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槓 纥 痩 罏  

1ㄌ妤姲续ㄕ兌楼辔嚟 ㄖ垁錗 

2021 年 8 月，《严家炎全集》十卷本由新星出版社出版。全

集汇总了经过挑选的严家炎有代表性的文章或书籍汇编而成的十

卷本文集，是其一生的学术思想精华汇总。严家炎先生是中国现

代文学学科奠基者，是现代文学研究者中的第二代“领军人物”。

该全集中所挑选的文章，不仅与严家炎的教学相关，也与文学史

研究和文学批评的热门话题相互辉映，如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

如由长篇小说《创业史》引发的如何写好“中间人物”的论辩；

发掘和梳理现代文学史上各流派的贡献；还有对鲁迅复调小说的

发现和评论；对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评价；对以金

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的肯定和研究；以及对文学史分期的思考和

讨论等等。根据这些文章的内在逻辑，分别收入了第一卷《考辨

集》，第二卷《知春集》，第三卷《求实集》，第四卷《中国现代小

说流派史》，第五卷《论鲁迅的复调小说》，第六卷《金庸小说论

稿》，第七卷《问学集》，第八卷《朝闻集》，第九卷《随笔集》和

第十卷《对话集》。 

（供稿：中国语言文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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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ㄌㄕ兕妵簚純媭ㄖ厳 续 厳 籞 2020 漜潿纞匯徸冦掜 

俄语版《中华文明史》在俄罗斯图书出版者协会评选的“2020

年最佳图书”评选获得“优秀出版物”称号，同时获得由俄罗斯

联邦独联体国家、侨居国外同胞和国际人道主义合作事务署授予

的“优秀文化对话类出版物”称号。北大中文系袁行霈等先生主

编的《中华文明史》是一部涉及文学、历史、宗教、哲学、考古

学、民俗学、科技史和中华文明交流史等众多学科的重要学术著

作。体现文明史既是人类的创造史，也是人类演进史这一观点，

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分别对应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以及人的心灵世界，展示其错综复杂的关系，

做出总体性的描述，以突出中华民族的创造力以及中华文明生生

不息的过程。该书已有英文、日文、韩文、塞尔维亚文等译本，

外译本始终坚持由海外一流汉学家亲自主持翻译，由所在国具有

重要影响力的学术出版社出版，真正实现了中国文化走向海外主

流社会。 

（供稿：中国语言文学系） 

3ㄌ 兕德 奊ｱ棘 翿後簚钘媭簼篹闼儬鶐🈨 捓 鮖媅煣

🉑垁 蜁牞瘃羑 

由历史学系朱玉麒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

大项目“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文献史料整理与研究”取得突出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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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性成果。项目组利用将近一年的时间，集中对“袁复礼旧藏文

献”“黄文弼旧藏拓片”“刘衍淮论文著作”三批科考团文献资料

进行了整理与研究。目前已发表论文类成果共 10 篇；出版著作类

成果两部，分别为《丝路风云——刘衍淮西北考察日记（1927—

1930）》（商务印书馆，2021 年 8 月）、《他乡月明——走在中国十

五年（1935-1949）》（商务印书馆，2021 年 9 月）。项目组在推进

过程中，以多种方式与多学科相关专业团队进行交流并协力研究，

形成了跨学科共享平台，逐步展开了文献资料的不同学科攻关意

向。项目组注重成果在专业与普及两方面的宣传推介，助力企业

与地方的“一带一路”宣传。疫情期间，项目组联合新疆师范大

学黄文弼中心和北京大学文研院，以线上方式展出的《袁复礼旧

藏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摄影集萃》新疆和塞上展览，以西北科考

团文献资源作公益宣传，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服务作用。 

（供稿：历史学系） 

4ㄌ 罩瀽刨 姞顂哈澥嚱嫍匀鶐🈨儬篳砪潙瀽 捓 鮖灆  

7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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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研究与数据库建设”开题论证

会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召开。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的“人

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继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后，我国领导人提出

的又一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战略构想，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深化发展和必要补充。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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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专家为孟庆跃教授，下设五个子课题：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内涵研究（孙蚌珠教授主持）、健康观念与卫生习俗的跨文化研究

（郭莉萍教授主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话语体系建构（许静教

授主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实施策略研究（刘晓云教授主持）、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文献数据库建设（郑志杰教授主持）。本课题

是北京大学响应国家号召，在国家需要的领域进行的跨学科、多

领域协同创新性研究。课题组成员来自北京大学中国卫生发展研

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医学人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外

国语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医学图书馆等单位，涉及马克思主义

哲学、医学人文、新闻传播、公共卫生、图书情报、区域国别研

究、外国语言文学等多个学科，展示了北京大学的学科优势，是

我校多学科合作研究解决国家和人类现实重大问题的典范。  

（供稿：医学部医学人文研究院） 

5ㄌ 髝漜兕德簚棘皳 媭鶐🈨髦 灠 罩 捓 鮖灆  

9 月 30 日，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周兴陆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范式重构”举行开题论

证会。会议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形式。邀请了校内外学者组

成专家评议组，对课题的总体目标、分工设计和具体思路等进行

论证。本课题旨在总结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学术范式的形

成、演化和特征，为中国文论的新发展夯实基础，提供殷鉴。专

家组对课题价值给予高度肯定，并从多个角度阐述对百年中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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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批评史研究范式的理解，提出可加强“古今通变”的研究；加

强对范式形成过程及构成要素，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对

范式构成作用的研究。会议通过了论证决议。周兴陆教授和课题

组成员认真聆听专家的意见和建议，表示将进一步完善工作方案，

确保按时优质地完成预期任务。 

（供稿：中国语言文学系） 

6ㄌ 镾戲 媛儬媛剞刨怆嚵 鶐🈨 捓 鮖  

9 月，城市与环境学院莫多闻教授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

大项目“环境考古与古代人地关系研究”结题通过验收，鉴定等

级为“良好”。本项目是国家社科规划办推出的首批交叉学科项目，

项目课题组也获得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环境课题和其他一些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支持。迄今为止，已发表论文 87 篇，其中 SCI

收录的英文论文 23 篇。国内论文发表 64 篇，其中绝大部分为核

心期刊。另外出版 1 本专著与 2 本论文集。 

（供稿：城市与环境学院） 

7ㄌ 覝棘 捁嫏篏湨忽德 嫏绔垚婾簚 

近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吴泽南长聘副教授合作论文

Multi-Prize Contests with Risk-Averse Players 正式发表于博弈论

领域著名期刊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郝煜长聘副教授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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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在读博士刘正铖，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翁翕教授、周

黎安教授合作的论文“The Making of Bad Gentry: The Abolition of 

Keju, Local Governance and Anti-elite Protests, 1902–1911”被经济

史领域顶级期刊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接收发表。郑伟教授、

姚奕副教授、2017 级博士生郑豪等的合作论文 Deregulatio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hoice of insurer: Evidence from 

liberalization reform in China’s automobile insurance market（《放

松监管、竞争与消费者选择：来自中国车险市场费率改革的证据》）

被风险管理与保险学领域国际顶级期刊 Geneva Risk and 

Insurance Review 接收。莫家伟助理教授的合作论文 What you 

import matters for productivity growth: Experience from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正式发表于发展经济学领域顶级期刊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供稿：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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槓 纥 褙 娐  

1ㄌ嫍 ㄌ嫍刨 嫍熟ㄌ嫍熷⒜⒜簚鶐 公墋凤孞漜 爍覄墘 

9 月 20 日，文研院围绕“文明：中华与世界”的核心关怀，

举办了成立五周年纪念活动及两场主题报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韩启德，北京大学校长郝平、前校长林建华、副校长王博、

校长助理孙庆伟等领导出席了纪念活动。本次主题报告由历史学

系阎步克和国际关系学院王缉思主讲。阎步克以“‘五十而后爵’

与‘五十养于乡’新释——‘父老体制’视角”为主题，尝试揭

开中国早期社会“父老-子弟”的原始结构。王缉思以“世界政治：

核心问题与研究方法探索”为主题，从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二者

的差异性问题切入，着重阐述了世界政治作为一门学科所应探讨

的核心问题与研究范式。五年来，文研院始终秉持“涵育学术，

激活思想”的宗旨，凝聚了大批优秀学术人才，举办了超过 1000

场学术活动，受到了海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和积极评价。 

（供稿：人文社科研究院） 

2ㄌ德楼婾檬鶐🈨 兕德 覝棘髦卅孿儬劺皽 漿嚼 恊公墋 

9 月 19 日，“中国经济学的使命与传承”论坛在国家发展研究

院承泽园新院区举办。北大国发院六位创始教授林毅夫、易纲、

海闻、张维迎、张帆、余明德分别做了视频或现场分享。林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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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根据中国的现象形成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不仅可以贡

献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民族复兴的需要，也可以贡献于共享繁

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易纲指出，利率居中有利，货币单

位和汇率水平也正好适中，这都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发展的综合结果。海闻指出，学术组织的创新发展，主要有以

下五个关键方面：严格的学术标准，一流的行政服务，民主的决

策程序，平等的师生沟通，创新的发展战略。张维迎指出，捍卫

市场经济，需要正确的市场理论。本次论坛也是国家发展研究院

暨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承泽园新院区落成启用的庆典活动之一。 

（供稿：国家发展研究院） 

3ㄌ 爍棐 羋篏硚 110 孞漜棘绱鶐 劲公  

2021 年 8 月 6 日是季羡林先生 110 周年诞辰。由北京大学东

方学研究院、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主办，由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东方学’学术史研究”

课题组承办的“中国东方学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展望——纪念季羡

林教授诞辰 110 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学术研讨会

梳理了北京大学东方学学科发展的脉络，中国东方学的发展涉及

社会历史、政治发展、甚至自然科学的发展等多个位面，相关新

材料的挖掘与整理对于中国东方学学术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

会的各位老师与陈嘉厚、张殿英、卢蔚秋、李谋、唐孟生等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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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季羡林先生长期共事、学习的北京大学东语系老教授们举行圆

桌讨论，表达了对季羡林先生的深切缅怀之情。 

（供稿：外国语学院） 

4ㄌ2021 漜盧測簚垯顂爣捓劲緾2妤嚥檗兕德簚 分儾籠漜 

恊灆滧 

8 月 16 日至 17 日，2021 年首届中国抚州文创生态大会暨第

十八届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以线上会场，北京大学、江西抚州

线下分会场连线联动的方式举行。本次论坛由北京大学主办，中

共抚州市委宣传部、抚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北京大学

文化产业研究院、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院（抚州）联合承办，以“迈

向 2035：文化强国与新发展格局”为主题，包括主论坛、平行论坛、

主题峰会、创意管理峰会、文创企业家创意领导力孵化成果展等

七场主题活动。作为江西省与北京大学省校合作的成果之一，“中

华文化传承与创新智库联盟”在会上宣布成立，同时发布《中华

文化传承与创新智库联盟抚州宣言》（以下简称《抚州宣言》）。联

盟由 34 家国内高校及社会研究机构共同倡议成立，将整合国内外

智库资源，实现资源、信息、成果共享，为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

提供理论创新、决策参考和实践成果。 

（供稿：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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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ㄌ 棘绱渺匍怮 墙墇裥棘 漜篏湨瘃  

法学院重视青年教师学术成长，支持青年教师开展持续性学

术交流。2018 年 6 月，在邓峰、金锦萍、唐应茂、刘哲玮、陈一

峰、贺剑、阎天等教师的策划下，法学院青年教师自发召集、轮

值组织、定期举办“青年教师学术工作坊”。青年教师立足法学学

科的知识积累，结合其它学科的理论工具和研究视角，回应社会

治理、经济发展、国际形势等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在“工作坊”

中介绍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与学术同辈及资深学者持续深入开

展学术交流。法学院利用学科建设经费提供支持，截止 2021 年 9

月，共举办 30 期。“学术工作坊”是北大法学院优良的学术传统，

已有近二十年的历史，自 2000 年以来，朱苏力、沈岿、邓峰三位

教师曾经先后牵头、组织学院教师开展学术工作坊活动，成为法

学院教师分享学术成果、开展学术批评、打破专业壁垒，建设学

术共同体的重要平台。 

（供稿：法学院） 

6ㄌ 棘ｱ 儧髦捙漛捗德儬 剞兕德螹劬 墘 鶐 劲公墋 

7 月，为纪念太平天国运动 170 周年，由历史学系主办的“跨

学科视野下的太平天国与近代中国民众运动”研讨会在京顺利举

办。本次会议以“太平天国与近代中国民众运动”为主题，围绕

太平天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文化、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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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太平天国史研究的理论和史料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本次会

议是近40年来首次在中国北方召开的全国性太平天国史学术研讨

会。与会学者共同研讨太平天国与近代中国民众运动史的新方向

和新路径，从跨学科视野对这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深入

解读，推进了新时代太平天国史及民众运动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供稿：历史学系） 

7ㄌ 棘ｱ樏 髝漜兕德儬儺预 1921-2021 鶐 劲公墋 

8 月 28 日，“跨学科对话：百年中国与世界（1921-2021）”

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此次研讨会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与历史学系共同举办。北京大学法学

院教授朱苏力指出，党管干部保证了政治的连续性与社会的稳定

性，是当代中国应对现代民主政治难题的最重要贡献之一。中国

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守英指出，回望百年中国的社会转型，

人口迁移的革命可能才具有根本性。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牛大

勇探讨了当下可以从哪些方面尽可能还原中共一大的历史细节，

去除后来观念对历史真实的扭曲，此报告得到了京都大学人文科

学研究所教授石川祯浩的高度认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俞可平指出，新的中华文化需要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

义文化三者有机融合，否则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将会付出巨大

代价。 

（供稿：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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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ㄌ 垬漛德埣鵜儬 意簚純 鶐 劲媤灆 

6 月 12—15 日，“刘平国刻石与西域文明学术研讨会”在新

疆拜城县隆重召开。本次学术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

心与拜城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等单位共同承办。来自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图

书馆、西北科学考查团研究会、文汇报、凤凰出版社等众多国内

高校、科研机构与新闻出版单位近 50 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本次学术研讨以“刘平国刻石”为主题，进行丝绸之路文明相关

议题的讨论，在国内外尚属首次。学者们就“刘平国刻石”及相

关问题、西域文献与西域历史、石窟壁画与造像艺术、丝路考古

与西域文明、丝路研究的学术史等议题展开了研讨。 

（供稿：历史学系） 

9ㄌ妓意儬德埉鶐🈨 公墋姆 渺匍怮 

9 月 18 日，是 90 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中国人

民开始十四年抗日战争的日子。在北京大学中外关系史研究所、

东北亚研究所的组织下，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举办了主题

为“‘九一八’事变与东亚世界、百年变局”的博雅工作坊。来自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

武汉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与首都师范大学的国内著名历史学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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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关系与国际政治学者 20 余人，围绕“九一八事变”及其与东亚

世界与百年变局等主要课题，进行了深入的专题研讨。 

（供稿：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10ㄌ 媛簚姆棘 箑睺裓測顟  

7 月 25 日，我国世界遗产提名项目“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

洋商贸中心”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44 届世界遗产委员会

会议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升至 56

项。世界遗产委员会依据《实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操

作指南》所规定的标准，决定将“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

贸中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两年来，在国家文物局、福建文

物局、泉州市、安溪县和北京大学等单位提及众多专家学者的支

持下，以考古文博学院沈睿文教授为领队的下草埔冶铁遗址考古

队，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冶铁遗址的发掘、研究、保护、展示和报

告出版工作，为申遗成功做出了贡献。中国的陶瓷和冶金遗址首

次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将进一步促进手工业考古研究。 

（供稿：考古文博学院） 

11ㄌ 噱壖 媛儬 绱姆鍚 捓檬灆滧 

7 月 8 日下午，“吉金耀河东——山西青铜文明特展”开幕式暨

春秋蟠螭纹铜甗入藏北京大学接收仪式在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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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大厅举行。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校长郝平，山西省副省

长张复明，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校长

助理、秘书长孙庆伟出席。邱水平、张复明共同为春秋蟠螭纹铜

甗揭幕。春秋蟠螭纹铜甗是国家二级文物，经国家文物局特别批

准，由山西省调拨北京大学入藏，将成为北京大学考古学科珍贵

教学标本与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重要馆藏。该文物纹饰细

腻、工艺精细，具有典型的晋式青铜器风格，对于推动学科建设

与人才培养、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供稿：考古文博学院） 

12ㄌ德嚵棘 媤灆婶麈渺匍儬德 嚵 澁 劲 

7 月 22 日，国际关系学院召开双碳工作与国际关系座谈会，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中央双碳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解振华出席

座谈会。生态环境部气候变化事务办公室副司长杨小玲及双碳工

作领域相关专家学者共同参会。会议强调从大国关系、地缘政治、

地区合作和全球治理的视角理解中美气候合作和国际气候谈判在

当下具有特殊重要性，重点就 1.5 度温控目标、碳边境调节机制、

共区原则和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话语权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供稿：国际关系学院） 

13ㄌ2嚫檗兕 漜棘 恊公墋 

9 月 22 日至 9 月 24 日，《环球时报》社、美国卡特中心和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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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共同主办了“第六届中美青年学者

论坛”。两国数十位青年学者和相关领域专家参加此次“云会议”。

基地主任贾庆国致开幕辞，执行主任王栋致闭幕辞，国际关系学

院教授査道炯、王勇受邀出席会议并分别在第二、三场小组会议

中发言。本次会议为中美双边关系的发展建言献策，充分发挥了

人文交流对两国关系的积极影响。 

（供稿：中外人文交流基地） 

14ㄌ 儙兦慃 劲儬奊刎捓棘 嫈公墋 儙兦篏 恊  

7 月 10 日至 11 日，2021 年度“一丹教育论坛”在北京举行，

论坛由陈一丹基金会、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

究所共同举办，围绕“教育生态”这一年度关键词，来自中国、

德国、英国、芬兰、丹麦、新加坡、孟加拉国等不同国家近 40 位

专家、学者、国际组织成员或地方政府官员、中小学校长及企业

家先后发表演讲，就教育生态的协同创新、技术趋势、有效治理、

机遇挑战等议题进行了多元讨论，深入探讨了如何构建面向未来

的教育生态。 

（供稿：教育学院） 

15ㄌ嫐餞獱糬剞德 蠏 篏 棘绱垯籠 囮 恊公墋 

8 月 27 日，北京大学人文论坛“后疫情时代国际汉语教育学

术创新高端论坛”以视频会议的形式顺利召开。本次论坛由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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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北京大学人文学部主办，《汉语教学学刊》

编辑部承办，北京大学陆俭明教授、北京语言大学赵金铭教授、

休斯顿大学温晓虹教授、北京语言大学崔希亮教授、中国人民大

学李泉教授、复旦大学吴中伟教授、剑桥大学袁博平博士等 30 多

位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论坛，腾讯会议直播平台共

有 600 多人次观看与学习。  

（供稿：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鼦 鰽 ！ 锐  

· 8 月，北京市“首都历史文化资源内涵挖掘研究专项”立项结

果公布，北京大学获立 2项重点项目。 

· 8 月，2021 年度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项目立项结果公布，北京

大学获立 4项。 

· 8 月 24 日，“北京大学 202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申报动

员与经验交流会”以线上形式召开。本次动员会由社科部组织，

邀请了历史学系欧阳哲生、国际关系学院翟崑、经济学院周建

波 3 位有重大项目成功立项经历的老师参会，为今年拟申报重

大项目的老师们介绍了重大项目申报的有关经验，并进行了线

上答疑与交流。 

· 9 月，2021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立项名单公

布，北京大学获立 16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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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底，202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名单公布，北京大学

获立 42 项，其中重点 5项、一般 22 项、青年 15 项。立项项目

中，哲学、世界历史、外国文学等学科立项总数居全国首位；

民族学立项 3项，打破了北京大学自 2011 年来无民族学立项的

空白。加上 8 月公布的国家社科基金单列学科教育学项目 3 项

和艺术学项目 2 项，本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共立项 47

项。 

· 9 月底，202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

立项公布，北京大学获立 1个重点项目，重点项目是首次设置，

全国仅 12 项。 

· 第六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近期颁奖，共评选出获奖

成果 344 项，其中一等奖 26 项，二等奖 119 项，三等奖 199

项。北京大学申报 38 项，获奖 11 项。一等奖闵维方，二等奖

岳昌君，三等奖杨钋、湛忠乐、朱红、鲍威、哈巍、侯玉波、

蒋凯、沈文钦、吴峰。 

· 9月29日，学校正式发文成立“北京大学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王博副校长任语委主任，北京大学语委与北京大学国家语言文

字推广基地合署办公，宋亚云任语委办公室主任。 

· 9 月 15 日，学校发文成立北京大学汉语哲学研究中心，挂靠哲

学系，韩水法任中心主任。 

· 2020 年度文科虚体科研机构年检结果公布，本次参加年检的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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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研究机构中，共有 4个机构不合格、11 个基本合格，其余均

为合格。 

· 7 月，社科部出台《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聘任校外

兼职人员实施方案》，并修订机构重大事项变更审批表、机构聘

任校外兼职人员申请表、机构成立申请表。 

· 9 月 24 日，社科部组织召开文科沙龙“文科实验室建设时间与

发展方向”，讨论文科实验室的宗旨与功能、建设模式、建设过

程中的经验与挑战、外校实验室建设情况，艺术学院彭锋、信

息管理系王军、法学院杨晓雷、光华管理学院涂燕萍及社科部、

实验设备部、经管学部相关人员参会。 

 

 

1 奊刎捓棘 2021 漜潿奊刎湡龋ｱ慃 娈媭簚 讷囍訷瞣硷 

鶐🈨 𬶋 嫏妾 

序号 课题名称 姓名 工作单位 项目类别 

1 曲体与金元古都文化研究 李简 中国语言文学系 重点项目 

2 
北京医学博物馆历史文化和传

播创新研究 
甄橙 医学人文学院 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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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奊刎捓棘 2021 漜潿奊刎湡篏 ｱ棘 垤 𬶋 嫏妾 

序号 课题名称 姓名 工作单位 项目类别 

1 
颠覆性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的教育哲学基

础与实践案例研究：双重时间视野中的新

工科新文科 
卢晓东 教育学院 重点课题 

2 基于临床思维的 PBL 设计研究 李海潮 
北京大学

第一医院 
重点课题 

3 
基于学习科学和游戏化学习的学习能力

培养研究 
尚俊杰 教育学院 延续课题 

4 
家庭不文明行为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

潜在机制与干预研究 
苗淼 

医学人文

学院 
青年专项

课题 

3 奊刎捓棘 2021 漜潿篏 刨簚龋劲ｱ棘鶐🈨儙 鮖𬶋 嫏妾 

序号 课题名称 姓名 工作单位 所在学科 

1 二语语用中的观点采择机制研究 魏一璞 
对外汉语教育

学院 
语言学 

2 
县域医共体建设对医疗费用和健

康结果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傅虹桥 公共卫生学院 经济学 

3 
印象管理抑或技术协同？绿色经

济转型情境中的企业绿色并购问

题研究 
童立 光华管理学院 管理学 

4 
基于主观支持的认知行为疗法对

社区衰弱老年人抑郁的干预效果

及机制研究 
王翠丽 护理学院 心理学 

5 
基于有益健康模型的老年自我忽

视干预方案的构建与可行性研究 
于明明 护理学院 社会学 

6 
一流大学博士生学术职业选择及

变化趋势：学术劳动力市场变迁的

视角 
马莉萍 教育学院 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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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名称 姓名 工作单位 所在学科 

7 先秦诸子心论研究 李毅 历史学系 哲学 

8 
新时代发展壮大中国农村集体经

济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张凯 马克思学院 

马克思主

义/思想政

治教育 

9 
东方传统体育“以体育心”功能的

理论与实践研究 
亓昕 体育教研部 体育科学 

10 
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驱动机制

研究：农民数字素养与乡村精英身

份的交互作用 
苏岚岚 现代农学院 经济学 

11 
我国草地生态系统旅游服务价值

评价及价值实现机制研究 
亢楠楠 现代农学院 

交叉学科/
综合研究 

12 
复杂网络视角下科学文献的知识

融合与知识扩散对比研究 
步一 信息管理系 

图书馆、情

报与文献

学 

13 21 世纪美国灾难文学研究 黄蓉 医学人文学院 外国文学 

14 
近代中国的口罩防疫史研究

（1912-1949） 
张蒙 医学人文学院 历史学 

15 
现代化与民族主义视域交织下的

20 世纪中国软饮料史研究 
姚靓 医学人文学院 历史学 

16 《玉篇》残卷校理与研究 闫翠科 哲学系 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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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奊刎捓棘 2021 漜潿德楼龋ｱ慃 漜潿 鮖宔牍箩儵 𬶋 嫏妾 

序号 课题名称 姓名 工作单位 项目类别 

1 
公司法修订中的重大问题研究--基于私

人自治与公共规制之间的平衡 
蒋大兴 法学院 重点项目 

2 《资治通鉴》中的政法理论与实践研究 李启成 法学院 一般项目 

3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认定规则

实证研究 
江溯 法学院 一般项目 

4 
《产品质量法》修订视角下产品质量安

全的法律实现机制研究 
肖江平 法学院 一般项目 

5 
老龄化进程中的认知健康促进技术研

究 
吴超 护理学院 一般项目 

6 中国崛起与国际发展秩序的变革 陈沐阳 国际关系学院 青年项目 

7 
景德镇落马桥窑址考古发掘报告整理

与相关问题研究 
丁雨 考古文博学院 一般项目 

8 海外遗址出土宋元贸易陶瓷研究 刘未 考古文博学院 一般项目 

9 
要素禀赋结构、政府短期干预与长期经

济发展研究：以我国早期工业建设为例 
王歆 

新结构经济学研

究院 
青年项目 

10 
面向中国社会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公平

正义论的当代建构研究 
陈培永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点项目 

11 
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对中国哲学社会

科学的影响和作用研究 
裴植 马克思主义学院 青年项目 

12 
少数民族地区计划经济时期工业发展

遗产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研究 
张帆 社会学系 一般项目 

13 
晚清边疆语言文字新政与中华民族共

同体建构研究 
赫佳妮 国际关系学院 青年项目 

14 
乡村集市与武陵走廊多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研究 
谭萌 

前沿交叉学科研

究院 
青年项目 

15 
超大城市流动人口的精神健康风险评

估与应对策略研究 
罗雅楠 人口研究所 青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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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名称 姓名 工作单位 项目类别 

16 新时代身体社会学理论体系研究 李康 社会学系 重点项目 

17 
对中国大学生群体社会心态的精神分

析维度研究 
孙飞宇 社会学系 一般项目 

18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不稳定工作与

性别观念重塑 
刘爱玉 社会学系 一般项目 

19 
抗逆力视角下传染病患者的心理健康

及干预研究 
周广玉 心理学院 一般项目 

20 现代天主教社会思想史研究 彭小瑜 历史学系 重点项目 

21 美国区域和国际研究的历史演进研究 牛可 历史学系 一般项目 

22 
罗马帝国东部行省总督政令中的地方

自治与帝国治理研究 
吴靖远 历史学系 一般项目 

23 西北闪米特语国王铭文的译注与研究 梅华龙 外国语学院 青年项目 

24 情报刻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王延飞 信息管理系 一般项目 

25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洪业未刊书信整理

与研究 
邹新明 图书馆 一般项目 

26 古代日本绘卷作品中的中国元素研究 丁莉 外国语学院 一般项目 

27 泰国文学经典《三界论》译注与研究 熊燃 外国语学院 一般项目 

28 
印度进步主义文学思潮中的“中国动因”
研究 

贾岩 外国语学院 青年项目 

29 
海外本土中文教师专业发展追踪研究

及数据库建设 
王添淼 

对外汉语教育学

院 
一般项目 

30 俄罗斯早期语法文献的多维研究 尹旭 外国语学院 青年项目 

31 郭湛波遗著手稿整理和研究 杨学功 哲学系 重点项目 

32 
尼采哲学、现象学与后形而上学语境中

的主体性问题研究 
吴增定 哲学系 一般项目 

33 亚里士多德论动物运动的哲学研究 程炜 哲学系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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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名称 姓名 工作单位 项目类别 

34 康德的非形而上的政治哲学研究 方博 哲学系 一般项目 

35 当代生物学中的基因及其因果性研究 陆俏颖 哲学系 青年项目 

36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正义理

论研究 
陈绍辉 马克思主义学院 青年项目 

37 
乡村振兴战略下基层行政区划调整治

理效能研究 
韦欣 

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研究院 
青年项目 

38 
中共早期党员的组织伦理与家庭伦理

建构（1921-1949） 
张永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一般项目 

39 西周土地铭文考释与土地制度研究 杨坤 历史学系 青年项目 

40 
英式社会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1919-1949） 
赵旭铎 历史学系 青年项目 

41 现代中国文学的发生与演化研究 王风 中国语言文学系 一般项目 

42 
图像视域下的《山海经》民间传承与知

识生产研究 
程梦稷 中国语言文学系 青年项目 

43 新发展阶段高等医学教育改革研究 郭建如 教育学院 重点项目 

44 
家庭教育投入视角下的中小学生减负

政策效果研究 
魏易 教育学院 一般项目 

45 
“强基计划”政策执行过程监测与效果

评估研究 
崔海丽 教育学院 青年项目 

46 西方影像哲学研究 李洋 艺术学院 一般项目 

47 中国书法学学科发展史（1918-2021） 祝帅 新闻与传播学院 一般项目 

48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重要

论述原创性贡献及学理化学科化研究 
钟启东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政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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