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剣 ㄋ 槓 纥 褙 娐  

1 2冚檗奊刎捓棘奊 聙婴剞 捓劲绪嫏 恊全 貸 公  

5 月 8 日—9 日，第九届北京大学北美校友代表大会举行。会

议包括未名论坛、北美校友工作研讨会等环节。未名论坛采取线

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北京、旧金山两地设线下会场，校

内学者、校友代表聚焦科技、人文、生命科学、半导体等前沿领

域和热点话题进行分享与探讨，来自北美地区及全球各地的 300

余名校友代表参会。 

论坛邀请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艺术史研究室主任、北京大学

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主任、德国考古学院外籍院士朱青生，北京

大学博雅特聘教授、智能学院副院长陈宝权，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校长讲席教授、伯克利应用科技中心主任、材料科学系副主任、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研究员、北京大学 1993 级物理系校友吴

军桥，分别以“是艺术？是科学？——北京大学图像实验室”、“身

临其境观赛——交互式自由视点视频转播助力北京冬奥”、“材料科

学之美与用”为题发表主题演讲。 

信息来源：校友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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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楈髦 貸 絊 珁 髦 ⒜⒜箩裀ㄌ龋劲儬

2儤儺预德楼髦顡焥 ⺖肤劲 媤灆 

5 月 9 日晚，“‘现实的预演’还是‘想象的解药’？——政治、

社会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电影”圆桌会顺利举行。本次圆桌会由北

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外国

戏剧与电影研究所共同主办，是数字人文项目“互联网时代的戏

剧与电影”系列活动的一部分。与会学者从多部法国、尼日利亚、

巴西、印度尼西亚、印度电影切入，探讨了第三世界国家数字影

像中的社会问题。与会嘉宾就第三世界国家电影的跨国生产机制、

对社会问题的反思等议题开展了深入交流。来自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高校院所的

一百余名师生在线参与。澎湃新闻深度报道了本次圆桌会并刊发

会议纪要，引起了广泛关注。 

信息来源：外国语学院 

3 嫈德篏ｱ簚 蘁節 姆拴 篳梿 悓宔籠嚷⽫绱  

5 月 17 日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信及信息部门伙伴关系及

业务计划监测主任欧敏行（Marielza Oliveira）博士应邀作为北大-

芝大联合系列讲座、北大-芝大国际政策暑期项目高端讲座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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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在数字转型和新兴技术方面的作用”

主题做在线分享。 

欧敏行介绍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联合国系统中的定位与职

能，以及教科文组织在数字创新与变革领域发挥的作用。她表示，

互联网改变了人类生活与工作的方式，促进了信息流动和知识分

享,但同时也造成了数字鸿沟。教科文组织致力于通过建立相关国

际标准以消除不平等，确保普惠的和有意义的联通。她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开发的 ROAM-X 指标体系为例，说明该框架如何帮助

各成员国评估本国互联网发展情况，制定政策、落实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目标。 

欧敏行还介绍了教科文组织在数字化其他前沿所做出的努力，

包括通过人工智能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与数量、建立规范性工具提

升教师数字化能力与技能、提供开放资源平台培养青少年数字化

素养等。欧敏行表示，为了改善人类生活、创建全球知识社会，

让数字变革更具普惠性，需要不懈的努力，更需要世界各国的合

作。 

信息来源：国际合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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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媛 綶 垪鶐 劲⼌2彾 綶 糬剞髦媛 OCR

⽫绱 媤灆 

5 月 21 日下午，由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中国图象图

形学学会中国自动化学会主办的“古籍智能”系列研讨会之第四讲

“智能时代的古籍 OCR 技术”在线上举行。讲座邀请到了古籍

OCR 领域的顶级专家：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副所长、模式识

别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院长刘

成林老师，华南理工大学教授、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常务理事、

文档图像分析与识别专委会主任金连文老师，以及安阳师范学院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甲骨文信息处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主任刘永革老师向大家全面介绍古籍 OCR的技术流程和前沿进展。

讲座还邀请了在古籍OCR领域的业界翘楚书同文公司总裁张弛宜

女士向大家介绍古籍 OCR 的业界实践。 

长期以来，古籍整理靠人力完成，高度依赖专家经验，成本

高、效率低，进展缓慢。光学字符识别 OCR(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是对图片中所包含的文字图像自动识别并输出为字

符编码的计算机技术，包括：版面分析、图像分割、文本检测、

文字识别等技术过程。OCR 是古籍数字化的核心技术，是实现古

籍数据库检索、文本挖掘、知识发现以及网络传播的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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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深度学习技术在这一领域的应用显著提升了古籍 OCR 的

准确率，降低了应用门槛，极大地推动了古籍数字化的进程。 

信息来源：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5 奊刎捓棘婧儬 CSIG-VIS 嚟德ｱ⽫孞ｱ綥覄墘 

5 月 21 - 6 月 5 日，为了响应全国科技活动周的号召，更广

泛地推广科学技术应用、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北京大

学积极参与由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主办、可视化与可视分析专委

会承办的 CSIG-VIS 全国科技周科普活动。5 月 22 日，智能学院袁

晓如与历史学系史睿，联合面向上海七宝中学学生作了《可视化

看历史》在线科普报告，通过科举制度与明代进士分布、中国历

史人物迁移地图、历史人物时间线等多个定制可视化系统向中学

生传播从数据角度学习分析历史的思路和视角，得到在场千余名

师生热烈反响；6 月 5 日袁晓如和城环学院王长松以《可视化看历

史地理》为主题，通过交互可视化的方式共同讲述了在中国浩大

历史长河中的瞬间，黄河长江流域的城市景观和水灾的演化变迁，

也聚焦于北京一城，看水涝的变化和老北京饮水设施的空间变化，

来自各界 200 多位相关方面学者参加了讲座。 

信息来源：智能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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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 ㄋ 鰽 Ｎ 殙  

6 篳梿刨簚鶐🈨兕熷 ㄕ蟸冈捓嚼ㄖ 請篳砪潙 儬 德楼閧

媛 嫏烱鵄 潙 鮖 檬 埆 

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与字节跳动公司合作，运用数字

技术构建《永乐大典》高清图片数据库。项目整体分为三期，第

一期以《永乐大典》高清图片、对应文本为核心材料，辅助以介

绍《永乐大典》本身的版式、装帧、类书等知识以及成书、流传

及散佚的史话，运用数字人文的技术手段，借助融媒体的传播手

段和表现力，充分呈现《永乐大典》的文物价值、文献价值、艺

术价值，为大众提供认识、鉴赏和阅读《永乐大典》的渠道，向

大众普及传播《永乐大典》知识，以期提高普通大众对传统古籍

文化认知，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永乐大典》撰成时是 11095 册，

现存只有 400 余册，现存中还有诸多流失海外，是中华文化的重

要符号，也是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之首，对其保护和利用具

有重大的国家文化建设意义。 

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与国家图书馆合作共建国家珍贵

古籍名录知识库，此项目是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专项一期中的重

点项目。《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六次全国性

古籍普查的基础上遴选出来的 能代表我国古籍现状的珍贵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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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录，共一万三千种，从殷墟甲骨到宋版珍本，从藏传佛经到彝

族古代文献，应有尽有。本项目将利用数字人文现有技术，构建

一个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为中心的古籍知识库，建立古籍知

识关联网络，以可视化方式展示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古籍

的知识图谱和时空分布情况，并以重要典籍为例展示典籍自创作、

出版、流传以来的古今发展脉络乃至外文译本在海外的传播情况。

目前项目进展顺利，预期八月份发布。 

信息来源：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7 簚 分儾鶐🈨 瘃羑ㄕ兕德篳梿簚 宔粌謟分儾婾檬盳嬳

2021 ㄖ婾湢 

5 月 14 日，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信息技术

高等研究院、浙江旅游职业学院以及海内外高校、政府部门、企

业、行业协会等共同编撰完成的《中国数字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

报告(2021)》以元宇宙会议的形式正式发布。为探索“十四五”时期

数字文化和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业态和新模式，提升我国文

化和旅游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该报告解读了以数字智能技术推

进文化和旅游产业全方位、多角度、长链条升级的过程中出现的

痛点、难点，对后疫情时代提振文旅行业信心，促进数字经济、

文化创意与实体旅游的全面融合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国内首本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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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于数字文化和旅游产业的学术研究报告，该报告重点对近年来

全国范围内数字文化和旅游产业涌现的新技术、新业态和新场景

进行专题研究，并对 2022 年未来中国数字文化和旅游产业的发展

规律和未来趋势进行科学分析与研判。 

信息来源：艺术学院 

8 奊刎捓棘 嫈捁缁罩婾湢ㄕ兕德篳梿冟缟瀽 盳嬳 2021

慃凚曀匀捓篳砪髦 勎ㄖ 

近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联

合四川农业大学等机构共同发布《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报告 2021：

基于媒体大数据的评估》。报告针对当前全国数字乡村建设需求，

通过以主流媒体大数据为依据的评估方法，提供覆盖全国并细化

至地级行政单位的数字乡村建设进展评估，可为各地相关工作提

供及时参考。 

由于数字乡村建设内容繁多、相关数据可获取性参差不一，

全国性、系统性的数字乡村建设评估面临较大挑战。对此，报告

选取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新闻网等 13 家综合性或农业农村领域

主流新闻网站为大数据来源，采用一系列文本分析方法对上述网

站相关报道进行筛选识别（截至 2021 年 12 月），并以中央网信办



篳 梿 儬 刨 簚  

 9 

等七部门印发的《数字乡村建设指南 1.0》中的“5+21”领域为评估

框架，得到我国全部地级行政单位在数字乡村细分领域的建设成

果报道情况。在此基础上，报告对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的区域

格局、细分领域状况以及各省市进展进行了深入分析。 

信息来源：政府管理学院 

9 籠园缟婾檬鶐🈨 婾湢ㄕ婡意篳梿冟缟瞄篳 2020 ㄖ 

5 月 30 日，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在线发布《县域数字

乡村指数（2020）》。数字技术为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发展带来了

新的机遇，但也面临巨大挑战。系统地构建县域数字乡村指标体

系，及时地把握我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与特征，对持续推进县域

数字乡村建设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北京大学新农村发

展研究院联合阿里研究院在 2020 年发布《县域数字乡村指数 2018》

后，持续推进县域数字乡村指数评价和数据开放，积极为推动数

字乡村建设贡献力量。 

信息来源：新农村发展研究院 

10 镋 罝鶐🈨孃 內德 篳梿刨簚捓劲楌🅗刨 

国 际 数 字 人 文 大 会 （ International Digital Huma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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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由全球数字人文联盟（Alliance of Digital Humanities 

Organizations）主办的数字人文领域 高水平和 大规模的国际

学术会议。DH2022 年会议将于 7 月底在日本东京召开，会议主题

是响应亚洲多样性（Responding to Asian Diversity）。 

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王长松研究员被邀请为会议

审稿人（reviewer）。同时，王长松和博士生段蕴歆的论文“Spatial 

accessibility of China railway transportation network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被会议录用和宣读（short presentation），

论文通过民国时期铁路线路图数字化，结合铁路旅行时间、客货

运运输量等大量多源数据，分析民国时期中国铁路交通网络通达

性变化，以及与区域城镇发展的关系。 

信息来源：城市与环境学院 

11 魗漛ㄌ衴 嫈窅簚碇 碕墘篳砪 湡怓 髦

迧儬牍  

1 月 6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

总体方案》（下简称《方案》）提出“探索建立数据要素流通规则”要

从四个方面展开，即完善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机制、建立健全数据流

通交易规则、拓展规范化数据开发利用场景和加强数据安全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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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如何真正建立数据要素流通规则，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

平和中心副主任沈艳近日联合撰文，着重讨论了完善公共数据开

放共享机制、建立健全数据流通交易规则和拓展规范化数据开发

利用场景的治理难点与思路。 

黄益平和沈艳认为，完善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机制，可以降低

数据资源获取成本，提高公共数据利用效率，有利于矫正数据要

素市场失灵。 

对于建立健全数据流通交易规则，作者认为，这一制度安排

需要推进以下方面的工作：一是明确除了不需发放数据牌照之外

的情况，数据企业均应持有不同级别的数据牌照；二是数据牌照

的类型分级可以按照基础数据的采集、分析、衍生数据的分析和

研发等来分类；三是要明确数据牌照的发放、限制使用与吊销流

程；四是发放数据牌照的制度安排需要明确数据主体和数据企业

的权益保护和争端处理机制。 

而在拓展规范化数据开发利用场景方面，作者指出，如果没

有能规范化数据开发利用场景算法的应用会带来不少管理方面的

挑战，如以“大数据杀熟”为代表的算法歧视、算法黑箱、算法助力

垄断等问题。因此，作者认为，可考虑推动重视算法规则透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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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重在输入输出和结果评估的算法审计。 

此外，黄益平和沈艳还建议成立高规格数据治理委员会，全

面统筹安排与数据治理相关的数据生产要素、算法治理和个人信

息保护与数据安全等方面的工作。 

信息来源：国家发展研究院 

12 垬 篏 尟龋 捓 鮖 刨 墙顂蛏⽫绱髦裥煏

埛鶐🈨 灆 劲瘃墍媤灆 

5 月 12 日上午，由北京大学承担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法律规制研究”开题会

召开。开题会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薛军教授主持。项目首席

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刘银良教授向与会专家介绍了“人类辅助

生殖技术的法律规制研究”项目的研究背景、专家团队、主要内

容、子课题设置、研究难点与重点、创新之处和预期成果等。针

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ART）应用所产生的技术、伦理与法律问题，

本研究拟从 ART 应用的技术规范、伦理规范、法律规范三个方面，

重点围绕 ART 应用的安全性及伦理保障、配子冰冻保存、代孕以

及相应的生育权、知情权、隐私权等理论与现实难题开展深入研

究。在保证 ART 应用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基础上，本研究拟从立法、



篳 梿 儬 刨 簚  

 13

司法、行政管理、行业自律等方面构建和完善我国人类辅助生殖

技术的综合管理制度，增进科技、法律、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 

项目五个子课题的负责人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主任医师马彩虹

教授、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丛亚丽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江溯

副教授、贺剑副教授、俞祺助理教授以及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孟

凡壮教授等参加开题会，并分别介绍了项目子课题“ART 技术规

范完善及应用研究”“ART 应用的伦理基础与伦理规范”“ART 的民法

规制”“ART 的宪法基础和行政法律规范”“ART 的刑法规制”的主要

内容、研究重点、创新之处和预期成果。 

项目开题会专家组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李

蓉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郭自力教授、孙东东教授、张骐教授、

薛军教授组成。专家组认真听取了课题组的报告，充分肯定了该

重大项目的研究价值，并与项目组成员深入讨论，提出积极建议。 

信息来源：法学院 

13 挼德 棘 嬌罇効後 宔刨渺綶 鶐🈨 後 嚱嫍瀽

捙漛褸允 ⼌ 胅肛簚钘篳砪潙  

在学校数字人文建设平台的推动下，外国语学院吴杰伟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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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项目团队和人工智能研究院马郓研究团队开展紧密合作，共

同建设“太平洋丝绸之路档案文献数据库”。外国语学院教师团队主

要负责收集、整理太平洋丝绸之路外文档案文献，人工智能研究

院团队师生主要负责技术层面的建设和实施工作，探索出“深度融

合，适度交叉，有序推进，互相成就”的数字人文建设模式。 

数据库以太平洋丝绸之路相关多语种档案文献资料为元数据，

初的建设内容是发挥外国语学院的语言优势，依托日本、印度

尼西亚、菲律宾、美国、墨西哥、英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

等国家数字档案馆的资料，聚焦太平洋沿岸的东北亚、东南亚、

北美、拉美相关的海上贸易文献，梳理英语、日语、西班牙语、

荷兰语、葡萄牙语、印度尼西亚语等语种中涉及太平洋丝绸之路

的档案文献，对其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档案文献进行翻译、

研究和展示。在马郓团队加入之后，不仅数据收集、整理和归类

的进度得到根本性的提升，而且工作的方法得到极大的改进，档

案展示的手段也更加丰富，为项目的数字化建设注入了强劲的动

力。经过团队的共同努力，现已完成数据库的内部架构建设，收

集外文档案资料 5000 余份，内容包括贸易货物清单、人员信息、

海图、海关制度、法律文书等，基本上都是国内学界初次接触的

原始资料。 

项目团队的成员主要来自外语学科（负责内容）、计算机技术



篳 梿 儬 刨 簚  

 15

（负责数据库架构）、人工智能（负责档案数据的收集和分类）、

图书情报（负责数据编目）、艺术学（负责人机交互界面设计）等

领域。项目组针对数据库建设的具体目标，每周定期开展项目交

流会，并根据项目的需要对其他成员进行“科普”，降低利用数据、

接触前沿技术的门槛。面对不同的知识结构的差异，甚至是壁垒，

团队成员真诚交流，开阔视野，将本学科的需求用其他学科术语

表达出来，并在工作成果的迭代中，寻找到更多更新的研究思路。

新技术不断赋能人文学者，提升人文学科资料查询和获取的便

利性、研究手段和方法的丰富性、结果展示和观点争鸣的多样性。

人文学者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有组织的团队合作，无须管中窥豹

而是直接综揽全局的资料掌控，开启了相关研究领域的广阔空间。

人工智能团队通过项目，将对 DOI 赋码技术开展进一步实践，并

择机开展与国外的合作。在本项目的实践过程中，项目组成员孜

孜以求，默默耕耘，形成“深度融合，适度交叉，有序推进，互相

成就”的建设模式，努力夯实数字人文发展根基，构筑文理交叉的

学术共同体。 

信息来源：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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剮 ㄋ 潾 尲 炆  

14 篳梿裀闼鶐🈨兕熷瀽  

北京大学数字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邱泽奇教授近期接受《中华

读书报》专访，就数字时代的中国社会发表自身看法。邱泽奇教

授表示中国的数字化进程和美国是相向而行的。美国做技术创新，

中国做技术应用，欧洲则享受着中美两国数字技术创新和应用的

溢出效应。在网络连接时代，我们从核心技术开始技术自主，这

个布局非常成功。从模拟交换网络到数字交换网络，我们与美国

构成了两强竞争格局。可是，光有网络还不行，还需要解决网络

中芯片的技术难题。 

数字时代的社会越来越个体化，经济越来越平台化，政府越

来越透明化。目前而言还存在三道数字鸿沟，一是接入鸿沟，二

是技能鸿沟，三是治理鸿沟。 

2020 年，北京大学基于自愿原则汇集了社会学系、政府管理

学院、国际关系学院、法学院，工学院、数学学院等各方资源与

力量，组建了北京大学数字治理研究中心。近两年来，中心试图

去判断在国际分工大格局下，不同国家如何凭借数字技术重构国

际治理与市场格局。目前，中心在国际层面运用生态视角研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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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世界数字生态格局，为中国在世界数字生态中占据优势生态

位提供公共政策建议。“对国内，我们希望更好地运用数字技术来

推动数字平等，包括促进各个省的大数据应用，促进数字技术在

乡村的应用和推广。”  

信息来源：社会学系 

15 奊刎捓棘姁紒垯籠鶐🈨 墙墇蠲 篳梿 覝 儙媴婾檬

渺ￜ  

5 月，为响应江西省委省政府提出大力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发

展工程”，北京大学南昌创新研究院举办了多场专题研讨会和论坛，

从政策、模式、场景、技术等多维度深入探讨推动数字经济的思

路和举措。通过专题研讨与论证，研究院将充分利用北京大学在

数字经济相关优势资源，建设“数字经济研究中心”，打造智库、聚

焦赛道、落地场景，真正实现产业链与创新链的高效融合。 

5 月 7 日下午，北京大学工学院联合北京大学南昌创新研究院、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组织召开了数字经济推进研讨会。专家学者们

围绕产业数字化，结合自身相关领域的研究，分别从制药业数字

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数学优化算法软件、数字化在服务行业的应

用、能源系统优化及大数据分析、数字化社会治理、多智能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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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协同控制与规划、智能机器人感知与运动规划、数字化场景

下群体博弈及决策等方面，以案例分析、数据实况、产业应用等

情况在会上进行了分享。 

5 月 25 日上午，北京大学南昌创新研究院依托研究院工业软

件与大数据技术研究中心、中俄数学中心南昌 A 类基地，围绕自

主知识产权工业软件赋能产业数字化举办了“工业软件赋能产业

数字化”论坛。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十一，南昌市科学技术局局长

李淑英，南昌市科技局创新平台与科技金融科科长谢江琴，南昌

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雷桥亮，南昌高新区科技局局

长黎晓亮，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研究院院长段慧玲教授，北京

大学数学学院教授、南昌航空大学副校长汤华中，中国商飞上海

飞机设计研究院飞机结构强度工程技术所所长朱林刚，洪都航空

工业集团总师张弘，江西铜业技术研究院院长欧阳辉，江西正邦

数字畜牧研究院院长黄振华、双胞胎集团科技管理部部长吴志青

等政、产、学、研领域相关人员参与论坛。论坛由研究院执行院

长成名主持，全程以线上+线下高效联动的方式呈现了一场精彩十

分的科研交流盛宴，吸引了各界同仁近 300 人参与。 

信息来源：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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愇 ㄋ 箁 箁 槓  

16 绱棘 儬渺棘 嚱瀽刁婱棘ｱ 棘儵儾 

2021 年 12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了《博士、硕士学位授

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其中，第 14 交叉学

科门类增加了设计学（可授予工学、艺术学学位）。建设交叉学科

的设计学专业，是国家推动新文科与新工科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

是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实践中对工业创新与设计艺术复合型

创新性高层次人才需要的积极应对。为此，艺术学院和工学院正

在研究通过人才引进、科研合作、联合培养等多种形式，共建交

叉学科设计学专业。 

其中，计算艺术与智能设计方向将重点训练学生科技艺术交

叉学科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通过计算艺术思维与实践、计算

影像生成技术、计算视觉理论与方法的训练，培养具有高水平价

值创造和意义生成的科研人才，以及具有深厚文化艺术素养和数

字技术知识的数字作品创作人才。 

工业创新与数字设计方向将重点培养学生掌握工业创新、艺

术设计相结合的交叉知识，通过现代技术基础和设计艺术表达、

整合与创新设计、用户体验与产品创新设计等训练，培养符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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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产业需要的具有深厚的文化功底和艺术素养、扎实的工程技术

知识和动手能力强的应用型创新性人才。 

信息来源：艺术学院 工学院 

17 噮妵 闼棘 衫忲 垤 儥 ￜ2儙 AI ⽫绱婳嚹墧

墘墇湡怓焥寰 公墋 

5 月 21 日下午，光华管理学院沃土计划线上课程第一讲在线

上成功举办。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副教授、北京大

学经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王辉应邀主讲“AI 技术及其劳动力市场

影响”。本次活动由光华管理学院 2020 级本科生朱容立主持。 

以中国社会现行的背景为切入点，王辉指出，中国在老龄化

趋势加快和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的情况之下，必须大力发展 AI 技

术，在人工智能领域与美国“一决雌雄”。他认为，世界互联网产业，

中美为“双头领跑”之势，二者的技术进步竞赛各有优势，中国领先

于算据，美国领先于算法和算力；同时，中美可以实现互补。而

在文化层面，他指出，不同的社会对隐私/便利的倾向不同，也导

致 AI 的发展在不同社会所受的阻力大相径庭。 

落足于中国发展本身，王辉指出 AI 技术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带

来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法。他认为，AI 技术主要会带来“替代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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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问题”和“不平等问题”，并指出重要的是“净效应”，即重要的是

净效果的正负。而在问题的解决层面，他认为，有创造新职业、

改造固有职业、进一步研究 AI 与劳动力市场关系问题、加强人力

资本积累四种解决方式。他强调， 终的净效果如何，取决于人

如何改善。 

王辉老师对 AI 技术及影响的主题讲解为同学们了解、深入劳

动经济学领域做了引导，启发同学们探索经济学新知，培养学术

思维和能力，并为同学们今年的沃土实践调研夯实理论基础，为

同学们提供研究与实践的方向。 

信息来源：光华管理学院 

18 2022 漜奊刎捓棘媩 婾檬埻装鶐🈨顂緛绔棘聙姫樤

灆嬄 

5 月 20 日，第十三期 2022 年北京大学可视化发展前沿研究

生暑期学校结束报名。全球 450 多名学员通过暑期学校官方网站

提交申请报名材料，来自中国国内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

别行政区，以及 6 个海外国家或地区。国内外有 154 家单位的学

员申请注册报名学习。 暑期学校学员将按照计算机、设计和应用

领域背景合作分组，除了由国内外知名专家授课外，合作开展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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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人文\社科\科学\工程领域项目的课程设计。 

信息来源：智能学院 

匼 ㄋ ！ 锐 繦 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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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为推动北京大学 2022“数字与人文”年的落实，切实支

持数智化环境下文理交叉的创新性研究，社科部在学科建设经费

中设立“数字与人文领域专项支持计划”。项目的主旨是通过研究项

目的形式，发现和集结一批真正有交叉研究动力和潜力的年轻学

者，培育具有交叉特质和创新氛围的学术共同体，结合学者的个

性化需求给予精准支持，包括但不限于提供部分研究经费、提供

跨学科交流平台、协助提供数据资源和技术资源、给予一定的政

策倾斜和体制创新等等。 

信息来源：社会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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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长：郝  平  龚旗煌 

副组长：王  博  张平文 

成员：强世功、谢冰、韦宇、王新强、任羽中、 

刘克新、陈杰、李航、方方、王小玥、 

姜国华、傅绥燕、陈建龙、申丹、张静、 

周黎安、谢晓亮、高文、王坚成 

 

北京大学“数字与人文”领域建设委员会办公

室/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  编 

投稿邮箱：jsxuyizhen@pk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