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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8 日上午 

 

开幕式（8:30—9:10） 

 

主持人： 王新生（南开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哲学院院长） 

1. 宣布开幕，介绍主要来宾； 

2. 南开大学副校长朱光磊教授致辞； 

3. 中国价值哲学研究会李德顺教授致辞； 

4. 美国价值与哲学研究会副主席 William Sweet 教授致辞； 

与会代表合影留念 

 

主题发言（9:10—10:10） 

主持人：阎孟伟（南开大学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 

1. 王新生（南开大学哲学院）：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公平正义问题 

2. 李德顺（中国政法大学）：公平是一种实质正义 

3. William Sweet ()： 

自由讨论 

 

大会发言（10：10—12:00） 

（15mins./person） 

 

主持人： 李文阁（《求是》杂志社编审） 

1. 张曙光（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多元文化中的“正义”与“文明”

问题 

2. D.吉利尤克金（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斯科沃洛达哲学所）：个人的和

集体的责任与正义问题 

3. 朱葆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高技术的发展与社会公正 

4. T.梅纳帕拉皮（印度古瓦哈提总主教区的总主教）: 多元文化中的

正义与责任 



5. 龚  群（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柏林论自由与责任 

6. 自由讨论（20 分钟） 

 

 

7 月 18 日下午 

 

分组发言（第一组第一时段）（14:00—15:50） 

（每位发言 15 分钟） 

 

主持人：孔伟（《教学与研究）编审） 

1. 杨学功（北京大学哲学系）：拒斥还是辩护：全球化中的普遍主义

和特殊主义 

2. 爱德华·瓦马拉（乌干达学者）：劳动的认可和合理报酬：对竞争

经济中劳动报酬策略的反思 

3. 胡业评（美国价值与哲学研究会）: 作为正义的终极目标的和平与

和谐 

4. 孙美堂:（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正义是否可能？ 

5. 周  凡（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正义批判的增补及其不满 

6. S.斯坦尼斯拉夫（乌克兰国立德拉孔曼诺夫大学）：作为构建正义

社会基础的法制教育 

7. L.库施恩斯卡（乌克兰国立德拉孔曼诺夫大学）：现代多元文化世

界中的文明对话 

8. 自由讨论 

 

分组发言（第一组第二时段）（16:00—18:00） 

（每位发言 15 分钟） 

 

主持人:李淑梅（南开大学教授） 

1. 何锡蓉（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中国传统“义”概念述要 

2. 胡  波：（重庆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政治学所）法治的价值基础及法

治正义； 

3. 尹  岩（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论国家对个体认同实现的责任

与担当 



4. 李  琴（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消费生活世界的意义追问 

5. I.波尔多诺瓦（俄罗斯布里亚特国立大学）：通向自然美学的解释

学之路：21 世纪的道德责任 

6. U.阿萨诺娃（吉尔吉斯斯坦-土耳其玛纳斯大学）：论苏联文化中的

正义 

7. 自由讨论 

 

分组发言（第二组第一时段）（14:00—15:50） 

（每位发言 15 分钟） 

 

主持人：李建群（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1. 舒年春（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爱国主义问

题 

2. 李河成（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正义为何与德艺何为 

3. 王  轩（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精神生活自我治理的价值

范式与逻辑规则 

4. 张  娜（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意义探究 

5. 自由讨论 

 

分组发言（第二组第二时段）（16:00—18:00） 

（每位发言 15 分钟） 

 

主持人：何蔚荣（《学术研究》编审） 

1. 阎孟伟（南开大学哲学院）：正义理念的价值诉求 

2. 刘  宇（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价值虚无主义：内在于现代

化进程的普遍问题 

3. 邹平林（井冈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合

理性的三重维度 

4. 赵亚琼（南开大学哲学院）:对“社会正义”概念的综合性反思—

—兼论当代英美学者的观点 

5. 自由讨论 

 

7 月 19 日上午 



 

大会发言（8:30—10:00） 

（每位发言 15 分钟） 

 

主持人： 马德普（天津师范大学教授） 

1. 查尔斯·沃华伦（美国哈沃德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哲学系）道德进

化：从当代神经科学的视角审视古埃及对于复仇的讯问 

2. 易小明（吉首大学哲学研究所）：分配正义原则的现实中国境遇 

3. 韩东屏(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如何达成价值共识？ 

4. 刘进田（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院）：马克思正义价值

观及其当代意义 

5. 袁祖社（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哲学系）“情”“理”互致 

“道”“势”相依——行动理念观照下“全球正义”的价值理据 

6. 自由讨论 

 

大会发言（10:00—11:40） 

（每位发言 15 分钟） 

 

主持人：彭国华（《人民日报》编审） 

1. 徐梦秋（厦门大学哲学系）：机会的公平和权利的公平 

2. 邱仁富（上海大学哲学系）：多元文化互动中的价值语言 

3. 李淑梅（南开大学哲学院）：建构共同理想，反对霸权主义 

4. 赵馥洁（西北政法大学）：中国哲学中的“义”价值观 

5. 自由讨论 

  



7.18  Morning 

 

Opening Ceremony（8:30—9:10） 

 

Host： Wang Xinsheng（Dean of Faculty of Philosophy, Nankai 

University） 

1. Opening Declared 

2. A Speech by Zhu Guanglei 

3. A Speech by Li Deshun 

4. A Speech by William Sweet 

5. Picture Taking 

 

Keynote Speeches（9:10—10:10） 

（20 minutes one speaker） 

 

Chaired by Yan Mengwei（Institute of Issu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Nankai University） 

1. Wang Xinsheng（Faculty of Philosophy, Nankai University ）：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the Period of Chinese Social Transition Today. 

2. Li Deshun（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Fairness is A Substantive Justice. 

3. William Sweet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t Francis Xavier 

University ) 

Discussion 

 

Speeches（10：10—12:00） 

（15mins./person） 

 

Chaired by Li Wenge  

1. Zhang Shuguang （ College of Philosoph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Justice” and “Civilization” in Multiculturalism. 

2. Denys Kiryukhin（The Skovoroda`s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Social 

Philosophy Department, Ukraine ）：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and the Problem of Justice. 



3. Zhu Baowei（CASS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technology and Social Fairness. 

4. Gong Qun（School of Philosophy, REM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saiah Berlin on Freedom and Resposibilities 

5. Thomas Menamparampil（India）: Justice and Responsibility in 

Multiple Cultures. 

Discussion（20 mins） 

 

7.18 Afternoon 

 

Group Speeches（Group 1）（14:00—15:50） 

（15 minutes/person） 

 

Chaired by Kong Wei  

1.Yang Xuego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Rejection or Defense: Universalism and Particularism in Globalisation 

2. Edward Wamala (Uganda) 

3.Hu Yeping（CRVP）: Peace and Harmony as the Ultimate Goal of 

Justice. 

4. Sun Meitang（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How Possible The International Justice is? 

5. Zhou Fan（School of Philosoph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The 

Supplement to Critique of Justice and Discontents. 

6. Shitiy Stanislav（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of the 

National Pedagogical Dragomanov University, Ukraine ）： Legal 

Education as A Basis for Building A Just Society. 

7.Larysa Kushynska（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of the 

National Pedagogical Dragomanov University, Ukraine）：Civilized 

Dialogue of Multicultural Modern Society. 

Discussion 

 

 

Group Speeches（Group 1）（16:00—18:00） 

2. （15 mins/person） 



 

Chaired by Xia Ying  

1.He Xirong（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The Concept 

of “Righteounsness”in Chinese Tradition 

2. Hu Bo（Chongq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The Axiological 

Basis and the Justice of the Rule of Law. 

3. Yin Yan（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Shanghai University）：On State’s 

Responsibility to the Realization of Individual-subject Identification. 

4. Li Qin (Philosophy Department ,Tianj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Philosophical Value of Consuming Life. 

5. Irina Boldonova（Buryat State University, Russia）：A Hermeneutic 

Approach to Aesthetics of Nature: Moral Responsibility as the 

Challenge in the 21 Century. 

6. Umut Asanova（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Faculty of Humanities, 

Kyrgyzstan – Turkey Manas University）：On Justice in the Soviet 

Culture. 

7.Discussion（30 mins） 

 

Group Speeches（Group 2）（14:00—15:50） 

（15 mins/person） 

 

Chaired by Li Jinqun 

1. Shu Nianchun（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The Patriotism in Multiple Cultures. 

2. Li Hecheng（School of Political and Economy，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What is Justice and Virtuosity How Do. 

3. Wang Xuan（School of Political and Economy，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Value Paradigm spiritual life and a logic of self-

governance in Regulation. 

4. Zhang Na（Faculty of Marxism,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A 

Probe into the Significance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5. Discussion 

 

Group Speeches（Second 2） 

http://dict.cn/justice


（15 mins/person） 

Chaired by He Weirong 

1. Yan Mengwei（Faculty of Philosophy, Nankai University）：The 

Value Appeal of the Concept of Justice. 

2. Liu Yu（Faculty of Marxism, Sanxia University）：Value Nihilism :A 

Common Problem in Modernization. 

3. Zou Pinglin（Faculty of Marxism, Jinggangshan University）:On 

Three Dimension of the Rationality of Socialis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4. Zhao Yaqiong (Nankai University): The Comprehensive Reflection 

about Justice. 

5. Discussion（45 minutes） 

 

7 月 19 日 Morning 

 

Speeches （8:30—10:00） 

（15 mins/person） 

 

Chaired by Ma Depu 

1.Charles C. Verharen （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 Howard 

University, USA ） : Evolution in Ethics: The Ancient Egyptian 

Interrogation of Vengeance through the Lens of Contemporary 

Neuroscience. 

2.Yi Xiaoming（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Jishou University）：The 

Principle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the Realistic Situation in China. 

3. Han Dongping(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ow to Reach a Consensus on Values?  

4. Liu Jintian（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Marx’s Justice Values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5. Yuan Zushe（School of Political and Economy，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The Value Basis of “Global Justice”  under the Concept 

of Action. 

Discussion 

 



Speeches（10:10——11:40） 

（15 mins/person） 

 

Chaired by Peng Guohua 

1. Xu Mengqiu（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Xiamen University）： 

Equity of Opportunity and Equity of Rights. 

2.Qiu Renfu（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hanghai University）：The 

Value Language in Multi-cultural Interaction. 

3. Li Shumei （ Faculty of Philosophy, Nankai University ）：

Constructing a Common Ideal, against the Hegemonism. 

4. Zhao Fujie（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Values of “Righteousness” in Chinese Philosophy. 

Discus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