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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1.本申报书由申报人如实填写，并对所提供的材料负责。本表中填写的内容如有弄虚作假等不

实情形，一经核实即取消参评资格。如有涉密内容，请声明。

2.“二级学科”：按《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填写。

3.“主要学历”：研究生入学年月务必填准。

4.“主要工作和学术经历”：参加工作年月、晋升教授、担任博士生指导教师的年月务必填准。

5.“重要学术兼职”：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或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或教育部学科

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全国性一级学术团体的会长(理事长、主任)、副会长或

全国性二级学术团体的会长(理事长、主任)用黑体字填写，其它学术兼职用宋体字填写。

6.“所获荣誉称号”：国家教学名师奖，或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或入选“长江学者奖励计

划”、“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或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万人计划”）

杰出人才、领军人才用黑体字填写，其它荣誉称号用宋体字填写。

7.“重要科研项目”：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项目，或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或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用黑体字填写，

其它科研项目用宋体字填写。

8.“教学、科研获奖情况”：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或中宣部“五

个一工程”奖，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或国家优秀教材奖的一等奖，或著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

学成果文库用黑体字填写，其它获奖用宋体字填写。

9.“出席重要国际学术会议或到国（境）外讲学情况”中“本人所担任角色”指会议召集人、

主持人、大会发言人等。

10.“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主要成就、贡献及客观反响”栏（3000字以内），填写反映本人

主要成就、贡献和学术水平的有关内容。

11.请同时提供以下附件材料：

（1）证明性附件

重要学术兼职的聘书或证书复印件；荣誉称号证书复印件；重要科研项目立项通知书或合同

书复印件；教学、科研获奖证书复印件；

（2）成果及反响附件

15项以内有代表性的论文、著作和咨询报告的原件及复印件（论文复印刊物封面、封底、目

录、正文；著作复印封面、封底、版权页、目录；咨询报告复印全文及采纳证明），咨询报告必

须有采纳证明，并写明所采纳的主要观点和价值或作用，否则无效；

成果被引用、被转载、被评价情况相关内容的复印件，相关部分用红线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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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姓名 周光辉 性别 男 民 族 汉族

出生日期 1955 年 8 月 26 日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工作单位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职称、职务 教授（博士生导师）

联 系 人

姓名
周 光 辉 联系人电话

办公电话
0431
-85166218

住宅电话
0431
-85380111

手 机 13500812569

主
要
学
历
﹁
六
项
以
内
﹂

起止年月 校（院）、系及专业 学 历 学 位

1978年3月至
1982年1月

吉林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 本科 哲学学士

1983年9月至
1986年6月

吉林大学、政治学系、政治学专业
硕士研究
生

法学硕士

1988年9月至
1995年12月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政治学理论专
业

博士研究
生

法学博士

主
要
工
作
和
学
术
经
历
﹁
十
项
以
内
﹂

起止年月 工 作 单 位 职 称 职 务

1986 年 9 月至
1992年 9月 吉林大学政治学系

助教、讲
师、副教
授（破格
晋升）

1996年 9月至今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教授（破
格晋升）

1999 年 12 月至
今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博士生导
师

1993 年 12 月至
1995年 5月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副院长（主持
工作）

1995 年 5 月至
2012年 1月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院长

2005年 1月至今 吉林大学社会公正与政府治理研究中
心

中心主任

1992 年 8 月至
1993年 8月 美国拉特格斯大学

富布赖特高
级访问学者

2001 年 11 月至
2001年 12月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与政治发展研究所 访问学者

2002 年 9 月至
2003年 3月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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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学
术
兼
职
﹁
十
项
以
内
﹂

起止年月 兼职机构（团体）名称 职务

2007 年 12 月至
今

中国政治学会 副会长

2004年11月至今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政治学 专家组成员

2001 年 3 月至今
教育部高等学校政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2008年10月至今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第四届公共

管理类 副主任委员

2004 年 4 月至今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政治学评审组 专家组成员

2011年4月至今 国家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评审组 专家

2008年1月至今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
管理研究所

兼职研究员

2009年12月至今 《国际行政科学评论》中文版学术委员会 学术顾问

2010年12月至今 吉林省政治学会 会长

2005年12月至今 吉林省行政管理学会 副会长

所
获
荣
誉
称
号
﹁
十
项
以
内
﹂

荣誉称号名称 授予单位 授予时间

国家“万人计划”第一批哲学社会
科学领军人才

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 2014 年 4 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3 年 2 月

国家级教学名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08 年 9 月

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2011 年 11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1996 年 3 月

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1998 年 12 月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 “四个一批”
人才

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 2005 年 12 月

全国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学位“MPA”
优秀教学奖

全国公共管理硕士（MPA）专
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2009 年 5 月

“吉林省资深高级专家”
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

2011 年 12 月

吉林省“优秀博士后合作导师”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

201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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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负责人承担的重要科研项目（10 项以内）

经费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来源及类别
经费

数额

起止

时间

最终成果

（名称、形式和时间）

1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有效路径研究

中宣部文化名

家暨‘四个一

批’人才工程项

目

50
2015 年 1

月
在研

2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

政府治理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重大项目
70

2010年 10

月至 2013

年 10 月

在研

3
社会公正与政府责任

问题研究

教育部重大课

题攻关项目
50

2004 年 5

月至 2009

年 12 月

《为实现社会公正承担

责任——社会公正与政

府责任的理论研究》；结

项报告；2009 年 12 月（鉴

定结果：优秀）

4 政治学教材编写

“马工程”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

5

2004 年 5

月至 2007

年 6 月

《政治学概论》教材，

2011 年

5

子课题“中国社会主义

政治发展道路的战略

目标、现实基础与约束

条件”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重大项目
4.5

2012年 10

月
在研

6
当代西方民主理论追

踪研究

“九、五”国家

社科规划基金

一般项目

2.5

1996 年 9

月至 2003

年 6 月

系列论文，结项报告，

2003 年 6 月

7

社会公正与政府责任

评估指标体系及追究

机制研究

吉林省科技厅

软科学引导项

目

5

2005 年 8

月至 2010

年 12 月

《社会公正与政府责任

评估指标体系及追究机

制研究》；结项报告；2011

年 11 月

8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

革与民主化进程研究

教育部“跨世纪

优秀人才”基金

项目

10

1998 年 9

月至 2002

年 12 月

系列论文，2002 年 12 月

9 政治权力研究
教育部社科基

金青年项目
0．8

1988 年至

1994 年
系列论文，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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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公众参与反腐败有

效途径及权力保障问

题研究”

吉林省社会科

学“十五”规划

研究项目

0.3

2001 年 7

月至 2004

年 4 月

系列论文，结项报告；

2004 年 4 月

三、代表性的论文、著作和咨询报告（15 项以内）

序号 题目
发表刊物

（出版社、采纳单位）

发表时间

（出版或采纳时间）
本人排名

1
专著《论公共权力的合法

性》
吉林人民出版集团 2007 年 12 月版 唯一作者

2
论文“当代中国决策体制

的形成与变革”

《中国社会科学》

《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Number 2, 2012 英

文发表；

《 China Economist 》

Number 6, 2011 英文转载；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

2011 年第 4 期转载；

《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

年第 5 期论点载要；

收录《中国的政治发展——

中美学者的视角》俞可平

李侃如等著，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013 年版；

收录《中国公共管理思想经

典（1978--2012）》薛澜主

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

2011 年第 3 期 唯一作者

3

论文“全球化时代发展中

国家的认同危机及其治

理”

《中国社会科学》

《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Number 2, 2014 英

文发表
2013 年第 9 期 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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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论文“政治文明的主题：

人类对合理的公共秩序

的追求”

《社会科学战线》

《新华文摘》2003 年第 12

期封面首篇、全文转摘；

收录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论

丛第 2辑》，中央编译出版

社出版，2006年版；

2003 年第 4 期 唯一作者

5
论文“互联网对国家的冲

击与国家的回应”

《政治学研究》

《新华文摘》2001 年第

9 期封面首篇、全文转

载；

《当代文萃》，2001 年

第 5 期全文转载；

2001 年 02 期
第一作者

6

论文“从管制转向服务：

中国政府的管理革命—

—中国行政管理改革 30

年”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

报》

《新华文摘》2008 年第 20

期全文转载；

收录《中国政治学年鉴

2006--2008》中国文联出版

社，2009年 9月；

收录《The Reform of

Governance》Edited by

Yu Keping BRILL

LEIDEN ·BOSTON 2010，

2008 年 3 期 唯一作者

7

论文“推进国家治理现代

化的有效路径——决策

民主化”

《理论探讨》

《新华文摘》2014 年第 22

期封面文章、全文转载；

2014 年第 5 期 唯一作者

8

论文“理解代表——关于

代表的正当性与代表方

式合理性的分析”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

报》

《新华文摘》，2005 年第 3

期全文转载；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

资料•中国政治》，2005 年

第 1期全文转摘）

2004 年第 6 期
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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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论文“构建现代国家——

以组织化、制度化与民主

化为分析视角”

《社会科学战线》

《新华文摘》2009 年第 16

期全文转载

2009 年第 6期 第一作者

10 论文“论民主与人”

《时代论评》

《新华文摘》1989 年第 2

期封面文章、全文转载；

《人民日报》1989 年 4 月 3

日，第六版论点摘要

1988 年 11 月创刊号 唯一作者

11

论文“跨越时间之维的正

义追求——代际正义的

可能性研究”

《政治学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

料《公共行政》2009 年第

11 期全文转载；

2009 年第 3 期 第一作者

12
论文“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的十大趋势”

《政治学研究》

《新华文摘》，1998 年第 6

期论点摘要；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

资料•中国政治》1998 年第

４期全文转载；

1998 第 1 期 唯一作者

13
论文“论美国新闻界对政

府的政治监督”
《政治学研究》 1987 年第 1 期 唯一作者

14

论文“政府：一个公正社

会不可或缺的角色——

关于政府再分配职能正

当性的思考”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

报》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6

年第 6期部分转载；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

2006年第 5期部分转载；

2006 年 04 期 第一作者

15

论文“民主：社会正义的

生命和保障——关于民

主对社会正义的价值的

思考”

《文史哲》

日文版载于《文化共生学研

究》日本岗山大学大学院社

会文化科学研究科，2009

年第 7期

2008 年第 6期 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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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科研获奖情况（10 项以内）
序

号
获奖成果名称

颁奖单位及

奖项名称

获奖

等级

获奖

时间

本人

排名

1

博士论文《民主：社会

正义的生命——关于社

会正义政治条件的规范

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指导教师奖”

2011 年 11 月 唯一

2 课程《政治学原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国家级精品课程
2006 年 12 月 第一

3 课程《政治学基础理论》
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首

席教授）
2009 年 9 月 第一

4 论文《论民主与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全国高等学校第一届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优秀

论文”

二等奖 1995 年 12 月 唯一

5
论文“当代中国政治发

展的十大趋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全国高等学校第三届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优秀

论文”

三等奖 2003 年 7 月 唯一

6
论文“互联网对国家的

冲击与国家的回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全国高等学校第四届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优秀

论文”

二 等 奖

（ 一 等

奖空缺）

2006 年 12 月 第一

7

论文“政府：一个公正

社会不可或缺的角色—

—关于政府再分配职能

正当性的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全国高等学校第五届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优秀

论文”

二 等 奖

（ 一 等

奖空缺）

2009 年 9 月 第一

8

论文“从管制转向服务：

中国政府的管理革命—

—中国行政管理改革 30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全国高等学校第六届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优秀

论文”

二等奖 2013 年 3 月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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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论文“从管制转向服务：

中国政府的管理革命—

—中国行政管理改革 30

年”

中国政治学会

“中国政治学会首届张友

渔奖”

一等奖 2010 年 10 月 唯一

10

论文“全球化时代发展

中国家的认同危机及其

治理”

吉林省人民政府

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评审委员会

“吉林省第十届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论文类”

一等奖 2014 年 4 月 第一

五、出席重要国际学术会议或到国（境）外讲学情况（10 项以内）

序号 会议名称（讲学地点） 时间
本人所

担任角色

提交论文题目

（讲学内容）

1

北京论坛第十一届年会“文

明的和谐与共同的繁荣：中

国与世界：传统、现实与未

来”

（中国·北京）

2014年10

月 7 日至

9日

政治学分论

坛主题报告

“领土认同：国家认同的基

础——以构建现代国家为分

析视角”

2

国际行政科学年会（IIES）：

“在全球化、分权及私有化

背景下：反思公共行政的责

任与问责制”

（摩洛哥·伊夫兰市）

2014 年 6

月13日至

17 日

主题报告

“开放式决策是促进决策民

主化的有效路径——以杭州

市开放决策为个案”

3

美国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

学（Rutgers University）

孔子学院出席“全球化时代

的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

会

（美国·新泽西州）

2013 年 6

月 21 日
主题报告

“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认同危

机及其治理”

4
澳门大学第五届“21 世纪的

公共管理：机遇与挑战”国

2012年10

月12日至

主题报告

分会议主席

“利益表达平衡：我国社会

不公的发生逻辑与社会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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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学术研讨会

（中国·澳门）

13 日 实现方式的政治学分析”

5

澳门“政府管理创新：理论

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国·澳门）

2011年10

月 19 至

20 日

主题报告 垄断经营：社会正义的困境

6

“北京论坛第八届年会—

—北京论坛（2011）”

（中国·北京）

2011年11

月 4 日

政治学分论

坛主题报告

“决策民主化：中国政治体

制改革的现实选择”

7

“中国政治发展：中美学者

的视角”高层论坛

（中国·北京）

2010年10

月29日至

30 日

中方代表

主题报告

“当代中国决策体制的形成

与变革”

8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民主巩

固与非政府组织”国际学术

研讨会

（中国台湾·台北）

2009 年 5

月 21 至

22 日

主题报告

“政治民主化：当代中国的

艰辛探索——改革开放30年

中国民主化的进展、动力和

影响的思考”

9

“全球化时代的分配正义

问题研究——日中比较构

造分析”国际学术研讨会

（日本·东京、名古屋）

2008 年 1

月18日—

28 日

主题报告

1.“民主与社会正义的相关

性”，

2.“中国的分配差距调整的

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实现目标”

10

“东北亚多元文化下面对

区域差异寻求共存与法治

问题”中日韩国际学术研讨

会

（日本·冈山）

2008 年 2

月 8 日—

11 日

主题报告

“民主：实现社会正义的政

治的保障——关于社会正义

的政治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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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才培养情况

年份 专业方向 入学人数 获学位人数

指

导

博

士

研

究

生

情

况

2014 年 政治学理论 3 3

2013 年 政治学理论 3 4

2012 年 政治学理论 3 3

2011 年 政治学理论 3 3

2010 年 政治学理论 3 3

2009 年 政治学理论 5 2

2008 年 政治学理论 5 8

2007 年 政治学理论 4 10

2006 年 政治学理论 4 10

2005 年 政治学理论 8 7

2004 年 政治学理论 5 5

2003 年 政治学理论 10 1

2002 年 政治学理论 7

2001 年 政治学理论 5

2000 年 政治学理论 1

1999 年 政治学理论

培
养
的
优
秀
人
才

姓 名 毕业时间 学位 现职称 现职务 现工作单位

王库 2006 年 博士 副市长 吉林省白山市政府

李奇 2008 年 博士 主任 大连市党史研究室

麻宝斌 1997 年 硕士 教授、博士生导师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宋继新 2006 年 博士 局长 吉林省体育局

曾颖如 2014 年 博士 书记 广东省共青团团委

崔贞姬 2007 博士 校长 吉林大学附属中学

胡铁生 2012 年 博士 教授、博士生导师 吉林大学公共外语中心

殷冬水 2008 年 博士 副教授 副院长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匡自明 2009 年 博士 教授、博士生导师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李龙海 2011 年 博士 教授、博士生导师 燕山大学文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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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创建学科专业情况

学科专业名称 创建时间 被评为硕士点时间 被评为博士点时间
被评为一级学科

学位授权点时间

法律政治学 2005 年

八、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主要成就、贡献及客观反响（3000 字以内）

申请人 1977 年考入吉林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本科学习，1983 年考入吉林大学政治学系政

治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毕业留校后一直从事政治学理论、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1995 年获法学博士学位。自任教以来，申请人作为首席教授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项目”等各级各类

项目 10 余项；在《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近 70 篇，独著

和参与撰写的著作、教材共 15 部；获国家级精品课程１项；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６次评奖中，5次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其中二等奖４项（两次一等奖空缺），

三等奖１项（根据教育部公布的历届评审结果的名单统计，申请人在全国高校政治学科获奖次

数排名第一，在吉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教师中获奖次数排名第一。）获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一等奖 6项，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１项；指导研究生 1人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1

人获提名奖。2008 年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名师，2011 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计划，

2014 年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首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成为吉林省唯一入选“万人计划”

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专家。1993 年 12 月至 2012 年 1 月，担任行政学院主持工作副院长、院

长工作近 19 年，为吉林大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和国际政治学学科的恢复重建和发展，特别是

为吉林大学“政治学理论”学科成为国家级重点建设学科做出了重要贡献。申请人创建并领导

的吉林大学“社会公正与政府治理”研究中心，已成为以政治学理论学科为主要支撑、多学科

交叉、具有品牌效应的研究中心，成为国内社会公正与政府治理研究的重要基地。目前，申请

人作为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的联合中心主任，

正在为使该中心进入国家“2011 协同创新计划”做各项培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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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的主要业绩归纳为如下五方面：

1. 申请人对民主理论、权力理论、正义理论和当代中国国家建设有系统而深入研究，在

《中国社会科学》（被《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转载）发表论文 2篇，《政治学研究》发表文

章８篇（其中学术论文５篇，书评和评论３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８篇（其中有

４篇封面论文）；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６次评奖中，5次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奖，其中二等奖４次（两次一等奖空缺），三等奖１次（根据教育部公布的历届评审结

果的名单统计，申请人在全国高校政治学科获奖次数排名第一，在吉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教师

中获奖次数排名第一）；５次获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一等奖。有的论文，如“当

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十大趋势”、“互联网对国家的冲击与国家的回应”、“从管制转向服务:

中国政府的管理革命”、“当代中国决策体制的形成与变革”等研究成果被政治学、公共管理

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新闻学等学科广泛引用。

在民主理论领域，发表了３篇代表性论文。“论民主与人——关于民主的价值、实质及其

精神的思考”发表后，《新华文摘》做了全文转载，《人民日报》（1989 年 4 月 3 日）做了观

点摘要，并于 1995 年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超越政治学——对

民主的经济、道德和认知价值的分析”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政治学》1999 年第 6

期全文转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00 年第 1期做论点摘要；“民主：社会正义的生命

和保障——关于民主对社会正义的价值的思考”在《文史哲》发表后被翻译成日文，发表于日

本岗山大学大学院社会文化科学研究科主办的刊物《文化共生学研究》2009 年第 7期。

在权力理论领域，发表了“论公共权力的强制力”（1995 年）、“三种权力类型及效用的

理论分析”（1996 年），出版学术专著《论公共权力的合法性》（2007 年）。“论公共权力的

强制力”获吉林省第四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优秀论文二等奖。

在正义理论领域，发表了 4篇代表性论文。“政府：一个公正社会不可或缺的角色——关

于政府再分配职能正当性的思考”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6 第 5 期、《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2006 年第 6期部分转载、《文摘报》2006 年 9 月 3 日论点短辑，获全国高等学校第五届

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起点平等：超越自然选择的生存逻辑——关于起点平等的发

生前提、内在要求与政府责任的思考”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公共行政》全文转载；

“跨越时间之维的正义追求——代际正义的可能性研究》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公

共行政》全文转载；“垄断经营：社会正义的困境——中国国有企业行业垄断的政治学分析”

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政治》2012 年第 5期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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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国家建设领域，发表了８篇代表性论文。“互联网对国家的冲击与国家的回应”

被《新华文摘》封面首篇全文转载，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当代文萃》作为重点文章全

文转载，并获全国高等学校第四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政治学二等奖；“政治文明的主题：

人类对合理的公共秩序的追求”被《新华文摘》封面首篇全文转摘，2004 年获吉林省第六届人

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一等奖；“理解代表——关于代表的正当性与代表方式合理性的分析”

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政治》2005 年第 1期全文转载，

2007 年获吉林省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一等奖；“从管制转向服务：中国政府的管理革

命”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公共行政》全文转载，收录《中

国政治学年鉴 2006--2008》中国政治学年鉴编辑委员会编辑、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9 年 9 月，

收录《The Reform of Governance》Edited by Yu Keping BRILL LEIDEN · BOSTON 2010，获

吉林省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理论研讨会暨首届社会科学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获 2010 年

中国政治学会首届张友渔奖一等奖，获 2010 年吉林省第八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一等

奖；“构建现代国家——以组织化、制度化与民主化为分析视角”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政治民主化：当代中国的实践和经验”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0 年第 2期转载，2009

年 12 月获吉林省第二届社会科学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当代中国决策体制的形成与变革”

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2011 年第 3 期，《中国经济学人》英文版 2011 年第 6期、《中国社

会科学》英文版 2012 年第 2期转发该文，《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部分转载，收录《中国的

政治发展——中美学者的视角》俞可平 李侃如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全球

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及治理》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2013 年第 9期，《中国社

会科学》英文版 2013 年第 9期转发该文。

2.主持学院工作 19 年，对吉林大学政治学、国际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的恢复重建

和使吉林大学政治学成为国内一流学科做出了重要贡献。2013 年吉林大学“985 工程”学科建

设项目绩效评估中，申请人负责的“社会公正与政府治理”平台建设获人文社会科学第一名，

人均绩效第一名。

1983 年，吉林大学成立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的第一个政治学系，1993 年成立行政学院。行

政学院成立以来，在申请人主持下，学院学科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有了快速发展，形成了完整

体系。1995 年政治学被确定为吉林省重点学科，2003 年获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授予权，2003

年底设立政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7 年，政治学理论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1994

年，行政管理专业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2000 年，吉林大学成为全国首批 24 所公共管理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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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A）试点单位之一，2005 年获公共管理一级学科授予权，2005 年与吉林大学法学院合作创

建“法律政治学”博士点，2009 年公共管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获准成立。1998 年建立了国际政

治本科专业，2000 年，国际政治专业获得博士授予权，2002 年，国际政治学被评为吉林省重点

学科，2008 年增加国际关系专业博士授权点。

3.作为吉林大学政治学学科的学科带头人，直面中国社会发展重大战略需求，进行学术规

划，组建学术团队，推动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变革，提升中国政治学学者参与国际合作的能力，

使吉林大学成为社会公正与政府治理领域知名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信息服务和政策咨询中

心，使吉林大学在推动国内国内政治学研究科学化中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社会公正与政府

治理”研究团队的研究成果开始被国际学术界关注和接纳，研究团队成员在 SSCI 期刊上发表 5

篇论文。

新世纪以来，紧紧围绕社会公正与政府治理这一国家战略性、长期性和全局性的问题，组

建学术团队，展开合作研究。作为首席专家，申请人完成了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最终成果被

鉴定为优秀；主持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政府治理研究”。经

过十多年的努力，社会公正与政府治理的研究，已经形成具有良好合作精神和雄厚研究能力的

学术团队。近五年来，团队成员共承担科研项目 76 项，其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3项，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1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 1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和青年项目 8项，教育部社科项目 9项。

研究团队目前共有 35 人，其中教授 19 人，副教授 15 人，讲师 1人，拥有博士学位 33 人，

拥有海外访学经历者 26 人。其中：国家“万人计划”首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１人，全国文

化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 1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１人，国家级教学名师 1人，中

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 1人，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

专家 1人、新世纪百千工程国家级人选 1人，教育部跨世纪人才 1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4人，

全国百篇优秀论文获得者 2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3人、教育部社会科

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首席专家 3人、吉林省学科领军教授 2人、长白山学者１人，吉林大学匡

亚明教授 3人、吉林省高校春苗科研人才 2人。

研究方法滞后成为制约中国政治学学者国际交流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申请人的组织和

策划下，吉林大学行政学院与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系合作，于 2009 年举办“政治学研究方法暑

期研讨班”，学员包括了来自全国数十所高等院校政治学、行政管理学和国际政治学的 150 多

位骨干教师接受培训；2014 年，举办“中国公共管理与政治学暑期研究方法班”，来自全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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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公共管理、国际政治学等领域的近 200 名专家学者、博士生、硕士生参与了政治科学研

究方法的学习培训。

近年来，研究团队成员多名青年教师赴美国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纳

尔大学、杜克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开展学术访问交流。

4.申请人从教三十多年来，培养了一批高层次人才，指导的博士论文《民主：社会正义的

生命》获 2011 年度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近代社会契约论的历史与逻辑》获 2009 年全

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这些奖项的获得证明了吉林大学政治学学术研究的实力，也在一

定程度上提升了吉林大学研究生培养的学术声誉。行政学院获 2项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

1项提名奖，在全校名列前茅。

申请人一直坚持为本科生授课，主讲《政治学原理》、《权力政治学》等课程，为研究生

开设“学位论文的规范与方法”、“政治学理论”、“政治学理论前沿问题”等课程，参编的

《政治学原理》，2002 年获国家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成为全国本科专业学生通用教材；

2005 年，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政治学概论》教材编写；

主讲的《政治学原理》，2006 年获国家级精品课程；2009 年《政治学基础理论》获国家级教学

创新团队，申请人为团队的首席教授。

申请人直接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共 45 人，其中 17 人已毕业并在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华东政法大学、浦东干部管理学院等全国高校政治学专业任教，1人被评为新

世纪优秀人才，2人被评为吉林省省管优秀专家。

2007 年，申请人获得宝钢优秀教师奖，2008 获第四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2009 年以申请

人为首席教授的《政治学基础理论》教学团队入选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2009 年获全国公共管

理专业硕士学位教育优秀教学奖，2011 年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2012 获吉林省“优

秀博士后合作导师”称号。

5.申请人积极组织和参与国际国内高层次学术会议，担任国内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做学

术讲座，进行学术交流，扩大了吉林大学政治学科的学术影响力，担任《国际行政科学评论》、

《政治学研究》、《公共行政评论》、《中国治理评论》等刊物的编委，参与浙江人民出版社

“政治与社会译丛”和华夏出版社的“21 世纪高校教材译丛·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等学术出

版的策划咨询工作。

申请人分别于 2006 年、2010 年主持了由吉林大学承办的“社会公正与政府责任”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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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公正与政府治理”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了“国际行政科学学会年”、“亚洲公共行政

网络（AGPA）年度会议”、“中国政治发展：中美学者的视角”等国际学术会议，参加了“北

京论坛”等高端论坛，作了“当代中国决策体制的形成与变革”、“分配、文化与政治：一种

基于“承认”的多维正义观”、“领土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以构建现代国家为分析视角”

等主题发言，参加国际行政科学学会年会接受了中组部和国家行政学院派出记者就“国家治理

现代化”的主题专访，出席亚洲公共行政网络（AGPA）2012 年年度会议担任了“公共服务标准”

议题的分会议主席。

作为社会公正与政府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申请人策划了“当代中国社会公正与政府治理”

系列学术会议，作为吉林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任，策划了“中国国家治理研究工

作坊”、“国家治理青年学者论坛”等学术会议，这些会议已成为吉林大学有影响力的品牌。

申请人担任国内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

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空军航空大学等院校做过 23 场学术讲座，

并应邀在一些政府部门做过 10 余场专题报告。

本人保证上述所填内容属实。

申报人签字：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