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 9 日，济南大学新旧

动能转换研究院成立及辅导报

告会在第一学术报告厅举行。省发改委

副巡视员关兆泉，济南市政协副主席、

市科协主席刘梦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市人才办副主任韩洪强，市外宣办主任

赵民，市社科联党组书记、副主席高宝

继，市社科院院长马军远，市发改委发

展规划研究室主任马骏，市科技局副局

长刘德志，市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管委

会副巡视员崔健，学校党委书记程新，

校长张士强，副校长杜斌、王志、陈月

辉、李光红，纪委书记崔桂禄出席会议，

学校科研平台负责人及教授代表 360 余

人参加会议。会议由校长张士强主持。

学校党委书记程新致辞。校长张士

强宣读成立济南大学新旧动能转换研究

院的决定。省发改委副巡视员关兆泉、

济南市政协副主席刘梦海、济南大学党

委书记程新、校长张士强为济南大学新

旧动能转换研究院揭牌。与会领导为特

聘研究员代表颁发聘书。程新书

记表示，济南大学成立新旧动能转换研

究院，目的是对标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

程的要求，探索新形势下推动学校发展

的新理念、新模式、新机制。济南大学

将全面加强与省市有关部门的联系和交

流，优质高效地开展各项工作。一是正

确定位，既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

战略思维”，又要坚持问题导向、紧贴

山东和济南实际，进行开创式

研究。二是突出特色，紧紧围

绕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部署，把新旧动

能转换上升到制度层面，提出切实可行

的解决方案。三是做好协同，建成链接

政府、高校、企业和社会资源的综合高

端平台，发挥人才优势，用好社会资本。

新旧动能转换研究院首席专家张伟

教授表示，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是济南大

学服务山东省和济南市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大机遇，要以新旧动能转化为目标，

以供给侧改革为切入点，提出有价值、

接地气的政策建议，为山东省高质量发

展和济南市的进位发展做出贡献。

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人才办

副主任韩洪强对济南大学新旧动能转换

研究院成立表示祝贺。省发改委副巡视

员关兆泉做了题为《加快推进新旧动能

转换重大工程》的辅导报告，对山东省

如何推进新旧动能转换进行了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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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大学 2018 年社科工作推进会召开
3 月 16 日，济南大学 2018 年社科工作推进会召开。副校

长李光红，各文科学院分管科研副院长、各文科独立科研平

台负责人，跨学科学院的相关领导及社科处全体人员参加会

议。会议由副校长李光红主持。

李光红副校长强调，我校人文社科工作应着重解决好三

个问题：为何抓科研、科研抓什么、怎么抓科研。

首先，各单位要明晰科研工作的重要性，解决“为何抓

科研”的问题。从宏观层面看，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以学

科建设为支撑，科学研究水平是衡量学科建设的重要刚性指

标；从中观层面看，高校办学水平主要体现在人才培养质量上，

只有通过提升学术研究水平，提高学科竞争力，才能提高我

校办学质量；从微观层面看，教学能力与科研水平是教师个

人成长的两大基石，二者相互促进。

其次，各单位科研工作要聚焦“四大”，即“大项目、

大成果、大奖励、大平台”，解决“科研抓什么”的问题。

“大项目”特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项目和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公关项目，“大成果”特指发表在《中

国社会科学》以及各学科排名前几位的学术期刊上的论文、

国内知名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学术著作、被国家与省部领导批

示并进入决策层面的咨政研究报告，“大奖励”特指教育部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和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特等奖、一等奖，“大平台”特指国家级人文社科研究基地

和省部级科研平台。

最后，各单位要切实提高执行力，解决“怎么抓科研”

的问题。要按照我校人文社科研究的“四梁八柱”工作布局，

统一认识，凝心聚力，真抓实干，进一步实现我校人文社科

研究的振兴与繁荣。

社科处处长张守凤对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社科处各分

管副处长对 2018 年第一季度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总结，并就上

半年工作重点进行了具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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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大学新旧动能转换研究院
成立及辅导报告会举行

1月5日下午，教育部特聘长江学者、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教

授做客泉城大讲堂，在第二学术报告厅

做了题为《如何建设服务国家战略的非

洲学科：我的非洲故事》的学术报告。

报告会由济南大学陈月辉副校长主持，

校团委、外国语学院、政法学院、国际

教育交流学院等部门和学院师生参加了

报告会。

刘鸿武教授结合自己在国内和非洲

生活、求学与工作的经历，讲述自己行

走非洲以及开始非洲研究的渊源。他指

出，要对非洲进行研究，首先要深刻理

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具有较强的时空

意识，用比较的视角审视多元的世界。

刘教授还强调走进非洲对于研究非洲的

重要性，秉承“非洲情怀、中国特色、

世界视野”的治学精神，结合“一带一路”

等国家战略做有中国特色的非洲学问。

刘鸿武，中国著名非洲学者，教育

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商务部经贸政策

咨询委员会国际投资专家，从事非洲研

究工作 20 多年。他担任达沃斯世界经

济论坛非洲议程理事会理事、外交部中

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指导委员会委员、

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非洲

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

会理事。2009 年荣获中非人民友好协

会授予的“中非友好贡献奖”，当选“感

动非洲的十位中国人”。先后出版《非

洲文化与当代发展》、《非洲文化与当

代发展》、《蔚蓝色的非洲》、《达尔

富尔问题多维透视》、《黑非洲文化研究》

等专著教材 14 部，发表论文 100 多篇，

主持完成多项国家级课题，获多项国家

级教学科研成果奖。

学术交流

南京财经大学校长宋学锋教授应邀来我校进行学术交流
1月6日，南京财经大学校长宋学锋教授应邀来我校商学院，做了题为“管理科学科研项目选题与论证”的主题报告。社科处、

商学院相关负责同志和教师代表听取了报告，报告会由商学院副院长冯素玲主持。

宋学锋教授详细讲述了管理学项目申报中的各种问题，包括2017年项目申请立项情况、国家自然基金项目评审流程及规则、

2018 年管理学部申请鼓励领域、如何提高项目申请书的质量等内容。宋学锋教授认为，国家项目的申报工作对年轻教师个人发

展意义重大，要想申报成功，主要取决于一个好的选题、扎实的研究基础、明确的研究目标和具体科学的研究内容、切实可行

的技术路线。

宋学锋，现任南京财经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管理科学与工程、数量经济与金融工程、管理复杂系统科

学、煤矿安全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承担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及面上项目、国际合作项目、国家哲学社会

科学基金项目等 10 余项；出版学术专著、译著等 10 余部；发表论文 100 余篇；获多项国家、省部级教学科研成果奖。

教育部特聘长江学者刘鸿武教授做客泉城大讲堂

3 月 20 日，中国传媒大学姚小鸥教

授应邀做客文学院，做了题为《出土文

献与文学研究漫谈》的学术报告。报告

会由文学院院长张兵主持，出土文献研

究团队及部分研究生参加。

张兵教授介绍了姚教授的学术造诣

以及对文学院的大力支持，希望他在“如

何协调推进重大项目、高水平论文发表、

出土文献和文学研究可持续问题”等方

面给予指导。

姚教授在漫谈中肯定了济南大学文

学院、出土文献与文学研究中心的良好

发展势头，希望师生珍惜学术氛围，重

视论文选题，遵守学术规范、注重生活

积累、培养学术敏感、保持学术坚守，

从文献、文学的内在规律多角度阐释文

学本源，利用出土文献解决学术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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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大学绿色发展研究院院长张伟教授撰写的政策建议报告《发

展绿色金融，培育激发山东新动能》获省领导批示，要求省发改委、

省财政厅、省环保厅认真阅研并建议进入决策。

省政府领导对我校第三方评估研究院撰写的《助力新旧动能转

换增添利器——关于加快“科创蓝”清洁能源供能技术转化推广的

建议》作出批示。

3 月 13 日，山东省发改委发展规划处处长胡薄受我校邀请，做

了题为“以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为统领，推动创新发展持续发展

领先发展”的专题报告。

3 月 19 日，我校教师主持完成的《中华传统好食品评价通则》

团体标准审定会在北京召开，该通则由济南大学、中国食品报社、

中华传统好食品联盟等单位联合起草制定。

1 月 23 日，《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编撰工作推进会在我校

召开。

我校文洪朝教授学术论文入选“2017 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

重要研究成果。

著名舞蹈编导梁群受聘为济南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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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1 月 18 日，济南大学政法学

院、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济南联合主办了“新时代

社会治理创新与社区发展研讨会”。来自民政部政策研究中

心、山东省民政厅、南京大学、山东社会科学院、济南大学、

山东师范大学 20 余位专家学者和实务界人士出席了会议。济

南大学政法学院院长梁丽霞、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李松玉共同主持了会议。

会上，山东省民政厅副厅长刘同林、山东师范大学纪委

书记姚东方等领导分别致辞并对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南

京大学林闽钢教授、山东社会科学院崔树义研究员、民政部

政策研究中心徐富海副研究员、济南大学政法学院高功敬副

教授、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狄雷副教授、山东省民政

厅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尹绍强处处长分别做了主题报告。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社会服务、养老保障、基层政权、社会组织、

社会政策、反贫困等议题召开热烈讨论，一致认为，新时期

民政政策理论研究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强化政产学研的结合，加强围绕中央和地方重点工

作部署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会议还对即将设立在我校的民政部政策研究理论基地的

设立、运作、管理、建设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协商，达成

进一步共识。

学术会议 济南大学政法学院与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联合举办民政理论研讨会

1 月 5 日，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

中心（非洲研究中心、冰岛研究中心）

揭牌仪式暨国别和区域研究高层论坛在

我校举行。中国外交部原部长、中国人

民外交学会名誉会长李肇星，原中国外

交家协会会长、中国外交官联谊会副会

长秦小梅，中国前驻南非大使、外交部

非洲司前司长、前中国政府非洲问题特

使刘贵今，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

员会会长、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苏格，中国前驻瑞典王国大使兰立俊，

中国前驻冰岛大使张克远，外交部新闻

司参赞兼公共外交处处长刘禹同，中国

非洲问题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非洲史研

究会副会长、教育部特聘长江学者、浙

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山

东省教育厅总督学、党组成员孟庆旭，

山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李永

森，聊城大学校长蔡先金，山东交通学

院非洲文化研究所所长曾梅，《光明日

报》主任编辑张雁，济南大学校长张士

强，副校长王保贤、李光红出席仪式，

相关职能部门人员及外国语学院、政法

学院、国际教育交流学院约 500 名师生

参会。揭牌仪式由王保贤副校长主持。

省教育厅总督学孟庆旭宣读教育部

《关于公布 2017 年度国别和区域研究

中心备案名单的通知》。与会领导分别

为“济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和“济南

大学冰岛研究中心”揭牌。张士强校长

为李肇星会长颁发“济南大学非洲研究

院名誉院长”聘书，为苏格大使颁发“济

南大学冰岛研究院名誉院长”聘书，为

李肇星会长、苏格大使、刘贵金大使、

刘鸿武教授和刘禹同参赞颁发“济南大

学客座教授”聘书。

张士强校长介绍了我校国际化办学

情况。他指出，2014 年学校整合校内外

资源，成立了“冰岛研究中心”和“非

洲法语区研究中心”，对冰岛国家和非

洲法语区域开展全方位综合研究。此次，

两个研究中心双双进入教育部国别和区

域研究中心备案名单，这是教育部对我

们已有工作的肯定，也是我们今后工作

的动力。学校将全面加强与非洲区域国

家、冰岛的联系交流，优质高效的开展

各项工作。一是以咨政服务为首要宗旨，

紧紧围绕国家外交决策部署，为国家外

交策略提供科学的决策建议。二是注重

加强国别和区域研究学科建设，不断加

强内涵建设，培育新兴交叉学科。三是

造就一批满足国家重大政策研究需求的

“非洲通”和“冰岛通”人才，为国家

外交和山东对外开放提供智力支持。

李肇星会长指出，在中国成长为世

界性大国的过程中，国别和区域研究对

我国的外交战略有重大的意义。中国外

交智库的战略研究，亟需国别研究特别

是小国研究人才。他相信济南大学“非

洲研究中心”和“冰岛研究中心”一定

能打造成高端的学术研究平台。

教育部特聘长江学者、浙江师范大

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和聊城大学校

长蔡先金代表兄弟院校分别致贺词。

揭牌仪式结束后，在行政楼第一会

议室召开国别和区域研究高层论坛，相

关领域专家学者和中心研究人员参会。

副校长李光红主持。济南大学非洲研究

中心主任李常磊教授、冰岛研究中心主

任张守凤教授分别从中心现有基础、中

心已开展工作、未来发展定位和存在的

问题与对策等四个方面，向与会专家汇

报中心建设规划。专家们热烈讨论，畅

所欲言，就研究中心未来发展方向与战

略规划进行了深入探讨，为中心发展献

计献策。

科研平台 我校举行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
（非洲研究中心、冰岛研究中心）揭牌仪式暨国别和区域研究高层论坛

1 月 5 日上午，中国外交部原部长

李肇星受聘济南大学名誉教授、济南大

学非洲研究院名誉院长，校长张士强为

其颁授聘书。下午，李肇星部长在第一

学术报告厅做专题讲座。专题讲座由校

长张士强主持，学校全体中层干部、教

工党支部书记、学工人员等参加讲座。

李肇星部长幽默风趣的语言、平易

近人的态度和饱含爱国深情的演讲征服

了全场。一个半小时的演讲中，多次响

起阵阵掌声。他说：“虽然我已经是个

老人了，但在祖国面前是永远长不大的

孩子，在知识面前是小学生；我出生在

山东农村，山东人诸葛亮说过‘宁静致

远’”等等。李肇星部长的讲解深入浅出，

自然睿智。他勉励大家要有责任感和使

命感，热爱祖国，感恩人民；做研究要

有严谨的态度，持之以恒的精神。

李肇星，山东胶南人，教授、博士

生导师。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名誉会长、第十一届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素有“诗

人外交家”之称，出版有散文集《彩色

的土地》、诗集《青春中国》等作品。

1964 年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后，在外交

部工作；1985 年 -1990 年，任外交部

新闻司副司长、司长，外交部发言人；

1990 年 -1993 年，任外交部部长助理；

1993年-1995年，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特命全权大使；1995 年 -1998 年，任

外交部副部长；1998 年 -2001 年，中

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2001

年 -2003 年，任外交部副部长；2003

年 -2007 年，任外交部部长。

1 月 5 日下午，外

交部新闻司参赞兼公共

外交处处长刘禹同，在

第一学术报告厅做了题

为《大国外交与公共外

交》的学术报告。报告

会由济南大学校长张士

强主持，学校全体中层

干部，教工党支部书记，学工人员等参加了报告会。

刘禹同参赞结合十九大报告，简单介绍了当前我国外交

形势。他说十九大报告指出了我们的党和国家在国际社会与

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定位和宗旨原则，指明了中国的国际角色

定位，公共外交对实现中国外交战略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刘禹同参赞系统讲解了公共外交定义、起源、特点、理

论和目标。他指出，新时代下公共外交呈现新格局，我国既

要韬光养酶，也要发出中国声音。

刘禹同，外交部新闻司参赞（副司级），国际政治学博

士。1996-1998 年，外交部新闻司随员；1998-2002 年，中国

驻南非约翰内斯堡总领事馆副领事；2002-2006 年，外交部

新闻司副处长（新闻司综合处、新闻司发布处）；2006-2007

年，外交部公派赴英国牛津大学学习；2007-2008 年，外交

部新闻司一等秘书；2008 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学专

业博士学位；2008-2012 年，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言人，

新闻组组长；2012-2015 年，中国驻澳大利亚珀斯总领事馆

副总领事；2015-2016年，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秘书长（挂职）；

2016 年 9 月至今，外交部新闻司参赞兼公共外交处处长。

外交部新闻司参赞刘禹同应邀做专题报告

高层论坛
外交部原部长李肇星

受聘我校名誉教授并做专题讲座

3 月 27 日，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

究中心联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发布了《复印报刊资

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2017版）》名单。《济南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全文转载量、全文转载率均进入全国前 100 位。

近两年来，我校学报（社会科学版）坚持以“创办特色

名栏，提升学术影响力”为办刊宗旨。特邀李学勤先生、牟

钟鉴先生、张海鹏先生、曾繁仁先生担任学术顾问，聘请 26

位海内外知名学者担任学报编委会成员，悉心指导学报的年

度选题、专栏策划；遍约各学科领域的知名学者力作，

先后刊发了哈佛大学、杜克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

昆士兰大学、名古屋大学等国外大学知名学者的文

章 14 篇；刊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国内高校学者的文章 43 篇。

学报（社会科学版）通过开设特色栏目，诚邀知名学者

担任栏目主持人，办刊质量不断提升。2016-2017 年度，学

报刊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15 篇，被《新华文摘》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文摘期

刊转载 29 篇。学报（社会科学版）刊文的下载率、转引率、

前 2 年的影响因子、2016 年的即年影响因子等指标均有显著

提升，学报的口碑、美誉度、知名度都在不断提升。

学报建设

《济南大学学报》（社科版）
刊文转载量、转载率进入全国前 100 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