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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日碧力戈教授在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做主题报告

2013年 5月 25-26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民族研究中心主

任纳日碧力戈教授参加了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举办的“首届世界农村

和农民学论坛”。纳日碧力戈教授应邀在 25日第二时间段做了题为“符号下乡：

把种子埋进土里”的主题报告，并于 26日担任第二时间段主题报告的主持人和评

议人。

郭苏建教授应邀在浙江工商大学做学术讲座

2013年 6月 13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郭苏建

教授应邀在浙江工商大学“名家讲堂”做学术讲座,就我国学者在国际学术期刊上

发表论文所面临的难题、社会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和目的、论文写作涉及的理论和

方法、文献综述、基本格式、学术语言、题目和摘要等学术规范、基本要求和期

刊评审程序等做了详细的介绍和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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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日碧力戈教授在湖北民族学院武陵讲堂发表演讲

2013年 6月 27日上午，应湖北民族学院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邀请，复旦

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纳日碧力戈教授发表了题为

“民族、族群与种群----从共生到共识”的武陵讲堂专题讲座。

纳日碧力戈教授赴澳大利亚参加由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办的“现代中

国话语与社会变迁”国际工作坊

2013年 8月 8-9日，由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办的“现代中国话语与社会

变迁”国际工作坊在悉尼大学附近的 Rydges宾馆会议室举行。复旦大学特聘教

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民族研究中心主任纳日碧力戈教授在 9日上午

发言，题目是“蒙古语使用中的语言意识形态和指号协商”(Language Ideology and

Semiotic Negotiation in Mongolian Use)。来自悉尼大学、西悉尼大学、新英格兰

大学、伦敦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马里兰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香港

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南洋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浙江科

技大学、云南大学和天津商业大学的 26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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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日碧力戈教授应邀参加“西藏治理与实践论坛”2013上海会议

2013年 8月 10-12日,“西藏治理与实践论坛”在哈佛大学上海中心举行，会

议由国务院发展中心主办，由妈吉(Machik)、全球接触研究所(IGE)、奥斯陆宗教

或信仰自由联盟、全球和国际问题研究所(IGIS)、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

协办。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民族研究中心主任纳日

碧力戈教授担任了 12日举行的第三节小组的主席。来自国务院发展中心、国家

民族事务委员会、四川省民委、四川省档案局、哈佛大学、杜克大学、达特茅斯

大学、霍巴特和威廉姆斯学院、中央党校、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澳门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西藏大学、青海师范大学、青海省委党校、四川省社

会科学院、四川省草原研究所、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潘德巴协会的 40位官员和

专家学者参会。

郭苏建教授应邀在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做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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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8月 19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

长郭苏建教授应邀在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做了两场学术报告,上午与公务员培训中

心的广东省领导和同学进行了问答和热烈讨论，就“美中关系：孰敌孰友？”做了

专题讲座。8月 19日下午，郭苏建与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部分师生

进行学术交流，就“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现状”做了专题学术报告，并与师生进

行了热烈的讨论。

纳日碧力戈教授参加第 11届国际萨满文化研讨会暨世界仪式人类学高级论坛

当选国际萨满文化研究会副主席

2013年 9月 7-8日，在国际萨满文化研究会和贵州师范学院的共同努力下，

在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和贵州省国际文化科技交流中心的大力支持下，第 11

届国际萨满文化研讨会暨世界仪式人类学高级论坛在贵州师范学院隆重举行。纳

日碧力戈任本次大会的组委会执行主席，会议主题是“萨满文化”，来自匈牙利、

蒙古、美国、瑞典、英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希腊、奥地利、丹麦、中国

台湾、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 134名专家学者，贵州师范学院校领导和部分专家学

者参加开幕式。在 8日举行的全体会议上，纳日碧力戈教授当选国际萨满文化研

究会副会长并做大会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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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日碧力戈教授在大连民族学院演讲

2013年 9月 11日上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

民族研究中心主任纳日碧力戈教授应邀来在大连民族学院作了题为“民族共识与

重叠共生”的专题学术讲座。

纳日碧力戈教授在巴西全国研究生与社会科学研究协会

第 37届年会上宣读论文

2013年 9月 23-27日巴西全国研究生与社会科学研究协会（ANPOCS）第

37届年会在距离巴西圣保罗 165公里的ÁGUAS DE LINDOIA举行，纳日碧力戈

教授于 24日下午在 Tom Dwyer教授主持的第一小组会议上第一个宣读论文，题

目 是 “ 从 少 数 人 群 体 的 观 点 出 发 ： 中 国 国 家 战 略 的 一 个 维 度 ”

（From the Minority Points of View: A Dimension for China’s National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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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年会为国际学术会议，邀请了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

的学者参加，分 6个小组，主题是“金砖国家及其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所面临的

社会、政治和文化挑战”。

孙国东、林曦应邀参加中国法理学研究会 2013年年会

2013年 9月 14-15日，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 2013年年会在大连举行。

此次年会主题为“法律权威与法治体系”，由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承办。来自中国

内地及港澳台地区的近 300名法学研究者、法官、法学杂志编辑等参加了此次年

会。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孙国东博士和林曦博士应邀参

会，并在 9月 14日下午的分组讨论中，分别做了题为“实质法治与法治中国之道”、

“司法担当论”的发言。



31

郭苏建教授应邀参加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揭牌仪式并做

大会发言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研院副院长、复旦特聘教授郭苏建博士 2013年 9月

26-27日应邀参加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揭牌仪式暨“中国高校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建设研讨会。”郭苏建教授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研院

成立以来的发展和未来定位和发展思路作了大会发言。来自复旦大学、重庆大学、

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大等多所高校高研院专家学者出席了此次会议。会

议期间，郭苏建教授拜会了华中师大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华中

师大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徐勇，并参观了中国农村研究院的

基本设施、研究成果、以及电子数据库视频演示。

纳日碧力戈教授参加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年会

复旦大学高研院副院长、民族研究中心主任、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

究院院长、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副会长纳日碧力戈教授于 2013年 10月 24-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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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在济南山东大学举行的 2013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年会，担任主旨发言和小

组发言的评论人，并以“艺术的重现：身心言之虚绝而实通”为题做小组发言。本

次年会有近 200余人参会，收到 150篇论文，大会还设立并颁出了“费孝通艺术

人类学奖”。

孙国东副教授参加上海哲学学会第三届“中青年学者论坛”

2013年 11月 9日下午，上海市哲学学会第三届“中青年学者论坛”在复旦大

学哲学学院举行，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助理孙国东副教授应邀做了

题为“政治文明、政治文化与政治哲学的中国性”的主题发言。此次论坛由上海市

哲学学会主办，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承办，主题为“政治哲学与政治文明”。上海市

哲学学会秘书长李家珉教授、上海市哲学学会“中青年学者论坛”召集人王凤才教

授，以及来自上海社科院、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市委党校和复旦大学等高

校和研究单位的 20余名沪上中青年学者参加了论坛。

顾肃教授、孙国东副教授参加“何为政治哲学”学术研讨会

2013年 11月 16日，“何为政治哲学”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

举行。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顾肃教授、孙国东副教授应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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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做了题为“关于政治哲学的论域”、“政治哲学与现代中国政治秩序的构建”的

大会发言，顾肃教授还主持了第二单元的大会发言和学术讨论。此次会议由《中

国人民大学学报》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段忠桥教授召集，由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联合主办。来自北京大学、吉林大学、

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中央编译局、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的近

20位国内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学者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哲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部分编辑参加了会议。

孙国东副教授受邀主讲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讲坛”

2013年 11月 18日晚，应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党委副书记杨

国庆副教授邀请，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助理孙国东副教授在该校

“人文讲坛”第 104期做了题为“差序格局与法治中国的可能性”的学术讲座。“人

文讲坛”是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校级文科讲坛，由该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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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国东副教授应邀担任“2013年复旦博士生学术论坛（法学篇）”点评嘉宾

2013年 12月 15日，由复旦大学研究生工作部和复旦大学法学院联合主办

的“2013年复旦博士生论坛（法学篇）在复旦大学法学院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

是“跨学科、跨行业、跨国界法律问题研究”，共分为“民商法论坛”、“法学理论

及公法论坛”、“国际法、行业法论论坛”等三个分论坛，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

民大学、浙江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及复旦大学等高校的数十名博士研

究生和法学学者参加了论坛。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院长助理孙

国东博士应邀参加了开幕式，并在“法学理论及公法论坛”上半场对四名法学理论

博士生的发言进行了现场点评。

十一、 学术信息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

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 台湾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暑期高级讲习班”招生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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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中国青年学者把握国际社会科学发展动态、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能

力，培养其“问题导向、跨学科研究”的学术研究能力，提升其对中国思想文化传

统和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诸问题的理论把握能力，培养一大批致力于社会科学理论

研究、具有学术创新能力、有世界视野又具中国关怀的杰出青年学术人才，复旦

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复旦高研院”）于 2009年 7月创办了“社会

科学暑期高级讲习班”。该讲习班迄今已主办四届。

为进一步加强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与合作，自 2012年开始，复旦高研院与台

湾大学社会科学院、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及台湾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联

合举办 “社会科学暑期高级讲习班”（以下简称“讲习班”）。讲习班将轮流在复

旦大学和台湾大学主办，由复旦高研院与台湾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及台湾大学中国

大陆研究中心轮流承办。

2013年度讲习班的主题为：海峡两岸公共治理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将于

2013年 7月由台湾大学在台湾主办。讲习班将分别面向内地和台湾高校、科研

机构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 40周岁以下青年教师、研究人员、在读博士候选人或

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招收正式学员 14名。现发布面向中国内地学员的招生启事。

一、课程目标

促进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与合作，培训并团结海峡两岸社会科学青年学者，并

提高他们把握国际社会科学发展动态、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能力，培养其“问

题导向、跨学科研究”的学术研究能力，提升其对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和当代中国

社会转型诸问题的理论把握能力，培养一大批致力于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具有学

术创新能力、有世界视野又具中国关怀的杰出青年学术人才。

二、授课导师

本届讲习班初步聘请了以下 8位国外及海峡两岸著名社会科学学者作为授

课导师：

Joseph Fewsmoth（傅士卓），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科学教授，波士

顿大学跨学科东亚研究项目主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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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 Wong（王国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LA）历史学教授、亚洲研

究所主任；

朱云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政治学所特聘研究员、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蒋

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执行长；

赵永茂，台湾大学副校长，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教授；

黄卫平，深圳大学当代政治研究所主任，政治学教授；

郁建兴，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政治学教授；

景跃进，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

徐 勇，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

三、授课时间、地点与方式

1．2013年 7月 15日（周一）-7月 26日（周五）。

2．每天上午由主讲嘉宾主讲 3个小时，下午围绕上午的主题展开 1.5个小时的

讨论（其中，7月 20、21日，由主办方安排参访）。

3．授课地点：台湾南投暨南国际大学。

四、结业方式

讲习班将以主办单位的名义授予结业证书。

五、费用事宜

1．讲习班不收取报名费和任何其他费用。

2．我们将免费提供课程材料，并为学员一次性提供讨论用书补贴 1000元台币。

3．正式学员的赴台湾的往返交通费（含保险费）和食宿费用由主办单位承担（往

返交通费资助上限为 16000元台币，由蒋经国基金会提供资助，但须由学员先自

行购买机票，结业后凭出席听课全勤记录、机票行程单和登机牌凭证报销交通与

保险费用款项）。

六、报名与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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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学术规范和学术平等的原则，我们将组织专门的学术委员会按照纯粹的

学术标准择优录取 14名正式学员。

2．报名者须提交代表性学术论文 1篇和关于社会科学方面的读书报告 1篇（长

短不论，发表与未发表不计，中英文均可），但是报名者不得透露任何有关该论

文和读书报告所发刊物的出处信息，亦无需提供任何有关自己学术成果数量和获

奖的信息。

3．报名者须提供所学专业的信息，但不能够透露所在学校和导师的信息。

4．请将相关材料用电子版直接发送至高研院信箱：IAS_Fudan@yahoo.cn

（请在主题上标注“暑期讲习班报名”）。不接受纸质材料。

5. 具 体 录 取 名 单 将 于 2013 年 4 月 15 日 以 后 在 高 研 院 主 页

（http://www.ias.fudan.edu.cn）公布，并将以电邮的方式通知录取者，请随时留

意网页通知。

七、报名时间与联系方式

1. 即日起至 2013年 4月 10日

2. Email: IAS_Fudan@yahoo.cn

3.咨询电话：021-55665552（舒老师）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2013年 3月 8日

附：本届“社会科学暑期高级讲习班”授课导师简介

Joseph Fewsmoth（傅士卓），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科学教授，波士

顿大学跨学科东亚研究项目主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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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比较政治学、当代中国政治与外交等方面的研究。代表性论著有：《民国时期

的政党、国家和地方精英：上海的商会组织与政治》（Party,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 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 1890-1930,

1985）；《中国改革的困境：政治冲突与经济争辩》（Dilemmas of Reform in China:

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Debate, 1994）；《“天安门事件”以降的中国：转

型的政治学》（China since 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Transition, 2001）；《当代

中国的精英政治》（Elite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2001）；等等。

Bin Wong（王国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教授、亚洲研究所主任，复

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讲座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特别是中国经济

史方面的研究，是崛起的“加州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代表性论著有：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Patrick Geary and Patricia O'Brien, Societies and Cultures in

World History(Harper Collins, 1995) ； Culture and State in Chinese History:

Conventions, Critiques and Accommodation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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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云汉，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学所特聘研究员、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蒋经国国

际学术交流基金会执行长，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主要研究领

域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东亚政治经济、民主化与社会科学方法论。代表性论著有：

Crafting Democracy in Taiwan (Institute for National Policy Research,

1992)； Consolidating Third-Wave Democracie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等等。

赵永茂，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台湾地方政治

发展、比较各国地方政府与政治、英国政治社会、地方治理等。代表性论著有：

《中央与地方分权理论之架构与整合》、《台湾省基层政治精英之民主价值取向》、

《湾地方派系与地方建设之关系》等。

黄卫平，深圳大学当代政治研究所主任，政治学教授。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政治制

度和政治改革研究。著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纵横谈》（1998）、《历史回顾与

现实思考——极左现象研究》（1993）、《思维的悲剧与悲剧的思维——谭嗣同

思想研究》（1989）；主编论著或丛书有《比较公务员制度》（1991）、《全球

化的悖论》（1998）、《中国基层民主发展的最新突破》（2000）、《当代中国

政治研究报告》（2002、2003、2004、2005、2007）、《公务员制度比较》（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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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长选举方式改革：案例研究》（2003）、《政治学与公共管理论丛》（2003、

2004）、《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学术文库》（2005、2006、2007）、《中

国地方治理与政治发展实证研究丛书》（2005、2006、2007）等。

郁建兴，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浙江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浙江大学 985工程项目“社会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执行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国

家理论、地方政府和公民社会组织等。代表性论著有：《统筹城乡发展与地方政

府》、《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马克思国家理论与现时代》等。

景跃进，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中国政府与政治等。著有《当代中国农村“两

委关系”的微观解析与宏观透视》、《政治空间的转换：制度变迁与技术操作》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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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勇，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

政治学理论和中国基层政治学研究。代表性论著有《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

乡村比较》、《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等。

高研院 2014“年度主题”“转型社会的正义”学术工作坊

暨驻院研究员招聘启事

自 2013年以后，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将进

入转型发展的新阶段。高研院将借鉴国外大学高研院的一般做法，通过一系列新

型学术建制吸纳和整合校内外优秀教学科研人员开展对基础理论和重大实践问

题的跨学科研究,并生产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高研院从 2014年起将设立两大常

规性研究项目——“价值建构研究项目”和“制度建设研究项目”，并以“年度主题”

（annual theme）的学术建制引导研究人员进行课题协同攻关，同时以“驻院研究

员”最大限度地吸纳复旦、乃至国内外相关研究力量进驻高研院进行专项研究。

现面向发布 2014“年度主题工作坊”暨驻院研究员招聘启事。

一、年度主题及相关研究课题

根据我们对国内外研究现状及高研院既有研究基础的把握，在征求部分学术

委员意见的基础上，高研院 2014年度“年度主题”确定为：“转型社会的正义：价

值建构与制度建设”（Justice in Transitional Societies：the Construction of Values and

Institutions）。

此处所谓的“转型社会的正义”，尽管与国际学术界广泛讨论的“转型正义”

（transitional justice）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在研究目的和内容上与之并不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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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仅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所面临的社会实践问题相关，更为重要的是，

它特指像中国这样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之历史进程中的国家或社会中所存在的

正义问题。

研究课题侧重以下两个主要方面：

一、“价值建构”方向：关于转型中国的社会正义问题的规范性研究，即从政

治哲学、法哲学等视角对转型中国的社会正义问题进行的理论分析和理论构建；

二、“制度建设”方向：关于转型中国的社会正义问题的经验研究，即基于对

当下中国发展实践的经验调查，运用政治科学、社会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公

共政策等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对转型中国的社会正义问题所展开的定量或定性

研究，并进行制度设计和创新。

二、项目运行方式

本年度“年度主题工作坊项目”将发布 4项；其中“价值建构”方向和“制度建

设”方向各 2项，分别提供 3万元和 5万元研究经费资助。

“年度主题工作坊项目”负责人将同时以“高研院驻院研究员”的名义进驻高

研院研究一年，参加高研院的日常学术活动。同时，高研院将在 2014年度设立

以“转型社会的正义”为主题的“年度主题席明纳”（Annual Theme Seminars）。该

席明纳每月至少主办一次公开性的学术活动，由高研院“价值建构研究项目”主任

和“制度建设研究项目”主任轮流召集。“年度主题工作坊项目”负责人是席明纳的

主要参与者。

三、参与者及应聘条件

年度主题的参与者以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和高研院驻院研究员（复旦大学相

关研究力量）为参与主体，今后还将以访问学者项目、博士后项目等为平台吸纳

一些在本课题有较好研究基础的校外人员参与。

校内驻院研究员的应聘条件是：

⑴ 上海地区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在岗在编的教师和专职研究人员，优先考虑

复旦大学在岗在编的教师和专职研究人员；

⑵对本主题有较好的研究基础；

⑶有充分的研究时间驻院研究；

⑷有主持重大科研项目经验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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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聘者权利与义务

“年度主题工作坊项目”负责人（“高研院驻院研究员”）驻院期间将享受如下

权利：

⑴ 科研经费：价值建构方向为 3万元，制度建设方向为 5万元,按

照有关规定报销；

⑵ 可在高研院内组织与本课题有关的学术活动，并得到高研院学术

服务体系的支持和帮助。

但须履行如下义务：

⑴ 积极参与高研院研究项目组织的与本课题有关的各类学术活动，

特别是“年度主题席明纳”；

⑵ 与高研院“价值建构研究项目”和“制度建设研究项目”负责人紧

密配合，在研究计划的设定、学术活动的开展等方面充分听取高研院相

关研究项目负责人的意见；

⑶ 完成 3万字以上的研究论文，并顺利通过由高研院相关“研究项

目”组织的学术评审；

⑷ 驻院期间完成的相关成果及后续发表的与本工作坊项目有关的

成果，须以“复旦大学高研院驻院研究员”身份发表。

五、招聘程序

应聘者请下载后附的项目申报书，并根据“年度主题”自拟研究课题的题

目和方向。同时，请递交如下电子材料：学术简历、学术成果目录、已出版

或发表的代表性成果（书籍请附 PDF版或封面、版权页、目录）。为方便邮

件接收和归类，请在电子邮件的主题写上“年度主题项目申请”字样。

高研院对初审合格的应聘者，进行专家匿名评审,并经高研院组织面试，

择优聘用，签订聘用协议。

六、截止时间与联系方式

申请材料的收取，截止到 2013年 11月 10日。

电子邮件：IAS_Fudan@126.com

联系电话：021-55665552（舒老师）

mailto:IAS_Fuda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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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研院 2014年度主题“驻院研究员”入选公示

刘志刚教授和吴冠军教授入选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2014“年度主题”“转型

社会的正义”学术工作坊暨驻院研究员招聘工作日前结束。自 2013年 10月发布

招聘启事以来，高研院共收到 10余份申请书。经过初选，共选出了 6人参加了

11月 30日举行的现场答辩会。经过答辩委员会认真评议和票决、高研院价值建

构研究项目和制度建设研究项目负责人审核，并报高研院院长办公会议讨论通

过，决定聘任刘志刚教授和吴冠军教授为高研院“驻院研究员”，作为本院 2014

年度主题 “转型社会的正义”项目核心成员参与年度主题制度建设和价值建构方

向的学术工作坊研究项目及其研究方案设计、月度学术工作坊组织、研究论文写

作、总体报告起草和修改及高研院相关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

刘志刚，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博士后，主要研究

领域：宪法和行政法基础理论。出版学术著作 8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主持

省部级科研项目 10项，入选“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等。

吴冠军，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英文版执行主编，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政治哲学、精神分析、当代欧陆左

翼思想和中国古典思想。出版学术专著 5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主持省部级

以上科研项目 3项，曾入选“《南方人物周刊》公共知识分子”。



 

 

 

 

 

 

 

 

 

 

 

 

 

 

 

 

 

 

联系我们： 

Email：ias_fudan@126.com 

电话/传真：021-556655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