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槓 纥 痩 罏  

癐熟 ㄌ蘁 尟顂ㄌ 过婧儬 挧嚷簚潙 2儙

儤 垁錗 

9 月，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作序的《复兴文库》第一至三编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历史学系教授房德邻、欧阳哲生分别承担编纂第 一 编

（1840—1921）第四卷《改良派的变革主张》（8 册）、第七卷《新

文化运动》（7 册）；黄道炫承担编纂第二编（1921—1949）第三

卷《中共早期关于武装斗争的认识与革命道路的探索》（5 册）、第

十二卷《解放区土地制度改革的理论探索与实践》（3 册）。《复兴

文库》共五编，  2019 年 11 月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

目，12 月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列入“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出版物出

版专项规划项目。 

《复兴文库》是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以思想史为基

本线索，精选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关的重

要文献，全景式记述了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中华优秀儿女为

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不懈求索、百折不挠的历

史足迹，集中展现了影响中国发展进程、引领时代进步、推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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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复兴的思想成果，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逻

辑、思想源流和文化脉络。 

（供稿：历史学系） 

籠儵 ㄕ賣 髦匉顂 儙兒奊 楠揖宔揧髦糬剞ㄖ垁錗 

7 月，历史学系教授罗新的学术专著《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

宫女和她的时代》由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本书利用墓志等史料

讲述了北魏宫女王钟儿漫长而又跌宕起伏的一生，并以她的视角

去看她身处的时代，把皇帝、后妃、外戚、朝臣、宦官和宫女都

还原为具体的人，看到他们面对权力时的喜悦、疑惧、张狂、绝

望。随王钟儿人生故事展开的，还有从献文帝、孝文帝到宣武帝、

孝明帝半个多世纪的北魏历史，其中也有被时代的惊涛骇浪席卷

的许许多多人的历史。作者认为，这个故事值得讲述，是因为主

人公王钟儿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弱者和边缘人，而关心弱者、为边

缘人发声，正是当下历史学人的重要责任。 

（供稿：历史学系） 

済儵 ㄕ 庪儬孞媭 ⼉ㄖ垁錗 

近期，历史学系长聘副教授韩巍专著《青铜器与周史论丛》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本书收入作者在西周青铜器、金文和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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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历史、考古研究方面的论文 14 篇和书评 1 篇。本书在研究方法

上注重历史学与考古学的结合，强调青铜器断代研究对于西周金

文和历史研究的基础作用。在具体研究中，作者以关键青铜器的

断代为突破口，围绕人名称谓、家族世系、册命制度这几个核心

问题，力图厘清金文中众多人物的关系，复原重要家族的世系，

进而深入探究西周家族制度、政治制度的关键问题。 

（供稿：历史学系） 

嚷 i 囪渺嚻冦ㄕ褆 垣裥嚟冦ㄖ垁錗 

9 月，法学院教授陈兴良领衔编写的 500 万字大型工具书《注

释刑法全书》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注释刑法全书》是在我国

现有的刑法立法和司法成果的基础上编撰而成，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我国在刑事法治建设中所取得的重大进步，并为刑法的司法

适用和学术研究提供便利，是一部迄今为止文献最为齐全的中国

刑法实用工具书。 

（供稿：法学院） 

缜嬄瘃聙褆ㄕ 箩 怓劲 烱 綉請 挚德劲 楈烱ㄖ

垁錗 

8 月，由法学院教授李启成独立校注的《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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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晚清预备国会辩论实录》（上下卷，修订版）在北京大学出版

社出版。1906 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随后推行了包括设立资

政院在内的一系列筹备措施。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代议

机构，资政院是清末预备立宪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政院议场会议

速记录》是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1911 年 9 月 24 日—1912 年 1

月 11 日）42 次全体大会的会议原始速记录，没有任何删节，是

研究晚清资政院最重要的原始资料。资政院是晚清政治社会的主

角，是立宪派参与君主立宪的最高峰，朝廷集中力量予以对待，

各大报刊连篇累牍报导其会议记录、议员动态以及议案评论，从

而获得全国注目。资政院的设立与议事是中国近代政治法律转型

的重要标志，也是议会政治在中国的一次大胆尝试。《资政院议场

会议速记录》一书自 2011 年初版以来，受到了学界同道的好评。

本次修订版加入的相关资料将近 50 万字，包括议员、政府特派员

和院外立宪党人士向资政院大会或行政衙门提交的说帖、陈情书、

审查报告等，还有跟资政院议案相关的谕旨等，校注者以尾注的

形式加入《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的相关正文中，另外校注者

还撰写了政府特派员小传，修订了议员小传。校注者希望这能加

深读者对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的具体情况和晚清君宪的了解。 

（供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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镋 覼 墟 儵 Principle of Interest Politics: Logic of 

Political Life from China's Perspective 垁錗 

王浦劬教授英文专著 Principle of Interest Politics: Logic of 

Political Life from China's Perspective（《利益政治学原理》）近日

由斯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Verlag）和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出

版发行。该书为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英文版“利益政治学系

列”丛书（Interests Politics Series）研究成果首发。利益是社会公

共生活形成和发展的主体基础和本质要素。“利益政治学系列”丛

书基于中国视角，以社会利益政治为研究对象，从理论与实践、

历史与现实、规范与实证的结合上，推出系列研究成果，展示中

国政治学者在利益政治研究方面的原创性成就。 

（供稿：政府管理学院） 

鈦 i窅囪ㄕ箩裀棘 2021 漜潿 奊刎 棘ｱ棘绱婾檬盳嬳ㄖ

婾湢 

9 月 9 日，由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办公室主办的“2022 学术前沿论坛暨首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

学术发展报告发布会”在北京市社科联一层报告厅举行。 

《政治学 2021 年度（北京）学科学术发展报告》由北京市政

治学行政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燕继荣教授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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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团队研究撰写。研究团队成员主要来自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以及部分学会成员单位。项目申请一经获批立项，课题组随即组

织团队骨干力量开展调查研究。课题组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学会成员单位发

放调查问卷并得到有效反馈。通过扎实的调查研究和报告撰写，

燕继荣教授负责的政治学 2021 年度（北京）学科学术发展报告获

得了市社科联、市社科规划办的高度评价，并进行了主题报告发

布展示。 

（供稿：政府管理学院） 

嫓壆全 ㄕ 牞垯顂 嫐餞獱糬剞髦兕德簚 分儾ㄖ垁錗 

9 月，艺术学院教授向勇主编的“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智库研

究丛书”《韧性创生：后疫情时代的中国文化产业》由金城出版社

正式出版。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给我国文化产业的转型发

展带来了新挑战，对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推动

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仍然是一项长期的事业。国家需要出台

纾困解难的政策，促进文化产业的多样化、多层次发展，推动大、

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强化文化金融与资本市场的支持力度，深

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对于文化产业相关企业和从业人员而言，

如何依托我国丰富的文化资源，创新文化叙事、重塑文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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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行业改革、释放产业活力，是文化强国建设进程中仍需要探

讨思考的问题。本书得到 2020 年北京大学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

控专项研究” 项目资助，系统梳理了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

文化产业不同行业的发展状况、风险表现、应对策略和发展趋势，

重点分析了后疫情时代中国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新业态、文化数

字化探索的新模式与文化创意融合的新机制，为后疫情时代中国

文化产业的危机应对和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启迪和实践借鉴。 

（供稿：艺术学院） 

槓 纥  

ￜ ⺎ ⺎掜凘i掜 

7 月 21 日，“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

18 届高等院校青年科学奖及教育教学奖颁奖活动在北京和香港连

线举行，中文系教授程苏东获得“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 18 届高等

院校青年科学奖”二等奖。霍英东教育基金会成立于 1986 年，以

“扶植新秀，奖掖群贤”为宗旨，资助和奖励在科学研究和教育教学

中做出优异成绩的高校教师。本次共 118 所高校的 172 名教师获

得第 18届高等院校青年科学奖和教育教学奖，其中一等奖 10人，

二等奖 162 人。 

（供稿：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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椘 ASA Section 意 钘掜 

社会研究中心主任谢宇教授荣获 2022 年度美国社会学协会

亚洲和亚裔美国人领域贡献奖（The Section on Asia and Asian 

America's Contribution to the Field Award，ASA）。美国社会学协

会（ASA）成立于 1905 年，旨在服务社会学家推进其工作，推动

作为科学和学科的社会学的发展，并推广其对社会的应用与贡献。 

（供稿：社会研究中心） 

衴簚 热 i篏 鶐🈨 妶劲 CHER 闼凗 

近日，教育学院沈文钦副教授当选高等教育研究者协会

（Consortium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ers， CHER）理事。

理事会由 8 位学者构成，另外 7 位理事分别来自中国香港、葡萄

牙、奥地利、德国、卢森堡和芬兰。CHER 由德国著名学者泰希勒

（Ulrich Teichler）教授发起，成立于 1988 年，是一个非常活跃、

在欧洲影响最大的高等教育研究学术组织。据悉，沈文钦是 CHER

成立以来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理事。 

（供稿：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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箩潬 闼棘 克 肛単匍寢 檗兕德妤捓龂 全 肛単  

近日，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举办首届中国案例

建设国际研讨会，发布十大“案例研究”成果和十大“主题案例”

成果，政府管理学院燕继荣教授和杨立华教授分别担任首席专家

的案例作品《大规模集中安置——易地扶贫搬迁的会泽实践》和

《“电信大数据”的全面应用——新冠疫情治理智能化案例》获评

示范“主题案例”，被收录至中国专业学位案例中心精品案例库、

并被汇编至《首届中国案例建设国际研讨会（2022）示范“主题

案例”成果集》。两项案例作品分别聚焦“脱贫攻坚”和“疫情防

控”主题，从实践中提炼中国故事、中国方案，回应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议题，对于推动具有中国特色、中

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案例研究及发表工作，以及推动具有时代性、

学理性、价值性的案例进课件、进教材、进课堂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于 2022 年首次组织开展

主题案例征集活动，共征集到 400 余个主题案例成果，经团队申

报、专家通讯评审、案例专家委评选和案例专家委主任办公会审

定四个环节，共评出 10 个主题案例典型成果。 

（供稿：政府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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槓 纥 褙 娐  

奊刎捓棘公墋⻓剞兕德刨簚鶐🈨癓瘃𬶋捓劲 

9 月 25 日，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成立大会在京举行。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副校长孙庆伟，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冯远，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李敬泽，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

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顾青及师生代表共约 100 人出席

大会。会议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党委书记贺桂梅主持。成立大会上，

北京大学副校长孙庆伟宣读任命，由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

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平原担任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所长，

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王风担任副所长。郝平书记与陈平原

教授共同为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揭幕，随后颁发聘书。

陈平原在发言中表示，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将大力推动

北京大学的现代中国研究，使其与已经获得长足发展的古代中国

研究、跨文化研究齐头并进，形成北大人文学科“三足鼎立”的

格局。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将引入跨学科的视野和方法，通过重

新构建近代以来中国人文学术的知识体系，为探索中国道路的历

史经验提供学理支撑。 

（供稿：中国语言文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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兕簚 i公墋 蠏 焊 兿嚵 鶐🈨 囮棘绱 恊 

9 月 17 日至 18 日，由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训诂学研究会

和四川大学汉语史研究所联合主办的“汉语形音义关系研究高端

学术论坛”在线召开。会议召集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孙玉文教授

主持开幕式，北京大学中文系杜晓勤主任、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王

云路会长、四川大学汉语史研究所雷汉卿所长、北京大学中文系

古代汉语教研室赵彤主任分别致开幕辞。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的四

十名会议代表，近四百余名师生参与会议。会议围绕“汉语形音

义关系”这一主题展开讨论，董志翘、徐时仪、张猛、冯胜利、

华学诚、汪维辉、王云路、刘钊、卢烈红、孙玉文、雷汉卿、胡

敕瑞、王立军、高永安、董珊、宋亚云、黄仁瑄、王东等十余名

专家学者进行主旨发言。与会专家学者就“具体汉字形音义考证”

“形音义研究与汉语史”“形音义研究与古书阅读、整理”“形音

义研究与汉语辞书编纂”四个议题展开了多领域的探讨和交流，

涉及文字、音韵、训诂、方言、辞书研究、出土文献等多个方面。

会议指出厘清字词关系、音义关系是汉语史研究中的两个基础工

作，并提炼出现代语言学视野下的汉语史研究的两个重要课题：

一是字与词、名与物的区分与联系问题，二是语言符号的历史同

一性问题。会议充分体现出形音义关系研究的新趋势，在研究内

容的丰富性和理论探索的前沿性两方面的推进和创新，促进了学

术交流、推动了形音义关系研究的发展，取得了圆满成功。 

（供稿：中国语言文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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兕簚 全墋 兕德 剞糖 簚钘媈烱ㄌ篹闼儬鶐🈨 棘绱鶐

劲 

9 月 24 至 25 日，北京大学中文系主办、凤凰出版社协办的

“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整理与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中关新园

成功举行。会议包含《日记研究丛书》座谈会与论文研讨会两个

单元。《日记研究丛书》座谈会由中文系副主任程苏东主持，会上，

中文系主任杜晓勤、凤凰出版社副总编辑樊昕致辞，项目首席专

家、中文系教授张剑汇报了项目进展。另有来自北京大学、中国

社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

学、中华书局、国家图书馆等单位的专家发言，为近代日记研究

如何在文献整理的丰硕成果基础上更进一步建言献策。研讨会上，

与会学者围绕日记研究的方法与理论、近代日记与微观史、近代

日记研究与其他文献研究的融合等议题发表论文、深入交流，展

示出近代日记研究的多元面向。 

（供稿：中国语言文学系） 

娈媭棘 i公墋娈媭怆闼棘ｱ婾檬 恊 

6 月 24 日，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古地理与古文献研究中心、

中国史学会历史地理研究会和北京大学人文学部联合主办的“历

史地理学科发展论坛”在线上顺利举行。中国史学会历史地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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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名誉会长

葛剑雄，会长吴松弟，副会长徐少华、侯甬坚、张晓虹、王社教

参加会议并发言。会议由中国史学会历史地理研究会会长、北京

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古地理与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辛德勇主持。

本次会议回顾了历史地理学科的既往历程，缅怀前辈业绩，紧密

贴近塑造地理形态的人类历史活动，结合各项历史要素，展望前

程，共同探讨历史地理学科未来的发展。 

（供稿：历史学系） 

娈媭棘 i公墋 媇檅 兕德 剞媭儥髦寕嫍糬剞 渺匍怮 

7 月 30 日至 31 日，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大学人文学

部和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主办的“变局：中国近代史上的咸

同时代”工作坊在线上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澳门大学、

厦门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安徽师范大学、上

海社会科学院、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等国内外高校与科研机构的

二十余名中青年学者就咸同变局进行了全方位、新路径的研究讨

论。各位专家学者就彼此文章与观点进行了精彩的解读与对话，

进一步深化了对咸同变局的思考与认识。本次会议有三大特点：

其一是新范式与新视角；其二是注重史实考证与分析；其三是注

重史料发掘，包括诸多新发现的国内外史料。此次会议是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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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以咸同变局为考察主体的学术研讨会，有助于推动晚清史与

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新发展。 

（供稿：历史学系） 

挼德 棘 i公墋 胅肛·癬🅗·鵄 瀽罩 奊刎捓棘儬兕德⺎

⽶棘 棘绱渺匍怮   

9 月 17 日，由外国语学院、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东方学研究

院共同主办的“‘档案·手稿·知识建构：北京大学与中国东方学’

学术工作坊暨纪念季羡林、金克木先生学术成就座谈会”在外国

语学院民主楼 208 会议室顺利召开。今年是北京大学东方学学科

的两位大先生——季羡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的 111 周年诞辰与

110 周年诞辰纪念。会议由“中国‘东方学’学术史研究”项目组、

“‘太平洋丝绸之路’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组、“中国与南

亚的文学与文化交流研究”项目组承办。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

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等高校和

研究单位的 28 位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中国东方学

学科史等领域的专家、青年学者出席了此次学术工作坊。工作坊

开幕式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任陈明

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副校长孙庆伟教授、图书馆馆长陈建龙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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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学研究院院长王邦维教授和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李淑静教授

致辞。 

（供稿：外国语学院） 

绱棘 i公墋 檗 兕德顡焥闼 婾檬 毹 恊  

7 月 9-10 日，第一届“中国电影理论发展高峰论坛”暨“北

大人文论坛”之“当下中国电影的理论探索与学派建设”学术论

坛在线上成功举办。会议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中国电影评论学

会、中国电影基金会钟惦棐电影评论发展基金、北京大学影视戏

剧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人文学部联合主办，由《文艺研究》《当代

电影》《电影艺术》《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现代传播》《影视艺术》

《艺术评论》《上海大学学报》《艺术百家》《未来传播》《文艺论

坛》等学术刊物提供学术支持，来自全国数十所大学、科研机构

的影视学界专家学者和青年博士硕士研究生，共计 100 余位参加

了论坛。老中青三代学者齐聚一堂，立足当下中国电影的发展现

实和中国电影理论建设的背景，以呼应时代需求的中国电影理论

建设和中国电影学派建构为宏旨，积极热情地为中国电影理论建

设发展建言献策，并交流、探讨、争鸣、展现自己的研究成果。

据统计，共计 3 余万人次通过北大影视戏剧研究中心视频号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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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腾讯会议形式参加了这场云上学术盛会。 

（供稿:艺术学院） 

樏挼蠏 篏 棘 i皽墋 觗挼妵簚篏 魸瘃𬶋剨灠緾

2022 觗挼妵簚篏 恊 

9 月 18 日，首都海外华文教育联盟成立仪式暨 2022 海外华

文教育论坛在北京大学中关新园群英厅举行。中国侨联文化交流

部部长刘奇，北京市侨联党组书记严卫群，北京市侨联主席荣洋，

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党委副书记宋永波，北京大学副校

长董志勇，海淀区委常委牟晓春，北京市侨联兼职副主席、海淀

区侨联主席石岳等出席。仪式由北京市侨联副主席李登新主持。

董志勇表示，海外华文教育肩负着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华

文化的重担，首都海外华文教育联盟未来将在海外华文教育发展

中发挥学科引领者、事业领路人的作用。他希望北京大学对外汉

语教育学院在联盟中发挥北京大学的学科优势和优良传统，在海

外华文教育事业发展和学科建设中努力攻坚克难，当好领头羊。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院长赵杨宣读联盟倡议书；北京大学

陆俭明教授、辛平作教授分别作“必须重视和加强汉语书面语教

学”和“华文教学的新特征”报告。海外华文教育是国际中文教

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海外华文教育高质量发展，对于讲好中

国故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本次论坛的报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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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文教育发展具有启发意义，论坛也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供稿：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德 嚵 棘 i劲公墋奊捓-寪匌 兕 嚵 ⻓鏝儬绪缺

鶐 劲 

9 月 23 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

究中心联合举办“中美关系：现状与未来”研讨会线上会议。研

讨会以“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为主题，十余位来自

中美两国的专家学者就中美关系中的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和如何

管控和稳定双边关系等议题交换了意见。本次研讨会由北京大学

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任贾庆国教授，波士顿学院教授、哈佛

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陆伯彬（Robert Ross）共同主持。 

（供稿：国际关系学院） 

裥棘 公墋 媇 糬剞德 裥煏 垭婾檬儬箠 鶐 劲 

9 月 28 日至 30 日，法学院召开“变革时代国际经贸法律规

则发展与改革”研讨会。中国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中国驻世界

贸易组织特命全权大使李成钢、北京大学副校长孙庆伟出席开幕

式并致辞。法学院院长潘剑锋、党委书记郭雳，以及近六十位高

校资深专家学者、国际组织代表、政府官员等参加研讨会并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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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前 WTO 上诉机构成员、主席赵宏为研讨会

做总结发言。本次研讨会对国际经贸法律规则的理论基础进行了

反思，分析了国际经贸法律规则在当前国际经济秩序中的热点问

题和其所面临的挑战，探讨了国际经贸不同领域规则改革的路线

和方式，展望了中国参与国际经贸法律规则发展的对策和实现路

径。 

（供稿：法学院） 

裥棘 公墋嚟德刨捓裥渺擙楟裥楒 鶐刁覍劲 

9 月 15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宪法室主任雷建斌一行来

法学院调研交流。法学院院长潘剑锋，宪法与行政法学科教授王

磊、陈端洪、王锡锌、张翔、彭錞、左亦鲁、俞祺等参加座谈。

座谈会上，潘剑锋院长介绍了法学院的基本情况，王锡锌教授介

绍了宪法与行政法学二级学科的建设，王磊教授介绍了宪法学教

学和研究的基本情况，张翔教授就宪法室委托课题的研究情况作

了汇报。与会领导和专家关于进一步加强宪法理论研究等议题进

行充分交流。全国人大法工委宪法室与北京大学法学院关于建设

交流与合作机制进行了充分沟通，双方一致希望以问题为导向，

深化合作，进一步加强宪法研究，推动宪法实施。雷建斌主任表

示，今年是现行宪法公布施行四十周年，希望进一步加强同高校

科研人员的交流合作，加强宪法理论研究，共同推动建设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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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社会主义宪法理论体系、话语体系。 

（供稿：法学院） 

噱牍全兿棘 公墋2儙檗 兕嚱嚈盳嚈垚鶐🈨 棘绱鶐 劲 

9 月 25 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共党报党刊

史（多卷本）”课题组举办第一届“中共党报党刊研究”学术研讨

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共中央党

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单位 50 余位专家、学者及博士生参会。首

席专家林绪武教授主持开、闭幕式，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孙

蚌珠致辞，李红岩作总结报告。柳建辉、王炳林、江中孝、李金

铮、穆兆勇、程美东、邓绍根等 11 位专家做主题报告，14 位学

者和 12 位博士生分享最新成果。研讨会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报

党刊的重要论述融汇到研究的全过程；论文涵盖百年党史，体现

党报党刊的历史和党的历史同频共振、相互促进；以专题研究为

特长，体现资料丰富、史论结合的特点，做到正确的价值取向与

深入的学术研究相结合；青年学子展现良好的学术素养和训练，

蕴含正确的价值立场、学术导向和特别正当的学术态度，预示着

党报党刊研究的良好势头和光明前景。此次会议汇聚不同学科的

研究力量，展开多学科的交流对话，加强学界、业界和期刊界的

沟通，促进优秀青年人才的成长，共同推动中共党报党刊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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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 

（供稿：马克思主义学院） 

篏 棘 公墋 綶璬篏 儬綶 篏 髦嚵 全 澁 

9 月 6 日，北京大学教育论坛第 262 讲“论智慧教育与智能

教育的关系”开讲。教育学院特邀西北师范大学智能教育研究院

院长郭绍青教授作主题报告。本次讲座由教育技术系主任贾积有

教授主持，来自北京大学和海内外其他高校的 200 余位师生听取

了报告。郭绍青教授从四个部分对报告主题“智能教育”与“智

慧教育”进行了论述：“人的智能、智慧与人工智能”、“智能

教育与智慧教育的范畴”、“智能教育对智慧教育的支撑功能”

和“坚定中国智慧教育的研究与实践”，并以团队开展的“互联

网+师范院校支教新模式”为例，展示了智力资源驱动下，数字化

课程、数字教育资源服务生态建设的过程与实践。 

（供稿：教育学院） 

覝棘 i公墋 彾聙儙癓 箩裀 覝棘渺匍怮2嚥绔鶐

劲 

9 月 3 日下午，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倡议并联合中国人民大学、

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共同发起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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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一所”政治经济学工作坊研讨会（第八期）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科研创新基地顺利召开。参加本次研讨会的学者主要有中国社会

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胡乐明、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邱海平、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院长朱安东、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刘凤义、北京大

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方敏、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李亚伟、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讲师唐

琦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吴唱唱。北京大学经

济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生和博士后也参与了讨论。此次研

讨会的主题为“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旨在明晰思政课程和课程思

政的内在联系，探索两者同向而行的构建策略，以期形成合力，

协同提高立德育人的效果。 

（供稿：经济学院） 

刨簚龋劲ｱ棘鶐🈨 公墋 2022 漜潿 澁婳嚫孞漜 垪棘

绱覄墘 

9月 20日，在成立六周年之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推出 2022

年度荣誉讲座“逝者如斯——百年考古回顾”。系列讲座共四讲，由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主讲。

其中前两讲聚焦一中一西两位巨匠——20 世纪欧洲三大考古的集

大成者柴尔德与中国器物学和铭刻学的集大成者王国维，侧重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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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回顾与学术背后的政治解读；后两讲关注王国维曾讨论过的三

代之学与古礼器研究，侧重新材料与新问题的拓展研究。四讲话

题彼此相关，勾连起百年考古学术史中的重要人物与关键问题。

除此之外，文研院还陆续推出了“博学于文，行己有耻——邓广

铭诞辰 115 周年学术纪念展”、“清流汇聚，沃土深耕——我们的北

大文研院”常设展及“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讲坛等文研六周年系

列学术活动。2016 年 9 月 20 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揭牌成立。六年来，文研院秉持“涵育学术，激活思想”的宗旨，围

绕“文明：中华与世界”核心议题，举办了一系列高端前沿的学术活

动。 

（供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冞 漛顂爣簚純牍珁鶐🈨兕熷i公墋 冞 漛顂爣簚純牍珁

德 劺穾曀刾ㄌ 煄ㄌ缁埛婳嚹 鶐🈨 灆 鶐 劲  

9 月 30 日，由北京大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北京

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北京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的“教育

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专项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媒

介、路径、机制及其经验研究’开题研讨会”在北京大学陈守仁

国际研究中心举行。开幕式由北京大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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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任郇庆治教授主持，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王浦劬教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

长刘军教授和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林震教授分别致

辞，向课题成功立项表示祝贺，并对项目预期成果提出期望要求。 

（供稿：马克思主义学院） 

龋劲鶐🈨兕熷公墋2彾檗 龋劲ｱ棘渺匍怮 

8 月 15 日至 25 日，由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四届

“量化社会科学工作坊”在线上举办。美国纽约大学吴晓刚教授、

程思薇副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 Guanglei Hong 教授、香港科技

大学 Ge Lin Kan 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李婷教授、北京大学张春泥

副教授等在内的国内外学者分享和介绍了不同的社会科学研究方

法、经验与实例。此外，学员汇报各自的研究内容，由中心教师

和主讲学者进行点评，学员均为高校和研究机构教师、博士后或

博士生，自世界各地，专业背景涵盖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

心理学、医学、军事学等学科。“量化社会科学工作坊”，是一项

旨在培养社会科学青年人才定量研究能力的计划。工作坊以专题

研讨、教授指导、学术讲座为主，邀请主讲人和指导教授均为相

关学术领域知名学者。本届工作坊共计 14 位老师、25 名正式学

员和 33 名旁听学员进行为期 10 天的学习与交流。 

                      （供稿：社会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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籠渺ｱ瀽 墋嚨楒i公 籠渺ｱ儧妬 ·棘ｱ刁婱袑 2

儤绔覄墘 

9 月 27 日下午，“新工科下午茶·学科交叉沙龙”第三期活动

在百周年纪念讲堂四季庭院举行。本期沙龙由新工科建设办公室、

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主办，社会科学部、学科建设办公室

协办，以“设计学：艺术、科技与人文的融合共建”为主题，邀

请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主任、信息管理系教授王军担任召

集人，社会科学部副部长、艺术学院教授向勇及工学院助理院长

李咏梅协助组织，来自工学院、计算机学院、智能学院、艺术学

院、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信息管理系、新闻与传播学院、心理

与认知科学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及相关职能部门共二十余个单位

四十余名师生参与研讨。 

（供稿：新工科建设办公室） 

龋劲ｱ棘 公墋 篳梿儬刨簚 意儵 箑睺 垤 ⼌ 蟀袑

ｧ垓  

9 月 23 日中午，社会科学部在百周年纪念讲堂咖啡厅正式启

动“数字与人文领域专项支持计划”之“节气沙龙”系列活动，

并邀请图书馆朱本军研究馆员作主题为“面向文献整理与人文研

究的汉语统一时间标尺平台”的秋分篇首场报告。根据本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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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社会科学部特别邀请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王军，王选计算机

研究所郭宗明、高良才，全国高校古委会吴国武，儒藏中心杨韶

蓉，智能学院袁晓如，历史学系陈侃理、郭津嵩，科学技术与医

学史系张藜，城市与环境学院王长松，政府管理学院张洪谋，中

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黄江军，外国语学院刘琳琳，国际关系

学院赖华夏等嘉宾出席并进行评议与交流。活动由社会科学部副

部长郭琳主持。作为 2022 年度数字与人文专项项目——“汉语统

一时间标尺平台与中日韩越时间编码换算”的项目负责人，朱本

军就该项目的缘起、系统平台当前以“四分历”为基础约 1350 年

（公元前 1130 至公元 220 年）的步推算法、改历规则、历谱编排

与历点核验进展，以及时间本体构建、平台在汉籍整理与人文研

究中的应用前景等进行了汇报。 

（供稿：社会科学部） 

槓 鼦 炆  

挼德 棘 灆檬纭 ｱ鶐楈 墙墇棘ｱ婾檬 

为了鼓励教师开展高水平科研工作，外国语学院多措并举，

积极开展有组织科研活动，通过召开项目申报专家预审、学科建

设沙龙、院长茶座、青年教师培训、科研虚体机构交流会、在研

项目经验交流会等形式，打造学术共同体建设，精准培育重大前

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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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申报省部级项目方面，外国语学院自 2018 年以来开展“专

家预审制度”，加大了科研项目申报组织力度。每年年底前启动预

审流程，邀请院内外多领域专家（涉及外国文学、语言学、世界

历史、哲学、国际政治、宗教学、民族学等）为学院教师的申请

材料在视野把握，价值论证、思路方法等方面把关，并给出具体

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截至目前，学院共组织了 5 次预审，31 位预

审专家对 83 份申报材料给出了 124 份修改意见。此外，外国语学

院还举办了主题为“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交流”“政策

咨询报告撰写心得”等的学科建设沙龙、主题为 “对接国家战略

智库建设”“机构建设与学术共同体建设”“跨学科开展科研活动”

等的虚体科研机构交流会、主题为“语言学前沿研究交流”“文学

与图像学：数字人文与中国语境”等的院长茶座，组织高质量科

研团队，推动学科创新体系建设。 

（供稿：外国语学院） 

缁腉渺儾叡狘鶐🈨 宔噮妵 闼棘 嫈匍垯𬶋ㄕ 覝 闼棘垚ㄖ 

为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研究对中国经济和管理有着重大意

义的科学问题，由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和北京大学主办，由机械

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经济管理学刊》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正

式创刊，第一期将于 2022 年 12 月正式印发，目前正在面向国内

外专家学者征稿。该刊由多名国际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泰斗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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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组成顾问委员会并由厉以宁教授担任主席。本刊编委会汇聚来

自国内外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六十余名经济管理领域的杰出学

者，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刘俏教授担任主编。《经济管理学刊》

立足于“站在中国看世界，站在世界看中国”，致力于以通行的学术

规范和科学理性的研究方法，研究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具有一般性

的科学问题和前沿问题，强调研究真问题和负责任的经管研究，

刊发高质量的经济管理领域最新学术成果，打造国内外最具代表

性的学术期刊和经管学术共同体高质量的交流平台。 

（供稿：光华管理学院） 

鼦 鰽 ！ 锐  

1、9 月 15 日上午，北京大学文科院系负责人会议在英杰交

流中心月光厅召开。北京大学副校长孙庆伟、各文科院系及相关

单位负责同志、社会科学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社会科学部部长

强世功汇报了社会科学部科室业务调整及近期工作情况。社会科

学部纵向项目办公室主任吴明介绍了文科各类重大项目的基本情

况，并对 202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申报工作进行了动员。

全体与会人员围绕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学科建设与规划、加

强有组织的科研、平台与机构建设等重要工作展开了深入研讨。

孙庆伟副校长在总结讲话中分析了当前北大文科工作面临的机遇

与挑战，结合项目工作、智库工作、基地与机构工作展开了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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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对于北大文科事业的未来发展作出了重要展望。 

2、9 月 30 日下午，北京大学纪委书记顾涛赴社会科学部调

研。社会科学部部长强世功汇报了社会科学部主要工作、全面从

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情况、重点工作相关情况、风险研判与工

作建议等。与会人员就科研经费管理、项目管理、虚体研究机构

管理、放管服政策、科研人员廉洁教育等重要工作进行了深入交

流。 

3、9 月 9 日下午，社会科学部党支部集体学习北京市第十三

次党代会、北京大学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

人民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社会科学部党支部书记王周谊

介绍了北京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和北京大学第十四次党代会的召开

情况，并就北京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

民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行了解读。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吴

杰伟对北京大学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进行了专题解读。与会人员

进行了深入讨论与交流。 

4、9 月 24 日上午，社会科学部副部长王周谊根据人事部有

关安排开展全校人文社科新入职教师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包括：

基本数据、科研情况、学科现状、科研服务（纵向项目、横向项

目、平台建设、智库建设、学术刊物、学术大会、学术创新、数

据平台、人才启动、工作简报等）和科研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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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月 22 日，2022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立项名单公布，我校 14 项课题获得立项。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负责院系 
（单位） 

负责人 

22YJA630036 

真实世界大数据驱动的

学习型健康医疗系统研

究与应用——以慢性肾

脏病管理为例 

规划基金

项目 

北京大学健康

医疗大数据国

家研究院 
孔桂兰 

22YJA630068 
促进组织内个体创造力

积极影响的探讨：悖论认

知的作用研究 

规划基金

项目 
光华管理学院 任润 

22YJA752022 法国自传文学发展历程

研究 
规划基金

项目 
外国语学院 杨国政 

22YJAZH076 

国家治理制度能力的历

史社会科学分析研究：以

南北宋儒学思想的实践

过程为例 

规划基金

项目 
政府管理学院 罗祎楠 

22YJC710018 英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

论研究 
青年基金

项目 
哲学系 郭丁 

22YJC720009 儒学日本化进程研究 
青年基金

项目 
外国语学院 刘莹 

22YJC720011 公众科学视角下的健康

自由意志主义研究 
青年基金

项目 
医学人文学院 潘龙飞 

22YJC760048 海外藏明代戏曲文献研

究 
青年基金

项目 
中国语言文学

系 
林杰祥 



奊 捓 簚 ｱ 盳      PKU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30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负责院系 
（单位） 

负责人 

22YJC790120 

循环经济视角下中国特

色可持续发展实现路径

研究——基于全生命周

期分析框架 

青年基金

项目 
政府管理学院 王镝 

22YJC790164 
数字农业背景下农户智

能化技术采纳行为研究：

以设施蔬菜为例 

青年基金

项目 
现代农学院 张强强 

22YJC880089 
跨学科教育经历对博士

生科研能力发展的影响

机制研究 

青年基金

项目 
教育学院 谢鑫 

22YJC880095 
中国博士毕业生就业的

区域流动研究：特征及个

体决策机制 

青年基金

项目 
教育学院 许丹东 

22YJCZH029 考古学视野下的汉晋北

部边疆治理进程研究 
青年基金

项目 
考古文博学院 方笑天 

22YJCZH044 
HIV/AIDS 患者心理症状

网络分析及精准化心理

干预方案构建研究 

青年基金

项目 
护理学院 韩舒羽 

6、9 月 30 日，202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立项名单公

布，我校 44 项课题获得立项。 

项目批准号 课题名称 
项目

类别 
负责院系 
（单位） 

负责人 

22AZX009 
《五礼通考·观象授时》与江

永、戴震学术研究 
重点

项目 
哲学系 李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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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批准号 课题名称 
项目

类别 
负责院系 
（单位） 

负责人 

22AJY002 数字经济发展、企业组织结

构变革与劳动就业研究 
重点

项目 
国家发展研究

院 
李力行 

22AZW005 战国秦汉衍生型文本的生

成及其文学性研究 
重点

项目 
中国语言文学

系 
程苏东 

22BKS006 马克思对黑格尔主义的批

判与唯物史观的创立研究 
一般

项目 
马克思主义学

院 
李彬彬 

22BZX017 马克思的资本权力批判及

其当代价值研究 
一般

项目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研究

院 

董彪 

22BZX045 魏晋玄学中的自然与治道

研究 
一般

项目 
哲学系 孟庆楠 

22BZX110 以《遗著》为中心的康德晚

期先验发生学体系研究 
一般

项目 
哲学系 刘晚莹 

22BTJ022 基于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

教育双减政策评估研究 
一般

项目 
经济学院 王耀璟 

22BFX207 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法的

理论重塑研究 
一般

项目 
法学院 陈一峰 

22BSH009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路径的社会学分析研究 
一般

项目 
教育学院 王利平 

22BSH041 气候适应与韧性的底层逻

辑研究 
一般

项目 
全球健康研究

院 
胡玉坤 

22BSH144 县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的实践机制研究 
一般

项目 
马克思主义学

院 
焦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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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批准号 课题名称 
项目

类别 
负责院系 
（单位） 

负责人 

22BSS060 
巴达维亚糖业与种植园全

球史研究（1630-1800） 
一般

项目 
历史学系 徐冠勉 

22BKG031 云南建水窑考古发掘报告

整理与研究 
一般

项目 
考古文博学院 高宪平 

22BZW071 元祐文士题画诗研究 
一般

项目 
中国语言文学

系 
康倩 

22BZW173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城市想

象研究 
一般

项目 
中国语言文学

系 
丛治辰 

22BWW046 瑞士法语文学的身份构建

研究 
一般

项目 
外国语学院 王斯秧 

22BWW062 济慈诗歌中的医学伦理、疾

病与死亡书写研究 
一般

项目 
外国语学院 卢炜 

22BTY061 普通高校健康治理促进大

学生体质健康研究 
一般

项目 
体育教研部 张戈 

22BGL246 疫苗应急接种社会动员与

韧性治理的双元模式研究 
一般

项目 
公共卫生学院 崔富强 

22BGL279 
基于行为科学理论和数据

驱动方法的城市精细化治

理研究 

一般

项目 
建筑与景观设

计学院 
许立言 

22CDJ004 
汉译日本马克思主义文献

研究（1912-1949） 
青年

项目 
马克思主义学

院 
刘庆霖 

22CZX066 带命题量词的模态逻辑及

其哲学应用研究 
青年

项目 
哲学系 丁一峰 

22CJY001 
数字化进程与通货膨胀的

机制分析、影响估计及政策

应对研究 

青年

项目 
新结构经济学

研究院 
黄宇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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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批准号 课题名称 
项目

类别 
负责院系 
（单位） 

负责人 

22CZZ003 
比较政治视域下的公益诉

讼“中国方案”研究 
青年

项目 
政府管理学院 王越端 

22CFX002 社科法学的基础理论研究 
青年

项目 
法学院 郭栋 

22CFX020 量刑自由裁量权的影响因

素及其规制路径研究 
青年

项目 
深圳研究生院 吴雨豪 

22CSH036 
乡村振兴背景下小农户融

入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实

践路径研究 

青年

项目 
社会学系 桑坤 

22CSH046 拖延视角下生命意义感对

锻炼行为的促进作用研究 
青年

项目 
医学人文学院 苗淼 

22CRK004 我国老少代际项目的可行

模式研究 
青年

项目 
人口研究所 孙晶晶 

22CRK005 
“一老一小”融合照护体系实

施路径与效果评估研究 
青年

项目 
人口研究所 张雅璐 

22CRK011 低生育率背景下国际生育

反弹趋势及机制研究 
青年

项目 
社会学系 范新光 

22CSS015 近代国家构建视野下的德

意志社会主义起源研究 
青年

项目 
马克思主义学

院 
王倩 

22CSS021 古希腊罗马药学文本与实

践研究 
青年

项目 
医学人文学院 杨舒娅 

22CSS024 
神圣罗马帝国之意大利问

题再研究（10-13 世纪） 
青年

项目 
历史学系 李文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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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批准号 课题名称 
项目

类别 
负责院系 
（单位） 

负责人 

22CKG004 
马鞍山遗址1997-1998年发

掘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 
青年

项目 
考古文博学院 冯玥 

22CZJ005 
20 世纪中亚地区的世俗化

问题研究 
青年

项目 
历史学系 董雨 

22CZW015 《太玄》文献整理与研究 
青年

项目 
中国语言文学

系 
沈相辉 

22CZW047 情感政治视域下的解放区

文艺研究 
青年

项目 
中国语言文学

系 
路杨 

22CWW019 印刷媒介对法国文艺复兴

文学的影响研究 
青年

项目 
中国语言文学

系 
高冀 

22CYY014 线上问诊医患互动的话语

研究 
青年

项目 
外国语学院 罗正鹏 

22CXW011 
“信息疫情”下互联网虚假信

息演化机制与治理对策研

究 

青年

项目 
新闻与传播学

院 
苏岩 

22CTQ003 《元史》纂修与版本研究 
青年

项目 
中国语言文学

系 
张良 

22CTQ014 文化强国战略中世界一流

城市图书馆建设研究 
青年

项目 
信息管理系 苗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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