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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几年来，从中国社科院到地方社科院正在逐渐掀起一股编撰“蓝皮书”的热潮。
有人戏称为“皮书热”，一些社科院还牵头召开全国性“皮书”研讨会，积极推动“皮书”编撰工作
，“皮书热”还有继续升温的趋势。
    云南省社科院在认真分析和审慎思考的基础上，也启动了“云南蓝皮书系列”编撰工作，正式加入
了全国“皮书热”的行列。
我们的动因有两点：     其一，“蓝皮书”是社科院系统为党委、政府以及社会各单位的决策进行咨询
服务的一种较好的形式。
长期以来，存在于高校社科研究队伍与党委、政府政策研究部门之间的地方社科院系统的研究力量，
其科研的定位、服务的方向和方式始终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百花齐放”的问题；如何在社
科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服务两个方面探索出既有别于“高校”，又不同于各类“政策研究室”的特殊
的内容和方式，也一直是地方社科院努力的方向。
客观地讲，地方社科院存在诸多的不足：就社科基础理论研究而言，由于近年来高等教育强势发展的
拉动，无论是社科研究的整体推进，还是新学科的理论创建和基地建设，许多高校都走在了地方社科
院的前面；从为党委政府的决策服务来讲，与各类政策研究室相比较，在服务的全面性、直接性和及
时性等方面，地方社科院都多有所不及。
当然，社科院系统也有着高校和各类政研室所不同的特点和优势：比之高校，社科院更接近实践、熟
悉实际和了解党委政府的决策需要；比之各类政研室，社科院在理论积淀以至决策意见的理论支持等
方面又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因此，主动贴近现实，发挥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中积极探寻为党委、政府和社会
各界决策服务的途径和方法，成为地方社科院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据说，“蓝皮书”是相对于政府(官方)的“白皮书”而得名的，其内容反映的是专家学者的观点，其
“超脱性”特点可以为政府决策时提供另一种视角的参考。
“蓝皮书”这种形式，似乎更符合社科院系统的科研特点，更符合社科院系统为党委、政府决策服务
的愿望和要求。
于是，选择“蓝皮书”形式和产生“皮书热”现象，可以理解为是社科院系统为了更好地为党委、政
府决策服务长期探索和努力的结果。
    其二，编撰“蓝皮书”，也是地方社科院走出“困境”，寻求发展的一种选择。
中国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总趋势，是不断推进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市场化、国际化。
与之相适应，科学研究事业的市场化、国际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过去由国家和地方政府计划下达给
专业科研机构的科研课题、科研经费，已逐步地面向全社会，转由市场招标和市场调节，科研项目和
科研经费不再成为专业科研机构独享的“蛋糕”，而必须通过市场的竞争与社会中各种科研组织和科
研力量来共同分享。
科研的市场化趋势，激活了科研力量，加快了科研体制改革的步伐，极大地推动着我国科研事业的发
展。
但是，应该看到，在目前体制下的科研市场化趋势，对于专业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来说，显得并不十
分的“公平”，特别是对于社科研究领域中的社科院系统更是如此。
在我国社科研究领域，通行着“五路大军”的说法：一是高校中的社科研究队伍，二是党校系统的社
科研究队伍，三是解放军系统中的社科研究力量，四是各级党委、政府中的社科研究力量，五是各级
社科院系统的研究队伍。
目前，一支被称为“非政府组织”(NGo)的民间科研力量也在悄然形成。
“五加一路大军”都把目光对准了数额本来就十分有限的国家和各级政府设立的“科研基金”这块“
蛋糕”，你得我不得，你多我就少的竞争结局，注定了社科院系统的“不公平”待遇。
道理十分简单：仅就“五路大军”而言，除社科院系统外，其余四路大军都有自己研究队伍的“支撑
体系”：“高校”有教学、是人才培养，“党校”有干部教育，“解放军”直接服务军队的革命化、
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政研室”直接就是党委、政府的“第二办公厅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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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它们来讲，申请和竞争到“科研基金”是“锦上添花”的大喜事，即使拿不到课题和经费也不会
过大影响和危及它们既有工作的运转。
对于社科院系统则刚好相反，申请到课题和经费可以维持运转，是“雪中送炭”，如果得不到则危及
和影响队伍的稳定和事业的发展。
近年来，在科研市场化趋势的冲击下，习惯于享受计划“蛋糕”的社科院，加之本来就很不公平的竞
争，出现了科研经费下降、科研特色减退和科研人才流失的多重危机。
由于经费不足，不少科研人员无任务，逐渐游离于科研中心之外；为了拿到经费，有的研究人员“扬
短避长”，不管什么学科的课题都申请，拿到什么做什么，“饥不择食”，久而久之成了“杂家”却
成不了专家；经费不足，也极大地影响和制约着重大课题的研究，长期形成的科研优势、科研特色和
品牌正在逐渐地丧失和蜕化；也由于经费的不足，制约着科研人员工作环境的改善和生活待遇的提高
，从而导致了人心不稳、人才严重流失的窘况⋯⋯总之，社科院系统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重重的危机
。
走出困境重振辉煌，最根本的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深化社科院内部体制改革，特别是科
研管理体制的改革，增强科研活力和市场竞争力；同时，努力做好科学研究为社会服务的工作，积极
寻求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
因此，集中有限资金，组织精兵强将，开展“蓝皮书”编撰工作，认真研究和努力解答党委、政府和
社会各界所关注的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热点、焦点等现实问题，在积极做好决策服务的过程中，探
索和建立社科院在新的形势下更大发展的契机和新的支撑点。
    在困难面前悲观消极，坐等国家和政府是没有出路的，我们懂得“有为才有位”的道理，哲学社会
科学繁荣的春天首先是靠全体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艰苦努力创造的。
云南省社科院在认真分析形势、剖析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抓改革，促开放；建支柱，保重心；推
精品，造名寨；稳人心，创辉煌”的发展思路，确定了努力把云南省社科院建设成为“云南省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研究和宣传的重
要基地；云南省各级党委、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决策咨询的重要基地；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
知识创新的重要基地；云南省加强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合作与交流的重要基地”的发展目标。
《云南蓝皮书》正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在努力开展“四个重要基地”建设中，推出的第一套立足现实
，分析当年，预测来年，服务社会的系列丛书 (发展报告系列)。
我们希望《云南蓝皮书》能够成为省社科院服务党委、服务政府、服务社会的一种有效途径和方式，
成为云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研究和实践进程的探索者、推进者和“记录者”：同时，也希望把《
云南蓝皮书》的编撰工作逐步建设为省社科院培养科研人才的载体，并使之打造成省社科院科研工作
和科研成果的优秀品牌。
    编撰“蓝皮书”对于省社科院来讲已不是第一次，早在三年前经济所的研究人员就已开始了“经济
发展报告”的编撰尝试。
三年来的探索为今天《云南蓝皮书》的编撰提供了可贵的经验，但是，从单一的“经济发展报告”拓
展为包括经济、文化、民族、宗教、东南亚、南亚等在内的“蓝皮书”系列，无论是选题的确定、资
料的收集、内容的取舍，还是力量的组织、经费的筹措等都遇到了不少的问题，加之不足半年的时间
，完成近150万字书稿的编撰和出版，确实面临了诸多的困难。
然而，各课题组的研究人员们齐心协力，以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勤奋刻苦的攻关精神投入工作。
在编撰工作正进入紧张阶段的时候，传来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的喜讯，课题
组全体科研人员倍受鼓舞，他们认真学习“十六大”的报告，深刻领会“十六大”的精神，并以“十
六大”精神为指导对课题内容进行了仔细梳理，以保证与“十六大”精神相统一。
经过全体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在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各有关部门同志们的支持帮助下，终于赶在省
十届人大、九届政协会议召开之际，《云南蓝皮书》系列正式编撰出版，以此作为云南省社科院全体
科研人员和职工献给“两会”胜利召开的一份礼物。
    由于主观的、客观的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云南蓝皮书》的不成熟、不完善是显而易见的，问
题乃至错误在所难免。
我们热切地希望读到此书的领导、专家和同志们给予及时的批评和指正，帮助我们不断完善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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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蓝皮书》的编撰工作。
同时，我们也热切地希望各级党委、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由云南省社科院编撰、每年出
版一套的《云南蓝皮书》。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云南蓝皮书（全12册）>>

书籍目录

云南文化发展蓝皮书 宏观视域  以改革发展推进民族文化大省建设 部门研究  用科学发展观推进广影视
改革发展  云南省边境公共文化建设情况调查报告 区域考察  楚雄州文化改革发展综述  红河州文化产
业发展现状与前瞻  大理州文化产业发展分析 年度专稿  2004年的云南文学艺术  云南文学评论现状透视
决策建言  文化立城：新昆明建设重要基点  发展休闲产业具有双向激活效应 专家论坛  发展人文经济 
面向东盟开放  云南文化名牌战略论略（二） 行业观察  公共图书馆信息咨询服务研究  云南电影现状
及其展望  昆明民营图书批发市场调研报告 专题思考  民族民间文化保护问题研究  链接：中国民族民
间文化保护工程大纲 个案透皙  舞蹈奇葩《云南映》  文学力作《水乳大地》  沧源县演艺业发展状况
调查⋯⋯云南旅游发展报告云南农村发展报告——乡村民主建设走向云南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与研究前
沿报告云南经济发展报告南亚报告云南民族地区发展报告云南生态情势报告云南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云南政治文明建设报告云南宗教情势报告东南亚报告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云南蓝皮书（全12册）>>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