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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一届学术年会大会举行

社科界为上海创新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记者李玉 查建国

2013-11-08 10:29: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1月8日 

   

    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11月6日，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一届学术年会大会在沪举行。大会围绕全面

深化改革，聚焦“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与建设”等议题。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琪出席大会并讲话。上海市社会

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秦绍德致开幕词。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沈国明主持开幕式。上海市社联党组副书记、专职副主席

桑玉成，上海市社联专职副主席刘世军等出席会议。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凸显实践价值 

  年会期间，围绕主题召开了12个学科专场、10个主题专场，200余位专家做了主题发言，参与年会活动的专家学者和青年学

生等达到2600余人。年会共收到论文579篇，出版了60余万字的大会文集。本报上海记者站连续第三年获得上海市社联颁发的

“优秀组织奖”。 

  李琪提出，上海社会科学界要明确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重要职责和崇高使命，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

荣。要不断加强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体系的研究与总结，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要凸显哲学社会

科学的实践价值，推动深化改革开放、科学发展重大课题的研究与阐释。要重视和加强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学术关注，为上海的创

新驱动、转型发展，为上海自贸区建设作出新的理论贡献。此外，上海社会科学界要解放思想，凝聚力量，为上海的经济社会发

展，更为上海文化的建设提供更多具有远见卓识的学术理论智慧。 

  关注上海自贸区建设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上海自贸区的建立是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为学术界、理论界提供了广泛的课题方向。年会聚焦自贸区建设中的

理论和实践问题，与会代表就如何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扩大投资领域开放、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完

善制度保障，以及营造相应的监管和税收制度环境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扩大服务业开放是上海自贸区的重要任务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提出相应的设想：我们需要按照“准

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两项管理原则来实行开放。着重推进对外对内全方位的开放，促进开放条件下竞争规则的建立和

完善，这就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实行这一管理办法，就是在考虑对外开放时，首先对内开放。同时，上海自贸区尚处于起步

阶段，负面清单较长是正常的、合理的，重要的是这一管理原则已经体现出体制机制性变化，从原有模式过渡到新的模式。 

  “大家带着对上海自贸区的不同理解走到一起，与其说是大家期待一套全新的政策体系出炉，不如说自贸区成为一个导火

线，点燃了积累多年的社会对改革开放的热情。与其说是大家在等待政策讯息，不如说激发了企业和社会对自贸区的无限想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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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创新活力。”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简大年表达了自己对自贸区的理解。 

  “上海自贸区建设的关键是制度创新，而不是政策优惠。”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石磊提出，自贸区不是一个政策洼

地，而是可复制、可推广、可迅速为其他地区提供参考的改革创新。同时，这也是自贸区要对国家新一轮深化改革作出的应有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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