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教研室 

 

时  间：5月 25 日下午 2：00 

地  点：光华楼西主楼 1012 室 

主  题：语言理论与汉语研究 

主持人：戴耀晶 

 

 

1．论汉语“是”由指示代词发展为系词的语法化路径                              梁银峰 

2．汉语量化问题浅析                                                          陈振宇 

3．汉语方位词语的时空语义分析                                                戴耀晶 

4．从上海方言看方言接触的方式                                                陶  寰 

5．两汉同义复词的研究的价值                                                  王文晖 

6．从“素胚勾勒出青花”谈起                                                  杨剑桥 

7．八思巴字的形成、构造及其拼写汉语的规则                                    董建交 

8．从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修辞学的本体是什么？                              刘大为 

9．20 世纪社会政治关键词“革命”的互文语义考论                                祝克懿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 

 

时  间：5月 27 日下午 2：00 

地  点：光华楼西主楼 1209 室 

主  题：中国现当代戏剧、电影研究专场 

 

 

主持人：张业松 

1. 袁牧之文学创作论                                                          杨新宇 

2. 论夏衍对中国话剧发展的贡献                                                周  斌 

3. 香港话剧谈                                                                 梁燕丽 

 
 

 

古代文学教研室 

时  间：5月 11 日下午 2：00 

地  点：光华楼西主楼 1101 室 

 



 

主持人：朱  刚 

 
1. 印度佛教故事口传入华之途经及语言交际问题                                 陈引驰 

2. 万里集九《晓风集》所存《三体唐诗》流传之信息                             查屏球 

3. 中古时期的“止足”之风                                                   张金耀 

4. 早稻田大学“风陵文库”所藏宝卷阅读札记                                   朱  刚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时  间：5月 19 日下午 2：00 

地  点：光华楼西主楼 1001 室 

主持人：杨乃乔 

    

1. 美国学者中国古代诗学接受研究特点评析                                     徐志啸 

2. 比较诗学：观念与方法                                                     周荣胜 

3. 诗歌何为——谢默斯·希尼的诗歌功用观                                     戴从容 

4. 普鲁斯特的小马德兰娜点心                                                 黄 蓓 

5. 中诗英译的比较文学视野                                                   王柏华 

6. 中国文明西来说的流播与影响                                               白 钢 

7. 发现于吉尔吉特的《长阿含》                                               刘 震 

8. “六经皆史”与章学诚反独断论的经学诠释学思想                             黄 晚 

9. 雪莱在中国（1908-1937）——一个浪漫诗人的偶像效应                        张 静 

10. 从经学诠释学看今、古文学之争                                             徐定懿 

11. 《诗经》在欧洲的早期翻译和研究                                           刘琳娟 

12. 16、17 世纪英国史学发展状况及莎士比亚历史剧的材料来源                     李 岑 

13. 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文献的翻译特色                                         吴慧敏 



14. 语境中的思想:读《古风希腊真理的拥有者》                                  吕 健 

15. 从汉代经学诠释学看“诗无达诂”的存在论意义                               姜 哲 

16. 论《诗经》隐喻的物感性                                                   郭西安 

17. 清代经学解释学思想初探                                                   曹洪洋 

18. 修辞与学术：简述当代西方‘研究修辞’运动的崛起                           汪建峰 

19. 唐代经学诠释学与两种文学观念的悖立：兼论《五经正义》的诠释学方法与原则   杨乃乔                  

 

 

文艺理论教研室 

（含：民间文学教研室） 

 

时  间：5月 25 日下午 2：30 

地  点：光华楼西主楼 1001 室 

主  题： 文艺学与艺术人类学：反思与建构 

 

                                                            主持人：郑元者 

  

1、论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存在论根基                                          朱立元 

2、古诗文写作的当代际遇与命运                                                汪涌豪 

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反思                                              郑土有 

4、儒学的思想源流及其当代意义                                                谢金良 

5、艺术人类学知识与知识对象的关系：对“写文化”理论的几点反思                郑元者 

 

 

 

 

 

 
 
 
 
 
 
 
 



 

古籍整理研究所 

 

时  间：5月 27 日下午 2：00 

地  点：光华楼西主楼 1615 室 

主持人：章培恒 

 
1、刘大杰先生留日期间的西方文艺研究                                            陈广宏 

2、何良俊的诗文理论                                                            黄  毅 

3、中国古代文学通变说                                                          黄仁生 

4、关于客观评价南朝诗歌历史价值的几点设想                                      徐  艳 

——以南朝诗歌内容价值的重新体认为中心                                                    

5、试论嘉靖黄省曾刻《谢灵运诗集》的意义与作用                                  吴冠文 

6、后七子诗学理论中的“悟入”说辨析                                            郑利华 

 

 
 

 

时  间：5月 28 日下午 2：00 

地  点：光华楼西主楼 1615 室 

主持人：吴金华 

 
1、 古籍校释学的理论与实践                                                      吴金华 

2、 参与编纂《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的几点感想                                  陈正宏 

3、 四库本《大全集》所用底本考                                                  钱振民 

4、 因明百年谁与评说                                                            郑伟宏 

5、 种系发生学方法论在西方校勘学中的应用                                        苏  杰 

6、 《后汉书》唐讳例证                                                          季忠平               

7、 浅析魏晋时期“踩踏”语义场及其历时演变                                      何凌霞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 

 

文学专场 

 

时  间：5月 10 日上午 9：30 

地  点：光华楼西主楼 1704 室 

主持人：黄  霖 

 

1、民初小说兴味派的历史定位                                                   黄  霖 

2、程颢、程颐的解释思想研究                                                   邬国平 

3、绣像《金瓶梅传》考辨                                                       陈维昭 

4、什么是散文                     罗书华 

5、日本汉诗学略论                                                             羊列荣 

6、现代文学中的幻设小说---以《猫城记》和《鬼土日记》为中心                    周双全 

7、1950 年代京剧史探微                                                         孙  洁 

 

 

语言专场 

 

时  间：5月 21 日下午 3：00 

地  点：光华楼西辅楼 701 室 

主持人：游汝杰 

 

1、吴语区方言地理与自然地理的关系                                            游汝杰 

2、上海方言的社会语言学调查问题                                              陶  寰 

3、上海市区西南片方言调查报告                                                平悦铃 

4、胶东方言与辽东方言的关系                                                  亓海峰 

5、现代汉语使动句的致使意义的实现                                            张豫峰 

6、汉语修辞史研究与汉语修辞学研究的深化                                      吴礼权 

 

 

 

 

 

 

 

 

 

 

 

 



历史系 

时 间：5 月 18 日下午 1:30 

地 点：光华楼西主楼 1801 会议室 

主 题：“世博与人文旅游” 

主持人：吴  本 

1、上海旅游软环境的调查与思考                                                 巴兆祥 

2、从历届世博会主题看东道国形象宣传                                           孙云龙 

 

 
 
时 间：5 月 18 日下午 3:00 

地 点：光华楼西主楼 1801 会议室 

主持人：朱荫贵 
1、清末的阅读与文化政治                                                      张仲民             

2、清末变局中的《国民必读》课本                                              孙  青 

 
 
 
时 间：5 月 25 日下午 1:30 
地 点：光华楼西主楼 1801 会议室 

主持人：邹振环 

1、“处士功曹”与东汉后期的士人身份                                         徐  冲 

2、敦煌祥瑞研究                                                             余  欣 

3、金代地方监察制度研究——以提刑司、按察司为中心                           余  蔚 

4、金元之际州的划分体制变迁考论——以“节度－刺史”体系为讨论中心           温海清 

5、明代江南府县城市人口规模探析                                             黄敬斌 

6、《火攻挈要》：晚明至晚清火炮技术知识的转移                               邹振环 

7、太平天国战乱后的江南异动与政府控制                                       冯贤亮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时间：5 月 18 日（周二）下午 2：00 

地点：光华楼西主楼 2201 会议室 

 

主持人：满志敏 

1、作为西方文化符号的利玛窦                                                     周振鹤 

2、青浦区县域变化（1542-2002 年）                                                满志敏 

3、略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观海风尚与海域认知 

----以现存诗赋文献为主要依据的探讨                             安介生  

4、康熙、雍正时期地方官员对贵州自然环境的不同看法及原因                         韩昭庆 

5、国家武神关羽明初兴起考                                                       朱海滨  

6、清末民初西南地区沿革地理的几种新资料                                         杨伟兵 

7、近代中日贸易的历史定位                                                       樊如森 

8、自然灾害引发的中国古代行政区划变迁初探                                       段  伟 

9、权限、边界：民国时期城市型政区的分域——以南京特别市为例                     徐建平               

10、晚清甘肃城市人口                                                            路伟东 

 

 

 

 

 
时间：5 月 25 日（周二）下午 2：00 

地点：光华楼西主楼 2201 会议室 

 

主持人：王振忠 

1、关于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                                                      姚大力 

2、从人口为动力看南宋经济发展的限度——兼论中西生产力的主要差距                吴松弟               

3、清代县以下地理单元之微观研究——以徽州现存的都图文书为中心                  王振忠               

4、从 AAG2010 年会谈当前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发展                                    张伟然 

5、宋代吴淞江流域农田景观变化与唐宋文化转型                                    王建革 

6、西汉“三辅”再考                                                            李晓杰 

7、GIS 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应用                                                  侯杨方 

8、城市意象——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新路径                                        张晓虹  

9、晚明清初督抚辖区的“双属”与“兼辖”                                        傅林祥 

10、水可卖乎？——水权的再解释                                                 邹  怡  

 

 

 

 

 

 

 

 

 



 

文博系 

时  间：5月 25 日下午 2：00 

地  点：文博系教室 

主持人：高蒙河 

1、公众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                                                    高蒙河 

2、澳门出土的克拉克瓷                                                        刘朝晖 

 

 

 

 

 

 

 

 

 

 

 

 

 

 

 

 

 

 



哲学学院 

 

时  间：5月 18 日下午 1：30 

地  点：光华西主楼 2501 

主持人：吴晓明 

1、柏林墙的倒塌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消亡                                     陈学明 

2、“无赖国家”与政治修辞——一种哲学的审察                                    汪堂家                 

3、荀子论“心之所可”与人的概念                                               林宏星 

4、《论语》与《理想国》对公私关系的理解                                        白彤东 

5、关于道德奠基问题的几点思考                                                 孙小玲 

 

 

 

 

 

 

 

 

 

 

 

 

 

 

 

 

 

 

 

 

 

 

 

 

 

 

 

 

 

 

 

 

 



文史研究院 

 

时间： 2010 年 5 月 22 日    9：15－11：30 

地点：光华楼西主楼 2801 

主题：西文文献之于中国研究的意义和具体价值体现 

主持人：钟鸣旦 

（Nicolas Standaert，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 

 

1、自明末至清中叶天主教西文文献中的中国：文献分布与应用讨论 夏伯嘉（美国宾西法尼亚州立大学） 

2、日译天主教东传史及东西方交流史文献概况与主要特点       戚印平（浙江大学哲学系） 

3、早期西文文献中的官话与方言                             韩可龙（Henning Klöter， 

德国波鸿-鲁尔大学汉语言文学系） 

4、西文史料与中国史研究                                   董少新 

 

 

 

时间： 2010 年 5 月 22 日 13：30－15：10 

地点：光华楼西主楼 2801 

主题：西文史料中的中国形象之演变——关于西文文献特点与使用方法的讨论 

主持人：孟华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 

 

1、大航海时代西班牙档案里的中国                         李毓中（西班牙塞维里亚大学历史系）  

2、法国在华调查与“中国研究”                           毛传慧（台湾清华大学历史所）  

3、荷法文献中的中国南方沿海地区                         蔡香玉（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 

  

  

 

时间： 2010 年 5 月 22 日 15：30－17：10 

地点：光华楼西主楼 2801 

主题：西文史料中的中国与世界市场——关于史料与视界的讨论 

主持人：钟鸣旦 

（Nicolas Standaert，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 

 

1、16-18 世纪葡萄牙海外文献中关于中国贸易的记载          张廷茂（暨南大学历史系） 

2、西班牙塞维亚印地安斯档案馆收藏有关中菲贸易史料的概况  方真真 

（台北教育大学台湾文化研究所） 

3、18 世纪至 19 世纪前期西文文献中的中国贸易              范岱克（Paul A. Van Dyke， 

澳门大学历史系）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时间：5 月 18 日下午 2：00 

地点：经济学院 514 会议室 

                         主持人：高帆 

1. 正确认识和对待“资本论”                                                   洪远朋 

2. 上海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问题研究                                               张晖明 

3. 低碳经济的实质及政策选择                                                   李志青 

4. 民国经济学界争论的几个主要问题                                             孙大权 

 

世界经济系 

时  间：5月 18 日下午 1：30 

地  点：经济学院大楼 614 室 

主  题：世界经济结构失衡与重构 

 主持人：黄亚钧 

1．基于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视角的世界经济结构失衡与重构分析          尹翔硕、强永昌、程大中 

2．基于国际货币与国际金融视角的世界经济结构失衡与重构分析           华民、黄亚钧、郑辉、田素华 

3．基于国别经济与地区经济视角的世界经济结构失衡与重构分析          庄起善、陆寒寅、王健 

 

世界经济研究所 

时  间：5月 25 日下午 1：30 

地  点：经济学院 714 会议室 

主  题：世界经济复苏中的贸易、金融与投资 

主持人：华民 

  

1、贸易自由化还是本币升值？                                                     华   民              

2、最优的选择为什么也会出最大的问题                                             孙立坚              

3、美国经济金融复苏的全球化因素                                                  干杏娣              

4、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现时格局和贸易效应                                     沈国兵               

5、后金融危机时期的欧洲主权债务问题思考                                          丁  纯               

6、日元国际化：目标、进程及其启示                                               陈建安               

7、莫斯科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前景透析                                               唐朱昌 

8、产品相似性、投资的地方保护与国内市场一体化                                   范剑勇               



9、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战略研究                                                何喜有                

10、一体化视角下的中东欧银行业危机与启示                                       刘军梅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 

时  间：5月 18 日下午 1：30 

地  点：经济学院 710 室 

主  题：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 

主持人：陈钊 

1. 房地产价格、差异化产品区位分布与城市结构体系失衡：                          范剑勇 

基于 Thünen-Krugman-Helpman 模型的估计                                 

2. 基于纳什谈判的外商进入模式分析                                           寇宗来 

3. 动态干中学、产业升级与产业结构演进——韩国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张 涛  

4. 中国节能的潜力与路径选择                                                   涂正革                

 

国际金融系 

时  间：5月 19 日下午 2：30 

地  点：经济学院 805 室 

主  题：中国货币政策和资本市场展望—国际比较的视野   

                                                                             

                                                              主持人：牛晓健 

        

1、中国货币政策的走向                                                          刘红忠等              

2、The Return and Its International Spillovers of BRIC Stock Markets           何光辉 

3、Empirical Analysis of Investment behavior under Borrowing Constraints       朱宏飞   

  

 

保险系 

时间：5 月 25 日下午 1：30 

地点：经济学院 514 室 

主持人：陈冬梅 

 
1、 不确定性下的精算公平与完全保险                                             钱勇 

2、 风险管理理论沿革与实践                                                     林琳 

3、 我国健康保险主体地位缺失与对策                                             沈婷 

4、 污染风险、风险管理与环境责任保险                                           陈冬梅 

5、 保险公司的负债价值评估                                                     张仕英 



 

公共经济学系 

时间：2010 年 5 月 25 日 下午 1：30 

地点：经济学院 201 室 

                                                主持人：何立新 

美国医改为何如此步履艰难                                                   蔡江南 

 
                                                

金融研究院 

时间：5 月 25 日下午 1：30 

地点：经济学院 614 室 

 

1、通胀幻觉、预期偏差和股市估值                                                                    张宗新 

2、股权分置改革之薪酬绩效研究                                                                  杨  青 
3、基于股权性质的我国董事会内生性理论与实证研究                                  杨  青 
4、中国网上支付风险感知与度量研究                                                               杨  青 

 

 

欧洲问题研究中心 

时间：2010 年 5 月 25 日下午 3:00 

地点：经济学院 714 室 

主持人：丁纯 
 
1. 《里斯本条约》与欧洲一体化最新发展                                      戴炳然 

2. 从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看欧元区政策协调的软肋                                丁  纯 

3. 后危机时代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提升与中俄经贸转型                          唐朱昌                    
4. 后危机时代的欧盟经济状况分析——以法国为例                              胡荣花 
5. 中东欧国家加入欧元区：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刘军梅 

 

 

 

 

 

 

 



管理学院 

 

会计学系 

时  间：5月 25 日 1：30 

地  点：史带楼 503 

主  题：校庆学术讲座 

主持人：吕长江 

1、均线关口与股价回报                                                     李远鹏 

2、利润操纵行为影响会计稳健性吗？                                         吕长江 

3、Peer Groups in Audit Pricing                                           方军雄 

 

 

企业管理系 

时  间：5月 25 日 1：30 

地  点：思源楼 424 室 

主题：企业管理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理论 

                                                          主持人：苏勇  

企业管理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理论                                         企管系全体教师 

 

 

市场营销系 

时  间：5月 25 日 13：30 

地  点：思源楼 624 室 

主  题：中国城市消费者行为研究——身份识别、社会认同视角的探索 

主持人：范秀成 

中国城市消费者行为研究——身份识别、社会认同视角的探索                 陆雄文等 

 

 

产业经济学系 

 

时  间：5 月 25 日 13：30 

地  点：思源楼 326 室 

主  题：上海生产服务业发展思路与对策 

主持人：芮明杰 

上海生产服务业发展思路与对策讨论会                             产业经济学系教师及相关学生 

 

 

财务金融系 

时  间：4月 20 日 13：30 

地  点：史带楼 303 教室 

主持人： 孙谦   

Does Sponsor Institution for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Improve Earnings Quality?   王克敏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政治学系 

 

时  间：5月 25 日下午 2：00 

地  点：文科大楼 725 室 

主  题：公民政治与国家建设：价值、组织与体制 

主持人：陈明明 

 

1、民主理论的再思考                                                        张华青 

2、分化乡村共同体：论土改与征兵                                            陈周旺 

3、村民委员会选举中的选票设计：文献评论与模式比较                          何俊志 

4、学校类型对农民工子女价值观与行为模式的影响：基于上海的实证研究        熊易寒 

 

 

公共行政系 

 

时  间：5月 25 日下午 2：00 

地  点：文科大楼 630 室 

主  题：地方政府改革跟踪研究 

主持人：竺乾威 

 
1、地方政府行政改革研究——以顺德为例                                      竺乾威 

2、发展香港特区高度自治的思考                                              周 帆 

3、小城镇公用事业民营化与地方政府创新                                      唐亚林 

4、省直管县的改革逻辑分析                                                  扶松茂 

5、地方政府行政服务中心研究                                              郑 磊 

6、第三部门分担地方公共服务：公共产品与社团产品之间的可变动性             陈晓原 

7、机构改革：十年研究述评                                                  朱春奎 

 

 

国际政治系 

 

时  间：5月 18 日下午 2：00 

地  点：文科大楼 725 室 

主 题：国际关系研究的非传统性挑战 

                       主持人：樊勇明 

 

1、 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新的发展                                           樊勇明 

2、 宗教与国际关系                                                           徐以骅 

3、 里斯本条约后的欧盟外交                                                   陈志敏 

4、 全球化与国际关系的新问题                                               陈玉刚 

 



 

外交学系 

 

时  间：5月 21 日上午 9：00-11:30 

地  点：文科大楼 630 室 

主 题：大国外交的新动向 

                           主持人：陈志敏 

 

1、 美国外交的新动向                                                        吴心伯 

2、 俄罗斯外交的新动向                                                      赵华胜 

3、 印度外交的新动向                                                        杜幼康 

4、 日本外交的新动向                                                        包霞琴 

 

 

 

 

 

 

 

 

 

 

 

 

 

 

 

 

 



国际问题研究院 

 

时间：5 月 25 日（星期二）上午 9：00 

地点：美国研究中心 104 

主题：中印建交 60 周年研讨——国际问题研究院观察中印关系 

 

主持人：张贵洪 

1、主旨发言：中印建交 60 年的经验和启示                                程瑞声（前驻印度大使） 

2、美国与中印关系                                                     沈丁立 

3、俄罗斯与中印关系                                                   赵华胜 

4、日本与中印关系                                                     胡令远 

5、巴基斯坦与中印关系                                                 杜幼康 

 

 

 

 

韩国研究中心 

时间：5 月 25 日下午 2：00-5：00 

地点：文科楼 1026 室 

主题：朝鲜半岛与东北亚共同体 

主持人：蔡建 

1．中国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基本内容与展望                                    石源华 

2．21 世纪世界秩序与朝鲜半岛和平                                         方秀玉 

3．当前朝鲜国内经济现状评估及中美的应对                                  汪伟民 

4．儒学与东北亚文化共同体                                                邢丽菊 

5．文化认同与东北亚一体化                                                蔡  建 

 

 
 
 
 
 
 
 
 



 

美国研究中心 

 

时  间：5月 18 日上午 10：00 

地  点：美国研究中心 104 会议室 

主  题：新形势下中美关系发展的动力与阻力 

主持人：沈丁立 

报告人：吴心伯、朱明权、陆京（外交部参赞） 

 

 

 

 

 

 

日本研究中心 

时  间：5月 30 日上午 9:00~10:30 

地  点：光华楼东辅楼二楼会议厅 

主  题：鸠山政权与中日关系 

报告人：唐家璇（前国务委员） 

 

 

 

 

 

 

 



新闻学院 

 
时间：2010 年 5 月 25 日 13：30 

地点：新闻学院教学楼 101 教室 

                                             主持人：孙玮       
1、新闻生产中的“自我审查”：毒奶粉事件报道的个案分析                     张志安  

2、奥巴马任期内的媒体与民主                                              沈国麟 

3、广告中的女性形象研究                                                  张殿元 

4、从国家网络电视台看我国“三网合一”政策的走向                          赵  民 

 

 

 

时间：2010 年 4 月 28 日 13：30-16：00 

地点：新闻学院培训中心会议室 

主持人：程士安 

1、网络时代传媒环境与舆论形成                                           谢海光 

2、对当代社会研究方法的思考                                             程士安 

3、网络文本挖掘的使用方法及应用价值                                     徐锦泉 

 
 
 
时间：2010 年 4 月 22 日 14：00 

地点：新闻学院教学楼 

主持人：邓建国 

主题：China's Image in the International Media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奥地利交流班学生 

 — Myth or Reality   （国际媒体中的中国形象）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国际新闻专业硕士班学生 

 

 

 

 

 

 

 

 

 

 

 

 

 

 

 



法学院 

 

时  间：5月 18 日下午 2：00 

地  点：江湾法学楼 202 室 

主  题：985 项目建设规划下的法学研究新思路与对策 

主持人：孙南申 

1、学科交叉与法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孙南申 

2、我国法学发展与学科布局的反思                                             潘伟杰 

3、开放社会科学与法学方法论的革新                                           侯 健 

4、社会科学发展与法学研究的前沿问题                                         杜 宇  

 

 

 

 

时  间：5月 25 日下午 2：00 

地  点：江湾法学楼 202 室 

主持人：潘伟杰 

1、金融法的法理学范式                                                        张建伟 

2、公序良俗与基本权利                                                       刘志刚 

3、司法中的诠释学循环——解读事实与规范的基本方法                           段厚省 

4、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徐美君 

5、外国法在宪法解释中的运用                                                 杜  涛 

6、反思严惩酒驾肇事犯罪之观念                                               汪明亮 

7、气候变化背景下国际环境友好技术转让法律制度发展之趋势                     马忠法 

8、土地空间权利体系和三维地籍管理法律问题研究                               白  江                   

9、公司实际破产时董事破产申请义务问题研究                                   李小宁 

10、司法民主的合理性及其局限                                                史大晓 

11、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路径                                                  李传轩 

12、司法变奏的历史空间——从晚清大理院办公场所的建筑谈起                    韩  涛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时  间：5月 18 日下午 14:00-16:30 

地  点：文科大楼 919 室 

 

主持人：梁 鸿 

1、中文儿童阅读障碍及其影响因素                                            刘  铎 

2、上海老龄化的社会资本视野                                                陈虹霖 

3、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与政策选择                            韩央迪 

4、多智能体模拟在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应用探讨                                  陈  萍 

5、个体化的瞬间：代际张力中的上海家庭生活实践                              沈奕斐                    

6、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职业咨询                                            高山川 

 

 

 

 

 

时  间：5月 25 日下午 14:00-16:30 

地  点：文科大楼 919 室 

主持人：刘 欣 

1、美国医改                                                              郭有德 

2、关于人类学公共性的再思考：历史经验与田野实践                             潘天舒 

3、中国城市的婚姻模型                                                       程  远                   

4、流动人口的心智模式与社会融入                                             陈晓云 

5、亲子关系和家庭教育的社会心理分析                                         孙时进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时  间：5月 28 日下午 1：30 

地  点：光华楼东主楼 1210 室 

主持人：戴星翼 

 

1、从碳足迹的角度探讨低碳城市的构建机制                                       倪丹成 

2、城市森林城乡一体化发展研究                                                 陈 琪 

3、城市化对于植物多样性的影响                                                 金宝玲 

4、我国合同能源管理发展现状与推广措施                                         朱 聆 

 

   

 

 

 

 

 

 

 

 

 

 

 

 

 

 

 

 

 

 



 

公共卫生学院    

时  间：5月 25 日下午 1：30  

地  点：枫林校区西 8 号楼二楼报告厅 

主  题：全球卫生 

主持人： 傅华 周志俊 

 

1. 亚太地区生殖健康发展的策略                                              钱  序 

2. 论美国医改                                                              应晓华 

3. EMF 的健康危险度评估                                                    周志俊 

4. 危险性分析与食品安全                                                    何更生 

5. 以创新的方法来应对老龄化带来慢性病的挑战                                傅  华 

 

 

 

 

 

 

 

 

 

 

 

 

 

 

 

 

 

 

 

 

 

 

 

 

 

 

 

 

 



外文学院 

           英语系 

时  间：5月 20 日下午 1：30 

地  点：文科大楼四楼外文学院会议室 

主  题：英语本科教学课程革新研讨 

                                   主持人：孙建 
1.本科生英语基础技能培训方法新思考                                               黄勇民 

2.英语专业课程设置的整合与改进                                                   张 冲 

3.新形势下英语语言教学的特征及方法探讨                                           熊学亮 

4.英语专业教学中人文素养的培养                                                   汪洪章 

 

 

日语系 

时  间：5月 20 日下午 1：30 

地  点：文科大楼 219 室 

主  题：日语研究的相关前沿课题 

主持人：庞志春 

1、日语语音学研究                                                               刘佳琦 

2、日语词汇学研究                                                               杨晓敏 

 

 

 

韩语系 

时  间：5 月 19 日 下午 2 点  

地  点：文科大楼 206 室 

主  题： 韩国语教育 

                                                            主持人：姜宝有 

中国的韩国教育 60 年——回顾与评析                                         韩国语系全体教师 

 

 

 

 俄语系 

时  间：5月 17 日下午 1：30 

地  点：文科大楼 214 室 

主  题：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 

主持人：姜宏 

1、俄汉含专有名词成语对比及其翻译                                               赵艳秋 

2、挚爱与背叛--安德列耶夫的小说《犹大》                                         汪海霞               

3、俄语称呼语变异使用的语用推理                                                  汪  吉 

4、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对苏维埃历史的书写                                       李新梅 

5、普希金是共济会员吗？                                                         赵世峰  

6、文化认知视域的语言时间研究构架                                               姜  宏 



 

翻译系 

时  间：5月 19 日下午 2：30 

地  点：文科大楼 431 室 

主  题：本科翻译专业教材建设理论与实践思考 

主持人：何刚强 

 

1、翻译教材编写原则的思考                                                     王建开 

2、论中国英汉汉英翻译教材编写发展史（1949-2009）                              陶友兰 

3、“翻译工作坊”模式在文学翻译课上的运用                                      姜  倩 

4、文本类型理论关照下的《多文体阅读教程》编写                                 强  晓 

5、本科同传教学法的实践和思考                                                 管玉华 

6、视译在口译教学中的定位——兼谈《英汉汉英视译教程》编写体会                 王炎强 

7、评口译入门教材——《听说与译述教程》                                       冯  超 

 

 

 

 

 

 

 

 

 

 

 

 

 

 

 

 

 



社会科学基础部 

 

时  间：5月 25 日下午 1：30 

地  点：光华楼西主楼 601 室 

主  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与中国发展道路 

主持人：吴海江 

 

1、论马克思主义的“三化”                                                 顾钰民 

2、影响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因素探讨                                           杨宏雨 

3、科技发展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内涵                                   徐  蓉 

4、浅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问题                                         陈  明 

5、发展中国 顺应时代 普惠大众                                             肖  巍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时  间：5月 18 日下午 2：40 

地  点：光华楼东主楼 801 室 

 

主持人： 彭增安 

 
1、多义副词“都”的语法化顺序和习得顺序                                      高顺全 

2、日语拟声词、拟态词的翻译——以漫画为例                                    许金生 

3、副词“还”所谓表“程度浅”的用法                                          吴  云 

4、日本大学汉语教学的课堂状况                                                朱静雯 

5、“花东甲骨”多丯臣及相关问题                                              姚  萱 

6、鸦片战争的文化意义                                                        陈  潮 

7、以色列人、犹太人和希伯来人                                                谈蓓丽 

8、近代以来欧洲通用语盛衰探源                                                金  日 

 

 

 

 

 

 

 

 

 

 

 

 

 

 

 

 

 

 

 

 

 

 

 

 

 

 

 

 

 



高等教育研究所 

时  间：5月 18 日下午 2：00 

地  点：高教所会议室 

 
1、成长的烦恼：大学发展的体验                                             熊庆年                      

2、国际视野下中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模式的改革                           张晓鹏 

3、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                                      张慧洁 

4、高校教师发展（FD)的前沿——世界知名大学的比较                          丁  妍 

5、从教师工作复杂性谈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徐冬青 

 

 

 

 

 

 

 

 

 

 

 

 

 

 

 

 

 

 

 

 

 

 

 

 

 

 

 

 

 

 

 

 

 

 

 



艺术教育中心 

时  间：5月 25 日下午 2：00 

地  点：文科楼 8 楼艺术教育中心会议室 

主  题：通识教育与艺术教育 

主持人：郁秀兰 

1、交响乐表演与赏析                                                         李建平 

2、浅谈爵士乐课程的构思与建设                                               乔 靖 

3、批判的力度、反思的角度、审视的视点                                       龚金平 

——犹太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记忆的影像生产              

 

 

艺术设计系 

时  间：5月 18 日下午 2：30 

地  点： 750 号楼 

主  题：艺术设计与创意 

  主持人：王天德 

系统设计                                                                 赵  阳 

 
 

 

 

 

 

 

 

 

 

 

 

 

 

 

 

 

 



体育教学部 

时  间：5月 25 日下午 1：45 

地  点：正大体育馆一楼会议室 

                                                            主持人：陈琪 

 

1、不同锻炼水平教职工体质健康特征与健康促进研究                  陈琪  陈建强 王方椽 魏琳                 

2、大学生女生身体形态对《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陈建强  宋明德 

指标及成绩影响的比较研究                                                  

3、对排球运动员体能训练构成因素的研究综述                                   方  川 

4、校园体育文化与城市精神塑造                                               邱  克 

5、表象训练运用于排球教学中的实验研究                                       朱寅申   

6、构建高校体育的社区平台                                                   孔  斌 

7、中国、日本高等体育教育的比较研究——复旦大学棒球队                  朱敏珍  陈琪  宋明德 

对日本立命馆大学访问交流                                            

8、“胜跟进”竞赛编排方法的设计与应用                                        周建高 

9、从得失分析上海女排参加 2008～2009 年全国排球联赛总决赛实力差距            陈  祥 

10、合作学习在普通高校体育课中应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王恩锋 

11、中美大学竞技体育模式的比较分析                                          杨  峻 

12、普通高校成立电子竞技社团的可行性研究                                    孙建冰  王国华 

13、退役运动员就业困难的原因分析及指导对策                                  张  振 

14、试论高校防卫术课程对于培养大学生安全意识的意义                          王震  吴丽红 

15、高校体育投融资改革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探讨                                  余守文  张丰 

16、网球多媒体课件制作与探究                                                网球教学组 

 

 

 

 

 

 

 

 

 

 

 

 



文科学报编辑部 

时  间：5月 18 日下午 2：00 

地  点：研究生院 8 号楼 313 室 

主持人：吕晓刚 

 

1、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市场化改革探索与思考                             吕晓刚 

2、悲伤的讖语：鲁迅与他的小说《孤独者》                                         陈涯倩 

3 历史和想象之间——论爱尔兰作家柯尔姆·托宾的作品                               柏  栎 

4、明代《楚辞》评点家陈深考论                                                   罗剑波 

5、对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政治学解读                                           刘  慧 

6、刘伯明与杜威的中国之行                                                       陈文彬 

 

 

 

 

 

 

 

 

 

 

 

 

 

 

 

 

 

 

 

 

 

 

 

 

 

 

 

 



 

图书馆 

时 间：5 月 26 日下午 1：30 

地 点：文科图书馆 208 室 

主 题：资源建设与管理 

主持人：葛剑雄 

1. 基于 ALEPH 系统的低利用率馆藏定位解决方案                              钱京娅 

——以复旦大学图书馆为例             

2. 高校图书馆图书交换与捐赠工作            赵睿杰 

3. 关于复旦人著作陈列室建设的几点思考           陈超群 

4. 基于读者调查的教育部复旦大学外国教材中心建设设想                郝群  徐琳  王静  胡美华 

5. Aleph 系统统计报表数据分析             薛  崧 

6. 浅谈西文回溯建库工作               孙娟丽 

7. 江湾馆回溯中遇到的问题及分析            常  然 

8. 低利用率图书整理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巩庆兰 

9. 从文科阅览室错误数据修改看馆藏维护的重要性            刘  励 

10. 高校数据库回溯建库项目管理             崔英杰 

11. 电子期刊的管理和利用              殷沈琴 

12. 略谈香港大学图书馆的馆藏发展策略           廖剑岚 

13. 基于内容管理系统平台的图书馆内部知识管理                           谢  莹 

14. 馆藏资源的建设与调整              赵冬梅 

15. 理论与实践：文献传递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蒋  颖 

16. 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整合进展报告                                 席永春 

 

 

时 间：5 月 27 日下午 1：30 

地 点：文科图书馆 208 室 

主 题：读者服务 

 

主持人： 杨光辉 



 

1. 灵活执行，善解人意——图书馆人性化服务案例分析                          蒋凌慧 

2. 读者服务创新                                                            朱  瑛 

3. 网络环境下的读者服务                                                     许  滢 

4. 合理利用学生工，提升图书馆服务                                          王彩燕 

5. 图书馆日常咨询问题的类型及解答                                       刘海蓉 

6. 2.0 时代的信息共享空间-基于用户的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平台               李  梅 

7. 论学科服务的扩展与深化                                               王  乐 

8. 图书馆信息服务对科研工作的支持和保障机制研究                            张  敏 

9. 关于高校图书馆读者培训工作的若干思考                                    徐  轩 

10. 开放与保护并重——古籍读者服务的几点思考                             乐  怡 

11. 馆藏古籍仿真展示刍议                                                    王  亮 

12. 高校图书馆学生助理新模式的探讨和实践——以复旦大学图书馆为例              周  悦 

14．Dialog 联机检索方法和技巧                                                张义兰 

15．图书馆人本位服务之体会                                                  司徒楚楚 

16．读者攻击行为的产生与应对                  朱  莉 

 

 

时 间：5 月 28 日下午 1：30 

地 点：文科图书馆 208 室 

主 题：古籍研究、研究生专场 

主持人： 吴 格  

1. 耶鲁大学贝耐克（Beinecke）珍本与手稿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经眼录             杨光辉 

2. 复旦大学图书馆《诗经》类藏书特色述略                                     杨  宏 

3. 关于《黄忠端公年谱》的通信                                               吴  格 

4. 论图书馆资源整合与利用                    孙  宇 

5. 浅谈图书馆新馆员轮岗制度                   黄  上 

6. 用户权益的图书馆职业视角解读                   房  明 

7. 复旦大学馆藏古籍“丁氏文库”调查报告                                     谭  畅 

8. 趙景深先生藏書綜述                  凌一鳴 



9. 合肥李氏望云草堂藏书介绍                向文钦 

 

时 间：5 月 28 日上午 8：30 

地 点：复旦大学医科图书馆 

主 题：医科图书馆专场 

主持人： 徐一新  

1. 医科馆通借通还中据借率的分析                                            李  莉 

2. 图书流通量减少原因分析及相应解决对策——以复旦大学医科馆为例            俞  健 

3. 学科服务探索与实践                                                      夏知平 

4.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科技期刊评价方法                                      辛继宾 

5. 四所高校医学学科地位研究                                                陈东滨 

6. 跨库检索系统应用现状分析                                                 张  嵬 

7. 医科图书馆计算机网络故障成因分析                    邓汉生 

8. 学科专家在图书馆馆藏发展中的作用                                         应  峻 

9. 基于现象图式学的发散性教学模式研究                                      王宇芳 

——信息素养教学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10. 文献传递统计与文献资源建设                                              周月琴 

11. 网络环境下的图书馆期刊工作                                              叶  琦 

12. 医科馆文献传递服务分析                                                  胡  磊 

 

 

 

 

 

 

 

 

 

 

 



 

 

档案馆 

时间：5 月 27 日（星期四）下午 1:45 

地点：档案馆培训室 

                                             主持人：丁士华 

⒈试论信息化校园环境下的档案收集工作                                严玲霞 

⒉《高校档案实体分类法》中的有关问题探讨                            邱佩芳 

⒊档案利用实例引发的思考                                            孙瑾芝 

⒋高校数字信息长期保存的实践与思考                                  郭  蓓 

⒌从英烈成长的轨迹看复旦对学子的影响                                   丁士华 

⒍从校史文物解读学校                                                   杨家润 

⒎复旦大学历年校庆学术报告会简述                                    周桂发 

 

 

 

 

 

 

 

 

 

 

 

 

 

 

 



 

复旦大学出版社 

时间：6 月 16 日下午 1：30 

地点：出版社新楼大会议室  

主题：改制后出版业的竞争优势再发掘 

主持人：贺圣遂 

 
1. 关于编辑创造力的思考                                                   贺圣遂  

2. 巴金与现代出版                                                         孙 晶 

3. 新出版业的内容品商化                                                   刘子馨                    

4. 入世以来中国出版业的产业化与文化启蒙转向                               姜 华 

5. 数字时代的全媒体出版                                                   李 华 

6. 中美数字出版市场运营模式比较及中小出版商对策                           王联合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时  间：4月 24 日 8：00 

地  点：光华楼西主楼 2704 室 

主题：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 

主持人：刘钊 

1、说“建之以常无有”                                                         裘锡圭 

2、《吴越春秋》中的数术资料                                                    刘  钊 

3、与考古相结合的名物训诂----以“珽”为例                                     汪少华 

4、秦封泥整理札记                                                             施谢捷 

5、马王堆医书校读琐议                                                         陈  剑 

6、敦煌写本《俗务要名林》简介                                                  张小艳 

7、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的整理进展                            郭永秉                

8、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释文商榷                                             广濑薰雄 

9、战国文字中的“许”县和“许”氏                                             周  波 

10、试说出土文献中的“时令”类內容                                            刘  娇 

 

 

 

 

 

 

 

 

 

 

 

 

 

 

 

 

 

 

 

 

 

 

 



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时间：4 月 22 日下午 3：30 

地点：光华楼 202 报告厅 

                                                                  主持人：邓正来 

昆曲走向国际——从“青春版”《牡丹亭》讲起                                白先勇 

 
 
时间：4 月 26 日下午 3：00 

地点：光华楼东主楼 2801 室高研院“通业大讲堂” 

主持人：邓正来 

多元社会的重叠共识、正当与善                                             顾 肃 

 
 
时间：4 月 28 日下午 2：30 

地点：光华楼东主楼 2801 室高研院“通业大讲堂” 

主持人：邓正来 

1. 医疗保险制度的功与过                                                  封  进 

2. 区域性公共产品：理论渊源与研究进展                                    杨国庆 

3. 去政治化的权利结构与消极自由的悖论 

——一种“个体-政府-共同体”三元分析框架的建构                         孙国东 

           
 
时间：4 月 29 日下午 3：00 
地点：光华楼东主楼 2801 室高研院“通业大讲堂” 

主持人：邓正来 

转基因与三农问题                                                         吕新雨 

 
 
时间：4 月 29 日晚上 6：30 

地点：光华楼东辅楼 103 报告厅 

主持人：邓正来 

中国统一的历史和未来                                                     葛剑雄 

 
                                    

时间：5 月 13 日晚上 6：30 

地点：光华楼东辅楼 103 报告厅 

主持人：邓正来 

中国电影的跨学科研究                                                     张英进 

 
 

时间：5 月 19 日晚上 6：30 

地点：光华楼东辅楼 102 报告厅 

主持人：邓正来 

中国当代性法律批判                                                        李银河 



退休职工管理委员会 

时  间：5月 25 日 9：00－12：00 

地  点：复旦大学老年活动中心大厅 

主  题：责任与使命：面对涌动的银色浪潮 

                                                         
                                                         主持人：金邦秋 

 

1、略论退休群众组织在建设文明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王增藩                      

2、新时期我国老年利益问题研究                    李洁明 

3、以科学发展观讨论我国退休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华宏鸣 

4、从大分配看退休人员分享社会发展成果            王克忠 

5、银色智库中的高级知识女性                        郑桂珍 

6、浅谈老年人的社会价值                                                 刁承湘 

7、大学问题——让老年知识分子参与破解                                   杜作润 

8、发展护理队伍，满足老年需求                                           曹惠民 

9、全社会都来关爱空巢老人                                               孙椿海 

10、发挥高校优势，努力办好老年大学                                      沈文龙 

11、养老问题探讨                                                        邵德耀 

12、老年社团组织在促进积极老龄化中的作用                                余赛妹 

13、对维护老年人尊严的思考                                              陈  勤 

14、老年学研究的使命                                                    金邦秋 

 

 

 

 

 

 

 

 

 

 

 



文科科研处 

 

时  间：5月 31 日下午 1：30 

地  点：逸夫科技楼二楼多功能厅 

主  题：世博会与上海发展新机遇                                                               

负责人：杨志刚 

报告人：朱道立、张晖明、王祥荣、汪涌豪、朱顺龙、潘伟杰、张涛甫、吴力波、程大中、 

郭英之等 

评论人：石磊   章清 

 

 

 

 

时  间：5月 27 日下午 2：00 

地  点：光华楼西主楼 2201 室 

主  题：大学发展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主办单位：文科科研处 

          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 

主持人：任远、杜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