的结论转化为支持政府决策、助推地

方发展的科研成果，为芦山地震灾区灾后重建贡献智慧和力量。

5月 5日凌晨五点半，由夏志强、李敏、史云贵、倪云鸽、郭金云、杨磊、

兰旭凌、桑启源、田昭等九位老师和 21 名同学组成的一线调查组冒雨出发，经

过三个小时的奔波，于上午八点半抵达芦山。到达灾区后，课题组立到灾民安置

点展开了问卷调查和访谈工作。课题组成员分为三个小组，分赴芦山县城体育馆

安置点、芦山中学安置点、庐山中学旧址群众安置点，芦山县龙门乡安置点，芦

山县清仁乡安置点，以及沿线零星安置点，进棚入户，根据事先确定的抽样规则，

对当地群众展开深入调查与走访。灾区群众对调研组能在芦山地震灾区进入灾后

重建的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群众需求调查表示欢迎，认为各级政府能够在制定

灾后重建规划和相关政策时主动倾听来自基层群众的声音，体现了“尊重民意、

维护民权、珍惜民力、实现民利”的政策导向。受灾群众积极向调查员提供详细

资料，并纷纷表达自己对于芦山地震灾后重建的需求。受灾群众对灾后安置、损

害房屋加固、损毁房屋重建表示出极大的关心。灾后重建中的补助政策、信息公

开、基础设施、子女教育、医疗卫生、公共安全等等也是灾民关注的重点问题。

此次调研共收回有效问卷 449 份，记录了灾区百姓最真实的生活状态与需求。

在调研过程中，课题组还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在芦山县民政局举行了芦山

地震灾后重建群众需求座谈会。芦山县干部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部分乡

镇基层工作人员、群众代表共 20 余人参加了座谈会。大家围绕灾后重建面临的

难题、安置中受灾群众的需求、重建中潜在社会矛盾、灾后重建的政策建议以及

“5·12”地震灾后重建的经验借鉴等问题进行探讨。在 2个多小时的座谈中，

每一位参会代表都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提出了包括灾害重建政策、安置工作、重

建规划等问题与难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意见。

本次调查借鉴了国际国内灾后快速调查的先进经验，又根据芦山地震灾区的

实际情况有所创新。主要特点之一是快速，调查在灾后半个月内即展开，这是灾

后过渡安置的重要时期和启动灾后重建的前期准备关键阶段，反映灾区群众公共

需求具有重要价值；二是科学真实，问卷调查采取了随机概率抽样方法，保证了

抽取样本能够充分代表灾区全体居民。在调查中调查员进棚入户，一对一填写问

卷，同时进行深度访谈，保证了调查能够真实、准确、全面反映居民的需求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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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导向明确，调查内容和调查目标直接指向灾后重建规划和灾后重建政策的决

策需求。

此后，课题组将继续赴天全、宝兴等地进行调查，并尽快对调研收集的材料

进行系统分析，形成《四川雅安芦山地震灾区群众公共需求调查报告》，为政府

制定芦山地震灾后重建规划与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学术交流

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社会风险控制研究中心邀请名师，

积极举办“国家安全”专题系列讲座

维护国家安全是社会发展与社会风险控制的核心导向。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

指出我国当前正面临生存安全问题和发展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

威胁相互交织的形势，并作出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和工作机制，提高警惕，确保国

家安全的战略部署。2013 年 5 月以来，研究中心邀请多位国内权威专家，积极

举办“国家安全”专题系列讲座。

一、金灿荣教授作“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战略”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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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3日下午，应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社会风险控制研究中心和全国干部

教育培训四川大学基地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外交学专业博

士生导师，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金灿荣教授为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华西医

院) 上百名干部、护士长及四川大学部分中层干部作了题为“国际形势与中国外

交战略”的专题讲座，讲座中，金灿荣教授用生动风趣的语言，向大家介绍了未

来世界的六大挑战以及中国外交战略，周边形势、中美关系和朝核危机等方面的

知识，并紧密联系医疗行业阐述了未来十年社会发展的新趋势。

二、卞晋平教授作“十八大背景下的政治协商”专题讲座

5月 25日上午，应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社会风险控制研究中心和四川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邀请，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驻会副会长，中国统一战线理论

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协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卞晋

平教授为政协东莞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期委员培训班作了题为“十八大背景下

的政治协商”专题讲座，从大理论、大趋势对政治协商的内涵和政协委员的责任

进行了解读。卞晋平教授在课堂上所讲立意深远，内容丰富，既有理论基础，又

有详实的史料支撑，引得学员广泛认可。

三、周平教授作“边疆治理决定国家未来”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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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8日上午，应四川大学社科处、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社会风险控制研

究中心和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四川大学基地邀请，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

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平教授为政协东莞市第十二

届委员会第三期委员培训班作了题为“边疆治理决定国家未来”的专题讲座。授

课中，周平教授逻辑严明、观点创新、分析深刻、语言生动。周教授在深刻剖析

国家内涵的基础上辨析了边疆与领土、疆域的关系，接着向学员讲述了边疆的新

形态，尤其是非领土边疆和利益、战略边疆等，随后分析边疆与国家的关系，最

后周平教授指出边疆治理决定着国家的未来。赢得学员阵阵掌声。授课结束后，

周平教授应邀出席了“西部边疆研究论坛”系列讲座，四川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

罗中枢教授向周平教授颁发了四川大学客座教授聘书。

四、孟祥青教授作“我国安全环境与国家安全战略”的专题讲座

6 月 21 日，应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社会风险控制研究中心和全国干部教育

培训四川大学基地邀请，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咨询委员会委员、全军外事工作专家

咨询小组成员、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孟祥青教授分别为东莞市政协委员及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华西医院高层次人次作了题为“我国安全环境与国家

安全战略”的专题讲座。授课中，孟教授用详实的资料、敏锐的思维和广阔的视

野深刻剖析了我国安全环境的复杂性及面临的主要威胁，阐述了筹划国家安全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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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几点思考，深受学员喜爱。课后，孟祥青教授参观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社会

风险控制研究中心并与中心领导就中心未来发展方向、发展规划进行了深入的探

讨，同时提出了宝贵意见。

五、“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MPA）培养院校教学管理研讨会”

在蓉隆重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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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7 日—28 日，由全国 MPA 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办、四川大学承办的“全

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MPA）培养院校教学管理研讨会”在成都隆重举行。

四川大学副校长石坚教授，全国 MPA 教指委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院长董克用教授，全国 MPA 教指委委员、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姚先国教授，全

国 MPA 教指委委员、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齐中英教授，全国 MPA 教指委委员、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唐任伍教授，全国 MPA 教指委委员、吉林大学行政学

院麻宝斌教授等出席交流会开幕式并在主席台就坐。全国 MPA 教指委委员、四川

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社会发展与社会风险控制研究中心主任姜晓萍教授主持

开幕式。全国 MPA 培养院校代表和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师生代表共计近 200

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四川大学副校长石坚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代表四川大学向出席交流会的各

位领导、嘉宾和专家学者表示欢迎，向社会各界对四川大学改革发展特别是 MPA

教育事业给予的大力支持与关注表示感谢。在简要介绍了学校的基本情况并着重

介绍了我校 MPA 办学的基本情况和取得的丰硕成就后，石坚副校长表示，此次交

流会在我校召开，为我校 MPA 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有利契机；相信此次会议必将是

一次思想汇聚，共谋发展的盛会。希望通过代表们的深入交流和相互学习，进一

步推动我国 MPA 教育事业更好更加的发展。

全国 MPA 教指委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董克用在开幕式上

讲话，首先代表 MPA 教指委向为本次会议成功举行付出辛勤努力和精心筹备的四

川大学表示感谢。在回顾了 MPA 在我国发展的十余年历程、取得的成果、面临

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后，董克用秘书长就做好 MPA 案例教学工作，推进 MPA 人才培

养质量等有关事宜进行了强调，他希望与会的各 MPA 教学单位负责人，集中精力，

积极献言献策，努力把会议开好，共同为 MPA 的发展出谋划策，贡献自己的力量。

开幕式结束后，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董小君教授以“‘十面霾伏’

挑战中国政府”为题，做了 MPA 教学示范课并介绍了案例教学经验。与会专家学

者、MPA 学员进行了热烈的课堂发言与讨论，现场案例教学效果收效良好，得到

大家强烈反响。

交流会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大学、复旦大学、

中山大学、郑州大学等七所院校 MPA 负责人先后发言，介绍了本校 MPA 教育综合



10

改革试点工作经验。在分组讨论阶段，各院校代表纷纷发言介绍本校 MPA 的情况

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最后，董克用秘书长作了会议总结。

为期两日的研讨会，具体由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具体承办，内容涉及“MPA

教育综合改革试点经验介绍”、“案例教学示范及教学案例模板讨论”、“各校

经验交流”等，旨在进一步提高全国 MPA 教育质量。与会代表纷纷表示，参加此

次会议受益匪浅，希望以后能加强区域间的交流与学习，相互促进、共同进步。

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了此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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