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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社科院创新工程重大成果
《惠农富农强农之策》一书出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
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第五次会议时指出，庆
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要以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刻总结改革
开放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
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充分认
识改革开放重大意义和伟
大成就，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继续高举
改革开放伟大旗帜，把握完
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不断把新时代改
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

为系统总结我国农村改革开放40年的宝
贵经验，全面梳理我国惠农富农强农政策，山东
社会科学院组织课题组，历时两年，深入研究改
革开放以来的涉农中央一号文件，旨在通过对
政策的盘点和解析，找出推动我国农业农村发
展的根本动力和关键要素，为我国制定新时代
农业农村发展的重大政策提供参考。近日，课
题研究成果《惠农富农强农之策——改革开放
以来涉农中央一号文件政策梳理与理论分析》
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由山东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王兴国
研究员任主编，全国著名农业经济及政策专家
冯海发教授作序，由山东社会科学院、山东农业
大学长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十几位专家学
者共同完成。全书分为上、下两篇，共18章，36
万余字，是一部系统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
业农村发展问题的理论著作，既有对中央政策
文件内容的解读，也有对文件实施效果的评价，
既有对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三农”政策的横向比
较，也有对40年来我国“三农”政策的纵向梳理。

本书旨在总结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突出
成就的重要经验，分析影响农业农村发展的重
大问题，探索独具中国特色的惠农富农强农之
策，对我国农业农村未来发展的趋势进行预判
和展望。

本书上篇为综合篇，以时间为纵轴，对我国
不同历史时期出台的涉农中央一号文件进行梳
理，并对政策实施的成效进行评价。我国20世
纪80年代，即“六五”“七五”时期，共出台了5个
涉农中央一号文件。这5个中央一号文件主要
是取消统购派制度，鼓励发展商品流通，肯定了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方针政策的正确
性，确立了我国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
度；进入新世纪，从2004以来，一直到2018年，
我国连续出台了15个涉农中央一号文件。这
15个中央一号文件，主题涉及到促进农民增
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发展现代农业、加
强农业基础建设、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
续增收、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加快水利改革
发展、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本书分析了
不同历史时期涉农中央一号文件出台的背景、

主要内容、政策演变、执行和实施情况，以及取
得的成效等，对20个中央一号文件从纵向上进
行了系统、全面的总结。

本书下篇为专题篇，以专题的形式，分别从
稳定农业生产与调整产业结构，培育农业新型
经营主体，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深化农村财
税制度、金融制度、产权制度改革，强化农业科
技支撑，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完善农村公共服
务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农村地区就地城
镇化，发展外向型农业，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模式
等方面进行详细论述，对相关领域发展的成效、
存在问题等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对我国当前全
面深化农村改革事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了
剖析，提出了有效的对策建议，并对未来我国

“三农”发展的政策前景进行了前瞻性分析。
本书的研究对“三农”总体改革及各项农

村政策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建议，认为“三农”改
革的方向和趋势主要是：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
改革，提供满足不同需求的农产品；大力发展
农村新六产，培育农村发展新动能；培育新“新
农人”，引领新发展；加快推进农村新型社区建
设，实施就地市民化等。同时，本书的各专题
研究针对目前“三农”领域存在的不同方面问
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例如，针对
农村公共服务领域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提升农
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总体水平、均等化水平，化
解农村公共服务的供需矛盾，改革农村公共服
务供给制度”等对策建议。针对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提高农业产业发展实
力与竞争力，形成农业长效发展机制，推进农
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经营产业化和组织化
程度，拓展农业发展空间；保障各类主体的综
合收益，提高各类主体土地经营激励，实现土
地持续经营等。

总之，在改革开放40周年到来之际，《惠农
富农强农之策——改革开放以来涉农中央一号
文件政策梳理与理论分析》一书出版，既是对我
国农村改革以来“三农”工作政策体系的系统盘
点，又是对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历史渊源的深
入解析。我国的改革始于农村，新时代的发展
系于农村，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全面梳理我
国“三农”工作的政策思路，无疑对我国未来乡
村振兴之路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山东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徐光平供稿）

“2018中韩物流研讨会暨山东省
京畿道发展论坛”在济南举行
10月29日，韩国黄海经济自由区域厅产业

综合本部长洪贵善等一行12人访问山东社会
科学院。山东社会科学院院长张述存会见外宾
并座谈交流。张述存指出，山东省和京畿道是
友好省道，自2004年以来，山东社会科学院与
京畿研究院成功举办了十二届“山东省京畿道
发展论坛”，两院专家学者围绕两省道共同关注
的24个经济社会发展热点议题开展了合作研
究，为推进山东省和京畿道在更广范围和更深
层面开展合作提供了很好的方案和建议。张述
存指出，希望以“2018中韩物流研讨会暨山东
省京畿道发展论坛”为新的起点，进一步加强和
推进山东省与京畿道的交流与合作，为两省道
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10月30日，由山东社会科学院、山东省交
通科学研究院、韩国京畿研究院、韩国京畿平泽
港湾公社主办，山东师范大学商学院、山东财经
大学保险学院、韩国京畿道海洋港湾政策课、韩
国黄海经济自由区域厅协办的“2018中韩物流
研讨会暨山东省京畿道发展论坛”在山东省济
南市隆重召开。

山东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袁红英、韩国黄海
经济自由区域厅产业综合本部长洪贵善出席
会议并致辞。来自山东省和京畿道高等院校
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政府相关职能部
门工作人员出席会议。袁红英在致辞中指出，
中韩之间特别是山东与韩国之间的物流合作

具有良好基础和丰富经验，威海中韩自贸区地
方经济合作示范区和中韩（烟台）产业园作为纳
入中韩自贸协定的重要合作平台，正在加快推
进与韩国在交通物流等领域的全面合作。洪贵
善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借中韩物流研讨会为契
机，进一步增进两地的友好合作，期待专家学
者能提出多样化的对策建议，扩大京畿道平泽
港与山东主要港口之间的物流运输。论坛上，
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日韩研究室
副主任陈晓倩，山东省交通科学研究院综合交
通发展研究室工程师李金娜，韩国京畿研究院
原副院长赵应来，韩国平泽大学教授李东炫等
四位专家分别作了“山东与韩国跨境电商发展
现状及展望”“中韩两国开展多式联运促进经
贸发展”“一带一路背景下中韩铁路轮渡合作
发展研究”“平泽港对中韩物流振兴的作用与
任务”的专题发言。中韩专家学者围绕中韩物
流合作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全面分析了

“一带一路”背景下加强中韩物流合作，尤其是
山东省和京畿道加强物流合作的潜在机遇和巨
大优势。

本次论坛分为开幕式、学术发表、观点评
论、自由讨论和闭幕式五个环节。双方专家学
者通过深入研讨和集思广益，推出了许多有深
度、有观点的建议，为促进两国物流合作提供了
高质量的智力支持和理论支撑。

（山东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管典安供稿）

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全融合”发展
——第七届山东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文化+文化创意产业”

高端论坛召开

10月12日上午，第七届山东文化产业博览
交易会“文化+文化创意产业”高端论坛在济南
召开，来自省内外的4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文
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新旧动能
转换”“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做大做强”等议题
进行了热烈探讨，取得丰硕成果。论坛由山东
社会科学院、第七届山东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组委会共同主办，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
承办。

山东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少红、省文博会
组委会办公室综合组负责人张新志热情致辞，
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李向民教授作精彩的主题
演讲，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涂可国
主持会议。会上，山东财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
播学院院长孙丽君教授，济南大学商学院副院
长张振鹏教授，山东师范大学社科处处长、山东
省文联副主席孙书文教授，山东社会科学院文
化研究所李然忠研究员作主题发言，其他十几
位专家也围绕主题作了精彩发言。

文博会作为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促进文化交流与合作、推动文化创意产
业发展的重要平台。世界上一些大型文博会已

经成为当地城市的靓丽名片。会议认为，山东
文博会已成功举办七届，其影响力、辐射力、带
动力不断增强，在推动齐鲁文化传承创新、文化
产业项目交易落地、展示文化建设丰硕成果、扩
大对外文化交流合作、活跃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正迅速成长为我国重
要的区域性文化展会。

专家认为，在技术创新、消费升级和政策推
动下，资源整合、产业融合、跨界发展已经成为
当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顺势
而为，实施文化“全融合”发展战略，是今后山东
文化强省建设的必然选择。“全融合”发展战略
包含三个层面：一是“文化+要素”，推动文化与
科技、文化与资本、文化与创意等融合，提高文
化产业发展的质量效益；二是“文化+产业”，推
动文化与现代农业、工业制造、旅游、教育、体
育、信息产业等跨界融合，不断拓展文化产业发
展空间；三是“文化×文化”，以“互联网+”“三网
融合”“全媒体”等理念为引领，推动文化产业内
部不断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新的增长点，推动
文化产业实现裂变、聚变式发展。

（山东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徐建勇供稿）

深化和拓展山东区域历史文化研究新领域新方向
——“2018·山东区域历史文化”论坛综述

为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同志关于
历史文化的一系列论述精神，进一步推动山东
区域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交流研究成果，
由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2018·山
东区域历史文化”论坛，于2018年11月10日在
山东济南召开。来自天津、南京以及山东省内
高校、科研机关、党史史志、新闻出版等有关部
门的专家学者60余人出席了本次论坛。

在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刘良海
研究员的主持下，论坛正式拉开帷幕。学者们
围绕山东区域历史文化各抒己见，研讨内容广
泛深入，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
教育等多个领域。山东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王赛
时研究员以《〈中国古代体育文明〉一书的研究
过程》为题作主题发言，展开讲述自己的研究历
程，论述中国古代体育的完整体系、五千年来中
国人的体质进化过程、中国古代体育所积累的
文明成果，强调历史研究中断代史、区域史、专
门史的辩证关系，特别指出未来的山东区域史
研究必将成为史学研究热点。

论坛第一部分的讨论主要围绕山东古代历
史文化研究领域中以历史学、考古学、文学的跨
学科探索展开。

首先，天津社会科学院任吉东研究员以“城
市文化与区域文化之关系”为题，讨论区域文化
和城市文化的密不可分性。山东师范大学梁宗
华教授以秦汉大一统政治格局下齐鲁文化重心
的坚守为角度，探讨齐鲁文化在秦汉时期的地位
提升问题。青岛大学孙世平探究齐学视域下的

《周易》经传、滨州学院郭海燕论述《孙膑兵法》士
气思想、山东师范大学张磊从以儒治国角度出发
讨论春秋末期鲁国改革。山东社会科学院赵燕
姣探究先秦古息国的变迁、高密市郑玄文化研究
院郑金涛分析高密地名的由来。山东社会科学
院杜庆余从海洋交通角度厘清秦汉时期山东对
外贸易与交流的面貌，海洋、物与环境因素构成
该时期帝国交往的特色。山东社会科学院王蕊
立足于地域社会视角，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宗
教因素、政治时局方面对东汉末年的青徐黄巾起
义给予全新阐释。山东社会科学院李楠对西汉
昌邑王国财政收入的解读析出西汉时期政治、经
济存在的隐形问题。山东大学王越从历史学、文
学对兖州之战的历史书写维度，探讨袁术形象问
题。先秦秦汉时期山东区域历史文化研究作为
热点公关领域一直得到国内学者的高度重视。

山东大学谭景玉探究东州逸党与北宋京东
地区的文化风貌和士人网络，展现了对山东籍
士人和政治权力的独特思考。泰山学院曹建刚
探讨北宋时期徂徕先生石介，论证石介在宋学、
宋明理学及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山东大
学孔勇从“谱身”与“谱道”角度分析清代衍圣公
宗族意识的表达与实践，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刘
冰莉以亓氏、吴氏、刘氏、魏氏家族为代表研究
明清时期莱芜家族与家族文化。山东社会科学
院宋暖探讨明清时期山东乡贤文化与乡村社会
治理的关系，总结汲取、发扬光大乡贤文化的精
华，对于建设当代社会新文化，树立社会会主义
新价值观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山东大学胡孝

忠对山东兖州兴隆塔修建及出土文物研究、任
雅萱对明代山东的“门”型宗族结构与祭祖习惯
的论述，分别在考古学、民俗学寻找齐鲁文化的
新线索。宋元明清时期山东区域历史文化研究
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呈现出新方向、新态势，大
有厚积薄发之势。

论坛第二部分由临沂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
长魏本权教授主持，主要围绕山东近现代历史
文化议题展开。

山东师范大学张登德教授以“近代山东交通
文化”框架为基本视角，重新审视山东近代化过
程。临沂大学李鹏程考察山东近代体育的结构
与变迁，分析在传统体育和西方现代体育两大不
同体育体系的相互排斥和融合中，近代山东体育
完成时代的蜕变历程。天津理工大学高思峰以
青岛台头村为例阐释山东沿海村落家族文化的
百年流变。山东师范大学刘志鹏对抗战时期国
民党“山东铁道游击队”的讨论、钟钦武考察抗战
时期北海银行对法币政策的转变，则从政治、军
事、经济角度理解近代山东社会在战争时期的实
况。山东社科院李丹论述德国殖民统治下青岛社
会风气与民俗的变迁及山东师范大学马金萍研究
近代山东海洋信仰，则从民俗学视域解析近代山
东的社会生活变迁历程。山东社科院刘晓焕研究
员对社会活动家于均生研究的问题思考、济南大
学马晓雪探讨山东留日生王鸿一社会教育思想，
均对传统人物研究命题提出新的时代考量。

临沂大学张学强教授对沂蒙精神“党群同
心，水乳交融；军民一家，生死与共”新内涵、新

阐释的研究，在新时代新形势下，沂蒙精神对于
加强党的建设、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爱党爱军、动
员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
义。山东社会科学院刘良海研究员从唯物史观
视域探讨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发展，强调谋创
新、重传承、发展与保护协调并进。济南社会科
学院董建霞就济南黄河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
利用问题，倡议以“现代文化集聚区”、“文化创
新”为基本定位的济南携河发展战略。泰安市委
党校齐丽探索泰安市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旅游
业协调发展问题时提出作为文化型旅游城市，以
泰山旅游业为龙头的泰安必须充分发挥独特的
文化资源优势，以开发促保护，以保护促开发，实
现开发与保护双项收益的良性循环。山东大学
王建峰论述当前区域历史文化研究的取向问题
及普世价值、山东教育出版社魏磊以山东区域为
例论述区域历史文化的时空性、齐鲁工业大学韩
仲秋分析区域历史文化研究如何更好融入工科
高校大学生综合素质提升问题。诸上发言均反
映出山东史学工作者在以史为鉴，结合实际，为
现实服务方面所作出的大胆尝试和不断努力。

本次论坛通过学术讨论与交流，拓展了山
东区域历史文化研究新领域和新方向，深化了
山东区域历史文化的地位和影响力以及山东区
域历史文化各领域融合研究的认识，推动了全
国山东区域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为大力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积极的学术
贡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山东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李丹供稿）

京畿道代表团访问山东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