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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让我们一起聊下元宇宙吧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陈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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剣 ㄋ 槓 纥 褙 娐  

1 籠 儬劺穾棘 公墋 篳梿 埻装樏 垪覄墘 

新闻与传播学院“数字化前沿对话”于 2022 年 1 月启动。本

活动由学院下属的北京大学新媒体营销传播研究中心主办，中华

设计创作学会协办。活动聚焦数字化前沿议题，定期邀请两岸专

家学者、业界代表等展开主题分享和圆桌对话，旨在通过分享数

字技术与人文领域交叉融合过程中出现的前沿理论和实践，推动

跨领域跨专业的交流沟通，促进共同发展。“数字前沿对话”活

动每月 1 期，采用线上形式持续举办，截至日前，已成功举办 6

期，共计已有 300 余人参加了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与探索，

已逐渐形成活动特色，影响力也日渐提升。 

“数字化前沿对话”活动以数字化为背景，鼓励跨学科跨专

业的内容分享，主题设置丰富多元，曾先后围绕“元宇宙与传播

关系的思考”“数字化创意工作迭变的原因与解决方法”“数字

时代文化产业的创新路径与应用场景”“数字‘心’时代——关

注面对巨变时的身心健康”“数字时代‘好产品’的成功密

码”“数字时代企业生态系统建设”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信息来源：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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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叡狘 闼 公墋 娈媭鶐🈨儬篳梿刨簚 澁 垪棘绱覄墘 

信息管理系 75 周年系列学术活动暨信息管理系数据叙事

（Data Storytelling）英文课程开放讲座系列在云端举行。5 月

31 日，来自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的马大年（Daniele Macugila）

助理教授为师生带来了题为《多元线性回归，偏相关分析与多元

相关分析：量化历史研究与数字人文》的精彩讲座。讲座由信息

管理系闫蒲助理教授主持。马老师从历史学、数字人文的区别和

联系引入，介绍了相关关系的基础知识，简单线性回归和多重线

性关系的基本原理，辅以多个案例进行具体化说明。 

6 月 7 日，来自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的陈莹莹（Yingying Chen）助理教授带来了题为《大

海捞针？计算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传播学研究前沿》的精彩讲座。

陈莹莹老师从什么是计算社会科学引入，介绍了计算社会科学的

关键是做出理论贡献、归纳和演绎的研究设计以及计算社会科学

研究的性质、计算社会科学方法地图，并辅以案例进行具体化说

明。 

信息来源：信息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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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怆闼叡狘 儬蛏螹媭鶐🈨兕髦怆徸 埛全 澁公  

6 月 3 日下午，荷兰国家档案馆数据科学家西蒙·肯珀（Simon 

C. Kemper）老师应邀为外国语学院师生进行了题为“地名、地点

与多边形：关联开放数据与殖民史研究中的地图绘制”的线上讲

座。本次讲座由外国语学院国别和区域研究专业、东南亚系和“太

平洋丝绸之路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组主办，外国语学院谢

侃侃助理教授主持，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徐冠勉、外国语学院助理

教授张忞煜参与讨论。 

肯珀老师指出，档案、地图等一手资料的电子化对于人文学

科研究的开展与新一代学者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他展示了人工

智能手写文本识别、实体识别和地理可视化等处理一手材料的前

沿技术。人文学者们可以利用这些技术识别档案页面上的多种元

素，从中提取有效信息并形成数据库，进而通过实体分类进行高

效搜索。除此之外，学者还可以通过导入地图等方式将数据库中

的信息同历史中特定的地理坐标进行关联并对其进行可视化处理。 

信息来源：外国语学院 

4 奊刎捓棘德 兕簚篏 恊公墋2 28 绔 刨渺綶 墙墇籠

焊墹儧髦德 兕簚篏  

6 月 10 日下午，北京大学国际中文教育讲坛第 28 期开讲。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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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国际中文教育面临巨大的挑战，如

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满足疫情下每个学生的独特学习需求成为亟

待解决的问题。为此，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广东讯飞

启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全球中文学习联盟秘书长单位负

责人汪张龙先生作为主讲嘉宾，为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师生带来讲

座《人工智能助力新形势下的国际中文教育》。讲座由对外汉语教

育学院院长赵杨教授主持，学院师生 40 余人在线聆听。 

信息来源：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5 籠簚ｱㄌ刁婱棘ｱ 儧髦 绱鶐🈨⒜⒜2022 嚟德

绱儬冦裥ㄌ 棘棘ｱ瀽 婳刨癰慂囁棘绱 恊公  

6 月 14 日，教育部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新版《学科

目录》即将印发实施。根据此前公开的征求意见稿，此次学科目

录调整，将在艺术门类下增设“美术与书法”“设计”专业学位，

并在交叉学科门类下设立“设计学”一级学科。有鉴于此，艺术

学院特别邀请关心此次学科目录调整的国内多所高校相关领域内

的部分中青年专家学者，就“美术与书法”“设计”专业学位及

“设计学”一级学科设置对教学、科研的意义、影响及趋势等相

关问题，于 6月 19 日展开为期一天的线上对话，夯实艺术学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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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理论研究，交流来自美术与书法、设计学领域教学、科研

一线学者的心得。 

信息来源：艺术学院 

6 奊刎捓棘篳梿刨簚 垪慂 公墋2凘 篳綶 糬剞髦刨

簚棘绱垯籠  

6 月 16 日下午 2 点，社会科学部、人事部与教师教学发展中

心联合举办了北京大学数字人文教师培训，本次活动邀请了历史

学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史睿博士带来主题报告“数智化

时代的人文学术创新”，采用腾讯会议直播形式线上举行，来自各

院系的 89 位教师参加了本次培训课程，讲座由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副主任林丰民教授主持。 

本次培训课程为教师们提供了交流和学习的机会，受到了老

师们的一致好评。之后，社会科学部、人事部与教师教学发展中

心将继续开展系列讲座和沙龙等多种活动，支持北京大学“数字

与人文”年战略和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项目，同时为北大

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升项目提供更多前沿课程选择。 

信息来源：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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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捓裀 恊 嚟闷凢 裥煏 槒 2021-2022 媤灆 

6 月 18 日，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和中国法学交流基金会联合举

办的“大治论坛：全球互联网法律观察（2021-2022）”隆重开幕，

会议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召开，分设北京线上会场和广州线

下会场。开幕式上嘉宾分别就反垄断、数据要素市场配置改革、

数字时代法律治理、法律智能化的话题做了主题演讲。 

当天下午，主题分别为“数字规则与个人信息保护”、“电

子商务平台法律治理”、“平台经济反垄断新发展”、“互联网

平台开源法律问题与元宇宙发展”的四个分论坛也同时举行，各

分论坛演讲嘉宾和点评嘉宾围绕主题进行了精彩发言和互动。据

统计同时观看人数 高突破三万人次。 

信息来源：法学院 

8 媛 綶 垪鶐 劲公墋2凤 媛 儵 讷潙髦瀽  

6 月 25 日下午，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主办的“古籍智能信息处

理”系列专题研讨会第五讲在腾讯会议举行。本期研讨会的主题

为“古籍专题资源库的建设”。 

南京农业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包平教授介绍了《方志物产》

一书的文献涵盖范围、内容来源及历史发展演变，阐明了资料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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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录、整理与数字化、方志物产资料的多层级自动标注等诸多具

体技术原理，提出诸多可应用场景。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

所尹小林教授从数据检索、数据统计、数据比对三个方面讲述了

《国学宝典》古籍数据库在实际生活中的具体应用及数字化过程

中为古籍整理工作提供的新方法、新思路，提出了《国学宝典》

查有、查无、查源流、查关系和查数字五大实际应用价值。中国

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李海燕所长从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

药信息研究所与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馆藏中医古籍切入，介绍

了研究所建设中医药古籍数字资源库的相关情况。北京如是人工

智能技术研究院释贤度法师介绍了各国佛教大藏经数字化的发展

历程，包括 CBETA、SAT 和高丽藏等大藏经全文数字化成果、CBETA

整理的经录数据库以及在 CBETA 全文数据基础上构建的专题知识

库，如“成唯识论”“瑜伽师地论”等专题知识库。 

信息来源：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9 2儙檗媛蠏 垓 宔 牞⽿褆德 覚劲 埆公墋 

由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计算语言学与数字人文研究组和南京

农业大学联合组织，由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等单位协助组

织的第一届国际古代汉语分词和词性标注评测 EvaHan，是国内外

首次举办的古代汉语分词和词性标注评测，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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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启动并公布训练集，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布测试集，4月 7日

参赛队提交待评测结果并由组织者完成评测。共有来自 13 个高校

或公司的 14 支队伍参赛，提交了 55 份待评测结果。6 月 25 日晚

上，本次古汉语评测竞赛的评测会议，即第一届古代汉语分词和

词性标注国际评测子会议成功举行。 

信息来源：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匯 ㄋ 鰽 Ｎ 殙  

10 孞 検篏硚婾簚碇 AI 樤搁匂焥寰兕i箛嚚 匀髦橮儾 

周黎安教授表示，以 AI 为代表的新技术变革也遵循创造性毁

灭的过程。一方面，AI 会创造了很多新的岗位，另一方面，智能

机器人的出现也会替代很多蓝领类的重复性工作，这些可能被替

代的职业或者可能新创设的职业，都各自对应着相当一部分的中

等收入群体。 

AI 创造的就业机会远大于它所摧毁的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

AI 等数字化转型对就业的正面影响迅速扩大。虽然每次巨大的技

术进步都会导致一些传统岗位的消失，但 终创造的就业机会都

要远远大于它所摧毁的数量。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尤其

对中等收入群体就业的影响，更多是结构性的，而不是总量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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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采取政策措施防止智能化时代的数字鸿沟，进一步缩小城

乡差距、减少地区间发展差距。为了更好地实现收入分配的优化，

他建议可以考虑增加对资本所得的征税，甚至可以考虑征收机器

人税来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创造有力的再分配基础。 

信息来源：光华管理学院 

11 堃猜 婾 鶐🈨 簚ㄕ慃凚徸鿊 髦惶湡

🈲 性夤牞 ㄖ 

日前，人工智能研究院马剑竹副教授课题组在 Nature 

Machine Intelligence（NMI）上发表了题为《基于图神经网络的

城市道路网空间均匀性量化》（“Quantifying the spatial 

homogeneity of urban road networks via graph neural 

networks”）的研究论文。 

通过量化城市道路网络不同部分的拓扑相似性，人们可以了

解城市道路增长模式。该课题组的方法揭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城

市间的相似性可以用来理解和传递城市之间的见解。这种方法还

使人们能够应对城市政策挑战，包括快速城市化地区的网络规划

和地区不平等。 

信息来源：人工智能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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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妼ㄌ镋 篳梿綥玣 忽篳梿园儾婾檬兕髦匍顎 

数字农业作为未来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需要大量的资金投

入，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但传统农村金融服务模式由于触达范围

有限、效率低、普惠性不足等缺点的存在，已无法满足数字农业

发展的融资需求。黄卓、王萍萍近日发表的文章指出，数字普惠

金融作为一种崭新的金融业态，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

等技术可以降低服务成本、触达更多农村客户，提升金融服务水

平和效率，解决信息不对称和无抵押品问题，有效解决数字农业

发展中的融资难问题。 

文章就完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夯实数字普惠金融，

助力数字农业发展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加强农村地区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加强数字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加强数字风控体系的建

设；提升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构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生态环

境。 

信息来源：国家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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剮 ㄋ 潾 尲 炆  

13 刨簚龋ｱ篳綶 鶐🈨慃怆 5 兒 迧 鮖睺 碕  

本月基地建设与项目研究持续推进。基地拟初步建设 5 个重

点项目组，分别为：数字生态与数字治理项目，区域与国别数据

库项目，国际组织数据库项目，古籍数字化项目和语言学实验室。

近期动态如下： 

（1）数字生态与数字治理项目建设 

在张平文院士指导下，由宋洁教授执行主持中国数字生态指

数工作组，以及邱泽奇教授执行主持国际数字生态指数工作组，

有条不紊地开展着理论研究、课题承接、平台开发和发布会筹划、

标准委员会等系列工作。已有成果包括 2020 年和 2021 年《数字

生态研究报告》，《电子政务》和《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5 篇论文，另有《数据要素基本特征》图书和 3 篇学术论文

《中国科学院院刊》发表中。参与课题包括中科院学部工作局课

题，参编发改委《数字经济干部读本》和《数字经济学习问答》

两个图书项目，承担网信办《数字国际合作战略研究》课题。开

发平台包括数字生态指数官网（中国版和国际版）和数字生态专

家系统。 



篳 梿 儬 刨 簚  

 12

2022 年数字生态大会筹划工作正在进行，预计 9 月份召开，

发布《数字生态指数 2022》等系列研究成果。课题组代表实验室

参与的标准委员会有：全国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数字经济标准工作组（TC573WG9）、全国信息化和工业化融

合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数字化转型标准工作组（TC573WG16）、

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数字化转型工作委员会、数字化转

型成熟度评估工作委员会。 

（2）区域与国别数据库项目建设 

由翟崑老师、王腾蛟老师执行主持的项目组，梳理了俄罗斯、

德国、比利时、英国、法国、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澳大

利亚以及美国等国家主要智库，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以及达沃斯论坛等国际组织，以及西方国家主流媒体

动态，编写了《全球智库动态》。开发了量化区域国别研究课程，

完成了教学方案设计，并根据量化数据基础的研究成果，向发改

委、中办、中宣部等部门提供了有关政策研究报告。对“全球 xx

智能系统”数据采集和提取工具进行了升级改造，并应用数据采

集和提取工具开展了面向全球新闻数据和社交媒体数据的采集和

提取工作。基于收集到的新闻媒体数据、社交媒体等数据，开展

了数据仓库建设；应用 “主动感知的数据管理技术”，开展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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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大数据分析研判工作，为国家提供基于大数据的辅助决策支持。 

（3）国际组织数据库项目建设 

由张海滨老师执行主持的国际组织数据库工作组，开展着基

础数据库建设和相关理论研究工作。目前已完成 6 万个国际组织

（基本覆盖了全球所有已知国际组织），近 30 多个字段的基本信

息的抓取和清理工作，为国际组织画像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

础。国际组织画像展示网站也进入开发的收尾阶段，预计 7月底 8

月初上线。网站支持国际组织的基本信息搜索、查询功能，还提

供了多种数据分析互动展示区，用以探究国际组织对国家的经济、

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国际组织和国家之前的关联关系等重要规律。 

（4）古籍数智化项目进展 

古籍数智化项目，由高校古委会统筹协调，第一期建设以北

京大学收藏保护和整理研究的古籍为主，共遴选三个子项目：一

是图书馆馆长陈建龙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舆图汇编数据库”。

该团队经过十年工作已选出五百余种舆图编成《北京大学图书馆

藏舆图汇编》，目前正在进行数字化补扫、补拍、拼版及审校著录

信息等内容。 

二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陈侃理主持的“北京大学藏西汉竹

书数智化开发”。该团队以已整理出版的《苍颉篇》《老子》等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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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文献为对象，借助已有的彩色和红外图像进行数智化开发，建

设适合学术研究的交互数据平台，并借以探索深度研究的方法，

同时还将开发自动摹本、文字编编制程序、字体等应用。 

三是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杨海峥主持的“海外汉籍与海外汉

学数据库”。该团队已整理出版大型海外存藏珍贵汉籍文献，将其

与海外汉学研究成果同步建设数字化目录库、书影库、文献库和

学者库，开展对中华文明传播轨迹和过程的数智化研究。 

信息来源：人文社科数智化研究基地 

愇 ㄋ 箛 箛 槓  

14 ㄕ媩 鯉兕德ㄖ ￜ 奊刎捓棘棘聙 篏 ￜ顟

盳𬶋  

六月初，《可视化看中国》（暂定名）课程通过北京大学学校

通识教育课程申报立项。课程由智能学院袁晓如联合校内历史、

经济、政管、外国语、城环等多个院系教师联合开设。可视化是

数字人文的重要研究方向，长期位居国际数字人文会议选题前列。 

课程将介绍各类数据可视化形式，通过多种案例从多角度以

可视化作为途径全面揭示解释中国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拓展学

生利用可视化思维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鼓励学生通过课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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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合作能力，培养开展交叉研究的兴趣。智能学院研究员长聘副

教授袁晓如、副教授裴玉茹，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

研究馆员史睿，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苏祺，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王耀

璟，城市与环境学院研究员王长松、副教授童昕和政府管理学院

助理教授研究员张洪谋等教师共同参与了课程建设。 

信息来源：智能学院 

15 碇 AI 鶐🈨埻装 奊刎捓棘 顎刨渺綶 楈 蚅灠灆

儙漜 

2021 年春季学期北京大学通用人工智能实验班（简称“通班”）

正式开课，一年多的时间里，来自校内数学、心理学、计算机等

不同专业方向的同学，怀着对“通用人工智能”的共同向往，汇

聚于此，探索这个位于学科交叉点上的新兴领域。 

通班以通用人工智能为核心，建立全面系统的人工智能培养

体系，实现了学科间大交叉、大融合，这在全国尚属首次。通班

的领衔创立者朱松纯教授将通班培养目标归纳为交叉人文社科的

“通识”、融会贯通人工智能六大领域的“通智”和融入各行各

业的“通用”。  

为了实现三大目标，通班教师为同学们量身定制专属培养方



篳 梿 儬 刨 簚  

 16

案。新课程体系专业性过硬，又充分体现北大学科优势。通用视

觉、自然语言、认知推理、机器人、机器学习和多智能体等人工

智能六大核心领域全覆盖，辅以 AI+X 交叉学科全面呈现技术应用

情况，让学生有能力和机会探索各个应用赛道，引导行业变革。 

北京大学是中国 早开展人工智能研究的大学之一，全校目

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的相关教师超过百人，来自理工医社各个学

科。根据 AIRankings 的 新国际排名，北京大学在人工智能领域

排名全球第二。 

信息来源：人工智能研究院 

16 奊捓棘顂忽盡 灆 篳梿 ￜ 內嚨魗 鮖 蘱

200 儢 

近日，历时 3 个月，字节跳动公益联合巨量引擎，与来自北

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师生共同开展的“数字营销实战教学创

新课程”正式结束。52 位大三学生以参与公益内容生产和广告投

放的方式在抖音平台为“满天星公益图书馆”和“用行动守护大

自然”两个项目筹款超 233 万元。 

“数字营销实战教学创新课程”是新闻与传播学院于2015年

就启动的教学创新项目，以培养适应未来行业发展的数字营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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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与往年主推商业项目有所不同，今年的实战聚焦公益，学生

们以字节跳动公益平台上的公益项目作为推广目标。 

在开展的两个项目中，学生们主要以内容创意作为切入点，

在一个月内创作了上百条营销视频，成功为儿童阅读项目筹集到

120 万元善款，为提升乡村儿童的阅读品质创造了新的可能。在另

一个环保项目中，学生们与自然之友开展合作，用更具创意的方

式进行推广尝试，帮助机构筹得113万元善款，顺利完成筹款目标。 

信息来源：新闻与传播学院 

 17 2022 奊刎捓棘篳梿刨簚緛绔挬剠 椣瘃盳嫏儬烱媅渺匍 

北京大学数字人文暑期夏令营立足于北京大学丰富的多学科

资源，以促进跨学科交叉，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在人文领域的应

用为目标，旨在培养既具备人文素养、又能运用计算方法，未来

能在全球数字文化领域发挥领导力的新型人文学者。 

2022 年北京大学数字人文暑期夏令营由北大数字人文研究中

心和人工智能研究院联合举办，经过两个月精心筹备，于 6 月 8

日在北大数字人文中心网站“pkudh.org”和“数字人文开放实

验室”公众号同步发布招生通知，国内外多个公众号予以转载。

截至 6 月 18 日报名结束，短短 10 天内收到近千份报名邮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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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全球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两百多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文理

专业分布极其广泛。在报名陈述中，文科同学表达出对数字方法

在人文学科中的应用充满期待，理科同学对人文领域的研究问题

饶有兴趣，可以真切感受到大家对数字人文的研究热情，和对数

字人文研究方法的迫切需要。目前夏令营已经完成录取工作。 

信息来源：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18 箩潬 闼棘 篳梿裀闼⽶嫓灆撾睆顂 

政治学与行政学（数字治理方向）是政府管理学院 2022 年

新开设的专业方向。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飞速

发展的背景下，打造数字政府、实现数字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该专业主要培养兼备政治学

与行政学专业理论和知识、数字治理理论素养和数据分析实操能

力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为回应和解决新时代公共治理面临的

新问题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政治学与行政学（数字治理方向）属于法学门类、政治学专

业类，修业年限为 4 年，授予符合条件的毕业生法学学士学位。

增设政治学与行政学（数字治理方向）是在智能化、信息化时代

背景下，北京大学对国家治理现代化重大战略部署的主动回应。 

信息来源：政府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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匼 ㄋ ！ 锐 繦 娈  

19 龋劲ｱ棘 媤灆 篳梿儬刨簚 意儵 箑睺 垤 妬

劲 

近日，社科部邀请获得“数字与人文领域专项支持计划”专

项资助的专家学者，包括：陈明（外国语学院）、刘琳琳（外国语

学院）、苏琪（外国语学院）、高山（外国语学院）、史睿（历史学

系）、王长松（城市与环境学院）、朱本军（图书馆）和曾渝（政

府管理学院）等参与交流午餐会，探讨未来数字人文建设的想法

意见，交流各自研究的方向与特点。社科部就与会学者所面临的

问题与困难进行及时收集，并作针对性答复与解决。 

未来社科部将对获得资助的专家学者开展定期的交流会，关

注学者们的研究动态，把握研究过程中的痛点难点，收集大家对

管理工作的想法意见，尽全力协助专家学者有效开展研究。 

信息来源：社会科学部 

20 2022 漜潿籠渺ｱ刁婱儵 𬶋  

学校组织完成了 2022 年度新工科交叉专项项目评审工作。 

经过形式审查、通讯评议程序，并经 2022 年度“新工科+X” 委

员会第 1 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确定 2022 年度立项 30 项。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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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艺术学院和计算机学院的“人工智能审核数字艺术藏品方法

研究”，智能学院和人口研究所的“面向老龄友好型社区的出行服

务机器人关键技术研究”，工学院和经济学院的“‘双碳’背景下

电力、碳权市场参与者激励研究”，前沿计算研究中心和经济学院

的“大数据背景下的房地产市场预期引导研究”等是人文社科与

理工科的交叉研究项目。 

信息来源：学科建设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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