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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简要日程 
 

时 间 活 动 地 点 

 

2013年3月22日星期五 上海锦沧文华大酒店 

全天 外国、外地代表抵达上海 

注册、领取会议资料 
大堂 

 晚餐 一楼紫云庭 

 

论坛开幕式暨世界中国学贡献奖颁奖仪式 

2013年3月23日星期六 上海展览中心 

 
08:00-09:00 本地学者、媒体、领馆官员注册 友谊会堂一楼 

08:30-09:00 市领导接见大会嘉宾 VIP休息室 

09:00-09:30 开幕式 友谊会堂三楼 

09:00-09:30 领导致辞 友谊会堂三楼 

09:30-10:00 世界中国学贡献奖颁奖仪式 友谊会堂三楼 

10:00-10:30 间歇  

10:30-12:30 主题演讲 友谊会堂三楼 

12:30-13:30 午餐 上海锦沧文华大酒店

一楼紫云庭 

14:00-15:30 并行圆桌会议：上半场 西二馆三楼 

15:30-16:00 间歇  

16:00-17:30 并行圆桌会议：下半场 西二馆三楼 

18:00-19:00 欢迎晚宴 友谊会堂一楼 

 

分会研讨及论坛闭幕式 

2013年3月24日星期日 上海展览中心 

   

08:30-10:00 并行分会：第一议题 东二馆一至三楼 

10:00-10:30 间歇  

10:30-12:00 并行分会：第二议题 东二馆一至三楼 

12:00-13:00 午餐 锦沧文华大酒店三

楼餐厅 

13:30-15:00 并行分会：第三议题 东二馆一至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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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5:30 间歇  

15:30-17:00 并行分会：第四议题 东二馆一至三楼 

17:00-18:00 闭幕式 友谊会堂三楼 

18:00-19:30 答谢便宴 各分会场自行安排 

 

2013年3月25日星期一 

上午 海外学者市内考察  

下午 论坛代表离会、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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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简介 
 

世界中国学论坛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和

上海市新闻办联合承办，是一个高层次、全方位、开放性的学术性论坛。论坛旨在为海内

外中国学研究界提供对话渠道和交流平台，反映中国学研究的动态与趋势，鼓励观点创新，

推动学派融合，增进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了解，建设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学研究网络。 

本论坛每两年在上海举办一届。自2004年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四届。前四届论坛弘

扬中国文化传统精神，将‚和‛的理念与当代中国发展进程相结合，分别以‚和而不同‛、

‚和谐和平‛、‚和衷共济‛、‚合和共生‛为主题，探究中国学研究的历史、现状和趋

势，认识当代中国发展的世界意义以及21世纪全球挑战与可持续发展等重大学术问题。 

前四届论坛在学术界与国际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欧、美、澳、亚、非、拉等大洲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千余名学者参与学术讨论。同时，50余个国家的外交机构和智库代表与

会，百余家中外知名媒体对论坛展开报道。国内外学术界对论坛给予高度评价，俄、美、

日、印等国家的学者广泛引述论坛上发表的重要学术观点。累计有来自参加。 

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于2013年3月23至24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

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与前景‛，将邀请各领域、各学科的中外专家学者和意见领袖，共

论国际化大背景下中国的发展及与世界的互动相处之道；探讨十八大后未来中国与世界的

共融相济、合作发展；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认

识和理解。 

本届论坛会期两天，分为开幕式演讲、圆桌会议、分会和闭幕式演讲。三场圆桌会议

分别从国际关系、国内结构转型与历史文化角度探讨未来十年中国的发展道路及其世界意

义。八个分会场，以‚中国道路‛为主线，分别从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生态、

外交、传播、中国学等领域出发，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在各领域取得的进展；探索

未来十年中国现代化的动力、方向、核心价值理念；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文明发展进程的

方式，以及当前国际学界研究中国的现状、前景与方法。 

本届论坛邀请学者240名左右，其中近一半学者来自各大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批

享誉国际学术界的重量级学者将到会发表主旨演讲。会议期间，各国学者将聚焦： 

（一）中国崛起对世界政治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 

（二）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共同崛起的前景； 

（三）中国国内市场对世界经济复苏前景的作用； 

（四）中国未来改革走向和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发展； 

（五）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六）中国应如何构建与周边国家的利益共同体； 

以及（七）朝向世界性课题发展的中国学等热点和核心议题展开讨论，在各种观点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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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锋、交融中，凝聚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共识。 

此外，本届论坛开幕式上还将颁发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世界中国学贡献奖（简

称‚中国学奖‛）是为推动海外中国学的发展，弘扬海外中国学杰出学者和优异成果，促

进海内外中国研究的交流而设，是国际中国研究的最高奖项。首届中国学奖于2010年颁发，

俄罗斯前驻华大使、中国问题专家罗高寿，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学系终身教授毛里和子，

法国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席教授谢和耐、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费正清研究中心前

主任孔飞力等四位国际知名中国学家获奖，为该奖项奠定了一个具有权威意义的起点。本

届中国学奖，在首届基础上又分立为‚世界中国学贡献奖‛和‚海外华人中国学贡献奖‛

两个子项。经过半年多的专家推荐和多轮投票，产生三位获奖人。他们在各自领域内都是

德高望重、著述等身的大师，在增进外部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加深中外学术交流方面作出

了巨大贡献。他们的为人和著述，激励着当代海外中青年中国学家以及中国的人文社科研

究者，不断探究和理解处于变化世界中的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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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委员会 
 

主  任 

王 晨 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 

杨  雄 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 

 

组委会第一副主任 

杨振武 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 

 

组委会常务副主任 

张雁彬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三局局长 

潘世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 

 

组委会副主任 

朱咏雷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 

李  琪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组委会委员（按姓名拼音为序） 

陈启伟 《新民晚报》党委副书记、总编辑 

陈 昕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社长 

陈燮君 上海博物馆馆长 

陈振平 《文汇报》党委副书记、总编辑 

何勤华 华东政法大学校长 

黄仁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 

李友梅 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凌  厉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三局副局长 

刘世军 上海市社联副主席 

秦绍德 上海市社联主席 

裘 新 上海广播电视台党委副书记、台长 

沈国明 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党组书记、副主席 

童世骏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吴建中 上海图书馆馆长 

熊月之 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 

徐 炯 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党委书记 

徐世平 东方新闻网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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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威 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副主任 

杨慧林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杨建文 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 

杨洁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张慈赟 《上海日报》总编辑 

左学金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专家学术委员会 
 

专家学术委员会主任 

王 战 上海市委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上海社科院院长 

 

专家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潘世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 

黄仁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 

林尚立 复旦大学副校长 

 

专家学术委员会委员（按姓名拼音为序） 

步 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陈卫平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传统思想研究所所长 

葛剑雄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 

葛兆光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 

何培忠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 

黄  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胡 伟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 

姜义华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 

潘家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 

陶文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吴心伯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阎纯德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杨国强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 

于 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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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新天 上海台湾研究所所长 

张济顺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院长 

张幼文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赵修义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周  弘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 

周 武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学季刊》执行主编 

周晓虹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朱威烈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 

朱政惠 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 

诸大建 同济大学公共管理系主任 

张树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 

张  军 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长江特聘教授 

左学金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顾问 

按姓名拼音为序 

 

卜励德 亚洲协会名誉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名誉研究员 

程天权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池田大作 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名誉研究员 

戴  逸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

教授 

邓伟志 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傅高义    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 

季塔连科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远东研究所所长 

李君如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副理事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名誉研究员 

厉无畏 全国政协副主席、上海社会科学院名誉研究员 

刘遵义 中投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

上海社会科学院名誉研究员 

刘  吉 中欧工商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谭  中 印度尼赫鲁大学终身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访问学者 

汤一介 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院长、中国文化书院院长 

王赓武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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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荣华 上海市政协前副主席、上海社科院前院长 

吴建民 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上海社会科学院名誉研究员 

尹继佐 上海社会科学院前院长、教授 

张仲礼 上海社会科学院前院长、研究员 

郑必坚 中央党校前常务副校长、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 

 

 

秘书处 

张雁彬 秘书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三局局长 

黄仁伟 秘书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刘世军 副秘书长，上海市社联专职副主席 

任小文 副秘书长，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处长 

梅俊杰 副秘书长，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所长 

赵顺国 副秘书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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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务信息 

 

一、指定宾馆 

 

上海锦沧文华大酒店 

http://www.jcmandarin.com/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1225号（200040） 

电话：+86-21-6279 1888   

传真：+86-21-6279 1822 

 

论坛为非本地正式代表提供3月22日、23日、24日三晚住宿，除此之外的其他费用由

与会代表自行承担，论坛指定宾馆及指定日期以外的住宿由与会代表自行安排并自付费

用。 

 

二、注册、会议资料 

 

外国和外地代表预计抵达时间为3月22日。注册和领取会议资料的地点为锦沧文华大酒

店大堂。 

列席代表、领馆官员、记者等人员的注册时间为3月23日上午08:30-09:00，注册地点为

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一楼。 

 

三、班车接送 

 

1、免费接机安排： 

浦东国际机场（PVG）：3月21日12:00-22:00，每两小时一班，整点从机场发车。3月

22日08:30-22:00，每小时一班，整点从机场发车。 

虹桥国际机场（SHA）：3月21日12:00-22:00，每两小时一班，整点从机场发车。3月

22日08:30-22:00，每小时一班，整点从机场发车。 

与会代表如有其他安排，费用敬请自理。出租车费用：从浦东国际机场至论坛指定宾

馆约70分钟，人民币约180元；从虹桥国际机场至论坛指定宾馆约30分钟，人民币约50元。 

 

  2、免费送机安排： 

http://www.jcmandar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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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国际机场（PVG）：3月25日上午10:00、下午1:00、3:00两班，从宾馆发车。 

虹桥国际机场（SHA）：3月25日上午10:00、下午1:00、3:00两班，从宾馆发车。 

 

 3、论坛不安排火车站、长途汽车站、轮船码头的接送。 

与会代表请搭乘出租车或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保留票据，予以报销。从虹桥火车站至

论坛指定宾馆约30分钟，人民币约50元。 

 

四、论坛会场 

 

论坛地点为上海展览中心，地址为上海市南京西路1333号。论坛涉及的会场主要包括

友谊会堂1、3楼（注册、开幕式、闭幕式、3月23日欢迎晚宴）、西二馆3楼（圆桌会议、

休息室）、东二馆1至3楼（并行分会、秘书处、财务室、新闻中心、记者工作间、保卫医

疗室、展览）。论坛举行期间的早餐（3月23日、24日、25日）、午餐（3月23日、24日）

和晚餐（3月22日）在锦沧文华大酒店1楼紫云庭和3楼文华宴会厅。会场和房间分布请参

考会议手册附录图1-5。各会场分配如下表。 

 

锦沧文华大酒店 

22 日外地代表注册 大堂 

22 日晚餐 1 楼紫云庭 

23 日、24 日早餐 3 楼文华宴会厅 

23 日午餐 3 楼文华宴会厅 

24 日午餐 3 楼文华宴会厅 

25 日早餐 1 楼紫云庭 

 

上海展览中心  

友谊会堂 

功  能 楼  层 

本地学者、领馆官员、媒体、

注册 

1 楼 

开幕式/闭幕式 3 楼（配同传） 

23 日欢迎晚宴 1 楼 

 

东二馆 

1 楼 

功  能 房间号 

记者间 5102  

财务室 5103  

秘书处 5104  

新闻中心 5107  



12 

 

保卫医疗 5108  

中国学成果交流展 东二馆一楼门厅 

第一分会 5105（配同传） 

第二分会 5112（配同传） 

第三分会 5113（配同传） 

第四分会 5114（配同传） 

2 楼 

第五分会 5212（配同传） 

3 楼 

第六分会 5308（配同传） 

第七分会 5301（配同传） 

第八分会 5310（配同传） 

 

西二馆 3 楼 

第一圆桌会议 6304（配同传） 

第二圆桌会议 6306（配同传） 

第三圆桌会议 6305（配同传） 

 

五、论坛形式 

 

开幕式和全体大会（3月23日上午）：包括开幕致辞、主旨演讲、颁奖仪式、特邀演

讲等，全体正式代表、特邀嘉宾、列席人员出席。 

并行圆桌会议3个（3月23日下午）：包括演讲、自由讨论。与会代表可选择出席一个

圆桌会议。 

并行分会8个，每个分会均为4场（除第一分会场为3场，3月24日全天），安排报告、

评论和讨论。每个分会约有20名学者参加。报告每人15-20分钟，评论每人5-10分钟，讨论

每次30分钟。 

第一分会场第二议题为独立组织，为期半天，会议地点和会务由该议题协调人另行安

排。旁听和采访事宜，敬请联系李伟（13816772892，liwei98129@sass.org.cn）。 

闭幕式（3月24日下午17:00-18:30）：包括闭幕致辞、特邀演讲等，全体正式代表、特

邀嘉宾、列席人员出席。 

论坛附设中国学成果交流展。布展地点为上海展览中心东二馆1楼门厅。3月24日全天

开放。 

论坛议程如有变化，请以论坛当日通知为准。 

 

六、会场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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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开幕式和全体大会、分会、圆桌会议均提供中英文同声传译，各会场均提供投影

设备和电脑设备。 

 

七、胸卡 

 

论坛证件分为5种类型，分别表示正式代表、列席人员、领馆官员、记者、工作人员。

进入论坛会场和午餐场所请佩戴好胸卡。 

 

使用人 胸卡名称 颜 色 

大会嘉宾 嘉宾证 红色 

正式代表 代表证 橙色 

列席人员 列席证 蓝色 

领馆官员 领馆官员证 紫色 

记者 记者证 黄色 

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证 绿色 

 

为保障安全，请妥善保管好您的证件，请勿转借他人使用。如不慎遗失，请及时向论

坛秘书处报告。 

 

八、问讯、网络和会务服务 

 

秘书处设于上海展览中心东二馆5104室。解答有关论坛议程、会务、交通、通信、参

观等问题。3月23日和24日全天开放。 

会场内提供国际互联网免费无线上网。3月23日和24日全天开放。 

保卫医疗室设于上海展览中心东二馆5108室。提供安全保障和医疗求助。 

 

九、媒体服务 

 

新闻中心，提供新闻采访咨询，设于上海展览中心东二馆5107室。3月23日和24日全天

开放。 

记者工作间设于上海展览中心东二馆5102室。提供打印复印一体机1台、公共电脑3台、

传真扫描一体机1台。3月23日和24日全天开放。 

VIP休息室设于上海展览中心东二馆5110室。用于大会主要嘉宾的集体采访。3月23日

和24日全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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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所有会场均向中外记者开放。开幕式和大会、各分会场、圆桌会议的主持人、各

位代表自行决定是否接受媒体采访。 

新闻中心将为媒体采访提供联络等方面的必要帮助，提供论坛背景资料。 

与会代表发表的任何观点均不代表论坛的观点，也不代表主办方、承办方、协办方的

观点。 

 

十、餐饮 

 

   论坛为非本地正式代表提供3月23日、24日、25日三顿免费自助早餐（其中，23日、24

日在锦沧文华大酒店3楼文华宴会厅；25日在锦沧文华大酒店1楼紫云庭）和3月22日晚餐

（锦沧文华大酒店1楼紫云庭）。 

论坛召开期间，为正式代表提供3月23日、24日两顿免费自助午餐（锦沧文华大酒店3

楼文华宴会厅）；3月23日欢迎晚宴（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1楼）。3月24日答谢便宴由

各分会安排并通知。本次论坛不提供间歇。论坛期间其他餐饮由与会代表自行安排。 

 

十一、旅费补贴 

     

   论坛正式代表的旅费补贴，按邀请信及会务须知注明的标准进行。请提前准备好邀请

信、会务须知、购票单据、机票、登机牌、护照（外国籍代表）/旅行证件（台港澳代表）

/身份证的复印件，各分会的联络人将在会议期间安排结算。结算币种为人民币。 

 

十二、论文摘要、个人简介 

 

论文摘要（500字）和个人简介（200字）将由论坛秘书处根据规范整理编辑并作为会

议材料印发，不支付稿酬。 

论坛不印发论文全文，与会代表可以自带打印文本或在会场付费复印。 

与会代表请于2013年4月31日前将论文全文（8000字以内）发送至论坛秘书处

chinaforum@sass.org.cn。论坛秘书处将在会后选择部分论文编辑出版。 

 

十三、海外学者市内专题访问 

 

论坛提供数条市内专题访问线路供与会海外代表自愿选择参加。根据目前的报名情

况，论坛将于3月25日上午安排两条访问线路（半天，免费，不供应午餐）： 

A线：社区民生主题游：长宁区华阳社区、长宁区新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B线：环保创意主题：梦清园、M50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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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和全体大会议程 

3月23日星期六上午08：30-12：30  

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三楼 

 
08:30 主办单位领导会见部分与会代表 

 
09:00 开幕式 

  

主持 朱咏雷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 

新闻办公室主任 

 

开幕致辞 上海市领导 

颁奖仪式 宣读中国学贡献奖获奖者名单、致颁奖词 

获奖感言  

10:00 间歇 

  
10:10 全体大会 

 主持10分钟/人，演讲20分钟/人 

  

主持  潘世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 

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组织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主旨演讲 

 

 

 

郑必坚       中共中央党校前常务副校长、国家创新与发展

战略研究会会长、 

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顾问 

中国和平崛起和构建利益共同体 

特邀演讲 多斯-桑托斯 巴西弗卢米伦斯联邦大学终身教授,  

联合国‚全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课题组协调人 

发展与文明：世界经济中的中国 

 

 古斯塔夫〃格拉茨 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国际关系教授， 

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现代化：中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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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罕默德〃贾拉尔 国际事务与中国问题专家， 

埃及前驻华大使 

中国的发展式民主 

 

12:30 午   餐         锦沧文华大酒店3楼文华宴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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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议程 

第一圆桌会议： 未来十年：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 

协 办：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地  点：上海展览中心西二馆3楼6304室 

 

 3月23日星期六 下午 

 议 题：未来十年：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 

14:00 上半场  发言：10分钟/人，评论：10分钟/人，讨论：10分钟 

 主持 俞新天 

 发言 刘  吉：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 

  张维为：中国话语的崛起：互动、竞争与融合 

  辜学武：欧洲对中国崛起的心态和战略转变 

  魏柳南：中国——软实力与去西方化 

  罗曼诺夫：作为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中国软实力之路 

  刘  康：中国与世界价值体系的思考 

  黄仁伟：从全球视野解读中国道路 

 评论 杨洁勉 

 讨论 

15:30 间歇 

16:00 下半场  发言：10分钟/人，评论：10分钟/人，讨论：10分钟 

 主持 陈志敏 

  陶文钊：未来十年中国的国际环境转型 

  陈一新：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与融合 

  郝雨凡：中美在国际体系中的领导权之争 

  周  弘：欧盟危机与中欧关系的转型 

  
塞巴斯蒂安〃哈尼希：国际社会结构中中国的角色变化：

中国的行为调整与美国霸权 

  吴志良：澳门在中国走向世界中的作用 

  吴心伯：构建中国外交的‚和力‛ 

  
柯  白：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应以及21世纪前半叶世界经

济环境（书面发言） 

  格拉茨：中国崛起背景下的中欧关系（书面发言） 

 评论 张幼文 

 讨论 

17:30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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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圆桌会议： 未来十年：结构转型与制度创新 

协 办：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 

地  点：上海展览中心西二馆3楼6306室 

 

3月23日星期六 下午 

 议 题：未来十年：结构转型与制度创新 

14:00 上半场  发言：10分钟/人，评论：10分钟/人，讨论：10分钟 

 主持 左学金 

 发言 关志雄：中国从固定汇率制向浮动汇率制的过渡 

  约翰〃瑞恩：创新领导力前沿研究与最佳实践经验分享 

  白永辉：中国投资公司的权利与财富 

  沃伦〃卡兰兹：中国环境与经济风险的规避 

  鲁普·纳拉扬·达斯：中印贸易——挑战与机遇 

  李雪松：2013-2025年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展望 

 评论 张  军 

 讨论 

15:30 间歇 

16:00 下半场    发言：10分钟/人，评论：10分钟/人，讨论：10分钟 

 主持 叶  青 

 发言 姜义华：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国家战略预案 

  宋鲁郑：未来十年——结构转型与制度创新 

  王绍光：‚政体‛还是‚政道‛，中西政治分析的异同 

  黄  平：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与普遍性 

  张树华：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价值 

  花  建：中国的文化强国目标和发展路径 

  任  远：未来十年的人口变动和国家发展 

  陆学艺：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趋势（书面发言） 

  
石之瑜：自我中国化？——中国大陆政治维稳微观机制的

多点参与观察札记》(书面发言) 

 评论 刘  杰 

 讨论 

17:30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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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圆桌会议： 历史与文化视角下的中国道路 

协 办：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 

地  点：上海展览中心西二馆2楼6305室 

 

 

 

 

3月23日星期六 下午 

 议 题：历史与文化视角下的中国道路 

14:00 上半场  发言：10分钟/人，评论：10分钟/人，讨论：10分钟 

 主持 童世骏 

 发言 谭  中：未来十年的‚中华大同文化圈‛ 

  成中英：在发展中世界发展中国：从体-用范式与视野出发 

  顾  敏：未来十年的中国文化战略思考 

  葛兆光：在历史中重新审视中国文化 

  李焯然：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传承与创新 

  俞吾金：人性理论与文化选择 

  李向平：未来十年的中国信仰重构 

  乐黛云：中国文化面向世界的几点思考（书面发言） 

  
祖扎娜·莱赫曼诺娃：全球化中的中国文化：范式分析与比

较（书面发言） 

 评论 王学典 

 讨论 

15:30 间歇 

16:00 下半场    发言：10分钟/人，评论：10分钟/人，讨论：10分钟 

 主持 熊月之 

  王家范：对百年通史编纂有关中国前途期盼的反思 

  
耿幼壮：“经文辩读”如何能够进入中国语境及中西之间“经

文辨读”是否可能？ 

  李世佳：《鄂多立克东游录》与元代中国 

  卢汉超：西方‚唱盛中国‛与历史延续性问题的探讨 

  陈  珏：“新汉学”的回顾与前瞻 

  何培忠：国外中国学研究”创立初期回顾 

  朱政惠：中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百年历程之反思 

  
杨国强：近代中国的两个观念及其通贯百年的历史因果 

（书面发言） 

 评论 杨慧林 

 讨论 

17:30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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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议程 

 

第一分会：中国道路：新兴工业化与城市化 

协 办：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部门经济研究所、城市与人口研究所 

地  点：上海展览中心东二馆1楼5105室 

 

 

3月24日星期日 上午 

8:30 议题一：全球经济格局中的中国经济增长与转型 

 主持 李雪松 

 发言 颜鹏飞：非科学发展向科学发展五大转型 

  权  衡：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转型 

  
伊藤亚圣：中国的“世界工厂”时代结束还是“世界工厂2.0

版”开幕？ 

  
龚照胜：国际经济危机环境下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挑战与对

策 

 评论 沃伦·卡兰兹 

10:00 间歇  

10:30 主持 朱平芳 

 发言 涂永红：世界贸易格局变化—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与挑战 

  
山下英次：从债权人的角度看国际货币和金融转换，中日

合作的重要性 

  鲁普·纳拉扬·达斯：中印贸易：挑战与机遇 

  沈开艳：中印国家竞争力比较 

  陆懋祖：为中国城市化融资——中印比较 

  
薛凤旋：第二次全球经济大转移及中国2012-2022经济展望

（书面发言） 

  
托马斯：不确定性高于风险”改变中国增长——国家收入恒

等式中的丰富投资支出函数的理论基础（书面发言） 

 评论 钟祥财 

 讨论 

12:00 午餐 锦沧文华大酒店3楼文华宴会厅 

 

3月24日星期日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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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 议题三：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中的两大挑战：城市与人口 

 主持 郁鸿胜 

 发言 周牧之：未来中国区域发展战略思考 

  郁鸿胜：国家海洋战略对我国区域发展的重大影响 

  汉斯·德扬：创业城市 

  宁越敏：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及治理研究 

  屠启宇：超越镀金时代——中国城市的发展范式变迁 

 评论 左学金 

15:00 间歇  

15:30 主持 屠启宇 

  孙常敏：我国转型期人口社会管理的制度变革与创新 

  严善平：农民工的市民化、城乡一体化与经济发展 

  任  远：未来十年的人口变动和国家发展 

 评论 周海旺 

 讨论 

17:00 结束 

 

 

会场： 上海浦东干部学院（单独安排） 

 议题二：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中国经济转型 

 主持 陈朝晖 

 发言 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中国儒家学说（视频） 

  雷纳德〃费尔德曼:新技术前沿展望与实验研究规律 

  约翰·瑞恩：创新领导力前沿研究与最佳实践经验分享 

  陈朝晖：创新领导力——应对当今世界的四大挑战 

  杨柏、邹蓝：中国的跨境种族与边境贸易 

  杨建文：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中国元素 

 评论 邹  蓝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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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分会：中国道路：民主与法治 

协 办：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研究院 

地  点：上海展览中心东二馆1楼5112室 

 

3月24日星期日 上午 

8:30 议题一：中国特色民主政治与国家治理 

 主持 周建明 

 发言 宋鲁郑：中国模式——一种新的民主？ 

  石佳音：台湾政治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潘  维：维稳与久安之道 

  
张树平：发现民主的治理效应——兼论“民主四维”与中国

国家治理间的内在关联 

 评论 王绍光 

 讨论 

10:00 间歇 

10:30 议题二：中国社会转型与法治化进程 

 主持 叶  青 

 发言 夏  腊：中国法治化的新进展 

  叶俊荣：探索东亚法院:三个形貌 

  卞建林：中国刑事诉讼法改革的几个问题 

  尹龙泽：中日行政复议制度的改革方向与法治发展 

  程维荣：传统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对当今转型社会的启示 

  
季卫东：明确的不确定性：中国法律体系的宏大设计                                      

（书面发言） 

 评论 王立民、史建三 

 讨论 

12:00 午餐 锦沧文华大酒店3楼文华宴会厅 

 

3月24日星期日 下午 

13:30 议题三：中国的现代化与社会公正 

 主持 黄凯锋 

 发言 
赵修义：在追求公正和包容中持续发展——从公众的价值

取向的角度考察中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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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奥尼：承认的伦理抑或政治？——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视

角 

  蔡  玮：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台湾启示 

  
曹泳鑫：如何认识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挑战——兼论文化

与政治的关系 

  
傅恒德：现代化与后现代化，中国特色的新现代化（书面

发言） 

 评论 方松华 

 讨论 

15:00 间歇 

15:30 议题四：中国政治发展与国际秩序变化 

 主持 陈志敏 

 发言 苏长和：中国和平发展的制度基础 

  陈智宏：中国面向世界——为一个新秩序制定规则？ 

  郑在浩：中国与世界——国际秩序和东亚秩序变迁 

  
萨特亚·帕特纳亚克：中国介入拉美的政治经济分析——对

21世纪美国与拉美关系的影响 

 评论 朱  方、陈玉刚 

 讨论 

17:00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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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分会：中国道路：社会结构与公共服务 

协 办：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青少年研究所、宗教研究所 

地  点：上海展览中心东二馆1楼5113室 

 

3月24日星期日 上午 

08:30 议题一：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结构 

 主持 卢汉龙 

 发言 玛丽〃加拉格尔：中国劳工运动——范围、语境和限制 

  
吴晓刚：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和主观幸福感——来自中

国的证据 

  文  军：当代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及其面临的主要挑战 

  李  煜：中国代际流动的趋势和变迁（1966-2010） 

  
黎志刚：时尚——现代性和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变迁（书

面发言） 

 评论 黎志刚、陆晓文 

 讨论 

10:00 间歇 

10:30 议题二：中国公共服务与社会政策的发展 

 主持 周建明 

 发言 赵力涛：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是否需要新的研究范式？ 

  王卓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公众预期与制度安排 

  胡苏云、肖黎春：中国社会保障基金筹资问题及其完善议 

  
陶希东：跨界治理——当代中国社会公共管理理论的新发

展 

 评论 刘 欣 

 讨论 

12:00 午餐 锦沧文华大酒店3楼文华宴会厅 

 

3月24日星期日 下午 

13:30 议题三：中国青少年教育与社会福利政策 

 主持 杨  雄 

 发言 
杰奎琳·麦克科洛斯基：中国儿童福利体系建设——科学、

研究与实践的启示 

  区廖淑贞：中国对离家出走青少年的社会应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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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琮琦：推动儿童保护服务的文化冲击——台湾的实务经验 

  李春玲：中国青少年教育不平等状况及变化趋势 

  叶炳权：澳门的儿童福利保障制度 

 评论 程福财 

 讨论 

15:00 间歇 

15:30 议题四：中国宗教与社会和谐 

 主持 晏可佳 

 发言 周贤正：社会转型中的管理、治理问题与社会公正 

  宗树人：重新反思“宗教”的概念 

  张志刚：“基督教中国化”的三重学术视野 

  陶飞亚：基督教中国化的过去和现在 

  葛  壮：中国宗教的“和合共处”与和谐社会 

 评论 李向平 

 讨论 

17:00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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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分会场：中国道路：信息化与文化创新 

协 办：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信息研究所、新闻研究所 

地  点：上海展览中心东二馆1楼5114室 

 

 

3月24日星期日 上午 

08:30 议题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 

 主持 俞吾金 

 发言 王安国：儒家“慎独”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模式 

  高瑞泉：平等观念的世纪嬗变 

  汉斯〃穆勒：论道家哲学中的弱/强和病/康 

  何锡蓉：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当代意义 

  余治平：民族认同与核心价值的现代重构 

  周 山：文化重心转移与道路选择（书面发言） 

  栾贵川：论孔子的异质民族文化观（书面发言） 

 评论 谭 中、成中英 

 讨论 

10:00 间歇 

10:30 议题二：当代中国文化的创新力 

 主持 陈圣来 

 发言 米格尔〃萨撒托尼尔：大都市——新文艺复兴中心 

  
保罗〃赖特：文化著作权？世界电影文化产业中样本与致

意的全球路径 

  陈其钢：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 

  汪天云：文化创意产业的现状与反思 

  
蔡丰明：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化机制：以上海

为例 

  
陈圣来：美国梦和中国梦——关于文化软实力和文化战略

的思考 

  杨晓阳：画之境（书面发言） 

  胡雪桦：‚电影之都‛的复兴思考（书面发言） 

  
韩 生：当前中国演艺发展与艺术教育体系转型对接的新

课题（书面发言） 

 评论 郑崇选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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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午餐 锦沧文华大酒店3楼文华宴会厅 

3月24日 星期日 下午 

13:30 议题三：信息化时代的中国文化竞争力 

 主持 王世伟 

 发言 邱均平：中国与世界：一流大学的比较分析 

  孟广均：关于政治改革和道德文化建设的随想 

  刘百宁：创新与融摄 

  惠志斌：中国互联网空间安全战略的演进与框架研究 

  
赵志耘：基于事实的科技情报研究方法理论与应用（书面

发言） 

  王知津：当代情报学哲学思潮（书面发言） 

 评论 顾 敏 

 讨论 

15:00 间歇 

15:30 议题四：虚拟网络社会与中国媒体转型 

 主持 强 荧 

 发言 
戈登〃古菲德：迈向全球媒介生态学的‚生态智慧‛法—

—理解‚江南style‛ 

  匡文波：Apple模式给中国传播业带来的冲击 

  谢耘耕：网络舆情对中国公共政策影响的实证研究 

  
吴畅畅：虚拟中国的传播与权力——政治经济、公共领域

与民主化的悖论 

  
王 蔚：twitter中文圈与新浪微博中的互联网社会行动比

较研究 

  沈 阳：社交媒体是如何改变中国的（书面发言） 

 评论 武志勇 

 讨论 

17:00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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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分会：中国道路：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协 办：上海市生态经济学会、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地  点：上海展览中心东二馆2楼5212室 

 

3月24日星期日 上午 

8:30 议题一：资源与可持续发展 

 主持 洪民荣 

 致辞 王荣华 

 发言 田春秀：页岩气开发的气候和环境风险及其环境监管 

  
罗伯特〃恩格尔曼：中国潜在的绿色资源开发，以迈向真

正可持续发展 

  于宏源：全球能源治理的功利主义和全球主义 

  蒋南青：可持续发展国际进程 

 评论 张  龙、王  倩 

10:00 间歇 

10:30 议题二：生态文明建设与制度创新 

 主持 李  周 

 发言 邓  玲：努力探索‚内生式‛生态文明建设路径 

  诸大建：绿色经济新理念与中国转型发展 

  罗伯特〃莱斯顿：生态城市 

  杨佃华：浦东新区生态文明建设路径探析 

 评论 柏国强、雍  怡 

12:00 午餐 锦沧文华大酒店3楼文华宴会厅 

 

3月24日星期日 下午 

13:30 议题三：绿色经济与可持续发展 

 主持 吴  平 

 发言 丹尼尔〃杰罗特：水面临的危机——水与绿色复兴的概率 

  
杨爱辉：共享流域风险与机遇——美丽太湖生态文明建设

创新之路 

  盛馥来：绿色经济 

  曾  刚：生态环境脆弱地区转型发展的困境与出路 

  
何卫东：城市化进程中环境风险管理的法制建设（书面发

言） 

 评论 何卫东、徐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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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间歇 

15:30 议题四：资源环境与发展转型 

 主持 欧阳英鹏 

 发言 周冯琦：生态城市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以上海为例 

  汤庆合：转型期中国环境风险现状及防范基本策略 

  王利民：维护健康生命长江，助力绿色经济转型 

  
弗朗西斯〃坲海尔斯：探索在中国绿色发展倡议的商业案

（书面发言） 

 评论 盛馥来、李  周、邓  玲、诸大建 

17:00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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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分会：中国道路：战略机遇与合作共赢  

协 办：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所 

地  点：上海展览中心东二馆3楼5308室 

 

3月24日星期日上午 

08:30 议题一：变动中的国际秩序与中国外交 

 主持 陶文钊 

 发言 凯瑟琳〃莫顿：中国与国际规范的倡导 

  默罕默德〃塞利姆：中国与新阿拉伯世界的未来关系 

  
阿罕穆德〃托博尔：中埃关系的未来：埃及人的观点和

期望 

  肖逸夫：中国在全球经济与环境治理中的不同偏好 

  胡  键：对‚世界转型论‛的商榷 

  
玛丽亚-克里斯蒂娜〃罗萨斯：从墨西哥的视角看未来十

年的中国与世界（书面发言） 

 评论 郝雨凡 

 讨论 

10:00 间歇 

10:30 议题二：中国与东亚地区的合作模式 

 主持 刘  鸣 

 发言 
赵全胜：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亚太地区的二元领导

结构 

  胡伟星：中国与东亚地区合作：未来走向和战略选择 

  
邢广程：中国周边国际环境的变化与中国外交政策的调

整 

  那〃图木尔：蒙中经济合作在东北亚经济合作中的意义 

  任  晓：东亚秩序的历史透视 

  王建伟：东亚合作呼唤新思维（书面发言） 

  
周世雄：台湾的大陆政策与大陆之回应，迈向和平与发

展之道（书面发言） 

 评论 凯瑟琳〃莫顿 

 讨论 

12:00 午餐 锦沧文华大酒店3楼文华宴会厅 

 

3月24日星期日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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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 议题三：中国与新兴国家的未来走向 

 主持 郝雨凡 

 发言 谢  钢：中国与新兴经济体的关系 

  卡洛斯〃阿基诺：中国与秘鲁的经济关系：现状与前景 

  高井洁司：媒体研究视角下的东亚区域合作 

  
刘  鸣：东亚地区的共同利益与中国对东盟的经济合作

战略 

  刘阿明：中美亚太地区战略竞合新态势 

  马豪恩：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的中期看法（书面发言） 

 评论 肖逸夫 

 讨论 

15:00 间歇 

15:30 议题四：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 

 主持 张幼文 

 发言 
于尔根〃温德勒：中国与德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希〃李

斯特 

  孙立坚：世界经济脆弱的根源 

  
阿尔弗雷德〃施泰因赫尔：从经常账户之外看货币可兑

换性问题 

  
徐明棋：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与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

中的地位和作用 

  
金  芳：多极化世界中的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二元

结构及其破解 

  恩里克〃杜赛尔〃彼得斯：中国在拉美的海外直接投资 

  
赵蓓文：未来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从出口拉动型

增长迈向内需拉动型增长（书面发言） 

 评论 关志雄、赵蓓文 

 讨论 

17:00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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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分会：中国道路：价值观与国家形象 

地  点：上海展览中心东二馆3楼5301室 

 

3月24日星期日 上午 

08:30 议题一：中国价值的基本内涵 

 主持 贺耀敏 

 发言 白永辉：中国价值、中国形象和中国软实力    

  胡 伟：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中国政治价值的取向 

  于建明：中日文化价值体系中的‚忠‛‚孝‛观 

  石建国：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中价值理念的内涵与张力 

  郑 路：共同价值观与中国价值理念的有效国际传播 

 评论 杨慧林、金胜一 

 讨论 

10:00 间歇 

10:30 议题二：中国价值国际传播的历史与现状 

 主持 杨圣敏 

 发言 
杜 磊：世界（大战）中的中国——飞虎队及家父在南中

国 

  柏 桦：美国学术研究视角中的中国族群 

  挪西罗瓦：中国的民族政策与中亚睦邻关系 

  
武 力：从突破‚贫困陷阱‛到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从中国发展阶段看国情的‚变‛与‚不变‛ 

  尼科诺夫：自由、媒体与‚曲线‛民主 

 评论 赵彦云 

 讨论 

12:00 午餐 锦沧文华大酒店3楼文华宴会厅 

 

3月24日星期日 下午 

13:30 议题三：中国价值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 

 主持 黄友义 

 发言 马克林：西方的中国形象 

  边燕杰：本土知识与国际概念 

  
程曼丽：从信息流动结构的变化看中国对外传播面临的挑

战 

  郑 华：全球政治传播视野下的中国价值国际传播与国家



33 

 

形象塑造 

  赵彦华：国际竞争力下的国家形象及提升的实证分析研究 

 评论 金灿荣、白永辉 

 讨论 

15:00 间歇 

15:30 议题四：未来十年的中国价值国际传播 

 主持 胡正荣 

 发言 颜海平：中国叙述：文化发展与文化外交 

  贝库若夫：俄罗斯媒体上的中国形象 

  严三九：中华文化‚和谐‛价值理念的国际传播探析 

  
胡 鹏：论文化价值输出与国家形象的符号表达：兼谈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国际传播策略 

  
李继东：试论中国社会转型中国际传播的价值问题：审视

与展望 

 评论 张小劲、洪浚浩 

 讨论 

17:00 结束  

其他发言： 刘 强、周五一、罗惠翾、丁 宏、龙 耘、杨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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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分会：中国学：学术脉络与跨领域影响 

协 办：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 

地  点：上海展览中心东二馆3楼5310室 

 

3月24日星期日 上午 

08:30 议题一：中国学的学术发展脉络 

 主持 耿幼壮 

 发言 劳尔：西班牙汉学 

  阎国栋：俄罗斯汉学：过去与现在 

  查克拉巴蒂：印度的中国研究 

  芭萍〃玛努迈威汶：泰国未来十年的中国研究 

  金惠俊：韩国的中国语文学研究现状 

  
阮俊强：文字、语言与思想的本土化——关于古代越南的

儒家经典翻译问题 

 评论 李雪涛 

 讨论 

10:00 间歇 

10:30 议题二：中国学的研究范式省思 

 主持 刘  宏 

 发言 刘宇卫：俄罗斯东方学：台湾民族史研究 

  耿  昇：康熙大帝，路易十四与天主教入华 

  李雪涛：从德国看中国学之学科历史与研究范式之转换 

  张西平：域外中国学研究方法论检讨 

  
叶 斌：中国近代政治思想中的道德主义——海外学者研

究综述 

  
孙卫国：‚征服王朝‛与‚两极模式‛论——试析西方有

关古代中国与周边游牧民族关系的学说 

 评论 陈  珏 

 讨论 

12:00 午餐 锦沧文华大酒店3楼文华宴会厅 

 

3月24日星期日 下午 

13:30 议题三：中国学的学科体系和学理构建 

 主持 朱政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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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言 刘  宏：跨界亚洲时代的中国学研究反思 

  周晓虹：中国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意义 

  梁  怡：海外中国学研究中的理论和方法 

  乔兆红：据之于实情：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新典范 

  葛 涛：日本、韩国学者对于中国城市史的研究 

  王 燕：北美中国妇女史研究主流化过程及其后续 

  
唐  磊：筚路蓝缕 泽被后人：孙越生国外中国学研究之回

顾（书面发言） 

 评论 李焯然 

 讨论 

15:00 间歇 

15:30 议题四：中国学的跨领域影响 

 主持 卢汉超 

 发言 乔治忠：传统历史观念与当代中国 

  周  武：从东西之学到新旧之学 

  马  军：晚清中国人所见的欧美汉籍收藏 

  吴琦幸：海外中国学的新视点：华文媒体研究 

  仇华飞：美国智库与当代中国外交战略研究 

  崔玉军：海外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概述与评议 

  张  剑：良知弥补规则、学术超越政治（书面发言） 

 评论 刘  康 

 讨论 

17:00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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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幕式议程 
 

3月24日星期日 下午 

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3楼 

闭幕式 

主持 5 分钟，演讲 25 分钟/人 

 
17:00 主  持 李  琪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特邀演讲 马丁〃雅克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高级客座研究员， 

《当中国统治世界》作者 

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 

 

  王  战 上海市委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 

上海社科院院长 

凝炼更具广泛共识的东方文化主流价值 

18:00 论坛闭幕 

 



37 

 

代表简介 
按代表姓名拼音顺序排列 

 

阿罕穆德〃托博尔（TOBAL,Ahmed） 

 

埃及内阁信息和决策支持中心执行主席。他在信息技术和空间科学领域有20余年的研

究经验，在交通与信息技术部、管理发展部和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部等部门担任要职。托

博尔教授从事于政府服务和教育领域多年，并在改进埃及公民的教育服务设施方面做出贡

献。他于2009年在‚大学招生项目‛中获得联合国公共服务奖之荣誉。 

 

芭萍〃玛努迈威汶（MANOMAIVIBOOL,Prapin） 

 

女，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泰国中国语言教师协会主席。1965 年和

1967年在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艺术系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970年和 1975 年在华盛顿大学

（西雅图分校）获得亚洲语言文学（中文）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1975-2003 年期间担任

朱拉隆功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于 1992-1996年期间担任朱拉隆功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研究

领域为中国语言和语言学、中泰历史语言学和汉学。著有《越泰语言的联系》、《中国普通

话语法》、《中泰语言辞典》。 

 

白永辉（BLANCHARD ,Jean-marc F.） 

 

美国中国政治研究学会前会长，旧金山州立大学美中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美国《中

国政治学刊》编委会委员，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员，美国《中国政治学刊》前副主编，

美国中国政治研究学会前研究主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

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对外交流合作院长助理和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包

括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海外公司对中国投资，中国投资公司，中国能源安全，中国软实力，

国家安全政治经济学、经济鼓励措施、经济制裁和国际化等。 

 

柏  桦（BLAKE, Fred）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博士，现任美国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他主要从事政

治经济体系、意识形态、仪式和宗教，以及复杂社会特别是中国的研究。他的论著包括香

港客家乡村的出嫁哭歌、中国古老的缠足习俗、中国墓碑碑文以及烧纸风俗。他的论著包

括《一个中国市镇的族群和社会关系》、《烧纸钱：中国人生活世界的物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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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国强 

 

环境科学博士，先后在德国、英国、美国接受城市环境保护、环境战略和政策等方面

的工作培训并开展相关国际环境合作工作。现任上海市环境保护局综合规划处处长。长期

从事环境规划、政策、管理和协调推进上海‚环保三年行动计划‛的滚动实施工作。 

 

保罗〃赖特（WRIGHT, Paul） 

 

卡布里尼学院教授，日本大阪大学访问学者。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专业博士，曾在

美国维拉诺瓦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研究领域包括：文艺复兴人文学说的政治觉醒及其发

展、媒体研究等。发表了多篇关于马基雅维利、约翰〃米尔顿、雅各布〃布克哈特、福柯、

哈贝马斯等人政治哲学的论文。 

 

贝库若夫(BEKUROV, Ruslan)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国际新闻系副教授，新闻与大众传播国际处负责人。圣彼得

堡国立大学系政治学博士。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新闻、全球媒体业以及大众文化研究，发表

学术论文多篇。 

 

卞建林 

 

法学博士，江苏泰兴人。现任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院长，法学教授。兼任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最高人民检察院专

家咨询委员，中国检察学研究会副会长，国际刑法协会中国分会副主席。主要从事刑事诉

讼法学、证据法学、司法制度、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先后出版《刑事起

诉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刑事诉讼的现代化》、《刑事证明理论》等专著数十部，主编《刑

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外国刑事诉讼法学》等教材数十本，发表论文二百余篇。 

 

边燕杰 

 

天津市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博士，1990年 1月-1992年 8月在美国杜克大学

社会学和亚洲研究博士后。1991 年 9 月至 1997 年 6 月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系任助

理教授、副教授；1997 年 7月至 2006年 8月在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任副教授、教授、

讲座教授，社会科学部主任、人文学院副院长；2006年 9月至今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

学系任教授；2009年 6 月进入西安交通大学任社会学教授、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实证

社会科学研究所创立所长。主要研究经济社会学、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社会分层和流动、

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发表中英著作、编著、译著 10 本，中英研究论文 100 余篇。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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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美国华裔社会学家学会会长，美国社会学学会亚洲分会主席，国际联合社会研究项目和

东亚联合社会研究项目的中国首席代表。与李路路教授共同发起和组织《中国综合社会调

查》。创立了‚关系社会学‛。 

 

蔡  玮（TSAI,George.W） 

 

美国北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

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亚太研究所所长，亚太和平基金会董事，行政院大陆委会咨询委员，国

立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访问学者等。主要研究国际关系、区域安全研究、两岸关系、

中美台三边关系等。著有《新世纪的两岸秩序》、《微言、危言：兼论两岸关系与台湾内

政》等。 

 

蔡丰明 

 

1951年出生，上海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化室主任，中国民俗学

会理事，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专家委员会专家。

主要研究领域有都市民俗学、吴越民俗与上海民俗研究、社区发展与文化产业、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等诸多方面。主要著作有《江南民间社戏》《上海都市民俗》《吴越文化的传

播与流布》《城市语境中的民俗保护》等。 

 

曹泳鑫 

 

1966年生，中共党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杂志常务副主编。 2008-2009年上海市第八届邓小平理论研究

和宣传优秀成果奖论文二等奖；2006年第二届张仲礼学术奖；2004-2005 上海市第六届邓

小平理论研究宣传优秀成果奖著作三等奖；1999 年复旦大学光华奖；1996 年浙江大学光

华奖；1995年浙江大学优秀研究生奖。著有《中国共产党人文化使命研究》、《马克思主

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和平与主义——中国和平崛起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准备》 、《先

进文化与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历程》等。 承担并完成科研项目有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上海市决策委课题、上海社会科学院课题、博士起

动基金课题等多项。 

 

查克拉巴蒂（SREEMATI,Chakrabati） 

 

印度德里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中国问题研究所所长。1975年毕业于德里大学，获硕

士学位；1976年获德里大学汉语精修课程文凭；1979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地区研究：

东亚），198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政治学）；198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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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1992-9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著有《印度与中国的学术交流：可能

性与局限性》等。 

 

陈  珏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暨历史研究所教授、《清华学

报》编委，其学术专长为唐代传奇文与文化、物质文化研究、汉学学术史、科际研究。近

年主持两岸清华‚汉学的典范转移‛合作研究计划等大型项目，聚焦汉学的典范转移与物

质文化的新视野两大领域，曾参加 2010年第四届世界中国学论坛。 

 

陈朝晖 

 

1963 年出生于湖北，1985 年考取王宽诚基金国际经济学奖学金，1986 年赴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经济系，1987 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1 年获商学硕士学位，1992 年获经济学

与金融学博士学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的关门弟子。后经蒙代尔推荐执教伦敦

经济学院，任‚让－莫奈欧盟经济学讲座讲师‛。1995-1999年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经

济专家，从事韩国、印度、中国、黎巴嫩、约旦、坦桑尼亚项目报告评审、国际资本市场

年度巡视、与美国政府年度磋商等。适逢亚洲金融危机，亲历拯救韩国的行动。其关于亚

洲金融危机形成机理的研究为美国社科研究网下载量最大的十篇新论之一，被《福布斯》

列为金融危机权威论文之一。1999-2001 年任美国 JP摩根大通银行副总裁，主持全球最大

的跨国股票、债券、外汇流动数据库建立和研究分析。同期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中国经

济政策委员会委员。1997 年受教育部委托在中国设立金融工程博士点，组织海外专家开设

现代金融理论和现代金融实践研讨班。后根据中央主要领导的要求，积极为国内培训专业

金融人才。2002 年在美国创立启明研究院，2004 年在上海成立教育和研究机构，并加盟

美国全球教育管理集团。2011年成为美国创新领导力中心(CCL) 大中华区合伙人。 

 

陈其钢 

 

旅法作曲家，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1951出生在上海，曾就学于中央音乐学院，

师从罗忠熔先生。1983年毕业后赴法国深造，为著名作曲家梅西安纳的关门弟子。 

 

陈圣来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特约研究员，美国加

州州立大学奇科分校荣誉教授、上海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复旦大学视觉学院等客座教授，

亚洲艺术节联盟主席，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组委会副秘

书长,上海海外联谊会顾问，宋庆龄基金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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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历任东方广播电台台长、总编辑，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总裁。 著 有 《 品 味 艺

术》、《生命的诱惑》等。 

 

陈一新 

 

1986 年于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取得博士，现于淡江大学美洲研究所任教。曾于

2001-2005 年间担任美研所所长。专长领域为国际关系理论、全球化与国际政治经济、美

国对中国与台湾的决策过程，以及美中台三边关系。著有《危机潜伏：布什政府第一任期

从平衡到失衡的两岸政策》等。 

 

陈玉刚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复旦国际关系评论》主编和 Journal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Policy（Springer）共同主编。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全球治

理、欧洲一体化与欧盟、中国外交与对外战略方面的研究。曾获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资

助，到爱尔兰利默里克大学欧洲研究中心访学一年（1999-2000），中美富布赖特项目资

助到美国霍布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SAIS）跨大西洋研究中心访学一年（2007-2008）。

著有《国家与超国家——欧洲一体化理论比较研究》、《超国家治理——国际关系转型研

究》等。 

 

陈志敏 

 

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欧盟让• 莫内讲席教授，中国国际关

系学会副会长，英文 The Pacific Review, Asia Europe Journal 和 The Hague Journal 

of Diplomacy杂志编委。研究领域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外交研究、中国外交政策和欧盟研

究。近期出版的著作包括：《中国、美国与欧洲：新三边关系中的合作与竞争》（上海人民

出版社，2011）；《当代外交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China's Reform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Routledge,2007, 与 David Zweig合编)；《欧洲联盟

对外政策一体化——不可能的使命？》（时事出版社，2003年）；《次国家政府与对外事务》

（长征出版社，2001年）。陈志敏教授曾是哈佛大学访问研究员 (1996-1997)， 加拿大皇

后大学、英国杜伦大学、瑞典隆德大学访问学者。2004年获选教育部新世界人才计划。2006

年获颁法国政府棕榈叶荣誉教育骑士勋章。 

 

陈智宏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政治系讲习教授，前系主任。英国肯特大学获得国际关系硕士学位，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政治和历史学博士。曾在新西兰维多利亚惠灵顿大学任教，担任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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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杜伦大学东亚政治学教授，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曾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剑桥大学，

北京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神户大学做访问学者或短期任职。他是剑桥大学克莱尔霍学

院终身会员，香港大学和马来西亚大学外聘考官。还担任《全球社会》，《剑桥国际评论》，

《人类安全》，《中国学国际期刊》，《国际关系月刊》，《政治和治理》，《国际关系

研究》的编委。最近的合著作品有：《中国参与全球治理》（2012），《花甲中国：全球

和本地互动》（2011），《中国在达尔富尔：是制定还是接受人道主义规则？》（2011）。

最新的个人论文有《中国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以及在东亚的区域领导力》（亚欧期刊，

2012）。他与人合写的两篇论文：《重新思考全球治理：中国模式正在形成？》（现代政

治，2008）和《日本，西方和捕鲸问题》（日本论坛，2005）获得‚年度最佳论文奖‛。 

 

成中英（Cheng,Chung-ying） 

 

哈佛大学哲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荣誉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夏威夷大学资

深哲学教授，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创会会长及荣誉会长，美国易经学会主席，国际易学联合

会副会长。1973年创办及主编英文中国哲学季刊（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迄

今已逾 33年，出版高质量中西哲学论文超过 750 篇。 1976年起每两年在世界各大学举办

国际中国哲学学术会议，迄今已第十四届。是美国东西方大学创始人，首将中国哲学古典

七家融入当代管理科学，提出并著述中国管理哲学的《C Theory》(C理论)，并首将 EMBA

学位引入中国（包含台湾地区）。除此之外，他于 1988年倡议成立国际儒学联合会，以提

倡儒学在中国的现代化研究与世界儒学的国际交流，促使该会于 1993 年在北京创立，现

任该会副理事长。出版中西哲学专著及文化与管理书籍共十二种，发表中英文哲学论文 200

余篇，其中五篇重要哲学论文为‚儒家自我本体论：修己与意志自由‛、‚论道之多向面与

道德经中之本体伦理学‛、‚新论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中西融合之道‛、‚从东西融合观点

论全球伦理与全球儒学‛及‚本体诠释学的本体结构：兼论中国哲学的诠释定位‛。2004

年秋季应英国科学院（British Academy）之邀，担任牛津大学中国哲学讲座，并赴剑桥

大学、伦敦大学、巴黎第七大学等校作中西学术讲演，重新检视中国语言逻辑与希腊语言

逻辑有关本体思考的差异及其成因与后果。成氏哲学体系呈现五个基本层次：易学本体论

（又名易本体论），本体诠释学，本体伦理学，本体管理学（C理论），中西比较与融合。 

 

程福财 

 

男，1976年 8月出生于江西余江县。2001年 9月至 2003年 8月，上海社科院青少年

研究所；2003年 9月至 2007年 12月，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读博，获博士学

位 ；2008 年 1 月至今，上海社科院青少所。专著：《流浪儿——基于对上海火车站地区

流浪儿童的民族志调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研究论文：《童年的本质：

现代儿童观的嬗变与超越》，《当代青年研究》2010年第 12期；Cheng, Fucai, & Lam, Debbie. 

(2010). How is street life? An examination of subjectivewellbeing of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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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 in Shanghai, China.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Vol.53(3)，pp.353-365.

（SSCI 来源期刊）；程福财：《能动的童年：关于流浪儿童生存策略的研究》，载《青

年研究》2010年第 5期等 

 

程曼丽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社会科学学

部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主任。2009年起担任中国新闻史学会

会长。兼任教育部新闻宣传专家顾问组成员，国家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同时兼

任国内多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客座教授。2003年起参加卫生部、农业部、铁道部、教育部

以及各级政府宣传管理部门官员的培训，2007 年起参加国务院新闻办组织的‚全国采访线‛

工程，做为主讲人之一，讲授危机传播方面的课程；2011年 2月参加中央外宣办组织的‚全

国党委新闻发言人首次培训班‛，受委托担任‚突发事件新闻发布‛主题的授课任务。主

要研究领域为新闻传播史、国际传播、公共关系等。出版《〈蜜蜂华报〉研究》、《海外华

文传媒研究》、《外国新闻传播史导论》、《国际传播学教程》、《对外传播及效果研究》等著

作、教材，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程维荣 

 

上海市人，历史学学士、法学硕士，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从事中国传统法

律与当代法制研究。曾赴日本、美国等进修与交流。出版有《走向法治时代》、《中国继

承制度史》、《中国法律文化散论》等，译著有《中国法制史考证（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

卷）》。参加上海社会科学院‚租界、租借地等特殊地区研究‛特色学科，所著《近代东

北铁路附属地》即将出版 

 

仇华飞 

 

江苏宝应人，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96年 7月

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世界地区国别史专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06 年 8 月至 2007 年

7 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政治学系富布莱特高级访问学者，2009 年 8 月至 2010 年 9 月先后

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芝加哥大学政治系高级研究学者，2010

年 9月参加美国夏威夷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讨班。2012年 1月至 2月在德国柏林自由

大学高级研究学者。曾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罗切斯特大学东亚研究中心、

芝加哥大学全球研究中心、美国海军学院、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院、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等国际著名学术机构发表英文演讲，2012 年 8 月至 2012 年 9

月在美国乔治敦大学、莱斯大学讲学。2005年以来先后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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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系列项目，上海市浦江计划特殊人才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

科学重大课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课题子课题，两次主持并完成上海市教委人文

社会科学重点课题。出版学术专著《中美经济关系研究 1927-1937》（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版）、《早期中美关系研究 1784-1844》（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时事出版社 2013 年版）等，著

作曾被评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在国内外各种学术期刊上发表中英文学

术论文 90余篇。 

 

崔玉军 

 

1966年 12月出生于山东青岛，1985年 7月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2004年 7月获得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博士学位。2001-2012 年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

研究中心，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儒家思想、海外汉学（中国学）。

研究论文发表在《国外社会科学》、《中国哲学史》、《汉学研究通讯》《汉学研究》等刊物。

著有《陈荣捷与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2009年）、《英语世界中的〈论语〉》（即出）。 

 

丹尼尔〃杰罗特（GARRETT, Daniel） 

 

前美国国务院外交官。研究包括：跨界水资源问题、水能源关系、绿色经济中水的地

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气候变化、水文循环、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青藏高原与气

候变化、东亚气候变化等。近期文章和出版物有：《从无水世界到丰富水资源世界》、《获

得安全饮用水是千年发展计划的关键》、《紧迫的生态灾难与美国气候变化防御》等。 

 

邓  玲 

 

女，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区域规划研究所所长，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四川省决策咨询

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四川省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区

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区域经济学和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主讲《人口资

源环境经济学》、《区域经济理论与实践》、《区域规划理论与方法》、《囯土开发与城镇建设》、

《经济结构调整与区域政策》等博士硕土课程。主持完成国家、省部级课题 40 余项，出

版了《中国七大经济区产业结构研究》、《国土开发与城镇建设》、《攀西新跨越》等专著多

部。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了五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己完成《我国七大经济区产业结构比

较研究》、《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研究》、《长江上游经济带与生态屏障共建及其协调机制

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战略及其区域实现研究》 

（07ZD&019），现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未来十年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研

究》子课题‚西部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研究‛负责人。邓玲教授从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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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研究近 30 年，以‚为地方经济作点切实贡献‛为宗旨，率领学生们深入各地深入调

查研究，培训讲学，建言献策，参与了上百个区域规划的编制和研究工作，完成了数十份

咨询报告，为区域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丁  宏 

 

女，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中国民族学学

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国回族学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1985 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1991 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获民族

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8 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98－1999 年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访

问学者。2006－2007年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访问学者。2004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先后主持和参与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联合国人口基金

会项目等 10 余项。主要著作有《东干文化研究》《中亚五国民族文化综论》《俄罗斯对中

亚民族发展的影响》《北极民族学考察笔记》；在《民族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中央民族

大学学报》《西北民族研究》《回族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先后获得国家

民委优秀社科成果三等奖 2项、优秀调研成果 1 等奖 1项。为北京市高等学校精品课程《民

族学导论》项目主持人，2009 年获中央民族大学‚十佳教师‛称号。2007 年，参加了圣

彼得堡大学历史系组织的北极民族学考察队，对俄罗斯北部卡宁半岛冻土带的驯鹿民族—

—涅涅兹人进行了经济、文化方面的调查研究。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参与国际性民族学北

极考察。  

 

杜  磊（DRU, Gladney） 

 

美国加利福尼亚波莫纳学院人类学系教授，研究领域为亚洲研究等。著有《中国穆斯

林：人民共和国的族群民族主义》（哈佛大学出版社，1996年，1991年第一版），发表 100

多篇学术论文，研究成果经常被 CNN、新闻周刊、时代周刊及纽约时报等知名媒体引用。

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宗教与哲学的硕士，曾是富布莱特学者。此

外，杜磊在哈佛大学、南加州大学、剑桥国王学院等大学拥有教职并从事博士后研究。 

 

多斯〃桑托斯（DOS SANTOS, Theotonio） 

 

巴西著名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依附理论的提出者之一，弗卢米伦斯联邦大学终身教

授，联合国‚全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课题组协调人。曾先后任教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

北伊利诺伊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等高校，并曾担任智利大学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等职。

‚依附论‛和‚全球型文明‛是他提出的最主要概念。已出版个人专著 30 部、发表学术

论文 19篇、出版合著 40 部，其著作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 40多个国家出版。主要著作有：

《依附论》、《社会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和依附》、《民主与社会主义》、《世界经

济》和《区域一体化与可持续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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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里克〃杜塞尔〃彼得斯（PETERS, EnriqueDussel） 

 

1993年以来任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学研究学院教授，是数家墨西哥和国际研究机

构的顾问。在柏林自由大学获得政治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并在圣母诺特丹大学获得经济学

博士学位。他的研究领域包括：经济发展、政治经济学、工业化组织和贸易理论、工业化

演进、拉美和墨西哥的贸易与区域形式，等等。自 2006 年以来，他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

学中墨两国研究中心的合作者；自 2012 年以来，是拉美和加勒比对中国发展学术网络工

作的合作者。论著包括《中国与拉丁美洲：21世纪的经济关系》等多部。 

 

方松华 

 

1962 年 4 月出生，1984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获学士学位，同年进入上海社会

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副主编。近年出版的

个人著作有《现代多元学术思潮》（中国学术思潮史卷八）、《20世纪中国哲学与文化》、

《庙堂余音——近现代先秦儒家研究》等；合作编著有《中国现代哲学原著选》等 

 

傅恒德 

 

1979 年毕业于东海大学政治学系，1991 年 9 月获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政治学博士。在 

1988-1989 年间 , 曾前往哈佛大学政府系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担任研究学者，并在政府数据中心兼任咨询员。在 1991年回到东海大学政治

系任教，历任课外活动中心主任，学生事务长，政治学系主任，公共事务在职硕士专班主

任、中国大陆社会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社会科学院院长等。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

民意调查、选举研究、及地区研究等。研究论文发表于政治学报、选举研究、政治科学论

丛、问题与研究、远景等期刊。另着有‚政治暴力与革命：理论与研究‛与‚政治文化与

政治行为‛两本学术专书 

 

高井洁司(TAKAI,Kiyoshi) 

 

1972年从东京外国语大学毕业，进日本读卖新闻社 历任常驻北京，上海，德黑兰记

者，社论委员会委员。1999 年当北海道大学教授，历任北海道大学传播研究生院院长。2012

年樱美林大学教授。研究论文主要地在日本新闻研究杂志上，中国南方传媒研究杂志上发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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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瑞泉 

 

1982-1988年在华东师范大学攻读哲学硕士、博士学位。毕业以后留校任教至今。现

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曾在挪威卑尔根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从事合作研

究。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哲学及思想文化史。著有《天命的没落——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

潮研究》（1991，2005）、《中国现代精神传统》（1999，2007）、《平等观念史论略》

（2011）等。 

 

戈登〃古菲德（COOFIELD, Gorden） 

 

密执根理工大学博士，现为维拉诺瓦大学传播学研究生院院长、传播学副教授。主要

研究媒体技术现象和文化以及如何改变美国人的日常生活。最近，他正在进行一个关于移

动技术对人们在公共场合的行为影响的多人种课题研究。他现在担任《文本和表现季刊》

以及《传播和女性》编委，《传播理论》，《传媒评论研究》和《传播和评论/文化研究》

等杂志的编审。2009年获得国家传播协会视觉传播部颁发的‚最佳论文奖‛，担任东部传

播协会传媒组2010年主席。他为本科生及研究生开设视觉传播、媒体和技术、性别和文化

研究等课程。 

 

格拉茨（GEERAERTS, Gustaaf） 

 

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所创所所长和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研究领域包

括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治理、欧洲和东亚安全形势等。历任研究员、英

国肯特大学荣誉教授和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经济、社会和政治学院院长。1999 年至今，担任

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的崛起和东北亚安

全局势》、《欧盟对外政策一体化：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和平与安全的纬度》、《权力或

神话？中国增长奇迹的背后》（与 Jonathan Holslag 合著）、《中国与欧盟：共同的未来》 

 

葛  涛 

 

1970年出生于上海。日本关东学院大学经济学学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学硕士、复

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上海史、中国近

现代史、城市史、西物东渐史的研究。先后发表《照相与清末民初上海社会生活》等论文

近二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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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男，原籍福建，1950 年生于上海。1984 年北京大学研究

生毕业，1984年 10月至 1992年 3月任江苏省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1992年至 2006

年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1968 年上山下乡，1971 年 10 月至 1978 年 3 月在贵州省凯

里县砖瓦厂、农药厂、供销社当工人，1978 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4 年毕业于北京

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曾任扬州师范学院（今扬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兼任国家古籍整

理领导小组成员，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北京

大学古文献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中国人

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兼聘教授及日本京都大学、比利

时鲁汶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台湾大学等校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禅宗与中国文化》

（1986）、《道教与中国文化》（1987）、《汉字的魔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学札记》（1989）、

《唐诗选注》（1994，1999）、《中国禅思想史——从 6世纪到 9世纪》（1995）、《葛兆光自

选集》（1997）以及《中国思想史》两卷本（1998、2001）等 

 

葛  壮 

 

1955年 10月生，广东潮安人。1978 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 年本科毕业后，

执教于上海市控江中学。1984 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所读研。1987 年研究生毕业

后，任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主要从事伊斯兰教、当代宗教和宗教史的研究。

2002年获研究员职称，现为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上海市宗教学会理事、上海市宗教学会秘

书长。著有《东南沿海地区回族和伊斯兰教发展的历史特点》、《改革开放形势下的西北

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论文，并曾参与和主持完成过多项国

家、市、院所三级课题，先后几次获奖。曾参与合作的有《上海宗教史》、《人• 社会•

宗教》等书，个人单独撰写的《宗教与近代上海社会的变迁》，于 1999 年出版，并获得

第五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类二等奖。另在 2002 年出版了个人专著《伊斯兰教与中

国社会》。2005年，与复旦大学王雷泉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刘仲宇教授共同主编的《二十

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回顾• 宗教卷》（由上海市社联组织的大型集体合作项目，共 13

卷，该丛书已获第八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类一等奖）付梓刊行。并担任了 2007 年

岁末出版的《上海大辞典》中的编委。2008年出版了《养怡之福—道教与老龄社会》一书 

 

耿  昇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主要从事有关中法关系史、法国汉学诸方面的

翻译与研究工作。现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和中国蒙古史学会

理事，中国敦煌研究院、华东师大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等多所院校兼职研究员。1995年获

法国政府文学艺术勋章。已出版译著近 50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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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幼壮 

 

北京市人，198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1998年获美国俄亥俄大学哲学博士，

后曾在北美和欧洲多所大学研究。2004 年至今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任教授，主要研究领

域为西方文论、比较文学、艺术史、宗教思想与文化研究。著有《圣痕：基督教与西方艺

术》、《书写的神话：西方文化中的文学》等专著，并在 Literature and Theology，《外国

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文艺研究》和《跨文化对话》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龚照胜 

 

白羊资本管理公司的创办人及董事长，负责组织管理团队及筹募东方枢纽基金，该基

金为一个专注于亚洲市场的国际私募股权基金，基金规模约 1亿美元，并于 2011年 10月

5 日正式营运，投资标的为成长型企业与价值被低估之企业，基金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是协

助公司创造企业价值及解决经营上的难题。此外，基金将透过与知名大型企业合作，成为

投资者与亚洲地区新兴市场间的重要枢纽 

 

辜学武 

 

一九八二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 (现信息管理学院), 获文学学士学位; 一

九八五年获科隆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一九九一年获波恩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 一九九一至

一九九八年任教于德国佛莱堡大学政治系, 任助理教授; 一九九八年通过德国终身教授

资格考试，随即任特立尔大学政治学代理讲座教授; 一九九九至二零零二年任波恩大学欧

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二零零二年出任德国波鸿大学政治学终身讲座教授并兼任东亚政

治研究所所长。二零零九年十月，辜学武教授将应德国波恩大学之邀出任政治学终身讲座

教授，执掌该系国际关系教席并组建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至今. 在此之前, 曾任美国加

利福利亚大学伯克莱分校 (一九九五), 美国哈佛大学(一九九五) 和英国倫敦政治经济

学院(二零零二) 访问学者.现任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终身讲座教授并兼任

全球研究中心主任，是迄今为止唯一在德国社会科学领域获得德国最高级别教授（C4/W3)

的华裔科学家。同时还兼任波恩大学欧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上海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

务研究院院长，同济大学全球变化与可持续性发展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政治学与国际关系

学讲座教授，意大利米兰天主教大学国际关系与经济研究生院客座教授，德国外交学会会

员, 德国政治学会会员, 德国华人教授协会主席 

 

顾  敏 

 

祖籍江苏川沙，在台湾成长，美国芝加哥多米尼克大学信息管理研究所毕业。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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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仁大学、世新大学任教 30 年，曾任台湾汉学中心主任、图书馆总馆长等职。1998 年起

担任北京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LIS客座教授。现任台湾慈济大学国际汉学教授。着有

专书 10种，中外文论著百余篇 

 

关志雄 

 

1957 年出生于香港，1979 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其后在日本东京大学攻读

博士课程，并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从 1987年加入野村综合研究所算起,他在野村集团工作

已有 25 年。其间曾被邀出任史坦福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和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

中心客座研究员，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从二○○四年起担任野村资本市场研

究所首席研究员。关志雄曾单独出版日文版书籍八册，包括《日元圈的经济学》(获 1996

年度亚洲太平洋奖)、《中国经济革命最终章》、《共存共荣的中日经济》及《中国第一》，

中文版书籍两册(《做好中国自己的事》、《亚洲货币一体化研究》)和英文版书籍两册。其

论文发表在包括《经济研究》、《比较》、《国际经济评论》等中国国内主要学术杂志。他主

持的‚中国经济新论‛网页深受日本读者欢迎，而且其中‚实事求是‛专栏还有中文和英

文版本 

 

汉斯〃德扬（JONGE,Hans de） 

 

房地产和项目管理创始人之一，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房地产管理教授，蒂尔堡市市

长和市参议员顾问，数个建筑师和开发人员选拔评审委员会的主席。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教

授委员会主席，《立业之道》和《房地产杂志》等行业刊物编辑委员会成员。在大学里教

授本科和硕士的房地产管理课程，还涉及主要城市发展（MCD）博士后课程 

 

汉斯〃穆勒（MOELLER〃Hans-Georg） 

 

1964年出生，是爱尔兰科克大学学院哲学系高级讲师。他在德国波恩大学获得哲学博

士，曾在德国、加拿大和美国大学教书。他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和比较哲学，尼克拉斯.卢

曼的社会理论。他的著作有《释道德经.: 从梦蝶到渔网的比喻》（2004），《道德经哲

学》（2006，2010），《道德经全本翻译和注释》（2007），《激进的卢曼》（2011），

《道德傻瓜：道德失范的理由》（2009）。 

 

郝雨凡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1989）、国际关系硕士（1985），现为澳门大学社会科

学及人文学院院长、教授，《澳门研究》杂志主编。研究领域为：中国外交政策、中美关

系、腐败问题、国际政治经济、东北亚安全。近期研究：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中的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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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决策制定。近著有：《澳门蓝皮书》、《中国对外政策的挑战：外

交、全球化和下一个世界强国》等。 

 

何培忠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研究员。1975 年山东大学毕业，

1978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曾在日本青少年研究所、国士馆大学、东京大学作访问学者。

专业领域为社会学和国外中国学研究。主要著作有：《海峡两岸青年生活观比较》、《中日

本青年生活观比较》、《当代日本人文社会科学》、《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 

 

何卫东 

 

法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环境资源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

学会环境资源法研究会理事。近年来发表的专著有《中国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法律问题》、《国

际法的理念与运作》、《中国环境产业持续发展与环境法律创新》、《当代海洋环境法理论》；

学术论文有 China’S 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 And Its Trend Towards Scientific 

Development(2012)，‚环境立法后评估定量分析方法-基于德尔菲法的立法评估模型‛ 

（2011）等，‚低碳社会的绿色会展计划‛（2009）。他主持国家、省部级课题数项。 

 

何锡蓉 

 

重庆市人，1982年初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学士学位。自1982年迄今一直在上海社

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1995年和2001年分别获副研究员和研究员职称。现为哲学所副所长、

上海哲学学会副会长、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学会副会长。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和

中西哲学比较，兼及女性学研究。主要成果有著作《佛教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双重建构》、

《女性伦理新探索》、《历代女性悲剧大观》等；主编有《新中国的哲学历程》，合作主

编《探根寻缘：中西哲学比较论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等；以及论文‚从

格义方式看佛学与中国哲学的早期结合‛，‚孔子的礼与人的文明‛，‚ 女性人格的异

化及其重塑‛，‚ 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新进展‛，‚朴学的误读‛、‚中西哲学比较研

究的新进展‛，‚修养：中国哲学的道路‛等数十篇。 

 

贺耀敏 

 

陕西省西安市人，汉族，1984年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任教，教授、博士生导

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出版社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

出版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副理事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009 年荣获全国‚百名优秀出版企业家‛称号，2010 年当选全国新闻出版行业第二批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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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才，2011年荣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2012年 9月荣获全国文

化体制改革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洪浚浩 

 

1995 年获美国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传播学博士学位。 现为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

传播系教授及亚洲研究指导委员会主任。2005年起被聘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

究员。2006 年起任教育部长江学者项目评审专家，2012 年起任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

评审专家。现担任全美中国研究联合会会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传播与国际政治、跨

文化传播等。论文发表于 Journal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  Media, Culture & Society 、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等刊物。着有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elevision in China 等书。为美国出版的英文《中国大百科

全书》传播与媒介方面的主编、中国出版的《传播学》一书的联合主编。 

 

洪民荣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共上海社会科学院委员会副书记、纪委书记，上海市生

态经济学会副会长，研究领域为城市经济、农村经济、生态经济。主要研究成果包括专著

《市场结构与农业增长》（2003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合著《WTO 法律规则与中国

农业》（2000 年，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论文《美国农场家庭收入：经验、问题与政策》

（《中国农村经济》，2005 年第 8 期）、《现代经济增长中的服务业:国际经验与政策意义》

（《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 年版）、《英国城市化发展与城市

建设》（《世界城市--国际经验与上海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年版）等。 

 

胡  键 

 

湖南道州人，1990 年 7 月毕业于湖南科技学院，2001 年 6 月在华东师范大学获得法

学（政治学）博士学位；2003-2005 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理论经济学研

究；2006年 10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2007年 7月至今，主要负责《社会科学》、

《社会观察》杂志的编辑，现为上海社会科学杂志社社长、总编；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战略

问题研究，研究论文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现代国际关系》、《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等刊物，出版了个人专著多部。 

 

胡  鹏 

 

籍贯安徽，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现就职于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新闻报刊管

理处。曾在《光明日报》、《党建》、《国际商报》、《中国企业报》、China Today、Beijing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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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搜狐网等多家平面或网络媒体发表了 100余篇文章，并在机械

工业出版社、红旗出版社、学习出版社、中国三峡出版社等机构出版了 7 本书（独著/合

著）。 

 

胡  伟 

 

博士，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上海市社会

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东北亚名人会‛中方成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百千万

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荣获‚五个一工程‛奖和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主要研究

领域为比较政治学、政策分析、中国政府与政治。1982年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学习，1989

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复旦大学政治与行政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导。2000年

9 月转任上海交通大学任教。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法国政治学院、挪威卑尔

根大学等国际名校做高级访问学者或访问教授。主要学术兼职有：国际政治学会（IPSA）

理事会成员、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常

务理事、上海市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政治学会副会长等。著有《政府过程》等，

在《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等发表论文上百篇。 

 

胡苏云 

 

女，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政协第十一届

委员；2009-2010 年度上海市三八红旗手；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医疗保险分会理事；中华医

学会上海分会医学伦理学会的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医疗卫生事业管理专委会委

员；上海劳动保障学会社会保障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人口学会会员；上海人口学会会员；

上海老年人口学会会员；东方讲坛讲师，东方网社科论坛评论员 

 

胡伟星 

 

1983 年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毕业，1987 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

级国际问题研究院获得硕士学位，1992 年于美国马里兰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之后在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作博士后研究。胡博士曾经在哈佛大学做过一年 John M. Olin

研究员。他的学术经历还包括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和佐治亚大学做过访问学者。他曾在美

国任教数年，1997年后到香港大学政治系任教至今。他的学术领域包括中国外交政策，东

亚国际关系和台海两岸关系。 

 

胡正荣 

 

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广播电视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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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新闻学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等。美国哈佛大

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客座研究员（2005）、英国西敏寺大学传播与媒介研究中心 Leverhulme

访问教授（2006）、新加坡《亚洲媒介》编委、韩国汉城大学《传播研究》编委、英国《全

球媒介与传播》编委。主要研究领域为媒介研究（包括媒介发展战略、媒介政策与制度、

媒介管理等）、传播政治经济学、新媒介等。讲授课程有‚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

学理论‛、‚媒介研究‛等。2000年列为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2001 年获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2006年获‚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花  建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导师，

兼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特约研究员、广东省人民政

府决策咨询专家。长期从事文化产业、创意经济、城市文化、区域发展、企业文化研究和

决策服务工作。先后领衔承担了世界银行、国家社科基金、国家部委和省市区政府、世界

500 强企业委托的 30 多个重点科研项目，主要有：‚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软实力战略

及对策研究‛、‚文化产业集聚发展战略‛、‚上海迪斯尼乐园文化发展研究‛、‚佛山市文化

产业发展规划‛、‚平湖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上汽愿景的特征和内涵建构‛、‚印象刘三

姐文化产业总体评估和前瞻研究‛、‚浙江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发展规划‛等。 代表性论

文入选中宣部、教育部、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央党校等 7单位联合举办的‚纪念十一届三

中全会二十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先后荣获上海市第四届、第五届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

传优秀成果奖，国家文化部文化产业优秀课题一等奖、第九届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上海社会科学院建院 50 周年学术贡献奖、第八届上海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等诸多重

大奖项。从 2007年和 2009 年开始承担撰写成都市和上海市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

市 UNESCO Creative City 的申请报告，并且亲赴联合国陈述。2010 年 2 月，成都市和上

海市双双获准加入，分别获得世界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和‚设计之都‛的称号。这些

重大成就获得联合国官员和有关政府领导的高度评价。 

 

黄  平 

 

1958 年 2 月 22 日出生于四川成都。主要学术专长是知识、发展社会学，现从事社会

学研究。现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最高学位：哲学博士，经济学类社会

学专业（伦敦大学伦敦经济政治学院[1991]) ；最后学历：博士研究生（伦敦经济政治学

院[LSE]，知识与发展社会学专业）。主要著作有 UNFINISHED NARRATION、《中国模式与北

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 、《西部经验：对西部农村的调查与思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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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凯锋 

 

女，研究员。1990 年毕业于苏州大学政治教育系，1992年 9月至 1995 年 6月，在中

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攻读美学专业硕士学位，1995 年 9 月至 1998 年 6 月，在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系攻读价值论专业博士学位。1998 年 7月起供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专长是哲学

价值论、伦理学。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舆情研究中心主任。 个人主要

学术著作有：《美与丑》（1996）、《面对英雄神话》（1999）、《价值论视野中的美学》（2001）、

《价值论及其部类研究》（2004）、《审美价值论》（2005）、《建设社会主义价值体系》（2007）、

《变量共生、组合创新与意识形态》（2012）。另在《哲学动态》、《求是》、《学术季刊》、《社

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曾获中宣传部‚五个一‛工程论文奖，上海市第八

届邓小平理论研究与宣传优秀成果著作类二等奖，上海市网络理论宣传优秀成果奖。 

 

黄友义 

 

男，1953年出生，译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任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副局长兼总编辑、中国互联网新

闻中心主任、中国译协副会长兼秘书长、全国翻译资格（水平）考试英语专家委员会主任、

全国翻译系列高级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办全国翻译研究生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曾任国际翻译家联盟副主席。专业特长为翻译、出版、对外传播，

注重对外介绍中国的研究，熟悉国际合作出版。译著有美国文学名著《名利场大火》、《马

歇尔传》和《无冕之王》；对外介绍中国各个方面的中译英图书，如《中国的社会保险制

度》、《中国加入 WTO与经济改革》、《千年古都西安》、《中国长城》、《中国旅游》、《中国玉

器》以及《聊斋志异选编》等。此外还完成了《全景中国――广东――潮声中的先行者》、

《全景中国――浙江――钱塘江潮涌天下》、《中国制造》等数百万字的中译英书稿核定工

作。曾参加党政文件和领导人讲话的翻译工作、主持编写《汉英外事工作常用词汇》。为

中美大型合作出版项目《中国文化与文明》中方总协调人、《大中华文库》丛书（汉英对

照）编委会副主任、《中国翻译》主编、《对外传播》杂志编委会主任、《英语世界》编辑

顾问。 

 

惠志斌 

 

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信息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助理研究员，南京大学信息管理

学院在读博士生。近年来主要从事网络信息安全、互联网治理等领域研究，已发表学术论

文近20篇，参与撰写专著4本，主持或参与多项省部级以上课题，并多次参加网络安全国

际合作研究和国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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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卫东 

 

1957年出生于南昌市。1983年从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毕业后留学日本，获京都大学法学

博士学位。1990年就任神户大学法学院副教授，1996 年升任教授，2009年接受‚神户大

学名誉教授‛称号。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凯原讲席

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社会学、比较法学、亚洲宪法、审判制度、法律职业。曾任或

现任的国际学术兼职有：社会学国际协会法社会学研究委员会（RCSL）指定理事、日本国

际民商事中心学术委员、关西民商事法研究会理事、日本法社会学理事、亚洲太平洋论坛

（淡路会议）学术委员会委员、日本文科省 21世纪重点学科研究据点‚神户大学市场化

社会动态法学研究中心‛基础研究部门理论组负责人、日本国际高等研究所（IIAS）企画

委员、东京财团比较制度研究所（VCASI）研究员等。除此之外，还曾经担任过《国际法

社会学杂志》(英国)的编 委，现任《法社会学》(日本)审查委员、《法社会学》(意大利)

学术编委。国内的兼职主要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北京大学法学院、清华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浙江大学法学院

研究员或客座教授，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学术编辑委员、《二十一世纪》执行编

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论文6篇，即《系统论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应 用及其局限》

（1987年第1期）、《法律程序的意义》（1993年第1期）、《法律职业的定位——日本改

造权力结构的实践》（1994年第2期）、《面 向二十一世纪的法与社会》（1996年第3期）

和《合宪性审查与司法权的强化》（2002年第2期）以及《司法独立与程序的价值》（英

文版2002年第2 期）。主要著作有《超近代的法》（京都∶米内尔瓦书房，1999年）、《法

治秩序的建构》（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现代中国的法制变迁》（东

京∶日本评论社，2001年）、《宪政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增补本，

2005年）、《中国审判的构图》（东京：有斐阁，2004年）、《正义思考的轨迹》（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7年）、《秩序与浑沌的临界》（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等 

 

默罕默德〃贾拉尔（GALAL, Mohamed） 

 

埃及前外交官贾拉尔博士是一位国际公认的学者，现为巴林国家研究中心国际战略和

文明对话领域顾问、埃及国家人权委员会委员。曾担任过埃及驻华大使和埃及驻巴基斯坦

大使，以及常驻阿拉伯联盟代表，驻联合国代表团副主任。长期为埃及及中东大量报纸撰

稿。过去的 30年里，在国际事务、外交、人权及伊斯兰教领域，出版过 28部著作。 

 

姜义华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外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专职研究人员。 1962 年毕业于复

旦大学，1985 年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94 年任复旦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历任上

海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台湾研究会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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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副会长、中华炎

黄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政协常委、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

任等职。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史学理论及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为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首席导师，博士后流动站导师。主要著作有《理性缺

位的启蒙》、《史学导论》、《现代性：中国重撰》等，另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蒋南青 

 

生态学博士。分别在荷兰、日本、以色列和肯尼亚的大学及国际研究机构从事农业生

态方面的博士后及研究员等工作 7 年，发表 SCI 论文 20 余篇。2007 年回国就职于国际竹

藤组织，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2008年 10 月加入联合国环境署，负责气候变化项目，

绿色经济，可持续建筑与气候倡议，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金融倡议，灾后绿色

重建，全球环境展望，亚洲资源效率和经济展望，环境教育和青年交流等多个活动在中国

的开展。她现负责推动和协调 UNEP 战略在中国的实施，加强环境署与国内合作伙伴的关

系，增强环境署在国家层面的影响力。她熟悉国际和国家的环境事务及联合国在国家层面

的框架规划，将国内的需求同国际理念和战略相结合管理环境项目，与中方政府和研究机

构，及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媒体合作，将环境管理在政府决策中主流化并建立公共-

私营伙伴关系。 

 

杰奎琳〃麦克科洛斯基（MCCROSKEY, Jacquelyn） 

 

杰奎琳〃麦克科洛斯基博士是美国南加州大学社会工作学院 John Milner 席位教授。

她研究金融分析，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组织架构和绩效衡量。她与洛杉矶政府合作，对服

务设定和组织环境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包括早教，青少年司法，教育和青少年福利。二十

年来，她使用手中的数据和研究成果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和指导。她现在从事的专题是改

善劳工的培养，评估洛杉矶县政府的儿童和家庭服务。她担任该县儿童照养政策圆桌会议

主席。她设计的家庭评估表被广泛使用于指导和评估针对家庭的服务。2003 年她被国家社

工协会加利福尼亚分会评选为‚最佳社工‛。主要论文有《公共儿童福利制度能否帮助避

免儿童虐待？洛杉矶的优秀经验》，《家庭和社区如何防止儿童受虐和受忽视：洛杉矶示范

项目的经验》。 

 

杰里米〃里夫金（RIFKIN, Jeremy） 

 

杰瑞米〃里夫金先生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趋势学家、美国华盛顿特区经济趋势基金

会总裁，曾任数位美国总统的顾问。他著有《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工作的终结》、

《生物技术的世纪》、《路径时代》等 17 部有关科技变化对经济，社会及环境影响的书

籍，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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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芳 

女，1963 年出生。1984 年获复旦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2000 年获上海社会科学院经

济学博士学位。1986年起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工作，现任全球化经济研究

室主任，研究员。1995 年、1997年、1999年、2001年先后赴德国、美国、加拿大等国作

访问研究。主要社会兼职：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美国学会理事。主要研究领

域：跨国公司、世界生产体系和国际分工。近期主要科研成果有，专著：《全球化经营与

当代国际分工》、《双赢游戏：外国直接投资激励政策》（获第五届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著作

一等奖）、合著《新棋局：参与全球经济的中国》；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跨国公

司的新发展及其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国家科委项目‚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发展战略‛；

主持完成：上海社科基金课题《产品内国际分工及其对上海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国际

竞争新趋势新特点研究》、上海市决策咨询项目‚科教兴市与上海利用外资战略调整研究‛、

‚放宽外汇额度对上海走出去发展研究‛；发表论文：‚论全球化条件下外资政策的局限与

突破‛、‚产品内国际分工及其三维分析‛、‚世界生产体系变革的特征及效应‛等。 

 

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外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对

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特约研究员、

中国太平洋学会常务理事兼研究部主任、国家海洋事业发展高级咨询委员等职务。主要研

究领域有：美国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及大国关系、中国对外政策。

主要讲授课程：外交决策研究、美国外交与中美关系、中国外交的理论与实践等。主要著

作：《中国的未来》、《大国责任》、《美国 20讲》、《多边主义与东亚合作》、《中国学者看大

国战略》等；已发表论文和评论六百余篇。 

 

金惠俊（KIM, Hyejoon） 

 

毕业于韩国高丽大学中文系，主修中国现代文学，以论文《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民族

形式论争‛硏究》获得博士学位。现为韩国国立釜山大学教授，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中

国社会科学院、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校区等以研究

生或访问学者身份进行研究活动。主要研究领域是华人华文文学与韩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

硏究等，特别关注韩国的华人华文文学研究。近期与釜山大学现代中国文化研究室的其他

青年研究者一起致力于香港文学，台湾文学，华人华文文学的研究与翻译工作。论文有《韩

国华人华文文学初探》(2012)，《梁白华与郭沫若早期作品的韩文译介》(2010)等。 

 

金胜一（KIMI, Seungil ） 

 

日本国立九州大学文学博士，韩国东国大学招聘教授，东亚西亚经济研究院首席硏究

http://baike.baidu.com/view/32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975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2739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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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1993 年开始研究而著述活动，1998 年成为未来人力研究院研究员，2002 年为国民大

学研究教授，2009年为东亚大学特聘教授，著有中国社会经济史、东亚西亚交流史、文化

比较史等方面论文 50余篇，著有《韩民族与东亚西亚世界》等 25余部著作，还有《毛泽

东选集》等 45余部译著 

 

卡洛斯〃阿基诺（AQUINORODRIGUEZ ,Carlos） 

 

圣〃马考斯国立大学教授，著有《亚洲经济学导论》。本书探讨了东亚的经济发展，

其中有两章是有关中国经济的。本书提供了对待中国经济发展演变的历史的分析，尤其是

回顾了 1979 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并将中国的经济改革与俄国做了对比，指

出了中国经济是如何从计划经济成功转型为市场经济的。 

 

凯瑟琳〃莫顿（MORTON,Katherine）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副院长、国际关系系高级研究员。她是研究中国和国际关

系的专家，尤其关注环境和气候治理、非传统安全、区域合作和国际规范。她当前参与了

两项主要研究项目，一是与印第安纳大学联合进行的‚中国与全球治理‛项目；一是与中

国社会科学院联合进行的‚跨越青藏高原的气候变化和水安全‛。她在最近还完成了一项

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主题为‚中澳安全关系‛的合作研究项目。她的近期论述包括‚中国

语国际规范的未来‛（2011 年）；‚中国与全球环境：吸取经验，展望未来‛（2009年）。等

等。 

 

柯  白（Kapp,Robert A） 

 

先后获得美国斯沃斯莫尔学院的历史学院士学位、耶鲁大学的东亚研究硕士学位以及

耶鲁大学的中国近代史博士学位，并于 1970—1980 年在莱斯学院（休斯顿）以及华盛顿

大学（西雅图）的历史学院工作。同时，他还于 1980—1987 年担任华盛顿中美关系理事

会的执行董事，于 1987—1994年担任华盛顿州国际贸易委员会董事，于 1994—2004年担

任中美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自 2004 至今，柯白是柯白公司的董事以及高盖茨律师事务

所中国问题的资深顾问。从 2012 年至今，他还被受聘为中国专业集团，博雅公关顾问。

柯白还是《四川与中国：省军国主义以及中央权力》一文的作者，并在诸多期刊杂志上发

表过若干文章，包括《世界经济和政治》。 

 

匡文波 

 

男，湖南长沙人，出生于1968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

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是国内最早从事新媒体研究和教学的学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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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毕业于中山大学和武汉大学，分别获理学硕士和管理学博士学位。著有《手机媒体概

论》、《网络媒体概论》等。 

 

劳  尔（RAMIREZ ,Raúl） 

 

西班牙科尔多巴大学地理学和史学博士。学位论文和早期研究关注 20 世纪初的安大

路西亚。这一研究使他成为研究阿方索十三世王朝（1902-1931）的专家，并在该领域有

多篇（部）论著，如《科尔多瓦和他的省：1902-1931》、《犯罪作为历史的源头——科尔

多瓦事件，1900 年至 1931 年》、《地主和近亲繁殖：对本土权力的一个分析》。从 2005 年

起，任教于马德里国王大学，从此以后开始关注亚洲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他参加了由

商务部和国王大学联合组织、长达五年的‚亚洲研究专家课程‛之亚洲历史的项目。他与

路易斯〃波拉希欧斯合著了著作‚中国：历史、思想、艺术和文化‛，赢得了‚José 

Castillejo‛荣誉学术奖，并因此于 2012 年 2 月至 7 月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为期半年的

访问研究。 

 

雷纳德〃费尔德曼(FELDMAN,Leonard) 

 

1961 年毕业于美国德鲁大学，1967 年获美国罗格斯新泽西州立大学物理学博士。

1967-1996 年工作于贝尔实验室。1996 至 2011 年在范德堡大学机电工程系以及物理学和

天文学系担任教授。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薄膜材料的化学形成和结构，它们在半导体科学

与工程问题中的应用，及其与能源相关的应用。后者包括光子与固体相关作用的基本原理

以及半导体材料中辐射效应的基本原理。 

 

黎志刚(LAI,Chi-Kong) 

 

现任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中国近代史教授。美国加州大学博士，博士论文获美国经济

史学会颁授 1993 年世界最佳经济史论文奖。曾任昆士兰大学亚洲商业史中心和历史系主

任。着有《李承基先生访问记录》、《黎志刚论招商局》和《中国近代国家和市场》及有

关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方面论文 60 多篇。目前主要研究中国公司制度的发展及发型与中

国近代生活史。曾任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汉学中心和新加坡国立大

学的访问学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特聘研究员，也出任

《企业和社会》、《亚洲商业》、《中国商业史》的编委。他也是澳洲国立大学南方华裔

研究中心的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他于二零一二年五月在澳洲昆士兰大学组办中国近代生

活史的国际会议, 目前正编出版该会议的成果。 

 



61 

 

李  煜 

 

香港科技大学博士，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社会调查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共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等权威和核心杂志

发表论文 20 多篇，有些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主要研究方向为

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学研究方法和社会统计，阶层意识的形成等问题。目前主持或完成

国家社科基金、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以及教育部和国家重大课题的子课题等研究

项目，曾获得张仲礼优秀学术奖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类一等奖‛、‚论

文类二等奖‛和 ‚著作类三等奖‛各一项。 

 

李  周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博士；兼任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中

国林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林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等。现从事农村环境经济研究，主

要学术专长是农村经济。主要代表作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合著）《充

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合著）《中国环境问题》（合著）《改革以来的林业经济研究评述》

（论文），《环境与生态经济学研究的进展》（论文）。1994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准为有突

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4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李焯然（LEE ,Cheuk Yin） 

 

毕业于香港大学中文系，一级荣誉文学士、哲学硕士，其后获英联邦奖学金赴澳洲国

立大学深造，获哲学博士学位。目前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曾担任新加坡国立大

学文学院助理院长、汉学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系主任等职，现为文学暨社会科学院中国

研究课程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北京大学双硕士学位（汉语）课程主任。专门研究中国

思想、文化、明代史、东亚儒学、华人宗教与民俗。出版专著有《明史散论》、《明成祖史

论》、《儒学传统与思想变迁》、《道教简述》、《丘浚评传》等，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汉学

论丛》、欧洲 Ming Qing Studies、日本 Journal of Cultural Interactions in East Asia

等丛书及学报担任编辑。李教授同时为中国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湖北大学客座教授。学

术工作以外，李教授亦受委担任新加坡总统宗教和谐理事会理事、新加坡媒体管理局华文

节目咨询委员会主席、新加坡教育部华文课程与教学检讨委员会委员。 

 

李春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青少年与社会问题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领域

是社会分层与流动、教育社会学和性别研究。主持研究项目有：当代中国青年就业、生活

及价值观追踪研究、大学生毕业后就业、生活和思想状况调研、中国社会中间阶层发展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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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与趋势研究、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平等——对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的考查、境遇

与态度：‚80后‛大学生的社会学研究、中国和日本的新中产阶级：社会转型期的比较研

究等。 

 

李继东 

 

博士，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先后毕业于内蒙古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获中国古代文学硕士、传播学博士学位。已发表论文 40 余篇，专著《英

国公共广播政策变迁与问题研究》，主编和副主编学术著作《21 世纪初我国大众传媒发展

战略研究》、《全球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11）》等 6 部、教材《世界主要媒体的国际传播

战略》。参与和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家广播电

影电视总局社科项目等科研项目近 20项。2007年英国牛津大学社会法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2009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访问学者。获北京第十和第十一届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08 年度北京市宣传系统优秀调研报告、2002 全国出版社市场

营销论坛优秀论文一等奖等奖励。主要研究领域有：传播政策与制度、传播产业与公共服

务、传播理论和新媒介等，主要讲授课程：传播学概论、传播学史、传播政策研究、媒介

研究、新闻业务（写编评）等。 

 

李世佳（LISCAK, Vladimir） 

 

1984 年 9 月毕业于查尔斯〃斯德特大学，1992 年 8 月于布拉格民族学研究所获历史

学博士学位。1991 年 1 月起任布拉格东方研究所研究员，1995 年 5 月起任该所东亚研究

室主任。主要研究丝绸之路上的各国交流情况，尤其是中世界欧洲与中国的交流。近年来，

他又开始研究方济会修士鄂多立克 14 世纪初在元朝的游历并取得长足进展。论文被包括

《中国：挑战与机遇》在内的多个学术期刊收录发表，并合著出版了《鄂多立克东游录：

从威尼斯到北京》和《重回 13、14世纪的古代世界》。 

 

李向平 

 

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宗教与社会研

究中心主任。目前任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上海市宗教学会副会长。[1]历任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教授，上海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历史系主任、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及上海大学

图书馆副馆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宗教史、当代中国宗教、宗教社会学。代表性著作

有:《祖宗的神灵》、《王权与神权》、《救世与救心—中国近代佛教复兴思潮研究》、《死亡

与超越》、《文化正当性的冲突》（论文集）、《中国当代宗教的社会学诠释》、《信仰、革命

与权力秩序—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佛教信仰与社会变迁》(论文集)、《信仰但不认同

—当代中国信仰的社会学研究》等。近五年来在海内外发表有关当代中国宗教、宗教社会

学方面的论文近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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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松 

 

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

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经济蓝皮书》副

主编。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预测与经济政策评价。代

表性成果有《高级经济计量学》、《中国经济蓝皮书》等。获得 2006 年度‚孙冶方经济科

学奖‛，入选 2009年‚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李雪涛 

 

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汉学》

副主编。1965年生于江苏省徐州市。德国波恩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主要从事德国汉

学、德国哲学以及中国佛教史的研究。目前担任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文化海

外传播动态数据库‛首席专家、教育部重大哲学社会科学项目、‚20 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

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的总协调人。2009年获得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称号。主要

专著、编著、译著有：《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德国汉学之研究》（专著，2009）、《德

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主编之一，2005）、A Multilingu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m（主编之一，1999）、《佛像解说》（翻译，2003）、雅斯贝尔斯《大哲学

家》（主译，2004），并主持翻译了德国汉学家顾彬（W. Kubin）教授主编的十卷本《中国

文学史》。发表有‚论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观念的中国思想来源‛等论文 150余篇。 

 

梁  怡 

 

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83年起在北京大学分校（现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

理学院）任教。2004 年-2010年任北京联合大学人文社科部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

现代史、中共党史。侧重国外中国学研究成果的评析。兼任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副会

长，北京市北京学研究基地副主任、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等。现主

持国家社科后期资助和市教委面上课题各 1项。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课题 1项（省部级奖）；

市社科重点课题 1 项（优秀等级）；市委组织部课题 1 项。参与完成了国家、省部级多项

课题。出版著作（独著、合著）9部，中英文发表论文 60多篇。专著《国外中共党史研究

述评》获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参与专著《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述评》

2002年获教育部优秀教材奖。 

 

 

刘  宏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陈嘉庚讲座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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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2006 年至 2010 年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东亚研究终身讲

座教授、系主任、中国研究中心首任主任、孔子学院院长；1995 年至 2006 年任新加坡国

立大学中国学系助理教授、副教授 (2000年 8月获终身教职)。曾在 World Politics, China 

Quarterl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Asian Studies Review 等国际期刊发表过数十篇学术论文。出版了英、中、印

尼文著作 12本，近著包括《跨界亚洲的理念与实践——中国模式、华人网络、国际关系》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 1月）。 

 

刘  吉 

 

1935 年 10 月生，安徽安庆人。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毕业。曾任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

研究员、副所长，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中

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执行院长、名誉院长；兼任上海管理科学研究院

院长、东方研究院院长、中国软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复旦大学经济管理系教授、上海交

通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科学院人文学院高级顾问等。有领导学方面的专著和合著《科学学

基础》《领导科学基础》《现代化与中国》等十多部。 

 

刘  杰 

 

1965年 1月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市，199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关系专业，

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2007年起受聘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成为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首批双

聘教授之一。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和人权问题。刘杰教授先后出版《国际人权体

制》、《当代美国政治》、《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主权》、《国际机制理论及其国家主权的相

关性研究》（课题主持人）、《比较人权体制》（课题主持人）、《西方敌对势力在人权、民主、

自由、宗教、民族问题上对我攻击及影响》（课题主持人）、《人权国际化与新干涉主义》（课

题主持人）等个人专著多部，主编《中国政治发展进程》（年度报告）、《执政策论》等著

作多部，发表《美国与国际人权公约》、《国际关系中的普遍管辖权问题》、《秩序重构经济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机制》等学术论文近 200 篇，学术成果 400 多万字，曾 10 多次获国家

和上海市优秀学术成果奖。 

 

刘  康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杜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2008年起，受聘上海交通大学致远

讲席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刘康学术研究范围涉及文艺学与美学、新

闻传播学等学科，主要包括国际传播、全球化与文化研究、当代中国综合研究、马克思主

义文化理论与美学等。刘康任院长的上海交大人文艺术研究院与上海市委在 2009 年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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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形象与城市文化创新战略研究基地‛，该基地于 2009年 6月正式启动，并同期立项

——‚国家形象与城市文化创新‛重大项目，刘康任该基地首席专家， 启动在美国、欧

盟 9国及亚洲 14国家与地区的中国形象调查。 

 

刘  鸣 

 

上海人，目前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常务副所长，国际关系理论

研究室主任，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另外，他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朝鲜半

岛研究中心、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其主要研究方向是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对东

亚国家的政策、朝鲜半岛安全及其与周边大国关系。刘鸣 1999 年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

究所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他于 1989年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工作，曾在 1991-1992

年任该所内刊《亚太论坛》的常务副主编。在他 20 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参与过数个国家

和上海市的重点课题和海外项目研究，目前他负责的项目有：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

题《朝鲜核问题和中美关系》。他曾在美韩加等国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 10 多篇英文论文，

其中包括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太平洋事务》和韩国国防研究院的《韩国国防分

析》杂志。他发表的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文章有 20 多篇，刊载在不同的国内的权威和核

心期刊杂志上，这包括《世界历史》、《世界经济与政治》、《现代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研

究》、《社会科学》、《国际观察》和《世界经济研究》等。 

 

刘  强 

 

内蒙古呼和浩特人，2004 毕业于内蒙古大学社会学系，2011 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

社会学系，目前就读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师从李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学，

发展社会学，移民研究。研究论文涉及灾后重建，城镇化与劳动移民，信息化等领域。目

前正在跟随老师从事关于‚流动人口的全国抽样调查‛和‚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课题

研究。 

 

刘  欣 

 

男，1964年 7月生，社会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现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

系主任，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社

会分层与流动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上海市社会学会副会长；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

级人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主要研究及教学兴趣：社会分层、政治社会学、经济社

会学、社会研究方法、多元统计分析。所提出的阶层分化机制的‚权力衍生论‛、制度论

的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框架、中国中产阶级的划分方法、‚阶层认知的相对剥夺论命题‛等，

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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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阿明 

 

山东诸城人，1994 年毕业于郑州大学外语系，1999-2002年就读于南京大学历史系国

际关系史专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2005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关

系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2005年 7 月至今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任助理研究

员、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美关系、美国亚太战略、东亚地区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与教学

工作，著有《布什主义与新帝国论》一书，主要研究论文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国

际问题研究》、《现代国际关系》、《美国研究》等核心期刊。 

 

刘百宁 

 

江苏镇江市人，1982年7月获浙江大学激光工程学士学位，1993年获德国柏林工业大

学激光生物物理工程博士学位。1996年获聘浙江大学客座研究员。1998年获聘柏林工业大

学光学所客座研究员。2004年9月28日在柏林创建‚百宁咨询‛，为中小企业创新群体跨

国合作提供全方位战略咨询服务。2006年首次、2009年连续再次被提名选入《德国柏林首

都地区500强名人录》。2011年获聘德国柏林首都地区激光产学研联盟中国特使。现任百

宁咨询董事长兼总裁，留德中国物理学者学会名誉主席。自创建‚百宁咨询‛之日起，与

留德中国物理学者学会和中国科学出版社紧密合作，积极参与了策划和主编译《未来世界

的100种变化》和其姊妹篇《聚焦创新》。2007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未来世界的

100种变化》以最高票数名列第二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榜首，被誉为‚新时期的

《十万个为什么》‛。2007年4月至2009年4月间，在国内15座城市先后策划实施了40余场

创新科普公益演讲。2009年9月11日，荣获科学出版社（中国科学出版集团）‚优秀作者

奖‛。 

 

刘宇卫（Valentin,Golovachev） 

 

1984 年毕业于远东国立大学，1992 年在获得莫斯科国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自 2004

年起为俄国科学院东方研究院中国部高级研究员；2005-2010 年为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国

家研究中心主任和主要研究员。他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台湾的民族史和政治，海峡两岸关

系和国际关系；中国中世纪和当代史（民族史、少数民族政权、跨文化互动、性别问题、

政治、等等）；俄中关系史；亚洲史，文化与政治，国际关系。他的主要学术成果有论文、

论著和译著等，在《中世纪早期中国杂志》、《人种学书评杂志》等学术期刊上发表了 80

余篇论文。 

 

龙  耘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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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传播学博士，韩国高丽大学客座教授，美国

宾西法尼亚大学安南堡传播学院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传播理论、受众与效果、媒介

伦理与规制等。代表性论著《电视与暴力：中国媒介涵化效果的实证研究》曾被列为 2005

年度‚万圣书园学术类汉语写作作品候选书目‛。现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

大项目：社会转型期的媒介伦理问题研究。 

 

卢汉超 

 

卢汉超，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历史学博士。现任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艾伦人文学部教授。曾任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纽约州立大

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院校，并任中国留美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历史评论》共同主编、

美国福特基金会学术评审等职。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和城市史。主要中英

文著作有《赫德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修订版《中国第一客卿：鹭宾 •  赫德传》， 

2009）、《霓虹灯外》（Beyond the Neon Lights, 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1999/2004；中文

版 2004）、《叫街者》（Street Criers, 美国史坦福大学出版社， 2005; 韩文版 2006；中

文版 2012）、《一个共和国的诞生》（Birth of A Republic, 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2010）

等，其中《霓虹灯外》获美国城市史学会颁发的最佳著作奖, 《叫街者》获美国第三世界

研究学会 Cecil B Currey 最佳著作奖, 《一个共和国的诞生》获中国旅美历史学会最佳

学术荣誉奖。英文论文散见于《亚洲研究季刊》、《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社会史研

究》、《太平洋事务》等西方主要学术刊物，并主编十五卷本英文《亚洲文化与习俗》（Culture 

and Customs of Asia）丛书。 

 

卢汉龙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人民政府参

事。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 上海社会学学会常务副会长。1980 年应中国社会科学院暨地方

社会科学院招收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考试后被上海社会科学院录用为社会学研究人员，同年

自同济大学工业民用建筑系肄业。曾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进修社会学

（1987-88），并先后在美国杜克大学（1991-92）、明尼苏达大学（1993-94）、康内尔

大学（1996）、耶鲁大学（1997/99/2000）、以及英国社会发展研究所（2002）等国际院

校讲学访问和客座研究。学术专长为应用社会学理论，社会统计与社会调查。在社会指标

与生活质量、现代化与社会结构变迁，就业与社会阶层，消费文化，以及都市与社区理论

方面均有建树，并在组织社会抽样调查、将社会学实证研究方法推广于决策研究等方面有

积极贡献，在国内外社会学界和决策咨询方面广有声誉。他同时还兼任英国社会学会《社

会学》(Sociology) 杂志国际编委，中国城市研究全球网络中心理事(美国 UCRN)，香港中

文大学《中国评论》（China Review）编委，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执行理事等世界性

学术职务。 



68 

 

 

鲁普〃纳拉扬〃达斯（DAS,Rupa Narayan） 

 

尼赫鲁大学博士。目前，他是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所的高级研究员，也是人民院秘书

处的代表。他的一些研究论文已在香港中文大学、纽约大学，《中国报道》（SAGE），《国际

研究》（SAGE），《金达莱国际事务杂志》等上面发表；一些文章在许多印度的英语报纸以

及《外交官》、《瑞蒂夫新闻》、《海外印度》、《海湾新闻》等杂志上发表。 

 

陆懋祖 

 

上海市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赴英国留学，获英国南安普顿大学计量经济学硕士和经

济学哲学博士。历任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社科学院经济学讲师、高级讲师和教授，任英国南

安普敦大学当代中国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hina）主任。同时担任北京大学

经济分析与预测中心主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

研究院、中国社科院数量和技术经济研究所、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财经大学经济

学院等特聘和兼职教授。自 2004 年兼任英国南安普敦大学当代中国中心主任一职以来，

积极推动和促进与国内多个主流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实质性的合作关系。其中包括：南安

普敦-南京大学的联合研究中心和筹建中的国际学院；南安普敦-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的

联合研究中心；南安普敦-北京大学的生命科学合作研究项目等。 

 

陆晓文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社会研究方法社会结

构社会消费方式文化比较。从事社会学研究 20余年，具有较丰富的社会阅历与理论功底，

主持与参加国家、上海和政府部门的研究项目与课题，主持并参加多次大型社会调查的设

计与分析，对中外文化有比较详细的了解与认识，思路宽阔，思想敏锐。著有《中国主流

媒体的词语变化与社会变迁》一书和百万字的论文与调查报告。 

 

罗伯特〃恩格尔曼（ENGELMAN,Robert） 

 

世界观察研究所主席，直接管理 25 名研究人员，致力于气候变化、人口动态、和可

持续发展研究。他有关群体、计划生育和人类发展的著作不仅获得美国人口研究所的嘉奖，

还于 2008 年获得个人报告全球媒体奖。其作品多刊登在《自然》、《华盛顿邮报》、《美国

科学》和《华尔街日报》等期刊上。曾作为一名记者为美国若干报纸进行了涵盖科学、健

康、教育、政治等邻域的采访报道，21世纪初担任过耶鲁大学客座讲师和美国生态环境记

者协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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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莱斯顿（LESTON,Robert） 

 

博士，城市工程杂志编辑，主要研究领域为生态城市。近期发表的作品有：《博客之

外：信息与信息产儿》、《异常成分：视频中的恐怖》、《古代地球和现代地球毫不相同：有

关人类未来，原始土地机械能传授我们什么？》 

 

罗惠翾 

 

女，人类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985 工程‛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基地学术助

理。1999 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2002 年毕业于兰州大学民族学专业，获民族学硕士

学位。2005 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获人类学博士学位。2005 年 8 月－2006 年 4 月在中

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国家中心工作，2006 年 4 月至今在中央民族大学

‚985 工程‛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基地工作。主要从事宗教的社会功能、宗教与政

治、宗教认同与族群认同、国家认同的关系等研究。出版专著《伊斯兰教社会功能研究—

—以几个穆斯林社区的对比调查为例》，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理论视野》、《西北民

族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湖北民族学院学报》等发表学术

论文十多篇。参与撰写《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 1978－2008• 民族学》、《中国民

族学 60 年》、《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民族学》（2006 年至今）等。2011 年 9

月赴苏黎世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参加大学欧亚高级研究项目。参与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研

究项目。 

 

罗曼诺夫（LOMANOV,Alexander V.） 

 

罗曼诺夫博士曾就读于国立莫斯科大学，主修哲学史，1989年获得学士学位，随后师

从俄罗斯科学院（原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著名汉学家米哈伊尔• 季塔连科，并于 1994

年获哲学史博士学位。1996-1998 年在东亚哲学及宗教专家秦家懿教授的指导下于多伦多

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01 年于俄罗斯科学院获得大博士（D. Sc.）学位。从 1992

年起供职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目前任该所首席研究员。2009年起主持远东所东北亚文

化比较研究中心的工作。曾以俄文发表如下著作：《现当代儒教：冯友兰的哲学》（1996）；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2002）。参与了《中国哲学大辞典》（1994）、《新哲学百科辞典》

（2000）、《中国精神文化百科辞典》（2006-2010）的编撰工作，撰写了其中有关中国现当

代哲学的词条。其主要学术兴趣集中于当代中国思想及哲学的研究。目前是《远东事务》

杂志的编委，并受邀担任《国际政治中的俄罗斯》杂志的顾问。 

 

马  军 

 

男，1969年 11月 24 日生 1982至 1988年在上海市金陵中学求学。1988至 1992年在



70 

 

复旦大学历史系求学，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95 至 1998 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部求

学（在职），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2000年至 2004 年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求学（在职），获历

史学博士学位。 1992 年至今，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要从事上海史、中国近现

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工作。1993年被聘为研究实习员。1998年起为助理研究员。

2001年起为副研究员，并任现代史室主任至今。 2006年起为研究员。 2008年 10月当选

历史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兼秘书组组长。 2008 年起为硕士生导师。2009 年 2月至 2010年 2

月任所长学术助理。2009 年 2月至 2010年 6月任《史林》杂志副主编。 

 

马奥尼（MAHONEY,Josef Gregory）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研究领域包括：中西历史观比较，政治哲学，政治发

展，辩证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理论，跨学科及综合研究模式和教学法。1992

年获得乔治〃华盛顿大学拉丁美洲研究学士学位，主攻经济学，副修新闻学；1994年获得

伯明翰的阿拉巴马大学公共卫生硕士学位，主修国际卫生专业，副修流行病学；1995年阿

拉巴马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2002 年乔治.华盛顿大学哲学硕士，主修政策分析和组织

管理，副修统计学；2003 年乔治〃华盛顿大学语言，文化和社会跨学科研究中心博士，主

修批判理论和实践，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副修全球化和民族主义。2008 年至 2010 年担任

中国政治研究协会评审委员会委员；博士论文为《后现代思潮，后现代中国：理论，实践

和对中国的影响》。2007 年，在旧金山州立大学召开的中国政治研究协会二十周年大会上，

发表的论文：《和谐之路：中国国内外政策中的新思维》获得‚大会最佳论文‛奖。2002

年 4 月获得乔治〃华盛顿大学新生老师奖；2003 年美国教育部乔治.华盛顿大学外语和区

域研究项目研究员。 

 

马丁〃雅克（JACQUES, Martin） 

 

LSE IDEAS 的高级客座研究员，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曾在京都立

命馆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创办英国智库 Demos，亦有丰富的新闻从业经历，做过

《泰晤士报》、《星期日泰晤士报》、《卫报》和《新政治家》的专栏作家，以及《独立

报》副总编辑，为 BBC 撰写稿件并主持过多次电视节目。马丁〃雅克与人合编和合著了多

部作品。 

 

马豪恩（MALENA, Jorge） 

 

1988年毕业于阿根廷天主教大学政治学，在 1996年获得硕士学位，在 2006年，他得

到了在阿根廷天主教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他是自 1997年以来的中国政治教授，并于 2004

年在救世主大学东方研究学院担任当代中国研究主任，他是阿根廷国际关系理事会的顾

问。他参与编写论著《中国——一个大国的建设》中的一章‚中国和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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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林（MACKERRAS, Colin）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的名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客座教授。研究领域主要包括：

中国古代与现代的少数民族；中国古代与现代的传统戏院；中国在西方的形象；澳中关系。

著有诸多论文及著作，其中最享有盛誉的是《京剧的崛起，1770-1870》等。澳大利亚国

立大学获博士，剑桥大学硕士。 

 

玛丽〃加拉格尔（GALLAGHER,Mary E.） 

 

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她的研究领域主要有比较政治，

法律和社会变迁，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经济改革中的政治现象。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

中国大陆。她的著作《资本主义的蔓延：全球化和中国的劳工政治》研究了外资企业对中

国劳工关系的影响。她的新作《中国的法治断了谁的路？》继续劳资关系的研究，并从法

律和社会变迁的角度审视了中国工人的法律意识变化。这个课题有国家科学基金会法律与

社会学部资助，获得了富尔布赖特研究奖学金。2002-2003 年，她在中国上海华东政法大

学做富尔布赖特访问学者。她还研究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劳工的影响。她尤其关注劳工组

织变迁以及工会组织的衰落 

 

玛丽亚-克里斯蒂娜〃罗萨斯（ROSAS,Maria Cristina）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全职教授和研究员，国际关系与拉美研究博

士。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和日本东京联合国大学等地从事过冲突解决与国际组织的研究。

曾担任墨西哥政府的私有经济与国际组织顾问，职责是话题与经济、安全与国际关系有关

的私营部门和国际组织。最新著作有《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面向一个新的双极世界？》、《伊

拉克：五年之后》。1993、1995、1998年曾三次获得 ‚赫苏斯〃西维亚〃赫尔佐克大师奖‛，

以表彰她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研究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她还是墨西哥及其境外多家

杂志的专栏作家，由于她在新闻业领域里的贡献，还被‚世界女作家与记者协会‛授予‚罗

萨里奥〃卡斯提亚诺‛奖。 

 

孟广均 

 

北京人，1954年毕业于军委外国语学院（现南京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1960年毕业

于中国科技大学科技情报系专科。1958年至2004年在科图工作，曾任研究员、博导、研究

生院教授、学术刊物主编等，兼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成员、国

家自科基金通讯评委等。退休后仍常应邀参加评议、参会、答辩、讲座等活动。主要研究

图书馆与情报学、信息资源管理、未来学等。 曾发表文章200余篇，编撰、翻译、编译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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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20余部, 包括《信息资源管理导论》（1版1998，2版2003，3版2010）、《国外图书馆

学情报学研究进展》（1999）、《孟广均文选》（2004）等；《未来学入门》（译，1983，

原名《未来研究》）、《未来的冲击》（译，1985）等。 

 

米格尔〃萨撒托尼尔(SAZATORNIL,Miguel Angel) 

 

西班牙人，政治科学与社会学，法学双硕士。在中国居住了10年多时间，是亲眼目睹

中国近来飞速变化的直接观察员。因参与欧盟推出的首届旨在推广欧洲视听产业西班牙北

部自治区的MEDIA项目的联络协调工作而开始涉足文化产业；擅长技术创新，和西班牙瓦

伦西亚当代艺术学院合作四年在中国举办西班牙当代艺术文化展览。出版过一些专著并发

表多篇论文，其中他出版的西语关于中国文化产业综述一书，已译成中文。最近他完成了

西语中第一本关于中国电影历史一书。开设过多场关于社会学和文化产业的讲座。 

 

默罕默德〃塞利姆（SELIM,Mohammed） 

 

默罕默德〃塞利姆，埃及人,现任科威特大学政治学教授.1979年获加拿大卡尔顿大学

政治学博士学位, 随后就职于开罗大学、开罗美利坚大学、沙特国王大学和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大学。1995 年在开罗大学创立亚洲研究中心，并任中心主任，2003 年卸任。主要从

事国际关系研究和外交政策分析。出版了多部阿拉伯语和英语著作，并在对外政策研究、

亚阿关系和欧洲地中海关系研究领域的国际期刊中发表多篇论文。代表著作有《伊斯兰教

国家关系》（1991）、《外交政策分析》（1998）、《19世纪和 20世纪国际政治发展》（2008）。 

 

那〃图木尔（NASANBAT,Tumur） 

 

那森巴特〃图木尔是历史学博士；蒙古国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蒙古国

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蒙中关系、东北亚经济合作、中国的改革开放

政策与经济发展。 

 

尼科诺夫（NIKONOV,Sergey ）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国际新闻教研组副教授，政治学博士。2007 年，论文‚全球

化与媒体‛荣获‚2006 年最佳科学书籍奖‛。研究领域涉及地缘政治、全球化、媒体对国

际关系的影响等方面，教授国际法、外国媒体法、媒体行为中的地缘问题、信息法的国际

标准、专业记者伦理等课程。已出版《国际法与外国媒体法》、《全球新闻战略》、《媒体运

作中的法律与地缘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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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越敏 

 

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双聘教

授。2010年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顾问，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上海市规划委员会

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主要从事城市地理、城市经济、城市规划研究，主持多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和省部级研究项目，并参与多项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

委员会主任。《中国城市研究》主编，《人文地理》、《世界地理研究》副主编，《城市

规划》、《经济地理》等杂志编委。代表著有《中国城市发展史》（第一作者，1994），

《城市地理概论》（第二作者，1983），《城市地理学》（第三作者，1997,2009），《从

劳动空间分工到大都市区空间组织》（第一作者，2011），《企业空间组织与城市-区域

发展》（第一作者，2011），在国内外发表 80多篇论文 

 

挪西罗瓦（NOSYROVA,Saodat ） 

 

挪西罗瓦，塔什干东方大学中国语言学与文学系主任，研究领域为当代中国语言学及

其对中亚国家的影响。学术论文见诸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东方研究期刊等，并有著作由黑

龙江出版社出版。系语言学博士（乌兹别克斯坦国立大学），文学学士（北京第二外国语

大学中国语言学系）。 

 

欧阳英鹏 

 

高级政工师，宝钢集团前党委副书记、前副董事长。长期从事大型企业能源管理工作。 

 

潘  维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1982 年考入北大国

际政治系，硕士生，师从陈翰笙教授。 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政治学系 1996 年博士。现居

北京，执教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讲授世界政治理论、中国政治、比较政

治、中外政治制度比较、美国社会发展史等课程。代表论著有《法治与民主迷信——一个

法治主义者眼中的中国现代化和世界秩序》、《农民与市场》等。 

 

乔兆红 

 

女，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研究员。2003年 6月获中山大学

历史学博士学位，同年 7月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为中国经济史研究室研

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史和经济理论。在研究领域，对经济史、城市史、商人团体、

会展经济、商业社会的转型以及国际政治等具有独到的研究，在《求是》、《世界经济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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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中国经济史研究》、《学术月刊》、《社会科学》、《光明日报》理论版、《文汇报》理

论版、《解放日报》理论版等专业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先后出版相关领域专业

学术专著数部，许多论文为《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

文或部分转载。代表性学术著作有《复兴与增长：共容性组织推动的经济制度变迁 

1921-2011 》（2011，合著）、《中国商民运动的历史命运》（2010，独著）、《百年演绎：中

国博览会事业的嬗变》（2009，独著）、《‚一切始于世博会‛：博览效应与社会发展》（2008，

独著）等。2009年获上海社科院第五届‚张仲礼学术贡献奖‛，2011年赴美访学一年。独

立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上海市哲社规划项目以及上海市科委软课题研究数项。 

 

乔治忠 

 

男，1949年生，天津市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与教学工作。1993 年、1999 年、2004 年曾三次到早稻田大学、

日本立教大学做客座研究员，进行专题研究。撰有《清朝官方史学研究》、《中国史学史研

究述要》、《清文前编》、《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中国史学史》等著述，发表学术论

文 120多篇。现承担国家《清史》编纂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教育部社会人

文研究基地重点研究项目等多种。目前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和中日史学比较研究的学

术探讨。 

 

邱均平 

 

196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现任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和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中国科

学评价研究中心‛主任。其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计量学与科教评价、知识管理与竞争情报、

网络计量学与评价学等，是我国著名情报学家和评价管理专家、文献计量学的主要奠基人

之一。出版著作48部，主要代表作有《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学》、《网络计量学》、

《知识管理学》、《评价学：理论.方法.实践》、《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与实践》（上、

下册）等；在国内外重要期刊如Scientometrics、《情报学报》、《中国图书馆学报》等

发表论文433篇。 

 

区廖淑贞（LIU,Suk-Ching Elaine） 

 

区廖淑贞是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学系副教授。2009 年进入该大学前，她就有 10 年

做学校社工和青少年辅导员的经验。主要在下述领域教学和研究：社工理论，儿童，青年

和家庭事务，青年志愿者，青年国内外跨文化学习。她在香港和澳门为一系列青年项目做

顾问，曾是香港青年协会成员。她现在是香港城市大学城市青年能力培养项目主要研究员。

她还是青年和志愿者精神方向的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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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衡 

 

出生于甘肃省宁县。先后获得法学学士、经济学硕士、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上海社

会科学院经济所副所长。上海市领军人才。兼任民进中央特约研究员、中华外国经济学说

研究会理事、上海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上海市经济学会青年学者工作部副主任、上海市

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兼职教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决

策咨询专家、上海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决策咨询专家、上海市教委中小学教学教材改革

委员会咨询专家、民进上海市委决策咨询专家委员等。先后于 2002年 8 月-2003年 8月，

2006 年以及 2007 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印度尼赫鲁大学、台湾大学做访问学者；多次前往

美国、英国、德国、瑞士、日本、泰国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和访问。主要研究

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与发展政策，其中重点研究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关系、发展与贫困、

区域经发展等理论和政策问题。已经先后出版了《收入分配－经济增长的现代分析：转型

期中国经验与理论》等数部学术著作，已经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和文章近 200篇。主持和负

责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项目以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主持世界银行、上海市人

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员会等委托的决策咨询课题。先后获得上海社会

科学院‚张仲礼学术奖‛（2006）、上海市‚曙光学者‛（2005）、‚曙光跟踪项目计划（2010）‛、

‚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与宣传优秀成果‛一等奖（独立）以及二等和三等（合作）（2008）、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独立）（2010）‛、‚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优秀

成果奖‛（合作）（2008 和 2010）等学术奖励和荣誉称号。 

 

任  晓 

 

男，1965年 7月生。现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外交研究

中心主任。2010 年 2 月至 2012 年 2 月由外交部借调，供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大使

馆政治处，任一等秘书。1990-1991年作为联合培养博士生在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留学。1992

年在复旦大学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先后为讲师、副教授和教授。其间曾为芬兰图尔库

大学欧盟博士后、日本名古屋大学客座研究员及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目前学

术兼职包括外交学院兼职教授、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

所中美关系研究中心资深专家、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常务理事等。迄今已出版中英文论著

多种，包括新近在美国出版的英文 New Frontiers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一

书（2011年，与 Allen Carlson 共同主编），另包括专著《中美日三边关系》（浙江人民出

版社，2002年）、《韩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国行政改

革》（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等，主编或共同主编《国际关系理论新视野》（长征出版

社， 2001 年）、《保守主义理念与美国的外交政策》（上海三联书店，2003 年）等书。译

著有《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上海人

民出版社，2006年）、《政治发展面面观》（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世界新秩序》（复

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等，发表中英文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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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远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国家建设研究中

心执行主任，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复旦大学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受

聘为上海市人口与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2006年获得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颁

发的‚中国十大青年人口学家‛称号。主要的研究领域为人口与城市发展。近年来在人口

问题和社会政策、中国城市化、人口迁移和城乡发展、老龄化研究、人口／就业与劳动力

市场、非正规就业研究、人力资本研究、城市群与区域发展、人口和环境研究、可持续发

展、城市问题与城市管理等几个密切关联的研究领域深入开展研究。 近 5 年来负责和参

与的省部级研究课题、政府决策咨询课题和国际合作课题 30余项，完成专著和编著 4部，

在国际刊物和国际学术著作中发表论文 2篇，参与著作编写及在国内权威和核心刊物中发

表论文 60 余篇，获得包括国家人口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等多项省部级学术奖励。主要代表作包括《城市流动人口

的居留模式和社会融合》（上海三联书店 2012年）；《全球城市-区域的时代》（复旦大学出

版社 2009年），等等 

 

阮俊强（NGUYEN,Tuan Cuong） 

 

男，越南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博士。2004年起任越南河内国家大学文学系讲师。专攻

越南汉学、越南传统语言文字学、儒家经典在越南的翻译与接受等领域。 

 

萨特亚〃帕特纳亚克（PATTNAYAK,Satya） 

 

萨特亚〃帕特纳亚克现任维拉诺瓦大学拉丁美洲研究院院长、社会学和政治学教授。

他的著作有《北美国土安全：回归双边主义？》（合著，2008年），《国家的归来：全球化，

资本，高压政治和发展》（2006年） 

 

山下英次（EIJI,Yamashita） 

 

日本大阪市立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1970 年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经济系，

1970 年至 1975 年就职于大日本印刷公司。1975 年至 1988 年就职于东京银行。1988 年

至 2001 年担任大阪市立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2001 年到 2003 年担任大阪市立大学研

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新国际货币体系的构筑、学习欧洲整合而

推进亚洲地区的合作与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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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开艳 

 

江苏无锡人，经济学博士、研究员。2001年毕业于上海社会科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

位。1997-1998 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2002-2003 年赴印度尼赫鲁大学作访问研究。现

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兼任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南

亚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中国经济理论与实践、印度经济等。出版有

十余部学术著作，发表经济学论文数十篇，承担多项国家、省市级科研项目，是《上海经

济蓝皮书》（2010年、2011年、2012年）的主编。 

 

盛馥来 

 

1982年获华东师范大学英语文学学士学位，1985年获上海财经学院经济学硕士学位。

1985-1986 任中国中央财政部规划官员，1986-1990 任中国驻世界银行执行董事办公室技

术助理。1992 年加入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国际总部任经济学家，2000 年加入保护国际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任宏观经济部主任。2005年加入联合国环境署, 现任研

究和伙伴关系部主任。 研究领域：可持续发展，环境经济学培训，宏观经济-环境-贫困，

绿色核算，综合决策，绿色经济。主要出版物：《自然的真正价值》 (1995); 《可持续发

展的整合决策》(2009, 合写)。 

 

石佳音（SHIH,Chia-yin） 

 

1980 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1987 年获美国华盛顿大学国际研究硕士，2008 年获

台湾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为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

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两岸关系、理性选择理论 

 

石建国 

男，1977 年 9 月生，黑龙江通河县人，2006 年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专业，

获法学博士。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五年，任副研究员，从事中国现代经济

史研究。现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副调研员、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共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成

员的著作编辑及其思想的研究工作。发表中国经济史和中共党史方面的研究论文共计二十

余篇。 

 

史建三 

 

1955年 6月出生。获华东政法学院法学硕士学位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

现任法学所并购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兼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上

海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全球并购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及学术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投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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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法、律师法、地方法制建设。专著《跨国并购论》，合著《中国并购法律环境与实务

操作》、《中国保税区》、《世界自由贸易区研究》、《上海律师事务所管理模式研究》、

《量刑与电脑》等。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世界经济研

究》、《中国投资》、《环球企业家》、《中国律师》等国家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 200余

篇。著作和论文总字数超过 200万字 

 

宋鲁郑 

 

旅法政治学者，上海春秋研究院研究员。研究领域：制度对比、国际关系和两岸关系。

五次应邀访问台湾，三次观摩台湾选举（2008 大选、2009 县市长选举、2010 五都选举）

以及 2011 年辛亥革命百年庆典。曾两度就中法关系、中国‚韬光养晦‛政策在法国众议

院和参议院演讲。现为《人民网》 、《欧洲时报网》、《中国改革》专栏作家。文章主要刊

于《红旗文稿》、《参考消息》、《北京日报》、《国际先驱导报》、《广州日报》、《欧洲时报》

（法）、《侨 报》（美）、《联合早报网》（新加坡）等。 主要代表作：《中国为什么要怀疑

西方的普世价值？》。2009 年 3月刊于《红旗文稿》。《中国的制度模式何以优于西方？》。

2010 年 3 月 18 日整版刊于《参考消息》 ，后刊于《红旗文稿》2010 年第五期，并收录

于由《红旗出版社》出版的《理论热点辨析》一书。《政改：中国没有榜样》 刊于 2012

年中央党校期刊《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第四期）、《红旗文稿》2012年第九期。 

 

苏长和 

 

复旦大学法学（国际关系）博士，现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曾任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副教授（1999.7－2006.6），上海外

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院长（2006.7－2011.6），2000 年到 2001 年作为

FREEMAN访问学者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 CHAMPAIGN-URBANA分校东亚与太平洋研究中心从事

研究，2005年在瑞典隆德大学政治系作访问学者。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上海首届

社科新人奖（2009 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霍英东教育基金获得者。论著多次获得

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著奖、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优

秀论文奖。 

 

孙常敏 

 

男，浙江奉化人。1952年 9月生于上海，1981 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大，此后在上海

社会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1988年瑞士苏黎世大学哲学二系社会学专业研究生班学习，

1994年 5月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目前兼任中国人口学会党政干部理论教育分会副会长，上海留学生联谊会副

会长，上海性教育学会会长，上海人口学会会长，现任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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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兼任上海老年学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各类成果总字数达 260多万

字。《中国人口政策与人口发展》一书曾获得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中国人口学会共同

颁发的中国人口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从世界体系理论看中国社会的转变‛一文获得了

瑞士联邦国际社会研究基金会的嘉奖；论文‚上海人口转变中的劳动与经济‛和‚论上海

的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曾分别获得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主编《世纪

转变中的全球人口与发展》一书，曾获得了上海市马列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出版；参与编

写的《90年代上海流动人口》曾获得中国人口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此外，除了完成国家

和上海市社科重点课题外，还曾多次获得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福特基金会、德意

志国际学术交流中心、日本厚生省人口研究所和德国艾伯特基金的资助，与来自世界各国

的专家学者一起从事国际合作项目的研究与开发 

 

孙立坚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经济学

院副院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2011年国家哲

学社科重大课题首席专家、致公党中央经济部副主任、致公党上海市常委委员以及比利时

鲁汶大学应用经济系客座教授、日本中央大学中国金融讲座教授，一桥大学国际共同研究

中心客座研究员。曾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idiate》

(SSCI)等各类有影响力的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 70 余篇。作为特邀专家还多次往返京沪参

加由央行副行长、上海市市长、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市政协主席等主持的各种高端决策咨

询会议。 

 

孙卫国 

 

男，1966 年 10 月生，湖南衡东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历史学学士

（1988），南开大学历史学硕士（1991）、历史学博士（1998），香港科技大学哲学博士(PhD 

in Humanities ，2001)。1991年 6月，入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工作。1994年 8月，

参加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举办‚第二届韩国文化研修班‛。1994年 9月至 1998年 6月，为

南开大学历史系在职博士生。1996 年元月至 2001 年元月，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博士

生。1996年 7月到 12月，在韩国高丽大学、延世大学进修韩文。1998年 7-8月，在高丽

大学访问研究。1999 年 2 月到 5 月，在日本大阪关西国际中心进修日文。2001 年 3 月回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工作，被聘为副教授。2001 年 7 月至 2002 年元月，为高丽大学韩国史

系客座研究员。主要研究明清史学史与明清中朝关系史，现已在海内外发表论文四十多篇。

为研究生和本科生开设‚海外中国史研究概论‛、‚中国古代史学史‛、‚中国近现代史学史‛、

‚中韩文化交流史‛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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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  中（TAN,Chung） 

 

1929 年生，历史学硕士、博士，在印度各大学教书 40 年。在 1971-1978 年期间曾任

德里大学中国日本研究系主任，20世纪 80年代和 90年代初任贾瓦哈拉尔• 尼赫鲁大学亚

非语言系主任和东亚语言研究中心会长，直到 1994 年退休；1990到 1999 年是英迪拉• 甘

地国立艺术中心教授顾问兼东亚部主任。德里中国研究所的创始人和主席（1990-2003），

从 1999 年至今，他定居美国芝加哥，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辅导教授（Academic 

Associate）。英语著书 9本，包括与北大耿引曾教授合著的《印度与中国：20个世纪的文

明交流与激荡》，那是‚印度文明的科学、哲学与文化史‛系列丛书之一；用汉语著书 6

本，包括《中印和合（Chindia）：理想与实现》。曾多次参加有关东方学、中国历史、文

化、佛教、中印研究及敦煌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经常为北京、香港、台北、新加坡、马

来西亚的中文报刊撰写时事文章 

 

汤庆合 

 

高级工程师，现为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管理与政策研究所（低碳经济研究中心）

所长，主要从事环境风险防范与应急管理、环境经济与政策、低碳经济等相关领域研究，

先后主持、参加 50余项国家和地方各类科研项目，发表论文 30余篇，合作出版专著 2本，

获上海市决策咨询成果奖三等奖 1次。在环境风险与应急管理方面领域，先后主持或参与

了科技部 863 计划重大项目课题《特大城市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应急技术综合示范》

（2007~2011）、环保部十二五规划课题《环境风险防范制度与对策措施研究》（2010~2011）、

环保部公益行业项目《重大环境污染事件风险防控公共事务管理技术系统研究》

（2012~2015）以及上海市科委、上海市环保局等相关科研项目 10余项，主持编写了《上

海市处臵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上海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手册》、《‚十一五‛期间上

海市环境应急体系建设规划》等。 

 

唐  磊 

 

湖北武汉人，2000 年兰州大学理学学士，2003 年武汉大学文学院硕士毕业，2006 年

博士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

员、副秘书长。2011-2012 年度首尔大学社会学系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知识社会学、

学术史等。曾编有《三十年三十人之思想文化卷》，撰写知识社会学与学术史文章多篇。 

 

陶飞亚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大学博物馆馆长、上海市宗教学会副会长、中国义和团研

究会副会长。出生于 1951 年 9 月。2001 年获香港中文大学宗教史博士，1985.07 获山东

大学历史系历史学硕士，1982.07获山大大学历史系历史学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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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文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研究员。1943年生于浙江绍兴。1964年 7

月杭州大学毕业，即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1982 年 10 月至

1984 年 10 月作为国家公派学者赴美国进修，在乔治城大学、斯坦福大学、美国国家档案

馆等处研究中美关系史。1993年下半年受英国学术院王宽诚基金资助，在英国伦敦大学亚

非学院、英国公共档案馆等处研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1994年 1月至 2003年 10

月任美国研究所副所长、中华美国学会秘书长。1992 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9 年

由国家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主要著作有：《中美关系史（1911—2000）》

（ 三卷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三卷六册），世界知识

出版社 2003-2005年版，《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合著）， 重庆出版社 2006年版；《抗

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合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版，2009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再版等。 

 

陶希东 

 

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博士，副研究员。现任上海社科院神会调查中心副主任。主

要从事城市社会学、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政府公共管理等方面的跨学科研究。近年来在国

内外大都市区（全球城市区域）跨界治理模式、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等

几个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近年来主持或参与课题总共 20余项，其中承担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 1 项，参与省部级重大课题 2 项，地方政府或职能部门课题多项。独立完成专著 3

部，合作完成著作 10部，5篇专报获得中央和上海市委市府领导批示。主要代表作有：《浦

东之路：社会建设经验与展望》（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田春秀 

 

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室主任、研究员，主要负责气候变化领域相关研

究和技术支持工作，多次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和国内外各种重要会议。近年来，先后主

持或作为核心人员参与了 ‚中欧 CDM 促进项目‛、‚重点行业大气污染与温室气体排放协

同控制政策与示范研究‛、‚水泥行业碳排放强度控制路径优化研究‛等 20多个研究项目，

出版著作 3部，发表学术论文和报刊理论文章 30 多篇。 

 

童世骏 

 

1958年出生于上海，1982年、1984年分别在华东师大获学士和硕士学位；1994年在

挪威卑尔根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共华东师范大学委员会书

记，兼任《哲学分析》（双月刊）总编、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社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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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发表有《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合著）和《现代化的辩证法：哈贝马斯

与中国的现代化讨论》（英文）等著作，《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哈贝马斯著）等译作，在

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中英文论文 100多篇。 

 

涂永红 

 

1987 年 7 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金融学士学位；1990 年 7 月中国人民大学财政学硕士

学位；1996年 7月中国人民大学货币银行学博士学位；2005年 8月至 2006 年 8月美国弗

吉利亚大学访问学者。工作经历：1990 年 7 月至 1993 年 4 月在北京市农业干部管理学院

任教；1993 年 4 月至今在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任教，1999 年晋升为副教授，2008 年晋

升为教授。著有《人民币国际化报告 2012》、《中国外汇新思维》、《浴火重生——高盛》、

《巨人之死——雷曼》等。 

 

屠启宇 

 

经济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双聘教授，上海社会科

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国际城市蓝皮书》主编、全国社科青联理事、北京

市十二五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市规划委员会社会经济文化专业委员。曾任美国

巴德大学富布赖特讲座教授、上海世博会协调局国际事务咨询专家。曾先后在哈佛大学、

剑桥大学、法国政治科学院、德国汉堡经济研究所、新加坡国立大学从事访问研究，获上

海市‚优秀留学回国人才‛称号。主要研究领域：城市战略规划和区域创新体系。目前主

持有教育部社科创新基地重大项目‚大都市服务业发展与中国城市化‛，先后主持承担上

海市‚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总体思路研究、北京市‚十二五‛建设世界城市专

项规划研究、青岛市国际城市建设战略指标体系课题，出版有《国际城市发展报告 2012》

（2012）、《上海经济蓝皮书：世博效应助推上海经济结构调整》（2010）、《谋划中国

的世界城市：面向 21 世纪中叶的上海发展战略》（2008）、《金字塔尖的城市——国际

大都市发展报告》（2007）、《三区联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2007）、

《创新城市与世界城市》(2003)和《聚焦大都市》（2001））等著作。 

 

托马斯•克莱特（KLETT,Tomas Casasi） 

 

执教于瑞士圣加仑大学，教授创业学、企业管理，辅导科学哲学等博士课程。他在莫

斯科管理学院（SKOLKOVO）教授宏观经济学、亚洲经商之道等课程。此外他定期在复旦大

学、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多伦多大学罗特曼学院教授 MBA和 EMBA课程。拥有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本科学位，复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硕士学位，瑞士圣加仑

大学博士学位。研究项目包括圣加仑大学中小企业(KMU)学院主持的‚创业者行为决策陷

阱‛等。他是比利时布鲁塞尔欧洲高级管理研究所(EIASM)的‚公司治理‛、‚亚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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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创业学‛工作坊的联合主席。近著有《日本的开放未来：成为世界公民的日程》（2009，

与莱曼、哈夫纳合作）。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克莱特博士在信息技术领域有一系列创业

实践 

 

汪天云 

 

1950年5月生，浙江湖州人。上海电影集团副总裁、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文化

创意产业管理学院院长。1982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留校当教师，后任教授；上

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生导师。1993年调上海教育电视台任副台长，任职期间，担任教

育电视片策划、撰稿、制作，作品有：《院士礼赞》、《阅读上海》、《电视作文》、《诗

情画意》、《金秋园丁颂》、《来自电影故乡的信息》等。享受国务院特殊专家津贴。 

 

王  燕 

 

上海市人。2000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基础文科强化部。2003 年获得南京大学历史系中

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学位。后转入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系攻读中国近现代史、妇

女史和性别史研究，并于 2010 年 9 月毕业，获得博士学位。2011 年至今在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史学史和史学理论教研室、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担任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中国近

现代史、中国妇女史和性别史、跨文化性别和妇女史、北美中国妇女史研究。主要论文有

‚多元的现代性：空间变化和上海的文明戏，1907－1924‛（Varied Modernities: Spatial 

Change and Civilized Theatre in Shanghai, 1907-1924）和博士论文‚闲逸的消费者

抑或勤勉的劳力者：城市商业文化中的有闲妇女和晚清现代性话语，1860－1911‛（Idle 

Consumers or Productive Workers: Leisured Ladies in the Urban Commercial Culture 

and the Discourses of Modernity in Late Qing China (1860-1911)）。 

 

王安国（JEFFREY,Riegel）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和语言文化学院院长，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文Louis B. 

Agassiz荣誉教授。1996年获得古根海姆学者奖，1999年获得蒋经国基金会高级学者研究

经费，2010年获得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发展项目‛拨款。他与人合著作品有《中国考古

概要》（1985），《吕不韦年鉴》（2001），《墨子研究和翻译》（2013）。此外他在中

国思想、文学和考古方面有多篇论文发表在《哈佛亚洲研究》、《美国东方协会期刊》、

《出土文物》等中外学术期刊上。他参与拍摄了美国发现频道和英国BBC历史频道广受好

评的关于秦始皇墓和紫禁城的纪录片。他现在正在写一本关于儒家道德观的书。他经常代

表悉尼大学到中国进行学术交流。他是上海复旦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人民大学苏州校区

的客座教授。此外，他还在国内外许多大学开设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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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范 

 

1938年出生，江苏昆山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

史教学与研究，主攻中国社会经济史，侧重明清时段与江南地区，于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

方面亦有探索，代表作为《中国历史通论》。 

 

王立民 

 

1950年生，浙江宁波市人，博士。现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和博士后

合作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全国优秀教师。国家精品课程《中国法制史》负责人。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国法制史》的首席专家。国家重点学科法律史和国家

级教学团队法律史的主要成员之一。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的获得者。‚当代中国法学名

家‛。首届‚上海高校教学名师‛。上海市领军人才。上海市‚教育科研工作先进个人‛。

‚上海市教育系统法制宣传教育优秀校长‛。多次被在校学生评选为‚我心目中的十佳教

师‛。 曾任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现兼任中国法律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教育研究

会常务理事、中国监狱史学专业委员会顾问等职 

 

王利民 

 

博士，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分会副总监。2002 年 9月王利民博士加入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在长江中游负责由汇丰银行资助‚恢复长江生命网络‛项目实施，其间成功推动

建立阻隔 30 多年湖泊与长江的生态联系，推动设立长江论坛，恢复洪湖湿地等，为推进

中国湿地保护进程作出贡献。2007年 8月被任命为 WWF‚汇丰与气候伙伴同行计划‛中国

项目主任，组建并带领团队，在淡水生态系统及低碳领域，采取行动减缓气候变化给人们

与自然带来的不利影响。2008年 7月被任命为 WWF 中国分会副总监，负责世界自然基金会

中国分会在长江中下游包括应对气候变化所有项目实施工作，在流域层面推动‚气候变化

适应‛、‚有机整合适应与减排‛等应对气候变化理念及行动。此前，王利民博士在农业部

东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工作 15 年，其间获得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保护生物学

博士学位, 推动建立三峡工程水生生物监测子系统和长江春季禁渔制度并实施。 

 

王荣华 

 

教授，十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院长，上海市生态经济学会会长，

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会代会长，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副

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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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他

于一九八二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士学位，一九八四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一

九九零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他曾在一九七二年至七七年任教武汉市堤角

中学，一九九零年至二零零零年任教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 

 

王学典 

 

2012年 1月担任山东大学新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山东大学教授，山东滕州人，

1956 年 1 月生，1979 年 9 月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后跟随葛懋春先生攻读硕士，1986 年

7月该系史学理论专业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6年晋升为教授。1998年

被评聘为博士生导师。曾任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院长。2006年调任《文史哲》杂志主编，

并兼任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海洋大学客座教授等职。2012.2 被聘为山东省文

史研究馆员。2012年 5 月 6日，当选为中国墨子学会副会长。主要致力于历史哲学和史学

理论研究、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研究，尤长于中国现当代史学思想及史学思潮研究。现已

出版《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翦伯赞学术思想评

传》、《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等多部专业学术著作，并主编有《述

往知来——历史学的过去、现状与前瞻》一书，编选有翦伯赞文集《历史理念》、黎澍文

集《历史文化》等。其中，《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在知识界赢得较高声誉，而《二十世

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一书则被普遍认为是近 50 年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拓荒之作，为海

内外同行所瞩目。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文

史哲》及《史学理论研究》等重要期刊上刊发论文 70 余篇，近年来承担省、部级以上科

研项目 3 项：山东文献集成、古史辨与古籍整理研究、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 

 

王  蔚 

 

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77年出生，1998年毕业于中国青年

政治学院，200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新媒体传播、媒

介文化。 

 

王卓祺（WONG,Chack-kie）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亚太研究学院副主任。他现在从港大停薪留职在香港

特区政府中央政策部工作。他的研究领域包括比较社会政策，福利态度，贫困，福利改革。

他从事大量的论文写作和编辑工作。发表了《中国城市医疗卫生改革》（2006），《转型中

的东亚福利制度改革》（2005），《香港特区福利制度：社会政策治理教训》（2008），《社会

http://baike.baidu.com/view/222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2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2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519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453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626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041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5308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495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0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91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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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关系：中国和西方福利负担》（2009），《东亚和地区福利制度: 全球化，

文化和政府角色》（2011）。 除了学术工作以外，他还积极参加社区志愿者工作和社会服

务工作 

 

魏柳南（VAIRON, Lionel） 

 

1985 年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和政治科学协会的中文系毕业，并于 1999 年 2 月从东方

语言文化学院获得其东方学研究的博士学位。自 1989年至 2002年，他先后在巴黎、东南

亚以及中东担任外交官，随后又于 2003年至 2008 年担任国防部的中东事务顾问。最后，

他又回到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越南研究部门以及国际关系部门教书，同时自 2006 年起负

责法国国防大学的中国地缘政治学研讨会以及中国浦东精英科学院的研讨会。他也就中

国、印度尼西亚以及阿拉伯事物发表过若干文章。他于 2006 年在法国发表过一本有关中

国地缘政治学的书，并于 2009 年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中国威胁‛的文章。他主要研究

有关中国崛起对世界的政治影响、中国—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以及中国对非洲的政治等问

题。目前，他在卢森堡拥有一家咨询公司，并主要研究国际关系以及跨文化事务，也在企

事业单位工作。 

 

文  军 

 

社会学博士。先后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主要从事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理论、

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等领域的研究。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党委书记、社会学研

究所所长、社会学系兼社会工作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和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社会兼职

有：上海市社会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社会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上海市学位委员会第四届

学科评议组社会学学科召集人、中国社会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理事、全国青

联社科联谊会理事、第九、十届上海市青联委员、上海市浦东新区社会工作者协会副会长

等。 自 1990年以来，曾先后在《社会学研究》、《二十一世纪》（香港）、《现代社会

理论研究》（日本）等海内外 80余家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80余篇，其中有 70余篇被《新

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全文转载或重点摘要，出版各类著（译）

作、教材（含合著）14 部、主编丛书二套（各 5 本）。此外，自 2001 年以来，先后主持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

目等省部级以上纵向课题近 10 项。2003 年入选上海市‚曙光学者‛和上海市‚高校优秀

青年教师‛培养计划。2004 年入选教育部首批‚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7 年入

选‚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专家和上海市‚中青年领军人才‛。2009年入

选民政部‚全国农村社区建设专家顾问组‛专家。2010年获上海首届年度（2009）‚社科

新人‛奖。曾多次应邀赴美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十多个国

家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进行学术交流和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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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卡兰兹（KARLENZIG,Warren） 

 

Common Current的创办者与主席，该组织致力于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相关资讯。

卡兰兹先生为联合国、各个国家、各个州或者省、主要大城市、国家试验研究院以及世界

各大公司做过咨询研究。他对各主要地区与城市规划、可持续发展策略、城市可持续发展

的标准以及相关问题都有独到的见解。卡兰兹先生还为包括中国在内的 13 个亚洲国家领

导人提供相关的城市可持续发展管理培训项目。卡兰兹先生还是联合国下属的《上海手册：

21世纪城市可持续发展指导性意见》的主要作者。他还在多个国家的高校开展了讲座论坛，

并时常出现在人民日报、福布斯、英国 BBC广播以及华尔街日报等知名媒体上。 

 

吴  平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环保水务部副经理，兼环境保护研究所所长，高

级工程师职称。长期从事环保治理技术开发、企业环保管理、环境风险控制和管理、水资

源管理、环境监测及环境影响评价等工作。主持完成了‚物化法处理 PTA 高浓度废水‛、‚二

步法腈纶废水处理工艺研究‛、‚利用含铝废催化剂制水处理剂‛、‚高效生物反应器处理工

业废水‛、‚污水回用技术研究‛和‚上海石化水平衡测试和分析‛等项目的研究。参与编

著了《环境风险评价实用技术和方法》。参与完成了‚扬子石化三轮改造及配套工程规划‛、

‚扬子石化油品质量升级及原油劣质化改造项目‛、‚金陵石化公司‘十一五’规划‛、‚金

陵石化油品质量升级及原油劣质化改造项目‛和‚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加工高硫原油项

目‛等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吴畅畅 

 

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为技术哲学、精神分析与文

化研究、大众传媒与新/社会运动、网络行动主义。 

 

吴琦幸（WU,David） 

 

美国圣塔莫妮卡学院现代语言文化系教授、 美中文化研究所所长、 《美中社会和文

化》主编。研究方向：北美华人媒体和社团研究、淘金时代华工生存状态及其贡献、太平

洋铁路华工历史。发表各类论文数十篇、出版有《淘金路上》《文化语言新论》《在地球的

那一边》等书。正在进行的项目有美中国际交流协会基金会赞助的‚太平洋铁路华工遗迹

考察‛项目等。 

 

吴晓刚 

 

江苏镇江丹徒人，1987 年 7 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1991 年 7 月毕业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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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大学社会学系。2001 年 7月获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社会学博士。2001 年 7月到 2003年

7 月在美国密西根大学人口研究中心任 Mellon 博士后研究员，社会学系讲师。2003 年 8

月赴香港科技大学任教，2008 年 1 月升任副教授，2011 年至今任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应

用社会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吴晓刚的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分层与流动，经济社会学，政治

社会学，和定量研究方法。他的文章发表于《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美国社会学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社会力》(Social Forces)、《人

口学》(Demography)，以及《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吴晓刚的研究课题受到美国

Andrew Mellon 基金会、Spencer 基金会、香港特区政府研究资助局和台湾蒋经国国际交

流基金会的资助。他主持的一项关于香港社会状况的调查‚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是

第一批获得香港政府公共政策研究基金资助的大型研究项目。他目前是香港特区政府研究

资助局公共政策战略研究计划‚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2009-2014）的项目主持人, 也

是国内多项大型社会调查项目的国际学术顾问。吴晓刚目前还担任国际著名社会学期刊

Social Forces 和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的编委，China Review 的执行编

委，英文 SSCI 期刊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的主编。 

 

吴心伯 

 

1966年生于安徽。1992年在复旦大学获国际关系法学博士学位。1994年赴美国乔治〃华

盛顿大学从事访问研究，1997 年在斯坦福大学从事访问研究，2000 年在布鲁金斯学会任

客座研究员。2005 年 3 月在法国巴黎政治学院任访问教授。2006 年 10 月至 2007 年 7 月

任美国和平研究所杰宁斯〃兰朵夫高级研究员。现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

事中国外交与安全政策、中美关系及亚太地区政治与安全问题的研究。出版专著 3部：《金

元外交与列强在中国》、《太平洋上不太平—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世事如棋

局局新—21世纪初中美关系的新格局》，英文研究报告《中美之间：处理危机与保持和平》，

在国内外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 50余篇。 

 

吴志良 

 

1985 年北京外国语学院葡萄牙语专业毕业；1991 年在澳门东亚大学完成为期两年的

公共行政课程；1997 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88 年加入澳门基金会，1992 年起

出任管理委员会委员，后出任主席，2001年该会与澳门发展与合作基金会合并成立新澳门

基金会后，担任全职行政委员，于 2010 年 7 月起出任该会行政委员会主席。为澳门公共

行政管理学会会长、澳门学者同盟主席、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明史学会理事、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和学术交流基金会理事，以及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南京大学、北

京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1993年底始主编《澳门论丛》、《新澳门论丛》、《濠海丛刊》和《澳

门法律丛书》，并合作主编《粤澳公牍录存》、《澳门丛书》、《澳门百科全书》、《澳门总览》、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粤澳关系史》、《澳门历史新说》、《澳门编年史》、《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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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史新编》和列国汉学史书系共 25 部。着有《葡萄牙印象》、《澳门政制》、《东西交汇看

澳门》、《生存之道—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澳门政治制度史》及《一个没有悲情

的城市》等。合着有《澳门政治社会研究》、《镜海飘渺》、《东西望洋》、《过十字门》、《早

期澳门史论》 

 

武  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博士后流动站合作导师；中国社会

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江西财经大学、河南大学等兼职教授。主要

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重点为政府经济职能、产业结构演变和‚三农‛问题。

曾主持和参加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主要代表作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增

订版）》(主编)、《中国发展道路》（主编）、《中国国家资本的历史分析》（合著）等论著。 

 

夏腊（BIDDULPH, Sarah Catherine）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法学院教授。近著有：《中国的法律与平等工作：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标准的制定与执行》（合著，2013）、《中国的司法改革和行政拘留权问题》（2007）、

《亚洲法律比较研究》（合著，2008） 

 

 

肖黎春 

 

1970年 2月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学士，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

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涉及劳动就业、流动人口、妇女发

展、人口老龄化以及生育率等问题的研究。主持科研项目情况：曾主持过多项国家及市、

区、院级课题，包括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目前上海就业形势分析和预测研究‛和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上海学龄人口的变动趋势与教育资源整合问题研究‛，也

参与过多项国内外合作课题的研究工作，有多篇论文发表于国家一级刊物。主要研究获奖

情况：调研报告《公共政策视角下多元家庭结构呼吁多样的家庭服务》获 2012 年度上海

市妇女儿童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调研报告《两代女农民工状况研究》获 2011 年度

上海市妇女儿童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论文《上海女性就业的发展与现状、问题研究》

获 2010 年度上海市总工会优秀调研报告和论文评选一等奖、上海工运女职工问题研究论

文一等奖；调研报告《发挥妇联执委和妇女代表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作用》获 2009

年度上海市妇女儿童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优胜奖；论文《上海失业下岗人员现状及发展趋势》

获 2002 年全国人口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上海市人口学会人口科学三等奖；参与撰写的

著作和调研报告曾获‚中国人口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第十次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资

助、第二届中国妇女研究优秀成果调研报告类三等奖、上海市妇女儿童理论研究优秀成果

一等奖、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市科学技术成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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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逸夫（YVES,Tiberghie） 

 

2002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和亚洲研究中

心主任，也是该校中国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和欧洲研究中心的副教授。同时，也是巴

黎行政学院欧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肖逸夫毕业于巴黎高等商学院，在欧洲管理学院协

会获得管理学硕士学位，并获得斯坦福大学国际政策研究硕士学位。肖逸夫在 2004-2006

年是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他同样还是获日本资助的东京庆应义塾大学金融学系的学者。在

2010-2011 年，他先后在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北京大学东亚研究院、复旦大学和台湾大学

做访问学者。他的学术专长为比较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并以中国、日本和韩国

为例做考察论证。他出版了论文和著述多部，研究涉及全球气候变化政治和农业生物学管

理。肖逸夫博士当前正致力于全球管理的项目的研究，尤其关注中国、日本和韩国在 20

国集团以及全球经济环境问题中的作用。 

 

萧琮琦（SHiao,Paul） 

 

暨南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学系博士。现任台湾家扶基金会社会工作处处长，台湾

朝阳科技大学社工系兼任讲师，台湾东海大学行政管理暨政策学系兼任助理教授等职。 

 

谢  钢（SRIKANTH,Kondapalli） 

 

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学研究教授。他分别于 1989年和 1995 年在尼赫鲁大学东亚研究

中心和国际研究学院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96 至 1998 年期间，他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学习汉语，并在中国人民大学做博士后访问学者。2004年，他是台北国立政治大学访问教

授，并于 2007 年在北京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在 2009 年和 2011 为山东大

学荣誉教授。他在 2010 年荣获政策安全研究的荣誉奖项。 

 

谢耘耕 

 

男，文学博士，现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

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后。曾先后在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东方卫视工作，有二十年的

新闻采编和媒体经营管理经验，先后有三十多篇新闻作品和论文获中国新闻奖、中国广播

电视新闻奖、上海新闻奖、湖北新闻奖、上海新闻论文奖等奖项。 

 

邢广程 

 

1961年 10月生于黑龙江绥棱。199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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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 9月晋升研究员。2003年 11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

国际政治。著作：俄罗斯议会，合著，华夏出版社 2002 年版，独自撰写约 5 万字。中亚

五国概论，赵常庆主编，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9 年版，独自撰写约 4 万字。中亚五国概论，

赵常庆主编，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9年版，独自撰写约 4万字等等。 

 

熊月之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员、上海历史学会会长。1981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

史系，获硕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中国近代史、社会史、城市史、思想文化史等。曾主持

‚上海通史‛、‚异质文化交织下的都市文化－近代上海社会生活研究‛、‚上海社会生活史

研究‛、‚上海大辞典‛、‚上海城市精神‛、‚长江边的中国：大上海国际都市圈建设与国家

发展战略‛、‚上海历史文脉与城市雕塑‛等各级各类重大课题。其著作《中国近代民主思

想史》、《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冯桂芬评传》都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主编的《上海通史》（15 卷）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和第五届国家图书奖。 

 

徐明棋 

 

男，1953 年 7 月 25 日出生于上海，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教

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副秘书长，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秘书长，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亚太研究会理事，是国

际组织‚全球化委员会‛的委员，曾兼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刊《社会科学》和《学术季刊》

总编辑。其专业研究领域包括世界经济理论、国际金融体系和市场结构、外汇理论、货币

政策及中国金融改革和开放等。 1976 年毕业于厦门大学，1979-1982 年师从著名金融保

险专家唐雄俊教授获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学专业硕士学位，后曾执教于江西财经大

学，历任金融研究室副主任、主任、财政金融系副主任，讲师、副教授等职。1987-1988

年获国家教委奖学金赴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研修。1991-1994 年师从著名教授褚葆一，并

获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专业博士学位。1995-1996 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后奖学金赴

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师从 Dwight Perkins 和 Richard Cooper 教授。2001 年曾获

亚洲学者研究奖金，赴韩国从事东亚货币合作课题研究。 其主要著作有《国际金融》、《市

场深化中的金融重构—国际性金融变革的比较研究于启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浴

火重生—入世后中国金融结构的变革》、《经济强国—中国和平崛起的的趋势与目标》《强

国经济—中国和平崛起战略与道路》等 10 余部，在国内外重要和核心刊物上共发表论文

80余篇，并曾负责主持过多项国家、上海市及财政部重大课题研究、其成果曾多次获得上

海市政府和上海社科院的奖励及中国金融学会的奖励。目前正在负责主持市哲学社会科学

课题《资本项目开放条件下的汇率稳定与金融危机防范机制》、市政府发展改革委员会‚十

一五‛规划课题《‚十一五‛期间上海深化对外开放研究》和浦东新区‚十一五‛规划课

题《推进陆家嘴地区金融中心核心功能区建设研究》的研究。 曾多次应邀赴美国、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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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法国、卢森堡、芬兰、荷兰、瑞典、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墨西

哥等地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做大会发言和论文交流，并有多篇论文在国际性学术刊物上

发表以及被编入国外出版的论文集；曾应邀任荷兰莱顿大学、芬兰赫尔辛基大学、韩国汉

城大学、延世大学和西江大学客座教授，讲授中国金融和经济及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等课程

和讲座。2003年 11月 5日曾为上海市委常委学习会做学习报告。 

 

薛凤旋 

 

福建人，1947 年出于广州，在香港长大，毕业于香港大学，获地理学学士及硕士学

位；1977年获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博士学位；1977 至 2007年任教于香港大学地理系；1993- 

1998 出任地理系系主任，现任香港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暨地理系讲座教授。他

也是香港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多所大学的荣誉教授，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和澳门大学的名誉研究员，以及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及资源研究所

的特约教授及研究员。薛凤旋教授自 1977 年起就有关中国的议题进行广泛的研究，范畴

涉及中国经济、中国与全球体制的连接、城市和区域发展、社会和政治演变等。薛教授屡

有论著发表或出版，中英文专著共 40多本，国际学术论文 100多篇，这些获得广泛推崇，

经常被引用。他对中国经济、经济地理和都市研究卓有贡献。他在城市史研究上更独树一

臶，《北京：从传统国者到社会主义首都》、《香港发展地图集》，以及《澳门五百年：一个

特殊中国城市的兴起与发展》都是可以传之久远的此类作品。 

 

严三九 

 

1993年 7月至 2000 年 8月，在广州大学工作，曾任系副主任、系主任。2000年考入

复旦大学攻读新闻学博士学位，2003年 7月至今，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任副院长、院长。

主要研究新媒体、媒介经营管理及媒介文化研究，曾承担‚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研究‛、

‚新媒体时代的典型报道研究‛等多项国家及省市级课题，在《新闻大学》、《新闻记者》、

《当代传播》等杂志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中国传媒资本运营研究》、《媒介经营与管

理》等多部专著。 

 

严善平 

 

1963年安徽省出生。1984 年 7月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系，85年 10月教

育部公派留学日本，91 年 3月获京都大学农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经济发展、人口与就业

等领域的研究。中国经济学会期刊《中国经济研究》主编、日本现代中国学会年报《现代

中国》主编，《周刊东洋经济》[中国动态]专栏主笔。有新著《从农村到城市：人口流动

研究》（岩波书店 2009）、《中国农民工调查研究》（晃洋书房 2010）、《当代中国农

村的人口与就业》（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 2012）等。2010年获大平正芳纪念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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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国栋 

 

男、汉族、1965年出生，南开大学外语学院西语系主任、教授。现任中国中外关系史

学会理事、《俄罗斯文艺》编委。研究方向：中俄文化交流与比较。2000 年起主持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项目‚俄国汉学的历史及成就‛。独立承担南开大学教材出版资助项目《中国

文化概观（俄文版）》，2001年 1月已出版，2002 年重印。参与天津市 1999 年度社会科学

研究基金重点项目‚明清耶稣会士传教活动的文化意蕴‛，《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已出

版。2003 年起主持天津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天津杨柳青年画在俄罗斯的收藏与研究‛。

著作：《新编经贸俄语教程》、《中国文化概观（俄文版）》等。 

 

颜海平 

 

1982 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同年留校；1983 年底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欧

洲现代戏剧、比较文学和批评理论专业。1987 年获硕士学位，1990 年获博士学位。1991

至 2002 年，先后在欧柏林文理学院、科罗拉多大学、密西根大学任教；2001 年获终身教

授。2003年特邀出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戏剧、影视、新媒体学院教授、批评理

论终身教授（2006年获终身正教授），UCLA中国艺术与媒体研究项目主任。2008年特邀出

任康奈尔大学戏剧电影系终身正教授博导、戏剧电影及理论艺术学研究生部主任；戏剧电

影、比较文学与东亚文学博导、康奈尔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2012年起，兼康奈尔大学经

济与社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颜海平教授早年创作十幕历史剧《秦王李世民》并获全国优

秀剧本一等奖；该剧 2004 年收入《中国现代话剧名作导读》、2009年收入纪念改革开放三

十年《曹禺剧本奖作品选》。自 1980年代后期至今，以英文并中文在比较戏剧、媒体文化、

和跨文化理论艺术学等方面发表大量论文。主要英文书著包括 《戏剧与社会：当代中国

戏剧选》（1998一版、2000 二版）、《别样的跨国：散居的亚洲及其艺术审美》（2005）、《中

国现代女性作家和女性主义想象：1905—1948》 （2006 精装版、2008 平装版）；中译本

《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2011 年 5 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大迁移：当代中

国艺术文化的兴起》，2013 年美国 Routledge Publishers 出版。颜海平教授经选举历任全

美戏剧文化与妇女问题研究协会主席、全美戏剧文化研究协会常务理事、年度最佳学术著

作奖评审委员会委员、高等教育戏剧学科及研究和出版评审委员会委员。1999年美国广播

电视公司（CNN）以其在英语和汉语世界的学术贡献和创造性著述将她评为‚新世纪最具

有跨国影响力的六位中国文化人物之一‛。入选《二十世纪杰出学者录》（英国；2000年）、

《美国杰出女性录》（美国；2004 年）、2009 年上海社科院编撰《画说上海文学：百年上

海文学巡礼》为‚十九世纪末叶迄今一百多年间上海文学主要成就‛之一。颜海平教授赴

美以来，始终以各种方式为祖国服务。90年代，她作为清华大学特邀客座教授, 多次回国

短期讲学；2003 年，她被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特邀为紫江学者，每年定期回沪讲学；2009

年兼康奈尔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比较人文研究中心主任。2011年 11 月，入选上海首批千人

计划特聘专家，任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媒体文化和社会发展高等研究院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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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鹏飞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二级教授，经济思想史研究所所长，《经济思想史评论》主

编，以及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世界政治经济学论坛顾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和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69 年获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81

年获武汉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并留校执教，先后在美国密执安大学（1991 年）、德国特里

尔大学（1998年）、英国伦敦都市大学（1999年）做过高访学者或合作研究学者。主要从

事经济学和经济史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代表性论著有《激进政治经济学派》、《中国保险

史（1805-1949年）》等 

 

晏可佳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杨  柏 

 

香港经济导报总编辑。 

 

杨  雄 

 

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青少年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学

术兼职：上海青少年教育协会副会长；上海社会学会常务理事兼青年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主

任；上海社会心理学会副会长兼青年社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常务

理事。社会兼职：上海社科院社会调查中心主任；上海市儿童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

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当代青年研究》杂志社社长、总编辑 

 

杨爱辉 

 

杨爱辉世界自然基金会项目经理，加拿大 Manitoba 大学水生态学硕士, 负责 WWF 在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企业水管理先锋项目（Water Stewardship Project），与汇丰银行

（HSBC）、宝洁公司（P&G）、艺康集团（Ecolab）等企业在水资源保护管理和湿地修复方

面开展大量合作，目前，也正在与 H&M 等企业合作，推广使用在太湖流域利用水足迹管理

等工具，开展纺织企业的绿色转型以及参与水资源管理等工作。为创建湿地修复和保护水

源地示范上海大莲湖模式、推动多方参与水管理机制、探索纺织印染企业水环境挑战与创

新机遇、开拓食品行业全产业链水足迹研究和示范等方面做出显著的贡献并起着积极推动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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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佃华 

 

浦东新区环保局环保事务中心，硕士研究生学历，环境工程专业,高级工程师，国家

节能减排评估师。主要从事新区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新区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区

复核、推进国家生态区创建，新区三年环保行动计划、创建新区碳交易市场研究和启动‚双

十‛试点筹备等项工作。 

 

杨国强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 

 

杨海军 

 

男，1964年 1月出生，华东师范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副院长，传播学院院长

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兼职：中国广告教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新闻史学会特聘

常务理事，中国广告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广告史研究》，

学术成果《中国古代商业广告史研究》获吴玉章人文社科优秀奖；发表学术论文 60余篇，

出版专著、教材 14 部。在广告传播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中国元素国际传播实践及广告

品牌传播与国家发展战略等领域多有建树 

 

杨慧林 

 

1954年出生于北京，文学硕士、哲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责任教授、博士

生导师，副校长兼文学院院长、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文论和宗教

学。兼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专家评审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

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专职研究员，并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等聘为兼职教授或

兼职研究员，被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等聘为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被美国旧金山

大学聘为 Distinguished Fellow of EDS-Stewart Chair，被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聘为学术委员会委员。 

 

杨建文 

 

1952年 10月生，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代表作有《产

业经济学》、《上海汽车发展报告》、《上海金融发展报告》等。曾获国务院特殊津贴、孙冶

方经济学著作奖、上海市‚领军人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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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洁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兼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政协上海市第十

一届委员会委员。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和‚上海市杰出专业人士‛荣誉称号。毕业于

上海师范大学英语专业，获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关系硕士、美国弗菜彻法律和外交学

院硕士、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主持过多项国家和上海市社科项目、外交部课题、国

台办和市台办课题等。近著包括《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分析与探索》、《后冷战时期的

中美关系：对外政策比较研究》、《世界格局中的台湾问题：变化与挑战》（合著）、《国际

恐怖主义与当代国际关系：‚9〃11‛事件的冲击和影响》（合著）、《国际合作反恐：超越

地缘政治的思考》（合著）、《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危机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大合作：

变化中的世界和中国国际战略》、《大整合：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趋势》、《大磨合：中美相

互战略和政策》、《国际体系转型和多边组织发展：中国的应对和抉择》（主编）、《大体系：

多极多体的新组合》等。 

 

杨圣敏 

 

教授，民族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985 工程‛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基地主任

和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社科委民族学、社会学、政

治学学部委员兼主持人，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民族学组主持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

究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副会长、中国回族学会副会长。

1998年被教育部评为‚跨世纪优秀人才‛，2006 年荣获教育部‚第二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奖‛，2007年荣获国家民委‚突出贡献专家‛称号，2009年荣获‚国务院第五次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模范个人‛称号。他在民族问题的基础理论研究和重大社会问题的应用

研究方面卓有建树，多项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以及边疆社会稳定

关系密切的研究报告得到了党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的肯定和高度重视。其研究领域主要是

中国西北和中亚的民族，特别是在维吾尔族历史和文化等领域成果较多，被收入哈佛大学

编辑的世界学者名录之中亚研究学者名录，在国际学术界有较高知名度。2000－2002年，

他作为主持人之一参与了《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调查研究》项目，研究报告

上报国务院和中央政治局，受到高度重视，国务院为此专门拨出专款数十亿元支持 22 个

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该报告获国家民委 2002年优秀调研报告一等奖。2004年 5月 24－

28日，应邀参加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主持的研讨会，做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

版图消长‛和‚农民战争与社会进步‛问题的讲座。10 月 21 日，作为主讲人之一参加中

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以‚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为题作了专题讲座，受到

中央领导人的重视与好评。此次讲座对提高民族学学科的影响和地位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

用。2005－2006年他受中央政法委委托完成的研究报告《当前影响新疆稳定的突出问题、

产生原因和解决思路——如何从基本稳定到长治久安》，由于‚对于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

领域的反分裂斗争、维护新疆稳定具有指导意义。‛（摘自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的书面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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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受到中央领导重视，并上报中央政治局。该报告荣获 2006年全国民委系统调研报告

奖一等奖。 

 

叶  斌 

 

1968 年 8 月生于上海。复旦大学政治学学士（1990），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学硕士

（1998），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博士（2009）。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

究员，主要研究兴趣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海史。发表论文多篇。 

 

叶炳权 

 

出生于澳门，获颁授台湾成功大学企业管理学士 (1985) 、澳门东亚大学及葡萄牙国

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学士 (1991) 、澳门大学及葡萄牙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硕士 

(1997) 。曾被委任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工作局局长 (12/1998-10/2010) ，期间担

任多项社会福利及公共房屋事务的专责委员会，就青年、长者、复康、防治药物依赖及艾

滋病、保障暴力罪行受害人等范畴，参与政策咨询和倡导工作。自 11/2010 被委任为澳门

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保障基金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以及退休基金会行政管理委员会行政

委员，并且继续出任社会工作和长者事务委员会委员。 

 

叶俊荣 

 

现台湾大学法律学院教授与台湾大学环境永续政策与法律中心的主任。叶教授自美国

耶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即进入台大任教。叶教授的专长领域为宪法、行政法、环境法

与管制理论等。他曾参与台湾宪法改革与许多重要的议题讨论，例如草拟多项立法草案，

包括信息公开法、行政程序法与环境影响评估法等等。叶教授曾获得国科会的杰出研究奖，

中英文出版著作甚丰，内容涵盖环境治理、行政管制与民主转型下的宪法变迁等 

 

叶  青 

 

1963年生，江苏无锡市人。中共党员。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三届全国法

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第五届上海市教学名师。曾任华东政法大学副校

长、诉讼法学研究中心主任。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1985 年 7月留校任教，

先后为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主讲《刑事诉讼法学》、《外国刑事诉讼法比较》、《刑

事诉讼法专题研究》、《诉讼证据法学》、《审判理论与实践》等课程。2000年起受聘在

澳门大学法学院讲授《中国大陆刑事诉讼法》。曾赴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学院、英国剑桥大

学、牛津大学、华威大学和威斯敏士特大学、美国威斯康辛州立大学、纽约大学、加拿大



98 

 

多伦多大学、日本青山学院大学等法学院学习访问。2004 年 8 月—11 月赴新加坡国立大

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2006年荣获上海市第三届优秀中青年法学家称号。 

 

伊藤亚圣（ITO,Asei） 

 

2006年，毕业于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经济系，本科期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日本

霞山会财团的奖学生，赴中国人民大学进行交换留学。2011年，担任日本学术兴振会特别

研究员，并赴中国广州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留学 MBA 课程。完成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经济系博

士课程，2012年 4月起，就职于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担任（当代经济研究基点）特

任助教及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研究员。部分研究成果：《中国制造业集群的生产率、利

润率与竞争状态―基于 2007 年企业数据的计量分析》(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 年),

《当代日本工业集群的演变―集群与‚日本制造‛—》(『広东科技』第 280号，2012年) 

 

尹龙泽（Inryukawa） 

 

1954 年生于日本国冈山县。1982 年完成创价大学博士课程后留校任教，1996 年成为

创价大学法学院教授，1998 年在中国武汉大学法学院做访问教授。2003 年获创价大学法

学博士学位。2004年获律师资格。现为创价大学法科大学院院长、韩国国立全北大学特聘

教授、律师、亚洲法学会理事、韩国朝鲜半岛与法研究会代表。主要著作有《东亚行政复

议制度研究》（有信堂 2004 年）、《韩国行政复议制度研究》（1996 年、创价大学亚洲研究

所）、《现代韩国法》（有信堂 2004年）、《人权是谁的》（1999年，有信堂）、《一般行政法》

（1989年，八千代出版）、《法学序曲》（1994年，八千代出版）等 

 

于尔根〃温德勒（WENDLER,Eugen） 

 

出生于 1939年，是一所经济院校的创始人和校长，在德国图宾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路特林根大学国际市场学、市场心理学教授；是致力于历史和当前经济研究的弗里德里

克〃李斯特中心的创始人和主任。他的论著约有 20部，并且有论文多篇。 

 

于宏源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公共政策所副所长，研究员，2010年上海社科新人。同时兼任中

国人民大学能源战略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2000 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毕业，2003 年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博士

毕业，2011年担任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CSIS）访问学者。代表英文专著为美国纽约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出版的 Global Warming and China's Environmental Diplomacy  

(2008, 2011)。代表中文专著《环境变化和权势转移：制度、博弈和应对》，上海人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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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 2011年 1月出版。代表论文包括：‚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Asia-Pacific: China 

Responds to Global Warming". Global Change, Peace, and Security, vol. 17, iss.1 

(2005). ＂气候变化与全球安全治理：基于问卷的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0

年第 6 期， ‚国际制度和中国软能力建设—基于两次问卷调查的结果分析‛，《世界经济

与政治》，2008 年第 8 期，‚国际机制中的利益驱动与公共政策协调‛，《复旦学报(社会科

学版）》，2006 年第 3 期。，‚国际环境合作中的集体行动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

年第 5期。目前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限容和创新：气候变化两大挑战的综合研究‛，

项目批准号码：09BGJ008，国家十.二五规划科技支撑项目课题‚气候变化谈判综合问题

的关键技术研究‛的专题任务，课题编号:2012BAC20B02，还曾经主持了国家气象局、环

保部、美国能源基金会、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世博会等相关课题，，多次获得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论文奖等。 

 

于建明 

 

2000年 4月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2006年 4月至 2012年 4月获日

本政府国费奖学金在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攻读并获得博士学位。2012年 6月进入清华大学

社会学系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主要从事家庭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研究。论文发表于日本的

《家族关系学》《人间文化创成科学论丛》《生活社会科学研究》以及中国的《日本学研究》

等刊物。 

 

余治平 

 

1965年11月出生，汉族，籍贯江苏洪泽。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

导师，研究领域为儒家历史与文化、中国哲学。1988年毕业于东南大学，专业为马克思主

义基础理论。1997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硕士学位，专业为西方哲学。2001年复旦大学哲

学系博士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专业为中国哲学。随后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从事哲

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2002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中国哲

学与后现代》课题，2005年出站。著有《唯天为大——建基于信念本体的董仲舒哲学研究》

（获‚上海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2002-2003）‛著作类三等奖）、《哲学的

锁钥：源于本体论的形上之思》、《中国的气质：发现活的哲学传统》。 

 

俞吾金 

 

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据点所长、复旦大学

人文学术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哲学学会副主任、上海市社联

常委、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人事部第五届博

士后管理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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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副理事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哲学基础理论、国

外马克思主义、外国哲学史、现代外国哲学。 

 

俞新天 

 

上海台湾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兼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

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等。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对外友好委员会副主任，上海

市政协学习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所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副

院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1990-1991 年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和

加州伯克莱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1997年参加美国艾森豪威尔交流成员项目。主要研

究领域：亚太地区国际关系、中国对外战略、国际关系中的文化等。著有：《机会和限制：

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条件和比较》、《走自己的路：对中国现代化的总体设计》、《世界南方

潮：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强大的无形力量：国际关系中文化的作用》等专著。

主编 Cultural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ultural Facto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等论文集。发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问题思考》、《认识和避免当今的冲

突和战争》、《中国统一的国际因素》等论文。 

 

郁鸿胜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人民政府规

划委员会专家委员 

 

乐黛云 

 

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项目负责人。1990年获加拿大

麦克马斯特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历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国际

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发表《比较文学原理》、《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与

比较文化十讲》等十余种专著。 

 

约翰〃瑞恩（RYAN,John R.） 

 

美国创新领导力中心（CCL）主席。CCL致力于领导力的教育和研究，于 1970年成立，

系非营利性教育机构，被《财富周刊》评为提供全球顶级决策教育机构。CCL 每年为全球

超过 20,000个人领导者以及 3,000组织机构工作。作为美国退役海军中将，John于 2002

年加入 CCL理事会，并于 2007年当选为主席。2005 年到 2007年，他担任纽约州立大学校

长。在此之前，他还担任过纽约州立大学海事学院临时院长，以及美国海军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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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2002）。作为前美国海军飞行员，John 在军队服役 35 年。John 于 1967 年在美国

海军学院获得学士学位，1975年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获得管理学硕士学位，此外他还完成了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国家与国际安全高级执行官项目 

 

曾  刚 

男，1961 年 11 月生,湖北省武汉市人，1982 年 7 月获湖北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88

年－1996年在联邦德国留学、工作，1992年 7月获德国 Justus Liebig-University Giessen

区域规划学博士学位。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区域经济学教授、人文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博士

生导师、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院院长，兼任华东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德国

Duisburg-Essen University 兼职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特聘专家以及中国城市规划学

会理事，中国自然资源学会理事，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常务理事和流域发展研究专业委员会

主任，中国地理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及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担任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重大项目‚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研究‛首席专家。近年来，先后在国外出版著作 3部、

国内出版著作 4部，在中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120 余篇，在区域模式与区域规划、企业网

络与产业集群、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等领域取得了一些列重要研究成果，赢得了有关方面

的关注和好评。 

 

张  剑 

 

男，硕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现代史室副

主任。1969年生，先后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获工学学士、史

学硕士和史学博士学位。致力于‚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与社会变迁‛方面的研究。出版著作

《科学社团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以中国科学社为中心》。发表相关论文《中国科学社年

会分析（1916—1936）》、《清末民初一代学子弃理从文现象剖析》、《蔡之增与中国科学社》、

《城市发展与城郊农作物结构变迁——论近代上海为例》、《清末民初留美学生社团组织分

析》、《从科学宣传到科学研究——中国科学社科学救国方略转变》、《民国科学社团与社会

变迁——以中国科学社为中心的考察》、《学术与工商的聚合和疏离——中国数学会在上

海》、《中国学术评议空间的开创——以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为中心》、《竺可桢与中国科学

社》、《三个时代的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社与科学传播》、《中国科学社与东南社会－兼

论民国科学发展的地域性》等 30余篇。其中博士毕业论文获得 2004年上海市优秀博士论

文。 

 

张树华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国外社会科学》杂

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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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平 

张树平，汉族，男。1978 年 1 月出生，四川彭山人。1996 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法律

政治系，攻读政治学专业，获法学学士学位。2000 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攻读政

治学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2003年考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攻读政治学

理论专业中国政府与政治方向，获法学博士学位。2007年 3月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当代中

国政治研究中心从事科研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学理论、古典政治学、中国政府与政

治。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助理，副研究员。著有《中国传统政

治知识形态生成研究》（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年版）、《政治建设与国家成长》（合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 年）等；另在《政

治学研究》、《天津社会科学》、《人文杂志》、《东岳论丛》、《学习与探索》等国内权威或核

心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其中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政治学》全文转载 

 

张维为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春秋综合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客

座教授、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以中英文发表过许多关于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

改革、中国发展模式、比较政治的文章。近著有《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导，亚非学院院长，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主任，兼中文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副主任；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

研究会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宗教学会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国

际汉学》主编，《国外汉语教学动态与研究》主编。 1994-1996 为德国《华裔学志》研究

所作访问学者。2001 到 2006 间，多次到德、法、意等国学术机构访问。目前主要从事明

清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基督教史、西方汉学史、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汉语国际传播战

略研究。代表著作有：《历史哲学的重建》（三联哈佛燕京丛书）、《中国和欧洲宗教与哲学

交流史》（东方出版社），并编有多本学术论文集，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国内外学术

刊物上发表论文 50余篇。  

 

张小劲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系主任、教授、博导，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先后获学士、硕

士和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期间，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

学政府治理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双聘教授等职务。2010年

进入清华大学创办新清华政治学系，担任系主任。此外，还曾多次作为访问学者赴欧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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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日本、台湾多所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和访问，2001 年 4 月－2001 年 5 月，法国巴黎政治

学院（SciPo）‚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高级访问学者，2003年 10月－2003 年 12月， 英

国杜伦大学（Durham）政治学系‚亚洲链‛项目访问学者，2004年 9月－2005年 8月， 美

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政治学系富布赖特访问教授（VRS），2007 年 9 月－2007

年 10 月，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中欧欧洲研究中心项目（ESCP）访问学者，1997 年～

2001年期间曾以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中方项目主任的身份从事对外学术交流工作，此后

还兼任教育部国际学术交流委员会咨询专家、中外合作办学评议组专家。主要从事政治学

方法论，比较政治学，比较政党政治方面的研究，发表有 10 余部专著、译著和数十篇专

业论文、若干研究报告，主持国家级、省部级重要科研项目多项。 

 

张幼文 

 

1951年 7月生，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兼任中国世界经济学

会副会长、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世界经济研究》杂志主编、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财

经委、市政府等部门的决策咨询专家。1993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同

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6年获国家人事部颁发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和上海市‚领军人才‛称号。主要研究领域为世界经济理论和中国对外开放战略。长期探

索创建世界经济学学科体系，先后主编了三部不同体系的世界经济学。提出世界市场存在

着‚国民价值增值机制‛理论。研究经济全球化基础理论，提出从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出

发建立世界经济分析体系。引进西方外贸扭曲理论分析中国经济体制，提出消除政策引致

性扭曲提高开放效益。在中国加入 WTO的影响与对策上过盛了多项成果。2002年起探索中

国建设经济强国的道路与战略，，出版《当代国家优势》一书提出‚要素培育与全球规划‛

战略。主持多项对外开放战略研究课题，主编出版了《新开放观——对外开放理论与战略

再探索》。2009年主编出版了《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重大主题与发展趋势》。个人文集

题为《体制竞争——全球化经济机制与开放战略》。 

 

张志刚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基督教与宗教学原理教研室主任，

中国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宗教冲突与对话研究‛

（2003-2008）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山东大学犹太

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美国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美国哈佛大

学燕京学社兼职研究员（1998—1999），德国法兰克福大学 DAAD客座教授（2006—2007）。

研究领域：宗教学理论，宗教哲学，基督教神哲学，宗教与文化，中西方哲学、宗教与文

化比较研究。主要著作：《宗教文化学导论》（1993），《猫头鹰与上帝的对话——基督

教哲学问题举要》（1993），《走向神圣——现代宗教学的问题与方法》》（1995），《理

性的彷徨——现代西方宗教哲学理性观比较》（1997），《宗教学是什么》（2002），《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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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哲学研究——当代观念、关键环节及其方法论批判》（2003）。主编：《东西方宗教伦

理及其他》（张志刚、斯图尔特主编，1997），《中外宗教交流史》（楼宇烈、张志刚主

编，1998），《宗教研究指要》（2005），《20 世纪宗教观研究》（2007），《跨文化思

想者文库》（丛书，2005-） 

 

赵蓓文 

 

女，1970 年 5 月生于上海，2003 年获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学博士，2008 年获复

旦大学博士后。1992 年 7 月至 2008 年 9 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任实习研究

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2008 年 10 月至今在上海社科院世经所任研究员。现任上海

社科院世经所所长助理、国际投资室主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德国经济研究所访问

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利用外资和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已出版专著有《WTO 规则与中国外

资政策》、《外资的宏观经济效应传导机制研究》，并在《改革》、《国际贸易问题》、《世界

经济研究》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60多篇。 

 

赵力涛 

 

博士, 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先后获北京大学社会学学士

（1995），北京大学社会学硕士（1998），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博士（2004）。     主要研究

兴趣包括社会分层与流动、教育社会学、组织社会学、转型社会研究、中国社会政策等。

他的研究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二十一世纪》（香港）等中文刊物，

以及诸多英文国际期刊，包括《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教育发展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人造环境》（Built Environment），《中国：一份国际期刊》（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东亚政策》（East Asian Policy），《中国教育前沿》（Frontiers of 

Education in China） 等等。他的出版物还包括英文著作《通往私营企业主之路》（Paths to 

Private Entrepreneurship: Markets and Mobility in Rural China），主编英文论文集《中国改革

30 年：挑战与展望》（China’s Reforms at 30: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以及《中国的新社会

政策：构建和谐社会》（China’s new Social Policy: Initiatives for a Harmonious Society），并

和黄朝翰教授合著《新加坡社会发展经验》。 在学术研究之外，他积极参与政策研究与相

关活动，受新加坡国家发展部之邀研究中新天津生态城的建设，与上海华夏研究院共同完

成《中新天津生态城社会政策框架报告》，多次应邀为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外交部外交学

院、公共服务学院、教育部中学教师培训计划等授课。 

 

赵全胜 

 

美国美利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教授，1999-2008 年期间任比较和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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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部主任。赵全胜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多所经济贸易类大学以及高

丽大学的客座教授。赵教授在北京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硕士和

博士学位。他在哈佛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博士后研究后，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任职多年。赵全胜教授是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研究专家，研究侧重点为东亚。赵教授著有

《届时中国外交政策》（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获得韩国文化部最佳学术书籍奖）；《日

本政策制定》（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当选‚最优秀学术书‛）。他的著作曾被译为中文、

日语、韩语、德语和越南语等多国语言。 

 

赵修义 

 

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现代思

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上海市委党校、

上海行政学院客座研究员：兼任上海市哲学学会理事、上海市伦理学会理事、上海市中西

哲学与文化比较学会常务理事 

 

赵彦华 

 

山东烟台人，1996 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广播学院）获国际新闻学硕士，2002

年年 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获传播学博士，2005年 6月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应

用经济学博士后，2003-2005年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传播与媒介研究中心作高级访问学者。

第十届中国新闻奖获得者。现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高级记者、研究员、新闻出版统计处

副处长、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传播、新闻出版统计、媒介评价理

论、媒介经济与管理。学术著作与译作有《媒介市场评价—理论、方法与指标体系》、《媒

介资产管理理论与实践》、《流行真人秀》等。研究论文有《媒介的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影响

力分析》、《论统计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应用》、《从报纸出版发展指数看报业的发展空间》等。 

 

赵彦云 

 

1957年 5月生，天津市武清人，经济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国民经济核算、投

入产出分析、国际竞争力与创新指数研究等，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政府津贴、教育部

跨世纪人才、国家人事部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第五届吴玉章科研奖获得者。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中国人民大学竞争力与评价研究

中心主任。出版专著、教材等 30 余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 300 多篇，发明专利 2 项，

主持和参加 70 多项国际合作和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获省部级以上各种科研成果奖

17项。中国统计学会副会长，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会顾问，曾担任世界银行、联合国计

划开发署、亚洲开发银行项目咨询专家，合作研究或学术访问澳大利亚、英国、日本、荷

兰、瑞士、意大利、德国、比利时、瑞典、西班牙、美国、加拿大、韩国、越南等国家，

以及香港、台湾、澳门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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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华 

 

河北辛集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关系系副教授。2006年于上海外

国语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政治传播、当代中国外交和中美关系。目前，

主持并参加省部级以上课题多项，CSSCI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20余篇，著有《首脑外交：中

美领导人谈判的话语分析 196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郑  路 

 

斯坦福大学博士，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美国德克萨斯 A&M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教

授。目前的研究项目集中在上市公司治理、企业社会责任、政企关系、城镇化问题等领域。

学术论文发表于 Social Force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hina Quarterly, Research in Political 

Sociology, 《社会学研究》等刊物。荣获过《社会学研究》创刊百期优秀论文奖（2004）、

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2012 年双年会最佳论文奖（宏观类）等学术奖励。2012

年 9 月加入清华大学之前，曾在美国德克萨斯 A&M 大学社会学系 （2006-2011）和西南

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任教（2011-2012）。 

 

郑崇选 

 

文学博士，文化学博士后，现为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兼任上海师范大学都市

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近年主要从事文化理论和政策、网络文学、新媒介等方面的研究。 

 

郑在浩（CHUNG,Jae Ho）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郑教授编写了14本书，主要著作有：《中

国的中央集权和地方自理》（2000），《勾画中国的未来》（2006），《同盟和伙伴之间：

中韩关系和美国》（2007），《中国的地方管理：地方权力架构的传统和变迁》（2010）

和《中国的危机管理》（2011）。郑教授有70余篇论文和章节被转载，其中有6篇被在《中

国季刊》转载。他还为如《太平洋事务》，《东亚》，《问题和研究》，《中国学国际期

刊》等8个刊物担任编委。他还经常为《朝鲜日报》，《中央日报》和《南华早报》撰写

文章。他是韩国外交事务和贸易部和统一部顾问，总统政策规划委员会委员，国家安全理

事会成员以及韩国基金会成员。他还为韩国在华企业提供咨询。他创建了韩国中国政治研

究协会，并是中国地方政府研究亚洲网络的创立协调人。在2009年他获得韩国首尔国立大

学‚最佳研究员奖‛，2012年获得韩国国际关系研究协会颁发的‚最佳著作奖‛。郑教授

先后就读于首尔国立大学和布朗大学，并于1993年在密执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93年

-1996年，他任教于香港理工大学；1996年起进入韩国首尔国立大学。期间，2002-2003年

在布鲁克林学院做CNAPS访问学者。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韩国基金访问教授。他还是香港

中文大学大学中心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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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祥财 

 

1954 年 8 月 8 日生，浙江省鄞县（今为宁波市鄞州区）人。1982 年毕业于上海师范

学院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86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2000 年在

复旦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86 年进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98 年被评为

研究员，2001 年被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1997 年 9 月至 1998 年 12 月在美国哈佛大学燕

京学社任访问研究员。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思想史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

专业为经济思想史 

 

周  弘 

 

北京市人，研究员。主要专长为欧洲社会文化研究，现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工作。1975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外语系德语专业。1992年在美国布兰代斯大学历系进修，授予比较历史

学博士学位。1975～1979 年在中央马恩列斯翻译局任翻译。1992～1993 年在美国哈佛大

学欧洲中心为博士后访问学者和在美国世界教育社任顾问、项目主任。1993 年 9月至今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工作。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兼任中国欧洲学会秘书长，副会长。 1996 年获‚科学研究‛突出贡献政府津贴。主要代

表作有：《福利的解析——来自欧美的启示》；论文《社会保障制度的经验及其对我们的启

示》、《丹麦社会保障制度——过去、现在和未来》、《欧洲文明溯源》。主要专业方向：欧

洲社会史、思想史、政治史和外交史主要研究领域：欧洲福利国家、欧洲社会文化、对外

援助。 

 

周  武 

 

生于 1964 年 8 月，1989 年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硕士学位。现任研究员，兼任所

长助理、思想文化室主任，华东师大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

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中心研究员等职。 

 

周冯琦 

 

博士，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生态经

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环境经济学会委员，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理事。哈佛大学访问

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低碳经济、资源环境经济相关领域。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

国环境绩效管理体系研究‛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我国新能源产业制度研究‛

首席专家，主持‚以法律手段规范上海碳排放权交易研究‛等上海市、区政府、企业各类

决策咨询项目十多项。2010 年至今，主编《上海资源环境蓝皮书——上海资源环境发展年

度报告》，报告先后以低碳城市、世博后城市可持续发展、河口城市生态环境安全、资源

环境风险与发展转型等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为主题，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响。 

 

http://baike.baidu.com/view/26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783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47378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4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4918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342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342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7222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18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495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783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975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18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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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旺 

 

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职称，兼任上海市老龄

科研中心老年人口研究所所长、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力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口学会

会员，上海人口学会理事，上海老年学会理事。研究方向：人口发展和人口政策、流动人

口问题、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保障问题、社会事业发展问题等 

 

周建明 

 

1952年 2月出生,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社

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著作有:《社会政策：欧洲的启示与对中

国的挑战》2005.3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和谐社会的构建：欧洲的经验与中国

的探索》2007.1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主要论文有：《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分布与抗风

险机制》发表在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06.6；《建立发展的社会维度--对发展中的社会代价

与社会进步的探讨》发表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5；《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两个阶段--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表在《学术月刊》

2005.7；《博兰尼的社会理论与启示》发表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6 

 

周牧之 

 

经济学博士，日本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客座教授、中科院特聘研究

员、新华社《环球》杂志专栏作家。曾供职于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历任日本开发构想研究

所研究员，日本国际开发中心主任研究员，日本财务省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全国政协特邀代表，美国哈佛大学客座研究员，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客座教授。主要著作: 《步

入云时代》，《中国经济论―崛起的机制与课题》，《中国经济论－高速经济增长的机制

和课题》，《鼎－托起中国的大城市群》，《机械电子革命与新国际分工体系－现代世界

经济中的亚洲工业化》（获第 13 届日本电气通信社会科学奖励奖）。主编: 《中国未来三

十年》，《第三个三十年－再度大转型的中国》，《大转折－解读城市化与中国经济发展

模式》，《城市化：中国现代化的主旋律》。 

 

 

周世雄（CHOW,Shih-hsiung） 

 

1989年取得日内瓦大学国际高等研究学院政治学博士学位；1995至 2001年担任国立

中山大学大陆研究所教授兼所长；2001 至 2002年于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担任客座研究员；

2005 至 2008 年，周教授借调至国立高雄应用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兼院长；2009

年，周教授于中山大学创设欧盟研究中心；2004 年于高雄市成立国际事务研究学社。周教

授在国际关系、中国外交政策、两岸关系、中国与欧盟关系诸领域发表专书与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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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一  

 

现任当代中国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编审，当代中国研究所所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2 年 2 月厦门大学哲学系毕业。2000 年 9 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研究生毕业。1982 年 2月起，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从

事编辑工作。历任社会科学编辑部主任、总编辑助理兼总编室主任。1995 年 5月起，任生

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编辑。1997年起，兼任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党委副书

记兼纪委书记。2003年 6月起，任当代中国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周贤正 

 

1947年生于新加坡，1970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政府与行政系），1977

年获文学硕士（主修国际政治）和伦敦大学神学士荣誉学位。先后按立为基督教圣公会新

加坡教区会吏（1977年）和牧师（1978年）。1983 年获英国谢菲尔大学旧约研究哲学博士

学位；1982-1999 年任新加坡三一神学院讲师、教务长，兼任东南亚神学研究院东南亚区

主任；1991-1999年，任三一神学院院长；2000 年荣升圣公会新加坡教区主教；2006年荣

升圣公会东南亚教省大主教。目前还担任：世界圣公会环南大主教团名誉秘书长，圣公会

东亚区教会理事会主席，新加坡全国基督教会协会会长，新加坡圣经公会荣誉会长，新加

坡三一神学院董事会董事，新加坡基督徒福音学生团契会长。近年来，曾多次率团访华 

 

周晓虹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安中讲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先后获得南京医学院医学

系学士学位，南开大学社会系硕士学位，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学位。1999 年 4月至 2000

年 5月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2007年 10月至 2008 年 2月日本名古

屋大学社会学系访问教授。并兼任国务院社会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副会长、教育部社会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京市人民政府

咨询委员。先后出版《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一卷‚经典贡献‛)、《传统与变迁：

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现代社会心理学》、《现代社会心理学史》、《中

国中产阶层调查》(主编)、《全球中产阶级报告》(主编)等著译作 10余部，在《中国社会

科学(英文版)》、《历史研究》、《社会学研究》及《读书》等杂志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 70

余篇，获得多项省级、国家级荣誉。 

 

朱  方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政治学系终身教授，现

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学、政治中的军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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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国政府与政治分析，为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比较政治学、政党研究、中

国社会政治研究等课程 

 

朱平芳 

 

男，1961年 9月生于上海市。经济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主任。兼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部主任。在国内外经济学权威学术刊物《经

济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统计研究》，《财经研究》和《China Economic 

Review》（SSCI）上发表论文二十多篇。主要从事计量经济理论与方法应用研究、宏观经

济预测与分析。近年主要从事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的应用研究，并运用计量经济

建模方法进行经济结构分析与趋势预测以及经济增长与科技创新的研究。 主要社会兼职

为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和《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杂志编委，

《上海经济研究》杂志副主编。担任上海数量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上海财务学会

会长，上海科技统计协会常务理事。兼任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厦门大学王亚

南经济研究院兼职教授、华南理工大学金融工程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华东政法大学

商学院兼职教授和新疆财经大学客座教授。曾经作为赴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经济系进修学

习，并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和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等大学访问交流。 

 

朱政惠 

 

历史学博士，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

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

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世界中国学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海外中国学评论》

主编、‚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主编。目前主要进行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海外中国

学史研究。出版有《美国中国学史研究——海外中国学探索的理论与实践》、《史华慈学谱》、

《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等学术专著多部。主编《美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中国学

者论美国中国学》等学术专著多本。在国内外发表论文近百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上海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科研项目多项。 

 

诸大建 

 

管理学博士，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

理研究所所长。联合国-同济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低碳经济与循环经济责任教授。享受

国务院特殊津贴。2005 年为美国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高级研究学者，1994-1995年为澳

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主要研究可持续发展与绿色经济、城市与区域发展、宏

观政策与管理、企业社会责任等。兼任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城市

化委员会理事、《世界资源论坛》国际专家委员会专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管理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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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科技部创新型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建设部可持续发展与资源环境专家委员会委员、

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生态经济学会副理事

长。Ecological Economic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Governance 等 SCI、SSCI 杂志的国际编委。 

 

宗树人（PALMER,David Alexander） 

 

加拿大和法国双重国籍，巴哈伊教（Bahai）信徒，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人类学学士、

巴黎第八大学民族精神病学硕士、巴黎索邦大学人类学专业博士学位（宗教研究方向），

2003- 2004 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从事‚宗教与当代社会‛博士后研究工作，2004-2008

年在法国远东研究院工作，任该研究院香港中心主任，2008年开始在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担

任助理教授，同时是慈善机构‚全球文明研究中心‛（IGC）的主任。主要研究领域有：

社会和历史人类学，宗教和灵性运动，公民社会与非政府组织发展、当代中国的国家、社

会和传统文化等。2007 年出版的《气功热：中国的身体、科学与乌托邦》一书荣获当年度

美国人类学协会东亚人类学会授予的‚许烺光东亚人类学最佳著作奖‛。最新著作为《现

代中国的宗教问题》（合著，2012） 

 

邹  蓝 

 

香港经济导报副总编辑，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贵州财经大学特邀教授。 

 

祖扎娜〃莱赫曼诺娃（LEHMANNOVA,Zuzana） 

 

捷克布拉格经济大学扬〃马萨利克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左学金 

 

上海社会科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主任。1989年美国匹兹堡大学经

济学博士，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美国普查局做博士后研究和访问研究。1991年回国

后研究领域覆盖宏观经济模型，就业与社会保障，城市和区域研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

50多篇论文，主编相关领域的著作多部。其中多项成果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和上海市决策咨询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中国人口学会优秀专著一等奖等。国家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办重大课题‚中国 21 世纪人口老龄化和经济社会对策研究‛（2010-13）首席专

家，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研究基地和上海市发展研究中心城市发展战略工作室‚上

海城市发展战略‛负责人。学术团体兼职为上海市计量经济学会会长、上海市老年学会会

长、上海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曾任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副

会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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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名单 
 

 

注1：名单按代表姓名的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注2：场次中的G指开幕大会，R指圆桌会议，P指分会场。 

姓名 机构、职务 场次 

阿尔弗雷德〃施泰

因赫尔 

卢森堡圣心大学 P06 

阿罕穆德〃托博尔 埃及内阁信息和决策支持中心执行主席 P06 

芭萍〃玛努迈威汶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P08 

白永辉 旧金山州立大学美中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R02, P07 

柏  桦 美国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P07 

柏国强 上海市环保局副总工程师、综合规划处处长 P05 

保罗〃赖特 美国卡布里尼学院教授，日本大阪大学访问学者 P04 

贝库若夫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国际新闻系副教授，新闻与

大众传播国际处负责人 

P07 

边燕杰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P07 

卞建林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P02 

蔡  玮 台湾政治大学国研中心研究员、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

山所教授 

P02 

蔡丰明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P04 

曹泳鑫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P02 

查克拉巴蒂 印度德里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中国问题研究所所长 P08 

陈  珏 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暨历史研究所教授 R03, P08 

陈朝晖 创立美国启明全球研究院、创新领导力中心(CCL) 大

中华区合伙人 

P01 

陈其钢 旅法作曲家、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 P04 

陈圣来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P04 

陈一新 台湾淡江大学美洲研究所教授 R01 

陈玉刚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P02 

陈志敏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 R01, P02 

陈智宏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政治系教授 P02 

成中英 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 R03, P04 

程福财 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P03 

程曼丽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P07 

程维荣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 P02 

仇华飞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P08 

崔玉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P08 

戴雨果 威斯敏斯特大学新闻系教授、中国媒体中心主任 P07 

丹尼尔〃杰罗特 美国国务院前外交官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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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  玲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四川大学区域规划研究所所

长 

P05 

邓伟雄 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艺术统筹主任 G 

丁 宏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教授 P07 

杜  磊 美国加利福尼亚波莫纳学院人类学系教授 P07 

恩里克〃杜赛尔〃彼

得斯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教授 P06 

方松华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研究

员 

P02 

弗朗西斯〃坲海尔

斯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P05 

傅恒德 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 P02 

高井洁司 樱美林大学传播学教授、日本北海道大学名誉教授 P06 

高瑞泉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P04 

戈登〃古菲德 美国维拉诺瓦大学传播学副教授 P04 

格拉茨 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布鲁塞尔当

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G 

葛  壮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研究员，上海市宗教学会秘书

长 

P03 

葛 涛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P08 

葛兆光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教授 R03 

耿  昇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P08 

耿幼壮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R03, P08 

龚照胜 白羊资本管理公司的创办人及董事长 P01 

辜学武 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终身讲座教授、全

球研究中心主任 

R01 

顾  敏 台湾慈济大学国际汉学教授 R03, P04 

关志雄 日本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R02, P06 

汉斯〃德扬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房地产管理教授 P01 

汉斯〃穆勒 爱尔兰科克大学学院哲学系高级讲师 P04 

郝雨凡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R01, P06 

何培忠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秘书长，

研究员 

R03 

何卫东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环境资源法研

究中心主任 

P05 

何锡蓉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研究员，上海哲学学

会副会长 

P04 

贺耀敏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出版社总编辑  P07 

洪浚浩 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传播系教授 P07 

洪民荣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上海市生态经济学会副

会长 

P05 

胡  键 《社会科学》杂志社社长、总编 P06 

胡 鹏 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新闻报刊管理处 P07 

胡 伟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 P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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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苏云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研究所研究员 P03 

胡伟星 香港大学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 P06 

胡正荣 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广播电视研究中心主任 P07 

花  建 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

任 

R02 

黄  平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R02  

黄凯锋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舆情研究中心主任 P02 

黄仁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R01 

黄友义 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兼总编辑、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主

任、中国译协副会长兼秘书长 

P07 

惠志斌 上海社科院信息研究所信息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P04 

季卫东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凯原讲席教授 P02 

贾拉尔 国际事务与中国问题专家，埃及前驻华大使 G 

姜义华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外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 R02 

蒋南青 联合国环境署气候变化项目负责人 P05 

杰奎琳〃麦克科洛

斯基 

美国南加州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约翰〃米尔内讲座教授 P03 

杰里米〃里夫金 美国经济学家、趋势学家，美国华盛顿特区经济趋势

基金会总裁 

P01 

金  芳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P06 

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人民

大学对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P07 

金惠俊 韩国国立釜山大学教授 P08 

金胜一 韩国东国大学教授、东亚西亚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P07 

卡洛斯〃阿基诺 秘鲁圣马克斯大学经济系教授 P06 

凯瑟琳〃莫顿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学院国际关系研究员 P06 

柯  白 美中商贸委员会原主席 R01 

匡文波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P04 

劳  尔 西班牙国王大学教授 P08 

乐黛云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R03 

雷纳德〃费尔德曼 美国罗格斯大学副校长 P01 

黎志刚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中国近代史教授 P03 

李  琪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G 

李  煜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P03 

李  周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P05 

李焯然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 R03, P08 

李春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P03 

李继东 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教授 P07 

李世佳 捷克布拉格东方研究所东亚研究室主任 R03 

李向平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R03, P03 

李雪松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研究员 

R02,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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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P08 

梁  怡 北京联合大学人文社科部主任、教授 P08 

刘  宏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嘉庚

讲座教授 

P08 

刘  吉 中欧工商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R01 

刘  杰 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R02 

刘  康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杜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R01, P08 

刘  鸣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 P06 

刘  强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P07 

刘  欣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 P03 

刘阿明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 P06 

刘百宁 德国百宁咨询董事长兼总裁，留德中国物理学者学会

名誉主席 

P04 

刘宇卫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P08 

龙 耘 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P07 

卢汉超 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艾伦人文学部教授 R03, P08 

卢汉龙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社会学研究所

研究员 

P03 

鲁普〃纳拉扬〃达

斯 

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R02, P01 

陆懋祖 英国南安普敦大学当代中国中心主任 P01 

陆晓文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P03 

陆学艺 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R02 

罗伯特〃恩格尔曼 世界观察研究所主席 P05 

罗伯特〃莱斯顿 《城市技术》杂志编辑 P05 

罗惠翾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

基地 

P07 

罗曼诺夫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 G, R01 

马  军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P08 

马奥尼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P02 

马丁〃雅克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高级客座研究员 G 

马豪恩 阿根廷救世主大学当代中国研究系主任、教授 P06 

马克林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名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客座

教授 

P07 

玛丽〃加拉格尔 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P03 

玛丽亚-克里斯蒂

娜〃罗萨斯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教授、研究员 P06 

孟广均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 P04 

米格尔〃萨撒托尼

尔 

西班牙文化学者 P04 

默罕默德〃塞利姆 科威特大学政治学教授 P06 

那〃图木尔 蒙古国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蒙古国立

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P06 

尼科诺夫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国际新闻系副教授 P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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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越敏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双聘教授，中国现代

城市研究中心主任 

P01 

挪西罗瓦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东方大学中国语言学与文学系主

任，塔什干国立东方研究所所长 

P07 

欧阳英鹏 宝钢集团前前副董事长、前党委副书记 P05 

潘  维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

究中心主任 

P02 

潘世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G 

钱小芊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

主任 

G 

强 荧 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P04 

乔兆红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研究员 P08 

乔治忠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P08 

邱均平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和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P04 

区廖淑贞 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学系副教授 P03 

权  衡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P01 

任  晓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外

交研究中心主任 

P06 

任  远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R02, P01 

阮俊强 越南河内国家大学文学系 P08 

萨特亚〃帕特纳亚

克 

维拉诺瓦大学拉丁美洲研究院院长、社会学和政治学

教授 

P02 

塞巴斯蒂安〃哈尼

希 

德国海德堡大学国际关系教授 R01 

桑托斯 巴西弗卢米伦斯联邦大学终身教授、联合国‚全球经

济与可持续发展‛课题组协调人 

G 

山下英次 日本大阪市立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P01 

沈开艳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P01 

盛馥来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研究和伙伴关系部主任 P05 

石佳音 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 P02 

石建国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调研员、副研究员 P07 

石之瑜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R02 

史建三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 P02 

斯坦因〃拉森 挪威贝尔根大学教授 P07 

宋鲁郑 旅法政治学者，春秋综合研究院研究员 R02, P02 

苏长和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P02 

孙常敏 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 P01 

孙立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P06 

孙卫国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P08 

谭  中 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访问教授 R03, P04 

汤庆合 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管理与政策研究所所长 P05 

唐  磊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助理

研究员 

P08 

陶飞亚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大学博物馆馆长 P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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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文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R01, P06 

陶希东 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研究员 P03 

田春秀 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P05 

童世骏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哲学系教授 R03 

涂永红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P01 

屠启宇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上海

社会科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双聘教授 

P01 

托马斯〃克莱特 瑞士圣加仑大学教授 P01 

汪天云 上海电影集团副总裁、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文

化创意产业管理学院院长 

P04 

王  倩  P05 

王  战 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委研究室主任，上海社科

院院长 

G 

王 蔚 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P04 

王 燕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P08 

王安国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和语言文化学院院长，美国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文 Louis B. Agassiz 荣誉教授 

P04 

王家范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R03 

王建伟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政府与行政学系主任 P06 

王立民 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P02 

王利民 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分会副总监 P05 

王荣华 第十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社会科学院前院长、

研究员 

P05 

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 R02, P02 

王世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P04 

王学典 山东大学新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教授 R03 

王卓祺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亚太研究学院副主任 P03 

魏柳南 卢森堡 CEC咨询公司 R01 

文  军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P03 

沃伦〃卡兰兹 Common Current咨询公司创办主席 R02, P01 

吴  平 上海石化环保水务部副经理，兼环境保护研究所所长 P05 

吴畅畅 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P04 

吴琦幸 美国圣塔莫妮卡学院现代语言文化系教授、美中文化

研究所所长 

P08 

吴晓刚 香港科技大学应用社会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P03 

吴心伯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R01 

吴志良 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 R01 

武 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P07 

武志勇 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 P04 

夏  腊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法学院教授 P02 

萧琮琦 台湾家扶基金会社会工作处处长 P03 

肖黎春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员 P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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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逸夫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政治学副

教授 

P06 

谢  钢 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

任 

P06 

谢耘耕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P04 

邢广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P06 

熊月之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上海历史学会会长 R03 

徐明棋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教授，上海

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 

P06 

徐小花 上海市浦东新区环境事务管理中心 P05 

薛凤旋 香港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创所所长暨地理系讲座

教授 

P01 

严三九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P07 

严善平 日本同志社大学全球经济研究院教授 P01 

阎国栋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P08 

颜海平 康奈尔大学戏剧电影系教授、康奈尔大学中国研究所

所长 

P07 

颜鹏飞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思想史研究所所长 P01 

晏可佳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P03 

杨  柏 香港经济导报总编辑 P01 

杨  雄 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P03 

杨爱辉 世界自然基金会项目经理 P05 

杨佃华 浦东新区环保局环保事务中心高级工程师 P05 

杨国强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 R03 

杨海军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P07 

杨慧林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副校长、文学院院长，教授 R03, P07 

杨建文 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P01 

杨洁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R01 

杨圣敏 中央民族大学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基地主任、教授 P07 

杨振武 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 G 

叶  青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R02, P02 

叶 斌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P08 

叶炳权 澳门政府社会保障基金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 P03 

叶俊荣 台湾大学法律学院教授 P02 

伊藤亚圣 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P01 

尹龙泽 创价大学法科大学院院长、教授 P02 

于尔根〃温德勒 德国罗伊林根大学经济学教授 P06 

于宏源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公共政策所副所长、研究员 P05 

于建明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 P07 

余治平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P04 

俞吾金 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现代哲学研

究所所长、教授 

R03, P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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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新天 上海台湾研究所所长、教授 R01 

郁鸿胜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P01 

约翰〃瑞恩 美国创新领导力中心（CCL）主席 R02, P01 

曾  刚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院院长、教授 P05 

张  剑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P08 

张  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R02 

张  龙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主任研究员 P05 

张树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院院长、研究员 R02 

张树平 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P02 

张维为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春秋综合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R01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院长、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

任、教授 

P08 

张小劲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教授 P07 

张幼文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R01, P06 

张志刚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 P03 

赵蓓文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P06 

赵力涛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P03 

赵全胜 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P06 

赵修义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研究员 

P02 

赵彦华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高级记者、研究员、新闻出版统

计处副处长 

P07 

赵彦云 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院长、教授 P07 

郑  路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P07 

郑 华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P07 

郑必坚 中央党校前常务副校长、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

会长 

G 

郑崇选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P04 

郑在浩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 P02 

钟祥财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P01 

周  弘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R01 

周  武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

华东师范大学双聘教授 

P08 

周冯琦 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研究员，上海市生态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P05 

周海旺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副研

究员 

P01 

周建明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P02, P03 

周牧之 日本东京经济大学教授 P01 

周世雄 台湾中山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P06 

周五一 当代中国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编审 P07 

周贤正 圣公会东南亚教省大主教、新加坡圣公会大主教 P03 

周晓虹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 P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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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方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P02 

朱平芳 上海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P01 

朱咏雷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

公室主任 

G 

朱政惠 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 R03, P08 

诸大建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

与管理研究所所长 

P05 

宗树人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全球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P03 

邹  蓝 香港经济导报记者 P01 

祖扎娜〃莱赫曼诺娃 捷克布拉格经济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R03 

左学金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R02,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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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Maps 
 

图1：上海展览中心平面简图/ Fig.1: General View of Shanghai Exhibit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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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友谊会堂 (一层) / Fig.2: 1F Friendship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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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友谊会堂 (三层) / Fig.3: 3F Friendship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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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西二馆 (三层) / Fig.4: 3F Hall 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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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东二馆 (一层) / Fig.5: 1F Hall 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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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东二馆 (二层) / Fig.6: 2F Hall E2 

 

 



127 

 

图7：东二馆 (三层) / Fig.7: 3F Hall E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