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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               2019 年 5 月 9 日  

 综合规划与学科建设 

1、社科部、习研院举办“五四运动与新时代”研讨会 

5月 4日,“五四运动与新时代”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暨

五四运动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举行，于鸿君同志主持，

邱水平、郝平、于鸿君、詹启敏、叶静漪、刘玉村、王仰麟、柴真、蒋朗

朗等校领导参会，郝平校长、王宁同志发言。王宁、常戍、徐晓、邱水平、

郝平共同为五四运动研究中心揭牌，中心由团中央指导支持，北京市委教

育工委和北京大学共建。校内外学者围绕五四运动与五四精神主题进行了

主题发言和研讨。 

2、《马藏》首发 

5 月 4 日，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的早期传播学术研讨会暨《马藏》首发仪式在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举

行，王博同志主持，邱水平、于鸿君、叶静漪、王博、龚旗煌、陈宝剑、

柴真、蒋朗朗等校领导参会。活动发布了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

编纂、系统呈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接受和发展的历史文献典籍——

《马藏》的第 1 部第 1卷至第 5卷。 

3、考古文博学院成果荣获 2018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考古文博学院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的广东英德青塘遗

址荣获 2018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该发现突破了长期束缚岭南乃至

华南地区从狩猎采集到农业社会发展历史研究的瓶颈，不仅为研究华南

旧、新石器过渡阶段聚落形态、早期陶器的出现与发展、现代人行为复杂

化、区域史前文化的关系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新材料，更为追索华南与东

南亚乃至太平洋岛屿区晚更新世以来人类迁徙扩散路径，寻找南岛语族的

原乡等国际史前考古重大课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线索与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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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带一路”研究重大项目进展 

（1）“丝绸之路重大考古发掘与丝路文明传承”项目 

由秦大树教授牵头的两个子课题——“科摩罗、马达加斯加和肯尼亚

考古”和“伊朗阿德比尔神庙所藏中国瓷器研究”均取得重大进展。课题

组已对马达加斯加武海马尔（VOHEMAR）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开展了调

研工作，并已着手编撰《武海马尔遗址出土中国瓷器研究》报告书，预计

2019年完成；与密歇根大学对 14-15 世纪时期的遗址联合考察并择期开展

考古发掘；与伊朗国立博物馆的签订备忘录（MoU）并将对阿德比尔宗庙

所藏中国瓷器进行深度研究。 

（2）“海上丝绸之路”项目 

4月 11日，历史学系召开海上丝绸之路项目动员会，对项目开展进行

了深入讨论。4 月 25 日，历史学系举办“海上丝绸之路”专题系列讲座第

一讲《全球史视角下的郑和下西洋》。4 月 25 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胡

忠良副馆长一行到访历史学系，商定于 2019 年下半年在北京大学联合举

办“海上丝绸之路”主题展览。 

（3）“一带一路”书院“未来领导者”国际本科双学位项目 

4月 26日，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法国 ESSEC商学院、荷兰鹿特丹

伊拉斯姆斯大学、西班牙 IE 商学院、意大利博科尼大学、加拿大约克大

学、巴西 FGV 大学商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大学等 11 所合作联盟

院校商学院的代表共聚光华，共同启动“未来领导者”国际本科项目。校

领导郝平、王博参加，李勇、刘锦、傅成玉、徐宪平等嘉宾以及所有联盟

院校代表等中外嘉宾出席。 

5、习研院召开科研工作会议 

4月 27日，习研院召开科研工作会议，校领导于鸿君同志主持会议。

会议对习研院的定位和发展思路进行了深度探讨。下一步习研院将整合国

内外、跨学科、跨部门资源，汇聚高水平专家学者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进行全面深入研究并阐释“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中国理念”，并聚

焦以下工作：国家重大战略问题研究、国家重大理论问题研究、重大现实

问题对策研究。 

6、区域与国别国际研讨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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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2—13 日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主办“面向 21 世纪的区域与国别研

究：世界经验与中国范式”国际研讨会，来自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50 位国

际学者和 100多位国内高校及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参会，探讨区域与国别

研究的理论、方法与经验。会议由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主持，教育部国际

司副司长徐永吉、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维尼阿明•波波夫（Veniamin 

Popov）、法国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院长马努埃尔•弗朗克（Manuelle 

Franck）、研究院院长钱乘旦致辞。 

7、科研管理综合信息系统上线 

4月 15日，涵盖文理医工的科研管理综合信息系统正式上线，把科研

项目、经费管理、成果管理全流程纳入线上服务体系，一方面提高了管理

服务工作效率，一方面为全校教师提供了便利。 

8、北大图书馆发布《北京大学学科竞争力分析报告》 

近日，北京大学图书馆在海量文献搜集的基础上，利用专业化的知识

技能、科学的情报分析方法，设计合理的学科竞争力分析指标体系，完成

了系统、综合的决策知识产品——《北京大学学科竞争力分析报告》，为

北京大学的学科发展决策提供数据支持，助推“双一流”建设。 

9、中文系举办“面向未来：中文学科建设与学术创新”研讨会 

4 月 11 日，“面向未来：中文学科建设与学术创新”研讨会举行，郝

平校长出席会议并致辞。会议宣布建设三大学科平台，分别是中国古典学

平台、现代思想与文学研究平台、语言与人类复杂系统研究平台。研究平

台对内整合临近专业分离的格局，逐步形成学科发展重心方向，形成每个

学科群的优势特色。 

 

 科研项目 

积极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引领贯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重大

专项课题研究。2018 年底正式启动，采取党委书记、首席专家双专家负责

制，建设周期 2年，设置两类课题：第一类强调思想性，以 4 个习研院（教

育部、北大、清华、人大）为主，北大承担 2项。第二类为多学科知识体

系研究，根据第四次学科评估的 28 个 A+学科来挑选单位承担，北大承担

5项：世界史、哲学、考古学、中国语言文学、艺术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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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社科部组织召开教育部知识体系重大专项首次沟通交流会，

校领导邱水平、王博、7个项目首席专家参加。王博同志传达了教育部精

神，各项目组汇报了建设推进情况及设想。邱水平同志强调，要高度重视

这一重大专项，做好这个专项将对北大自身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声誉产生巨

大的影响，学校也将加大支持力度，凝心聚力办好这件大事。 

 

 成果人才 

加大对北大文科青年人才的支持力度，对新引进人才给予 20 万元人

才启动项目的支持，并对之前三年人才启动项目经费不足部分进行补拨。

该项目为新教师科研提供了有力支持，为培养青年人才提供了保障。2019

年 4月共核定 2016-2019 年新引进人才项目 103项。 

 

 机构与智库建设 

1、机构工作 

4月 10日，郝平校长带队前往国家统计局，就北大与统计局共建经济

社会数据研究开发中心（暂名）一事，与宁吉喆局长进行了会谈。中心成

立的申请已通过校长办公会审批，目前正在拟定双方共建协议。 

4月 25日，北京大学柬埔寨研究中心成立并举行揭牌仪式，柬埔寨首

相洪森出席。 

5 月 4 日，北京大学宣布成立五四运动研究中心并举行挂牌仪式。该

中心由团中央指导支持、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和北京大学共建。中心成立经

历了多次研讨和专家座谈，社科部、宣传部、政研室、团委、学工部以及

人文社科各领域专家学者共同参与。 

目前，社科部、国际合作部正在积极筹建白俄罗斯研究中心。 

2、智库工作 

社科部向国务院研究室、教育部《智库专刊》报送 4 篇稿件，作者分

别是光华管理学院刘俏教授、经济学院刘怡教授、国际关系学院翟崑教授。 

首都发展研究院 3份智库报告获得批示或反馈。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来函感谢南南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