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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动态

面向实践 服务实践
——江苏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会 19 年成果回顾

江苏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会成立于 1995 年初，至今已有 19 年。19 年来，研

究会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的具体指导下，紧紧围

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主线，坚持以应用研究为主、以重大现

实问题研究为主的原则，开展学术活动和重大课题研究，注重成果转化和应用，

形成了一批具有江苏特色、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学术研究成果，为江苏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决策参考，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组织专题调研。据初步统计，研究会在这 19 年里，组织调查研究 20 余次，

完成研究报告（包括分报告）50 余篇，有 40 余篇报告（或主要观点）分别在《人

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现代经济探讨》等 10 余种

报刊发表，有 20 余篇研究报告先后得到中央领导和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共 40

余人次的批示。 组织专题著述。这期间，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会公开出版专著、

专集、专刊、汇编等共 10 余部。其中有会长王霞林主编的研究报告集《高新技

术：江苏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副会长朱步楼组织撰写的《江泽民对邓小平理

论的创新和发展》专著、副会长汪锡奎组织撰写的《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执政规律

研究》专著等多部成果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组织学术研讨。研究会除了积极组织会员进行专题的学术研讨和交流以外，

还积极参加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组织的各种学术讨论会、交流会等。此外，研

究会还参加了中央党校等部门分别组织的全国性学术会议。

回顾以往，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会有以下几点工作体会：

一、 紧贴江苏实际，研究重大现实问题

作为邓小平理论研究会，我们始终坚持把邓小平理论在江苏的成功实践作为

主题，着眼于江苏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研究重大现实问题。江苏是中国东部沿

海重点省份之一，经济总量在全国举足轻重，以占全国 5.87%的人口、1.06%的

土地，创造了占全国 10%的 GDP。特别是苏南的发展最快，新东西最多，问题暴

露得最早，解决问题也最具有前瞻性，可以说是全国改革、发展的先行区之一。



2

早在 1983 年，邓小平同志就是在视察江苏、苏州后发表谈话，进一步丰富了小

康社会的思想。2012 年胡锦涛同志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

时说：“江苏作为发达地区，处在改革开放前沿，一些在发展中带有趋势性、规

律性的现象往往会先在发达地区出现，一些在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也

往往会先在发达地区显露，国际经济环境和发展态势的最新变化也往往先涉及到

发达地区。当然这也为发达地区深化改革开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条件。”因此，

从研究会成立至今，我们紧紧抓住苏南这个重点不放，没有离开对苏南问题的研

究。同时注意把苏南同苏中、苏北的研究结合起来，无论是小康之路、新农村建

设、城镇化，还是城乡统筹、宿迁开始崛起、收入差距研究，都是突出重点，着

眼大局，研究江苏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所研究的课题都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

和前瞻性，得到中央、省领导和新闻界的关注。

二、深入基层调研，探求实践规律

研究会以实证性研究为主，所有课题都是在大量的调研基础上撰写的。我们

深深体会到，经验在基层，真理在群众中。邓小平同志说过，农村改革中，我们

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异军突起”。研究会

始终遵循邓小平的思想方法展开课题研究。所有课题除了到省有关综合部门调研

外，着重眼睛向下，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到有典型意义的地方去，既到苏南

发达地区，也到苏中、苏北欠发达地区（如专题研究宿迁）。在充分调研掌握第

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研讨，进行规律性研究。在摸清研究对象的演进轨

迹和历史进程的基础上，对其成功实践作出理性概括，对其难点所在与实际矛盾

进行深层剖析，形成有份量的调研报告，提出对策建议，受到党委和政府的重视。

研究会开展调查研究不带框框，不蜻蜓点水，而是脚踏实地到市县、乡镇、

村和社区，直接接触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倾听实话，了解真情，总结真经。有

时不打招呼，直接访问农村农民和社区居民，了解真实情况，体察党的方针政策

在群众中的实际反响。研究会调查的很多新鲜经验都是来自于基层的总结，如苏

南小康之路的调查，城乡统筹的调研，苏南模式的概括以及新苏南模式的建议，

等等。通过总结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探求规律。例如，关于新农村建设的课题

研究，总结了四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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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积极转化成果，服务“两个率先”

研究会在决策咨询服务方面注重抓好两个环节：一是立足江苏实践，认真选

择研究课题，着重研究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关键性的重大现实问题。二是抓好

成果转化，为“两个率先”服务。

研究会所组织的 20 余项课题的调研，都是围绕我省当时所面临的迫切问题

而展开，其中的许多对策建议被政府有关部门所采纳。例如，1999 年，研究会

组织我省社科专家、建筑管理部门的领导、有关企业代表，深入调查了浙江及我

省的 80 多家建筑企业，通过比较研究，形成了《关于江苏建筑业改革与发展的

研究报告》，得到时任省委书记陈焕友、省长季允石和副省长王荣炳等省领导的

多次指示和批示。其中所提的“机构问题”、“产权改革”、“表彰典型”等七条建议

均被不同程度地采纳。2000 年完成的《关于加快江苏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建议》

及系列报告、2007 年开展的“江苏新农村建设中城乡统筹长效机制研究”、2010

年撰写的《江苏城镇化在持续发展中突破城乡分离走新路》的综合报告和 6篇分

报告等等，其中所提的许多对策建议也都被有关决策部门所采纳。

四、发扬学术民主，讲真话、讲新话

研究会在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比较精干的、相对稳定的课题组。

课题组老中青结合，多方面组合，集体优势得到很好的发挥，特别是资深的老专

家顾松年、沈立人坚持真理，甘为人梯，在课题组中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头作用。

从选择课题到制定调研提纲，从开展调查到形成课题报告，课题组成员都反复研

讨，反复修正。下基层调研时也从来不搞“命题作文”，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唯书、

不唯上、只唯实。

课题组大力提倡学术民主，强调“宣传讲纪律，研究无禁区”，鼓励自由发表

意见，展开争鸣，提倡大胆探索，敢于创新，形成探求真理之风。调查研究中相

互学习，相互切磋，相互补充，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既讲老祖宗的话，也

讲老祖宗没讲过的新话，不说套话，更不说假话。遇到不同意见，热烈争论，踊

跃发言，营造了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会）

江苏省党史学会召开“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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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改革开放历史”学术研讨会
2014 年 6 月 21 日下午，省中共党史学会在南京召开了“学习十八届三中全

会精神，回顾改革开放历史”学术研讨会。大家联系改革开放 36 年的历史和实践，

交流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心得体会，加深对全面深化改革重大意义的认

识。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省党史学会会员认真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先后召开常务理事会、会长办公会，

认真学习党中央的决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及时引导会员通过回

顾改革开放的历史及实践，认识全面深化改革对于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及其重大意义。会员们根据各自的研究专业和特长，

在较短时间里初步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研讨会共收到论文 50 多篇。

陈焕友会长在讲话中希望省党史学会会员加强三种意识：一是进取意识。党

史学会的研究工作要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潮流，熟悉了解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

和近些年来我党所面对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二是机遇意识。新的改革措

施都是在原有改革措施基础上进行的，这次中央宣布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说明中央将会对 30 多年来的改革措施进行系统的梳理，对我们江苏省党史

学会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三是责任意识。我们党史学会一直以来都肩负

着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重要使命。此时此刻，更要加强责任意识、大局意识，

深刻认识到我们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通过我们的努力，通过认真研究党

的历史，为党委、政府提供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江苏的发展和党的改革开放事

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省党史学会秘书处)

江苏省老年学学会

启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课题研究
2014 年 6 月 17 日和 6 月 25 日，省老年学学会分别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和

部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课题研究。

省老年学学会会长王荣炳主持会议并讲话。他指出，面对我省人口老龄化加

速态势，既要深刻认识人口老龄化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严峻挑战，又要看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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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的新的发展机遇。我省老年人口的增长率现已超过总人口的增长率，老龄化形

势十分严峻。目前，我省正处于经济格局和社会结构重大变革时期，人口老龄化

与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相伴随，与利益格局相交互，面临提高千万老人

福利水平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双重压力，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条件更复杂，任务更

艰巨，时间更紧迫，迫切需要从体制和机制等各方面进行充分研究，为省委省政

府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战略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

会上，各子课题负责人分别介绍了课题的主要内容、研究方法等，与会领导、

专家围绕各子课题的内容进行了讨论和评议。该课题共分 10 个子课题：《人口老

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及应对战略》、《老年社会保障协调发展战略研究》、

《应对老龄化中的政府职能转变(公共财政、税收）》、《江苏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城

乡一体化建设研究设计》、《金融工具在应对老龄化中的应用》、《老年人力资源开

发利用战略研究》、《老龄产业发展战略研究》、《老年文化建设》、《韩国、中国台

湾省与中国大陆及江苏省人口老龄化及其应对战略比较研究》等。预计 2015 年

完成该项课题研究。

（江苏老年学学会 夏近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