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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大 文 科 工 作 简 报  
2020年第 9期（总第 18期）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               2020 年 12 月 7 日  

 文科动态 

1、国家文物局-北京大学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举行 

11 月 26日，“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

学”座谈会暨国家文物局-北京大学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北京大

学举行。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校

长郝平出席仪式并讲话，相关省市自治区文物部门、兄弟高校、

科研院所和博物馆负责同志，北京大学相关职能部门与师生代表

出席。顾玉才、张平文代表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大学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根据协议，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大学将在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智库服务等方面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共同建设好中国文物

博物馆学院、中华文明国家文物基因库、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

心，更好地肩负起与历史对话、与先人沟通、探文明之源、寻民

族之魂的重要使命。 

2、国家统计局-北京大学联合成立数据开发中心 

11 月 19 日，国家统计局-北京大学数据开发中心签约暨揭

牌仪式在北京大学举行。北京大学校长郝平，国家发展改革委副

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党组书记宁吉喆出席仪式。根据协议，

国家统计局与北京大学将合作共建“国家统计局-北京大学数据

开发中心”，挂靠光华管理学院，以数据研发和数据服务职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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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同时负责建设微观数据实验室及日常管理，为高校或科研

机构人员申请、使用微观调查数据提供服务。 

3、中国语言文学系建系 110 周年纪念大会举行 

11 月 22 日，中国语言文学系建系 110 周年纪念大会举行。

北京大学校长郝平、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陈宝剑、校长助理孙庆

伟出席纪念大会。为庆祝建系 110周年，中文系举办了一系列活

动。“中文学人”系列访谈已累计收稿 100余万字；魏建功、杨

晦、王力、游国恩四位一级教授铜像落成；收录全体在职和离退

休教研人员已发表学术成果的《斯文在兹》纪念学刊编纂发布；

11场高水平学术活动等正在开展中。 

4、厉以宁教授九十周岁华诞文集发布会暨从教六十五周年

活动举行 

11 月 22日，厉以宁教授九十周岁华诞文集发布会暨从教六

十五周年活动在光华管理学院举行。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兼职教

授辜胜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民盟中央专职副主席张平

出席活动并致辞。光华管理学院透过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和讲述，

回溯厉以宁教授在教书育人、资政建言和参政议政等方面的贡献，

集结成《兼容并蓄终宽阔：厉以宁社会实践纪实》一书；以学者

们的评述和解读为主线，全面介绍厉以宁教授学术领域的各个方

向，形成《一生治学当如此：厉以宁经济理论述评》，记录厉以宁

教授传道授业、教书育人的历程，叩问光华管理学院创业时期的

初心使命和筚路蓝缕的奋斗历程，回顾厉以宁教授作为中国经济

改革的亲历者和参与者，为国家发展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勉励后

学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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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北京大学教育学科重建四十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举行  

11月，教育学院举行教育学科重建四十周年系列庆典活动。

学院梳理了教育学科的发展历程，出版了《学术之道》等 4本学

术著作。10 月 31日—11 月 1日，教育学院举行“讲述：我和北

大教育学科”讲述会、教育学科重建四十年纪念仪式暨“世界变

局与教育未来”学术论坛和北大教育学院院友论坛等活动，对教

育学科的历史进行回顾，对未来发展进行展望。 

6、庆祝新时期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 40 周年暨《新时代中国

政治学学术发展》新书发布会举办 

11 月 28日，国家治理研究院、政府管理学院和国际关系学

院联合举办“庆祝新时期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 40 周年暨《新时

代中国政治学学术发展》新书发布会”。郝平校长、孙庆伟校长

助理出席会议。会议就新时期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的历程、新时

代中国特色政治学学科体系建设、学术体系建设和话语体系建设

等问题展开讨论，并发布新书《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学术发展》。 

7、法学院易继明教授为中央政治局讲解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 11 月 30 日下午就加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

工作举行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

习时强调，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关系高质量发展，关系人民生活幸福，关系国家对外开放大

局，关系国家安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从国家

战略高度和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求出发，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促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推动构建

新发展格局。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

易继明就此问题作了讲解，提出了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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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听取了易继明教授的讲解，并进行了讨论。 

8、第六届中华文化论坛举办 

11 月 24日，第六届中华文化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论坛由

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研究室和文旅

部·北京大学两岸文化研究基地承办。与会专家学者及各界人士

围绕“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传承”、“文创产业的机遇与挑战”及

“两岸艺术交流”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和讨论，为促进两岸人文

思想领域的对话交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发挥建

设性作用。 

9、北京大学社区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成立 

11 月 4 日，北京大学社区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

首届学术研讨会举行。国务院参事、国家汉办原主任许琳，中国

劳动协会会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

记杨志明，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杰秀，北京市海淀区委副

书记张强，南南合作金融中心副总干事屈明蛟，北京大学党委副

书记、北京大学社区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安钰峰，校长助理

孙庆伟等出席了会议。中心由燕园街道办事处、北京大学燕园社

区服务中心、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共同发起成立，作为校级虚体

研究机构，挂靠人口研究所，未来将围绕社区治理现代化相关的

学术和现实问题开展研究，并为北大学生搭建社会实习实践平台。 

10、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成立 30 周年研讨会举办 

11 月 14日，“记忆、传承和发展：庆祝北京大学中外妇女

问题研究中心成立 30 周年暨纪念北京世妇会 25 周年学术研讨

会”召开。叶静漪副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全国妇联、北京

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及从事妇女工作领域等数十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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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实践者参加会议。与会学者们围绕“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

研究中心历程回顾及展望”、“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共助性别平

等主流化”、“女性研究的传承和发展”等议题展开了研讨。 

11、《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召开“期刊发展与

选题策划”研讨会 

11 月 10日，《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办的“期

刊发展与选题策划”研讨会召开。来自兄弟高校的学报主编、期

刊评价机构和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北京市文科学报研究会

负责人，《光明日报》理论部、《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

文摘》、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等要刊主编与总编辑出席了

研讨会。与会人员就学术期刊评价、期刊如何引领学术、构建新

的学术平台等议题进行了研讨。 

12、文研院启动敦煌学系列学术活动 

为积极响应北京大学与敦煌研究院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充

分发挥双方优势学术资源，文研院与敦煌研究院于 11 月起开展

深度学术交流合作，共同举办“敦煌学”系列学术活动。系列活

动首场讲座“敦煌艺术与中国绘画史”于 11月 28日举行，由敦

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研究员主讲。同时，文研院与敦煌研究院于

11 月 27 日-28 日联合举办了“敦煌石窟考古与艺术（十六国北

朝）”工作坊。未来双方还将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推进敦煌学

研究及双方人才队伍建设。 

13、经管学科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经验分享会举办 

11 月 16日下午，北京大学经管学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申报经验分享会在经济学院举办。会议邀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管理科学部原常务副主任汪寿阳教授进行交流指导，部分 2020



  

主编：李净 张乙茗       审核：龚六堂 王周谊 6 

 

年度获资助项目负责人进行经验分享。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经济

学院院长董志勇教授，来自经管学部院系近 60 名教师和博士后

出席会议。 

 文科管理 

1、我校 71项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申报北京市第十六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1 月，31 项成果通过北京市初评，提交纸

质申请材料。 

2、我校文科共 9人进入中组部第五批万人计划入选名单。 

3、11 月，社会科学部组织我校 13 个重点研究基地参加教

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测评。 

4、11月，社会科学部组织召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兼职

研究人员评审会，66人最终通过评审，其中 31人拟聘虚体科研

机构兼职研究人员、35人拟聘研究基地兼职研究人员。  

5、截至 12 月 1 日，《北京大学智库要报》已组织上报 284

期，共计 199位专家学者的 501篇稿件。 

6、社会科学部继续推动智库调研交流工作。接待南京大学

社科处、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调研来访；继续开展校内智库

工作调研，对教育学院等单位进行了走访。 

7、智库成果征稿方面，圆满完成上级部门选题征稿 13 次，

报送相关成果 41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