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把博士后的出站报告也变成斯密论坛的系列，以后

再组织博士生去仙林校区做讲座，这样便可惠及到全

校的学生。 
商学院副院长裴平教授肯定了斯密论坛所取得的

成绩，论坛能够坚持到一百期，非常的不容易，这说

明经济学 院的年青教师、

博士后、 博士对学术的

执着，说 明学院有非常

好的学术 风气。裴教授

也曾参加 过几次论坛的

活动，感 觉论坛里学术

的民主与 自由的状态比

较少有， 大家可以相互

争论，这 对碰撞出有价

值的思想 的火花、形成

好的论文非常有帮助，也对学科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论坛不仅讨论学术观点，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

进行交流，通过讨论使大家对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有更多的了解，这对提高经济学院教师的科研成果的

质量也非常有帮助，因此，论坛不仅为年青教师在做

学问的过程中提供了一个磨练自己的平台，也使学生

们感受到了商学院的学术氛围。在未来，斯密论坛应

首先做到制度化，但这并不等于古板，还应有活跃的

气氛和方式，并应坚持开放性，更要向国际化迈进，

请更多外国学者来讲学，让学生、年青教师掌握国际

化的学术研究方法和思路。此外，裴教授也在学科建

设方面提出了要求，特别强调要有团队精神。“单枪匹

马”很难写出好文章，很难搞出大的课题，很难打出

品牌，因此，年青老师应加强团队间的合作，而不是

相互间有所保留。各系也应强调科研，科研出教学、

科研是重点，南大是研究型大学，科研不好，教学也

不可能好，更不可能把学科建设搞上去。总而言之，

斯密论坛就是要全面打造学术氛围，推进科研工作。 
紧接着，梁东黎教授

谈了两点自己做研究的

感受。第一，研究经济学

是幸运的，因为经济学几

乎什么话都可讲，创新最

有条件，而不像研究历史、

新闻，政治等，很多话是

不能讲的。第二，创新应

该主要用于解决中国面

临的重大现实问题，而不

是为逝者、为外国人做嫁

衣。 
会计学系的陈冬华教授也参加了此次活动，希望

能够吸取斯密论坛近十年成功发展的经验，并指出会

计学的研究越来越像经济学，经济学发展得好，会计

学也就会发展得好。陈教

授还建议，斯密论坛所做

报告的论文不应是马上

就要发表的，而应当是刚

出第一稿的论文，这样的

论文很需要不同的意见，

以便于修改。 
金融与保险学系主

任于润教授认为斯密论坛是一个非常好的形式，金融

学系也举办了南京大学金融专家论坛、保险名家论坛

等一系列论坛，邀请金融与保险专家来谈自己研究的

一些观点，对大家有研究方面的启迪，但是这些论坛

和斯密论坛相比有一定的差距。关于科研，于润教授

着重谈了两个方面，第一是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如果

方法能够上到很高的水平，论文必然会有高的水平，

关键是如何用一些好的方法提升论文的技术含量和科

学水平，需要更好的一

种形式。从金融角度来

说，最为关键和核心的

方法就是计量，模型不

能解决问题的原因是没

有数据，其次模型不能

说明现实问题不是说模

型本身的问题，而是模

型设计的不好，建模方

法不对。他认为老师应

该向学生传授更科学的

计量方法，使学生具备更高的计量水平。第二，于润

教授指出论坛通过交锋和争论的形式可以使整体的研

究水平得到很好的提升。于润教授希望金融系也要办

一个类似的论坛，借鉴斯密成功经验，创造更好的条

件，为金融的研究生能力的提升建一个更好的平台。 
就论坛发展来说，安同良教授认为经济学院不需

要那么多论坛，他指出论坛要开放，品牌要精。安教

授建议利用学生的力量，

集中一两个大问题来招

标和攻关，这样学生也有

积极性，论坛也有阶段性

的成果，学生受到鼓舞，

在全国影响更高。安教授

认为科研要善于合作勇

于创新。他认为目前学生

对前沿性知识的了解不

是太够，老师应给学生前

沿的视角和创新点。 
审计学院庞春老师一直以来非常关注南京大学经

济学院的学术工作，希望南京审计学院能够与南京大

学建立科研上的联系。他认为斯密论坛首先要回到斯



密的思想上去，学生做研究时要读经典，要吃透新古

典的最基本的内容。其次，经济学研究要能够从现实

中提炼问题。第三，研究的方法千变万化，不是绝对

化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最后，刘志彪院长作总结发言。刘院长指出斯密

论坛作为一个自主创新的知识论坛，营造了南京大学

经济学科开放自由

的学术环境，成为

南京大学经济学科

学术精品化的一个

重要平台，也是人

才培养的一个重要

途径。刘院长认为

论坛要集中精力做

精品，要让更多的

外界学者到论坛来

发表看法和研究成

果。从论坛未来的

发展来看，论坛的

定位要更加明晰，在分工的基础上把规模做大，品牌

做强。并且论坛今后学科要有交叉性，例如将法学和

经济学，社会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融入到论坛中来，

使得论坛更加丰富多彩，扩充学生的知识面，培养综

合性的人才。 
接下来，刘院长谈了关于南京大学经济学科发展

的一些思路。南大经济学学科评估总体排名是第五名，

非常小的规模维持了比较好的地位。在当前学科竞争

越来越激烈的形势下，南大学科发展的战略目标是要

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是数量与质量的关系，以质量为核心，树立精

品意识是今后战略的重点。要注意发挥三个影响，一

是学术影响力，二是社会影响力，三是政策影响力。

科研能够影响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决策，能够在社

会上树立一个先进的价值观，引导社会的潮流和发展。

刘院长指出学者除了要在好的杂志上写文章、出版好

的著作之外，还要尽可能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引导社

会先进思想和潮流。这三个影响力缺一不可，刘院长

认为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建立一个更好的评价体系来评

价老师。 
二是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教学与

科研有矛盾之处。首先，学校包括官方的评价体系侧

重对论文和著作的单一的评价，所以导致老师对教学

的忽视，此外教学与科研在人的时间安排上也有矛盾。

刘院长提出经济学院的目标是培养具有经济学家思维

的高级专门人才，建议建立一个更合理的考核体系，

给老师一个全面的评价来解决这一现实问题。 
三是国内与国外的关系。发表文章要以解决中国

的现实发展问题为目标，至于发表在国内或国外要根

据个人情况来辩证对待。 
四是个人与团队的关系。现代的经济学研究光靠

一个人单打独干已经不是一个趋势性的行为，一个人

的知识面总是有限的，团队合作才有更好的创造力。 
五是论文与专著的关系，在社会科学的评价中著

作占有很大的地位，但是奖励体制中论文占更大的比

重，这就导致论文的发表相对更活跃。刘院长希望今

后的科研能够鼓励出版著作。 
六是资源投入与产出的关系，用比较少的资源取

得了较大的成果是我们的优势，但是相对于兄弟学校，

经济学院资源相对比较少，国家省部级的研究基地和

人均科研经费都比较少。 
七是导师与学生的关系。科研的主力是研究生，

特别是博士生，研究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能够做出很好

的成果，刘院长指出要充分发挥学生与导师的团队作

用，鼓励合作。他提出希望在经济学院乃至全校范围

内解决导师和学生的署名与研究生毕业要求相冲突的

问题。 
八是规模和差异的关系。刘院长提出经济学院要

在保持适度规模的前提下办出特色，把几个学科发展

成国内比较强的学科。 
九是内敛与张

扬的关系。刘院长以

企业家宣传为例，建

议各个系出一个年

轻教师，紧密结合科

研教学的实际，在网

络、报纸等传媒上及

时宣传学院和学科

建设的各种消息，并

对各个系进行考核。 
最后，在《明天

会更好》的音乐声中，

郑江淮教授与沈坤荣教授为斯密论坛百期特别活动切

蛋糕。相信在全院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斯密论坛会越

办越好，经济学院的科研工作也会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在大家的掌声中，活动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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