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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大 文 科 工 作 简 报  
2021年第 2期（总第 20期）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             2021 年 3 月 8 日  

 文科动态 

1、法学院易继明教授智库成果荣获“2020 中国智库索引

CTTI 来源智库年度成果征集”最高奖项 

在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

评价中心联合发起的 2020 中国智库索引 CTTI 来源智库年度成

果征集活动中，北京大学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易继明教授

的研究成果《后疫情时代中美关系背景下知识产权国际形势研判》

荣获最高奖项——“年度精品成果奖”。该项成果已提交至国家

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并获得了“站位高、立意远，论据充分，

措施合理，为国家‘十四五’知识产权规划编制提供了有力支撑”

的高度评价。 

2、国家医疗保障局发信感谢刘国恩教授 

1 月 15 日，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

长刘国恩收到国家医疗保障局感谢信，感谢其作为医保目录谈判

药物经济学测算组组长为 2020 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做

出的重要贡献。感谢信中表示，刘国恩教授工作期间发挥专业特

长，严谨细致、遵守纪律、尽职尽责，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对

于《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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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台，给予了大力支持和辛勤付出。 

3、《马藏》第一部第 6 至 8 卷出版 

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实施，北京大学《马藏》编

纂与研究中心编纂的《马藏》第一部第 6-8卷，日前由科学出版

社出版。三卷收入 1903-1904年间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早期传播的相关文献共 11 册，约 170 万字，包括《世界之大

问题》、《社会主义概评》、《群义衡论》、《无政府主义》、《世界三

怪物》、《进化要论》、《社会问题》、《自由血》、《新社会》、《极乐

世界》和《新大陆游记》。其中译自日文的译著有 8 种；译自英

文的译著有 2种；中文著作 1种。这些文献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传播的起始阶段的思想过程和文本特征。 

4、法学院三本著作由“中华学术外译”资助出版 

法学院陈兴良教授、张守文教授的 3本专著入选国家社科基

金“中华学术外译”海外学术出版序列，新近出版发行。陈兴良

教授代表性著作《刑法的知识转型（学术史）》日文版《中国刑法

学の新展開》由日本成文堂出版。张守文教授 2018 年新著《当

代中国经济法理论的新视域》英文版 The New Horizon of China’s 

Economic Law Theory 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国际知名学术出

版集团 Springer 联合出版；张守文教授另一本专著《分配危机

与经济法规制》的英文版 The Crisis of Distribution: Theoretical 

Analysis from Economic Law 由世界著名人文社科出版社

Routledge 正式出版、全球发行，并被列入 Routledge 的“中国

视角系列（China 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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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京津冀协同创新指数 2020》发布 

1月 9日，由首都发展研究院主办的首都发展新年论坛召开，

李国平教授代表首发院发布了《京津冀协同创新指数（2020）》。

《指数》从京津冀整体、三省市和 13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三个空

间层面分别构建了京津冀协同创新指数。指数包括创新能力、科

研合作、技术联系、创新绩效和创新环境 5个一级指标，以及 11

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重点测度分析了 2013-2018年京津

冀协同创新指数发展趋势。 

6、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参与承办蓝厅论坛 

2 月 22日，“对话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

轨”蓝厅论坛成功举办。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并发表主

旨演讲。郝平校长作为共同主办方代表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王博

副校长出席会议。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美国前财长保尔森、

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燕京学堂院长袁明等 50 余位中外

政要、专家学者及商界领袖与会交流。本次论坛由北京大学中外

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承办，是今年开年以来关于中美关系最重要的

国际性论坛，也是北京大学智库建设的重要成果。 

7、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举办 15 周年庆主旨学术论坛 

1 月 20-22 日，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举办了

“教育财政：中国的问题体系与理论构建——北京大学中国教育

财政科学研究所成立 15 周年庆典暨第六届中国教育财政学术研

讨会主旨学术论坛”，与会专家围绕中国教育财政的问题体系与

理论构建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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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利益政治研究”工作坊举办 

1 月 9日，由国家治理研究院、国家治理研究中心、政府管

理学院联合举办的“利益政治研究工作坊：利益政治研究的范式、

路径和意义”在线上线下同步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及国内外兄弟

高校的三十余位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9、“法基赫监国”与“正法盛世”历史比较宗教研究圆桌会

举办 

1 月 9日，国别和区域研究圆桌会系列之“‘法基赫监国’

与‘正法盛世’——历史比较宗教研究圆桌会”在线上顺利举

行。本次圆桌会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

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共同举办。与会专家一同就政教关系及

宗教对现代国家内政外交的影响进行深入探讨。 

10、经济学院召开 2021 年度纵向项目申报动员交流会 

1 月 21日，经济学院召开 2021年度纵向项目申报动员与经

验交流会。过去两年，纵向项目申报动员与经验交流会的成功举

办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学院在纵向项目申报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2019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斩获 6项，突破学院历史新高。

2020 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共 8 项，

其中包括 1 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 1 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

专项项目。 

 文科科研管理 

1、1 月 10日，“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国家社

科基金重大项目”申报工作顺利完成，来自全校 12个院系的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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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老师提交了申报材料。 

2、1 月 20 日，社科部组织召开“北京大学 2021 年度人文

社科纵向项目申报动员与经验交流会”，本次会议以视频会议的

形式召开，王博副校长做了动员讲话，历史学系钱乘旦、中文系

张剑、信息管理系张久珍 3位专家学者分享了项目申报和组织方

面的经验，相关院系的近 300位老师参加会议。 

3、2 月 2 日，2020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

项名单正式公布，我校哲学系郑开，外国语学院施越、于施洋、

闫梦梦，光华管理学院沈吉 5位老师获得立项。 

4、3 月 2 日，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人文社会科学）颁奖会在北京举行。颁奖会在教育部设立主会

场，陈宝生部长、翁铁慧副部长出席主会场并作重要讲话。我校

设立分会场，郝平校长、王博副校长、孙庆伟校长助理，以及 80

多位获奖教师代表和院系负责人参加视频会。我校共有 103项成

果获奖，获奖总数首次破百居全国高校第一，其中一等奖 19项，

二等奖 53 项，三等奖 13 项，成果普及奖 2 项，青年成果奖 16

项。 

5、1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测评工作完成系统填

报。为组织好基地测评工作，社科部组织召开了 2次基地主任交

流会议、2 次基地秘书工作会议，对部分基地进行了实地走访，

并集中对各基地的系统填报情况和主观评价材料进行了线下和

线上的互评以及抽查，先后向学校和教育部社科司提交了《关于

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测评工作的汇报》、《关于教育部人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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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测评工作中成果署名问题的报告和建议》、

《关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测评工作中公示情况

的反馈》等。 

6、1月 12日，社科部向各相关单位发出《关于文科虚体研

究机构 2020年度工作检查的通知（二）》，并开放年检填报系统。

本次年检内容包括：挂靠单位组织采用多种形式召开机构交流汇

报会、挂靠单位通过系统提交本单位研究机构管理工作总结、挂

靠单位组织各机构通过系统提交机构年检材料并进行审核，年检

截止日期是 3月 31 日。 

7、1-2 月，社科部组织申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

室，中文系语言学实验室作为我校首批申报的文科实验室上报教

育部。 

8、1月下旬，王博副校长组织召开 2021年智库工作第一次

会议，党办校办、宣传部、科研部、医学部科研处、社科部等部

门负责人参会，会后形成报告并提交校领导。 

9、截至 3月 4日，《北京大学智库要报》已组织上报 318期，

共计 221位专家学者的 553篇稿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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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