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炆 埰 馧 潿 剽 곿  

둛聙龋ｱ预漿鿈兕德嚱分嚈瘃𬶋 100 孞漜笡垪澁騰劲 

⒜⒜奊刎捓棘儵怓公鉿 

6 月 21 日，由教育部社科司指导，“高校社科界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系列座谈会——北京大学专场”正式召开。教

育部社科司司长徐青森，校领导邱水平、郝平、王博出席座谈会。

本次座谈会以“百年辉煌：中国共产党思想历程”为主题，结合

顾海良教授牵头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课题“中国

共产党百年思想进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及其成果

《百年辉煌：中国共产党思想历程》五卷本，围绕中国共产党百

年思想的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思想内涵、理论境界和时代意蕴等进行座谈和理论研讨。《百

年辉煌：中国共产党思想历程》五卷本由顾海良任总主编，20 多

所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撰稿。全书以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为主轴，呈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纪历程，彰显了中国共

产党百年思想中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辉煌乐章。 

（供稿：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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鿸郸髝漜儬沈籠煀ￜ兕德嚱分嚈樏挼渺匍 100 漜鶐駐劲

忽奊刎捓棘公鉿 

6 月 8 日，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人民日报、北京大学共同

主办，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和国际关系学院承办的“辉煌百年与

崭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100年”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方江山，中

国侨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程学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灵桂，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

校长郝平，校长助理、秘书长孙庆伟和来自中央及地方单位的专

家学者、外事工作者共 150 余人出席研讨会。本次研讨会是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对外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继承

发扬北京大学服务党的对外工作的优良传统，携手推进党的对外

工作开辟新局面的重要契机，也是庆祝建党百年、深入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的重要举措。与会专家通过分享交流，共同为推动党的

对外工作、思想理论建设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贡献智慧。 

（供稿：国际关系学院） 

뎢噱牍全兿忽兕德糜绔劺穾棘绱鶐駐劲緾ㄕ뎢趴ㄖ垁錗澁騰劲

忽奊刎捓棘公鉿 

6 月 24 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早期传播学术研讨会暨《马藏》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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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本次会议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为主题，围

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思想源流、文本理路，以及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同时，《马藏》最

新成果首次亮相——《马藏》第二部第一卷和第二卷、第三部第

一卷和第二卷以及第四部第一卷和第二卷正式出版。2015 年初，

北京大学启动《马藏》编纂与研究工程，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负责具体实施，目前已出版 14 卷，共 900 万字。《马藏》是

一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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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通过对文献的系统整理及文本的再呈现，把与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相关文献集大成地编纂荟萃为一体，力求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进行总体

探索。作为一项重大基础性学术文化工程，《马藏》的出版，深刻

揭示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进程，生动展现了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思

想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领域的纵深研究，对于推动 21 世纪马

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

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供稿：马克思主义学院） 

눢ꌬ둛囮綶潙鍱臏鶐🈨孃瀽嚈髝漜儬눢ꌬ婾檬鶐駐劲媤灆 

6 月 25 日，首都高端智库特聘研究员“建党百年与首都发展”

研讨会召开。北京大学首都高端智库 10 余位特聘研究员和北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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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首都高端智库 2021 年度课题 15 位课题负责人及代表参加了本

次会议。王博副校长指出，此次研讨会既是北大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开展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学习教育”的生动实践，也

是传承发扬好北大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传统，发挥多学科优势

为党和国家献言献策的具体体现。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首都高

端智库首席专家李国平教授做智库工作汇报。俞可平、郑晓瑛、

龚六堂、贺灿飞、余淼杰、易继明、程美东、张辉、燕继荣共 9

位首都高端智库特聘研究员先后围绕特大型城市治理、老龄化和

北京市人口健康问题、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京津冀高质

量协同发展、北京服务贸易开放、打造北京知识产权高地、北京

红色资源的物化和文化建构、北京百年经济变迁、中国共产党领

导力分析等主题进行发言并交流研讨。 

（供稿：首都发展研究院） 

兕德嚱分嚈儬⻓剞德楼瀽駦棘绱鶐駐劲忽奊刎捓棘灆滧 

6 月 11 日，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

究院、政府管理学院、国家治理研究院、政党研究中心、公共治

理研究所联合举办“百年党史与现代国家建设学术研讨会：中国

共产党与现代国家建设”。本次会议设置了中国共产党与现代国

家制度建设、中国共产党与现代国家能力建设、中国共产党建设

与现代国家建设等议题进行分论坛讨论。会议邀请了来自 18 所国

内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50 余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中国共产党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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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与关键启示，从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的

角度，围绕各个议题阐述了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内在逻辑，同

时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现代国家建设的根本作用。 

 （供稿：政府管理学院） 

缋覝棘ꯗ公墋嚈髦髝漜缋覝牍珁垯ꅐ儬楈鴬鶐駐劲 

6 月 24 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举办“党的百年经济思想创造

与实践”研讨会。参会人员回顾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引领国家经济

发展的理论创造与经验探索，以期为当下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借

鉴和思考，并分别献出建党百年寄语。今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将继续发挥学科优势，推动理论和工作创新，在“学党史、悟思

想、办实事、开新局”上狠下功夫，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理论、制度、文化的战略性、系统性研究，力争在新时代新

征程下实现经济学人的新作为；同时，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不断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教育青年、引领青年，用党的奋斗

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青年、启迪青年，为培养社会主义的合格建

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贡献智慧和力量。 

（供稿：经济学院） 

奊刎捓棘兕嚱嚈媭鶐🈨兕熷刾缉 

2021 年 4 月 27 日，学校发文成立了北京大学中共党史研究

中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重大时间节点，北京大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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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中共党史研究中心具有重大意义：既是为了长期发挥党史教育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中所具有

的独特作用；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打造中国乃

至世界中共党史研究学术高地，增强我校核心竞争力、提高我校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水平、培养一流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的需要。

该中心未来将研究中共党史上的重点难点问题，探索其中的历史

真相，在一些重要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以形成北大党史研究的

特色和优势；深挖、细挖北京大学的党史人物、党史事件，充分

利用北京大学在党史领域的独特资源，形成独创性系列成果，丰

富北京大学校史，为深化中共党史研究贡献北大力量；深入研究

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出版系列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史成果，发

挥党史研究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深入研究党史教育理论和方法，

把党史研究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支撑，促进教学科研

的深度融合，引导广大师生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际和

国内的紧密结合上，把握好历史进程和历史经验、历史规律和革

命精神、历史观和历史研究方法等几个方面的关系，推动新时代

大学生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开展海

外中共党史研究，通过组织和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和活动，与海外

学术机构进行对话互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体系，

扩大北京大学以及中共党史研究在国际社会的学术影响力。 

 （供稿：社科部基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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篎 鼦 娐 牒  

棂漿効聙ꪍ墙闼忽奊刎捓棘ꯗꪍ笡全劃鉿箩纬潿劲儥刾缉

棘聙籠簚ｱ瀽駦獱園 

6 月 16 日，孙庆伟校长助理在北京大学院长（系主任）行政

月度会上介绍了学校新文科建设情况：（1）学科交叉：提倡学术

整体视野，整合全校相关研究力量，推动文理医工交叉，搭建能

凝聚、有厚度、可辐射的跨学科平台，探索文科实验室的未来管

理机制，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2）问题导向：聚焦国家重大需

求，鼓励创新性和前瞻性研究，针对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生物伦理、全球公共健康危机等议题探索新理论、新方

法、新路径；鼓励现有学科创新研究方法、解决时代问题，加强

新兴学科与前沿学科建设。（3）社会关怀：以长期的学术积累为

支撑，增强对人民和社会的关怀，促进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协同

发展；培育和凝聚“北京大学智库共同体”，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服务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4）国际视野：主动构建“新文科”

北京大学学派，推进“新文科”研究协同创新；积极参加国际学

术对话与交流，参与国际学术规则制定；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新

文科”人才，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发展贡献北京大学力量；开

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研合作与文化交流，推进“一带

一路”系列项目。 

（供稿：社科部综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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奊捓簚ｱ袑봅 • 2 1 绔公墋 

为加强社科部与各文科院系的联系、增进各文科院系之间的

相互交流，听取院系和教师代表在科研领域遇到的挑战、对未来

工作的思路、对学校相关规划制度的意见建议，社科部于本学期

推出“北大文科沙龙”，搭建“共商文科发展、碰撞思想火花”

的机制化交流平台。5 月 5 日，“北大文科沙龙 • 第 1 期”在外

国语学院举办，社会学系系主任周飞舟、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张

海滨、经济学院副院长张辉、哲学系副系主任王彦晶、社科部副

部长吴杰伟、社科部副部长王周谊以及社科部相关科室老师参会。

与会人员就跨学科研究、学术评价、项目工作、文科实验室建设、

虚体研究机构管理、科研辅助人员队伍建设、新引进人才启动经

费管理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供稿：社科部综合办） 

2021 漜潿德楼龋ｱ慃ꓭ圖ꬾ缙棘儵뀉聙囍顟盳渺匍椣瘃 

近日，202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专项校内申报工作完

成。本年度我校共申报 10 项，其中团队项目 4项、学者个人项目

6项，来自外院、中文、哲学和考古 4家单位。国家社科基金冷门

绝学专项自 2018 年开始设立，旨在扶持有战略发展意义而研究投

入不足的基础学科、有文化传承价值而亟需抢救的濒危学科、有

助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亟待加强的特色学科，确保具

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冷门绝学有人做、有传承。该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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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以来，我校共立项 13 项，包括团队项目 2 项和个人项目 11

项，立项总数位居全国第一。该专项侧重人文基础性研究，与我

校鼓励学者基于自身学术兴趣、坚持长期研究、甘坐冷板凳出精

品成果的精神相一致，可以充分发挥我校文史哲等学科传统和区

域国别学科、外国语言门类齐全的优势，立项课题将会进一步带

动我校在相关学科领域的学术传承和发展。 

（供稿：社科部项目办） 

籠糬剞棘聙匀芍耘芍箠긞婾檬鶐🈨灆뀨劲公鉿 

6 月 12 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

时代学校体育美育改革发展研究”开题暨专家论证会举行。本课

题由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体育教研部书记安钰峰担任首席专家，

课题组由来自教育部体卫艺司、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艺术学院、

教育学院等校内外多家单位的专家学者组成。本课题是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期的发展背景下、适应时代需求而提出的，

课题分设“新时代学校体育美育的理性分析”、“学校体育改革发

展研究”、“学校美育改革发展研究”、“学校体育美育改革战略研

究”、“学校体育美育协同创新研究”五个子课题，将挖掘新时代

学校体育美育发展的社会需求、实践困境以及政策的导向趋势，

特别是“学校体育美育协同创新发展体系”的提出，是学界首次

将学校体育和学校美育结合在一起开展研究。与会的专家组成员

高度肯定了课题的价值，认为本课题的论证设计回应了时代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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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紧迫问题，具有非常完整的理论体系、深厚的历史背景和国际

比较视野，并对课题下一步的开展提出了有针对性的优化和提升

意见。本项课题研究，必将进一步推动新时代我国学校体育美育

改革的发展。 

（供稿：体育教研部） 

德楼龋ｱ慃ꓭꓨ捓뀉鮖ㄕ垬德ꦭ嚟겐ㄖ罒纗灆뀨劲公鉿 

6 月 24 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刘国钧全集》编纂”

开题暨专家论证会举行。本课题由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张久珍教

授担任首席专家。刘国钧先生是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家、图书馆事

业家和图书馆学教育家，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

曾担任过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现信息管理系）系主任，在北京

大学任教近 30 年，培养了大量图书馆学人才，对图书馆学发展做

出杰出贡献。《刘国钧全集》按照刘国钧先生在不同学术领域的主

要成就分为 5 卷，分别对应 5 个子课题，分别是“图书馆学理论

卷”、“文献分类与编目卷”、“中国书史卷”、“综合卷”和“书

信年谱卷”，各卷之下，按文献类型和内容逻辑编排，兼顾著作发

表或出版的时间先后。课题将完整地展现刘先生在图书馆学理论、

文献分类与编目、书史、教育学、哲学等方面的思想发展脉络、

学术的思想与成就，客观评价刘先生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学

术影响。本课题的研究，通过对刘国钧先生学术研究成果和思想

的深入挖掘，将对促进中国图书馆学学科体系与学术体系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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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完善、推动当代中国图书馆学术传承创新与未来发展具有重大

意义。 

（供稿：信息管理系） 

ꮭ嚷虙篏硚妤儤姲续笡垪簚겐ㄕ垣裥鶐🈨ㄖ垁錗婾鉿 

2021 年上半年，在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下，法学院陈兴良

教授所著的 13 卷本系列文集《刑法研究》（第一卷至第十三卷）

出版发行。13 卷文集《刑法研究》根据刑法学体系的逻辑关系进

行排列，分为刑法绪论、刑法理论、刑法总论和刑法各论四编，

收录了陈兴良教授从1984年到 2020年长达 36年期间所发表的全

部论文，是陈兴良教授刑法研究论文之集大成者，是一部具有理

论广度与学术深度的学术力作和学术巨作，得到国内刑法学术界

和实务界普遍关注和一致赞誉。第一卷至第三卷体现了陈兴良教

授的基本学术观点和对刑法学界的人和事的感悟。第四卷、第五

卷体现了陈兴良教授的刑法价值论和方法论的基本学术观点。第

六卷至第九卷体现了陈兴良教授犯罪论的基本学术观点。第十卷

体现了陈兴良教授的刑罚论的基本学术观点。第十一卷至第十三

卷中，作者对所探讨的各类犯罪的重点疑难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

的研究。 

（供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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ㄕ鎑ꮥ羻髦熍眞⒜⒜湎慃籞恗媛ꃥ簚鍚渴龇ㄖꂀ绔ꭄ儺 

近期，《犍陀罗的微笑——巴基斯坦古迹文物巡礼》一书由上

海三联书店出版。该书是中巴文化交流的代表性成果之一，由北

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张嘉妹主编，段晴教授、范晶晶副教授，中国

人民大学国学院李肖教授，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孟嗣徽等参与撰

稿。本书以图录的形式，辅以学术性的解说，扼要介绍原犍陀罗

地区部分古迹文物中蕴含的历史背景和佛教文化。全书文字为中

英文对照，由执笔者分别独立撰写，以关照不同读者群。该书通

过独特的视角切入、有序的分类，展现了深耕细作后的学术底蕴，

向世界介绍了丝绸之路上的犍陀罗文明，让世人知晓了中巴往来

的历史渊源。2021 年是中巴建交 70 周年，《犍陀罗的微笑》一书

的出版恰逢其时，古犍陀罗文明见证了中巴两国共同文化遗产的

辉煌历史。                                                        

 （供稿：外国语学院） 

妓意德埉鶐🈨綶潙渺匍刁覍劲公鉿 

6 月 22 日，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主办的“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

究智库工作交流会”举行。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副院

长翟崑，社会科学部副部长王栋以及 39 位来自各区域国别研究中

心的代表参加会议。会议旨在进一步推进我校区域与国别研究新

型智库建设，切实提高资政水平。与会人员围绕“如何更好地撰

写好区域国别研究政策咨询报告”主题进行了经验分享和交流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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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并对如何提高区域国别研究智库工作的成效提出了建议，希

望能够充分发掘各研究中心的优势，在“一国一策”方面做出特

色和成绩。 

（供稿：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簚鶐ꯗ公墋兕嚱긞孿鶐🈨髦籠閗ꓩ全뀨笡垪駢恊 

5 月-6 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

心联合举办了“中共革命研究的新视野”系列论坛，通过聚焦中

共革命研究相关议题，进一步在全校师生中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系列论坛从地域、概念史、政治文化等不同角度切入，对中

共革命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全面的探讨。文研院将继续依托跨学

科学术交流平台，汇聚多学科学者，以新视野与新方法关切中共

革命研究。 

（供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籠缏罩缋覝棘鶐🈨ꯗ婾檬鄌鰑盳嬳婾湢劲緾灆婾牞ꓭ鄌儵

뀨鶐駐劲公鉿 

6 月 18 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发展融资报告发布会暨开

发性金融专题研讨会在京成功举行。会上发布了全球首个发展融

资机构数据库的最新数据库报告。该数据库由新结构院发展融资

研究项目组历时三年多搭建，提出公共开发银行和发展融资机构

的界定标准，并系统甄别了全球范围内 520 多家机构，是迄今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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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公共开发银行和发展融资机构的数据库，展示了当今世界

开发性金融的基本面貌，为原创性的学术性研究与政策性研究奠

定基石。本次研讨会吸引线上线下二百余名学者、专家与会探讨

开发性金融和发展融资相关议题，为推动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和

政策实践建言献策。  

（供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德媭兕熷嚈媭·德媭笡垪駚澁뀊埆公墋 

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于 2021 年春季学期在校

内开展“党史·国史系列讲座”。讲座邀请了校内外多位党史国史

研究专家主讲，学术氛围热烈，受到师生的广泛关注。系列讲座以

“国际视野下的中共早期革命”为起点，以“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

“根据地的建设”、“边区群众动员”和“抗战结束前后的中共对外

关系”为主题，回溯建国前的中国革命史；通过对政治文化、当代

文学、三线建设、与亚非拉的科技交流、建国初期的工会、外国专

家在华历史等多个专题的讲述，探讨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与建设历

程。系列讲座以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等多学科的视角与

方法解读二十世纪 20 年代至 70 年代的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与中

华人民共和国史，展示了近年来党史国史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同

时拓宽了党史国史的研究范围，为有意从事更多相关研究的师生提

供了思路与方法。 

（供稿：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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脞媛簚姆棘ꯗ儬儤紱慖姆鍚눒矸駊嫈匍妶駖 

6 月 10 日，为切实做好三星堆文化研究相关工作，深入理解

古蜀文明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

学院与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签订《三

星堆博物馆科研与业务提升项目合作协议书》。根据合作协议，双

方将联合实施三星堆遗址八号祭祀坑考古发掘及出土文物保护修

复项目，统一使用该项目的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依托考古文

博学院的优质人员和技术资源，在科学研究、博物馆展陈、馆藏

文物保护、文化遗产管理、公众考古等领域展开全面合作。 

（供稿：考古文博学院） 

兕德騕阌簚棘笡公墋2嚫檗棋凘圆篏硚绦爍棘绱掜뀑掜嚼龇 

6 月 23 日，由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办的第六届孟二冬

教授纪念学术奖颁奖典礼暨孟二冬教授纪念会举行。从 2007 年至

2011 年，在孙川先生捐赠基金的支持下，“孟二冬教授纪念学术奖”

持续举办了五届，评选出的 26 位获奖者大多数已经成长为各自领

域内的青年骨干。值此建党一百周年之际，为了弘扬孟二冬教授

的师德学风，鼓励广大研究生投身学术，北大中文系重新启动“孟

二冬教授纪念学术奖”的评比活动。第六届孟二冬教授纪念学术

奖共收到参评论文 37 篇，共产生 12 篇获奖论文。 

（供稿：中国语言文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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兕挼刨簚刁覍鶐🈨慃怆ꂞ缩公墋彾怓兕耘姦儤ꁉ瘍颪検嚟

儬嫈匍檬绍笡垪鶐駐劲 

6 月 3 日，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与美国中美教育基

金会共同主办以“增进战略互信”为主题的第四场“中美印三边战略

安全与合作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至此，四场会议共云集了中国

外交部原副部长何亚非，中联部原副部长于洪君，国务院外办原

副主任马振岗，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世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

美国前副国务卿托马斯·皮克林、兰克·威斯纳，印度前国家安全顾

问尚卡尔·梅农、印度前驻华大使班浩然及印度前央行副行长克

什·莫汉等中美印一百多位前政要与知名专家学者，围绕地区秩序、

海洋安全、地缘经济和战略互信等重要问题展开深入对话，是近

年来国内主办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聚焦中美印的国际学术研

讨会之一，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国际影响。 

（供稿：中外人文交流基地） 

！ 锐 繦 娆  

· 6 月 10 日，王博副校长在临湖轩西厅主持召开英文期刊座谈会，

邀请了部分校内英文期刊的主编和有办刊经验的专家学者参加

讨论。几位英文刊主编纷纷介绍了各自的办刊经验，学者们对

英文期刊的定位、办刊的合作方式、合作模式、经费、编辑团

队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对创办新刊纷纷建言献策。王博校长

对英文期刊的创办表达了殷切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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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验收 4项，其中鉴定“良好”2

项：历史系王新生“宗教与东亚近代化研究”和政府管理学院

杨立华“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及其处置机制研究”；鉴定“准

予结项”2项：国际关系学院王缉思“未来 30 年中美战略博弈

情景预判”和何增科“国家治理现代化与近现代大国崛起研

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验收 11 项，其中鉴定“优

秀”1 项：中文系程苏东“汉代《洪范》五行学研究”，鉴定

“良好”2 项：哲学系张丽娟“《十三经注疏》版本研究”和

外语学院王宇“犹太教与现代以色列国家的关系及其演变研

究”。 

· 6 月下旬，北京市 2021 年社科基金规划年度项目申报完成，我

校共报送 25 项；北京市首都历史文化资源内涵挖掘研究专项我

校获推荐 2项。 

· 为落实《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管理办法》（校发〔2020〕

264 号），经过反复研究并征求意见，社会科学部制订了 《北

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聘任校外人员实施方案（试行）》、

修订了机构成立申请表、重大事项变更审批表、聘任校外兼职

人员申请表等三个表格，已正式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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