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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变局下的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召开 

2016 年 3 月 26 日，由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主办的“南大人文基金两岸

论坛·新变局下的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召开。来自

海峡两岸的 40余位学者参加会议，就台湾岛内政治生态变化、民进党的大

陆政策以及海峡两岸关系发展前景等议题展开研讨。南京大学副校长邹亚

军、校长助理范从来及社科处、台港澳办、历史学院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开

幕式。会议由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前所长崔之清教授主持。 

台湾 2016 年“二合一”选举后，民进党在台湾地区领导人、民意机构

选举中双双获胜，取得“全面执政”地位，两岸关系处于新的节点位置。

面对新变局，与会学者认为：台湾岛内政党政治生态的显著改变会对岛内

政局发展及两岸关系走势产生重要影响。蔡英文在不断调整其政策主张，

但仍不容乐观。两岸经贸关系发展不仅面临着大陆经济发展转型的影响，

更面临台湾政局变化下两岸关系稳定性以及相应的政策驱动力弱化的影

响。蔡英文的经济政策如要成功，就不可能忽视两岸关系及过往成果。台

湾政局再度出现变化，“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可能又将在中美关系中被提出。 

与会学者运用各种理论方法分析台湾岛内政治生态，评估蔡英文的政

策主张及两岸关系发展前景，并展望近期中美关系等，具有时效性和参考

价值。与会学者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共同探讨并普遍认为，为了两岸

关系的和平发展，为了两岸人民的福祉，蔡英文及民进党应该接受“九二

共识”的历史事实及其“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核心内涵。 



（来源：南京大学社科处） 

 

“区域治理与法治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 
 

2016 年 4 月 23-24 日，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法

治现代化研究院、南京师范大学江苏法治发展研究院和南京师范大学法学

院联合举办的“区域治理与法治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与会

学者围绕“区域治理与法治发展的理论视角”、“区域治理与法治发展的实

证路径”和“区域治理与法治发展的比较研究”等专题，从法学、政治学、

管理学等跨学科视角，运用规范分析、实证调研、中外比较等多元方法，

对区域治理与法治发展的战略意义、理论视角、实证路径、比较研究、战

略前瞻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达成了广泛共识，取得了丰硕成果。 

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院

长、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公丕祥教授指出，各具特色、程度不同的区

域法治发展的不平衡性，构成了当代中国法治发展进程的区域性的表现形

态。法学视野下的“区域”概念不仅是指基于一定行政区划的空间地域，

而且涉及基于跨行政区划的空间地域，二者不可偏废。区域法治发展具有

创新区域社会治理体系，激发区域社会发展活力，深化区域法治创建活动

和优化区域法治发展环境等功能特征。推进区域法治发展是探索法治发展

中国道路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当代中国区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是保障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施的内在需要。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时



代进程中，高度重视区域法治发展的理论研究是建构法治发展中国话语体

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富兰克林·齐姆林教授在致辞中指

出，中美政府组织的多层级化导致了刑事司法管辖领域的多样化问题。他

提出自己关注的议题供与会学者参考：一是美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管辖制

度与理想法治状态相比究竟有多少不同，二是这些不同究竟有多大、发生

在哪些情形之中以及为什么会出现，三是刑事司法管辖的理想与现实之间

究竟应当有多大的区别。 

中国法学会专职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文显教授强调，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在中央会议场合对区域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述，党和国家多个

重要文献文件中对区域发展问题进行了战略部署，表明区域发展已经成为

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发展举措。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区域发展尤

其需要一系列的相关法律制度作为引领和保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法治是世界范围内的治理基本原则与宝贵经验，是人类社会共同价值

之一，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方略等重大论述，是从事“区域治理

和法治发展”研究的重要指导方针。  

据统计，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共有来自俄罗斯喀山联邦大学等 12个国

家和地区著名学府的学者应邀出席，中国法学会、司法部等 25个单位的专

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来源：南京师范大学社科处） 

 



扬州大学主办“传承与创新：当代中国美学学术研讨会” 

2016 年 4 月 16 日，扬州大学审美文化研究所、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文

化传承与区域社会发展”联合四川师大文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当

代文坛》编辑部，在成都共同主办“传承与创新：当代中国美学学术研讨

会”。 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的 60余名专家学

者参加会。 

会议围绕当代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前沿问题、中国审美文化研究创新

问题、中国美学理论研究创新问题等议题，开展了 3 场学术研讨。与会专

家学者阐述了各自提交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价值等。中国社

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陆建德教授深刻阐释了中华美学精

神、地域美学的研究意义。中华美学学会会长、国际美学协会会长、《文学

评论》副主编高建平教授回顾了中华美学学会的发展历程。四川师范大学

皮朝纲教授以“坚守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开展禅宗音乐美学著

述的发掘、整理与研究”为题作了发言。扬州大学姚文放教授应邀作了《“批

判”话语中国化进程的政治化转向与学理性回归》的主旨发言。扬州大学

文艺学学科团队、审美文化研究所成员共 10人提交会议论文，并在大会作

主题发言。（来源：扬州大学社科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