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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大 文 科 工 作 简 报  
2019年第 6期（总第 6期）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               2019 年 10 月 8 日  

 综合规划与学科建设 

1、中外丝绸之路历史档案文献展开幕式暨图录发布 

9 月 26 日，由北京大学和国家档案局共同举办的“锦瑟万

里 虹贯东西——中外丝绸之路历史档案文献展开幕式暨图录发

布会”隆重举行。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馆局长李明华，中国第

一历史档案馆馆长孙森林、副馆长胡忠良，北京大学校长郝平、

副校长王博，北大“海上丝绸之路”项目首席专家、历史学系教

授荣新江出席并完成图录发布。图录精选国内外 120 件/组“丝

绸之路”历史档案，集中呈现了 16 至 20 世纪初我国与“丝绸之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经贸人文交流的历史佳话，具有重

要的学术价值，是“海上丝绸之路”项目的重要阶段性成果。 

2、哲学系启动国际人才引进工作 

哲学系在本年度启动了国际人才招聘工作，由学术带头人及

中青年骨干组成招聘委员会，按照国际惯例和严格的学术标准制

订了公开透明的招聘流程，在国际哲学界平台发布招聘信息，收

到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国外知名高校毕业生

的申请近 50 份。经过材料初筛、远程视频面试以及校园试讲，

最终有来自英国、荷兰和德国的 4 名申请人通过哲学系和学校的

评审，拟聘助理教授岗位。 

3、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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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7 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成立大会举行。

北京大学校长郝平、党委常务副书记于鸿君、相关职能部门负责

人以及国内外经济史学界数十名专家学者受邀出席本次成立大

会。与会人员就建设经济史学科、加强经济史学研究等问题进行

了讨论。北京大学经济史学系的成立对于北大经济史学科的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4、法学院为《证券法》修订提供专家意见 

法学院聚焦《证券法》的修订工作，积极参与立法论证会，

并在学界知名刊物集中发表文章，为《证券法》的修订工作献计

献策。2019 年第 4 期《中国法律评论》的专题中，3 位北大证券

法专家集中发文：“证券法、科创板注册制和父爱监管”（唐应茂）、

“证券法（三审稿）债券规则评析”（洪艳蓉）、“魔鬼隐藏在细节

中：证券法大修中的小条款”（彭冰）。 

5、《“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典诗歌文库》（第一辑）发布 

9 月 27 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典诗歌文库》（第一辑）

发布会暨诗歌译介与中外文明互鉴高端论坛举行。“一带一路”

沿线部分国家驻华使馆代表、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出席活动

并致辞。“文库”由北大外国语学院、北大中国诗歌研究院和作

家出版社合作推动建设，遴选“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诗歌精华

名作，从各语种原文诗歌直接编选并翻译，兼有原创性研究和填

补空白的翻译特点，对诸多国家的文学史书写具有开创性的价值。 

6、文研院举办三周年系列学术活动 

9 月 20 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成立三周年系列学术活动

开启，两场主题纪念讲座分别由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法

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Christophe Prochasson 教授主讲。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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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学者讲坛邀请乐黛云、葛兆光、白谦

慎、戴锦华和吴志攀等五位北大人讲述与北大的故事，第十二届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科院院士韩启德讲话。9 月 21 日，举办三场

跨学科对话。此次周年纪念活动与文研院“涵育学术、激活思想”

的学术宗旨高度契合，得到了学校师生的广泛参与和认可。 

7、纪念北京大学政治学 120 年研讨会举行 

9 月 27 日，北京大学第二届政府管理论坛暨北京大学政治

学 120 年纪念大会成功举行。大会由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

院联合举办。北京大学校长郝平、副校长王博，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政治学学科评议组、中国政治学学会、中国行政学学会、复旦、

人大、武大、清华、中山、南京大学、中国政法、南开等代表出

席。新时期，北大政治学人将怀抱“天下为公，报国为怀”的理

想，秉承“传扬政治文明，引领学术新潮，培育优秀公民，造就

卓越领袖”的学院宗旨，着力研究解决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难题，

突出研究的应用性、战略性、前瞻性，为党和政府提供决策参考，

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

设提供学理支撑，用中国理论阐释和解决中国问题，为人类社会

共同面临的问题提出中国方案。 

 科研项目 

9 月 10 日，2019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 2020 年度教

育部人文社科重大攻关项目申报工作顺利完成，全校文理医科院

系学者申报踊跃，共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27 项，申报数

量创历史新高；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 7 项。 

9 月 27 日，社会科学部组织完成 2020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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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申报工作，在各院系的积极支持下，全校教师

共申报 91 项，为近五年来最多的一次。 

 成果与人才 

申丹教授主持的《短篇小说双重叙事进程研究》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结项被评为优秀。该成果对申丹在国际上首创的“隐性进

程”和“双重叙事进程”进行了系统理论建构，又运用这种新理

论揭示出多篇西方经典作品中隐藏的深层意义和多维人物形象，

成功超越了历代西方学者的阐释。该书稿的前、中期成果在西方

发表后，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认为其“超越了亚里士

多德诗学开创的研究传统”，是“重大突破”。结项鉴定专家认为

该成果“理论站位高远”，“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学者首创”，“对于

中外半个世纪以来流行的西方叙事学理论乃至传统的文学批评

和文学理论均是重大突破”，“是中国文学理论、尤其是叙事诗学

立足于世界、超越西方学者的一大明证”。 

 机构与智库建设 

1、9 月 18 日，北京大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基地在

首次验收评估中被评为优秀等级。本次验收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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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

组织，共有 17 个基地参加验收，4 个基地被评为优秀。 

2、9 月 20 日，社会科学部和 13 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

究基地主任一同参加了教育部组织召开的全国基地主任会议，中

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作为优秀基地代表作了大会发言。会议

对教育部基地管理办法修订稿征求了意见，并对明年即将进行的

基地评估工作做出了部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