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大文科简报 
2023年 第 8期 （ 总 第 44期 ）  

 

 

  

主办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 



 

 

 

 

目 录 

学术成果 

历史学系“‘海上丝绸之路与郑和下西洋’及其沿线地区的历史和文化研究”重

大项目系列成果出版 ............................................................................. 1 

吴洪淇专著《刑事证据法的制度塑造》出版 ............................................... 2 

俞祺专著《央地关系中的立法》出版 ........................................................ 3 

田丽专著《他山之石：未成年人数字安全保护与素养发展的国际实践》出版 .... 3 

王越端专著《实验主义的宪法：中国、印度、美国的次国家政策实验》出版 .... 4 

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编著《深入理解新发展格

局》出版 ............................................................................................ 5 

海闻等编著《大变革时代中国经济的五大战略》出版 .................................. 5 

学术荣誉 

北京大学19项成果荣获北京市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 6 

严文明荣获“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终身成就奖......................................... 7 



 

 

宁琦荣获俄罗斯联邦“友谊勋章” ........................................................... 7 

易继明参与研究的课题成果荣获“第十二届全国知识产权优秀调查研究报告暨优

秀软课题研究成果征集活动评选”一等奖 .................................................. 8 

马戎荣获第九届首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 ............................................... 8 

林毅夫荣获国际经济学会“熊彼特-哈伯勒杰出会士奖” .................................. 9 

学术活动 

中国语言文学系举办第三届北京大学王默人-周安仪世界华文文学奖颁奖典礼 . 10 

中国语言文学系举办讲座“中国近三百年文学史刍议” ............................. 11 

哲学系举办“2023年度世英哲学奖颁奖典礼” ......................................... 11 

哲学系举办“第十七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南北哲学论坛：世界的规范性：在物

理与生活之间” ................................................................................. 13 

艺术学院举办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戏剧与影视评论话语体系

及创新发展研究”开题会暨“全球视野下的戏剧与影视评论话语学术论坛” .. 14 

法学院举办“法学+ ”跨学科沙龙第1期“思想史与规范性：伦理政治研究的一些

思考” ............................................................................................. 15 

社会学系举办“毛泽东时代的人口政策与人口转变”讲座 .......................... 16 

马克思主义学院举办“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

年学术研讨会” ................................................................................. 16 

经济学院举办第六届“中国百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论坛” .......................... 17 

汇丰商学院举办第七届北京大学汇丰宏观经济与金融国际会议 .................... 18 

汇丰商学院举办首届管理研究国际会议 ................................................... 1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举办学习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

学术研讨会 ....................................................................................... 19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举办第十届新结构经济学国际研讨会 .......................... 20 

政党研究中心主办“政党价值与人类文明”国际学术会议暨第十二届中国政党研

究论坛 ............................................................................................. 21 

社会科学部举办“数字与人文节气沙龙” 2023大雪篇&2023冬至篇 ............ 21 

科研管理 

  



北 大 文 科 简 报      PKU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1 

学 术 成 果  

历史学系“‘海上丝绸之路与郑和下西洋’及其沿线地区的历

史和文化研究”重大项目系列成果出版 

2019 年历史学系“‘海上丝绸之路与郑和下西洋’及其沿线地

区的历史和文化研究”项目启动以来，项目组筹备的“北京大学海

上丝路与区域历史研究丛书”近来取得重要进展，多部成果陆续出

版。董经胜教授的专著《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理论与实证的探讨》

对不同时期拉美不同国家民粹主义的具体特点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探讨了 20 世纪初以来拉丁美洲民粹主义的三次高潮，并阐述了其

对经济发展和政治变革的影响。昝涛教授主编的《东西之间：北大

“丝绸之路”十五讲》，收录了历史学系“丝绸之路系列公益讲座”

的讲稿，呈现了丝绸之路研究领域著名的海内外学者的观点。陈烨

轩助理研究员的专著《东来西往：8-13 世纪初期海上丝绸之路贸

易史研究》力图打破传统的断代史观，以商人的东来西往为视角，

考察 8-13 世纪初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长时段历史发展，该成果入围

第十五届社科文献十大好书评选。刘莹助理研究员的专著《儒学的

日本化：近世日本京学派思想研究》，通过具体的文本对儒学日本

化的动态过程进行了细致分析，深入解读了京学派朱子学者的思

想。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久远，其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传统、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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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迥异，社会与政治、商业与贸易相互交织、彼此纠缠。多位学

者对沿线国家及地区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力争完整呈现其历史

面貌，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扎实、严谨、细致和系统的基础性

研究。预计 2024 年初，另有多部成果将完成出版。 

（供稿：历史学系） 

吴洪淇专著《刑事证据法的制度塑造》出版 

2023 年 12 月，法学院吴洪淇研究员专著《刑事证据法的制

度塑造》由法律出版社出版。本书的核心关注点在于理解中国刑事

证据制度是如何被塑造成当前的样态，努力探寻其制度成长和所

面临的种种困境背后的各种制约因素。本书的上编以改革开放以

来的制度变迁为纵向背景，以中外证据法体系化和本土刑事诉讼

法改革为横向参照，勾勒出了中国刑事证据制度成长的宏观环境。

下编聚焦刑事证据制度改革中的焦点性问题，包括专家辅助人制

度、专门性证据制度、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电子数据合法性审查框

架、印证制度以及经验法则等。这些具体制度改革的推进和徘徊恰

恰是中国刑事证据制度塑造所面临的复杂性的生动注脚和具体化

呈现。 

（供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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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祺专著《央地关系中的立法》出版 

2023 年 11 月，法学院俞祺助理教授的专著《央地关系中的

立法》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入“北大法学文库”出版序列。

本书力图解答在我国现行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中央和地方之间

的立法权应当如何分配，包括中央和地方在事务领域应当如何划

分，中央和地方立法同时调整某一领域时，地方立法应当如何协调

其与中央立法规定的关系等。本书还讨论了立法权分配领域中的

几个关键具体问题，包括行政处罚的设定权和行政许可的设定权

的分配，以及跨行政区域的立法权力的配置。 

（供稿：法学院） 

田丽专著《他山之石：未成年人数字安全保护与素养发展的国

际实践》出版 

2023 年 2 月，新媒体研究院副教授田丽著作《他山之石：未

成年人数字安全保护与素养发展的国际实践》由经济科学出版社

出版。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网络内容治理体系

及监管模式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通过对一手资料和原始文献的分

析，呈现美国、欧盟、德国、法国、荷兰、英国、日本、韩国、新

加坡和澳大利亚等十个国家在未成年人数字安全与数字素养战略

政策、法律法规、监管体系、教育宣传方面的真实情况。本书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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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战略、政策法规、组织机构、方法措施等方面总结他国经验，旨

在为我国未成年人数字安全与数字素养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借鉴和

依据。 

（供稿：新媒体研究院） 

王越端专著《实验主义的宪法：中国、印度、美国的次国家政

策实验》出版 

2023 年 12 月，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王越端的英文专著《实

验主义的宪法：中国、印度、美国的次国家政策实验》（Subnational 

Policy Innovations in China,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由哈佛

亚洲中心和哈佛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美国联邦制常被政界和学

界称为“民主的实验室”（laboratories of democracy），本书认为

联邦实验室这一概念不仅可以适用于美国宪法，还可以被应用于

央地结构、政治竞争程度等方面都大相径庭的不同体制中。本书对

不同国家的次国家政策实验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比较研究，以中、

印、美为例，展示了这些国家如何基于各自宪法机制和精英政治间

的互动，建构出迥异的次国家实验体系。 

（供稿：政府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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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编著《深

入理解新发展格局》出版 

2023 年 6 月，由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研究院组织编写的《深入理解新发展格局》一书由中央编译出版

社出版发行。该书汇集韩毓海、鄢一龙、龚六堂、尹俊等学者研究

的文章，从中国发展阶段、发展理念、内外双循环、经济形势、发

展安全、风险防范等不同维度，深入探讨了构建新发展格局之于当

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意义、重要价值与实现路径。书中多维

度、多层次探讨了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

择，分析了如何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形成新的比较优势。2023 年 7 月，该书入

选人民日报金台好书推荐。 

（供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 

海闻等编著《大变革时代中国经济的五大战略》出版 

2023 年 9 月，汇丰商学院教授海闻、巴曙松编著《大变革时

代中国经济的五大战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聚焦中国经

济向高质量阶段迈进的过程中决定中国经济走向的五大核心战略：

收入分配改革与共同富裕、“双碳”目标与经济转型、双循环与新发

展战略、大城市群与新型城市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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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著作中，周小川、楼继伟、黄奇帆、樊纲、姚洋、蔡昉、李扬、

陈志武等经济金融领域权威专家透视经济底层逻辑，详解发展机

遇与挑战。 

（供稿：汇丰商学院） 

学 术 荣 誉  

北京大学 19 项成果荣获北京市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 

2023 年 12 月 15 日，北京市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拟授奖名单完成公示，公示期内社会各界对获奖成果无异议。北

京大学共 19 项成果入选，其中特等奖 2 项、一等奖 5 项、二等奖

12 项。特等奖数排名第一，一等奖数排名前列。北京市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旨在繁荣首都哲学社会科学事

业，调动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代表了北京

市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高水平。本届共评出 210 项奖项，其中特

等奖 5 项、一等奖 40 项、二等奖 165 项。 

（供稿：社会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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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文明荣获“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终身成就奖 

2023 年 12 月 15 日，“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在上海召开，

会上授予考古文博学院严文明教授“终身成就奖”。这一奖项是世

界考古论坛颁发的最高荣誉，专门表彰在全球范围内享誉盛名、学

术造诣深厚、对考古学领域影响⼴泛⽽深远的学者，这是论坛首次

将该奖项授予中国考古学家。颁奖词称，“这不仅是对严文明先生

在推进考古学科发展上的杰出贡献的认可，更是对他不懈地向公

众宣传考古学对于当代社会及⼈类共同未来重要性的肯定。” 

（供稿：考古文博学院） 

宁琦荣获俄罗斯联邦“友谊勋章” 

2023 年 12 月 19 日，俄罗斯联邦副总理切尔内申科到访北京

大学，并为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宁琦教授颁授俄罗斯联邦

“友谊勋章”，以表彰其为俄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及和俄罗斯

文化的推广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该“友谊勋章”于 1994 年根据

俄罗斯联邦总统令设立，授予在加强各国人民间的和平、友谊、合

作和相互了解方面做出特殊功绩的俄联邦和外国公民。 

（供稿：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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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继明参与研究的课题成果荣获“第十二届全国知识产权优秀

调查研究报告暨优秀软课题研究成果征集活动评选”一等奖 

2023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组织 “第十二届全国知识产权优秀

调查研究报告暨优秀软课题研究成果征集活动评选”。北京大学法

学院易继明教授参与研究的课题成果《完善以知识产权保护为重

点的现代产权制度》经中国专利信息中心报送参评，荣获一等奖。 

（供稿：法学院） 

马戎荣获第九届首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 

2023 年 12 月 5 日，第九届首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举行，

会议表彰了 138 个先进集体和 260 名先进个人。北京大学博雅讲

席教授、北京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社

会学系马戎教授获评第九届首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称号。马

戎常年坚持田野调查，足迹遍及中国各少数民族地区，在中国特色

民族理论建设、民族问题政策咨询、民族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出

重要贡献。 

（供稿：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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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荣获国际经济学会“熊彼特-哈伯勒杰出会士奖” 

2023 年 12 月 13 日，国际经济学会向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

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授予国际经济学会 2024年“熊彼特-哈伯勒

杰出会士奖” （Schumpeter-Haberler Distinguished Fellow Award），

以表彰林毅夫教授对经济学做出的杰出贡献。国际经济学会成立

于 1950 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会员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学

会。国际经济学会于 2018 年设立“熊彼特-哈伯勒杰出会士奖”，授

予国际经济学会自成立以来在世的会长，是国际经济学会颁发给

经济学家的最高荣誉。“熊彼特-哈伯勒杰出会士奖”每三年评选一

次，由现有的熊彼特-哈伯勒杰出会士提名，投票选举，每次最多

授予 6 名，表彰对经济学理论研究、国际经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并在政策上产生影响的经济学家。 

（供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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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术 活 动  

中国语言文学系举办第三届北京大学王默人-周安仪世界华文

文学奖颁奖典礼 

2023 年 12 月 10 日，第三届北京大学王默人-周安仪世界

华文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厅举行。本

届评奖活动由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办，北京大学文学讲习

所承办。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姜国华、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

泽、北京大学中文系党委书记贺桂梅、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杜克

大学教授罗鹏（Carlos Rojas）、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奖项

捐赠人王默人-周安仪夫妇家属王可凡和章吉等出席颁奖典礼。北

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所长曹文轩主持了典

礼。陈福民《北纬四十度》、黎紫书《流俗地》、林白《北流》

共摘奖项。 

“北京大学王默人-周安仪世界华文文学奖”由旅居旧金

山的华人作家王默人先生和夫人周安仪捐资设立，用于奖励全

球范围内用华语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奖项以高标准的学院学

术平台作为根基，致力于打造华语文学圈最具权威性、公信力

和学术影响的文学奖项之一。王默人、周安仪夫妇希望通过奖

项评选增强华语文学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和关注度，树立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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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学院评奖标准，促进华语文学的繁荣与进步，引领华语文

学的发展。该奖项已经于 2018 年、2021 年成功举行两届。 

（供稿：中国语言文学系） 

中国语言文学系举办讲座“中国近三百年文学史刍议” 

2023 年 12 月 8 日，哈佛大学东亚系暨比较文学系教授王

德威作客北京大学，以“中国近三百年文学史刍议”为题开展演

讲。本次讲座是“第三届北京大学王默人—周安仪世界华文文学

奖”系列活动之一。《中国近三百年文学史》是王德威教授正在

进行的大型文学史编纂项目。这一计划得自梁启超、钱穆各自著

述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启发，企图从文学视角观察中国近

三百年人文传统的断裂与赓续，并思考“诗以证史”或“史蕴诗心”

的可能。王德威教授指出，文学既然以历史为名，自然不可能只是

修辞审美创作的集结，它与构想、书写或编纂的时空息息相关，也

透露出参与者的史观和史识；它更是启动了一种阅读的政治，或

兴，或观，或群，或怨，无不体现于字里行间。 

（供稿：中国语言文学系） 

哲学系举办“2023 年度世英哲学奖颁奖典礼” 

2023 年 12 月 24 日，2023 年度世英哲学奖颁奖典礼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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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育基金会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教授，党委常

委、副校长、教务长王博教授，文科资深教授、著名美学家叶朗先

生等出席颁奖典礼。来自中国泛海公益基金会、北京大学教育基金

会、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嘉宾，以及著名哲学家、

美学家张世英先生哲嗣张晓崧先生，张世英先生后学故交、先生家

乡张世英书院代表一起参加了颁奖典礼。芝加哥大学艺术史暨东

亚语言文明系斯德本特殊贡献讲座教授、北京大学王宽诚客座讲

席教授巫鸿和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山大学人文学部主任陈少

明获得 2023 年度世英哲学奖学术成就奖，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张颖，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张伟和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天

岳获得青年学者奖。 

“世英哲学奖”是在当代著名的哲学家、美学家、教育家张世

英先生亲自指导下，由中国泛海公益基金会于 2016 年 9 月在北京

大学设立的学术奖项。其宗旨是赓续张世英先生的学术精神和思

想品格，奖励在哲学和美学领域做出了重要原创性贡献的学者。

“世英哲学奖”尝试通过不同奖项的评选，推动哲学界同侪的深度

交流，鼓励原创思想探索，形成对学术成果和学者贡献的公议与共

识，从而为哲学及美学学科的学术发展、理论探索确立风向标，为

原创性思想研究确立典范，凝聚学术共同体、引领学术风气，切实

承担时代赋予哲学的使命。 

（供稿：哲学系（宗教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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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系举办“第十七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南北哲学论坛：世

界的规范性：在物理与生活之间” 

2023 年 12 月 16 日至 17 日，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台湾政治大学哲学系、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澳门大学

哲学系共同主办，北京大学哲学系承办的“第十七届海峡两岸暨港

澳地区南北哲学论坛：世界的规范性：在物理与生活之间”在北京

大学李兆基人文学苑成功举办。师生齐聚北京大学人文学苑，在两

天的时间里进行了 18 场报告及讨论。本次会议分为“中西比较哲

学”“心灵哲学：经验、意识与认知” “知识与思想形态” “具体

科学的逻辑结构”四个分论坛，分别由复旦大学孙向晨教授、北京

大学的韩水法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张寄冀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的叶

峰教授、北京大学的王鑫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的邢滔滔教授、北

京大学的陆俏颖助理教授和北京大学的丁一峰助理教授主持。复

旦大学的吴晓明教授、台湾政治大学的林远泽教授、香港中文大学

的梁家荣教授、复旦大学的孙向晨教授、澳门大学的张颖教授、复

旦大学的丁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唐热风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的

钟磊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的姚治华教授、复旦大学的刘闯教授、北

京大学的郑开教授、台湾政治大学的王华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研

究所的张立英教授、台湾政治大学的马恺之教授、复旦大学的张明

君讲师、香港中文大学的张寄冀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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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颖讲师、北京大学的钟盛阳助理教授分别做了报告。 

南北哲学论坛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于 2004

年发起，台湾政治大学哲学系、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及澳门大学哲

学系后来分别加入，由五校哲学系轮流举办。迄今已成功举办了十

七届，论坛的影响力也不断扩大，如今已经发展成为海峡两岸暨港

澳地区五所学校的年度高水平哲学论坛。 

（供稿：哲学系（宗教学系）） 

艺术学院举办 2023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戏剧

与影视评论话语体系及创新发展研究”开题会暨“全球视野下

的戏剧与影视评论话语学术论坛” 

2023 年 12 月 28 日上午，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顾春芳教授担

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戏剧与影视评论话

语体系及创新发展研究”开题会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

来自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

范大学、上海戏剧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戏曲学院、北京电影

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等单位的 50 多位

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姜国华，党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秘书长任羽中出席会议并致辞。评议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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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课题规划以高度评价，一致认为本课题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和时代价值，同意通过其项目开题，并预祝课题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供稿：艺术学院） 

法学院举办“法学+ ”跨学科沙龙第 1 期“思想史与规范性：

伦理政治研究的一些思考” 

2023 年 11 月 16 日，法学院举办第 1 期“法学+ ”跨学科沙

龙，邀请哲学系教授李猛主讲“思想史与规范性：伦理政治研究的

一些思考”，法学院副院长车浩主持沙龙，60 余名师生参加。李猛

从思想史和规范研究两方面出发，提出各个学科都应当重视学术

史的研究，都需要关注学术史中核心观念的演变。围绕经典文本与

语境的关系，对思想史中的“语境决定论”和“文本自足论”两派

立场展开了客观全面的评述。思想史研究并不仅仅是历史性的，也

同样是规范性和建构性的，至于如何建构、建构什么，则是当代学

者不应回避的任务。 

2023 年秋，法学院继续策划组织“法学+ ”跨学科系列沙龙，

邀请校内非法学学科的优秀学者为法学院教师分享研究主题和方

法，搭建一级学科间的对话平台，开阔法学研究的跨学科视野，进

一步提升学院整体研究实力。 

（供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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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系举办“毛泽东时代的人口政策与人口转变”讲座 

12 月 22 日，在毛泽东同志 130 周年诞辰到来之际，社会学

系举办题为“毛泽东时代的人口政策与人口转变（1949-1979）”

的午间学术报告会，由社会学系李建新教授主讲，系主任周飞舟主

持，社会学系多位教师出席。李建新总结凝练出毛泽东“以人为

本”、“民生为本”的人口观，回顾了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发表、

批判和平反的始末，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间的人口生育政

策演变以及该时期中国人口生育率和死亡率的转变特点，分析了

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与生育水平的关系。最后，李建新教

授指出，人口政策必须从认识上正本清源，回归“以人为本”理念，

把“人口建设”纳入到国家发展战略总布局中，以人口高质量发展

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供稿：社会学系） 

马克思主义学院举办“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纪念毛

泽东同志诞辰 130 周年学术研讨会” 

2023 年 12 月 9 日，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的“毛

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30 周年学术

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国

社会科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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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国防大学、军事科学

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共计 150 余人参加了研讨会。开幕式由北京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仰海峰主持。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王博会见了与会的学者嘉宾。校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秘书长任

羽中在开幕式上致辞。会议设三阶段主旨发言、三个分论坛和一个

研究生论坛，老中青三代学人围绕毛泽东思想各个方面展开讨论，

推动学界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供稿：马克思主义学院） 

经济学院举办第六届“中国百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论坛”  

2023 年 12 月 16 日至 17 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举办第六届

“中国百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论坛”暨“首届孙尚清发展知识研究

与交流奖颁奖典礼”。本次论坛围绕“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

知识体系”主题，探讨如何守正创新，推进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

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提供学术支持。来自国家相关部门及机构的代表，以及全国

200 余所院校的 52 位校长和 262 位院长受邀参加此次活动。 

2018 至 2022 年经济学院连续五年成功举办“中国百所大学

经济学院院长论坛”， 推动、促进我国的经济学教学研究，肩负建

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历史责任与时代使命。 

（供稿：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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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商学院举办第七届北京大学汇丰宏观经济与金融国际会议 

2023 年 12 月 12 日至 13 日，由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主办，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萨金特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宏

观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的第七届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宏

观经济与金融国际会议举行。来自康奈尔大学、南加州大学、伦敦

玛丽女王大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首尔大学、香港大学、香

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海内外一流高

校的知名教授，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等业界专家，以及宏观经济与

金融领域的 80 余名青年学者齐聚汇丰商学院，交流学术成果，探

究学术前沿。2011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北京大学汇丰萨

金特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所荣誉主任及高级顾问托马斯·萨金特

（Thomas J. Sargent）发表开幕致辞，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王

鹏飞致闭幕辞。 

（供稿：汇丰商学院） 

汇丰商学院举办首届管理研究国际会议 

2023 年 12 月 3 日，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首届管理研究国际

会议举行。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多所世界一

流高校的80余位知名专家学者围绕管理研究的前沿学术议题展开

深入研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王鹏飞致开幕辞，北京大学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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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商学院管理学教授，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原院长、运筹与技术管

理教授、中国管理研究中心联席主任克里斯多弗·洛奇（Christoph 

H. Loch），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务委员会副主任、创新创业中心

主任魏炜发表主旨演讲，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长聘副教授曾小铧

致闭幕辞，长聘副教授李强主持会议。本次会议对平台经济研究领

域的当前趋势和未来发展进行了研讨交流。 

（供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举办学习贯彻中

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学术研讨会 

2023 年 11 月 27 日下午，由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主办，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系、北京

大学新金融和创业投资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研讨会

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星光厅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北京大

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

国社会科学院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的专家学者参与会议并发言。与

会人员围绕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和数字

金融五篇大文章，持续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金融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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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个结合”等问题展开研讨。 

（供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举办第十届新结构经济学国际研讨会 

2023 年 12 月 18 日至 19 日，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举办第十

届新结构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会上，国内外学者围绕“贸易与知识

扩散”、“宏观经济学”、“增长与发展”、“平等和包容性”四个专题进

行了广泛深刻的交流讨论。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

院院长安·哈里森（Ann Harrison）；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经济系资

深教授李根（Keun Lee）；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Santiago 

Levy；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客座教授 Celestin Monga；华沙大

学校长、经济学教授 Alojzy Nowak；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福

特基金会国际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 Dani Rodrik；诺贝尔经济学奖

得主、斯坦福大学商学院菲尔·汉普森·奈特(Philip H. Knight)终身荣

誉教授、名誉院长 Michael Spence；哥本哈根大学发展经济学教授

Finn Tarp 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赛格尔家族杰出教授王平等国际

著名经济学家出席会议。此次会议集合国际学界具有影响力的著

名经济学家，以开放平台展开新结构经济学领域的国际对话，构建

新结构经济学全球性学术共同体。 

（供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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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研究中心主办“政党价值与人类文明”国际学术会议暨第

十二届中国政党研究论坛 

2023 年 12 月 2 日至 3 日，北京大学政党研究中心作为联合

主办单位的“政党价值与人类文明”国际学术会议暨第十二届中国

政党研究论坛、第三届政党理论博士生论坛在山东大学举行，来自

世界 17 个国家的一百多名中外学者参加了会议。北京大学政党研

究中心主任金安平教授在大会开幕式和博士生论坛开幕式上致辞，

指出政党政治在推进全球政治文明中既有决定性的责任，也有其

局限，因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和人类文明视野下的政党价值研

究显得尤为重要，并对有志从事政党研究的青年学子寄予希望。 

（供稿：政府管理学院） 

社会科学部举办“数字与人文节气沙龙” 2023 大雪篇&2023

冬至篇 

2023 年 12 月 6 日中午，社会科学部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

院联合举办“数字与人文”节气沙龙大雪篇活动，主题是“中华美

学基因库与沉浸式文旅体验技术应用——人工智能与文化创意联

合实验室阶段性工作报告”。沙龙由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向勇，北京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马思伟主

讲，邀请艺术、计算机、哲学、城市与环境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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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沙龙由社会科学部副部长郭琳主持。 

2023 年 12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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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篇活动，主题是“多元化还是

‘小圈子’？——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专家遴选机制的数

据分析”。沙龙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赖华夏主讲，邀

请国际关系、国际法、人工智能、公共管理、信息管理、外国语等

方面的专家学者参与活动。沙龙由社会科学部部长初晓波主持。 

（供稿：社会科学部） 

科 研 管 理  

2023 年 12 月 1 日，青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公保扎西一

行访问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在临湖轩会见来宾，双方

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展瞿昙寺历史文化研究合作事宜

举行座谈。青海省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王化平，青海省政协

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副秘书长、专

家委员会副主委马扎·索南周扎，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姜国华，党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秘书长任羽中等出席会议。历史学系、考古

文博学院、铸牢中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有关专家，党委办公室

校长办公室、党委统战部、国内合作委员会办公室、学科建设办公

室、社会科学部等职能部门负责人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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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2 月 4 日、12 月 19 日，社会科学部分别赴政府管理

学院、外国语学院调研交流，就学院科研工作成效、存在困难和诉

求，以及学院对学校文科发展的意见建议展开座谈讨论。 

2023 年 12 月 5 日至 6 日，社会科学部组织召开“2023 年度

北京大学文科科研工作交流会”，邀请优秀院系代表、科研秘书代

表经验分享，邀请相关职能部门介绍交流，开展文科科研工作各项

培训。优秀院系科研副院长代表，文科院系、机构科研秘书，党委

宣传部、科学研究部、研究生院、人事部、财务部、科技开发部、

学科建设办公室、法律事务办公室、图书馆、计算中心、医学部及

附属医院相关科研管理部门等管理服务单位代表共 80 余人参会。

会上还对王桔、姚婷婷、黄美龄、陈静、蒋兵、王雨濛、冯瑾等院

系优秀科研秘书进行了表彰。 

2023 年 12 月 7 日，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

李群一行访问北京大学，考察了北京大学办公楼的保护修缮利用

情况，参观了“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展览。“北京大学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考察座谈会

在英杰交流中心召开，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徐青森，国家文物局

革命文物司司长岳志勇，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党委书记、馆长吴

向东，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方方，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秘书长任羽中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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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2 月 14 日，文科“有组织科研”综合调研会在静园

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会议就文科“有组织科研”的工作思路、

交流合作、特色优势、资源共享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北京大学党委

副书记姜国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杨立华，国际关系学院院

长、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唐士其，燕京学堂院长董强，社会科学

部部长初晓波，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刘翊等出席会议。 

2023 年 12 月 28 日下午，广西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夏国恩

带队访问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董志勇在临湖轩会

见夏国恩一行。双方就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国际交流等进行座谈

交流。 

2023 年 6 月，社会科学部开始分批启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负责人换届工作。根据《北京大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基地负责人聘任办法》，社会科学部成立了聘任小组，

通过民主程序，经学校审定，完成了 9 个基地负责人的选聘工作，

新聘负责人分别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罗新、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陈明、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邱泽奇、外国哲学研究所韩水法、

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郭锐、国家治理研究院王浦劬、中国考古学研

究中心张弛、教育经济研究所岳昌君、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刘玉

才。 

2023 年 12 月，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变更为中国金融与投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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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研究中心变更为中欧慈善创

新研究中心，体育科学研究所负责人由郝光安变更为李贵森。 

2023 年 12 月，中国都市经济研究基地周正卿的《北京冬奥

遗产运用成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新动能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

义发展研究基地赵忻怡的《北京失能老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优化

路径研究》获得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决策咨询项目一般项目立项。 

2023 年 12 月 13 日，2023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

专项立项名单公布，北京大学 3 项课题立项。 

课题名称 批准号 负责人 所在单位 

秦汉出土仪式类文本综合

研究 
23VJXG016 田天 

考古文博学

院 

唐宋文集历代版本所见藏

书题跋整理与研究 
23VJXG018 李成晴 

中国语言文

学系 

巴利语《本生经》汉译与丝

路多语种本生故事图文比

较研究 
23VJXG053 范晶晶 外国语学院 

2023 年 12 月 14 日，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司设立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专项课题（A 类）”立项名单公布，北京大学获立 1 项重

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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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名称 批准号 首席专家 所在单位 

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研究 23JDTCZ001 干春松 哲学系 

2023 年 12 月 28 日，2023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

名单公布，北京大学 9 项课题立项。 

 

课题名称 批准号 首席专家 所在单位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民收

入稳定性监测与增收长

效机制研究 
23&ZD116 易红梅 现代农学院 

世界科技强国制度环境

的比较研究 
23&ZD149 何增科 

政府管理学

院 

中国特色公益诉讼现代

化的理论创新与实现机

制研究 
23&ZD164 潘剑锋 法学院 

基于保险制度建设的国

家风险管理体系研究 
23&ZD178 贾若 经济学院 

中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的系统构建研究 
23&ZD184 穆光宗 人口研究所 

中国目录学史研究 23&ZD220 王余光 信息管理系 

北朝陵寝制度的考古学

研究 
23&ZD271 倪润安 

考古文博学

院 

两汉经学佚籍的新辑与

研究 
23&ZD281 刘玉才 

中国语言文

学系 

世界诸文明在印度洋地

区的交流交汇研究 
23&ZD324 张忞煜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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