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槓 纥 痩 罏  

1ㄌ裥棘ꯗ 4 뀉ｱ鶐瘃羑衇裯2嚥檗ꦷ囮妫裥棘鶐🈨瘃羑掜 

5 月 11 日，第八届“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公布，法学院

4 项科研成果获奖：车浩的专著《阶层犯罪论的构造》（法律出版

社 2017 年 9 月）荣获二等奖，常鹏翱的专著《事实行为的基础理

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 3 月）和薛军的论文“中国民

法典编纂:观念、愿景与思路”（《中国法学》2015 年第 4期）荣获

三等奖，蒋大兴的论文“质疑法定资本制之改革”（《中国法学》

2015 年第 6期）荣获提名奖。“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是中国政

法大学倡议设立的全国性法学研究奖项,旨在纪念钱端升先生对

我国法学研究的重大贡献，促进法学研究繁荣发展，推动国家法

治建设。教育部将钱端升奖认定为“部级奖”。 

（供稿：法学院） 

2ㄌ匂絴詇匍ㄕ橇冦籠褆ㄖ垁錗 

4 月，历史学系教授何晋的著作《尚书新注》由中华书局出版。

此书为北京大学袁行霈先生主编的《新编新注十三经》丛书之一。

本书以皕忍堂刊唐石经《尚书》为底本，参考和吸收历代名家的

研究成果，充分利用清华简等新出土的文献资料，对全书重要字

词做了全面细致的注释，既疏通了句意，又注意兼顾《尚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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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史学和哲学上的意蕴，对一些重大的学术问题做了深入的

考论。 

（供稿：历史学系） 

3ㄌ紭訔詇匍ㄕ剃湎肈ꁒ埐劝籞恗湢樿娈媭閗ꓩ儧髦兕⺎捓

媇檅ㄖ垁錗 

5 月，历史学系青年教师、长聘副教授昝涛新著《从巴格达到

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全书从历史的视角切入，回顾了阿拉伯帝国、波斯帝国和奥斯曼

帝国给当代中东留下的遗产，重点关注 1258 年巴格达陷落后的中

东历史，研究了多个中东国家现代化转型的案例，并着重讨论了

“土耳其模式”问题，最后以历史视野聚焦全球化进程中的中东

与欧洲以及与世界秩序的关系。除了国别和区域的视角，该书还

从全球史、现代化、地缘政治等多重角度，对长时段历史进程中

的中东格局进行了分析。将历史学、宗教学、政治学、社会学、

国际关系等学科的知识相结合进行跨学科研究，是本书的另外一

个特点。 

（供稿：历史学系） 

4ㄌ镋﹒慏詇匍ㄕ蠏騕⽶阌駢겐ㄖ扢駊续垁錗 

5 月，中文系王福堂教授所著的《汉语方言论集》（增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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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王福堂教授师从著名语言学家袁家骅教授，

是国内研究现代汉语方言的资深学者。此次增订精选了作者近 10

年的 10 篇方言研究论文，分别是：《武宁方言的古浊声母》《吴闽

两方言中的ɡ（k和 kh）声母字》《原始闽语拟测与历史比较法》《绍

兴方言二则》《韶山一线方言的语音渐变》《杭州方言的语音特点、

历史和归属》《绍兴方言中的拟声词》《吴方言区否定词“不”的

ɦ种类和变化》《绍兴方言中的几个本字》《崇明方言的声母 h ɦ和 》。

主要内容为论述与评介、方言分区问题、汉语方言研究和绍兴方

言研究，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相关从业人员作

为参考用书使用。 

（供稿：中文系） 

5ㄌ宔綶詇匍ㄕ<捗魰箠糙籠楀煏剠>聙駹銣蚅ㄖ垁錗 

4 月，受“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支持，历史学系博雅博士后

和智的著作《<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校译补正》由甘肃文化出版社

出版。西夏法典《天盛律令》是目前所见数量最大、涉及西夏社

会领域最宽、内容最丰富、翻译难度最大的西夏文世俗文献，是

研究西夏社会历史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史金波等译注本《天盛

改旧新定律令》是西夏文文献汉译的代表作。本书在掌握相关研

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8、9册图版，通过

借助西夏语语法和文献学方法首次对史金波等译注本《天盛改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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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定律令》中的误识字、衍字、误译字和误译词组作了系统校正，

补译了其所漏译字、词、句和条款，增补了一些新识字，改正了

不少句子和条款。本书具有较高的创新性，通过校补，这部文献

译本的使用价值有了显著提高。 

（供稿：历史学系） 

6ㄌ둛贃詇匍ㄕ羱缘🈲ꭊ凕駖闌圏髦埛潿垓罾ㄖ垁錗 

1 月，法学院青年教师、长聘副教授高薇的独著专著《网络空

间争议解决的制度分析》列入北京大学出版社“北大法学文库”

学术著作系列。作为互联网研究和争议解决的前沿领域，在线争

议解决（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简称 ODR）始终充满新的

发展和各种争议。该书是对网络空间争议解决机制的一种制度分

析，从 ODR 的机制设计、嵌入问题等角度出发，抓住制度变化的

动因，分析和解释 ODR 机制的发展规律和困境，并在此基础上具

体、深入地分析网络空间中的几种主要 ODR 类型，即私人秩序、

在线仲裁和在线法院。该书也是对 ODR 发展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呈现了其早期发展以及最新进展。虽然互联网业态发展迅速，但

是该书的很多内容和观点能够捕捉 ODR 发展中的特征，提出的分

析框架能够在一定时期内经得住制度变迁的考验。 

（供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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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ㄌ镋籠顂德龋ｱ뀉鮖椹篏儬⺎凬ꂀ剞鶐🈨뀊埆缏뀉 

4 月，历史学系王新生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宗教与东亚近代化研究”顺利结项，结项等级为“良好”。研究

团队历时五年，最终汇集成一部 60 余万字的学术专著《宗教与东

亚近代化研究》。该研究以近代国民国家的逐渐形成为背景，综合

分析传统宗教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关系，以及宗教参与近代民族运

动对其近代地位的影响；以比较的方法分析了外来宗教的本土化

过程，重新审视宗教的普世性与民族性；综合分析近代以来新兴

宗教的兴衰演变，分析社会变迁、政治制度变化对新兴宗教的影

响及其相互作用；阐明宗教在韩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以及日本、韩国政治多元化后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在社会层次上

把握宗教对一般市民日常生活的影响，探索宗教发挥政治影响的

社会基础，为宗教社会管理乃至国家治理提供学术参考。该研究

在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上具有独特性，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受

到国内外学者与同行的关注与好评。 

（供稿：历史学系） 

8ㄌ嫓壆ꌄ绣騦뀨缋覝婶熂镾芻綧儧簚宔粌謟分儾婾檬瘍

颪裯劮ｔ缏뀉 

3 月，艺术学院向勇教授承担的文化和旅游部部级课题“经济

双循环背景下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战略”在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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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小组的评审中获优。该课题通过五个研究分报告的形式，分别

从经济双循环为文化和旅游产业带来的影响研究、新发展阶段文

化和旅游产业创新驱动模式研究、文化和旅游产业国内需求潜力

与激活策略研究、我国文化和旅游产业全球资源配置战略研究以

及文旅产业的风险防控与应急管理这五个角度出发，阐述了在新

时期的双循环政策背景之下我国文化和旅游产业所面临的机遇、

挑战与出路。我国近年来基于内循环体系的文化产业发展总体呈

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并朝着更加多元、更具有适应力的方向发

展，国际层面的产业大循环也受到了相应的带动作用。在双循环

的背景下，文化和旅游产业必将承担更加广阔、多样的消费市场，

新冠疫情对科技的反向激励无疑加速了产业的整体升级。未来，

打通国内资源循环的堵点，实现多层次消费，将成为促进结构转

型，提振国家经济的关键动力。 

（供稿：艺术学院） 

9ㄌ簚分儾鶐🈨ꯗ瘃羑ㄕ兕德篳梿簚宔粌謟分儾婾檬盳嬳

2021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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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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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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稿：艺术学院） 

槓 纥 褙 娐  

10ㄌ奊刎捓棘脞媛髝漜ㄌ籠兕德脞媛儵儾篏芍儝妤漜绦爍

捓劲公鉿 

5 月 3 日，北京大学考古百年、新中国考古专业教育七十年纪

念大会在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厅举行。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

校长郝平，副校长王博、孙庆伟，国家文物局党组成员解冰、考

古司司长闫亚林，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刘曙光，中国社会科学

院历史学部主任王巍、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参加大会。大会采

取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方式举行。下午，学术报告会在英杰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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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阳光厅举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研

究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曹大志长聘副教授、秦

大树教授、彭明浩助理教授先后发表精彩报告。 

20 世纪 20 年代，以田野考古为标志的现代考古学传入我国。

1922 年，北京大学在国学门(后改名文科研究所)成立了考古学研

究室，这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前身。1952 年，在文化部和中国

科学院的支持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正式设立。在这里，

走出了苏秉琦、宿白、张忠培、俞伟超、邹衡、严文明、李伯谦

等学界泰斗、考古教育家和多位学科带头人。目前北大考古拥有

国内高校最完整的考古学科体系，学院凝聚了一支年龄结构合理、

学科方向均衡、规模效应明显的顶尖师资队伍。在 2022 年的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北大考古学科名列 12 位，居亚洲第一。 

（供稿：考古文博学院） 

11ㄌ뎢榙垳噭顂騆ꀳ 140 孞漜绦爍緾嚱嫍榧鎒儬刨媚婾檬

棘绱鶐駐劲公鉿 

5 月 20 日上午，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人口研究所联合主办，

中国银行、北京大学校史馆、马寅初纪念馆和浙江嵊州市委市政

府协办的马寅初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暨“共同富裕与人口发展”

学术研讨会在线上举行。马寅初先生长孙马思泽等亲属，国家卫

生健康委副主任于学军、中国银行董事长刘连舸等嘉宾，嵊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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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书记徐建役等家乡代表，以及北京大学校长郝平，副校长王博，

校长助理、经济学院院长董志勇，校史馆、档案馆馆长余浚，人

口研究所所长陈功等出席纪念会。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新结

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贺丹，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崔建华，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副院长张亚光，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张蕾等出席

研讨会。纪念会由王博主持，研讨会由陈功和余浚共同主持。本

次研讨会旨在弘扬马寅初先生的人格精神和学术思想，专注于共

同富裕社会议题，致力于开启人口发展新征程，既为统筹解决新

时期中国人口问题、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稳步实现共同富裕

战略目标搭建学术交流平台，也为将来能够实现人口结构优化升

级、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政策研究基础，以期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北大方案、专家智慧和集体力量。 

（供稿：人口研究所） 

12ㄌ垬ꧼ虙篏芍ꌄꓨ捓뀉鮖刨稝鿴墙顂蛏⽫绱髦裥煏閕埛鶐

🈨灆뀨劲瘃墍媤灆 

5 月 12 日，法学院刘银良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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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顺利召开。开题会由法学院副院长薛军教授主持。社科部副部

长章永乐教授出席并致辞。项目首席专家、法学院刘银良教授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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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课题负责人马彩虹、丛亚丽、江溯、贺剑、俞祺教授等参加开

题会。刘银良教授向与会专家介绍了该项目的研究背景、专家团

队、主要内容、子课题设置、研究难点与重点、创新之处、预期

成果等。本研究拟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ART）应用的技术规范、

伦理规范和法律规范三方面，重点围绕 ART 应用的安全性及伦理

保障、配子保存、代孕以及相应的生育权、生命权、健康权、知

情权、隐私权等理论与现实难题开展研究，希望从立法、司法、

行政管理等方面构建我国 ART 综合管理制度，保障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开题会专家北医三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李蓉教授以及法学

院郭自力、孙东东、张骐、薛军教授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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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通过项目开题报告，并

与项目组成员深入讨论，提出积极建议。 

（供稿：法学院） 

13ㄌ糖续糜🅎顛捓棘⺎褸尟棘笡全劃詇嫏匌篏棘脢櫟ꌄ茤楄

埐駧簚鶐ꯗ 

5 月，日本早稻田大学东洋哲学系主任、著名佛教学者山部能

宜（Nobuyoshi Yamabe）教授作为邀访学者到访文研院，进行为

期两个月的讲学。作为印度佛教唯识学派专家，山部能宜将围绕

阿赖耶识与冥想文本主题，举办两场公开讲座，并与历史学系、

考古文博学院、哲学系、外国语学院等院系师生进行密集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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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交流。山部能宜教授是自 2020 年疫情发生以来到访文研院

的首位外国学者，正式驻访前在太原和北京接受了为期 28 天的集

中隔离与健康监测。 

（供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14ㄌ裥棘ꯗ媤灆罩瀽兕德鍱虝肛単埛潿髦缸嫈笡缛鶐🈨鶐

駐劲 

5 月 8 日，由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构建中国特色案例制度

的综合系统研究”课题组、北京大学法学院比较法与法社会学研

究所共同主办的“构建中国特色案例制度的综合系统研究研讨会”

以线上方式举行，来自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

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中国政

法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同济大学、天津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等国内知名院校机构的二十三位专家与会发言，另

有来自国内司法实务部门和学术单位的六十多位旁听者在线上参

与了研讨会。 

课题自 2016 年 12 月正式启动以来，得到法学理论界与实务

界诸多专家学者的支持。目前，项目组成员出版了《司法案例使

用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和《类案检索实用指南》（北

京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两部专著；项目组成员在《中国法学》

《法学研究》《中外法学》《法学家》等国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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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58 篇，有多篇得到《社会科学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复

印转载；两项研究成果报告得到最高人民法院主要领导的肯定性

批示。课题成果共计 60 余万字。课题组从案例的性质、功能、分

类、结构、裁判规则等方面进行了理论梳理，提高了学界对于案

例研究的重视，推动形成研究案例的风气，推动中国特色案例制

度建设。随着课题研究的深入开展，一批关注案例、关心法治的

青年学者逐渐成为案例研究的重要力量。课题作为一个良好的培

养平台，深度融合了理论和实务、基础理论和部门法，助力年轻

学者的成长。 

（供稿：法学院） 

15ㄌ兕德媛簚钘鶐🈨兕熷媤灆⺎凬蠏禶箛趴ㄌ鶐🈨婳篹闼垁錗

棘绱鶐駐劲 

5 月 21 日至 22 日，由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和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主办，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协办的第二

届“古籍文献收藏、研究与整理出版”国际学术论坛之“东亚汉

籍收藏、研究及整理出版”学术研讨会，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共有 70 余位学者正式与会，线上参会达 200 余人。

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

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温州大学等

国内 19 所高校，日本立命馆大学、庆应大学、近畿大学和韩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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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馆大学 4 所国外高校，以及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南京图

书馆、湖北省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等 10 余家图书馆的共 44 位

学者做了大会主旨报告和专题发言。此次会议的研究范围覆盖中

国、日本、琉球、朝鲜半岛、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研究议题涉及

东亚汉籍的概念内涵和研究方法，日本、韩国、琉球、越南所藏

中国古籍，中国所藏日本、韩国、越南著、刻、抄汉籍，东亚汉

籍传播史、收藏史，东亚汉籍比较研究、整体研究等，是一次高

水平的学术会议。会议是对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的积极响应，具有重大意义。 

（供稿：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16ㄌ嚨嚱裀闼鶐🈨癓公墋轵楳낊ꯟ儬潚⽜硅闼儵뀨駚澁 

4 月 27 日下午，由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主办的北大公共

治理讲座“灾害风险与应急管理”在廖凯原楼举行。国家减灾委

员会秘书长、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

办公室主任郑国光应邀发表学术演讲。政府管理学院赵成根教授、

郁俊莉教授、万鹏飞副教授、张洪谋助理教授、杨文辉助理教授

以及线上线下近 200 位老师和学生参与了本次讲座。讲座由政府

管理学院长聘教授、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杨立华主持。郑国

光主任首先回顾并分析了郑州“7.20”特大暴雨的调查报告，随

后分别从我国自然灾害及其应对、综合减灾与灾害风险管理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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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我国灾害风险应急管理能力的思考这三方面进行了讨论。在提

问环节，郑国光对各位老师和同学提出的关于应急管理部在综合

应急方面取得的成绩、对北京大学应急管理专业建设和发展的建

议、如何权衡防灾等级与成本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供稿：政府管理学院） 

17ㄌ籠儺绦剣缺鈦鉿烱篹闼儬鶐🈨駢恊公鉿 

5 月 15 日，由北京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古

典学平台、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人文学部联合

主办的“新世纪以来‘燕行录’整理与研究论坛”在线上举行，

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与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围绕中

文系漆永祥教授新著《燕行录千种解题》一书，展开了热烈的研

讨。与会专家称《解题》一书“堪称‘燕行录学’之津梁”，是一

部“继承中国目录学优良传统并兼具创新性的佳作”，可谓燕行录

研究的集大成者，该书对“燕行录学”的研究向前大大推进了一

步。同时，学者们就“燕行录学”的理论与方法、存在的问题与

发展前景等，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讨论。 

（供稿：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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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ㄌ徸冦눒 2022 漜凤彾ｱ棘盳嬳劲公鉿 

5 月 26 日，北京大学图书馆第十五届五四科学报告会在线举

行。图书馆馆长陈建龙、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科技战

略情报研究所副所长杨帆和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技术预

测与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玄兆辉参加会议并作专题报告，图书馆

相关馆领导、各业务部门主任和馆员代表约 160 人在线参会。会

议由图书馆党委书记郑清文主持。会议围绕“准确识别 科学应变 

主动求变” 的主题，进行方向与趋势分析、工作探究分享、科学

研究分享、创新案例分享和五四征文分享。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

今，两年一度的五四科学报告会已举行了 15 届，历届科学报告会

的举行有力诠释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优良的学术研究传统，见证了

全馆同仁为推动图书馆发展而进行的卓越创新和不懈努力。 

（供稿：图书馆） 

槓 鼦 炆 霃  

19ㄌ奊刎捓棘箩潬ꁾ鉿受걁棘ｱ瀽駦媅煣籠ꂛ檬 

北京大学是全国最早开展政府运行保障研究与教学的先行示

范高校之一。2022 年 1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了《关

于推进“政府运行保障管理”专业方向（二级学科）建设的通知》，

确定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 11 所高校在公共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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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学科下增设政府运行保障管理二级学科（专业方向）。北京大

学响应国务院要求，积极申报公共管理硕士（MPA）政府运行保障

管理专业方向。目前，公共管理硕士（MPA）政府运行保障管理专

业方向的设置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之中，政府管理学院围绕该专业

拟设立的研究方向的招生规模、招生方式及培养方案等展开积极

研讨。 

（供稿：政府管理学院） 

20ㄌ箩潬硅闼棘ꯗ公墋 2022 漜潚⽜硅闼棘ｱ婾檬鶐駐劲 

5 月 20 日上午，政府管理学院组织召开了 2022 年应急管理学

科发展研讨会，总结了两年来应急管理学科的建设情况，讨论了

学科未来发展目标及建设路径。院长燕继荣，党委副书记句华，

副院长田凯，副院长黄璜，学科规划与建设中心主任封凯栋，应

急管理学科负责人杨立华以及应急管理学科的兼任教师万鹏飞、

沈体雁、白彦、郁俊莉、张洪谋、杨文辉、王镝、淦宇杰等多位

老师出席会议。会议由党委副书记句华主持。会议上燕继荣院长

主要介绍了学院目前的整体情况和应急管理学科发展大致规划，

应急管理学科负责人杨立华教授汇报学科发展状况及存在问题和

短板，与会老师讨论了应急管理学科发展战略。此次研讨会氛围

热烈，会议就应急管理学科建设方向达成共识，政府管理学院将

进一步创造条件整合资源，落实会议精神，推动应急管理学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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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领域独树一帜发挥更大影响力。 

（供稿：政府管理学院） 

21ㄌ裥棘ꯗ楈类棘绱詇匍垁錗鰑墙駉垤 

为缓解本院教师出版经费困难的问题，鼓励学术出版，法学

院党政办公会于2018年通过了“法学院学术著作出版资助计划”。

学院利用学科建设经费，与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北大法学

文库”系列，持续资助学术出版。院学术委员会是该计划的遴选

机构，经学术委员会审议通过的书稿，将进入北大出版社“北大

法学文库”的审稿和出版流程。截止 2022 年 5 月，共有 13 部著

作获得资助，在“北大法学文库”中出版：《物权法释论》《普通

法的司法解读》《和谐劳动关系法律建构若干重大问题研究》《刑

法总论问题论要》《区域贸易安排中的所得税问题研究》《信息网

络传播权问题研究》《追寻刑法的理想》《主权财富基金的监管因

应与治理改革》《信赖之债》《司法案例的使用方法研究》《案例评

析与法律评注：从民法学写作切入》《网络空间争议解决的制度分

析》《中国环境风险规制的法理与方法：以环评为中心的考察》。“法

学院学术著作出版资助计划”是法学院有组织科研的长期举措，

希冀通过持续、优质的法学出版，努力参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供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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鼦 鰽 ！ 锐  

1、5 月 30 日下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工

作线上会议召开，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各基地主任、各依托院

系主管领导、各基地秘书及社科部相关工作人员参会。会议由社

科部强世功部长主持。教育部社科司于 2020 年 11 月启动第四次

重点研究基地测评工作，通过在线收集重点研究基地 2015 年 8 月

3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数据进行测评。会议通报了本次

教育部基地测评结果，优秀基地代表发言，讨论了各基地发展的

机遇和挑战，并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2、5 月 9 日，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和教育部社

科司的通知要求，社科部报送提交了“北京大学落实《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情况报告”。2021 年 10 月 31 日，财

政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新版的《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新办法聚焦社科界关心的热点问题，

通过精简预算科目和调剂流程、提高间接费比例、试点包干制等

方式进一步为科研经费使用松绑。为贯彻落实新办法的精神，社

科部近期组织修订和出台了《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纵向科研项

目资金管理办法》《北京大学人文社科包干制项目资金管理规定》

《北京大学人文社科包干制项目资金备案表》《北京大学人文社科

纵向项目预算调整备案表》等系列文件，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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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落实推进相关办法的有效施行，切实做好科研管理和服务工作。 

3、5 月，社科部组织完成“2022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后期资助项目”申报工作，本次申报限额进行，经院系推荐、

学部学术委员会评审和社科部部长办公会审议，最终历史学系昝

涛、中文系李鹏飞、法学院张翔和社会学系周皓 4 位老师通过校

内评审，正式上报；组织完成“贵州省 2022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重大课题”申报工作，2位老师申报，课题内容为文化与科技融

合创新、贵州与粤港澳大湾区合作。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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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

建设经费中设立“数字与人文领域专项支持计划”。旨在通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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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社会学系虚体机构“北京大学社会事业研究中心”更名为

“北京大学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研究中心”。 

6、社科部根据实际工作情况需求开展内部科室职责分工调整，

划分为综合与规划工作、纵向项目工作、横向项目与合作、基地

与机构工作、智库工作，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工作流程，提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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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质量。 

7、推进北京大学人文社科规划工作，修订《北京大学“十四

五”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高校整体

建设方案》《北京大学面向 2030 对接国家战略行动计划》《北京大

学深化综合改革方案（2022-2030）》等规划方案。 

8、5 月，社科部就疫情、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教材等重大问

题和热点问题，第一时间组织线上闭门讨论会和专家专题研究，

并整理报送相关内容。 

9、5 月中旬，《北大智库要报》改版重启。 

10、为更好服务教师科研，社科部就横向项目与合作业务和

财务部会商，优化财务资料申领及其他审核流程，同时进一步优

化横向项目的常规管理、合同风险控制、课题经费使用等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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