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槓 纥 痩 罏  

1. ꮫ橛i駢簚忽德ꮪ뀆绣騕阌棘绔垚ㄕ騕꼟棘缎燖ㄖ婾銩 

2025 年 4 月 23 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陆尧等教师在语

言学顶级期刊《语音学杂志》（Journal of Phonetics）第 110 卷上发

表研究论文《基频和发声类型对声调感知的贡献——以载瓦语为

例》（“Contribution of F0 and phonation to tone perception in the Zaiwa 

language”）。研究结果不仅首次直接证明了基频和发声类型分别对

声调感知产生的不同影响，而且在理论上首次提出了“音位感知

的叠加效应”这一概念，揭示了多项区别性特征在语言认知中的

内在规律。该研究成果为言语感知理论和语言演化问题的深入研

究提供了新的证据，填补了认知音位学的理论空白，对探索人类语

言音位的心理实体和确立音位的范畴有重要理论意义，并为今后

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方法论参考，更以中国语言研究

为案例，为语言学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作出了突破性贡献。 

（供稿：中国语言文学系） 

2. ꦷ厼効i罒詇ㄕ篳梿匀芍ㄖ垁錗 

2025 年 4 月，由钱俊伟、蒋广学、吴杰主编，北京大学体育

教研部、网信办与数字体育产业界共同打造的国家财政部规划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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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数字体育》出版发行。教材在理论层面系统构建了数字体育的

知识体系，涵盖基本概念、技术领域、发展历程、应用实践、商业

价值、社会影响及全球化特征等多个维度，全面阐释了数字体育的

新形式、新内容和新理念，首次系统构建了数字体育的知识图谱；

在实践层面创新性地采用“理论框架+典型案例”的编写范式，精

选国内外典型案例进行深度解构，提炼可复制的实践经验，推动数

字体育规范化、体系化发展。教材兼具理论创新性与实践指导性，

不仅彰显数字体育的教育价值，更填补了该领域系统性教材的空

白，为数字体育的跨学科融合与综合性人才培养提供了系统化的

教学资源支撑。 

（供稿：体育教研部） 

3. 镋罅牍儵詇ㄕ圖瘍髦箱凗ㄖ垁錗 

2025 年 4 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缉思专著《冷战

的故事》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从全景式全球变迁角度重新

审视冷战，通过讲述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剖析冷战的起源、发展

和落幕，以及两大阵营各主要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如何影

响了它们的相互关系与冷战的最终格局；跳出两大阵营的窠臼，将

视角转向第三世界国家，观察它们的发展道路与内外政策如何影

响了冷战的走势；探讨冷战时期的生活方式、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

变迁如何成为搅动世界风云的基础性因素。该书试图超越冷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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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透视当今所谓“新冷战”，追溯在冷战时已埋下种子的今日冲

突的根源。 

（供稿：国际关系学院） 

4. 焝ꨑ儵詇ㄕ虪绱皳駬樓駢ㄖ垁錗 

2025 年 4 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彭锋专著《艺术批评导

论》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部贯通理论与实践、融合中

西视野的综合性著作，既从学理上系统构建了艺术批评的学科框

架与方法论体系，又为具体的艺术批评实践提供了结构化的实操

工具。作者从艺术批评的界定出发，系统阐述了艺术批评的对象

（艺术家、艺术品、艺术运动和流派及风格）、内容和方法（描述、

解释和评价），继而对名目繁多的艺术批评流派进行梳理，归纳出

三种主要类型（再现、表现和形式），最后聚焦批评家在艺术界的

位置，探讨了批评的呈现形式、批评共识的形成和批评家的专业素

养。 

（供稿：艺术学院） 

5. 媲辯儵詇ㄕ屔嫐绔髫缏ꭄ뀨鶐🈨樏갬趴牞缏墇髦脞槒ㄖ

垁錗 

2025 年 4 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叶炜专著《唐后期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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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研究：对隐藏性权力的考察》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

研究对象是唐后期，即安史之乱（755—763）以后的皇权，从政务

决策与君臣关系中皇权能动性的角度，考察皇权的表现形式和行

使方式。全书分为三部分，分别聚焦皇权对政务信息的控制、皇权

对议题及议政程序的控制，以及皇帝构建、强化与大臣的私人性关

系。唐后期皇权行使的方式，既包括直接干预异姓爵袭封等公开层

面的显性权力，也包括皇帝有意识地对信息控制、议题控制及人格

依附关系构建等隐藏性权力的综合运用，这从整体上加强了唐后

期皇帝在政务决策中的主导作用，强化了皇帝对决策的干预能力，

体现了中国古代皇权运用方式在技术层面的演进。 

（供稿：历史学系） 

6. ꮭ瀽봅i罒詇ㄕ奊刎捓棘徸冦눒趴娈剞扒燖眹錔鮖烱缩罒ㄖ

垁錗 

2025 年 5 月，北京大学图书馆陈建龙主编，杨楠楠、汤燕、

胡海帆负责具体编纂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墓志拓片目录续

编》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墓志拓片是石刻文献中最具史料价值

的主要类别之一，是研究古代历史文化所需的重要文献，内容涉及

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地理、官制、民俗、书法等方面，具有

重要的学术价值。2013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墓志拓片目录》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收录馆藏墓志拓片 10194种，荣获“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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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二等奖”。2013 年至 2022年底，北京大

学图书馆持续增藏墓志 2161 种。《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墓志拓

片目录续编》收录上述 2161种新藏墓志，约 30万字，封面题字、

版式、编辑体例等均仿照前编，使两书在内容和形式上成为姊妹

篇。两书的内容相加，是目前发布条目数量最多的墓志拓片目录。

续编内容丰富、索引完备、史料价值大，为国内外学术界了解和利

用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墓志拓片提供了便利，扩大了北京大学文献

资源的影响力，对史学等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供稿：图书馆） 

7. 奊刎捓棘噮妵硅闼棘ꯗ罒詇ㄕ兕德灠⻓剞髦婾檬ꆒꀀㄖ

垁錗 

2025 年 5 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编著《中国式现代化的

发展逻辑》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该书荟萃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

学院专家学者团队的思考与洞察，紧紧围绕中国经济和商业实践

的前沿研究成果，从发展新质生产力出发，针对数字经济、对外开

放、金融市场、区域协调、人口发展、绿色低碳等关键领域逐一展

开，进而落脚于企业创新发展和组织管理等重要议题。该书不仅包

含了严谨科学的研究阐述，还融入了扎根中国大地的生动发展故

事，积极建言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前沿实践。该书面向政策制定

者、学者、企业家以及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感兴趣的广大读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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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提供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逻辑的新视角，凝心聚力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 

（供稿：光华管理学院） 

8. 濨곣굫儵詇ㄕ德ꮪ裥ꯗ媵裥缁埛儬肛単鶐冞ㄖ垁錗 

2025 年 5 月，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廖雪霞专著《国际法

院：司法机制与案例研习》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部系

统探讨国际法院司法机制与晚近实践的案例教材。全书体系完善、

与时俱进，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国际法院的历史、组织、职

权和程序，并结合最新实践解析程序规范，廓清案例研习的制度与

程序背景；第二部分收录 2010 年至 2024 年国际法院的绝大多数

判决和所有咨询意见，并依据特定的国际法主题进行编排，为读者

呈现国际法院的“程序法”与“实体法”。在写作方法上，该书将

动辄上百页的判决或咨询意见“再加工”，以简明的语言展现案

情、争议焦点与关键法律问题。此外，该书还通过案例评析引导读

者思考国际法院司法实践在相关法律问题上的纵深发展，从而建

立国际法知识的“坐标系”，是一部带领读者全面走进联合国国际

法院的国际法教材。 

（供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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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胼郕儵詇ㄕ優垪뀰捓瘍颪髦鿊騅ㄖ垁錗 

2025 年 5 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梅然专著《不列

颠大战略的神话：英国与欧洲世界中的国际政治斗争（1689-1914）》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该书认为近现代英国的“欧洲均势积极

维护者”的形象是一个不符合历史现实的神话。在书中，作者一方

面援引该时期英国对外事务的大量著述和一手资料，归纳了包括

维护均势在内的英国对外政策的 11个重要目标，并以均势问题为

着眼点，评析了这些目标的相互关系，论述了英国对外政策的重要

指导观念及具体实践过程，从而颠覆上述神话；另一方面探讨了该

神话为何得以存续，以及助推了哪些关于当时英国对外关系和国

际影响的认知偏差。该书为审视英国整体面貌和历史进程提供了

新的视角和洞见。 

（供稿：国际关系学院） 

10. 蝙刅媩儵詇ㄕ怆⽶嚨駖16⒜18 儺绦兕德缁拴脣脚髦箩

裀婧儬ㄖ垁錗 

2025 年 5 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毛亦可专著《地方

公议：16—18 世纪中国绅士耆老的政治参与》由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长期存在着官员向地方耆老咨问利弊、

听取民意的政治传统。及至 16世纪中叶，该政治传统发展为以绅

士耆老共同集会议事、向官府递交“合邑公呈”为特征的地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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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该书系统研究了 16—18 世纪绅士耆老地方公议的历史演进、

运作程序、运用范围等问题，揭示出明清官府与地方社会如何通过

地方公议机制进行沟通、妥协，进而把社会意愿纳入政府决策程序

之中。该书的研究增进了对传统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认识，特别

是推进了对“自下而上的轨道”更加深入细致的理解。 

（供稿：历史学系） 

11. 螃绞罒詇ㄕ襴煏榋媭籠駢ㄖ垁錗 

2025 年 5 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包茂红主编的《菲律宾

史新论》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于北京大学“海上

丝路与区域历史研究丛书”。菲律宾与中国一衣带水、比邻而居，

历史上交往频繁，中国古籍中有丰富记载，但中国人在真正的史学

意义上对菲律宾的研究还很薄弱。菲律宾不仅具有重要的地缘战

略地位，且在文化上有着“既不东也不西，但既东又西”的特点。

在新时代推进菲律宾史研究，不仅能丰富对菲律宾历史的认识，还

有助于中国学界借助国际菲律宾史研究的转型，在发展中国家尤

其是周边国家的历史研究中发出中国声音。该书收录了中国学者，

特别是青年学者关于菲律宾史研究的新成果，不但拓宽了菲律宾

史的研究范围，还深化了已有的菲律宾史研究，更为未来的菲律宾

史研究提供了新起点。 

（供稿：历史学系） 



奊 捓 簚 ｱ 矻 盳      PKU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9 

12. 垬熟槼儵詇ㄕ嚟曀匀劺穾匀笡罩瀽鶐🈨ㄖ垁錗 

2025 年 5 月，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教授刘德寰著作《全媒

体传播体系构建研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当前，媒体融

合已超越渠道整合与内容分发的初级阶段，进入以技术赋能、生态

重构、机制创新为核心的系统性变革深水区，目标是构建全媒体传

播体系。本书从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的背景和实际案例出发，结合

媒介信息获取、媒介公信力、媒介社会治理和媒介技术等几大方面

的变革趋势，提出构建媒介融合科学评估指标体系的方案以及建

立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对策与路径，旨在为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贡

献兼具系统性、创新性、实践性的中国方案。 

（供稿：新媒体研究院） 

槓 纥 虽 钚  

13. 奊刎捓棘 21 兒德楼龋ｱ慃ꓭ漜潿뀉鮖裯圬缏뀉 

2025 年 4 月 1 日、4 月 24 日、6 月 1 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

工作办公室分别公布 2025 年 3 月、4 月、5 月国家社科基金年度

项目结项情况。北京大学共有 21个项目获准结项。其中，庄德水

主持项目“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的评估机制建设及优化路径研

究”、王越端主持项目“中国特色行政学研究方式和学术体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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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研究”、熊跃根主持项目“大变革背景下中国社会政策的基本

方向与主要议题研究”、刘英军主持项目“波斯史诗文献里的中

西交通研究”、李宗焜主持项目“《甲骨文字编》修订与增补”、

凌建侯主持项目“俄语巴赫金学重要文献整理与研究”、李宛霖

主持项目“19 世纪美国哥特文学与杂志文学市场研究”、宋亚云

主持项目“古汉语语义类推现象及相关问题研究”、宋作艳主持

项目“基于构式形态学的汉语词法研究”、张丽华主持项目“文

类升降与现代小说概念的形成研究(1872—1922)”的结项审查结

果为“优秀”；张保胜主持项目“梵文原典《数论颂》的释读与研

究”、吕萍主持项目“复杂抽样数据的统计推断方法及其应用研

究”、陈绍辉主持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正义理论

研究”、凌鹏主持项目“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土地与社会治理研

究”、高一虹主持项目“当代中国‘死亡话语’及发展考察”、刘

怡主持项目“增强消费促进经济发展效应的机制重构与政策体系

创新研究”、孙飞宇主持项目“对中国大学生群体社会心态的精神

分析维度研究”、马戎主持项目“我国各民族认同意识的演变与影

响因素问题研究”、丁林棚主持项目“当代英语文学中的后人类主

义思想和人性批判研究”、刘淼主持项目“面向人工智能的汉俄翻

译质量评估研究”、申静主持项目“创新驱动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知识服务发展机制研究”、樊星主持项目“巴西‘30一代’左翼作

家研究”的结项审查结果为“良好”；丛亚丽主持项目“中国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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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突发疫情防控伦理核心价值的相关性研究”、刘诗古主持

项目“清至民国长江中游地区滨水社会研究”的结项审查结果为

“合格”。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是我国现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层

次最高、影响最广、竞争最激烈、结项难度最大的国家级科研项目，

代表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准。“优秀”为该项目评审

的最高等级，一般仅占参评项目的 5%～10%。 

（供稿：社会科学部） 

14. 奊刎捓棘簚ｱ棘脢 6 续詇匍嚚ꄑ2凘妤檗簚襟徸冦婳簚

襟磕嫏徸冦 

2025 年 4月 21日，“相信阅读的力量——第二十届文津图书

发布暨国家图书馆 4.23世界读书日特别活动”在国家图书馆举办。

活动现场揭晓了第二十届文津图书评选结果。本届文津图书评选

自 2024 年 12 月启动，历时五月，经推荐、初评与终审等流程，

最终从报送参评的 2834 种新书中，评选出 20 种文津图书（社科

类 8种、科普类 6种、少儿类 6种）及 46种文津提名图书（社科

类 16 种、科普类 12 种、少儿类 18 种）。其中，北大文科学者共

有 4 本著作入选第二十届文津图书，分别为荣新江专著《满世界

寻找敦煌》、钱乘旦专著《风起云飞扬：钱乘旦讲大国崛起》、张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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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著《人类新史：一次改写人类命运的尝试》、巫鸿专著《偶遇：

在漫游中感知艺术》；2 本著作入选第二十届文津提名图书，分别

为邱泽奇专著《重构关系：数字社交的本质》、车浩专著《正义的

决疑》。 

（供稿：社会科学部） 

15. ꮭ隞妵儵詇ㄕ垣凗駱駤裥ㄖ儥苳둛錻⽕徸冦 TOP1% 

2025 年 4 月 22 日，中国知网•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

心发布“高被引图书 TOP1%(2019-2023)”榜单，经定量遴选与两

轮同行评议，最终发布 637 种高被引图书书目。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陈瑞华专著《刑事诉讼法》入选“人文社科领域高被引图书

TOP1%”。《刑事诉讼法》是一部以刑事诉讼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法学

教科书。该书以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所确立的

诉讼制度为基本线索，全面阐述了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理、基本范

畴和基本制度，对各种程序制度背后的制约因素和理论根据做出

了解释。 

（供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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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奊刎捓棘簚ｱ棘脢 5 续詇匍嚚ꄑ瘊嚚徨 2024 漜潿兕

德揲冦 

2025 年 4月 23日，在中宣部指导下，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组

织评选的 2024 年度“中国好书”揭晓，共有 42 种图书入选。其

中，年度荣誉图书 2 种，主题出版类 8 种，人文社科类 9 种，文

学艺术类 9 种，科普生活类 3 种，少儿类 11 种。另有 20 种图书

入围 2024年度“中国好书”。其中，北大文科学者共有 4本著作

入选。分别为荣新江专著《满世界寻找敦煌》、钱乘旦专著《风起

云飞扬：钱乘旦讲大国崛起》、安平秋编著《艺文北京丛书（全四

册）》、韩毓海专著《世界里的中国》；邱泽奇专著《重构关系：数

字社交的本质》入围 2024年度“中国好书”。 

（供稿：社会科学部） 

17. 奊刎捓棘脞媛簚姆棘ꯗ 3 兒뀉鮖嚚ꄑ2024 漜潿嚟德

妤捓脞媛籠婾⻓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参与发掘的 5 个发掘项目入围“2024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2025年 4月 24日，经过多轮激

烈角逐，有 3个项目最终入选。自 1990年国家文物局开始评选年

度十大考古发现以来，北大考古师生参与的重要考古发现已达 42

项，位居全国高校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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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考古文博学院） 

槓 纥 褙 娐  

18. 奊刎捓棘龋劲ｱ棘ꌄ公墋篳梿儬刨簚虹蟀袑봅

2025 請純碋 

2025 年 4月 10日，“数字与人文节气沙龙”系列活动第四十

二期暨人工智能研究院学术沙龙第十三期在百周年纪念讲堂四季

庭院举行。沙龙主题是“基于平台的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旨在

探讨互联网时代平台内容治理的理论框架、实践路径及其对国家

治理现代化的影响。沙龙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研

究员张权主讲；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孙翊文进行

对谈。活动邀请来自法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哲学系、信息管理系、

新闻与传播学院、现代农学院、政府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等

多个院系的专家学者参加活动。沙龙由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

长郭琳与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副研究员、数字人文与文明演

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杨浩共同主持。 

（供稿：社会科学部） 

19. 奊刎捓棘媤灆ㄕ冞ꂀ漛缋覝簚ꄑㄖ2儙姲棘冞鶐駐劲 

2025 年 4月 11日，由教育部“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重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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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课题组、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举办的《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学

习研讨会在北京大学陈守仁国际研究中心中馆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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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宋朝龙分别致辞。教育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教育部“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重大专项总召集人顾海良做主旨

报告。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 20余位学者参与讨

论。本次会议以学习《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为契机，推动习近

平经济思想学理化和体系化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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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院长、教育部“习近平经济思想研

究”重大课题负责人孙蚌珠教授主持。 

（供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 

20. 奊刎捓棘公墋兌簚純噭顂棘绱牍珁鶐駐劲緾ㄕ兌簚純簚

겐ㄖ籠冦婾湢劲 

2025 年 4月 12日，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

学资深教授严文明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严文明先生学术思想

研讨会暨《严文明文集》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大学勺园弘雅厅举

办。会议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主办，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

长沈睿文教授主持。先生生前挚友、同事、学生、考古界同仁及严

先生亲属等百余人齐聚一堂，共同缅怀先生风范，追溯学术薪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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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考古文博学院） 

21. 奊刎捓棘德ꮪ嚵笡棘ꯗ媤灆 2024 漜德楼龋ｱ慃ꓭꓨ捓

騦뀨灆뀨駢駩劲 

2025 年 4月 13日，国际关系学院召开纪念《国家安全法》颁

布实施十周年座谈会暨 202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世界重点

国家的安全理论与实践比较研究”开题论证会。国务院国家安全

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原党委书记、原校长程琳

等近 30 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开幕式由学院副院长张海滨主持，

院长唐士其致开幕辞。学院长聘副教授、国家安全学系副主任祁昊

天，助理教授刘璐代表课题组进行开题汇报。国际战略研究院院

长、学院国家安全学系主任于铁军主持座谈评议环节。 

（供稿：国际关系学院） 

22. 奊刎捓棘瀽}儬綧間駦駉棘ꯗ公墋德楼龋ｱ慃ꓭ簚ꇟ

分受盲劺皽鶐🈨儵뀉捓受盲肈檅儧罩瀽兕德鍱虝簚ꇟ分

匀笡鶐🈨뀉鮖嬄墘劲 

2025 年 4 月 16 日，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举办 2024

年国家社科基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专项“大保护格局下构建

中国特色文化遗产体系研究”项目启动会，社会科学部副部长林

丰民教授致辞。本次启动会汇集了城乡规划学、建筑学、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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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背景的专家，共同探讨文化遗产的大

保护格局和中国特色文化遗产体系的构建。项目首席专家汪芳教

授及各子课题负责人分别介绍了研究内容和研究计划。该项目基

于“地方—适应”理论，从长时序演化和跨尺度类型构建中国特

色文化遗产体系，协同遗产稀疏性和大保护格局，选取“黄—运—

长”流域共同体作为研究对象，提炼多目标优化的大保护路径。常

青院士担任组长，张大玉教授、张杰教授、姚仰平教授和陈建立教

授担任委员的专家组高度认可项目的工作方案，并提出切实有效

的建议，期待本项目能够取得创新性成果，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提

供中国方案。 

（供稿：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 

23. 奊刎捓棘兕德騕阌簚棘笡公墋龇棘簚钘兕德媛嚼棘

埻装駢恊 

2025 年 4 月 19 日至 20 日，由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北

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古典学研究平台主办，北京大学中国

古文献研究中心协办的“礼学文献”中国古典学前沿论坛在北京

大学大雅堂 115会议室顺利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大学、山东省图书馆、复旦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江南大学、浙江大

学、湖南大学、重庆大学的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与会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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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的论文聚焦于礼学和礼学文献的考证、辑佚、校勘，从历时角

度对礼学史进行梳理，具有极强的实证性，体现出目前礼学研究以

文献为本位、侧重实证的研究方法。 

（供稿：中国语言文学系） 

24. 奊刎捓棘娈媭棘笡公墋2凘妤儙檗媭棘駢恊 

2025 年 4 月 19 至 20 日，由历史学系主办的第二十一届史学

论坛顺利举行，来自全国 21 所高校的 50 位青年学人齐聚燕园，

围绕多元历史议题展开深度交流，展现了北大史学开放包容的学

术传统。自 2003年创立以来，北京大学史学论坛致力于为广大青

年学人提供成果发表与学术交流平台，搭建与杰出学者展开学术

对话的桥梁，成为兼具社会影响力与国际辐射力的学术品牌。2025

年，为助力北大“科技创新年”建设，在“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

支持下，历史学系以史学论坛为契机搭建历史学学科交流合作平

台，从 625篇投稿中选出 50篇佳作，投稿与参会者覆盖国内主要

历史学研究重镇，涉及政治史、社会史、科技史、环境史、全球史、

区域国别研究等领域。历史学系通过此次活动，在守正传统根基的

同时开拓交叉研究空间，促成了具学术深度与问题意识的交流图

景。 

（供稿：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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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奊刎捓棘龋劲ｱ棘ꌄ公墋篳梿儬刨簚虹蟀袑봅

2025 驟곝碋 

2025 年 4月 21日，北京大学“数字与人文节气沙龙”系列活

动第四十三期暨人工智能研究院学术沙龙第十四期在百周年纪念

讲堂四季庭院举行。本期沙龙以“私人秩序下的平台权力”为主

题，以私营企业的平台权力现象为核心，深入探讨其背后的社会变

化逻辑，进一步分析其所带来的社会秩序结果，尝试在理论建构层

面展开更多对话。活动由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与人工智能研究院

联合主办，吸引了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经济学院、心理与认知

科学学院、社会学系等多个院系的专家学者参与。沙龙由北京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刘金河主讲，人工智能研究院助理研究

员张惠惠为对谈嘉宾。活动旨在通过跨学科视角，深入探讨平台权

力、社会秩序、“马克思问题”等理论与数字治理现实结合等前沿

问题，推动数字与人文领域的交叉研究。沙龙由北京大学社会科学

部副部长郭琳和人工智能研究院副研究员、数字人文与文明演化

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杨浩共同主持。 

（供稿：社会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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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奊刎捓棘媤灆篏芍ꌄ冞ꂀ漛缋覝牍珁鶐🈨ꓨ捓儵뀉

闼駢鶐駐劲 

2025 年 4月 22日，由教育部“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重大专

项课题组、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主办的教育部“习近平经济思想研

究”重大专项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301 会议室

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的二十余位

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会议由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教育部“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重大课

题负责人孙蚌珠教授主持。 

（供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 

27. 奊刎捓棘公鉿兕棋德ꮪ嚵笡⺖肤劲駖 

2025 年 4 月 26 日，正值中孟建交 50 周年之际，由孟加拉国

外交部塔里克•哈桑司长率领的外交官代表团在中国驻孟大使馆

官员陪同下访问北京大学。“中孟国际关系圆桌会议”在北京大

学外国语学院民主楼 208 会议室举行。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李淑

静教授、南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旭副教授、外国语学院孟加拉

语教研室主任张幸副教授等专家学者以及南亚学系学生代表共同

出席，热情接待了来访嘉宾。此次访问作为中孟建交 50周年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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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我国外交部、教育部及北京大学

国际合作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供稿：外国语学院） 

28. 奊刎捓棘蠍兘岩棘ꯗ公墋2冚檗凬襶ꓪꓭ鄌劲駖 

2025 年 4 月 26 日至 28 日，由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香港理

工大学深圳研究院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联合主办的第九届亚洲

量化金融会议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举行。会议吸引 180 余位国

内外学者，围绕深度学习、算法交易、金融衍生品、风险管理等量

化金融前沿议题展开研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王鹏飞教授、

香港理工大学戴民教授、香港中文大学陈南教授分别致开幕辞，长

聘副教授彭献华主持活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Martin 

Schweizer 教授、帝国理工大学 Johannes Muhle-Karbe 教授、新

加坡国立大学 Jussi Keppo教授、韩国亚洲大学 Hyeng Keun Koo

教授、山东大学陈增敬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贾颜玮助理教授等学者

发表主旨演讲。会议为期 3天，设 27个分会场。亚洲量化金融会

议是量化金融领域的顶级会议，自 2013年起每年举办一次。 

（供稿：汇丰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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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奊刎捓棘公墋慃鷐篏芍婾檬鶐駐劲 

2025 年 5 月 7 日，北京大学基础教育发展研讨会在北京大学

举办。本次会议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主办，北京大学基础教育研究

中心承办，旨在推动北京大学基础教育学术研究和实践发展，探讨

基础教育发展图景和新的发展格局。 

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教育学院名誉院长、基础教育研究中心

理事长闵维方，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管培俊，中国教育学会副

会长兼秘书长杨银付，中国教育学会副监事长、原常务副会长杨念

鲁，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张晓黎，北京市数字教育中心主任

田鹏，北京市海淀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吴颖惠，北京市丰台区教

育科学研究院院长蒋炎富，北京市昌平区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王婷

婷，北京教育考试院科研处副处长夏君生，好未来教育科技执行总

裁位晨，东方剑桥教育集团总监李辉，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

任、基础教育研究中心理事文东茅，北京大学附属小学党委书记王

添淼，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原副院长刘云杉，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学术

委员会主任、基础教育研究中心原主任陈晓宇，北京大学基础教育

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原校长王铮等嘉宾出席会议。

会议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尚俊杰

主持。 

（供稿：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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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奊刎捓棘龋劲ｱ棘ꌄ公墋篳梿儬刨簚虹蟀袑봅

2025 𬶋挬碋 

2025 年 5 月 9 日，“数字与人文节气沙龙”系列活动第四十

四期暨人工智能研究院学术沙龙第十五期在百周年纪念讲堂四季

庭院举行。沙龙主题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智能体”，深入探讨人工

智能技术的最新发展、应用场景以及与人文社科领域的深度融合，

旨在通过多学科视角剖析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关键作用与面临

的挑战。活动由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与人工智能研究院联合主办，

吸引来自人工智能、运动与社会、农学等多领域专家学者参与。沙

龙由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副研究员、数字人文与文明演化研

究中心执行主任杨浩主持，邀请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助理教

授梁一韬主讲，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史睿进行

对谈，邀请来自计算机学院、历史学系、哲学系、法学院、城市与

环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等多个院系的专家学者参与研讨。 

（供稿：社会科学部） 

31. 奊刎捓棘媤灆籠糬剞嚈髦匍낊瀽駦ꪍ箵缁埛罩瀽棘

绱鶐駐劲 

2025 年 5月 15日，“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构建”学

术研讨会在廖凯原楼 342 报告厅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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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聚焦新时代作风建设长效机制的路径探索，深入研讨如何

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推动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中国式现代

化提供坚强作风保障的理论逻辑与实践经验。本次研讨会由北京

大学纪检监察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北京大学政府

管理学院联合主办，汇聚多位专家学者共同学习研讨。北京大学党

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国家监委驻北京大学监察专员顾涛，北京大

学纪检监察研究中心主任、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燕继荣，北京大学纪

检监察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法学院院长郭雳，北京大学党委

宣传部副部长唐平出席会议。研讨会由北京大学纪委副书记、纪检

监察研究中心副主任、政府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李海燕主持。政府管

理学院部分师生、纪检监察机构部分工作人员共 40余人与会参与

学习研讨。 

（供稿：政府管理学院） 

32. 奊刎捓棘公墋嚟闷閗ꓩ儧髦刨渺綶茤裀闼鶐駐劲 

2025 年 5月 19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宾夕法尼亚大

学沃顿中国中心与沃顿负责任 AI实验室共同主办的“全球视野下

的人工智能治理研讨会（Global Perspectives on AI Governance 

Workshop）”在北京大学顺利举行。来自中、美、欧等国家和地区

的 60 余位 AI 治理与监管领域专家学者、高校师生、社会人士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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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一堂，从法律、技术、管理多维度切入，分享中、美、英、欧等

法域在人脸识别、自动驾驶、算法决策等场景下的监管实践，围绕

全球 AI 监管政策差异、生成式 AI 治理前沿、监管举措及标准体

系构建、社会影响与国际合作等核心议题展开了深度研讨，剖析当

下主要司法管辖区在政策路径上的既存分野与潜在共识，共同探

索全球性的 AI治理框架。 

（供稿：光华管理学院） 

33. 奊刎捓棘公墋篳梿儬刨簚둛囮樏騅刨渺綶茤儬德楼

裀闼覄墘 

2025 年 5月 21日，“数字与人文高端对话：人工智能与国家

治理”活动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李莹厅举行。此次活动由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主办，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北京大

学人工智能研究院联合主办。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姜国华出席会

议并致辞。北京大学讲席教授、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

北京大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智能

学院院长朱松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全球风险政治分析

实验室主任庞珣，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哲学院教授刘永

谋，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陈烁作为特邀对话嘉宾出席

会议。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顾超主持会议。本次对话聚焦

AI 时代下人工智能与国家治理面对的挑战，邀请社会科学与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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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领域的顶尖学者从跨学科的视角进行对话与思考，为国家治

理的中国方案提供了丰富的启示。 

（供稿：社会科学部） 

34. 奊捓噮妵公墋嚟闷岩棘篏芍ꯗꪍ駢恊矸翤ㄕ岩棘篏芍

婾檬嚱駮ㄖ 

2025 年 5月 24日，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四十周年院庆及

“未来领导者”国际本科项目启航五周年之际，光华管理学院在 1

号楼 301 报告厅隆重举办全球商学教育院长论坛。来自英国、德

国、加拿大、新加坡等 13 个国家和地区的 16 所顶尖商学院院长

及代表，以“重塑商学教育新纪元：远见、创新与影响力”为主题，

深入探讨全球商学教育的使命担当、变革创新与未来图景，并联合

签署《商学教育发展共识》，以秉持共同的信念与责任，重塑商学

教育、贡献人类福祉。这一共识的发布，是理念的凝聚，更是全球

商学院间在深刻变局中携手共进的庄严承诺。它昭示着未来商学

教育将在全球协作中激发更持久的影响力与信任。北京大学国际

合作部、教务长办公室、教务部、融媒体中心等领导同志以及光华

管理学院教授和部门代表共同参会。 

（供稿：光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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鼦 鰽 ！ 锐  

1. 2025年 4月 2日，“北大文科”公众号正式启动“学人、

学术、学科”三个栏目。 

2. 2025年 4月 8日，社会科学部组织 2025年全国语言文字

工作委员会分会场会议。 

3. 2025 年 4 月 9 日，社会科学部组织召开院系科研秘书和

基地秘书工作交流会，交流智库工作，并传达组织部重要精神。 

4. 2025年 4月 10日，社会科学部牵头对接山东大学来校调

研信息和智库相关工作，两办、政研室相关负责同志参会。 

5. 2025年 4月 11日，社会科学部党支部与外国语学院联学

共建，集体学习大语言模型在文科方面的应用。 

6. 2025年 4月 24日，社会科学部、首都发展研究院联合举

办的北京大学“咨政服务能力提升工作坊”第二期举行，李国平

教授作“政府决策需求与咨政报告撰写”的报告并作交流，来自

法学院、教育学院、马院、体教部、生科院、工学院等院系的 40

余位学者参会。 

7. 2025 年 5 月 14 日至 15 日，社科部牵头负责的高校哲学

社会科学实验室联盟第二届会议在武汉大学举办。武汉大学校长

张平文院士、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黄学龙、北京大学党委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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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联盟秘书长姜国华、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协理副校长 Li Li 等

出席大会并致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教授托马斯•萨

金特，合肥工业大学杨善林院士，西南政法大学教授付子堂，武汉

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马费成，以及来自 30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

学实验室的专家学者和科研管理部门同仁共 200余人参加会议。 

8. 2025年 5月 23日，浙江外国语学院科研处与社会科学部

座谈交流会在燕园大厦 1116会议室举行。双方围绕国家级重大项

目培育、标志性成果培育、高端智库建设等议题进行了交流研讨。 

9. 2025年 5月 26日，“北京大学临湖智库沙龙”第六期举

行。刘国恩作题为“经济增长与星球健康：追寻人类文明的足迹”

的报告。报告以线下线上形式同步进行，50 余人参加现场互动，

500余人在线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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