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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简讯】 

1、我校东吴智库黄建洪教授参加江苏省青年智库学者培训班暨“两

聚一高”智库沙龙并作主题发言 

2 月 17 日，江苏青年智库学者培训班暨“两聚一高”青年智库

学者沙龙在南京举办。此次培训和沙龙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社科

联联合主办,江苏智库研究与交流中心承办，旨在发挥江苏智库研究

与交流中心的人才培育职能作用，加强智库人才交流协作，培养我省

智库界新锐力量，推动我省新型智库建设和决策咨询工作。我校东吴

智库研究员、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黄建洪参会并作题为《汇聚青

年学者智慧服务“两聚一高”主攻仗》主旨发言。 

2、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李向军一行调研东吴智库 

3月 24日，《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主任

李向军，《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副主任、智库版主编王斯

敏一行至东吴智库，就智库建设情况进行调研。我校人文社会科学院

常务副院长母小勇、副院长徐维英，东吴智库科研秘书、学报编辑部

副主任江波，东吴智库研究员方世南教授、段进军教授、叶继红教授、

陈一副教授、刘亮副教授等参加调研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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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7 中国（苏州）数字经济指数发布会在京隆重召开 

为准确把握数字经济发展的动态趋势和特点，进一步推动苏州市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5月 5日，由东吴智库、国信优易数据有限公司、

苏州市发展规划研究院联合主办的 2017 中国（苏州）数字经济指数

发布会在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创新创业（北京）基地隆重召开。国家

信息中心副主任马忠玉、苏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卢渊、我校副校长田晓

明等领导出席发布会并致辞。 

作为“名城名校融合发展”战略的重大研究课题之一，我校东吴

智库与国信优易数据有限公司、苏州市发展规划研究院通力合作，共

同开展基于大数据的苏州数字经济指数研究，并首次召开 2017 中国

（苏州）数字经济指数发布会。 

4、苏州大学江苏体育健康产业研究院正式成立 

为深入贯彻国务院 46号文件和“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的精

神，“苏州大学江苏体育健康产业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成立

仪式”于 3 月 17 日在红楼会议室隆重举行，研究院的建立是江苏省

体育局和苏州大学共同贯彻国务院纲要文件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共同

合作领域的进一步拓展。我校党委书记王卓君、江苏省体育局局长陈

刚、江苏省体育局副局长王志光、苏州市体育局局长周志芳、中国康

复研究中心康复信息研究所所长邱卓英、江苏体育产业协同创新中心

秘书长王家宏、体育学院党委书记邓国林及校内职能部门领导等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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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本次大会，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等合作企业的代表参

加会议，会议由我校副校长袁银男主持。 

5、新观点·新方法·新视野——第五期“新媒介青年文化”工作坊

成功举办 

6 月 25 日，人文社科院驻院研究团队苏州大学新媒介与青年文

化研究中心联合东吴智库、凤凰传媒学院举办的第五期“新媒介青年

文化”工作坊圆满结束。 

本期工作坊以“数码形态的文化表达与实践”为主题，邀请到美

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传播艺术系的潘忠党教授，美国宾夕法尼

亚大学安嫩伯格传播学院及社会学系杨国斌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新闻

与传播学院李立峯教授，云南大学新闻学院郭建斌教授和孙信茹教

授，结合各自的研究成果，进行指导、开展交流。 

6、我校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常州研究基地揭牌 

4月 11日，“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常州研究基地”揭牌仪式在常

州市委党校举行。这是继上海嘉定、浙江嘉兴、江苏盐城盐都研究基

地之后，我校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创建的第四个研究基地。我校红十

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池子华教授与常州市红十字会党组

书记、常务副会长钱斌共同为基地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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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我校台商投资与发展研究所受邀参加苏州市全市对台工作会议 

3 月 31 日上午，苏州市召开全市对台工作会议，深入贯彻落实

中央、省委对台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工作，分析形势，部署今年任务，

推动全市对台工作迈上新台阶。市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朱民出席并

讲话，副市长金洁主持会议。我校台商投资与发展研究所专家应邀参

加。 

8、我校台商投资与发展研究所张明所长等应邀参加第二届高校涉台

研究机构协同工作会 

4月 7日至 9日，由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和海峡交流

文化中心联合主办，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承办的第二届“高校涉台研

究机构协同工作会”在福建厦门顺利召开。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

孙亚夫，教育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赵灵山等对台工作部门

领导同志出席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的 50 余家高校涉台研究机构，逾

200余名台湾研究学者及相关机构领导和从业人员莅会出席。我校台

商投资与发展研究所张明所长等应邀参会，并在小组发言中就如何加

强高校涉台智库建设议题进行了交流发言。 

9、“全球化时代的信仰：儒学的世界化”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4月 4日，由我校比较文明与文学研究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文

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全球化时代的信仰：儒学的世界化”学术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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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苏州大学召开。60 多位专家学者们就全球化时代的儒学作为一

种非宗教信仰的世界化，随着中国复兴，中国的文化自信正在日益加

强。大会收到国际国内大学、国家有关部委与江浙沪社科研究机构的

贺信与论文共 20 余份。中华传统文化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不间断

传播至今，唯一非宗教的古代文明形态。  

10、我校社会公共文明研究所副所长沈志荣辅导文明城市创建测评的

相关工作 

6月 3日，我校社会公共文明研究所副所长沈志荣为郭巷街道相

关工作人员辅导文明城市创建测评的有关工作。他结合苏州市创建文

明城市的成功经验和今年创建的新形势，重点对 4 个方面进行了阐

述：一是对苏州全国文明城市的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群的创建基本情

况做了说明；二是对城市文明程度指数测评体系与标准做了具体分

析；三是对测评工作的实施及注意事项进行了强调；四是对创建工作

提了参考建议。 

 

 

 

 

 

 

 



 6 

【基地成果】 

1、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产城

融合机制与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产城分离类

型识别、原因与治理》简介 

产城关系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都必须解决

好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取得了巨

大成绩，但是对产城关系的处理却不尽恰当，存在着不同形式的产城

分离现象，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要对此采取相应对策，从产城分离

走向产城融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我国城镇化

进程中产城融合机制与路径研究”负责人夏永祥教授就此问题进行了

详细论述，在阐述产城融合的本质与意义基础上，剖析了我国城镇化

进程中产城分离的类型与原因。不同类型的产城分离都表明了我国工

业化与城镇化的不协调，降低了工业化与城镇化中的资源配置效率。

中共十八大后，我国致力于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纠正以前的偏差，其

中，理顺产城关系、从产城分离走向产城融合应该是一个重要内容。

为此，夏永祥根据产城分离的不同原因，指出应重点抓好以下六项工

作：1、工业化和城镇化都要坚持以人为本；2、确立科学合理的产城

融合实现机制体制；3、资源型企业和城市要在发展转型中确立新的

产城融合模式；4、准确定位房地产在城市、区域乃至整个国民经济

中的定位；5、城市规划中分类处理职住空间布局；6、把特色小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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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产城融合的新载体和新平台。 

2、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城镇化发展模式的区域

比较研究”阶段性成果《提升江苏集中居住区居民生活质量的对策建

议》简介 

当前，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因征地拆迁、

撤村并居或村庄整治而进入集中居住区居住和生活。为了解江苏农民

集中居住区居民生活质量状况，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

目“城镇化发展模式的区域比较研究”负责人叶继红教授及课题组于

2016 年在江苏 13 个城市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1300 份，回

收 1165 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 89.6%。生活质量问卷的指标主要包

括经济生活、居住出行、关系与娱乐、社会保障、环境与健康六个方

面。基于集中居住区居民生活质量的现状与问题，他提出五点提升集

中居住区居民生活质量的对策：1、提高集中居住区居民的就业质量，

多渠道增加集中居住区居民收入；2、进一步完善集中居住区的配套

设施，大力提升集中居住区的居住品质；3、加强集中居住社区文化

建设，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4、开展科普宣教与心理健

康援助，提升居民的城市适应能力；5、重视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策略，

完善农民集中居住政策。 



 8 

3、《智库专报》刊发东吴智库研究员刘亮研究成果 

近日，江苏省委宣传部《智库专报》2017年第 10期刊发东吴智

库研究员刘亮副教授研究成果《关于构建江苏创新生态系统的对策建

议——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 

刘亮在文中指出，构建江苏省创新生态系统要从制度、政策、操

作三个层面下功夫，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注重从“创新政策”向“创

新服务”转变，确立以服务对象需求为导向的新理念和新范式，明确

政府、市场的角色定位及责任边界，用整合的方法制定和实施构建江

苏创新生态系统的措施。 

4、《群众》杂志刊发东吴智库研究员杨锐研究成果 

近日，我校东吴智库研究员杨锐老师在《群众》上发表研究成果

《把大数据产业打造成苏州产业地标》。杨锐从“苏州为何要把大数

据产业打造成产业地标”、“苏州打造产业地标离不开城市合作创

新”、 “打造苏州大数据产业地标的行动路径”三个方面阐述如何

打造“数据苏州”品牌，并强调，大数据产业政策的着力点需导向城

市间的产品联系。一个城市需要与发展水平有差距、相对邻近的其他

城市，通过中间投入品、资本品和消费品的联系，来促进城市之间的

合作创新。为此，对于大数据产业的产业规划政策，其重点不应仅仅

立足于苏州市，以大数据产业本身为中心来谋划发展，而更应立足于

苏州与其他城市之间的资本品、中间投入品和消费品联系，以其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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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创新需求为中心来谋划发展。 

5、我校东吴智库研究员张劲松教授《建立大数据平台 高效统筹城市

停车位商业化利用》被《决策参考》采纳 

我校东吴智库研究员张劲松教授《建立大数据平台 高效统筹城

市停车位商业化利用》被《决策参考》采纳。张劲松指出，停车难、

停车乱已严重影响城市交通和城市生活，随着车辆越来越多，这一问

题还会加剧。为缓解这一难题，他建议以大数据平台为支撑，以商业

化利用为手段，高效统筹公共部门、商业企业、城市社区停车位及城

市闲置空间，精准定位城市可利用停车位，实时共享公共部门、企事

业单位开放停车位，鼓励社区个人自有停车位自愿入网。 

6、我校东吴智库首席专家、基层党建研究所副所长方世南教授发表

专栏文章数篇 

我校东吴智库首席专家、基层党建研究所副所长方世南教授硕果

累累，先后在《光明网》理论版发布理论文章《推动党内政治文化与

法规制度同频共振》、“融话”上撰文《海绵城市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在政治生态和商业生态同步一体优化中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圈阅》上撰文《大力提高党内政治文化的全民认同度》、《苏州日报》

上撰文《让法治成为苏州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和标志》、《解放日报》

《光明网》上撰文《双管齐下 激励政党自我革新》、《上观新闻》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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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党内政治生活与党内政治生态的一体优化》。 

方世南教授多年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政治建设等研

究，撰写的大量实证研究报告、调研报告，在国务院及中组部、中宣

部举办的各类具有较大影响的内参发表，供领导决策参考；研究成果

多次获得江苏省委领导的重要批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智力支

持。 

7、《陆树藩：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先驱》《红十字运动研究（2017年

卷）》先后出版 

近日，由我校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与湖州市红十字会、上海嘉定

区红十字会合编的《陆树藩：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先驱》《红十字运动

研究（2017 年卷）》先后出版。《陆树藩：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先驱》

一书由吴康丽、池子华共同主编，共分三篇：上篇“陆树藩：中国红

十字运动的先驱者”，是本书的重点。为了使读者对相关问题有深度

了解，同时为有兴趣的读者提供研究资料，中篇“陆树藩研究资料”

录入核心资料《救济文牍》《救济日记》《京津救济善会图说》以及《申

报》《中外日报》相关报道，以便参阅。下篇“陆树藩年谱简编”可

以使读者对陆树藩生平有一个大致了解。 

《红十字运动研究（2017年卷）》池子华、王国忠、陈海高、傅

琦红主编，全面展示了过去的 2016 年中国内学术界在红十字运动历

史和现状研究方面的重要理论观点，内容包括：红十字理论探讨、历

史研究、百家争鸣、工作交流、图书评论、文献资料、杂文随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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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本著作的出版，汇集了红十字运动研究的最新成果，丰富了红

运史研究的内容，全面展示了当前国内红十字研究的水平，学术价值

不言而喻，可为学界、业界所参考。 

8、我校外国语学院、典籍翻译研究中心孟祥春副教授译著《生态时

代与中国古典自然哲学》全球发行 

近日，我校外国语学院翻译系副主任、典籍翻译研究中心研究员

孟祥春副教授英译的《生态时代与中国古典自然哲学》（ The 

Ecological Era and Classical Chinese Naturalism）由世界著名

出版社施普林格（Springer）出版集团出版并在全球发行，电子版（DOI 

10.1007/978-981-10-1784-1_1）也已由 Springer线上发行。 

《生态时代与中国古典自然哲学》为当代著名学者鲁枢元教授力

作《陶渊明的幽灵》的英译版。《陶渊明的幽灵》深入挖掘了中国的

古典自然主义思想，全面呈现了陶渊明的自然主义哲学及其西方“精

神盟友”的相关思想，力图在当下的生态危机中，为世人提供一种反

制性的诗意栖居的生活范式。原著在国内外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并由此荣获 2014年“鲁迅文学奖”（批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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