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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术 成 果  

孙玉文专著《汉族汉语独立时期考》出版 

10 月，中文系教授孙玉文专著《汉族汉语独立时期考》由商

务印书馆出版。汉藏语系诸语言之间的关系研究，一直是汉语学界

和民族语言学界的重要课题，本书作者使用了与历史语言学中的

“共享创新”类似的考察方法，先厘清相关概念，再结合早期传世

文献展开论证；接着选取近几十年围绕论证问题的考古成果来探

讨汉族独立成族的最晚时间。通过考察汉族文化“独有文化创新”

的形成年代，推论出汉族、汉语的独立时期，进而提出若干研究方

向，旨在推进汉藏诸语言研究迈上更高的台阶。本书新见胜义，纷

呈迭出，解决了不少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相关疑难问题。全书论证

资料丰富，逻辑清晰，结论令人信服，是一部有创见、高质量的学

术著作。 

（供稿：中国语言文学系） 

贺桂梅专著《重述中国：文明自觉与 21 世纪思想文化研究》

出版 

9 月，中文系教授贺桂梅专著《重述中国：文明自觉与 21 世

纪思想文化研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1 世纪是全球化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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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中国国家建构和社会文化发生重要转型的时期，如何“叙述”中

国成为关键议题。本书以“文明”为基本分析框架，对 20—21世

纪之交以来 20余年间正在发生和进行中的思想文化实践进行观察，

探讨对象包括知识界的主要思潮、人文学科的代表性研究者及其

主要成果思路、影视等大众文化中的主要现象，借此召唤认识和阐

释 21 世纪中国的自觉意识。 

（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 

朱良志专著《四时之外》出版 

9 月，哲学系教授朱良志专著《四时之外》由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中国艺术重视生命境界的创造，追求形式之外的意趣，要在

变化表相中表现不变的精神，时间性超越便是艺术家最为重视的

途径之一。“四时之外”四字，可以说是中国艺术的灵魂，也是造

成中西艺术内在差异的本质方面。中国艺术在时间超越中体现出

独特的历史感、人生感和宇宙感。朱良志这本新著主要是从时间和

历史入手，来讨论中国艺术的发展和核心观念的形成。 

（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 

彭锋专著《后素：中西艺术史著名公案新探》出版 

9 月，艺术学院教授彭锋专著《后素：中西艺术史著名公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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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从 10个艺术史、美学史上非常

重要的一直聚讼纷纭的问题入手，细致、犀利地分析了这些问题相

关的艺术理论、美学理论的深层问题。从纹样与图腾，到文献悬案，

从再现与表现，到物我关系，涉及古今中外的诸多内容，以及艺术

理论、哲学、文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 

（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 

章永乐专著《西途东归：朝向中国道路的思想突围》出版 

10 月，法学院副教授章永乐专著《西途东归：朝向中国道路

的思想突围》由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出版。本书以其十多年

内撰写的二十多万字的学术书评，纪录了从一个“留学运动”的见

证者到“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者的思想足迹。这些书评具有

鲜明的“中国道路”自觉，分析和评论了从安东尼奥·奈格里与迈

克尔·哈特、弗朗西斯·福山、孔飞力、列奥·施特劳斯、约翰·麦

考米克、伊万·克拉斯特耶夫、哈罗德·伯尔曼、络德睦、汪晖、

黄兴涛、苏力、贝淡宁、王绍光、欧树军等一系列中外学者的著作，

是对学术书评这一文体的新探索，更是对一系列解释中国与世界

的理论与叙事模式的审视与解剖，具有学术史反思的意义。 

（供稿：法学院） 

 



北 大 文 科 简 报      PKU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4 

王浦劬等专著《政治学基础》（简明版）出版 

9 月，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王浦劬等著《政治学基础》（简明版）

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基于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发展

的重大判断，认为人的需要及其满足的社会形态即利益，是人类社

会和政治的本质和内容，据此将其设置为政治学基础理论的逻辑

起点，转化为利益政治分析范式。在此基础上，作者以辩证逻辑求

解政治逻辑，以矛盾互动透析政治互动，对包括阶级利益在内的社

会利益的两重性展开分析，确认以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及其互动

达成人的需求和利益，是社会政治的意义所在，由此按照政治权力

和政治权利两条逻辑主线，分别从政治行为、政治体系、政治文化

等方面展开分析和阐述。最后，按照社会利益和利益关系变化引起

的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互动发展，分析和阐述了政治发展现象，

形成了具有原创性、实践性和时代性特点的政治学基础理论体系。 

（供稿：政府管理学院） 

臧运祜编著《近百年中日关系史论：中国青年学者的视角》出版 

9 月，历史学系教授臧运祜主编的《近百年中日关系史论：中

国青年学者的视角》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19 世纪中叶以

来的近百年中日关系，曲折复杂、风云激荡，一直是中日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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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中日关系史及东亚国际关系史研究的重点学术领域。本书

由“近代早期的中日交流”、“20 世纪初日本对华扩张”、“民国初

期的中日关系”、“傀儡政权与汉奸问题”、“抗战前后的外交与宣

传”、“近代中日关系略论”、“战争遗留问题与侵华暴行”、“战后日

本对华认识与政策”等多个部分组成，较有代表性地展现了在改革

开放和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中国青年学者关于近

百年中日关系史的新论。 

（供稿：历史学系） 

李新峰点校《视履类编》出版 

10 月，历史学系教授李新峰点校《视履类编》（元明史料笔记

丛刊）由中华书局出版。《视履类编》有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

刻本，未见清前期著录。乾隆后期，见《四库存目》，系“浙江巡

抚采进本”。《文选楼藏书记》载：“昆陵人刊本 ……后附碑传。”

此后又不见著录，亦未见征引。现仅台北傅斯年图书馆、美国国会

图书馆藏二帙，可谓《存目》遗珠、海内孤本。本书点校，以“中

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清康熙二十四年李王

佳刻二卷本为底本，以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同版异订本（简称国会藏

本）为校本，补底本少许残阙。据本校、理校原则，改正少数明显

刊刻错误。后附《神道碑铭》、《墓志铭》未他见，《李大中丞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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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张大复《昆山人物传》卷十《李同芳》。今据《昆山人物传》清

雍正刻本（简称《昆传》）对校。 

（供稿：历史学系） 

杨立华等教材《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研究方法·方法论》出版 

10 月，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杨立华等著教材《政治学与公共管

理研究方法·方法论》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教材是《政治学

与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基础》及《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常用

具体方法》（待出版）的姊妹篇，对现象学、民族志、符号互动论、

常人方法学、扎根理论、行动研究、批判性研究、女性主义研究、

叙事研究共九种方法论或研究范式意义上的常用方法进行了介绍。

本书依次讨论了上述九种研究方法的定义、特点和优劣势，起源、

发展和理论基础，适用范围与条件，研究方法的具体类型，研究设

计及有效性，操作流程，质量评价和保证，使用中应注意的问题等，

通过本章小结、关键术语、思考题、延伸阅读、经典举例等模块帮

助读者形成对各类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多元的认识。 

（供稿：政府管理学院） 

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亚洲智慧城市季评》发布 

11 月 23 日，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与港湾海外、香

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与实践研究所联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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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智慧城市季评》（2023 年第四季度-北孟加拉湾区）。本报告

以区域融合为导向，目标在于吸引政策决策者的注意力以为该区

域发展形成多种可能性。该系列报告系统性地为亚洲发展中经济

体提供了智慧城市发展策略指引，也为全球区域融合发展提供新

的理论框架和政策思路。对于提升智慧城市的全球治理领域的国

际话语权，以及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具有积极意义。 

（供稿：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 

学 术 荣 誉  

李零获 2023 年度“汪德迈中国学奖” 

5 月，中文系教授李零荣获 2023年度“汪德迈中国学奖”。该

奖项由法国碑铭与美文科学院设立，香港明远基金会支持，以纪念

法国汉学家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生前的杰出贡献。今

年五月，法国碑铭与美文科学院与香港明远基金会举行评奖会议，

决定授予李零 2023 年度“汪德迈中国学奖”，以表彰李零在中国

出土文献、特别是楚系简帛研究领域的卓越成就，以及在中国古代

物质文化研究方面的建树，为学界贡献了诸多富有原创性、创造性

的学术成果。 

（供稿：中国语言文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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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4 项科研成果获第四届方德法治研究奖 

9 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公布了“第四届方德法治研究奖”

的评审结果，法学院 4 项科研成果获奖。王锡锌教授的论文“国家

保护视野中的个人信息权利束”（《中国社会科学》2021 年第 11 期）

荣获一等奖；巩固副教授的论文“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公权说再

论”（《法学研究》2015 年第 2 期）、张翔教授的专著《基本权利的

规范建构》（法律出版社 2017 年 12 月）、何其生教授的论文“大

国司法理念与中国国际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

2017 年第 5 期），分别荣获三等奖。 

（供稿：法学院） 

学 术 活 动  

中文系等举办 2023 年“古文字与出土文献”学术研讨会 

11 月 18 日至 19 日，2023 年“古文字与出土文献”学术研讨

会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召开。本次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

系、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联合举办，并得到“古文

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支持。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复

旦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河南大学、郑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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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彰化师范大学、故宫博物院、上海

博物馆等十七家高校和科研单位的约四十位学者参加了会议，来

自京津等地的六十余位学者及青年学子参会旁听。本次会议共分

为七场，参会学者集中就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

了汇报与讨论。会议探讨了在甲骨形态研究中利用人工智能的可

能性；期待古文字学在先期设计中明确所需信息和提取信息的方

法，从而更普遍地惠及古文字研究者。 

（供稿：中国语言文学系） 

中文系举办第四届“中日古典学交流与融通工作坊”：中日古

代“文”“集”观念及相互关系 

11 月 6 日至 7 日，第四届“中日古典学交流与融通工作坊”

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举行，主题为“中日古代‘文’‘集’观念及

相互关系”。本次工作坊由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与早稻田大学

总合研究机构日本古典籍研究所联合举办，来自北京大学、早稻田

大学、京都大学、广岛大学、台湾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

院文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和学术机构的三十

余位学者出席并参与讨论。本届工作坊的主题旨在理论与文献相

结合，通过会议报告与讨论，进一步推进中日古代“文”“集”观

念及相互关系的相关研究。工作坊以“交流”“融通”为初衷，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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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深入、角度多样并形成若干专题，期待中日学者在此基础上加深

合作与交流，不断开拓新的学术领域。 

（供稿：中国语言文学系） 

历史学系等举办纪念周一良先生诞辰 110 周年学术座谈会 

11 月 25 日，纪念周一良先生诞辰 110 周年学术座谈会在北

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报告厅举办。此次纪念周一良先生诞

辰 110 周年学术座谈会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和北京大学中国古代

史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北京大学党

委原副书记、原常务副校长郝斌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会议；家属代

表、周一良之子周启锐先生也出席了纪念座谈，并做主题发言。周

一良（1913—2001），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师从洪业、陈

寅恪诸贤，后赴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长期任教于北京大

学历史学系。周一良先生早年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著称于时，五十

年代以来开拓了日本史、世界史等领域，与吴于廑合编《世界通

史》，是一位学贯中西、著作等身、令人崇敬的学问大家。 

（供稿：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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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系等举办第三届北京大学“出土法律文献与汉唐历史”

博士生学术研讨会 

11 月 4 日至 5 日，由北京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资助

的第三届“出土法律文献与汉唐历史”博士生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

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报告厅举行。本次学术研讨会由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古

代史研究中心主办。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科研机构的二十余位师生

齐聚一堂，交流切磋。会上，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博

士后陈韵青、故宫博物院博士后崔启龙、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

院讲师曹天江、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馆员王景创

担任总评人。“出土法律文献与汉唐历史” 博士生学术研讨会始自

2020 年，历届会议虽以出土法律文献为重点，研究领域实则已扩

展至思想史、政治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等方面；而专注法制史者不

止于探讨律令制定者的意图，更试图观照“被动者”的抵抗、博弈、

碰撞，由此揭示历史过程的多样性。 

（供稿：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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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系举办北京论坛（2023）“家庭哲学：一个新的哲学分支

学科”分论坛 

11 月 3 日至 5 日，由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的北京论坛（2023）

“家庭哲学：一个新的哲学分支学科”专题论坛于北京大学英杰交

流中心成功举行。本次论坛旨在确立家庭哲学为专业哲学的一个

新分支学科，邀请中国哲学家和国际学者代表不同的世界文化，作

为杰出的专家，就此议题展开对话。论坛包括四次讨论，来自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高校和诸多海外高校的十余位学

者围绕女性主义、伦理学、儒家思想、区域研究、社会、宗教、国

家等多重进路对“家庭”议题进行展开。演讲结束之后的讨论环节，

学者们就报告中的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论坛在友好热烈的氛围

中顺利闭幕。本次大会引导我们关注现代社会中的围绕家庭所产

生的各种问题，并提供了诸多深刻的哲学思考。 

（供稿：哲学系（宗教学系）） 

哲学系举办第七届汉语哲学论坛：“语言表达与绘画表达——

汉语哲学的多重维度” 

11 月 11 日至 12 日，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主办的“第七届汉语

哲学论坛：语言表达与绘画表达——汉语哲学的多重维度”在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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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召开。本次论坛以汉语哲学为核心，联手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从综合的视野探讨汉语哲学及其深层基础。

会议协办单位包括北京大学汉语哲学研究中心、复旦大学现代外

国研究所、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并由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台

州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台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具体承办。来自

国内外三十余所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多家出版单位的近六十位知

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还特别遴选了一部分优秀博士

生论文进行报告。在两场大会报告之后，本次论坛分为了“汉语表

达”和“绘画表达”两个分会场，各进行四场讨论，与会学者相继

进行主题报告、展开热烈交流。 

（供稿：哲学系（宗教学系）） 

考古文博学院等举办第二届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学术论坛 

11 月 17 日至 18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

训与研究中心北京分中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文物保护

基金会和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共同举办第二届世界文化与自然遗

产学术论坛“人与自然的当代关系：共存、互鉴与可持续”。论坛

开幕式于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报告厅召开，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

理事长刘玉珠、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宋新潮、北京大学党

委副书记姜国华出席并致辞。国内外从事遗产研究与实践的知名

专家学者，以及来自全国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地的管理者代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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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余人出席论坛开幕式。开幕式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党委

书记陈建立主持。为期两天的会程中，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

基斯坦、比利时、赞比亚、哥伦比亚、英国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复旦大学、东南大学、同济大学、中山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

高校学者，教科文组织各相关二类中心与教席的与会学者就“世界

遗产发展趋势”“考古遗址类遗产的保护与管理”“人与自然环境的

共存关系”“村落与文化景观类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历史建成环境

的保护与利用”以及“自然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六个专题开展交

流。 

（供稿:考古文博学院） 

外国语学院等举办北京论坛（2023）“知识传播与文明互鉴”

分论坛 

11 月 3 日下午，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和人工智能研究院联

合承办的北京论坛（2023）“知识传播与文明互鉴”分论坛在民主

楼 208开幕。来自中国、美国、日本、菲律宾、蒙古等国的 20余

位学者参会发言，60 余名来自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讨

论，就相关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与交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

陈明致欢迎辞。论坛由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冯硕主持。本次论坛分

为主旨报告和分论坛主题报告两部分。主旨发言第一场的主题为

“数字人文与人文研究”，由哈佛大学教授包弼德（Peter Bol）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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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第二场的主题为“作为一种人文学术范式的数字人文”，由上

海交通大学教授王宁主讲。第三场的主题为“周游列国知新见奇：

词的旅行与知识的传承互鉴”，由香港理工大学教授黄居仁主讲。

论坛下设 “何以数字人文”和“传承优秀文化，促进文明互鉴” 

平行分论坛。 

（供稿：外国语学院） 

艺术学院举办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设计艺术学

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现状评估及评价标准研究”开题

论证会暨“不忘初心：回归设计艺术的基本属性”的项目首届

学术论坛 

11 月 11 日上午，2023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

国设计艺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现状评估及评价标准研

究”开题会在北京大学图书馆 117 会议室召开。文化和旅游部科

技教育司社科处处长王卉，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王博，图书

馆馆长陈建龙、副馆长童云海，社会科学部副部长向勇，项目首席

专家祝帅、评审专家、子课题负责人、课题组成员和媒体代表等近

50 人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彭锋主持。祝

帅及五位子课题负责人汇报研究思路，与会专家一致通过本项目

开题，并预祝课题组在研究周期内取得预期的成果。当天下午，题

为“不忘初心：回归设计艺术的基本属性”的项目首届学术论坛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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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会在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召开，30 余位课题组成员围绕

项目相关议题展开热烈研讨。 

（供稿：艺术学院） 

国际关系学院举办 2023 年北京论坛国际关系分论坛 

11 月 3 日至 4 日，北京论坛（2023）国际关系分论坛在北京

大学举办。分论坛以“不确定时代的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为主题，

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安钰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

合作司副司长潘江，外交学院院长王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院长杨光斌，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高祖贵，中国社会科

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冯仲平，世界卫生组织原助理总干事、北京大

学全球卫生研究院院长任明辉，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贾烈英，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陈琪，学院院长唐士

其，党委书记初晓波，副院长张海滨、董昭华，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外交学系主任张清敏，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国家安全学

系主任于铁军，北京大学全球风险政治分析实验室主任、国际关系

学院教授庞珣，长聘副教授刘莲莲，助理教授陈沐阳、徐沁仪，巴

黎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院长阿兰查·冈萨雷斯(Arancha Gonzá

lez)、阿尔伯塔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菲利普·雷诺（Philippe Rheault）、

副所长王佳，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教授戴欣媛，韩国环境研究所

首席研究员秋长珉（Chu Jangmin）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本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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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古德史密斯（Benjamin Goldsmith），柏林自由大学助理教授托

比亚斯·伯格尔（Tobias Berger）等国内外嘉宾出席论坛。论坛汇

集来自亚洲、欧洲、美洲与澳洲的知名专家学者，他们相聚燕园，

深入探讨不确定时代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之

策，共话变乱交织的世界形势与人类的未来发展前景。 

（供稿：国际关系学院） 

政府管理学院举办“面向新时代的人才培养——第五届治理现

代化论坛” 

11 月 4 日上午，“面向新时代的人才培养——第五届治理现代

化论坛”开幕式在北京大学举行。开幕式前，北京大学校长龚旗煌

与来自校内外的专家学者一同参观了“面向新时代的人才培养”主

题展览。校党委常委、副校长、教务长王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

治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高等学校政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浦劬，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燕继荣等班子成员，校

内职能部门及院系代表，兄弟高校相关院系代表，院友代表及学生

代表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后举行了“面向新时代的人才培养”主论

坛。教务部副部长刘建波教授作题为“北京大学本科教学与人才培

养”的报告，政府管理学院金安平教授作题为“北京大学本科教育

开办考述及政治学科的地位”的报告，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唐士其教

授作题为“坚持和发扬政治学中的科学与实践精神”的报告。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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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为“使命责任：新时代人才培养理念与机制”、“以史为鉴：学

科发展与人才培养”、“守正创新：人才培养方法、技术与路径”、

“报国为怀：公共服务精神的培育与能力提升”、“传承创新：政治

学与公共管理本科生论坛”的五场平行论坛在廖凯原楼分别举行。 

（供稿：政府管理学院） 

政府管理学院举办数字机关建设论坛（2023）暨数字机关建设

白皮书发布会 

11 月 17 日，“数据驱动 智治赋能”数字机关建设论坛（2023）

暨数字机关建设白皮书发布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本次论坛在国家

机关事务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和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的支持和指导

下，由中移系统集成有限公司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主办，北京

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承办。《白皮书》主要阐释了新时代数字机关

建设的价值意蕴，描画了数字机关建设的广阔空间和发展前景，总

结了新时代以来数字机关建设的实践成效，并提出数字机关建设

的推进举措。 

（供稿：政府管理学院） 

经济学院等举办北京大学数字经济工作坊首场报告 

11 月 2 日上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与光华管理学院联合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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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字经济工作坊首场报告在经济学院 305 会议室举行。北京大

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主任周黎安出席工作坊并发表致辞。北京大学

光华管理学院翁翕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朱英姿教授，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朱胜豪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李伦助理教授、曹光

宇助理教授参加会议。会议由经济学院助理教授李博主持。数字经

济工作坊由经济学院和光华管理学院联合组织、依托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数字经济中竞争与创新的动态关系”而设

立。工作坊旨在促进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在数字经济领域的

学术交流，并在此基础上深化与校内外相关领域学者的合作。 

（供稿:经济学院） 

光华管理学院承办第十二届“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

学术研讨会 

11 月 11 日，第十二届“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学术

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会议由经济研究杂志社、北京大学财务分

析与投资理财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商学院、暨南大学管理学院、重

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六方联合主办，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承办，来自全国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140

多名专家学者、青年教师、博士研究生参与研讨。会议主题涉及到

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微观企业行为、经济全球化、法制环境、政府管

制、数字经济、ESG 以及金融及资本市场等宏微观互动关系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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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方面。在主题演讲环节，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

毅夫教授发表了题为“结构性货币政策理论初探：新结构经济学的

视角”的主题演讲。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教授发

表了“国企改革、现代新国企与世界一流企业建设——‘使命导向’

的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主题演讲。 

（供稿：光华管理学院） 

光华管理学院举办厉以宁先生追思会暨厉以宁学术思想研讨会 

11 月 26 日，厉以宁先生追思会暨厉以宁学术思想研讨会在北

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举行。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辜胜阻，第十

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原第一副主席张梅颖，北京大学党

委书记郝平，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姜国华，厉以宁先生亲属、挚友、

同事和学生，以及北京大学师生、光华校友等嘉宾 300 余人参加

了本次追思会及研讨会。在辜胜阻、郝平、姜国华、厉以宁夫人何

玉春等到场嘉宾的共同见证下，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党委书记

马化祥共同为厉以宁先生塑像揭幕。在厉以宁先生诞辰 93 周年之

际，通过举办这次追思会，向厉以宁先生表达深深的敬意和怀念；

也通过这次研讨会，探讨和回顾厉以宁先生的学术思想，继承和发

扬厉以宁先生的精神，进一步推进经济学思想和实践的创新，推进

中国经济管理教育的发展。 

（供稿：光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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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办第二十届北京论坛之“中国历史上的

南与北” 分论坛 

11 月 3 日至 5 日，由文研院承办第二十届北京论坛分论坛之

“中国历史上的南与北”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办。在中国的

历史上，“南”与“北”的问题并非一个自上古以来就存在的问题，

而是一个大致从南北朝开始，特别是在唐宋之际开始凸显的问题，

它既是真实发生的历史过程，也是一种被刻意强调的“话语”。而

这两个方面，既是中国历史内部变迁的动力所致，也受到全球史区

域互动的影响。从更加多元的视角和方法去重新讨论这个话题，对

于更深入地理解和诠释中国历史发展机制的复杂多样性无疑是有

益的。基于此主题，二十余位来自海内外的知名学者围绕“通货与

贸易”“佛教与社会”“卫所与满城”“史事与话语”发表主题报告，

展开层次丰富、面向广泛的研讨与对话。 

（供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国家治理研究院举办北京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国家治理论坛” 

11 月 16 日至 17 日， 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与哥伦比亚

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联合主办的第八届国家治理论坛“公共

治理与可持续发展：中美分析视角”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来自北

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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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高校和机构的专家学者和师生参与论坛研讨。本次论坛分别以

“公众支持的实证研究”、“社会福利的治理”、“公平增长与减少贫

困：政策创新”、“公共治理：全球竞争的关键指标”为主题进行了

研讨。这次论坛形成了丰硕成果，取得圆满成功。 

（供稿：政府管理学院） 

台湾研究院承办第九届中华文化论坛 

11 月 12 日，由北京大学主办，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合

办，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研究室承办的

第九届中华文化论坛在北京稻香湖景酒店举行。论坛主题为“中国

式现代化与中华文化复兴”，来自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的 150 余位

专家学者与会。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龙明彪，北京大学副

校长董志勇，原文化部部长、著名作家王蒙，原文化部部长蔡武，

台湾新党荣誉主席郁慕明，台北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冯明珠，空军原

副司令景文春中将，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原副主任王在希，科技

部原副部长张景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吕世明，中华全国台湾同

胞联谊会党组书记纪斌，国务院台办交流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李

京文等出席论坛。中华文化论坛组委会负责人、北京大学台湾研究

院院长李义虎主持论坛的开、闭幕式。 

（供稿：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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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部举办“数字与人文节气沙龙”（2023 立冬篇）&

（2023 小雪篇） 

11 月 10 日中午，社会科学部在北京大学数字化实验教学中心

举办“数字与人文节气沙龙”立冬篇活动。本次活动是“节气沙龙”

系列活动的第 18 期，主题是“北京大学 CCL 语言资源建设概况—

—语言知识数据化和可视化”。沙龙由中国语言文学系詹卫东教授

主讲，邀请计算中心、外国语学院的专家学者参与本次活动。 

11 月 21 日中午，社会科学部在百周年纪念讲堂咖啡厅举办

“数字与人文节气沙龙”小雪篇活动。本次活动是“节气沙龙”系

列活动的第十九期，主题是“公共舆论与政策改革：基于机器学习

的诉求文本分析”。沙龙由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助理教授曾渝主

讲，主要邀请新闻与传播、法学、经济学、工学、社会学、信息管

理、计算机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参与本次活动。 

(供稿：社会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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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研 管 理  

1.11 月 14 日，2023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和

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立项名单公布，我校获立 8 个后期资助项

目和 2 个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分类 单位 负责人 

道则从古，器则从新：杀尊

亲属罪的近代转型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

资助项目重点项目 
法学院 张一民 

地方公议：十六至十八世纪

中国绅士耆老的政治参与

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

资助项目一般项目 
历史学系 毛亦可 

民族语背景的普通话声调

感知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

资助项目一般项目 
中国语言

文学系 
陆尧 

网络空间中的平台治理问

题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

资助项目一般项目 
新闻与传

播学院 
刘金河 

叙利亚国家治理体系转型

与政治稳定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

资助项目一般项目 
外国语学

院 
李海鹏 

镜影剑光：中华文明圈视野

下的日本金属文化史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

资助项目一般项目 
外国语学

院 
刘琳琳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身份

政治理论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

资助项目一般项目 
马克思主

义学院 
汪越 

仓单法律制度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

资助项目一般项目 
法学院 郭瑜 

《仪礼》版本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

资助项目优博项目 
中国语言

文学系 
杜以恒 

中国农村数字金融的发展

机制与普惠效应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

资助项目优博项目 
现代农学

院 
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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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月 24 日，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负责人变更为汪

卫华，陈翰笙世界政治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变更为雷少华，国家法

治战略研究院负责人变更为章永乐。 

3. 11 月 28 日上午，北京大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主任圆桌会（第三季第二场）于安徽合肥举行，会议主题是“交

叉融合与新文科建设”。本次基地主任圆桌会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

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语言学实验室联合主办。北京大学党委

副书记姜国华线上参与会议，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邱泽

奇、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罗新、教育经济研究所所长丁小浩等

12 个基地负责人和科研秘书，以及财务部、实验室与设备部和社

会科学部有关同志参与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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