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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荣幸可以参加西南大学缙云论坛,这次大会上我就旅游业的可持续性和

竞争力与师生们进行了交流。希望未来可以与大家进行更进一步的讨论。)

LornSheehan教授

加拿 大 达 尔 豪 斯 大 学 (DalhousieUni-
versity)管理学院商科分院教授,主要从事战

略与区域协调、旅游管理、可持续发展等方面

的研究,曾担任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管理学

院商科分院院长。



  (我非常享受和同学们的交流,同时针对我的研究展开了生动积极的讨论。希

望西南大学缙云论坛继续开展这么棒的活动! 将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西南大学缙云

论坛。)

林珊

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管理学院商科分院

副教授,加拿大皇后大学博士,主要从事财务

会计、经 济 地 理、股 票 市 场 波 动 等 方 面 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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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华明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水文地球化学、地下水污染与控制、
地下水生物地球化学等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

作,“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教育部

新世 纪 优 秀 人 才,国 土 资 源 杰 出 青 年 科 技

人才。



  (我非常享受和老师、同学们的交流。我认为在最后提出的问题是全场最精彩

和刺激的部分。西南大学的学生们在此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同时应该为指导他们的

老师们鼓掌。希望西南大学拥有更加美好灿烂的未来!)

柳林

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组部“千

人计划”特聘教授,国家特聘专家,广东省领

军人才,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前任

院长,美国辛辛那提大学(UniversityofCin-
cinnati)文理学院副院长及地理系前任系主

任,国际华人地理信息科学学会前任会长和

理事长。



于立

英国卡迪夫大学博士,现任英国卡迪夫

大学中英生态城市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生态城市硕士专业主任;中国城市科学研

究会理事;天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

工大学(楚天学者)和合肥工业大学(黄山学

者)兼职教授;苏州科技大学特聘教授。



  (在这里我常常微笑,因为我常常感受到欢乐。非常开心可以看到教育和学习

在这里受到如此高的重视。)

安德鲁·弗林

英国伦敦大学博士,英国经济与社会研

究理事会(ESRC)的会员,具有政策分析和环

境地理学背景,他目前从事三个方面的研究:
商业关系,问责制以及可持续性与社会发展。



慈勤英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

导师,经济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
现为教育部全国社会工作专业学位教育指导

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教育部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首席专家,
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入选武汉市“黄鹤英

才(社会工作)计划”,多项研究成果获得中国

人口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湖北省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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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在新时代开启新征程中贡献

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智慧

党的十九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等重大政治论断,深刻阐述了新时代中国

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确定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的目标,对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

出了全面部署,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

信,深入基层,了解真情,全面研究“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等重大问题,积极贡献智慧、提供方案,进一步明确了政治方向,开启了

新的广阔的思路。
众所周知,智库(ThinkTank)一词最早由美国人提出,属于二战时期的纯军事用

语,是指当时的军事人员和文职专家聚集在一起商讨战争计划和军事策略的密室,后在

1967年6月《纽约时报》刊载介绍兰德公司的一组文章中首次正式应用。从此,“智库”
进入人们视野,活跃在政界、军界、经济界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既发挥着无拘无束、
异想天开的“头脑风暴中心”的作用,也担当着一个敢于超越一切现有智慧、敢于挑战和

蔑视现有权威的“战略思想中心”的角色,为决策者处理经济、政治、科技、军事、外交等

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智力支持,用思想产品引领时

代潮流。也正因为如此,许多西方国家把智库建设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并诞生了像布

鲁金斯学会、美国罗素·塞奇基金会、英国费边社、德国汉堡经济研究所、日本野村综合

研究所、美国兰德公司、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卡特中心、尼克松中

心、美国乔治城大学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哥伦比

亚大学国际动态研究所、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等一大批在全球拥有很高的声誉和影

响力的顶级智库。它们在思想生产、舆论导向、人才汇聚、政府臂膀等方面发挥重要功

能,被誉为“第五种权力”。
改革开放40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新型智库建设步入一个非常关键的

发展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明确指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党的十九

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

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教育部早在几年前也推出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强调

以2011协同创新中心和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为抓手,重点打造一批国家级

高校智库。我国高等学校新型智库建设从此迎来了历史性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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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智库建设以426家位列全球第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第9位)、中国

国际问题研究院(第23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第35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

心(第40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第59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

合作研究院(第67位)、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第84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

研究院(第87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第96位)等9家进入全球智库百强。尽

管如此,但“从全球顶级智库排名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仍相对滞后”,出现了一

定程度的泛化、泡沫化、低水平传播等倾向。一些商业机构以及完全不具备智库建设基

本资质的机构也摇身一变为智库,导致智库泛化现象。个别智库在运行机制和研究团

队建设尚未完善,还未有高质量思想产品,尚停留在形式建设阶段的情况下,即投入大

量人力物力进行影响力拓展,使得智库成为低水平信息传播的平台。一些媒体机构也

开办了智库,使得智库与媒体的功能定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王莉丽,2017),存在

着公信力不足,针对性不强,人才结构不合理,影响力有限,研究水平不高,成果难以满

足新形势下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国际话语权缺失等问题,直接制约我国新型智库

的发展,亟需在深化改革发展中加以解决。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的外部环境,我

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一系列深刻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久经磨难

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光明前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新型智库只有“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

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

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等这些党和国家重大关切,准确把握党的基本理

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以服务于党和政府决策为宗旨,以政策研究咨询为主攻方向,
以完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开展前瞻性、针对性、现实性政

策研究,才能提出专业化、建设性、切实管用的政策建议,也才能发挥咨政建言、理论创

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
涵盖四川、云南、贵州、重庆、西藏、广西六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西南地区,总面积

约274万平方千米,人口约2.5亿。西南地区以山地为主、地形结构十分复杂,自然资源

如江河、林木、牧草资源十分丰富,拥有大面积高山区和草场以及常年生的林木和牧草,
无霜期长,是我国发展橡胶、甘蔗、茶叶等热带经济作物的宝贵地区。西南地区矿产资

源种类多、储量大,已发现矿种130种,有色金属约占全国储量的40%。例如四川,钒、
钛储量分别占世界总量的82%和33%;云南有色金属达112种,其中铅、锌、锗均为全

国之首;贵州拥有64种矿,其中汞、煤、铝、磷等30种矿物居全国前列。同时,西南地区

也是我国民族种类最多的区域。据有关资料:这片国土上集中分布了30多个兄弟民

族。仅云南一省就有汉、彝、白、壮、傣、苗、回、藏、傈僳、哈尼、拉祜、佤、纳西、瑶、景颇、
布朗、普米、怒、阿昌、独龙、基诺、蒙古等20多个民族聚居,成为我国民族种类最多的一

个省,文化的多样性独特,民俗资源、旅游资源、生态资源极其丰富。由此可见,西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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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战略地位独特,是“一带一路”倡议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的重要节点,也是通往南亚、东
南亚以及世界各地的重要窗口和桥头堡,更是我国开放发展的前沿阵地,在国家战略中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改革开放40年来,西南地区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各级地方党委、政

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四川、云南、贵州、重庆、西藏、广西六省(直辖市、自治

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总量不断上升,社会和谐稳定,文化繁荣昌盛,生态文

明建设成就斐然,城镇化有了较快增长,社会事业发展进步。但与中央的要求和区域内

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面临着的压力和挑战依然巨大。经济发展

相对滞后,贫富差距较大,精准扶贫任务艰巨;生态保护与发展平衡矛盾突出,在经济新

常态下产业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渠道收窄,社会事业建设有待提速等。这些问题

亟需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理念去研究、去解决。正是出于这些考虑,西南

大学一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学校领导和社科处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于2014
年春组建了学术自组织“缙云论坛”。

论坛旨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遵守国家法

律、法规,坚守学术道德,坚持人文社会科学为社会服务的原则,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方针,围绕主题,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坚持问题导向,紧扣学科发展前

沿,深入开展有关党和国家及地方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基础理论研究、应用对策研究

和公益性研究,不断提升西南大学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的能力

和水平,逐步形成具有世界水平、国内一流、特色鲜明的“缙云学派”,为深入贯彻党和国

家方针政策、推动国家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缙云论坛成立四年来,在校内外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

下,已经有了良好的起步,学术活动蓬勃开展,智库产品大量呈现,影响力逐步扩大,正
在成为独具特色的“学术家园”和社会服务的有效载体。为了更好地强化智库的历史功

能,缙云论坛学术委员会从2015年起,组织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结合自身的研究

领域,聚焦西南地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长江经济带、非常规安全(边境安全、生态安

全、文化安全、能源安全、信息安全、公共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等)、法治建设、村落

复兴与农业现代化、文化传承与文化多样性保护、民族教育问题、“三农”与城乡一体化、
旅游发展、美丽乡村建设、基层社会治理、新型城镇化、“互联网+”、大众创新、万众创业

等,深入基层、深入社区、深入百姓,开展有针对性的调研活动,撰写有见地的智库成果,
编辑成《关注大西南:有话要说》(西南大学缙云智库丛书),每年推出一本,公开出版,并
直接呈送给中央和地方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直接服务社会、服务党和国家的重大需

求,比较集中地贡献广大知识分子的智慧力量和问题解决方案。
本集由西南大学、长江师范学院、铜仁学院等多个学校和职能部门共同组织调研撰

写,内容主要聚焦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长江经济带建设、武陵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等问

题,汇聚了六十余篇政策建议,体现出每位作者的问题意识和整体性、前瞻性思考,所提

建议和解决方案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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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论丛即将付梓之时,我们并不轻松,要感谢的人很多很多。首先要感谢西南大

学领导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使缙云论坛才能得以健康发展;要感谢西南大学社科处

郑家福教授的胆识和果断决定,将几位教授自由闲聊中的话题及时转变为现实,使缙云

论坛得以扬帆起航;要感谢西南大学宣传部、信息中心、图书馆等职能部门领导的无私

支持和指导,使论坛每次活动得以顺利开展并产生影响。要感谢西南大学社科处各位

领导、老师们的鼎力帮助,为论坛提供了许多方便。其次要感谢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米

加德社长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还要感谢出版社编辑的宝贵意见。坦诚地说,要感谢的

人实在太多太多,恕不一一赘述。
由于时间紧,本论丛谬误在所难免,诚恳地欢迎各界学术同仁和广大实际工作部门

的同志不吝指教指正,在此深表谢意。

西南大学缙云论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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