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槓 纥 痩 罏  

漛娮儵 ㄕ纭拻髦兕德 貸 髦 墇婳嚹媩 牞ㄖ垁錗 

5 月，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专著《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

可能性》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演说

在晚清的兴起令人瞩目。整个 20 世纪中国，但凡有效的思想启蒙

或广泛的社会动员，都离不开“演说”这一利器。正因此，对于现

代“演说”的研究，不仅涉及其具体内容，更牵涉演讲的立意、文

体、姿态、听众反应及传播效果等诸多视角。而所有流传久远的

“伟大的演说”，不仅系于演说者的个人才华与诉求，更与整个时

代的风尚与精神相契合。正如作者陈平原教授所言：“演说的魅力

及其可能性，乃一时代社会是否活跃、政治是否开明、学术是否繁

荣的重要表征。”本书亦希望借助那些隐匿于寂静深处的“演说”，

寻找触摸历史的入口。本书可以说是一次特殊的探索：通过钩稽

“演说”的变化，兼及阅读（文字）、倾听（声音）与观看（图像）

三种触摸历史的路径，呈现出一个有声有色、有动有静的现代中

国，也借以透视整个时代的政治与文化氛围。 

（供稿：中国语言文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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ￜ ⺎儵 ㄕ蠏剞襦 凤 棘 儙ｪ灊 牞鵄 髦 棘 ㄖ

垁錗 

1 月，中文系教授程苏东专著《汉代洪范五行学：一种异质性

知识的经学化》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洪范》五行学是汉儒以

《尚书·洪范》为基础，杂合阴阳、五行、月令、星占等多种数术

知识而构建的一种儒家灾异学说，与《易》占侯学、齐诗翼氏学、

《春秋》公羊学及纬学等共同构成汉代儒学的灾异论体系。本书在

全面辑佚汉代《洪范》五行学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梳理汉代《洪范》

五行学的发展脉络，探讨汉儒如何通过一系列阐释手段，实现数术

这一异质性知识的经学化。该书运用文献学、历史学、社会学的研

究方法，注重各种学说的交叉综合，破除了传统研究的部分固有化

倾向，具有鲜明的现代学术特征，是近年汉代五行学研究的重要成

果。 

（供稿：中国语言文学系） 

镋 顂儵 ㄕ姦潿劲汛 嫛 ㄖ垁錗 

5 月，历史学系教授王红生（已故）专著《印度会崛起吗？》

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和印度是亚洲大陆最重要的两个大

国。20 世纪中期，脱离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两个国家又几乎

同时开始探索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70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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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过去了，当我国取得突飞猛进的成就时，作为邻国的印度走过了

怎样的发展历程，它会崛起吗？作者一生致力于南亚史研究，多次

深入印度当地进行田野调查。本书从“土地与农村”、“精英与大

众”、“民族之重构”、“发展之探索”四个层面，多方位地勾勒出了

印度自独立以来到 21 世纪初现代化转型的诸多面向，并透析印度

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为我们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发展中的印度提

供有益的视角。 

（供稿：历史学系） 

媲擠儵 ㄕ扢呸￤裥髦 儬 ㄖ垁錗 

3 月，法学院教授叶姗专著《增值税法的起草与设计》由法律出

版社出版，该书是叶姗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的优秀结项成果。该

书提炼了数字经济时代增值税法起草与设计的双重维度——整体视

阈与系统构造，继而论述增值税法的叙事脉络、格局与进路，接着分

析增值税法建制中的公平课税考量，然后证成增值税纳税义务的基本

制度构造，最后探讨增值税课征规则的特殊制度安排。 

（供稿：法学院） 

棂⺎⺎儵 ㄕ妕湨裥棘冞儬潚顎ㄖ垁錗 

4 月，法学院退休教授孙东东专著《医师法学习与应用》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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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法制出版社出版。该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进行了系统

全面的解读，面向全国医师宣传普及《医师法》，满足广大医务人

员对于法律知识的需求。该书秉持让医务人员读懂深奥难懂、枯燥

乏味的法律条文，正确理解法的精神和意义之原则，采用与《执业

医师法》比较的方式，用医务人员能够接受的语言，化繁为简，深

入浅出，注重解读法律条文制定的渊源和背景，让医务人员从被动

地被说教转变为主动地学习应用。 

（供稿：法学院） 

叚媩漛儵 ㄕ溊德籠 ㄖ垁錗 

5 月，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俞可平专著《帝国新论》由浙江人民

出版社出版。本书总结国内外帝国研究最新成果，弥补帝国研究以

历史学为主，缺乏对帝国的一般性理论分析的缺憾，从政治学角度

阐述、辨析、廓清了帝国的一些基本概念，总结帝国盛衰兴亡的普

遍规律，并以亚述、波斯、亚历山大、罗马、蒙古、奥斯曼、西班

牙和英国等八大帝国兴衰历程为例，讨论帝国的本质属性和典型

特征，研判全球化时代国际秩序的未来，是一本从理论上澄清帝国

概念、揭示帝国本质、破除帝国迷梦的典范之作。 

（供稿：政府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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奊刎捓棘垁忲簚钘儬媛剞簚純鶐🈨癓 ㄕ奊刎捓棘 ﾒ 錢

嚟凤囕 ㄖ垁錗 

5 月，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编著《北京大学藏

秦简牍（全五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整合了多学科、

跨单位的研究力量，经过十多年的工作，最终完成了北大藏秦简牍

全部内容的 合编连和释文注释，包括竹简 762 枚、木简 21 枚、

木牍 6 枚、竹牍 4 枚、木觚 1 枚以及骰子 1 枚、算筹 61 根与竹笥

残片若干，抄写年代大约在战国末至秦始皇时期。这批简牍共有

26 篇文献，以简册的物理形态为依据，兼顾内容，分为四册。第

一册包含思想与文学类文献；第二册包含数术与数学类文献；第

三、第四册则完整收录具备特殊简册形制的竹简，包含数学、数术、

医学与工艺类等多种文献。本次出版开创性地新增第五册，专册收

录室内清理发掘报告，与学界分享北大秦简牍室内清理、科技检测

与文物保护的经验。比照以往出土秦简牍中的同类文献，北大藏秦

简牍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历史地理、社会经济、医药与算术等方

面都具有新的学术意义。出版方面，《北京大学藏秦简牍》作为

《2021-2035 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出版项目、国家出版基金

资助项目、“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重点资助项目，强

大的专家团队和出版方通力合作，反复推敲设计，多次修正，最终

确立了尊重原始书册的物理形态且兼顾内容分类的出版形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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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是国内简牍整理研究中，首次附带完整报

道室内发掘情况与相关研究成果的著作，为简牍整理研究工作开

创了新的范例。 

（供稿：历史学系） 

绳 顂 ㄕ嬌匍刨嚟 .螹德糬绔.1908-1949ㄖ 嚟儝姲

垁錗 

 5 月，历史学系教授朱青生主编的《吴作人全集 .民国时

期.1908-1949》（全七卷）由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

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现代艺术档案 CMAA“吴作人及其周围”近 500

个专题档案夹，几千万字的档案文献，几万种图像资料，从 2006

年开始进行研究、调查和考证，最终选取近 75 万字、2000 余幅图

片，收录了吴作人民国时期作品 1231 件（组），吴作人所写的文

献（含文章、诗词、译文、采访、日记、信函）102 种，其他文献

135 种，非作品图版 445 个，是目前收录吴作人民国时期资料相

对完整的一个资料汇集。《吴作人全集》采用了图像时代艺术史方

法的社会学人类学和图像学的新观念新方法新技术，将图像-实物

-文献构成三角证据的全新手段引入编辑工作，具有理论创新意义。 

（供稿：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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槓 纥  

ㄌ 隞妵瘃羑 2凤檗兕德裥棘劮ｔ瘃羑掜 

5 月，由中国法学会组织评选的“第五届中国法学优秀成果奖”

揭晓。法学院教授郭雳的著作《主权财富基金的监管因应与治理改

革》荣获一等奖，该书 2019 年 5 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入选

“北大法学文库”序列。法学院教授陈瑞华论文《刑事诉讼的合规

激励模式》荣获三等奖，该论文发表于《中国法学》2020 年第 6

期。“中国法学优秀成果奖”是经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中国法

学会设立的部级科研奖项，也是中国法学会组织评选的最高学术

成果奖项。 

（供稿：法学院） 

噮妵 闼棘 冚勶篏硚嚚 2022 兕德 ⽕棘 苳妾 

3 月，全球性著名出版集团爱思唯尔(Elsevier)正式发布了 2022

年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9 名教授上榜。

陈玉宇教授、刘俏教授、刘晓蕾教授入选应用经济学榜单，陈松蹊

教授、王汉生教授入选统计学榜单，王辉教授、姜国华教授、路江

涌教授入选工商管理榜单，张晓波教授入选理论经济学榜单。爱思

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Chinese Most Cited Researchers）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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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球权威的引文与索引数据库——Scopus 数据库作为统计来源，

旨在对中国学者的世界影响力进行科学分析和评价，以表彰引领

学术进步的杰出学者。 

（供稿：光华管理学院） 

槓 纥 褙 娐  

兕簚 媤灆 椡 篹闼鶐🈨儬 籠噭顂簚 垁錗澁 劲  

5 月 20 日，由北京大学中文系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合办的宋诗

整理研究与陈新先生文集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 1 号楼

108 会议室顺利召开。来自北京大学、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

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中心、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南昌

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与出版社的 30 余位专家莅临了本次座

谈会。会议开幕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部葛云波主任

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副系主任程苏东在致辞中回顾了《全宋诗》

筚路蓝缕、集腋成裘的编纂过程；北京大学中文系漆永祥教授对本

次会议的缘起与陈新先生文集的编纂情况做了简单的说明。2023

年是《全宋诗》出版 25 周年，恰逢《全宋诗》主编之一陈新先生

的《锦衣为有金针度：陈新古籍整理与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一书出

版（漆永祥、王岚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3 年版）。此次会议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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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当年《全宋诗》的主编、编委与陈新先生文集编辑小组成员参加，

以总结宋诗整理研究的成绩与不足，并缅怀陈新先生，表达对陈先

生人格魅力与学术成就的敬仰之情。 

（供稿：中国语言文学系） 

娈媭棘 i公墋 嚫姲续ㄕ糖续 媭ㄖ籠冦婾湢劲  

5 月 13 日，由历史学系和江苏人民出版社共同主办的六卷本

《日本通史》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顺利举行。该书由历

史学系教授王新生主编，共 250 余万字，融合史学界最新研究成

果，全面梳理了从远古时期至 20 世纪末的日本历史发展轨迹，揭

示日本的特征和民族特性，内容上较大幅度增加了社会生活史，述

及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和行为习惯，更为全面深入地呈现日本史的

发展演进过程。该书入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由来自北京大学、浙

江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的日本史研究学者共同撰写，历经

15 年完成，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多卷本、大体量的

日本通史，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学者在日本史研究上的斐然成果，在

国际学术界构建起中国话语体系。 

（供稿：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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挼德 棘 公 挼德 簚棘棘ｱ髦籠卅孿儬 棘ｱ婾檬

檉 恊  

5 月 13 日，外国语学院举行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新使命与翻

译学科发展高层论坛。北京大学副校长孙庆伟，中央党史和文献研

究院第六研究部主任张士义，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许钧，中国译

协常务副会长黄友义，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李淑静出席

开幕式。来自中央部委、外语类院校的知名专家学者以及媒体代表

等 70 余人参与研讨。主题报告分为两场展开，第一场主题为“‘百

年大变局’下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方向与实践”，第二场主题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外国文学研究发展道路”。圆桌论坛设

有三个平行论坛，分别是“‘讲好中国故事’与翻译学学科建设”

“新文科建设实践中的语言学学科发展”“学科化背景下的外国语

言文学（国别和区域研究）的机遇与挑战”。 

（供稿：外国语学院） 

挼德 棘 公墋 熟 簚棘鶐🈨劺 儬棘ｱ瀽 緾 捓轶ㄌ媲

瀷 噭顂棘绱瘃橮澁 劲  

5 月 14 日，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与中国外国文学学

会德语文学研究分会主办、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协办的“德语文

学研究传统与学科建设暨范大灿、叶廷芳先生学术成就座谈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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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民主楼成功举办。会议以“守正创新”为主旨，通过回顾

范大灿、叶廷芳两位前辈开拓性的学术贡献、严谨踏实的治学态

度，以及提携后学的师者风范，整理总结学科传统，为中国德语文

学学科的未来发展行稳致远奠定基础。2023 年是北大创建德语文

学研究学科的 105 周年。历经百年发展，中国德语文学研究已蔚

然大观，涌现出诸多大师学者，为学科的传承发展作出过值得永远

铭记的贡献。其中包括中国德语文学研究的扛鼎之作《德国文学

史》五卷本主编北京大学教授范大灿先生和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

所研究员、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前会长叶廷芳先生。 

（供稿：外国语学院） 

挼德 棘 公墋 囪续·徸喌· 鍚⒜⒜蘁凬妕棘鵄 鮦 儬簚

純凢 緾ㄕ兕妕 簚 ㄖ2妤凤檗棘绱渺匍怮  

5 月 15 日，“写本·图像·药物——欧亚医学知识相遇与文明

互鉴暨《中医药文化》第十五届学术工作坊”在北京大学民主楼举

行。本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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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书院跨文化研究分院与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

药文化》编辑部联合主办。中国文化书院跨文化研究分院学术委员

会主任董晓萍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肖

永芝研究员、中国社会史学会医疗社会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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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忠教授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李淑静教授分别致辞。

认识和阐释“知识相遇”和“文明互鉴”是跨文化研究中的新方向，

本次工作坊聚焦在写本、图像与药物三个主题，呼应医学史论域中

文本/图像生成与物质文化史的新近方向，通过多重维度挖掘该领

域的研究与探索，进一步厘清了欧亚地域内不同传统医药知识的

历史互通与交流脉络，跨越医药知识在本土文化体系内的构建流

传，以更开阔的语境探索域外传播和学轴碰撞，揭开文明互鉴视域

下医学知识交流的内在关联及沟通欧亚文明的根脉，为全球文化

传播史与传统医药交流史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供稿：外国语学院） 

德 嚵 棘 公墋 奊刎捓棘嚟闷 箩裀垓罾楈 楒礏錠剨

灠緾嚟闷 箩裀儬篳梿嚟闷裀闼棘绱鶐 劲  

5 月 13 日，国际关系学院举办北京大学全球风险政治分析实

验室揭牌仪式暨“全球风险政治与数字全球治理”学术研讨会。来

自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大学、外交学院、美国哈佛大学、普林

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美利坚大学、英

国剑桥大学、伦敦大学等二十余所国内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知名

专家学者通过线上和线下参会方式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实验室的

成立，并围绕“全球风险政治与数字全球治理”重大课题与前沿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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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展开深入交流和研讨。来自全国人大和中国商务部、高等院校、

研究所、出版社、学术期刊、智库等单位的 200 多位官员、研究

人员和师生代表出席会议。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强世功，北京

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唐士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行为科学

研究中心主任、光华博雅特聘教授张志学于大会现场致辞，美国圣

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校长、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安德鲁·马丁

（Andrew D. Martin）发来视频贺辞。大会开幕式由国关学院副院

长张海滨主持。 

（供稿：国际关系学院） 

裥棘 公墋 棘绱 垤髦 儬⽶裥 垪袑 2 1 绔 瘄髦

棘绱  

为传承优良学术传统，涵育学院内部科研氛围，法学院自本学

期起启动科研沙龙系列活动。4 月 24 日，“学术规划的经验与方

法”系列沙龙第一期，由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朱苏力主讲“我的

学术考量”，副院长车浩教授担任主持，近 50 名学院教师参与交

流座谈。朱苏力分享了个人的研究写作心得。关于选题，他建议青

年学者应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现实导向的、能够反映“隐含的知识”

的问题，同时也要认清并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在多个合适的选题

中，选择自己能做出更大贡献的主题。关于写作，他建议要注意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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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日用而不知”的细节，注重语言表达的本土性和通俗性。关于

方法，朱苏力教授建议要多运用交叉研究方法，积极寻求不同部门

法之间和跨学科的互补合作。 

（供稿：法学院） 

龋劲棘 公墋 龋劲闼 儬续忲 棘绱鶐 劲  

5 月 14 日，社会学系和《学术月刊》编辑部共同主办“社会

理论与本土经验”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南

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社会

科学院和中央民族大学等多所院校机构的与会学者，就议题发表

了精彩的讲演，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从 100 年前的燕京大学社会

学研究开始，学界不断探索，走出了一条理论与经验相结合的社会

学中国化道路。在此基础上，近十年来研究者们倡导将历史维度引

入社会学，这些研究逐步确立了一个中国本位的立场，把西方理

论、中国传统和田野经验要素结合起来，成为理解中国社会的工

具。回望过去，展望未来，要接续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理论，既

要坚持这种理论、历史和田野的高度结合，又需要有一种中国本位

的文化自觉意识。 

（供稿：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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龋劲棘 公 𬶋兕篏硚 劥盳嬳劲 

5 月 12 日，社会学系为谢立中教授举行荣休学术报告会。主

任周飞舟教授高度评价谢立中教授深厚的理论学养及其清虚超越、

独立挺拔的人格气质，社会学系副主任刘爱玉教授、刘能教授向谢

立中老师赠送感谢信、鲜花和纪念品。谢立中教授发表荣休感言，

真挚地表达了自己的感谢与依依不舍之情。系内教师代表、谢门学

生代表也纷纷发言表达对谢老师的敬重、感恩与祝福。谢立中老师

演讲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以社会（学）理论为志业的人生选择；以

默顿模型为工具介绍社会学理论的不同类型；以本人对默顿模型

的挑战及拓展为基础，回顾四十余年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在退

休之后仍能深耕不辍的自我期待：补短板、画句号、开新题。 

（供稿：社会学系） 

箩潬 闼棘 公墋 2023 漜篳姆劲 篳梿裀闼 儵儾 恊  

5 月 26 日，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数字治理”专业论

坛在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行政管理学会

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联合承办，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和北京

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协办，聚焦“大数据、行政改革与政府治理”

这一主题。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公共治理研究所所长燕继荣，政府

管理学院副院长、公共治理研究所副所长黄璜出席了开幕式，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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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发表致辞和讲话、主持主旨演讲。来自国务院办公厅中国政府网

运行中心、公安部信息通信中心、国家国防科技工业信息中心、贵

州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济南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包头市大数据中心

等政府部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中国科学院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等 70 多所高校和科研

院所 400 多位专家、学者参会。本次论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旨在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

中全会精神，推动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数字中国与数字政府的

决策部署。 

（供稿：政府管理学院） 

箩潬 闼棘 公墋 奊捓嚨嚱裀闼 澁 篳砪箩裀髦嚷 : 篳

梿兕德儬儺预  

5 月 17 日，由政府管理学院、公共治理研究所和国际合作部

共同主办的北大公共治理讲座在线上顺利举行。乔治敦大学

McDonough 商学院助理教授和政治学系兼任教授刘立之受邀围

绕主题“数据政治的兴起： 数字中国与世界”(The Rise of Data 

Politics: Digital China and the World)发表学术演讲。数据已成为政

府和企业最宝贵的资产之一。然而，对于数据如何重塑国际政治、

经济关系，我们依旧了解有限。刘立之以中国的数字化崛起以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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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对外经济关系嬗变为例，探讨“数据政治”如何在国际政治中

兴起和展现。 

（供稿：政府管理学院） 

篏 棘 公墋 刨渺綶 顎凚ｱ棘 勎 缁 儬瞙瘍篏 ⽫绱

棘绱盳嬳  

5 月 16 日，教育学院教育技术系学术报告在腾讯会议线上举

行。美国乔治亚大学数学、科学和社会科学教育系助理教授翟小铭

博士应邀报告，题目是“人工智能用于科学评估：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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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外其他高校的百余位师生听取了报告。翟小铭主要从“为什么将

人工智能用于新一代科学评估”、“应用人工智能评估和促进新一

代科学学习”以及“人工智能用于科学评估面临的挑战”三个部分

进行了论述。 

（供稿：教育学院） 

匀 篏鶐 公墋 哈澥聙徝宔匀篏 嫈 毹 恊  

5 月 27 日，以“深化体教融合，夯实健康校园”为主题的 2023

北京大学健康校园和体教融合高峰论坛在北京大学五四体育中心

举行。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王钧、教育部体卫艺司原一级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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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文科、北京体育大学原校长池建等专家学者以及企业家和社会

各界代表参加了论坛。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党委书记陈征微致欢

迎辞，王钧、廖文科讲话。主旨报告环节，池建、北京大学体育教

研部副主任郑重、国家体育总局对外体育交流中心原副主任公冶

民以及河北省保定市第七中学校长吕金起作了分享。圆桌论坛环

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部主任王喜忠、清华大学体育部副主任

周放、资深足球专家张路、国家体育产业研究基地秘书长何文义等

嘉宾围绕“健康校园”和“体教融合”两个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供稿：体育教研部） 

覝棘 蘁灆檬棘绱挼 覄墘 

5 月 8 日至 11 日，由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经济学院

院长董志勇带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一行

14 人访问比利时，与欧盟中国商会联合主办中欧经贸关系研讨会，

访问鲁汶大学，并参访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5 月 9 日，由北京大

学和欧盟中国商会联合主办的主题为“变局与发展：新形势下的中

欧经贸关系”研讨会在比利时大学基金会俱乐部成功举办。来自中

银欧洲、华为欧洲、太平保险（卢森堡）等欧盟中国商会会员或合

作企业代表；来自中国驻欧盟使团经商处、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

日本驻欧盟使团的外交人员；中国贸促会驻欧盟（比利时）副总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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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赵峰，中国欧盟商会驻欧代表库奇诺，根特大学东亚平台主任泰

尔韦，比中经贸委主席德威特，欧洲亚洲事务研究所 CEO 顾爱乐

等，以及来自欧洲政策中心、欧亚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共约 60 名

嘉宾出席了本次研讨会。多家中外媒体现场参会。 

（供稿：经济学院） 

噮妵 闼棘 公墋 奊捓噮妵麈兕宔 恊  

3 月 26 日，由光华管理学院主办的“北大光华碳中和论坛”

成功举办。本次论坛着眼于双碳目标下的能源与经济社会转型，分

主论坛和三场平行分论坛，与会嘉宾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等主题进

行了交流分享。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孙庆伟为论坛致欢迎

辞。原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

会微能源网协同创新平台主席、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碳中和绿

色发展创新平台主席赵华林，科技部原副部长、研究员、原国务院

参事刘燕华，中国能源研究会储能专委会主任陈海生，中国天楹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国芳，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

院长金之钧教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

金融发展与监管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张健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

院院长刘俏教授等参会并发表了主旨演讲。本次活动线上线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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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举行，多家新闻媒体同步直播及参会报道。 

（供稿：光华管理学院） 

噮妵 闼棘 公墋 ㄕ兕德渺儾 覝ㄖ2嚫檗兕德 闼棘 囮

埻装 恊  

5 月 27 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

共同主办的《中国工业经济》第六届中国管理学高端前沿论坛在北

京大学召开。来自全国 60 多所高校和研究院所的近 200 名专家、

学者及博士生参会。主论坛开幕式由刘俏院长主持。北京大学党委

常委、副校长董志勇教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纪委

书记、副所长张其仔分别为论坛致辞。本届论坛主题为“中国式现

代化与中国管理创新”。主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所长史丹、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梁琪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陈劲教授、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

长黄敏学教授等管理学领域知名学者围绕中心主题进行了精彩的

报告，分论坛由各大高校的学者或博士生就最新研究进行了宣读

与探讨。 

（供稿：光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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蠍兘岩棘 公墋2儝檗 PKU-NUS 篳 儬 覝棘德 棘

绱劲  

5 月 20 日至 21 日，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

风险管理研究所、北京大学数量经济与数理金融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联合举办第七届北京大学（PKU）—新加坡国立大学（NUS）数

量金融与经济学国际学术会议。近 200 位学者通过现场或线上参

会，围绕数量金融和经济学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展开研讨。北京大

学深圳研究生院副院长、汇丰商学院院长王鹏飞教授，新加坡国立

大学风险管理研究所副所长陈侃教授，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金

融数学系系主任吴岚教授致开幕辞。哥伦比亚大学周迅宇教授、斯

坦福大学 Darrell Duffie 教授、牛津大学 Rama Cont 教授作主旨演

讲。会议评选出 50 篇高质量学术论文，涉及微观经济学、金融建

模、计量经济学、投资组合选择、宏观经济学与货币经济学、金融

市场与微观经济学、信息视角下的宏观经济学、算法交易与精算、

金融工程与金融科技等领域。PKU-NUS 数量金融与经济学国际学

术会议由汇丰商学院和新加坡国立大学风险管理研究所共同发起

创办，每年一届，旨在为学界和业界提供交流平台，以发展数量金

融与经济学的方法和技术，探讨金融监管政策，防范和管理金融风

险。 

（供稿：汇丰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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蠍兘岩棘 公墋漿鿈 德聙妓瘃𬶋 5 孞漜 垪德 棘绱覄墘 

英国时间 5 月 4 日至 6 日，汇丰商学院在英国校区举办商学

教育专题研讨会、跨学科研究专题讨论会、专题讲座等国际学术活

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 125 周年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英国校区

成立 5 周年。商学教育专题论坛以“高等教育中商学研究所面临

的新挑战与新要求”为主题，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汇丰商

学院创院院长海闻，汇丰银行大中华区事务总监兼集团公共事务

总监Rebecca Leung分别致开幕辞，QS（Quacquarelli  Symonds）

世界大学排行榜教育咨询研究机构高级咨询研究专家 Daniel Kahn

作主题报告，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副院长、汇丰商学院院长王鹏

飞等学者专家参与讨论，伦敦大学学院教授、DLT 科学基金会联合

创始人 Paolo Tasca 作闭幕演讲，汇丰商学院英国校区主任刘芍佳

主持论坛。跨学科研究专题讨论会以“经济学、机器学习的经济学、

金融科技研究的学术和商业发展”为主题，王鹏飞教授致开幕辞。

英国校区校庆活动周的压轴讲座由海闻教授主讲，题为“中国经

济：现状与未来”。 

（供稿：汇丰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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冞 漛顂爣簚純牍珁鶐🈨兕熷公墋篏 捓儵 鮖 冞

漛顂爣簚純牍珁德 劺穾曀刾ㄌ 煄ㄌ缁埛婳嚹 鶐🈨 渺

匍怮 

4 月 1 日，由北京大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马克思

主义学院和教育部重大专项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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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共同主办的第一期工作坊

“环境话语国际传播理论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研究”

在北京大学陈守仁国际研究中心举行。工作坊由山东大学政治学

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昕蕾主讲，北京大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研究中心主任郇庆治教授主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助理教授李雪姣博士担任点评人，会议采取线上、线下同步形式

举行。李昕蕾从国际传播理论、国际传播机制和生态文明国际传播

实践等三个方面作了专题阐述。郇庆治表示，对我国生态文明思想

国际传播的路径机制进行研究，将会对新时代建构我国自主的国

际传播话语体系产生重要影响。参与工作坊的师生就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的对外宣传战略、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外文媒体报

道与国际智库观察等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供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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冞 漛 覝牍珁鶐🈨兕熷媤灆 龋劲全兿湡怓 覝缵剽儧 续

髦鍱牞宔 內 煏鶐🈨  楌劲 

3 月 22 日，由北京大学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主办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研究”课题结项评

审会在中关新园举行。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

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国家发改

委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和学者作为此次评审团，对

课题完成质量和研究成果进行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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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并致辞，北京大学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良参加会议并作课题成果汇报，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孙蚌珠以及各位评审专家和课题

组成员参加本次评审会。评审专家一致认为，课题结题报告理论结

合实践，研究视野开阔，凸显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历史逻辑高度

统一，并对报告提出若干意见。会议由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熙国主持。 

（供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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墧墘裥儬龋劲受 裥鶐🈨癓公墋奊捓龋劲裥 恊 戲顎渺

觱挼裥煏嚵 裥煏 顎  

4 月 24 日，由北京大学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研究所主办的北

大社会法论坛系列讲座第 76 期“跨境用工：涉外法律关系法律适

用”成功举办。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研究所所

长叶静漪教授主持，由北京普然律师事务所主任姜俊禄博士主讲。

姜俊禄简要介绍国内劳动法执业律师专业联合的历程，以及劳动

法实务与其他特殊市场监管领域日益结合的现状，并从跨境用工

的背景切入，依次谈及法律适用、用工模式和其中涉及的常见问

题，清晰地展现了实务视角下跨境用工的法律框架和应用要点。通

过分析跨境投资的行业与地域分布数据，姜俊禄博士指出，在跨境

投资和贸易持续上扬和企稳的背景下，人力的跨境流动趋于频繁，

企业和国际人才妥善处理用工关系的需求突出，需要法律从业者

协助规划。 

（供稿：法学院） 

讷ㄌ 讷儬镾戲裥鶐🈨兕熷公墋 ㄕ 嚼⼌ ㄖ2儙 蜁瘃

羑婾湢緾裥嚼 鶐🈨澁 劲  

4 月 28 日，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主办、北京大学

资源、能源与环境法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的“《绿典之路》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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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发布暨法典编纂研究座谈会”在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

五层举行。来自实务界与理论界的六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对

环境法典编纂已有成果表示充分肯定，并围绕法典编纂相关主题

展开热烈研讨。北京大学资源、能源与环境法研究中心主任汪劲教

授担任开幕式致辞环节的主持人，中心成员巩固研究员、吴凯杰助

理教授受邀参加了会议。此次会议是 2017 年以来“环境法典编纂

研究”项目第一阶段工作的成果发布会和阶段性总结。中国法学会

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心主任汪劲教授担任环境法典专

家建议稿编纂研究课题的总牵头人与总则编负责人，巩固研究员

担任自然生态保护编负责人，金自宁研究员、吴凯杰助理教授参与

了多编的条文撰写研究工作，目前已形成五编 1000 余条的《生态

环境法典专家建议稿（草案）》。 

（供稿：法学院） 

德楼 檅-奊刎捓棘篳砪灆婾兕熷公墋 熍 篳砪灆婾潚顎

鶐 劲  

5 月 17 日，微观数据开发应用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

院成功举办。这次研讨会由国家统计局-北京大学数据开发中心

（以下简称北大中心）主办。国家统计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大

中心联席主任李晓超主持研讨会，国务院参事、国家统计专家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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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委员鲜祖德参加会议并讲话，国家统计局综合司二级巡视

员姜雷光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滕飞致辞，来自国

家统计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专家参加了研讨会。北大中

心自 2021 年 1 月正式开放以来，数据开发取得较大成果，已有 12

个省、直辖市的 32 个大学和科研机构 1417 人次基于微观数据开

展 157 个研究项目，为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开展经济社会研究提

供了高质量的数据服务。 

（供稿：光华管理学院） 

龋劲ｱ棘 公墋 劺 簚 儬兕德灠⻓剞 棘绱嚱垯覄墘 

5 月 11 日至 14 日，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联合贵阳市委宣传

部、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共同举办“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

化”学术共创活动。贵州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谢念、北京大学社

会科学部副部长向勇、贵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刘俊、

贵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邓谦等致辞，北京大学哲学系、经济学院、

政府管理学院、艺术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习研院以及贵州大学

学者围绕传统文化与中国哲学、区域治理、金融经济、公共艺术、

文化传播、文化产业与乡村振兴等领域作了主旨发言。学术会议

后，学者们前往雷山县进行少数民族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学术调研。

在学术会议、学术调研外，北大学者还给贵州大学的不同院系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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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了 3 场主题讲座（干春松“儒学的近代转型及其未来可能”、

向勇“当代文化产业的知识生产与范式转换”、万鹏飞“中国式现

代化治理与应急管理”），并组织邀访学者在当地开展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的田野调查。此次活动，得到了贵州省委宣传部、贵阳市、

贵阳市委宣传部的充分肯定，有助于推进北京大学与贵州省的学

术交流与合作，推进北京大学人文社科走出去并更好服务地方发

展。 

（供稿：社会科学部） 

龋劲ｱ棘 公墋 篳梿儬刨簚 意儵 箑睺 垤 ⼌ 蟀袑

𬶋挬 宔樶豖  

5 月 8 日，社会科学部在百周年纪念讲堂咖啡厅举办“数字与

人文领域专项支持计划”之“节气沙龙”立夏篇活动，主题是“话

剧《哥本哈根》研讨会：量子力学中的人文回响”。历史学系教授

李维、物理学院教授吴飙、艺术学院教授顾春芳和前沿交叉学科研

究院助理教授张蒙四位学者作为与谈人参与本次研讨会，讨论由

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助理教授、副系主任毛明超主持。来自心理与认

知科学学院、法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艺术学院、历史学系等不

同院系单位的 70 余位师生出席本次沙龙活动。 

5 月 22 日， “‘绘·见’——‘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多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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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学术沙龙”暨“数字与人文领域专项支持计划”之“节气沙龙”

（小满篇）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活动由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

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工作部、浙江大学 “大系” 项目组共同主办。

与会学者来自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文博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现代农学院和城市与环境学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书画院、策展工作

部、国际联络部和藏品保管部，以及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农

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和生命科学学院等多个领域。活动由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朱青生、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工作部吴爽、浙江大学农业

与生物技术学院陈云文共同主持。沙龙以“绘·见”为主题，围绕

中国国家博物馆“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成果展”展

开，在观展的同时进行学术的交流碰撞，迸发出思想的火花，尝试

从绘画作品中寻找各学科的学术线索和乐趣。 

（供稿：社会科学部） 

鼦 鰽 ！ 锐  

1、5 月 12 日，2023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

项名单公布，北京大学周彤、付志明、宋文志、夏露 4 位教师获立

此项目。王曙光、王博、章永乐、王浦劬、朱苏力、欧阳哲生、董

秀芳、王立新、朱良志、吴晓东、陈平原等北大教师近 40 部著作

是被译书目。 



奊 捓 簚 ｱ 盳      PKU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30

2、4 月 27 日下午，文化和旅游部到访北京大学，开展文化和

旅游研究基地考察调研。文化和旅游部政策法规司司长王建华带

队，北大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宁琦出席。文化和旅游部考察调研组

通过现场察看、听取汇报、举行座谈交流等形式，深入了解北大文

化和旅游研究基地建设的相关情况。北京大学共有四家单位承担

基地建设，分别是国家现代公共文化研究中心、文化产业研究院、

台湾研究院何艺术学院。 

3、5 月 23 日，北京市社科联、市社科规划办到访北京大学，

就“加大首都高端智库建设力度，提升成果转化水平”开展调研。

北京市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市社科规划办副主任崔占辉带

队，北京市委主题教育第二巡回指导组成员宋磊和相关部门人员

参加。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孙庆伟，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

国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基地主任程美东，以及首都发展研究

院、经济学院、社会科学部等单位相关人员参加了本次调研。 

4、5 月 9 日和 5 月 11 日，社会科学部分别组织召开人文学

部和社科学部“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动员部署会。社科部介绍了

有关专项的背景情况和主要要求，各院系结合各自学科特点，探讨

了建设的基本思路。后续我校将以专项的组织和申报为契机，带动

相关领域有组织科研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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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月 19 日，学科建设办公室和社会科学部在理科五号楼

429 会议室联合举办人文社科领域顶尖学科建设座谈会，邀请主题

教育指导组以及中文、历史、考古、经济学科领域专家学者和院系

负责人参会，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主题教育，加快推进学校新一轮“双一流”建设。 

6、4 月起，法学院推出《法学院科研简报》，定期汇总学院科

研成果及学术信息，每学期 2 期，每年 4 期，包括科研动态、图

书资源、学术出版、学术论文模块。通过简报形式法学院教师可以

迅速了解同事的研究领域、兴趣和最新进展，有助于本院教师之间

的跨学科交流，凝聚学术共同体，营造探索问题、追求智识的学术

氛围，激发学术对话和争鸣，孕育潜在的学科交叉的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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