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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思想库作用

为国家重大社会经济决策服务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人口问题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始终要

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

，

是现代化建设中的关键因

素

。

人口问题本身具有复杂性

、

全局性和长期性

特点

，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世界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

，

中国人口问题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基本背景和基本国情

，

有关人口问题的政策和决

策更成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战略性决策

。

中

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在建立之初

，

就

明确了中心的发展方向和定位

，

除了要在科学研

究

、

人才培养

、

学术交流等方面发挥

“

龙头

”

和

“

平

台

”

的作用以外

，

还要充分发挥

“

思想库

”

和

“

智囊

团

”

的作用

，

为国家的重大社会经济和人口决策服

务

。

10

年来

，

在面向社会

、

面向现代化建设

、

面向国

家重大问题和重要决策的原则指导下

，

中心发挥

团队精神

，

积极为社会服务

、

为国家决策提供智

力支持

，

受到了政府部门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

价

，

并对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决策产生

了直接影响

，

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和进展

。

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规定生育的家庭征收社

会抚养费

，

是计划生育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

。

面

对这样一个具有全局性重大影响的问题

，

中心从

2004

年起开展有关社会抚养费征收和管理情况

的专门调查

。

中心的科研人员在两年的时间里

，

多次到湖北

、

甘肃

、

安徽

、

江苏

、

河北

、

云南等省

的农村

，

足迹踏遍那里的山山水水

，

访问了许多农

民群众和基层干部

，

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和数

据

，

形成了一份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分析的系列

研究报告

。

报告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

，

提出了关于

取消二胎生育间隔限制的建议

，

提出了关于改变再

婚和未婚生育政策的建议

。

该报告上交到国家人口

计生委后

，

得到国家人口和计生委的高度评价和充

分肯定

，

认为该调查结果很有说服力

，

是

“

基本国

策

”

确立

20

多年来

，

在该领域进行的最深入

、

系

统的专门调查

。

国家人口和计生委主任办公会议专

门听取了该项调查的主要发现

，

充分肯定了报告提

出的政策建议

，

对计划生育的

“

国策

”

作出了重大

的改革决定

，

决定推动取消二胎生育间隔限制

，

推

动关于再婚

、

未婚生育政策改革

。

在以后的几年

里

，

全国十几个省陆续在省级计划生育条例中取消

了二胎间隔限制

。

其他十几个省则大大放宽了这种

限制

，

并正在修改条例

，

准备最终取消二胎间隔限

制

。

这是计划生育国策确立近

30

年来首次重大的

变革

。

调研报告的英文版公布后

，

在国际组织和相关

国家中产生了良好反响

，

为我国计划生育争取国际

上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美国国务

院负责人口

、

难民和移民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吉恩

·

杜威先生来华期间

，

专程对中心进行了访问

，

与中

心研究人员就中国人口政策

、

特别是社会抚养费的

征收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

，

对美国的政策决策产

生了重要影响

。

最近几年

，

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

，

中国的

人口形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在人口数量继续增

长的同时

，

人口结构日益老龄化

，

出生性别比居高

不下

。

为推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

原有的计划生育

政策面临进一步完善的重大需求

。

中心承担了国家

下达的完善人口政策的研究任务

，

组织人员对完善

人口政策的原则

、

内容

、

路径和具体方案进行了全

面的研究

，

并构建模型

，

对完善政策过程中和完善

政策后出现的各种人口变化进行了实际的模拟

。

研

究报告对中央关于完善人口政策的重大决策起到了

重要的参考作用

。

中

国

经

济

发

展

思

想

比

较

专

题

国

际

研

讨

会

打开思维和智力大门的钥匙

———评《我的心理学观———聚焦思维结构的智力理论》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教授林崇德先生

的力作

《

我的心理学观

———

聚焦思维结构的智力理

论

》

一书

，

是对林崇德教授及其团队所进行的思维

和智力理论与实证研究及其推广与应用的系统

、

全

面总结

，

为回答思维和智力的若干问题提供了较为

详尽

、

具有中国特色的答案

。

该书紧紧围绕聚焦思维结构的智力理论展开

。

其基本理论观点如下

： （

1

）

思维是智力的核心

。

林教授认为

，

智力是指成功解决某种问题且表现出

良好适应性的个性心理特征

，

由六因素

（

思维

、

感

知

、

记忆

、

想象

、

言语和操作技能

）

构成

。

智力个

体差异表现在发展水平

、

发展方式

、

组成类型

、

表

现范围等四个方面

，

它主要由思维品质来决定

，

是

“

思维核心说

”

的基石

。 （

2

）

思维的三棱结构

。

认

为人的智力差异根本原因在于其思维结构的差异

，

而思维结构由思维的目的

、

过程

、

材料

、

品质

、

自

我监控

、

非认知因素等六种因素所组成

。

这一

“

三

棱结构

”

即

“

聚集思维结构智力理论

”，

展示了思

维乃至智力结构的多元性

；

说明了智力主要是人们

在特定的物质环境和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中

，

在自我

监控的控制和指导下

，

在非认知因素的作用下

，

为

了达到某种目的

，

识别问题

、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所需要的思维能力

。

《

我的心理学观

》

共分十章三十五节

，

内容层

层深入

，

囊括了有关思维和智力研究领域内的众多

问题

。

第一章主要论述这一理论的来源

，

它来自于

对朱智贤教授理论的继承

，

并在继承基础上加以创

新

，

对其理论作进一步升华和深化

。

在本书的第二

章林崇德教授对一些经典智力理论的观点进行了客

观的评述

，

并有选择地吸收了某些观点以建构和完

善自己的理论

。

值得注意的是

，

针对近

20

年来国

际上关于智力的

5

种最新理论

，

林崇德教授进行了

科学的评判

，

提出了独特的见解

。

第三章到第五章

分别从理论研究

、

行为研究和脑机制研究三个层面

逐步深入地论述了林崇德教授

30

年来开展的智力

研究

，

体现了他对心理学研究中社会面与自然面关

系的重视

。 “

从实践中来

，

到实践中去

”，

第六章

到第十章则从非智力因素与智力因素之间的关系

、

创造力的心理学研究

、

智力的开发和培养

、

从教师

素质角度谈思维品质的培养

、

智能发展与心理健康

等几个方面

，

详细地叙述了林崇德教授及其课题组

所进行的诸多应用研究

，

为我们展现出了聚焦思维

结构的智力理论的魅力和实际作用

，

体现了理论

、

实证和实践研究并重的研究范式

，

体现了

“

认

知

———

实验

———

再认知

———

再实践

”

的科学研究方

法

，

也体现了发展心理学中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

极好结合

，

对于更为深入地理解智力内涵和更为有

效地指导中小学教学实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这部构建了中国化的智力理论

、

方法科学

、

实

证有力

、

指导性强的专著

，

一经出版

，

便在学术界

引起广泛关注

。

光明网等媒体对该书的出版作了报

道

， 《

光明日报

》、 《

博览群书

》、 《

心理科学

》、

《

心理发展与教育

》

和

《

心理与行为研究

》

等杂志

纷纷刊登了该书的相关书评

，

相关研究专家就该书

前沿性

、

创新性

、

科学性

、

实用性等特点发表了自

己的看法

，

对该书的内容给予了高度评价

。

除此之

外

，

专著里的有关成果先后在国内外重要心理学杂

志上刊发

，

其中的核心成果

“

Multiple Intelligence

and the Structure of Thinking

”

一文发表在国际权

威理论心理学杂志

Theory & Psychology 2003

年第

6

期

，

根据著名的英国学术出版集团

SAGE Publica鄄

tion

网站发布的

2006

年数据统计

，

该文跻身该杂志

自创刊至

2006

年

17

年来所有

600

余篇论文

“

被阅

读次数最多的

50

篇文章

”

排行榜

，

位居第

6

位

，

充分显示了该书的学术影响力和学术价值

。

携手中西部 共绘未来图

———访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小微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

问

： 欣闻贵所在近期教育部基地评估中又一次

获得优秀，在教育部的两次基地评估中都获得优秀，

非常不容易，您认为取得成绩的关键在于什么？

杨

：

建所

10

年来

，

我们一直秉承这样一个宗旨

：

关注基础教育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创新

，

在理论与

实践的交互作用

、

双向建构中

，

通过政策研究和实践

变革推动我国中小学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

在我

这一任上

，

我最想做的事情之一

，

是把学校变革与发

展的东部经验有效地辐射到中西部去

。

问

：往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想法是不是考虑了很久？

杨

：

是的

。

在

2004

年基地评估中

，

评估专家组就

提出

，

希望将基地实力和影响辐射到我国相对落后

的中西部地区

。

随即

，

在叶澜所长策划和倡议下

，

成

立了意在促进中西部地区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

“

合作发展共同体

”，

开展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研

力量与中西部地区同行在科学研究

、

人才培养等方

面的合作

。

问

：这样的战略性转移很具有挑战性吧？

杨

：

是很有挑战性

，

还好我们有一定的基础

，

基

地一部分同事多少有些相关工作经验

。

为基地研究

力量及思想资源向中西部的辐射准备了充足的条

件

。

国家中长期规划纲要定下了以教育均衡发展促

进社会公平的基调

，

因而近些年来我们加快了对中

西部的工作节奏

。

问

：我听说您今年已多次前往中西部地区？

杨

：

是的

，

我们是想在中西部跟他们携手创建素

质教育创新示范区

，

第一次去云南

，

到了临沧

、

耿马

、

沧源等地

，

很多次被当地教师

、

校长们艰苦的生存状

况所震撼

，

同时又为他们的执著奉献而感动

。

第二次

去了玉溪市和宁洱县

，

通过考察初步确定了科研合

作和学习化社区建设的试点

。

1

月和

4

月两次赴汶

川

，

9

月去了重庆磋商如何合作创建西部教育国际化

试验区

。

问

： 基地推进与中西部地区合作研究的进展情

况怎样？

杨

：

首先是我和我的同事在上述调研的基础上

，

形成了几个相关的调研报告

；

然后是发现新的发展

增长点

，

寻找与中西部合作的新起点

。

问

：您前面提到的“合作发展共同体”作用发挥

情况如何？

杨

：

那是我们基地在体制创新上的亮点

，

不仅继

续发挥作用

，

而且拓展出了新的功能

。

比如说

，

过去

共同体中

，

主要是中西部力量加入到东部的项目中

来

，

现在增加了我们参与中西部的项目

（

如西南民族

自治县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研究

）；

过去是强调把东部

经验拓展到中西部

，

而现在是东

、

中

、

西部联手创建

素质教育创新示范区

，

让地方高校发挥更多更大的

作用

。

问

：我注意到您总是用“辐射”、“拓展”这类词语

而不是用“推广”，这是为什么？

杨

：

这是因为

，

不同梯度地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

经验有自己特定的

“

生长

”

环境

，

那些在东部被证明

为有效的东西

，

与本地的特定条件是匹配的

，

迁移到

中西部可能

“

水土不服

”，

所以不能简单地讲推广

。

更

为重要的是

，

中西部同行有自己的生存智慧和研究

经验

，

双方在一起对话

、

互动

，

其境界与效果远非颐

指气使的所谓指导能比

。

问

： 您对基地与中西部未来的合作研究有哪些

设想？

杨

：

在基教所未来

5

年发展规划中

，

首先考虑的

是搭建两个平台

，

一个是研究的国际化

，

另一个就是

携手中西部

，

创建素质教育创新示范区

。

其次

，

设立

重大项目

，

集聚力量开展研究

，

其中

，

向中西部地区

的辐射式研究是实践变革板块的领衔项目

。

最后

，

逐

步形成分布合理的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数据库的数

据采集区

，

在中西部选择合适容量的有代表性的样

本地区

，

常年进行观察

、

调研等研究

，

这可以保证在

推进实践发展的同时

，

源源不断获得所需数据资源

。

合作共同体成立

学术交流活跃 积极走向世界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

，

与

国际上多个高校研究机构建立了多层次定期学术

交流机制

，

促进了中心学术研究成果的国际化

，

扩大了中心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

该中心与德国杜伊斯堡

—

爱森大学东亚研究

所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

从

2002

年开始

，

每

两年定期在德国和中国举行国际研讨会

。

2002

年

6

月在武汉大学举行

“

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

展

”

国际学术研讨会

；

2005

年

12

月在武汉大学

召开主题为

“

区域差距

、

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发

展

”

的国际研讨会

。

2007

年

8

月在德国杜伊斯

堡

—

爱森大学召开了主题为

“

长期经济增长及其

对中国和欧洲的挑战

”

的中德学术研讨会

；

2009

年

4

月

，

在武汉大学举办了主题为

“

人力资源

、

劳动力市场

、

社会保障

：

中国与欧盟的比较分析

”

的中德学术研讨会

。

与杜伊斯堡

—

爱森大学的学术

交流已形成固定模式

，

取得了显著成效

。

中心与欧洲经济思想史学会建立了长期合作交

流关系

。

2008

年中心马颖教授被邀请参加欧洲经济

思想史学会在捷克布拉格召开的主题为

“

转型与发

展

”

的第

12

次年会

；

2009

年

4

月

，

郭熙保

、

马颖

教授应邀参加了在希腊马其顿大学召开的题为

“

技

术进步与经济分析

”

的第

13

次年会

，

并在大会上

作了学术报告

。

2010

年

10

月

，

中心承办了中国经

济发展思想比较专题国际研讨会

，

与会的外国专家

学者分别来自英

、

德

、

法

、

意

、

俄等

9

个国家

。

该

次国际研讨会是欧洲经济思想史学会第一次在

中国召开学术研讨会

，

也是国际知名学术团体

第一次在中国举办的专门研讨与中国有关的经

济思想的学术盛会

，

扩大了外国学术界对中国

经济思想的了解

，

促进了中国经济思想的国际

传播和交流

，

大大提升了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

究中心在国际上的知名度

。

中心与莫斯科国立高等经济学院每年定期举行

国际研讨会

。

2008

年

10

月

，

中心与俄罗斯国立高

等经济学院在莫斯科合办了

“

俄中经济思想史与方

法论专题研讨会

”。

2009

年

10

月

，

由武汉大学经济

发展研究中心和俄罗斯国立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联

手举办的

“

中俄经济转型与发展比较专题研讨会

”

在武汉大学召开

。

2010

年

6

月

，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

研究中心与莫斯科国立高等经济学院在莫斯科合作

举办了第三次

“

俄中转型与经济发展

：

过去与未

来

”

专题研讨会

，

中心有

7

位教授参加了这次研讨

会并作了学术发言

。

中俄研讨会会议文集已在俄文

网站上发表

。

此外

，

2009

年

5

月中心与日本京都大学经济学

部合办了

“

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与社会

政策

”

学术研讨会

，

中心有

5

位教授参加并作了学

术报告

，

与日本同行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

的探讨

。

会议论文已由日方结集出版

。

2006

年民政部批准成立

“

中华外国经济学

说研究会发展经 济 学 分 会

” ，

该 会 挂 靠 在武 汉

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

张培刚教授

、

谭崇台

教授等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担任名誉会长

，

武汉

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熙保教授担任该

分会会长

，

分会现有学术委员

19

人

，

理事

71

人

。

发展经济学分会已成为我国从事发展经济学教学和

研究的学者的学 术 平 台

，

自 成 立 以 来

，

共 举 办

了

4

次发展经 济 学 年 会

， 《

光 明 日 报

》 、 《

经

济学动态

》

等 报 刊 对 年 会 学 术 研 讨 作 了 报 道

，

该年会在学术界的影响已越来越大

。

另外

，

该中心自成立以来共举办了

100

期

“

增

长与发展

”

论坛

，

分别邀请美

、

德

、

法

、

日

、

俄

、

意

、

奥地利

、

印度等国

20

多名知名学者以及国内

50

多名学者

，

来该中心为研究生作学术报告

，

产生

了很好的反响

，

已成为武汉大学的一个重要学术品

牌

。

发挥学科融合优势

服务和平发展大局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是

2000

年

1

月在厦

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基础上

，

整合校内相关学科资

源重新组建的跨学科台湾研究机构

，

也是国务院

台湾事务办公室与厦门大学共建的研究机构

；

2004

年成为

“

985

工程

”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

基地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的主要支撑力量

。

2010

年

1

月

，

该中心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第

二次评估中获得

“

优秀

”

评价

。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坚持

“

人才培养

”

和

“

科学研究

”

两个中心

。

在人才培养方面

，

是全国

最早招收涉台研究硕士研究生的单位

，

也是迄今为

止唯一能够培养多学科台湾研究博士研究生和硕士

研究生的机构

；

目前已经成为国内外规模最大的台

湾研究高级人才培养基地

，

许多毕业生成为推动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骨干力量

。

在科学研究方面

，

以

国家需求为导向

，

积极吸收国内一流的台湾研究专

家学者加入相关的重大项目研究

。

该中心秉承厦门

大学台湾研究院

“

历史地

、

全面地

、

实事求是地认

识台湾

，

促进海峡两岸学术交流

，

为祖国统一大业

服务

”

的建院宗旨

，

整合政治

、

经济

、

历史

、

文

学

、

法律

、

教育等多学科研究力量

，

展开跨学科交

叉融合协作研究

，

成为海内外学科结构最齐全的台

湾研究学术机构

。

10

年来

，

该中心积极承揽各类科

研任务

，

在服务两岸和平发展大局方面独树一帜

，

取得了显著的学术成就

。

台湾研究中心近

5

年来先

后获得

2

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

其中

2009

年

以中心研究人员为主力的跨学科研究团队

，

获得国

家社科重大项目

《

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重大问

题研究

》，

充分彰显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的高水

平科研能力

。

“

不唯书

、

不唯上

、

只唯实

”

是厦门大学台湾

研究中心科研成果屡获肯定的法宝

，

注重实地调研

已经成为中心研究人员的自觉行为

。

严谨治学使厦

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成为公认的涉台学术研究重

镇

。

10

年来中心研究人员公开发表

400

多篇学术论

文

，

出版

100

多部学术著作

，

其中不少创新研究成

果和观点引起了两岸舆论界的高度重视

。

中心学者

专家经常以学术讲座

、

在海内外媒体上发表评论等

方式

，

发挥了提升人民群众的台湾知识水平

、

向海

外人士释疑解惑的作用

。

深入农村调查研究

十年培育人文社会科学的“国家队”

———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巡礼

（

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