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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山东社会科学名家名作展》

入选名家名单（共116人）

编者按
我们刚刚隆重庆祝了改革开放40周年，当代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和进一步扩大对外

开放的新征途上迈开了更加坚定的步伐。
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改革开放在各个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成为当代中国最显

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改革开放也是百舸争流、英雄辈出的时代。在改革开放不同历
史时期涌现出的杰出人物，凝聚着伟大的改革开放精神、诠释着党的改革开放理论与方略，
彰显着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他们是勇立时代潮头、引领时代前行的光辉榜样。在庆祝改
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的100名先进模范人物，在全
社会产生了巨大的榜样示范和精神激励作用。他们是时代的先锋、民族的骄傲，必将被历
史永远铭记！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日子里，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在省委宣传部指导下，成功
举办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山东社会科学名家名作展》，授予116名各学科专家学者
以“山东社会科学名家”光荣称号。这一举措，映射了全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所取得的辉煌
成就，树立了一批走在时代前列、引领时代前行的哲学社会科学光辉榜样，在全省乃至全国
社科界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和社会影响。

为进一步宣传推介“山东社会科学名家”的学术成就和治学经验，经省委宣传部同
意、并同省社科联商定，《山东社会科学报道》从本期开始，特开辟“名家”专版，对荣获“山
东社会科学名家”的专家学者陆续进行介绍。相信他们的学术成就和治学经验，一定会
在更大范围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转化为促进新时代山东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
强大动力！本期推介的是来自山东社科院的三位名家。

戚其章：甲午战争史研究第一人

戚其章（1925—2012），男，汉族，山东威海
人，原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著名
历史学家，对甲午战争史研究成就突出，享誉海
内外。他1948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解放后投
笔从戎，先后在华东军政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三高级步兵学校及总高级步兵学校任教。后
转行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再改至中国近代史，
于甲午战争史致力尤多，并在电影《一八九四·
甲午大海战》（2012）中担任历史顾问。1979年
调任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任
甲午战争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学会理事、山东
省历史学会名誉会长。1988年到1995年两次
获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1991年获国
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2007年荣获山东省首
届社会科学特殊贡献专家称号，是第七届、第八
届全国人大代表。

戚其章先生的主要著作有：《中日甲午威海
之战》（1962）、《北洋舰队》（1981）、《中日甲午战
争史论丛书》（1983）、《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
（1990）、《甲午战争史》（1990）、《甲午战争国际

关系史》（1994）、《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
（1994）、《晚清海军兴衰史》（1998）、《国际法视
角下的甲午战争》（2001）等，辑校《李秉衡集》
（1993），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续编）12 册（1989- 1996）、《晚清教案纪事》
（1990）、《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1995）
等。从1979年调入山东社会科学院至2012年
去世，33年间，他出版专著16部，主编和编辑著
作7种30余册，发表论文200余篇，可谓是著作
等身。其成果先后荣获国家出版署颁发的第一
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工程奖及山东省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项，二等奖6项。其专著
《北洋舰队》入选《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库》第一
批，这是对戚先生终生学术研究成就的褒奖。

戚其章先生对甲午战争史研究的贡献，还
表现在他对甲午战争史研究队伍的组织、发动、
引领及学会等学术团体和机构建设上。通过筹
备组织学术会议，把全省、全国乃至海外的有关
学者联络组织成一支队伍提供了一个平台。第
一次是1984年甲午战争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
会，一支以此为基础的甲午战史研究的学术队
伍基本形成。在此后的近30年里，戚先生率领
这支不断发展壮大的队伍，又成功举办了10多
次有关的学术研讨活动，规模超过百人的大型
国际性学术会议就有三次：1994年甲午战争
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2004年甲午战争11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2008年北洋海军成军
12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
戚先生在甲午战争史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越贡
献，被誉为“甲午战争研究第一人”，或“甲午史
苑拓荒者”“甲午战争史研究领军人”。他严谨
的治学态度与科学精神，坚定不移的爱国情怀
与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将长存于甲午史坛与
后辈学者的心中，成为一种催人奋进的力量。

刻苦钻研开放型经济成绩显著
——卢新德研究员简介

卢新德，男，汉族，1945年4月6日生，山东
省博兴县纯化镇卢家村人，中共党员。1980年
参加“全国招收研究人员的统一考试”，考入山
东社会科学院，从事经济研究工作（研究方向为
对外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其间，1985年12月
至1988年7月，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获经济学
硕士学位。在学习期间，1986年被评聘为副研
究员。1988年，山东社科院创建对外经济研究
所（后改名为“国际经济研究所”），卢新德任所
长。1993年，被评聘为研究员，2003年被评为
第一批资深研究员。

在社科院工作中，卢新德坚持政治上同党
中央保持一致，努力培养自己的创新精神、道
德风范和思想作风，模范厉行岗位职责，夜以
继日的艰苦拼搏，不断向科研高峰攀登。自
1980年以来，已主持完成国家和省部级重点研
究课题25项，出版发表专著、学术论文、研究
报告等科研成果290多项，其中获山东省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4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
3项，山东省科技进步奖3项，省优秀图书一等
奖1项，还获得其他优秀成果奖30多项。其中
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的成果是：
论文《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环渤海经济圈可持
续发展》，《管理世界》1997年第5期发表；论文
《中国加入 WTO 对山东服务业的影响及对

策》，《当代亚太》2000年第10期发表；专著《信
息传播全球化与中国企业经营国际化战略研
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公开出版，该专著
2006年6月还被评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
信息化专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球信息
战的新形势与我国信息安全战略的新思路研
究》。在经济国际化、环渤海经济圈、信息化
和信息安全研究方面有所建树，是学术界公
认的知名专家。卢新德密切联系实际，积极
从事应用研究，以优秀的成果为党和政府决
策服务。他的《中国加入WTO与山东经济国
际化》《21世纪初山东服务业国际化的战略和
策略》《提升山东大企业国际核心竞争力的战
略对策》《加快发展山东服务贸易的战略对
策》等成果，分别获得时任省委、省政府领导
吴官正、李春亭、韩寓群、姜大明、王仁元、才
利民等同志的肯定性批示。由于刻苦钻研开
放型经济，成果丰硕，贡献突出，1994年开始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3年被评为山东省
十大优秀专家中惟一的一位社会科学专家。
曾任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评委、山东省有突
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评委、省社科奖和省社
科规划课题评委等，还兼任山东大学博士生
导师、山东经济学院和山东工商学院特聘教
授、中国亚太学会副会长、山东省对外经济学
会会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山东省
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等职务,为培育和遴选优
秀人才作出了贡献。

在任山东社科院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近
20年期间，卢新德坚持以人为本、科学管理，积
极培养青年研究人员，带出了一支“方向正、业
务精、干劲足、效率高”的科研队伍，为繁荣和发
展社会科学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退休后，继
续发挥余热，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接受并圆
满完成党组织和有关领导交办的任务，经常到
有关院校作报告、指导科研工作等，为社会科学
事业做贡献。2010年荣获山东省突出贡献奖，
2011年荣获山东省老教授新贡献奖,2018年评
为山东省社会科学名家。

对中国人口发展史研究作出
系统性、原创性贡献

——人口学专家路遇简介

路遇，男，汉族，山东汶上人，1937年 1月
出生，中共党员。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人
口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1998年被国家哲学
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聘为国家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学科评审组成员，在国家项目评审、提
高科研人员申报课题能力，以及学科建设、人
才培养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990 年至
2002年被国家计生委连续四届聘为国家人口
专家委员会委员，其间参与了《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
法》等重要文献的制定。曾任山东省人口学
会常务副会长、山东省老年学学会副会长等
职。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3
年和1999年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连续两届授
予“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2008年
荣获第二届山东省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光
明日报——名学者治学录》《中国人口报》《大
众日报》等报刊均发表专文介绍其学术成
就。2018 年入选《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山东社会科学名家名作展》、荣获山东社
会科学名家光荣称号。科研成果获省部级
及以上奖 22 项，其中重大成果奖、一等奖 6
项。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领
导同志及省部级单位批示、调阅、表扬科研成
果18项次；国家部委级单位以文本形式呈报
中共中央、国务院科研成果7项。

路遇在人口学研究领域，纵横驰骋，兴趣广
泛，其中，尤以对中国人口发展史的研究成绩卓
异。上下五千年，横跨多学科，既有对中国人口

通史的深邃洞察，又有对山东人口迁移史的实
地考察，既有对地方史志编纂和编纂理论的创
新，又有对历代生育文化史研究的学术建树。
他以一部部沉甸甸重量级的学术专著和研究报
告，展示了他对中国人口发展史的研究，作出了
系统性、创新性的贡献！

中国人口通史的研究。其一，出版专著《中
国人口通史（上下）》。这是一项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最终成果，获省社科一等奖。其二，出版专
著《中国分省区历史人口考（上下）》。这部书是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最终成果，获省社科重
大成果奖。其三，出版专著《新中国人口五十年
（上下）》。这是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最
终成果，获省社科一等奖。其四，出版专著《新
中国人口六十年》。这部书荣获国家计生委中
国人口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山东人口迁移史的研究。路遇在人口迁
移史的研究中取得多项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
的是《清代和民国移民东北史略》这本专著，获
省社科一等奖。路遇经过对迁出移民的大量
实地走访调查，广泛搜集历史资料，潜心三年研
究，撰写出了《清代和民国移民东北史略》这部
专著，系统地考察了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
的全过程，领先于国内外对这段史实的研究。
20多年来，该书影响广泛，流传不衰。

对地方史志编纂和编纂理论的研究。
1986 年路遇受山东省人民政府之命，历经 8
年的艰辛，主持编纂《山东省志·人口志》。国
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授予优秀成果奖励。路遇
根据编纂人口志的8年实践，为了适应志书编
撰的需要，又撰写了《人口志编纂学》这部理
论著作。以人口志编纂为内容的理论著作，
这在历史上尚属首部。这部书获中国人口科
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这两部书出版以后，对
于全国各省市编纂人口志的工作，起到了极
大的作用。

对生育文化发展史的研究。路遇撰写的
《生育文化发展史研究报告》，是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获第十三次山东省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级鉴定等级为一
等。这个报告，考察了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的
生育文化，揭示了生育文化的时代性，大大丰富
了生育文化理论。

领域

文学（35人）

历史学（16人）

哲学（6人）

马克思主义理论（6人）

政治学（5人）

文化学（8人）

经济学（17人）

管理学（5人）

教育学（8人）

法学（5人）

社会学（5人）

姓名

马龙潜 王俊菊（女） 孔范今 石兴泽 田仲济 朱德发 刘增人
杜泽逊 李衍柱 杨守森 张可礼 张志毅 张鸿魁 陈炎 周均平
周来祥 郑杰文 姜振昌 袁世硕 夏之放 夏静（女） 钱曾怡（女）
栾贻信 郭延礼 葛本仪（女） 董绍克 蒋维崧 韩立群 程相占
曾繁仁 蔡先金 廖群（女） 谭好哲 薛绥之 魏建

马新（女） 王玮 王育济 王学典 方辉 刘祚昌 江林昌 安作璋
吴佩林 庞朴 顾銮斋 栾丰实 戚其章 崔明德 傅永聚 路遥

刘大钧 刘森林 刘蔚华 李庆臻 何中华 傅有德

王韶兴 李爱华 赵明义 高继文 唐洲雁 商志晓

包心鉴 孙占元 李永清 李新泰 宋士昌

马士远 马立新 王志民 孔祥林 刘再生 杨朝明 曾振宇 潘鲁生

于良春 卢希悦 卢新德 朱孔来 杨珍（女） 张卫国 张伟
张宏（女） 张述存 张清津 郑贵斌 赵昕（女） 胡金焱 殷克东
黄少安 臧旭恒 樊丽明（女）

王爱国 刘培德 杨蕙馨（女） 徐向艺 潘爱玲（女）

毕宪顺 孙晋海 张文新 郑中（女） 胡钦晓 徐继存
戚万学 韩延明

孔庆明 乔伟 肖金明 房绍坤 郭明瑞

林聚任 孟天运 高鉴国 崔树义 路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