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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海峡两岸“社会科学暑期高级讲习班” 

招生启事 

为提高中国青年学者把握国际社会科学发展动态、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能

力，培养其“问题导向、跨学科研究”的学术研究能力，提升其对中国思想文化

传统和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诸问题的理论把握能力，培养一大批致力于社会科学理

论研究、具有学术创新能力、有世界视野又具中国关怀的杰出青年学术人才，复

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复旦高研院”）于 2009 年 7 月创办了

“社会科学暑期高级讲习班”。该讲习班迄今已主办五届。 

      为进一步加强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与合作，自 2012 年开始，复旦高研院与台

湾大学社会科学院、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及台湾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联

合举办 “社会科学暑期高级讲习班”（以下简称“讲习班”）。讲习班将轮流

在复旦大学和台湾大学主办，由复旦高研院与台湾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及台湾大学

中国大陆研究中心轮流承办。今年，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将参与主办。讲习班

将在复旦高研院和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各主办一周。 

     2014 年度第六届讲习班的主题为：社会科学视野下当代中国的普遍性与特殊

性，将于 2014 年 8 月在复旦高研院和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主办。讲习班将分

别面向内地和台湾高校、科研机构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 40 周岁以下青年教师、

研究人员、在读博士候选人或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招收正式学员各 14 名。现发

布面向中国内地学员的招生启事。 



  

一、课程目标 

  

      促进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与合作，培训并团结海峡两岸社会科学青年学者，并

提高他们把握国际社会科学发展动态、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能力，培养其“问

题导向、跨学科研究”的学术研究能力，提升其对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和当代中国

社会转型诸问题的理论把握能力，培养一大批致力于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具有学

术创新能力、有世界视野又具中国关怀的杰出青年学术人才。 

  

二、授课导师及授课题目 

  

      本届讲习班聘请了以下 11 位国外及海峡两岸著名社会科学学者作为授课导

师：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授课题目：“中国：普世文明的追随者、反对者，还是发展者？”。 

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授课题目：“关于中国转型与民主发展

的特殊性的思考：新权威主义与当代变革”。 

徐   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院长；授课题目：“东方文明

差异与中国特性：东方村社制与家户制比较”。 

郁建兴，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教授、常务副院长；授课题目：“当

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进展”。 

景跃进，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授课题目：“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多重平衡：

中国政治发展的经验”。 

顾  肃，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授课题目：“关于中国政治发

展道路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左右论辩”。 

张旭东，美国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研究系教授、东亚系主任，重庆大

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名誉院长；授课题目：“政治的概念对普遍性概念的

补充和内部区分：从施米特对莎士比亚、霍布斯和黑格尔的解读看”。 

Joseph Fewsmith（傅士卓）, 美国波士顿大学政治学教授 ；授课题目：待

定。 

Bin Wong（王国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LA）历史学教授、亚

洲研究所主任；授课题目：“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h: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黄光国，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教授；授课题目：待定。 



  

三、授课时间、地点与方式 

  

1．2014 年 8 月 4 日（周一）-8 月 15 日（周五）； 

2．每天上午由主讲嘉宾主讲 3 个小时，下午围绕上午的主题展开 1.5 个小

时的讨论； 

3．授课地点：复旦大学（8 月 4 日-8 日）、浙江大学（8 月 9 日-15 日）。

其中，8 月 9-10 日，由主办方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就地安排参访活动。 

  

四、结业方式 

  

讲习班将以主办单位的名义授予结业证书。 

  

五、费用事宜 

   

1．学员讲习班期间的食宿费用由主办单位承担，往返交通费用自理； 

2. 讲习班不收取报名费和任何其他费用。 

  

六、报名与录取 

  

1．基于学术规范和学术平等的原则，我们将组织专门的学术委员会按学术

标准择优录取 14 名正式学员； 

2．报名者须提交详细个人学术简历 1 份（简历附个人照片），学术代表作

2 篇；  

3．请将相关材料以电子版直接发送至高研院信箱：ias_fudan@126.com 

（请在主题上标注“暑期讲习班报名”），不接受纸质材料； 

4. 具 体 录 取 名 单 将 于 2014 年 7 月 5 日 以 后 在 高 研 院 主 页

（http://www.ias.fudan.edu.cn）公布，并将以电邮的方式通知录取者，请随时留

意网页通知。 

  

七、报名时间与联系方式 

  

1.  即日起至 2014 年 7 月 1 日； 

2.  咨询电话：021-55665552（舒老师）。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2014 年 5 月 15 日 
 

附：讲习班授课导师简介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主要研究领域：20 世纪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研究等。代表性论著有：《中国

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大时代中的知识人》（中华书局，

2007/2012）；《启蒙如何起死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等。 

 

 

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代表

学者。主要研究领域：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史等。代表性论

著有：《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上海三联书店，1999；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新星

出版社，2008）；《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局》（浙江大学出版

社，2012）；等。 

 



 
 

徐  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

要从事政治学理论和中国基层政治学研究。代表性论著有：《非均衡的中国政治：

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

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农民改变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等。 

 
郁建兴，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常务副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

要研究领域：国家理论、地方政府和公民社会组织等。代表性论著有：《马克思

国家理论与现时代》（东方出版中心，2007）；《统筹城乡发展与地方政府》（合

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基于浙江省温州市的研

究》（合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等。 

 

 



景跃进，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

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中国政府与政治等。著有《当代中国

农村“两委关系”的微观解析与宏观透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政治

空间的转换：制度变迁与技术操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比较政

治学导论》（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等。 

 

 
顾肃，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政治哲学和政治

思想史等。代表性论著有：《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2005；

译林出版社，2013；台湾左岸出版公司，2006）；《理想国以后：政治哲学与法

学论札》（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宗教与政治》（译林出版社，2010）；

等。 

 

 

张旭东，美国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研究系教授、东亚系主任，重庆大

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名誉院长。主要研究领域：文化研究、文艺理论、现

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研究等。代表性论著有：Postsocial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2008)；Chinese Modernism in the Era of Reforms: Cultural Fever, Avant-Garde 

Fiction, and the New Chinese Cinema（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1997）《全球



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等。 

 

Joseph Fewsmoth（傅士卓），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科学教授，

波士顿大学跨学科东亚研究项目主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主

要从事比较政治学、当代中国政治与外交等方面的研究。代表性论著有：Party,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 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 1890-1930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5）；Dilemmas of Reform in 

China: 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Debate (M.E. Sharpe, 1994）；Elite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M.E. Sharpe, 2001）；等。 

 
Bin Wong（王国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教授、亚洲研究所主任。

主要从事中国史学，特别是中国经济史方面的研究，是崛起的“加州学派”的主

要代表人物。代表性论著有：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Patrick Geary and 

Patricia O'Brien, Societies and Cultures in World History(Harper Collins, 1995) ；

Culture and State in Chinese History: Conventions, Critiques and Accommodation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等。 

 



 

黄光国，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科学哲学与方法论、本土

社会心理学等。代表性论著有：《儒家关系主义：哲学反思、理论建构与实征研

究》（心理出版社，2009）；《社会科学的理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儒家思想与东亚现代化》（巨流图书公司，1988）；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