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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

召开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

2013 年 12 月 18 日，江苏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大会回顾总

结了省政研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修改《江苏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章程》，选举产生新

一届领导班子，研究部署了今后一个时期的任务。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燕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秘书长王学勤出席并致辞。

王燕文充分肯定了近年来全省思想政治工作领域取得的成绩，深刻分析了我省思想政治工作面

临的形势，指出要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切实增强

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她要求全省思想政治工作战线要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

精神为统揽，认真学习贯彻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全国和全省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

神，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努力创新机制、改进方法、转变作风，提高工作科学

化水平，以更加振奋的精神、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务实的作风，努力开创我省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

为全面建成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新征程，谱写中国梦江苏篇章做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

大会通过了省政研会第七届理事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省政研会新一届领导机构，省委常委、

宣传部长王燕文当选为新一届省政研会会长。苏州市委宣传部、扬州大学党委、省国信集团党委等三

家会员单位代表作了交流发言。

江苏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成立于 1985 年，是全省组织和推动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开展思

想政治工作研究的群众团体。第八届政研会共有会员单位 224 家，涵盖机关、企业、城乡社区、高校、

医院等行业。

（苏正言）

省经济学会举办新型城镇化建设研讨会

2014 年 1 月 16 日，“江苏省新型城镇化研讨会暨江苏省经济学会七届一次常务理事会”在南

京农业大学召开，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德海出席会议并讲话，学会常务理事、顾问以及

部分论文作者代表 40 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由省社科院院长、省经济学会会长刘志彪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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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海在讲话中指出，广大社科工作者要深入学习研究党的十八大、十八大三中全会、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以及中央和省委近期的重要会议精神，把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新形势新任

务新要求；要胸怀世界，目光长远，力求使研究成果具有宏阔的视野、很强的时效性和前瞻性，努力

为我省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两个率先”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和理论支持。他说，省经济学会是省社

科联 146 个学会中的龙头学会，希望学会率先垂范，充分发挥学会的导向机制、资源配置机制和人才

队伍培养机制作用，尤其是要加大资源整合力度，不断把全省的经济学研究力量凝聚和团结起来。他

强调，江苏对全国的贡献，不仅应体现在贡献经济总量、发展速度、财政税收上，还应当对全国贡献

我们的思想成果、理论成果和学术成果，贡献更多的理论大家和理论名家，全省社科界要为此付出不

懈努力。

会上，刘志彪、顾介康、吴先满、钟甫宁、高波、张卫、朱雪华、陈清华等专家学者围绕“地、

人、钱、产”四个方面，从小城镇建设、人的城镇化、金融支持、社区管理等多个角度作重点发言，

近 10 位学者作自由发言。专家们认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有序展开，不能强硬

或强行推进。要解决好进城农民的就业问题，不能让进城农民变成了城市贫民。

会议收到论文、报告近 20 篇，展示了省经济学会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研究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省经济学会秘书处）

经世济用 梦迴江苏

——江苏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成立 30 周年暨 2013 年学术年会

2013 年 11 月 23 日，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 25 所江苏省高校的 110 多

名代表，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报告厅隆重举行江苏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成立 30 周年

暨 2013 年学术年会。学会会长、南京大学刘厚俊教授和学会秘书长、南京师范大学卜海教授主持了江

苏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成立 30 周年暨 2013 年学术年会的各项活动。

江苏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自 1983 年成立以来，以江苏省内各高校为基地，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

活动，大大提升了全省关于外国经济学说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学术水平，而且积极服务于江苏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大局，既注重为广大会员单位和会员提供展示和交流的平台，同时又努力为政府和社会管理

创新出谋划策，在全省社科类学会中树立了很好的社会形象。参加活动的代表希望江苏省外国经济学

说研究会能够认真总结 30 年来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做好学会工作，努力争取更大更好的成绩。

围绕江苏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成立 30 周年暨 2013 年学术年会的活动，中国人民大学方福前教

授、浙江大学史晋川教授分别作了“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变迁”和“转型社会的法律与习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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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的观察”的主题学术报告。

作为最先接触西方经济学的一批学者，方福前教授结合自己的经历回顾了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西

方经济学说进入中国并逐步推广普及的历程，认为大致可以归结为从“批判借鉴”，到“逐步采纳”，

最后“广泛应用”，以致过去只有少数高校尝试性开设部分西方经济学课程，现在则已经在中国高校全

面普及，政府决策部门也越来越多地吸纳西方经济学人才，借鉴西方经济理论进行宏观决策。方福前

教授还结合当前的中国实际，针对西方经济学说在中国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三化”观点：政治经济

学现代化、西方经济学中国化和中国经济理论化。指出政治经济学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要与时俱进，能

够研究中国当代的经济发展；西方经济学要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应用；中国也应该从自己的经济

实践中提炼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指导自己经济的同时并推广到更多的发展中国家。

史晋川教授针对中国社会中存在的非官方（或非正式）组织行为的约束力问题，对法律和习俗之

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探讨中国制度变革的方向。这一研究涉及比较历史制度分析、社会与经济治理、

法律社会学等多种理论前提。史晋川教授认为，从比较历史制度的角度分析，人格化交易机制通过习

俗对合约的执行进行约束，而非人格化交易机制则通过法律进行约束。由于人格化交易机制和非人格

化交易机制的差异，特别是法律缺失严重时，社会与经济治理就有可能出现多方面的问题，进而引发

人们思考：第一，法律或习俗是固化还是过渡？一般而论，选择怎样的约束方式由成本决定，比如温

州民间融资的情况，最初融资金额小，受血缘、亲缘的约束，仅靠习俗就能很好地融资。但当规模发

展扩大时，与非血亲的金融关系越来越必要，习俗就无法进行有效约束，或说习俗作为合约执行机制，

其边际成本变大。而法律与之相反，制定法律要耗费一定“固定成本”，但随规模增大其边际成本越来

越小，这也正是法律的优势。第二，习俗对法律是阻碍还是补充？在这个问题上，史晋川教授讨论了

三种情况：首先是习俗和法律相互契合、相互补充的关系；其次是习俗和法律不契合但不冲突的关系；

再次是习俗和法律不契合并且相互冲突、相互阻碍的关系。因此，在怎样看待习俗的问题上，万万不

可“一刀切”，需要相关学者结合具体的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三，法律究竟是形式还是实质？史晋

川教授以杭州电视台社会专栏节目《钱塘老娘舅》为例分析指出，在很多情况下，老娘舅会说，“如果

不服我的调解，尽可去法院打官司，但打官司的结果可能还不如我这个调解”。这实际上意味着，表面

上是习俗调解纠纷，但实际上纠纷的解决很大程度上要受法律的影响，法律不仅仅是形式，更是纠纷

解决的实质。

与会代表们还围绕“外国经济学说与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可申教授就当前外国经济学说在我国实际应用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阐述了自己的

观点，表示赞同方福前教授提出的“三化”观点。盐城师范学院经管学院徐宏峰院长则认为在“西方

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不能盲目，由于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我国与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速

度肯定不一样，过多关注数据只能走上歧路。所以，中国的经济发展对策必须是从国情出发，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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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经济发展道路。随后，许多代表纷纷发言，谈到了怎样将公有制主体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问题，

分析了国有企业加大内部控制的利弊，探索了如何控制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并阐述了中国应该如

何理解西方经济学的三大假设前提。

（省江苏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 邓晶）

省金融学会举办“市政债与苏南金融现代化建设”

学术研讨会

为进一步研究探索市政债相关问题，推进苏南现代化示范区的金融现代化建设，2013 年 12 月 24

日，江苏省金融学会联合“金融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组织举办“市政债与苏南金融现代化建设”学

术研讨会。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副秘书长匡小红、中国金融学会常务副秘书长李民、江苏省社

科院院院长刘志彪出席会议并做主题演讲。江苏省发改委副主任王汉春、江苏省财政厅副厅长徐宁、

苏州市常务副市长周伟强、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行长杨毓、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营管部主任张

奎、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院长李心丹、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徐康宁、河海大学投资研究所所

长许长新围绕市政债与可持续的政府融资机制、市政债发展与直接债务融资、市政债与苏南现代化融

资机制等主题展开专题演讲。会议由江苏省金融学会副会长李文森主持。

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行长周学东在总结讲话中指出，探索建立市政债融资机制，推动城镇化融

资市场化，不仅可以提供规范、可持续的融资渠道，也可以构筑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之间的“防火墙”。

在偿债责任方面，相比于融资平台债，市政债强化了地方政府偿债责任，提高了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

强化了对地方政府的问责；在融资规范化方面，以市政债替代融资平台债，可以促使地方政府隐性负

债显性化、显性负债合法化；在融资可持续性方面，市政债通过发债规模和地方财力挂钩来有效控制

债务规模，通过由地方人大讨论批准后向当地全社会公开从而实现自我约束，通过引入市场化发行机

制，达到外部约束进而实现财政预算的硬约束。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中国金融学会负责人；江苏省发改委、江苏省财政厅负责人，中国

人民银行南京分行、江苏省银监局、证监局、保监局、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等江苏省金融学会十六家

秘书长单位的负责人及相关部门负责人；江苏省社科院、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审计学院等科研院所的负责人；苏州市政府、南京市金融发展办

公室、无锡市金融办、常州市金融办、镇江市政府金融处和苏南五市金融学会的负责人及代表等 70

余人参加此次学术研讨会。

（省金融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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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保险学会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研讨交流会在苏州召开

2014 年 2 月 21 日下午，由江苏省保险学会和苏州市保险学会联合主办,全省 9个学会参与的“保

险学会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研讨交流会”在苏州召开。

本次会议由江苏省保险学会秘书长张正宝主持，各市学会秘书长和相关论文作者参加了会议。会

上，省市学会组织的 9篇论文作者进行了交流发言。其中省学会综合部张义萍主任代表课题组交流了

《以服务型社团建设促进保险业改革与发展》一文。

省保险学会张正宝秘书长与参会者一起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与社会组织相关的八项内容，并分享了学习《决定》的感受。

（省保险学会 殷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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