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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度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法学学部工作会议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法

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联席会议在哈尔滨召开

管理员 (?mod=info&act=list&sort=管理员&id=71) 发布时间：2012-07-12 21:50  点击：2942

    2012年7月7-9日，2012年度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法学学部工作会议暨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法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联席会议在哈尔滨召开。会议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

法学学部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和黑龙江大

学共同承办。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法学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学科评议组成

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法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全国重点政法院校的负责同志等50

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根据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关于开展协同创新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通

知》的要求，本次会议的主题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协同创新的理论与实践”。

在开幕式上，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王利明教授，黑龙江大学党委书记杨

震教授，教育部社科委法学学部召集人张文显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司何健处长先后致

辞，表达对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和对会议成功召开的祝贺。何健处长在开幕式致辞中展望

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发展态势，介绍了教育部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近期工作思路

和重点工作部署，特别是详细介绍了“2011计划”的出台背景、总体目标和建设要求。他

指出，“2011计划”的核心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推动教育与科技、经济、文化紧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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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高校应以密切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为核心，从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入手，破解制约哲学

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协同创新实践，增强哲学

社会科学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教授主持。

会议的第二阶段是听取和审议法学学部工作报告。本阶段会议由教育部社科委法学学

部召集人陈光中教授主持。教育部社科委法学学部召集人张文显教授就法学学部2011-

2012年度的工作做了报告，与会的教育部社科委法学学部委员对报告做了审议，与会代表

对报告进行了讨论。与会代表对法学学部过去一年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对下一年度的

工作安排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意见和建议。

会议的第三阶段由法学学部委员黄进教授主持，讨论了法学学部秘书处起草的《关于

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协同创新的研究报告（会议讨论稿）》（以下简称“研究报

告”）。法学学部召集人张文显教授就“研究报告”的起草工作做了说明，法学学部秘书

长黄文艺教授就“研究报告”的写作思路和主要内容做了汇报。与会代表就协同创新计划

和“研究报告”发表了看法，提出了重要的意见和建议。

本次会议的第四阶段分两组进行讨论。参加第一小组讨论的会议代表主要有教育部社

会科学委员会法学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和相关单位的负责同

志。与会专家进一步深入研讨了哲学社会科学协同创新计划的重大意义和主要内容，特别

是对该计划在贯彻落实中所可能遇到的体制机制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很多有针对

性的见解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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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本次会议第四阶段第二小组讨论的会议代表，主要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法

学）重点研究基地和全国主要政法院校的负责同志以及会议特邀嘉宾。在讨论中，与会专

家总结介绍了法学领域特别是各个重点研究基地推进法学领域协同创新的具体做法和实践

经验，展望了哲学社会科学协同创新的发展趋势和前景，对如何推进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

协同创新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本次会议还讨论了筹备下一年度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法学学部工作会议暨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学（法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联席会议的相关事宜。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法学学部召集人张文显教

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法学学部秘书处秘书长、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黄文艺教

授，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杜宴林教授，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讲师、教

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法学学部秘书处办公室秘书王奇才博士，参加了本次会议。吉林大学

社会科学处孙长智处长，项目与学术交流管理科钟鸣同志，也参加了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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