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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科研项目 

我校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情况通报 
 今年上半年，我校继续加强科研工作，在承担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方面取得显著进

展。现将情况通报如下： 
1、工学院叶枝全教授、陈严教授承担了"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子课题三

项，其中两项已签订课题任务书及合同，分别为： 
（1）近海风电机组气动、载荷分析研究，课题编号：2006AA01A23，合同金额

60 万元。 
（2）风电机组叶片气动优化设计和结构动力分析，课题编号：2006BAA01A08，

合同金额 60 万元。 
 2、我校与清华大学合作承担，多学科中心陈国强教授主持的"十一五"863 计划项目 
“用转基因微生物高效发酵生产高性能生物可降解塑料聚羟基脂肪酸”，项目编号：

2006AA02Z242，合同金额 500 万元，合作双方各占 50%。 
 3、海洋生物研究所高坤山教授承担的"十一五"国家 863 计划重大项目子项目“江

篱优质、高产、抗逆品种的培育”，项目编号：2006AA10A413，合同金额 166 万元 
 4、海洋生物研究所高坤山教授、邹定辉研究员承担的"十一五"国家 863 计划项目

子“羊栖菜、鼠尾藻杂交苗种规模繁育技术”，项目编号：2006AA10A416，合同金额

40 万元。 
 5、工学院包能胜副研究员承担的"十一五"国家 863 计划子项目“面向多域空间的

装备类产品可适应设计方法与技术研究”，项目编号：2006AA04Z107，合同金额 20 万

元。 

李平教授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  
2007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立项最终结果揭晓。我校李平教授申报的“建设新

农村与乡镇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研究”项目获得立项，资助金额 9.0 万元。 
我校共有 18 个项目参加了 2007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其中通过匿名通讯评审

6 项，初评通过率达到 33％，超过全省平均水平。按照广东省规划办的有关规定，今年

通过国家社科基金通讯初评的项目可以直接进入广东省社科基金项目的会议评审环节，

不用参加通讯评审。 

二. 科研成果 

陈方竞教授、张惠民教授获得省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励 
广东省第二届（2004－2005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奖揭晓，本届评奖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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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出 156 项获奖成果，我校陈方竞教授和张惠民教授分别获得论文类和著作类三等奖。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是由广东省委、省政府设立的省级政府奖励。5 月

14 日，省委、省政府在广州市珠岛宾馆中心会堂隆重举行颁奖大会。宋海副省长宣读省

政府颁奖决定。省委蔡东士副书记出席颁奖大会并讲话，他充分肯定了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者为繁荣发展我省哲学社会科学所做的贡献，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要求和希望。颁

奖大会由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林雄主持。来自全省哲学社会科学战线的近 300 名代表

出席了本次会议，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审委员会委员、我校王伟廉副校长、林

丹明校长助理和党委组宣统部曾大斌部长参加了会议。 

我校两项基础理论研究成果通过省级鉴定  
5 月 29 日，我校高坤山教授与华中师范大学邱保胜教授合作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

“食用念珠藻的生理生态学研究”及张歆教授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燃料电池催

化剂的纳米合金粒子研制”通过广东省教育厅主持并组织的函审鉴定。 
“食用念珠藻的生理生态学研究”从理论上分析了陆生蓝藻发菜适应干旱环境的生

理特性，为蓝藻无机碳浓缩机制的运转有助于耗散过剩光能提供了实验证据。项目组在

国内外权威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21 篇，被 SCI 收录论文引用 54 次。在实践应用方面，

项目的研究成果有明显的应用前景，对实现发菜人工栽培与资源增殖提供理论指导和技

术支撑。 
“应用于燃料电池催化剂的纳米合金粒子研制”项目提出利用微乳法制备纳米合金

粒子，获得粒径均匀，小于 10nm，组分可控，并且具有优良的催化性能。项目成果以

论文形式发表于该领域的世界权威杂志，得到国际同行的专家学者认可，被 SCI 收录论

文引用百次以上。项目组利用其制备的纳米合金催化剂研制出小型氢-空燃料电池，具

有较高的实际应用价值。 

三、地方科技合作 

我校与金平区鮀莲街道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  
4 月 11 日上午，广东省技术创新专业镇水产集群发展研讨会暨牛田洋水产研发中心

揭牌仪式在金海湾大酒店隆重举行。徐小虎校长、汕头市人民政府苏耀光副市长以及广

东省科技厅、汕头市科技局、海洋与渔业局和金平区委、区政府的主要领导出席了研讨

会。我校生物系、海洋生物研究所的部分教师和科研处有关人员也参加了会议。 
苏耀光副市长、徐小虎校长等先后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苏副市长指出，

要实现牛田洋水产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走产学研合作的道路非常重要，希望能通过科

技进步解决水产养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徐校长在发言中强调，我校近年来大力推动产

学研合作，积极主动地为地方社会经济建设提供技术支撑和相关服务。这次汕头大学与

鮀莲街道签订合作协议，在牛田洋这个具有光荣传统的地方共同建设水产研发中心，将

有力推动本地水产产业的发展，为粤东地区做出新的贡献。省科技厅姚化荣处长高度评

价汕头大学与鮀莲街道开展“产学研”合作、探索高校与专业镇合作新路子。他指出，

这是省科技厅重点鼓励和支持的重要环节，汕头大学作为粤东唯一一所综合性大学，有

效针对地方的需求，扎实为地方服务，成绩显著，值得肯定。 
会上，我校与鮀莲街道签署了产学研合作协议，共建牛田洋水产研发中心。该中心

由鮀莲街道提供办公场地和实验场所，我校负责中心的日常管理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持。

研发中心成立后，将为本地水产企业和成千上万的养殖户提供产品研发、成果转化、检

测认证、技术培训等方面的服务。签约仪式之后，牛田洋水产研发中心主任、我校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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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研究所李远友教授为在座的企业代表和水产养殖户作了《关于青蟹病害防治的报

告》，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近年来我校在青蟹病害防治方面开展的工作和成果，得到了与

会者的一致好评。 

汕头轻工装备研究院被列为省部产学研结合研发示范基地  
6 月 22 日，广东省产学研办公室正式下达文件，批准由我校与地方政府联合组建的

汕头轻工装备研究院为 2007 年第一批广东省教育部产学研结合研发示范基地。这是对

研究院前期建设工作的充分肯定，也将进一步推动和促进粤东地区轻工装备产业的发

展。   
2006 年，汕头轻工装备研究院被列为广东省重点产业科技创新平台。一年来，研究

院围绕“立足粤东，辐射广东，为轻工装备行业的自主研发和产业升级提供关键技术支

撑”的工作目标，积极实施建设方案，在基础设施与实验室建设、人才引进、企业需求

调研及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 

四、学校重要活动 

学校召开科研委员会会议  
4 月 27 日下午，汕头大学科研委员会会议在科学院 205 会议室召开。本次科研委员

会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和审议《汕头大学科研发展战略规划(2007-2011 年)》、《汕头大学文

科科研基金管理办法》、《汕头大学青年科研基金管理办法》、《汕头大学科研经费管理办

法》、《汕头大学知识产权管理办法》、《汕头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办法》、《汕头大

学国内重要学术会议资助办法》等。会议由科研处林丹明处长主持，顾佩华副校长出席

了会议。 
顾佩华副校长指出了制定科研发展战略规划的重要性，并重点介绍了学校设立文科

科研基金和青年科研基金的背景及目的。林丹明处长对《汕头大学科研发展战略规划

(2007-2011 年)》的制定过程向委员们作了解释，并说明了《汕头大学科研经费管理办法》、

《汕头大学知识产权管理办法》、《汕头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办法》、《汕头大学国

内重要学术会议资助办法》等规定的修订原因和修订重点。 
各位委员对上述规定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与意见，科研处根据建议进行了修改与完

善，并报校学术委员会审议。 

学校召开科研工作会议  
4 月 28 日下午，学校在科学报告厅召开汕头大学科研工作会议。会议由谢练高书记

主持，校领导、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各院系（中心、部）负责人、各部处负责人和教师

代表近 300 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科研处林丹明处长通报了学校近年来的科研进展及科研管理政策调整的情

况，并对学校今后的科研发展作了预测。随后，顾佩华副校长作了动员报告，他对学校

科研方面取得的成果表示肯定和赞赏，同时鼓励科研人员总结经验，多做创新，加强团

队协作意识，推进各项科研工作迅速发展。最后，徐小虎校长作了总结发言，他特别强

调了创新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并就创新问题对我校科研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三届纳米与生物交叉科学研讨会在我校举行  
5 月 23 日，第三届纳米与生物交叉科学研讨会在我校举行。本次会议旨在促进纳米

与生物相关学科一线科学家的交流与合作，加强学科交叉，探讨该领域发展的关键问题，

提高我国在该领域研究中的地位。本届研讨会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办，汕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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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承办。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春礼及国内外纳米与生物交

叉学科的著名学者应邀参加会议。 
开幕式上，汕头市副市长苏耀光向与会学者介绍了汕头市的发展概况。徐小虎校长

为大会致欢迎词，他希望通过本次会议，加强交流合作，为相关领域的发展做出积极贡

献。随后，中科院常务副院长白春礼作了题为《纳米科技中的挑战性问题》的首场特邀

报告。 
本次会议持续两天，参照 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e 形式，侧重讨论与交流，其

中有特邀报告和口头报告，通过自由的讨论交流增加对纳米生物学的深层认识，明确研

究方向。 

学校举办“专利申请及专利信息服务平台使用技巧” 知识讲座 
6 月 12 日，学校在科技中心 205 会议室举办题为《专利申请及专利信息服务平台使

用技巧》的知识讲座。讲座旨在加大我校知识产权保护的宣传力度，使我校师生能更好

地了解专利及专利申请的基本知识，进一步做好我校知识产权管理及保护工作。 
本次讲座特邀汕头市知识产权局林映州主任主讲，内容实用性强，主要包括：（1）

专利的基础知识；（2）专利的申请程序及注意事项；（3）汕头市企业信息服务平台使用

介绍。讲座结束后，林主任和与会教师及学生就专利申请和专利信息平台的使用进行了

深入的交流。 

五、国内外会议 

2007 年度广东省高校社科管理研究会年会在梅州召开   
4 月 9 日至 10 日，2007 年度广东省高校社科管理研究会年会在梅州迎宾馆召开，

省内 36 所高校的近 70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我校科研处林丹明处长出席了会议。 
本次年会的主题是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道德与学风建设。大会认真学习了

《教育部关于大力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意见》和《广东省哲学社会科

学“十一五”发展规划》等文件，传达了教育部社政司有关会议的精神。 
省社科联副主席兼省规划办主任李恒瑞教授就今年我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申报、

省规划办今年的工作思路及省社科奖评奖情况做了通报，并就各单位如何进一步做好省

规划项目的申报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张保生教授、武汉大学《评

价与管理》主编邱均平教授应邀分别作了题为《高校社科研究的三个发展趋势》、《人文

社会科学评价的理念与实践》的专题报告。本次大会还就如何提高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质量进行了分组研讨与经验交流。 

广东省社科规划办组织召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学习研讨会 
5 月 28-29 日，广东省社科规划办在广东金融学院肇庆校区组织召开了为期两天的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学习交流暨《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管

理办法》征求意见学习研讨会。省社科规划办、省社科评奖办主任、省社科联副主席李

恒瑞教授、省社科评奖办林有能副主任、省社科规划办冯达才副主任以及省内各主要高

校、党校、社科院的科研管理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共四十余人参加了会议。

我校科研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办公室高见主任参加了会议。 
省社科规划办主任李恒瑞教授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他总结了广东省 2006－

2007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申报和管理情况，要求与会代表认真学习新《办法》的文件精神，

积极调整并适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经费三级管理的要求，做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管理

工作。冯达才副主任传达了 2007 年 4 月 23-27 日在贵阳市举办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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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培训会议的精神，归纳和总结了新《办法》的特点，对新旧《办法》

作了比较，并对新《办法》的新增条款及内容作了清晰的说明。 
为适应新《办法》的管理要求，省社科规划办根据新《办法》对《广东省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项目管理办法》进行了及时修订，并向与会代表征求意见。会上，省规划办还

部署了一系列措施，进一步贯彻落实新《办法》的相关精神。 

海洋生物研究所刘文华副研究员赴港参加国际会议 
由香港城市大学主办的“第五届海洋污染与生态毒理国际会议”于 6 月 3 日至 7

日在香港举行，我校海洋生物研究所刘文华副研究员与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

本以及南非等三十个国家或地区超过 300 名的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刘老师在会议的“缺氧与富营养化”专题分会上作了“紫外线对海洋卡盾藻的光保

护能力与毒性影响研究”报告，分会主持、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 Furness 教授给予了较

高的评价，与会的其他学者也表示浓厚兴趣，并为我校进一步展开此项目研究提出了若

干建议。 

省社科规划办召开广东省 2007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通报会 
6 月 21 日，省社科规划办召开广东省 2007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通报会，会

议由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省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颜泽贤同志主持。

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同志在 2007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评审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并通报了我省 2007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及

立项情况。2007 年，广东省共获得 74 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其中重点项目 2 项，

一般项目 47 项，青年项目 25 项，资助经费共计 633 万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

组副组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蒋斌同志出席通报会并作了讲话，他在充分肯定省社科规

划办近几年卓有成效的工作基础上，从进一步繁荣发展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力争把

社科规划工作做得更好、更扎实的高度提出了新的希望和要求。 
来自全省各高校、党校、社科院系统的科研管理部门的负责同志及获准立项的项目

负责人共 100 余人参加了本次通报会。我校科研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办公室高见主

任参加了会议。 

校领导率团参加省部产学研结合工作会议  
6 月 27 日，广东省、教育部和科技部联合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召开“广东省、

教育部、科技部产学研结合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

教育部部长周济，科技部党组书记、副部长李学勇，广东省省长黄华华，教育部副部长

赵沁平、吴启迪等领导出席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全国 100 多所部属、省属高校的领

导及相关人员 1000 多人。徐小虎校长、谢练高书记、顾佩华副校长率领我校代表参加

了会议。 
本次会议总结了省部产学研结合工作启动以来的进展情况，并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

任务。会议规格高、规模大，是广东省、教育部和科技部深入贯彻落实国家自主创新战

略的重大举措，是产学研结合工作的一次盛会，对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创新型广东具有重

要意义。 
会议期间还举行了广东省产学研科技创新成果展览会。我校组织具有代表性的科技

项目参加展览，展示了近年来的科研成果，受到与会人员的好评，为学校和企业合作搭

建了互动平台。校领导认真考察了参展项目，与项目负责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鼓励

我校科研人员继续努力，再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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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校人文社科科研管理研讨会在长春召开  
由高校社会科学管理咨询服务中心主办，东北师范大学承办的第三期全国高校人文

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研讨会于 2007 年 6 月 29 日-7 月 2 日在吉林省长春市举行。来自全国

各地的 100 多所高校的 150 多名高校科研管理人员参加了此次大会。我校科研处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管理办公室高见主任参加了会议。 
大会主要围绕当今科学发展新特点与新趋势；构建以质量为导向人文社会科学评价

体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经费管理及中后期管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结项鉴定实

施细则；2007 年度教育部重大、重点、一般项目申报工作等内容展开。会议由高校社科

管理咨询服务中心范立双主任主持。教育部社政司袁振国副司长、国家社科规划办李文

清副主任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讲话。袁司长指出要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质量及高校

科研管理能力。李文清副主任对《国家社科基金经费管理办法》的修订进行了说明，她

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新《办法》的精神，加强管理、规范管理，同时要把握原则，明确

开支范围，加强预算，促使项目负责人做到经费使用与项目进展紧密挂钩，把经费用在

“刀刃”上，切实把国家的资源用好。 
大会还邀请了教育部社科司张东刚处长、魏贻恒处长、何健处长，科技部胥和平主

任、东北师范大学史宁中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张秀兰教授等多位专家学者做主题报告。

本次科研管理研讨会传达了上级部门很多新的思路，对于提升我校科研管理水平，转换

工作思路，争取更多科研资源将起到非常有意义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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