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槓 纥 痩 罏  

羻籠儵詇ㄕ囍凬諓讷兕媛奊粢嫏媴鶐🈨ㄖ垁錗 

近日，历史学系教授罗新专著《内亚渊源：中古北族名号研究》

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集中收录作者研究中古时代与内亚

各人群有紧密关联的各种名号的文章。专名及政治制度是北族史

研究者历来关注的问题，作者尽力跨越历史比较语言学、语文学和

历史学等不同的领域，把中国中古史有关北族的史料，置于内亚史

的背景中重新认识，书中所致力分析的北族政治名号，就是在这样

的观察之下才显现出自己的价值。该书的基本方法是对中古北族

的政治名号进行结构与功能的分析。通过分析这些内亚名号的结

构、功能、语源、应用及流变，整理传统文献中某些难以理解的汉

字音译语词，使它们发挥揭示历史复杂面向的作用。 

（供稿：历史学系） 

镋覼墟i儵詇ㄕ德楼裀闼⻓剞埛潿儬簚ㄖ垁錗 

近日，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

教授王浦劬等专著《国家治理现代化：制度与文化》由人民出版社

出版。该书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主题，深入贯彻新时代创新理论，

围绕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理论，中国国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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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制度原理、结构体制和运行机制，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传

统文化底色、思想要素和路径逻辑展开了多方论述、深入分析和独

到阐释。与此同时，作者论述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自主知识

体系的若干思考。该书对国家治理及其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实际

工作和宣传教育具有特定的学术和实践价值。 

（供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 

羋蜣捚i儵詇ㄕ籠缏罩镾戲缋覝棘垳碇闼駢ㄌ楈駩儬箩瞬ㄖ

垁錗 

近期，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林毅夫、研究员付才

辉、助理研究员郑洁专著《新结构环境经济学初探：理论、实证与

政策》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首部将新结构经济学原理应

用于环境领域的著作。全书初步构建了一个新结构环境经济学理

论框架，并对结构变迁/结构扭曲与环境污染/环境治理等新结构经

济学核心命题，以及财政分析与环境污染、财政分权与环境治理等

环境经济学的传统议题，基于新结构环境经济学的视角进行了理

论和实证分析，得出了全新的理论见解与政策启示。基于此，全书

最后初步提出了新结构碳中和经济学分析思路并对中国的“双碳”

战略路线图进行了解读，同时站在全球角度提出中国要以发展眼

光应对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 

（供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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羋⼋斜熟簚儵詇ㄕ闼牞髦墙癬翜眩徸詇匍兕髦耷膓琟婳鮦嚵

獱琟ㄖ垁錗 

近期，历史学系长聘副教授林丽娟最新德文专著《理性的助手：

柏拉图著作中的羞耻感及相关情感》（Die Helfer der Vernunft: 

Scham und verwandte Emotionen bei Platon）由德国 DE GRUYTER

出版。该书被收入德国德古意特出版社古典学丛书（Beiträge zur 

Altertumskunde），为丛书第 401 部。希腊文化是否耻感文化是上

世纪西方古典学界持续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该部专著首次对古

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著作中的羞耻感及相关概念进行了系统梳理，

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柏拉图对于羞耻感的看法并非传统所认为的尚

不成熟或全然负面，恰恰相反，柏拉图充分认识到了羞耻感在求

知、道德、教育、政治等诸方面的积极作用。该书认为，羞耻感及

其相关情感对于柏拉图思想整体具有重要意义。 

（供稿：历史学系） 

ꮭ絿純罒詇ㄕꮭ絿純簚겐ㄖ垁錗 

2023 年 1 月，中文系陈晓明教授主编的《陈晓明文集》由广

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以陈晓明先生在 1980、1990 年代

及 21 世纪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著述为基础进行选择、增删、修改

和编辑，以主要代表作为主体，适当选择其他主题相近的论述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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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其中《德里达的底线》《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各成一卷；《无

边的挑战》（加上《剩余的想象》节选）、《后现代的现代性》（加上

《无望的叛逆》节选）、《不死的纯文学》（加上《审美的激变》《守

望剩余的文学性》节选）、《小说的内与外》（加上《小说时评》节

选）和《无法终结的现代性》（加上《仿真的年代》节选）各自组

成一卷；同时，选取陈晓明先生的部分短论组成单独一卷《通透之

境》。 

该著作是集陈晓明教授数十年的研究心得写成，以独特风格

和浪漫气质，深入探索前沿理论，贴近现场展开文学批评。深度介

入文学现场，在芜杂多变的文学现场中找到清晰的文学脉象，在驳

杂多元的文化现象中捕捉到文化星光，在细微的文化现象中捕捉

到时代的宏大意义。 

（供稿：中国语言文学系） 

媲綀i罒詇ㄕ锟觗ꇟ閿蘁耘純請駿簚駢겐ㄖ垁錗 

2022 年底，由中文系教授叶晔等主编的《西海遗珠：欧美明

清诗文论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从学术史的角度编选、

译介了近四十年来欧美汉学界的明清诗文研究成果（包括论文和

翻译集序言）21 篇，涉及作者既有林理彰、齐皎瀚、白润德、胡

志德、伊维德等汉学名宿，也有李惠仪、舒衡哲、苏源熙、梅尔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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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享有盛誉的专家；既考察了《哈佛亚洲学报》《中国文学》《明研

究》《清史问题》等关注中国明清文学的老牌汉学刊物，也涉及《男

女》《东亚出版与社会》等专题性质的前沿学术期刊。所有论文皆

为首次翻译，力求较全面地反映欧美明清诗文研究自 1980 年代以

后的整体发展面貌与热点变化情况，做到兼顾学术史与前沿问题

的双重考察，意在唤起汉语学界对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明清

诗文板块的重视，进而反思并融通其研究方法。 

（供稿：中国语言文学系） 

妓意儬德埉鶐🈨ꯗ全罒ㄕ姆绍捗儧ㄖ2 1 ꀀ垁錗 

近日，由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主编、副院长翟崑担任执

行主编的新书《博望天下》第 1 辑正式出版。在世界知识出版社

的支持下，该书从研究院开设的澎湃“再看世界”专栏精选 20 余

篇文章进行扩写、修改与充实，形成一部全新的区域国别研究社会

型学术成果合集。这些青年学人持续追踪全球动态，聚焦世人关

心，剖析变局表象下的深层逻辑，呈现舆论漩涡中的冷静思考，分

享艰难世事中的希望曙光，持续引领专业、客观、独特的区域国别

研究思潮。 

（供稿：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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兕挼刨簚刁覍鶐🈨慃怆盳嬳ㄕ凬襶綶璬惶湡棐駬ㄖ2儙绔婾湢 

2023 年 1 月 1 日，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港湾海

外和香港国际金融学会联合发布《亚洲智慧城市季评》（2023 年第

一期-西亚）。报告从国际关系、全球治理、产业发展视角识别区域

发展挑战，提出以区域融合为导向的智慧城市建设方法和融资建

议，旨在为亚洲提供立足全球的前瞻性思想和具体行动指引。 

（供稿：国际关系学院） 

簚分儾鶐🈨ꯗ盳嬳ㄕ噤椘椾鰘茤兕妵簚慃徇髦⻓剞銩ꁒㄖ

婾湢 

近日，由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北京大学信息技术高等研

究院数字创意实验室联合爱化身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共同出品的

报告《元宇宙赋能中华文化基因的现代化表达》正式对外发布。该

报告为北京大学“中华美学基因库项目”阶段性成果。报告共分为

元宇宙赋能中华文化基因的五大技术环节、元宇宙赋能中华文化

基因的五大表达路径、元宇宙赋能中华文化基因的的五大应用场

景三部分，对文化基因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表达进行了综合分

析，为如何让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

代社会相协调提供了创造性回答。 

（供稿：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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槓 纥 虽 钚  

蜧訟姆儵詇ㄕㄓꁐ媭ㄔ碇讷ㄖ裯2凘檗籠媭棘귱漜詇匍掜 

近日，历史学系青年教师、助理教授苗润博著作《〈辽史〉探

源》获第二届“新史学青年著作奖”。元修《辽史》是有关契丹

王朝历史最基本、最权威的文献，该书的核心工作即在于探索

这部重要典籍的文本来源与生成过程，学术旨趣与实质贡献主

要有三。其一，系统深入地考证了元修《辽史》各部分的文本

来源、生成过程、存在问题及史料价值，呈现出《辽史》本身

的生命历程，尤其注重对元朝史官编纂建构的叙述框架加以离

析，开辟了全新的问题空间。其二，将《辽史》放置在整个中

国古代正史文本生成、流变的大背景下，凸显其所具有的普遍

性与特殊性意义，反思正史的经典性，对正史史源研究走向精

耕细作具有示范意义。其三，透过《辽史》这一典型个案，对

传统的史源学研究作方法论层面的反思，展示出历史学视野下

文本批判的新路径。“新史学青年著作奖”是赓续梁启超先生所倡

导之“新史学”精神，表彰在中国史研究领域中既拥有史学方法新

视野，又深具敏感洞察力，在发掘和解读新史料方面卓有创见的优

秀作品，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组织评审。 

（供稿：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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垬蝠囬儵詇ㄕ簚棘樏螹粢駘熼髦ꓨ罩-劝组媭駿ㄓ潙刯镋绦ㄔ鶐

🈨ㄖ裯劝组2 30 檗德ꮪ徸冦掜 

2023 年 2 月 8 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亚系助理教授刘英

军专著《文学对民族记忆的重构——伊朗史诗〈库什王纪〉研究》

荣获伊朗第 30 届国际图书奖。伊朗年度国际图书奖创立于 1993

年，每年评选一次，是伊朗政府为表彰海外伊朗学研究者而设立的

国家最高奖项。本届国际图书奖共有 3 部作品获奖，除刘英军专

著外，另外两部获奖著作分别来自格鲁吉亚和意大利。此前，外国

语学院曾延生、时光、沈一鸣曾分别于 1999 年、2018 年和 2022

年荣获伊朗国际年度图书奖。 

（供稿：外国语学院） 

紞缣純篏硚鶐🈨後ꭶ髦綶潙瘃羑裯CTTI2022 漜潿綶潙劮ｔ

瘃羑鍱i掜 

2022 年 12 月，法学院易继明教授研究团队撰写的智库成果

《论我国地理标志成果保护模式》（易继明、秦洋）入选“CTTI2022

年度智库优秀成果特等奖推介名单”。《论我国地理标志保护模式》

围绕地理标志保护国内外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分析美国商标法模

式和欧盟专门保护模式，提出了我国制定单独统一《地理标志法》

的第三种保护模式。同时，研究报告形成的咨询意见与建议被《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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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和《“十四五”国家知识

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等政策性文件采纳，并促进了地理标志管理

体制从原工商部门、质监部门和农业部门“三足鼎立”转向国家知

识产权局的“归口管理”。 

（供稿：法学院） 

德楼裀闼鶐🈨ꯗ嚚ꄑCTTI2022 漜潿둛聙綶潙髝点苳 

2022 年 12 月，在 CTTI2022 高校智库百强榜评选中，北京大

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入围百强，被评为 A+等级。北京大学国家治理

研究院作为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中唯一的

政治学研究基地，近年来开拓创新，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对策

研究等方面取得持续进展，努力提升研究水平，持续取得丰硕成

果，成为我国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的重要平

台和依托，在国内外产生广泛重要学术影响。 

（供稿：政府管理学院） 

槓 纥 褙 娐  

娈媭棘笡i公墋兕德糖续媭棘劲 2022 漜劲緾兕糖ꊝ刁蚅溷

50 孞漜绦爍棘绱鶐駐劲 

2022 年 11 月，中国日本史学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和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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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共同举办的中国日本史学会 2022 年会暨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等百余所高校共计 300 余名学界同仁参加。会议由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教授唐利国主持，历史学系主任、教授

王奇生致辞，历史学系教授王新生作了题为《日本对华关系正常化

决策过程新论》的主旨报告。学术研讨会共设“日本古代史”、“日

本近代史”、“日本战后史”三个研讨专题，与会报告人携 133 篇

会议论文在八个分科会场展开讨论，内容涉及军事、经济、文化交

流、政治制度等日本史诸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讨成果。中国日本

史学会成立于 1980 年，是中国研究日本史的唯一全国性学术团体。

历史学系唐利国教授当选新一届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 

（供稿：历史学系） 

娈媭棘笡公墋2儙檗귱漜篏湨棘绱盳嬳劲 

2023 年 2 月 13 日至 14 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在北大昌平新

校区举办第一届青年教师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经历史学系主任王

奇生倡议，由历史学系青年教师委员会组织，在历史系全体教师的

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下，顺利召开。报告会分五场进行，每场按照

“古今中外”的内容安排报告人，并邀请历史学系资深教授与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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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共同评议。 

系学术委员会主席荣新江致闭幕词时指出，此次学术会议的

报告人，百分之八九十是近年新引进的青年教师。青年教师们的精

彩报告，充分说明本系近年人才引进的成功。报告会让研究不同专

业、不同时段的老师们坐在一起，相互切磋、评议，展示了各自的

学术专长，带来了很多新知，增进了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是很好

的促进学术进步的方式。这是历史学系非常值得传续下去的新传

统。 

（供稿：历史学系） 

挼德騕棘ꯗ公墋篳梿刨簚儬棘ｱ刁婱ｱ鶐缁罩犀缏刁覍劲 

2022 年 12 月 29 日，外国语学院召开 2022 科研机构总结交

流会，本次会议的主题为“数字人文与学科交叉”。外国语学院二

十余位科研机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邀请了刘琳琳、成沫、苏

祺、于施洋四位老师做专题报告，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吴杰伟教授主

持会议。外国语学院科研机构在坚持学科优势的前提下，守正创

新，积极打造跨学科的学术共同体平台，在数字人文等方面进行有

益的探索，未来将继续发挥科研机构在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

面重要的作用。 

（供稿：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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挼德騕棘ꯗ公墋 駚揲兕德箱凗髦脌駹闼駢儬楈鴬鶐駐劲 

2022 年 12 月 9 日下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六研究部

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联合举办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暨“讲

好中国故事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

六研究部主任张士义，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孙庆伟，北京大

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宁琦，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陈明等出席

会议。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李淑静主持开幕式。中央党史

和文献研究院第六研究部全体在职人员和外国专家、北京大学外

国语学院师生共 160 余人相聚云端。 

此次研讨会是“高端翻译人才培养基地”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的有力实践。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作出了重要部

署，这对两单位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中

国共产党故事提出了更高要求。希望双方能够继续深入合作，从中

央文献翻译、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人才队伍建设和学生培养等方面

出发，为专家、教师、学生打造分层分类的交流、实践平台，抓好

“高端翻译人才培养基地”这一共建项目，集两家之所长，培养更

多精通翻译、具备跨学科知识和国际化视野的复合型人才与后备

军，以实际行动回应国家对国际传播人才的需求。 

（供稿：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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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ꮪ嚵笡棘ꯗ媤灆奊刎捓棘德ꮪ嚵笡棘ꯗ⒜瘃鶿捓棘裥棘ꌄ

棘绱鶐駐劲 

2023 年 1 月 12 日，2023 年度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成蹊

大学法学部学术研讨会通过线上会议成功举办。两校学者围绕日

本外交史研究、中国的现代外交概念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国际关

系学院院长、教授唐士其，教授初晓波、张小明，副教授归泳涛、

董昭华，副编审庄俊举，助理教授赫佳妮、赖华夏参加了会议。成

蹊大学法学部学部长、教授浅羽隆史等18位学者参加本次研讨会。

会议由成蹊大学法学部教授金光旭主持，唐士其、浅羽隆史分别做

闭幕致辞。 

（供稿：国际关系学院） 

裥棘ꯗ公墋2妤凤檗 BESETO 裥棘漜劲 

2022年11月5日，由北京大学法学院主办的第十五届BESETO

法学年会以线上方式成功举行。BESETO 法学年会作为北京大学法

学院、国立首尔大学法学院、东京大学大学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交

流合作的重要平台，自 2007 年起，由三校轮值举办。本届年会主

题是“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Platform Accountability（数字化

转型与平台责任）”。年会包含三场集中研讨、六个学术报告。第一

研讨环节“Platform Accountability and Government Regulation（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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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责任与行政监管）”，由东京大学 Gen Goto 教授担任主持，首尔

大学 Sangchul Park 助理教授发表学术报告“Ancien Regimes 

Impeding Rationalization of East Asia's Platform Regulatory 

Framework: with a Focus on Telecom Regulations and Unfair 

Business Practices（阻碍东亚平台监管框架合理化的旧制度：聚焦

电信法规与不公平商业惯例）”，北京大学法学院戴昕教授发表学

术报告“ Marginal versus Structural Approaches to Platform 

Responsibilities（平台责任的边际进路与结构进路）”。第二研讨环

节“Platform Accountability and Competition Policy（平台责任与

竞争政策）”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彭錞助理教授担任主持，东京大学

Simon Vande Walle 教授发表学术报告“Digital Platforms and EU 

Competition Law: Failure and Now a New Approach?（数字平台与

欧盟竞争法：失灵与当下的新路径？）”，北京大学法学院胡凌副教

授发表学术报告“Platform Subcontract in China（中国的平台发包

制）”。第三研讨环节“Platform Accountability and Labor Law（平

台责任与劳动者保护）”由首尔大学 Jongik Chon 教授担任主持，

东京大学 Takashi Araki 教授发表学术报告“Worker Protection in 

the Era of Platform Economy（平台经济时代的劳动者保护）”，首

尔大学 Sukhwan Choi副教授发表学术报告“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Various Types of Workers（数字化转型与各类劳动者）”。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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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届 BESETO 法学年会将于 2023 年 11 月在国立首尔大学举办。 

（供稿：法学院） 

裥棘ꯗ公墋 2022 漜潿德楼ꓨ迧鶐婾駉垤龋劲裀闼儬綶璬龋

劲ｱ⽫箑穊儵뀉鴚뀖意鵄駮뎧墘髦裥裀騫鶐綶茤琟鵄婳鿴

墙圏瞬⽫绱鶐🈨뀉鮖嬄墘劲緾楈类⽶肛駢駩劲 

2022 年 12 月 22 日，2022 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跨领域知

识驱动的法治调研智能感知及辅助决策技术研究”项目启动暨实

施方案论证会成功在线上举行。科学技术部社会发展司、全国人大

信息中心、司法部信息中心、司法部法治调研局、中国 21 世纪议

程管理中心、项目牵头单位北京大学相关负责人、科技部项目专家

组成员、项目顾问专家组成员、项目负责人、课题负责人、项目组

骨干成员 60 余人参加了会议。启动会议聘任由薛京生教授级高工

担任组长的 11 名顾问专家组。项目负责人张守文教授代表项目组

向专家组及与会嘉宾汇报了项目的研究目标、总体思路、任务分

解、成果形式及考核指标、技术路线、进度计划、组织管理等内容；

各课题负责人分别对各自研究任务和实施方案进行了分解汇报。

与会专家认真审议了项目实施方案，一致认为，项目研究目标明

确、实施方案详实；同时从项目的课题间体系衔接、跨领域知识驱

动的法治调研智能感知及辅助决策平台的建设实施等方面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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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贵意见和建议。 

该项目针对法治调研意见种类多、分类工作量大，法治政府建

设示范指标体系亟须量化，面向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协同的立法

规划、计划建议编制难等问题，研究面向法治调研的立法规划、计

划的意见特征智能识别技术；研究基于多语言语义理解的涉外法

治智能感知及风险预警技术；研究面向法治政府建设示范指标体

系的智能量化评估技术；研究基于主题序列生成的立法规划、计划

建议的辅助生成技术；研制基于跨域知识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法治

信息综合与辅助决策平台，并开展应用示范。面向法治调研的多元

意见特征识别、涉外法治感知预警、法治政府建设指标量化、规划

计划建议辅助撰写、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协同决策5个业务场景，

从系统论角度出发，研究同时满足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

需求的跨领域知识驱动的法治调研智能感知及辅助决策技术，进

而突破人工智能大数据时代的法治调研新模式。  

（供稿：法学院） 

뎢噱牍全兿棘ꯗ公墋驙囪뎢噱牍全兿兕德糬剞籠碋ト゚緾

ㄕ热剞兕德뎢噱牍全兿鶐🈨ㄖ绔垚罒擙澁騰劲 

2023 年 2 月 27 日上午，“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

章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期刊编委座谈会”在北京大学英

杰交流中心第三会议室举行。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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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编委会主任王博教授，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

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主编顾海良，期刊副主编、《马克

思主义研究》原副主编汪世锦研究员，编委会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

丰子义教授、清华大学杨金海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王炳林教授、南

开大学王新生教授、吉林大学韩喜平教授、兰州大学刘先春教授、

南京大学胡大平教授、山东大学张士海教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孙蚌珠教授、孙熙国教授、李少军教授、郇庆治教授、孙来斌

教授、程美东教授、王在全教授、宇文利教授、林绪武教授、周良

书教授、刘军教授、陈培永教授，以及青年教师兼职编辑、博士研

究生助理等共 40 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院长仰海峰教授主持。 

（供稿：马克思主义学院） 

눢ꌬ婾檬鶐🈨ꯗ公墋奊刎捓棘눢ꌬ婾檬籠漜駢恊2023 

2023 年 1 月 7 日，首都发展研究院举办北京大学首都发展新

年论坛（2023）。论坛以“中国式现代化与首都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暨南

大学、北京工商大学、河北经贸大学、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以及京津冀三地科研院所和政府机构

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论坛开幕式由北京大学智库工作办

公室主任王栋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孙庆伟，北京



奊 捓 簚 ｱ 矻 盳      PKU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18

市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市社科规划办副主任崔占辉，科学出

版社总经理彭斌先后致辞。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强世功教授

介绍了北京大学智库工作的建设情况。 

（供稿：首都发展研究院） 

刨簚龋劲ｱ棘鶐🈨ꯗ椣瘃2妤儤绔ꉐ駧棘脢뀉鮖 

2022 年 9-12 月，第十三期邀访学者驻访北京大学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院。文研院迎来了首位墨西哥学者、研究中拉关系的

Enrique Dussel Peters 教授。另外 12 位学者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大

学麦迪逊分校、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研究

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或机构，研究专业

覆盖历史学、考古学、文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领域的

人文社会科学学科。 

围绕学术共同体建设，文研院在四个月里开展了近 30 场邀访

学者学术交流活动，举办了一系列讲座、论坛或读书会，组织京内

京郊数次田野文物古迹考察，学者们研究切磋、深度交流。受疫情

影响，线下交流受到阻碍，但学术活动并未停滞，学者们即使在身

体欠佳的状况下，交流和讨论仍在线上线下同步开展。与此同时，

学者们还受邀在北大多个院系授课及开展讲座，多样的学术活动，

不仅活跃了北大的学术氛围，也推动了基础研究的传承与发展。 

（供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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兕德篏芍鯯箩ｱ棘鶐🈨癓公墋籠兕德篏芍盠嚚媭鶐駐劲 

2023 年 2 月 16—17 日，受教育部财务司委托，北京大学中

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在中关新园举办“新中国教育投入史研讨

会”。教育部财务司、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教育部经费监管事

务中心、中国教育学会、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人员参会。

教育部财务司副司长刘景介绍了新中国教育投入史的编撰意义、

总体构想、目标定位及工作机制。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杨念鲁介绍

了编撰工作原则、机制及词条撰写要求。教育部经费监管事务中心

处长谷淑娟系统展示了文件库管理系统功能介绍及实操等。与会

专家、学者针对关于大事记样本、词条目录，词条撰写组织架构、

成员分工、运行机制，词条撰写可能面临的困难及建议，教育投入

历史文件库管理系统使用困难及完善建议以及工作安排、任务分

工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反复研讨。 

（供稿：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 

龋劲鶐🈨兕熷公墋瘃𬶋 10 孞漜漿鿈覄墘緾2儤檗楼澎儬顂

芍鶐駐劲 

2022 年 12 月 30 日，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成立 10 周年庆

祝活动暨第三届“家庭与生育”研讨会于线上举办。校内未来教育

管理研究中心首创主任林建华、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社会学系

系主任周飞舟、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学、社会科学部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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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章永乐及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周晓虹、中国人民大

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翟振武、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

方法研究中心教授李路路、美国纽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吴晓刚、携

程集团董事局主席梁建章等多位校内外嘉宾出席了此次活动。中

心主任谢宇主持庆祝活动。 

研讨会分中英文两个议程进行，由中心助理教授於嘉主持。在

中文会议中，来自北京大学、纽约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

与研究机构的 12 位学者，从婚姻制度、家庭结构、生育政策的效

果等方面，针对我国当前面临的家庭与生育问题展示了丰富的研

究。英文会议邀请了来自普林斯顿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巴塞罗

那自治大学、南安普顿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多所高校多个国家的

学者，针对日本的生育转变、欧洲地区的低生育陷阱、生育政策及

生育意愿、以及代际重叠等问题研究进行了介绍，并与参会者展开

了丰富的交流。 

（供稿：社会研究中心） 

兕挼刨簚刁覍鶐🈨慃怆皽墋嚟闷検嚟呈駖鷂闌検嚟徢戲髦

兕德⽶肛譻娇駢恊 

2023 年 2 月 21 日，由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主办，北京大学中

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参与承办的“全球安全倡议：破解安全困境的

中国方案”蓝厅论坛在外交部新闻发言厅举行。中国外交部长秦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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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开幕式并宣布中方正式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基地

执行主任王栋主持“全球安全倡议与传统安全”分论坛一。 

（供稿：国际关系学院） 

긌觝埆缀缃裥鶐🈨兕熷公墋瑱崉裥慃鷐闼駢笡垪鶐駐劲⒜⒜

瑱崉髦嚨魗牞 

2022 年 12 月 21 日，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办的

“慈善法基础理论系列研讨会——慈善的公益性”通过腾讯会议

线上平台成功举办。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邓国胜教授担

任主持，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副教授，浙江

工业大学法学院院长吕鑫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马剑银副教

授参加研讨，学者们分别阐述了对于慈善的公益性的理解。本次研

讨对于我国未来慈善法的修订和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学术意义。 

（供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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鼦 鰽 ！ 锐  

1、2023 年 2 月 8 日上午，塔里木大学党委书记赵光辉，党

委副书记、校长张爱萍一行访问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

平，副校长、教务长王博在临湖轩会见了塔里木大学校领导一行，

双方就深化两校合作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建

设相关事宜召开座谈会。 

2、地中海区域研究中心负责人由法恩瑞变更为崇明，现代广

告研究所负责人由祝帅变更为王天夫。 

3、2023 年 3 月，经院系机构初评、学部学术委员会复评、校

级评审小组审核后，北京大学推荐报送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候选成果 200 项。 

4、2022 年 12 月 8 日，202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

名单公布，我校获立 9 项，为近三年最多的一次。 

序号 项目名称 院系 负责人 

1 乡村振兴战略下县域医共体向健共

体转型机制研究 
公共卫生学院 简伟研 

2 俄罗斯诗学学派研究 外国语学院 凌建侯 

3 推动农业机械化智能化保障粮食安

全的路径和机制创新研究 
现代农学院 王晓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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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院系 负责人 

4 碳中和与稳增长协同推进机制及实

现路径研究 
光华管理学院 刘俏 

5 基于人工智能的精准国际传播研究 
新闻与传播学

院 
陈刚 

6 乡村振兴战略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

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社会学系 周飞舟 

7 汉语系佛教解经古文献编目整理和

诠释研究 
哲学系 李四龙 

8 中华民族语言文字接触交融研究 中文系 孔江平 

9 我国民族音乐文化与语言数据集成

及共演化研究 
中文系 陈保亚 

5、2023 年 2 月 6 日，2022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

暨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立项名单公布，我校获立 4 项，其中后

期资助项目 1 项、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 3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院系 负责人 

1 中国古代通俗小

说战争叙事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

助项目（一般项目） 
医学人文

学院 
李远达 

2 窝阔台汗时代大

蒙古国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

助项目（优秀博士论

文出版项目） 

外国语学

院 
陈希 

3 《伊拉克库尔德问

题研究（1958～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

助项目（优秀博士论

文出版项目） 

外国语学

院 
李睿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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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4 先秦汉语形容词

的句法语义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

助项目（优秀博士论

文出版项目） 
中文系 雷瑭洵 

6、近期，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发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期刊 AMI综合评价报告（2022年）》。报告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33

个学科类的 1924 种老牌刊、177 种新创刊和 148 种外文刊，共计

2189种期刊进行了评价。北京大学 15家刊物入选，其中《北京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北京大学教育评论》获评中国人文社

会科学期刊 AMI 顶级期刊，展现了北京大学学术期刊阵地的出色

实力与良好声誉。 

序号 期刊名称 评价 类别 

1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

刊 AMI 顶级期刊 教育学 

2 北京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

刊 AMI 顶级期刊 
综合-高校综合性

学报 

3 中外法学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

刊 AMI 权威期刊 法学 

4 经济学（季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

刊 AMI 权威期刊 
经济学-经济综合 

5 国外文学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

刊 AMI 核心期刊 
文学-外国文学 



奊 捓 簚 ｱ 矻 盳      PKU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25

序号 期刊名称 评价 类别 

6 经济科学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

刊 AMI 核心期刊 
经济学-经济综合 

7 大学图书馆学报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

刊 AMI 核心期刊 
图书馆、情报与

档案学 

8 国际政治研究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

刊 AMI 核心期刊 
政治学-国际政治

与区域国别 

9 语言学论丛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

刊 AMI 核心期刊 新刊 

10 人口与发展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

刊 AMI 扩展期刊 社会学与人口学 

11 国际经济法学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

刊 AMI 入库期刊 新刊 

12 大学与学科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

刊 AMI 入库期刊 新刊 

13 
China Economic 

Journal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

刊 AMI 入库期刊 
仅有 ISSN 号外文

期刊 

14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International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

刊 AMI 入库期刊 
仅有 ISSN 号外文

期刊 

15 Culture and Brain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

刊 AMI 入库期刊 
仅有 ISSN 号外文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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