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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8 月 19—22 日，由中国中外文艺

理论学会主办，江苏师范大学承办的“文艺理

论：传统与现代”学术研讨会在徐州召开。来自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全国各

地各高校从事文艺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及部分研

究生共计300余人参加了会议，共收到论文358

篇。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张江教授

在开幕式上作主旨发言。他认为，应系统展开中

西方文论话语关键词的比较研究，发现异同，灵

活使用，以解决当代中国文艺实践中的现实问

题，呼吁更多学者参与其中，为当代中国学术话

语体系建构贡献力量。

与会专家、学者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

导，按照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原

则，针对当代文论中网络文学、文化产业、中国

当代学术话语体系建设、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

换、文化自信等问题展开了对话和讨论。

（江苏师范大学社科处）

“文艺理论：传统与现代”学术研讨会
在江苏师范大学召开

南京财经大学召开
“一带一路”东北亚经济论坛

2016 年 7 月 5 日，“一带一路”东北亚经济

论坛在南京财经大学召开。论坛由韩中社会科学

学会、韩国东北亚经济学会、岭南大学中国研究

中心和公州大学经营学系主办，南京财经大学承

办。来自韩国及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

共计近百人参加了此次论坛。

韩国培材大学李焱求教授以“中国土地产权

制度之变革与启示”为题，系统总结了中国农村

土地产权变迁历程，通过产权绩效评估，提出了

尚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南京财

经大学张为付教授在题为“韩国在‘一带一路’

中的角色”的演讲中，分别从“韩国产品的优

势”“韩国市场规模的劣势”“韩国对‘一带一路’

的需求”以及“‘一带一路’能为韩国提供什

么”等四个方面展开了详细分析。韩国建国大学

朱星煥教授以“中国持续经济发展的条件——来

自韩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为题，系统比较了中国

与韩国的经济发展历程与现状，结合韩国经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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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8 月 6 日至 7 日，由南京大学中国

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上

海外国语大学中日韩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

日关系与亚太海洋安全秩序”国际研讨会在南

京举行，27 名来自中日两国外交、安全与国际

法领域的知名专家和学者与会。与会学者就当

前东亚海洋安全局势、中日关系及东亚的海洋

法治秩序建构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讨论。

中日双方的学者们围绕南海问题中的日本

角色、东海钓鱼岛争议、安倍内阁“修宪”等

问题展开了交流，就相关问题发表看法，不乏

观点的碰撞。与会者一致认为，两国媒体对重

大事件的“选择性报道”所造成的“信息不对

称”，是往往产生彼此民众缺乏客观认识、容易

产生扭曲印象的重要原因，这是未来双方亟待

改善的重要方面。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方

向，中方学者提出四点建议：一是相互尊重各

自的利益和政策；二是相互恪守已有承诺，遵

守在中日建交公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多项

中日联合声明以及中日“四项共识”等已形成

的两国政府文件中的原则和精神；三是建立信

任有效的“人脉”沟通渠道，重新培育和拓展

两国之间的友好人士队伍；四是保持两国间的

战略定力，彼此不能简单地以媒体报道视为政

策方向标。日方学者则建议，交流机制上，两

国应尽快加强双方青年学生等人文交流；政策

行动上，应更多关切彼此国内的民意感受；在

东海等争议问题上，应该先就敏感度低的领

域，例如环境和生态保护等，尽快开启磋商谈

判。

（南京大学社科处）

“中日关系与亚太海洋安全秩序”国际研讨会
在南京大学举行



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些对策建议。

南京大学安礼伟教授演讲的题目是“‘一带一

路’框架下中国与东北亚地区贸易投资合作”，

他认为“一带一路”为东北亚地区提供了良好

的整合资源禀赋优势的平台，带来了向中国出

口高质量产品、向中国投资并利用中国高素质

劳动力的机会。

此次论坛共设置九个分会场，30 多位与会

代表以“‘一带一路’下的东北亚经济与中韩

关系发展”为主题，汇报了各自的研究成果，

进行了充分交流和讨论。

（南京财经大学社科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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