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槓 纥 痩 罏  

1. 绳坢躨儵 ㄕ顝 儬 髦镋绑ㄖ 嚟儤囕 垁錗 

近期，历史学系教授朱凤瀚的专著《甲骨与青铜的王朝》（全

三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二十世纪以来，现代考古学在中

国的发展与甲骨文、金文、简帛等出土文献资料的不断发现密切

相关，这些新发现为上古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开辟了新的

视角。本书是朱凤瀚先生在上述学术背景下自 1981 年至 2020 年

发表的八十余篇文章的结集。全书分三册，分别为商代部分、西

周部分、东周及通论部分，综合运用了历史学、古文字学、考古

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着重探讨了商和两周时期的政治制度、

家族形态、政治地理等方面的重要学术问题，部分文章则较宏观

地论述了商周社会结构、宗教观念的演变等问题，也有对中国考

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等方法论的思考，其中也涉及对夏文化考古

学探讨的看法。 

（供稿：历史学系） 

2. 樶姁儵 ㄕ龹椹⼌裥 奊椡埻绔箩裀 颪ㄖ 续垁錗 

近期，历史学系教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的学

术专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英译本由荷兰莱顿博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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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ll）出版社出版，收入 Brill's Humanities in China Library 丛书。

祖宗崇拜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法律、社会等诸多方面都产生过

深远的影响。在宋朝，这种原则与实践凝聚为所谓“祖宗之法”。

赵宋一朝对“祖宗之法”的推崇几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是

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尤其突出的历史现象。本书论述“祖宗之法”

在宋朝的发展与变化，考察两宋君臣在不同情势下选择、解释、

运用祖宗言行的过程，揭示了宋朝政治文化发展的关键线索。 

（供稿：历史学系） 

3. 儵 ㄕ剃绪捞楠埐襐 楠 克蠏 絴楠︳埛潿 ㄖ

垁錗 

7 月，历史学系教授、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陈苏镇的学术

专著《从未央宫到洛阳宫：两汉魏晋宫禁制度考论》由三联书店

出版。本书分别探讨西汉未央宫、东汉南北宫和魏晋洛阳宫的形

制格局、主要建筑和机构分布，揭示出其间幽微、隐显的演化脉

络。本书充分利用最新考古研究成果和历史、经学文献中的相关

资料，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一系列新结论，系统揭

示了该时期宫禁制度的演进线索，对考古和历史学者深入研究古

代皇宫制度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对政治史、制度史等相关领域的

研究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供稿：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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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羋蜣捚i ㄕ分儾箩 犀 ㄌ婸牍儬檬绍ㄖ 续

垁錗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理论创新，新结构经济学日益受到

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政策实践者与资深学者的高度重视。

由林毅夫、张军、王勇和寇宗来主编的《产业政策：总结、反思

与展望》韩文版于 2022 年 5 月由韩国东国大学出版社出版，目前

在韩国 YES、教保文库、阿拉丁等大型线上线下书店均有销售。这

是继《新结构经济学》韩文版（2019 年 1 月 10 日，学古房出版

社）出版之后，在韩国出版的第二本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著

作。新结构经济学在国外的广泛传播，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尝

试，在提升中国理论国际影响力的同时，也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

体贡献了中国智慧。 

（供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5. 衴殍鐯 篏缞ㄕ德楼 哴裥 娮闼儬肛単ㄖ 2儤錗 垁錗 

5 月，法学院教授沈岿的第三版独著教材《国家赔偿法：原理

与案例》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体系性呈现“是什么”，致力

于讲述“为什么”，适宜于法学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使用。该

书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又分为若干专题，条理清晰地探究国家赔

偿法主要问题；同时以案例作为国家赔偿法原理和规则的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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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意探究法律原理在实践中的应用以及法律发展的可能空间。第

三版的修改以《民法典》和若干重要司法解释为背景，兼收最近

的重要案例。该书具有如下鲜明的特点，一是启发式教学：每一

章在基本原理和重点问题之外，皆设置“思考”“即时思考”和“案例讨

论”等板块，让提示与发问贯穿正文，引导读者“学思结合”，将启

发式教学融于教材。二是体验式阅读：以案例延展原理，既关注

案件细节、关注“法官说法”，又提供开放式、不设唯一答案的问题，

希望读者体验法官之思考，培养熟悉、理解和运用国家赔偿原理、

规则之能力，进而反思法律之不足、前瞻发展之可能。三是对比

式研究：视国家赔偿法为特殊侵权法，注意引介普通侵权法学说，

希望读者在观察、思考国家赔偿法问题之同时，具备比较、借鉴

普通侵权法的意识和方法。 

（供稿：法学院） 

6. 纓燖壋儵 ㄕ螹凗儙楌 垾⽫绱鶐🈨ㄖ垁錗 

4 月，法学院青年教师、助理教授曹志勋的专著《民事一审裁

判技术研究》由法律出版社出版。裁判技术是司法运作的核心技

术，展示出法官审理案件的过程和结果，其具体内容体现出司法

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障程度。该书针对我国民事裁判存在的主

要问题，初步建构以中国问题为导向、以德国民事诉讼法理为对

照的一审裁判技术理论；聚焦于民事诉讼一审裁判技术，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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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事实发现的技术问题及其背后的诉讼法理；先分析民事裁判

技术的基础理论，随后关注判决结构与说理、判决纠错机制、裁

判的预决效力、指导性案例的参照效力和贯穿裁判过程的法律适

用技术；进而，重点着眼于事实认定领域的裁判技术，分别探讨

了事实认定的多重维度、事实主张的证明方式、书证的不同证明

力，最后分析了事实真伪不明时证明责任的适用。 

（供稿：法学院） 

7. 峴 簚儵 Localized Bargaining 垁錗 

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马啸学术著作 Localized Bargain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High-Speed Railway Program 

(《地方化博弈：中国高铁建设的政治经济学》)近日由牛津大学出

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在本书中，作者提出了一

种自下而上理解分配政治逻辑的视角。在一个中央科层权力分置

和财政联邦主义的政策环境中，地方政府的自下而上的博弈行为

成为了影响政策资源分配的重要因素。通过丰富的深度访谈、原

始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对地方官员的问卷调查，本书分析了地方政

府如何通过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手段在自下而上的政策博弈中获

取更多资源。本书的发现不仅增进了读者对中国庞大的行政科层

体系的实际运作与政策过程的理解，也为我们思考稀缺公共资源

是如何被分配的这一政治学经典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供稿：政府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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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棂龑鿚 2022 漜 APRIA-Kyobo 钘掜 

7月 25日至 26日，亚太风险与保险学会（Asia-Pacific Risk and 

Insurance Association, APRIA）第 26 届年会以线上会议的形式召

开。在 26 日举行的 APRIA 年度全体大会上，APRIA 主席 Piotr 

Manikowski 教授宣布了 APRIA 最重要的年度奖项——2022 年

APRIA-Kyobo 贡献奖的评审结果，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孙祁祥教授

荣获该奖项。在颁奖典礼上，APRIA 主席 Piotr Manikowski 教授谈

到，孙祁祥教授通过科研、教学和社会服务，对 APRIA 的发展作

出了重要的贡献。 

（供稿：经济学院） 

9. 缽鍩捥 髦ㄕ德 兕簚篏湨儵儾 墇⽿圬ㄖ婾湢楈类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教授赵杨牵头负责的“《国际汉语教师标准》

修订与分级能力认证研发项目”顺利完成。研发成果《国际中文

教师专业能力标准》（T/ISCLT 001-2022）于 8 月 26 日由世界汉语

教学学会正式发布实施。该标准是世界汉语教学学会首个以团体

标准形式发布，规范引领国际中文教师培养、培训、能力评价与

认定及教师专业发展的准则，对加快构建国际中文教育标准体系、

增强标准服务质量、提升标准国际化水平、促进国际中文教育高

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供稿：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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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德挼棘 剾镋耷i ㄕ 叱紟潜熟 瘍颪

意髦兕 嚵 ㄖ 

近日，密歇根州立大学历史系主办的 H-Net: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Online 刊载了由美国空军大学空军战争学院教授

约瑟夫·加里南（Joseph Carignan）撰写的书评，对北京大学国

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与时任中

美强基金会主席谭俊辉（Travis Tanner）共同主编的《跨越“修昔

底德陷阱”：战略领域的中美关系》（Avoiding the ‘Thucydides 

Trap’: U.S.-China Relations in Strategic Domains)（Routledge, 

2020）一书高度评价。加里南教授认为本书中关于中美之间存在

的问题及其管控方式的撰写有着“令人钦佩的清晰度（admirable 

clarity）”。加里南教授评价称，本书有助于澄清中美关系面临的问

题及各自对彼此关系的看法，并指明了双方可能开展合作的领域，

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大有裨益。  

（供稿：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 

11. 簚 分儾鶐🈨 ㄕ奊捓簚 分儾 2021 ㄖ垁錗 

6 月，《北大文化产业评论（2021）》由中国出版集团华文出

版社正式出版，首次印刷共发行 1000 册，包括理论视野、前沿观

察、产业动态、区域热点等栏目，展现出 2020-2021 年度当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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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展和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与路径。《北大文化产业评论》是北

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联合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和旅游基地共同主

办的学术期刊，刊物以文化发展战略、文化体制改革、数字文化

发展、区域文化产业、乡村文化建设、城市文化建设、对外文化

传播等相关领域的研究论述为指向，重点探讨中华文化传承创新

与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研究。自创刊以来，《北大文化产业评论》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国内外文化产业学者发表学术成果

的重要阵地之一，积累了较高的学术声誉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每年的发行资讯都受到业界和学界的高度关注，给我国文化产业

发展提供了实践指导和学术贡献。 

（供稿：文化产业研究院） 

12. 奊刎捓棘儤紱慖 媛 瘃墍椣瘃 8 媴鿪龏怼捓悓庪鍚磕媅

渺匍 

7-8 月，北京大学三星堆考古队在三星堆祭祀区 8 号坑的发掘

工作进入大规模提取阶段。北京大学所负责发掘的 8 号坑是目前

三星堆祭祀坑中面积最大的一座，同时也是出土文物、特别是精

品文物最多的一座。截至 8 月 31 日，北京大学考古队与四川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已完成对坑内一系列重点文物的提取工作，

总计提取文物超过 6000 件。其中，在近期出土的青铜神坛、倒立

顶尊神像、尖帽持龙立人、竖发穿裙人像、大型立人神兽、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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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神像、墨绘凤鸟柱头等十多件器物，均是此前在三星堆乃至中

国青铜时代从未见过的新类型器物。这些器物对研究三星堆文化

的冶金技术、艺术理念以及宗教思想都提供全新的视角和材料。

目前 8 号坑内尚余部分小型器物待清理和提取，全坑的田野发掘

工作预计将于 9 月下旬结束，其后将转入室内修复和实验室分析

阶段。 

（供稿：考古文博学院） 

槓 纥 褙 娐  

13. 娈媭棘 i公墋兕德媛剞媭鶐🈨兕熷瘃𬶋彾妤孞漜 爍劲 

8 月 27-28 日，由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共同主办

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成立四十周年纪念会在英杰交流中心阳光

厅举行。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所所长

卜宪群，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社会科学部部长强世功，博雅荣

休教授、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前主任马克垚出席会议。近百位海

内外学者及中心师生通过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参会，会议由中

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罗新主持。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成立四十年来，作为全国高校人文社科

重点研究基地，经过三代学人传承发扬，已成为海内外公认的中

国古代史研究重镇、史学界当之无愧的中坚力量。中国古代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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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心师生不但在政治史、制度史、敦煌学、中西交通史等传统

研究领域深耕厚植，还在政治文化、民族史、经学史、知识史、

金石简帛、数字人文等方面开拓出新的学术天地，撰写各种形式

的学术专著 360 余种，为学科发展培养研究生、博士后近 400 人，

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少有的能全方位覆盖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学

术机构。 

（供稿：历史学系） 

14. 兕簚 i公墋 热剞簚棘兕髦儺预簚棘 棘绱 恊 

8 月 15 日，由中文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人文学部联合

主办的“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学术论坛在静园二院举办。来

自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首都

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二十余位学者参与研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洪子诚、钱理群、戴锦华、李杨、吴晓东、姜涛等出席并发言，

论坛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等主持。与会学者围绕洪子诚

教授的新著《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展开了跨学科的交流，侧

重其议题与方法为相关研究领域提供的重要启示意义，共同探讨

中国当代文学如何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建构自身，并为世界文学

提供中国经验的总体诉求与当代实践。  

                                      （供稿：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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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媛簚姆棘 i公墋 2022 簚 分受盲 嫈渺匍怮 

8 月 10 日，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

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北京中心（WHITRAP-Beijing）举办的

2022 文化遗产保护联合工作坊北京大学暑期课程在福州圆满结营。

为期十天的现场调研中，学员们在福州的盛夏中辛勤奔走，分组

对三坊七巷、烟台山、上下杭、福建船政和鼓岭建筑群进行了细

致深入的现场调研，在工作坊各位老师的指导下撰写了万余字图

文并茂的调研报告。学员克服高温，走遍调研区域，用密集的踏

查、访谈、讨论和思考，书写下对福州历史叙事与遗产价值的真

知灼见。工作坊分为线上课、线下讲座、踏查、汇报评议几个阶

段，参与学者与相关部门负责人来自福建省文物局、福建船政文

化管委会、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上海

纽约大学、河北大学历史学院、福州大学和泉州师范学院。 

（供稿：考古文博学院） 

16. 绱棘 i公墋奊刎捓棘刨簚 恊 绱矊嚷儬 鿊嚱榧

棘绱鶐 劲 

8 月 13 日，北京大学人文论坛“艺术振兴与精神共富”学术

研讨会在线上顺利举办。本次学术研讨会由艺术学院和人文学部

主办，文化产业研究院承办，中国文化产业协会乡村文化创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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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北京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院（抚州）协办。会议聚焦艺

术振兴与精神共富，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坐而论道，共同探讨

艺术介入文化建设与民族振兴的理论依据与实践经验，以期为我

国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新的思路与智力支持。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

长彭锋、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院长胡钰、北京大学文化

产业研究院院长向勇、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傅才武、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解学芳、四川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

任蔡尚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范玉

刚、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教授范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悦笛参与了此次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以艺

术人文的社会价值为经，以精神共富的时代主题为纬，就精神生

活与共同富裕、艺术教育与公共文化服务、艺术乡创与乡村共富

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交流。会上还进行了“数智时代艺术振兴

新实践”和“文化助力精神共富新战略”两场圆桌对话，约有 5000

人次的观众在线听会。 

（供稿：艺术学院） 

17. 绱棘 i公墋 绱 闼儬簚 分儾鶐🈨顂緛绔棘聙 

由艺术学院和文化产业研究院联合主办的艺术管理与文化产

业研究生暑期学校于 7 月 24 日-29 日在线上举行。在为期一周的

时间里，40 余位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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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威大学等院校的硕士研究生学员共

聚云端，完成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研学之旅。本期暑期学校以“艺

术空间的价值共生与创意营造”为主题，通过名师讲座、创意工

作坊、项目策划等形式，指导学员自主完成小组创意策划方案，

并于 29 日进行线上路演。邀请到的授课嘉宾包括北京大学艺术学

院教授向勇、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王昀、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

院教授郝凝辉、韩国国立安东大学文化产业研究生院教授金时范、

安徽大学副教授左靖等国内外知名专家，青年学者中国美术学院

设计艺术学院副教授武奕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博士后王韶菡等

也参与了本次暑期学校的项目指导。暑期学校通过跨学科的理论

探索和实操性的创意策划训练，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和问题解决

能力，切实提升学生在不同文化领域落地创意作品的实操能力。  

（供稿：艺术学院） 

18. 德 嚵 棘 i皽墋 刁蚅溷 50 孞漜 兕糖嚵 徃

儬檬绍 棘绱鶐 劲 

8 月 18 日，中华日本学会 2022 年年会暨“邦交正常化 50 周

年：中日关系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会议由

中华日本学会主办，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日

本研究所承办，来自国内众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 150 余名专

家学者参会，与会者围绕 50 年来中日关系的回顾与展望进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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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会见嘉宾代表，并与全体参会人员

合影留念。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中日友协常务副会长、原驻日

大使程永华，中国原驻美大使、中国原驻日大使、中国人民外交

学会理事会顾问崔天凯，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华日本学

会原会长武寅，中华日本学会会长高洪，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

究所所长杨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

闫坤，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党委书记、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主任初晓波等出席大会开幕式。开幕式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学院院长唐士其主持。 

（供稿：国际关系学院） 

19. 德 嚵 棘 公墋 檗 奊捓-⺎捓- 樿捓-籠德捓 凬襶

聙徝 恊 

7 月 28 日下午，首届“北大-东大-首尔大-新国大”亚洲校园

院长论坛暨第五届“北大-东大-首尔大”亚洲校园院长论坛以视

频会议的形式成功举办，论坛主题为“全球化的未来”。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学院院长唐士其、东京大学公共政策大学院院长饭

田敬辅、首尔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大学院院长朴泰均和新加坡国立

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柯成兴参加会议并作发言。会议由

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董昭华主持，并通过网络平台向四校学生及

校友开放，共计 60 余名师生共同参与论坛。 

（供稿：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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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兕德蟀吻媇 凗墏鍱卅 矊妵埐 德 嚵 棘  

8 月 17 日，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中央双碳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解振华一行到访国际关系学院并出席了主题为“国际关系与

全球气候治理”的座谈会。生态环境部气候变化事务办公室副司

长杨小玲，生态环境部副处长裴亮陪同考察。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唐士其、副院长张海滨，国际关系学院贾庆国教授、李义虎教授、

翟崑教授、关贵海副教授、徐沁仪助理教授，中国社科院欧洲所

所长冯仲平研究员等参加座谈会。 

（供稿：国际关系学院） 

21. 裥棘 i皽墋 镾戲裥嚼儵楼瀽 🅗 2儙 蜁瘃羑

鶐 劲   

8 月 9 日，由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主办，北京大学

法学院、北京大学资源能源与环境法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的“环境

法典专家建议稿编纂第一阶段成果结项研讨会”召开，研讨会以

目前“环境法典专家建议稿”的创设性条文为重点，逐编逐条研

讨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案，“环境法典专家建议稿”编纂研究课题

组负责人、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

会长吕忠梅，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

法学院教授汪劲，以及全国各大高校与科研机构的 80 余位专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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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参加会议。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组织编纂的“环境

法典专家建议稿”由“总则、污染控制编、自然生态保护编、绿

色低碳发展编和生态环境责任编”构成，共有 100 多位环境法学

者参与编纂，北京大学法学院汪劲教授担任总牵头人和“总则”

编负责人。 

（供稿：法学院） 

22. 龋劲棘 i公墋 籠糬剞牞埉鶐🈨 損揖缏魗儬受

恊 

6 月 25 日上午，“新时代性别研究：妇女权益与保障”学术论

坛在线上召开。论坛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

题研究中心、山东女子学院妇女研究与发展中心（《山东女子学院

学报》编辑部）联合主办。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叶静漪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周飞舟在开幕式上致辞。陆杰

华、马忆南、吴利娟、佟新、刘爱玉和张春泥分别发表了题为《新

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性别不平等：现实窘境、议题反思与应对路

径》《<民法典>离婚家务劳动补偿和经济帮助制度适用情况研究》

《性别视角下的反家庭暴力干预》《从夫居家庭制度下的妇女土地

权益》《脆弱就业女性化与收入性别差距》《996 是福报？工作时间

对私生活的影响》主旨报告。本次论坛既具有全球视野，又有扎

实的田野调查和数据支撑，展现出了性别研究的代际传承和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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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关怀。 

（供稿：社会学系） 

23. 箩潬 闼棘 i公墋 ⻓剞箩裀髦苅爍  箩裀牍珁

恊 

7 月 16 日，由政府管理学院和公共治理研究所共同主办的政

治思想论坛“现代政治的概念缘起”在线上成功举行。来自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多所

大学的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共同打造了一场高质量、高水平的思

想史研究学术盛宴，近 300 名师生参加了本次论坛。本次论坛一

共分为五个单元，由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段德敏与北京大学

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庞亮共同主持。本次论坛主要涉及

近代欧洲对关键的政治概念之辨析及其和“现代政治”之间的关

系，只有批判性地理解他人，才能更好地认识自身，坚持自己的

道路，同时对国内政治思想研究的未来进行了积极展望。 

（供稿：政府管理学院） 

24. 噮妵 闼棘 i公墋2凘檗 嚱嫍 墘 墙墇麈兕宔 檉

恊 

8 月 27 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生态环境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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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共同举办的第二

届“共同行动 助力碳中和”高层论坛在光华管理学院举行。论坛

开幕式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司副司长高健主持。北京大

学党委常委、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锦致欢迎辞。中国气候

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苏伟出席论坛并

作特别致辞。刘俏教授就“碳元”——以碳为锚的国际金融体系

构想进行分享。国家发展改革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副司长赵

鹏高，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周浩黎，南非驻华大使谢胜文，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涂瑞和，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仇保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投资和技

术促进办公室主任武雅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代表乔展，浙江

省衢州市副市长李宁，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

克莱恩斯欧洲环保协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龙迪，通用电气（GE）

全球副总裁、中国区总裁向伟明，赛得利集团可持续发展副总裁

孙剑，联宝（合肥）科技 CEO 丁晓辉等出席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 

（供稿：光华管理学院） 

25. 覝棘 公墋 漜篏湨澁 劲宔德楼慃 顟 刁覍劲 

6 月 27 日和 8 月 5 日，经济学院分别举办了青年教师座谈会

和国家基金申请经验交流会，就立德树人、学院发展、青年教师

成长、项目申请等问题进行交流讨论。院长董志勇指出，促进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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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教师又好又快地发展是学院工作的重中之重；学院将进一步优

化教师队伍结构；持续为学院师生搭建更具开放性、更加多元化、

更高水平的交流平台，以不断加强师生、师师与生生互动；以“严”

字当头，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青年教师要始终葆有高度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深耕“金课”、剔除“水课”，做扎扎实实的研究，

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要教育和引导学生常怀家国情怀，常怀

感恩之心，不负时代，不负青春；学院要常为新，营造更加良好

的氛围，将学院即是家的理念深入广大师生心中。 

（供稿：经济学院） 

26. 刨簚龋劲ｱ棘鶐🈨 i公墋 姆棘凚簚 湋纭 ⒜⒜

漲 115 孞漜棘绱 爍檬  

在邓广铭先生诞辰 115 周年之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联合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校史馆、档案馆，共同举办了“博

学于文，行己有耻——邓广铭诞辰 115 周年学术纪念展”，回顾先

生的治学道路及学术贡献，展现他与母校北京大学的学术情缘，

彰显其“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精神品格。本次展览计有展品

近 150 件，内容涵盖邓先生不同时期的课程笔记、著作手稿、学

人通信，以及大量珍贵老照片，较为全面地呈现了邓广铭先生一

生的治学、交游与学术事业。8 月 29 日上午，展览开幕式暨邓广

铭手稿资料捐赠仪式在校史馆序厅举行，韩启德、郝平、马克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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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斌、邓可蕴、邓小南等领导和嘉宾共同为展览开幕剪彩。 

（供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27. ⺎⽶簚棘鶐🈨兕熷i公墋嚟德⺎⽶棘儬⺎⽶簚棘 漜棘

恊 

7 月 2 日至 3 日，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

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外

国文学研究所东方文学研究室、中国外国文学学会阿拉伯文学研

究分会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印度文学研究分会联合主办的“北京

大学第三届全国东方学与东方文学青年学者论坛”以线上会议的

方式顺利召开。本次论坛邀请了近 40 位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

科学院、兰州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

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西北师范

大学、内蒙古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昌大学等 20 余所高校

和研究机构的专家、教授和青年学者，吸引了近 150 人旁听参会。

论坛开幕式由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副院长吴杰伟教授主持。此次论坛为青年学者提供了宝贵的交流

机会，促进了东西方文明文化研究的互补。青年学者们通过论坛，

对中国东方学研究范畴及研究对象形成进一步共识，进一步推动

学科发展，提出了对东方学学科未来发展的展望。 

（供稿：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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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德楼 簚梿碕漲慃怆椣瘃篏 瀦 嫍 垤湨

慂 鮖 

8 月 7 日至 17 日，北京大学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根据教育

部下发的《教育部语用司关于民族地区、农村地区幼儿园教师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培训实施单位推荐遴选工作的通知》，在

西宁的青海税务干部培训学校开展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的培训。此

次“童语同音”计划师资培训旨在进一步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推广力度，抓住幼儿时期的语言学习关键期，加强学前儿童普通

话教育。培训对象包括内蒙古、四川、云南、西藏、甘肃、青海、

新疆等七省区乡村、镇乡结合区、镇区的幼儿园教师共 8000 名。

本次教研与授课团队包括北京大学中文系、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和

新媒体研究院的 10 余位教授，中文系博士后、博士及新媒体研究

院硕士 7 人。 

（供稿：中文系） 

29. 兕挼刨簚刁覍鶐🈨慃怆i皽墋 兕 儬瘍颪嚵 儵

楼鶐 劲 

8 月 9-10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主办，中国社

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承办的“中

美经贸与战略关系”专家研讨会在线上线下同步举行。会议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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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中华美国学会会长倪峰，北京大

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任贾庆国致开幕

辞。世界贸易组织前副总干事、商务部原副部长易小准，北京大

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勇，

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Charles Freeman），美中投资委员会

主席蔡瑞德（William Zarit），美国前助理贸易代表夏尊恩（Timothy 

Stratford）以及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格雷·艾伦（Craig Allen）

等十余位来自中美两国的知名专家学者和前政要就全球安全形势

与中美战略关系、中美经贸关系及前景展望等议题深入研讨。 

（供稿：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 

30. 德楼樏挼簚 刁覍鶐🈨慃怆i公墋德楼 绱慃 鮖

簚 绱 闼刨癰慂囁 灆 剨灠 

8 月 29 日，国家艺术基金“跨文化艺术管理人才培养”项目

开班仪式顺利举行。该项目由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和艺术

学院共同承办，是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精品项目。国家文化与旅

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高政局长出席开班仪式并致辞。艺术学院

彭锋院长在开班仪式上肯定了基地多年来的工作成就，表示学院

将一如既往支持基地工作。基地特聘专家、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原

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宇代表国内授课专家发言，世界文化艺术管理

学会主席科尔伯特教授代表国外授课专家发言。国家艺术基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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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项目开班监督组专家也出席了开班仪式。开班仪式由基地联

合主任、项目负责人、艺术学院林一教授主持。来自全国各文化

艺术机构中高层管理人员和高校相关专业中高级职称教师以及部

分基层单位骨干力量共 40 名学员出席开班仪式，开启为期 60 天

的集中培训。 

（供稿：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 

31. 德 i篏 鶐🈨兕熷公墋熟德渺儾⽫绱簚 儬篏

渺匍怮 

7 月 14 日至 16 日，由北京大学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办

的德国工业技术文化与教育工作坊（第二期）在教育学院举行。

工作坊由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教育学院博士生导师陈洪捷教

授主持，12 位与会者分别来自浙江科技学院、深圳技术大学、北

京外国语大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西门子公司等单

位。本次工作坊在德国工业技术文化的框架下，就德国企业与教

育、德国工业革命、技术与现代社会、中德科技交流等主题进行

了深入的研讨。报告内容涉及历史学（科学史）、教育学（高等教

育、职业教育）、哲学（技术哲学）、区域与国别研究（德国研究）

等不同学科领域。本次工作坊对推动德国工业文化研究具有重要

的意义，在构建研究思路、厘清研究范围和确定研究对象等方面

均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供稿：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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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跖鶐🈨 i公墋棘冞德楼全溦冞 漛忽漿鿈 徃烫龹

德 25 孞漜捓劲儥婾 髦 鶐 劲 

7 月 9 日，由北京大学港澳研究院主办、香港北大之友协办的

“增强动能 由治及兴——学习习近平主席有关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重要讲话研讨会”举行。多位内地和香港的专家学者围绕习

近平主席有关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重要讲话精神进行研讨。北京

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郝平，党委常委、副校长王博，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原副主任冯巍，全国人大常委会港澳基本

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刘淑强、副主任王曙光，北京市政协港澳台

侨和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宏生、副主任臧丽昆，北京市侨联党组书

记严卫群、副主席苏泳等 33 位嘉宾线下出席研讨会。来自内地和

香港的专家学者以及有关单位的代表近 50 人线上参加会议。研讨

会分为四个单元，紧扣习近平主席在重要讲话中所提出的“四点

希望”——“着力提高治理水平”“不断增强发展动能”“切实排

解民生忧难”“共同维护和谐稳定”展开，会议聚焦香港“由治及

兴”关键时期的建设与发展问题：第一单元“中央治港新理念”、

第二单元“香港政治发展与法治建设”、第三单元“香港经济与民

生”、第四单元“香港社会团结与文化特色”。北京大学港澳研究

院院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基本法委员

会委员、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陈端洪作闭幕致辞。 

（供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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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嚨嚱裀闼鶐🈨癓i公墋 厳冃圎🉑搁匂箠媇蘁襶 澁 

7 月 12 日，由公共治理研究所、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合作部

和欧洲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学术讲座“俄乌冲突如何改变欧洲”

（How Russia-Ukraine Conflict is Changing Europe）在线上举行。

奥地利人文科学研究院的伊万·克拉斯泰夫（Ivan Krastev）教授应

邀发表学术演讲。线上 200 余名师生参加了讲座，本次讲座由政

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公共治理研究所研究员段德敏主持。伊

万·克拉斯泰夫教授主要从：对欧洲人来说俄乌冲突为何如此重

要、俄乌冲突如何改变了欧洲、欧洲的公众对俄乌冲突的反应和

看法分别进行了阐述，并与听众就俄罗斯的未来发展、欧盟决策

形式的变革、欧盟与美国的关系走向、俄乌冲突对世界格局的影

响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和互动。 

（供稿：政府管理学院） 

槓 鼦 炆  

34. 奊刎捓棘皽墋 檗嚟德垁錗棘ｱ嚱瀽渺匍劲 

7 月 24 日下午，在中宣部的指导和教育部的支持下，由国家

新闻出版署主办、北京大学承办的首届全国出版学科共建工作会

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厅举行。北京大学与中国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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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印刷学院与中国出版协会等线下线上签署合作协议，五家出

版研究院、出版学院和全国出版学科共建工作联络处揭牌。中宣

部副部长张建春，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中宣部原副秘书

长郭义强，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洪大用，北京大

学党委书记郝平、校长龚旗煌、副校长王博、副校长张平文，共

建单位代表，关心出版学科建设的地方管理部门、出版单位和高

等院校的负责人，以及北京大学有关院系和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和

师生代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加会议。会议由王博主持。 

专家学者在英杰交流中心月光厅进行了主题研讨。研讨会由

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副院长、信息管理系长聘副教授李世娟主持。

万安伦作了题为“三元素·三属性·‘三原一方’与出版学科建设”

的主旨发言，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雷启立、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院院长方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周蔚华、南京大

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张志强、北京大学王选计算机研究所副教授

高良才分别作了题为“打破边界，培养卓越出版人才”“中国特色

出版学学科建设的理论思考”“从出版的本质属性看出版学学科建

设”“中国特色出版学学科的国际借鉴”“数字出版的历史、现状

与未来”的主题发言，与会师生进行了交流研讨。 

（供稿：信息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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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挼德 棘 儬兕捞嚈媭宔簚钘鶐🈨 2嚫鶐🈨 嚱瀽 囮

刨癰慂囁慃怆  

8 月 12 日上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六研究部 北京大

学外国语学院高端翻译人才培养基地(Advanced Training Center 

for Translators)”签约及揭牌仪式在北京大学举行。中共中央宣传

部国际传播局副局长陈雪亮、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六研究部

主任张士义、北京大学副校长兼校党委组织部部长宁琦及两家单

位领导班子成员出席，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李淑静主持。 

双方合作共建高端翻译人才培养基地，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的实际举措，

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

配的国际话语权开拓了新的重要渠道，为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提供了新的高端平

台。双方共建高端翻译人才培养基地，可以实现“优势互补、资

源共享”，将为中央文献对外翻译和研究、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

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对外阐释提供更多智力支持。

北京大学高度重视此次签约，未来也将继续做好平台支持，助力

基地研究和宣传党的创新理论，推进外语学科高质量建设，服务

国家发展大局。 

（供稿：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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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箩潬 闼棘 碕 篳梿+箩 瀽  

2022 年是北京大学“数字与人文年”。政府管理学院将“数

字+政管”列为新的学科增长点之一，在本科专业下增设“数字治

理”方向，加快推进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学科建设。 

多年来，政府管理学院在“数字”领域与时俱进，开拓新方

向新方法，组建多个研究团队，打造多个政产学研合作平台，在

基础数据资源开发、计算社会科学研究、数字治理政策研究等领

域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目前通过“数字汇览”方式对相关成果

加以总结梳理。 

未来，政府管理学院将继续以“数字+政管”为引领，服务国

家战略需求，搭建促进学科交叉、凝聚学术队伍的研究平台，推

动相关学科学术交流与合作，满足政府对数字治理发展的重大科

研需求，为新时代国家治理能力创新、实现科研成果转化、服务

各级政府数字化转型孜孜不倦、砥砺前行。 

（供稿：政府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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鼦 鰽 ！ 锐  

1、6 月，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 2022 年度课题立项

名单公布，北京大学李道新、唐宏峰老师申请的课题获得立项。8

月，全国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2 年度课题立项名单公布，

北京大学吴峰、张冉、贾积有、刘璐、侯建林、谢佩宏 6 位老师

申请的课题获得立项，其中吴峰老师“新时代老年教育服务体系

建设研究”获立重大项目。北京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2

年度课题立项名单公布，北京大学宋逸、郝树伟、徐红红、董彦

会、周婷、罗雅楠 6 位老师申请的课题获得立项。 

2、7 月，完成 2022 年度“双一流”建设大学监测指标人文

社科领域数据收集与统计工作，包括教师获得国内外重要奖项清

单、教师担任国内外重要期刊负责人、公开出版的专著清单、重

要期刊发表等 13 项指标数据。 

3、8 月，完成 2022 年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资助项目审

核工作，对校内 27 家优秀学术集刊进行资助（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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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名称 所在单位 负责人 

《汉语教学学刊》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杨德峰 

《行政法论丛》 法学院 沈岿 

《法律书评》 法学院 朱苏力 

《刑事法评论》 法学院 江溯 

《经济法研究》 法学院 张守文 

《北大法律评论》 法学院 彭錞 

《金融法苑》 法学院 彭冰 

《私法》 法学院 易继明 

《中国会计评论》 光华管理学院 王立彦 

《中国非洲研究评论》 国际关系学院 刘海方 

《中国国际战略评论》 国际战略研究院 王缉思 

《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国际战略研究院 王缉思 

《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 国家治理研究院 王浦劬 

《西学研究》建设经费 历史学系 陈莹雪 

《青铜器与金文》 历史学系 朱凤瀚 

《西域文史》 历史学系 朱玉麒 

《北大德国研究》 外国语学院 黄燎宇 

《外国哲学》 外国哲学研究所 韩水法 

《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 新闻与传播学院 师曾志 

《北大文化产业评论》 艺术学院 向勇 

《哲学门》 哲学与宗教学系 仰海峰 

《北大政治学评论》 政府管理学院 燕继荣 

《城市管理研究》 政府管理学院 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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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名称 所在单位 负责人 

《唐研究》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叶炜 

《古代文明》 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张敏 

《中国社会研究》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邱泽奇 

《新诗评论》 中国语言文学系 姜涛 

4、“北京大学现代出版研究所”更名为“北京大学传统文化

传播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际冲突法研究中心”更名为“北京

大学国际仲裁研究中心”，机构负责人变更为傅郁林。“北京大学

国家法治战略研究院”机构负责人变更为强世功。  

5、“北京大学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会

计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商务智能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法

治研究中心”暂停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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