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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召开 2023 年第三季度所务会 

9月 27日，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 2023年第三季度所务会在廖凯

原楼举行。研究所所长燕继荣，副所长李海燕、严洁、黄璜及行政人员参

加了会议。 

 

会议现场 

会议主要汇报了第三季度研究所有关对外合作项目的工作进展和面

临的一些问题。 

会议讨论了研究所下半年的重点工作，确定了即将举行的数字机关论

坛的邀请名单和会议议程，并部署了具体的工作实施方案。会议探讨了智

慧城市案例和北京大学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案例的征集与评审工作。另外

会议对研究所的其他对外合作项目也提出了相关建议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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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召开 2023 年第四季度所务会 

12 月 25 日，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 2023 年第四季度所务会在廖

凯原楼举行。研究所所长燕继荣，副所长李海燕、严洁、黄璜及行政人员

参加了会议。 

 

会议现场 

会议汇报了 2023 年研究所在宣传平台、科研项目、对外合作、财务

支出等方面的工作情况，系统总结了研究所今年取得的科研成果。 

会议讨论了研究所明年的重点工作，部署相关学术活动的实施目标和

计划，确定了《北大公共治理案例与数据库》的建设方案。此外，会议对

一般项目申报、团队重点支持项目中期审查等事项进行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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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动态】 

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健康治理研究团队参加数字医疗与数

字治理研讨会 

2023年 8月 19日，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数据治

理研究中心在广西防城港市举行防城港数字医疗与数字治理研讨会，北京

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公共治理研究所健康治理研究团队负责人严

洁副教授和团队成员刘颜俊助理教授、曾渝助理教授参加了会议。会议由

广西防城港市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刘育副主任主持，来自国内高校的有关

学者、防城港地方政府相关领导和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数字医疗

与及数字治理的发展未来。 

会议开始前，专家们参观并考察了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建设的

基本情况。会议期间，专家们围绕数字医疗与数字治理、构建互联网医保

数据库等方面展开了深入分析与研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沈明明教授

作开场致辞。 

在主旨演讲环节，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研究所陈鹤副教授首先介绍

了 1990-2013 年，全球 187 个国家健康调整预期寿命的变化趋势及分解

研究，他指出全球在健康水平和健康公平方面都取得了改善，未来慢性病

防控将成为影响全球健康的重要因素。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曾渝助理教

授就医保政策大数据监测项目做出了详细介绍，他认为新一代信息科学技

术在推动医疗技术发展的同时也驱动了医保制度的变化，通过医保政策监

测与分析、网络大数据监测体系和医保政策供给与需求分析等可以探索出

数字治理与民生保障之间的动态关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生郑思尧介

绍了其与清华大学数据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孟天广教授合作的论文成果，通

过大数据实验研究发现，在公共卫生事件的舆情中，表达可以显著降低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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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极化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任莉颖副教授就会议主题对防城港市国际

医学开放试验区表达了肯定和期望。 

在交流探讨环节，各位专家为医学试验区的建设积极建言献策，诸多

观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和针对性。 

最后，严洁副教授和孟天广教授分别对会议进行总结，共同阐释了在

数字医疗领域，加强政产学研合作创新体系的重要性，一方面要强化企业

创新主体地位，另一方面除了提供科研支撑之外，高校也要在数字治理、

数据科学应用方面积极培养人才。此次研讨会进一步加深了高校与地方政

府、相关企业的了解和沟通，为下一步拓展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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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公共治理讲座】李海默 | 重思杰斐逊对柏克法国革命论

的看法（1791-1821） 

2023 年 10 月 10 日，由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主办的北大公共治

理讲座在廖凯原楼 504室举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副

研究员，美国休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李海默受邀围绕主题“重思杰斐逊对

柏克法国革命论的看法（1791-1821）”发表学术演讲。讲座由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研究院段德敏主持。 

 

讲座现场 

李海默首先对本次讲座的内容进行了摘要性的概括，即一般而言，学

界倾向于认为英国政治思想家柏克（1729-1797）与美国政治思想家杰斐

逊（ 1743-1826）的立场和学说大有不同，前者迹近于保守派

（conservative），后者则迹近于所谓自由派（liberal）乃至于激进派

（radical）。这种常规见解并非无的放矢，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的一段短

期岁月里（主要是 1795年之前），杰斐逊确实曾对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批

评提出过激烈反向批评。但是，如果仔细探寻杰斐逊一生对柏克的看法，

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以及在 1800 年之后（尤

其是杰斐逊 1809年自美国总统职位退职之后），杰斐逊和柏克基本都属于

同一个辉格党（Whig）视角框架下的人物，两人立场和取态并无根本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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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也就是说，进入 19世纪后，杰斐逊对柏克 1790-1797年间的法国革

命论并非视若仇讎。本讲座将致力于向听众呈现杰斐逊对柏克法国革命论

的看法 （1791-1821）的变动过程，及此过程在西方近世政治思想史上的

相关意义。 

随后，李海默老师介绍了学界对杰斐逊和柏克的思想观点的普遍看法，

即杰斐逊和柏克对法国革命的观点是直接对立的。与这一普遍看法不同，

李海默老师认为杰斐逊和柏克的观点并非截然不同。为了论证这一观点，

讲座回溯了杰斐逊在 1791-1821 年间有关法国大革命和柏克的文献资料。

李海默老师认为，虽然杰斐逊早期对柏克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观点表示批评，

并且对潘恩等人对于柏克观点的批评表示赞同。但是，在他晚年的文献中，

杰斐逊的观点并没有和柏克的观点表现出十分严重的对立。李海默老师依

据杰斐逊的自传和书信等文献做出如下判断：一方面杰斐逊晚年对法国走

向立宪君主制的可能表示承认，杰斐逊表现出的和柏克的对立仅仅表现在

对法王路易十六的皇后的评价上，如此看来杰斐逊和柏克对于法国前途的

看法的差异是极其微小的。另一方面，杰斐逊晚年的文献表明他倡导贤能

政治，强调法律和秩序，嘲笑欧洲的暴民的观点与柏克的观点颇为相似，

也表现出了杰斐逊本人在政治思想上的保守的一面。在此基础上，李海默

通过对柏克的自由和保守的维度和杰斐逊的自由和保守的维度两个问题

的探讨，对柏克自由的一面和杰斐逊保守的一面做出了发人深思的讨论。

最后，李海默老师以对杰斐逊和柏克对于辉格党头衔极其珍视这一观点的

探讨结束了本次讲座。 

讲座结束后，参与讲座的同学围绕讲座的主题与李海默进行了积极的

探讨，李海默对有关问题做出深刻的回应。参与讲座的人员表示通过本次

讲座对杰斐逊和柏克之间的关联比较形成了较为新颖的认识，获得了丰富

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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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公共治理沙龙】时空动力学系列 

2023年 10月 27日和 30日，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连续举办了两

场“公共治理时空动力学”主题学术沙龙。沙龙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教授、城市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沈体雁老师主持，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

式，围绕公共治理时空动力学相关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开展研讨。 

 

沙龙现场 

27 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公共治理研究所研究员张

洪谋老师以“Massive location choice as a set-covering problem”

为题进行分享。张洪谋老师介绍了可应用于空间资源配置问题中的集合覆

盖方法，并结合案例探讨其在城市治理中公共资源配置中的应用。张洪谋

老师以新冠疫情背景下 2022 年上海核酸检测点的选址问题为例，探讨这

种集合覆盖方法的可行性，并分享了数值模拟的相关结果，表明在此方法

下建立的优化模型是有可行解的。张洪谋老师提到了集合覆盖问题的子问

题——加权集合覆盖问题，并提出在行政区划调整的相关研究中的应用，

以将美国全部州按等人口指标划分为例简略阐述了应用方式。张洪谋老师

的分享为研究相关的公共治理和空间资源配置的研究者提供了非常好的

方法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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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龙现场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古恒宇老师探讨

了题为“流动之国：中国人口迁移格局和机制”的研究。古恒宇老师较早

地在国内地理研究中提出采用空间滤波的重力模型进行人口分析。他指出

在传统的重力框架中存在的两大问题：一是网络自相关问题，即迁移流之

间并非相互独立，打破了经典计量独立同分布假设，从而造成偏误。二是

零膨胀问题，异质性迁移数据中常因抽样误差或决策两阶段性存在零值过

多的问题。基于这些问题，古恒宇老师提出了引入空间滤波重力模型，并

将负二项面板模型嵌入截面空间滤波模型中，构建时空滤波重力模型。同

时，引入空间 Hurdle重力模型和空间 PPML重力模型，更好地补充和完善

了传统重力框架，对研究人口流动和迁移提供了兼具科学性和可行性的研

究工具。古恒宇老师以研究省际间人口流动和高学历人才流动研究等为例，

分析了人口迁移格局和机制中的影响因素，为地理学中的空间人口相关研

究工作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思路。 

 

沙龙现场 

30日，香港科技大学（广州）访问助理教授于瀚辰老师以“探索多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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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空间相互作用：多尺度地理加权负二项回归”为题进行了分享。于瀚辰

老师从该主题的动机、地理加权回归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逐步由浅入深

开始分析。他介绍了项目的模型框架设计与流程图；展示了中国移民流动

强度分布，解释了中国各地移民模式的空间变化。他认为 MGWNB不仅可以

用于空间交互模型，还可以用于其他过度分散的计数数据。MGWNB的主要

挑战是其显著的计算复杂性，需要解决这一问题以提高其效率。MGWNB为

解决计数数据的多尺度空间异质性和过度分散问题提供了一个稳健的解

决方案，在空间交互建模和其他应用中提供了更准确的局部估计。 

 

沙龙现场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雪英老师以“时空知

识图谱及其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应用”为题进行了分享。张雪英老师较早

地在国内地理研究中提出构建知识图谱。在分享过程中，张雪英老师首先

介绍了知识图谱的概念，从本质角度，以科学知识论解释了知识图谱的概

念，张老师指出知识图谱是基于归纳完整的学科专业知识构建的图形化知

识体系，以及知识图谱的发展与演进历程。随后张雪英老师讲解了地理专

业时空知识图谱的体系与构建流程，包括知识单元提取、地理知识更新、

地理知识推理、知识图谱应用等模块。最后张雪英老师展望了知识图谱在

学科智能化应用过程中的前景与实现功能，并展示了团队研究成果。张老

师的研究在系统化归纳与梳理地理学科知识基础上，以智能技术赋能了地

理学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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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公共治理讲座】杨滔 | 场景驱动的数字孪生城市：思考

与实践 

2023 年 10 月 30 日，应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大学公共治理

研究所邀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杨滔在廖凯原楼作了题为“场景驱

动的数字孪生城市：思考与实践”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

学院助理教授、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研究员刘伦主持。 

 

讲座现场 

在讲座中，杨滔老师首先介绍了数字孪生城市的发展背景与基本概念，

数字孪生城市是信息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及智慧城市建设到现阶段的必

然性结果，数字孪生不仅是解构、描述、认识物理世界的新型工具，更是

支撑数字化转型的综合技术体系。在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不断

深化、发展、应用的过程中推动城市的全场景、全要素的数字孪生进程，

深刻影响着城市规划、建设与治理。之后，杨滔老师围绕其所主持、参与

的我国数字孪生城市建设实践，对其中的关键技术进行了介绍，包括雄安

新区规划建设管理平台、以及苏州城市信息模型（CIM）平台建设、深圳

妈湾城市信息模型（CIM）平台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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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交流中，参加讲座的同学围绕数字孪生城市的治理意义、资

金投入、其他技术应用转化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探讨。杨滔老师对各位同

学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回应，讲座在热烈的讨论氛围中结束。 

  



 
15  

【北大公共治理讲座】叶颖 | 反启蒙者沃格林 

2023年 11月 2日，由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主办的北大公共治理

讲座在政管 506教室顺利举行。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政治哲学研究所副

教授叶颖受邀围绕主题“反启蒙者沃格林”发表学术演讲，讲座由北京大

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研究员段德敏主持。 

首先，叶颖老师介绍了沃格林的生平与著作，并对他的思想进行简介。

他指出，在沃格林的思想中存在两次重要的转折：从“观念史”到“秩序

史”、从“线性历史观”到“网状、奥秘历史观”，都指向一个主题——寻

求秩序。 

 

讲座现场 

接下来，叶颖老师比较了康德以来的启蒙主义的“thymos （激情、

血气）、自由、历史的终点”与“反启蒙”的沃格林的“nous （努斯）、

节制与狂热、体认历史之为奥秘”等观点差异。沃格林认为，身处现代的

常人，依然是心灵封闭的，但并非科学本身造成心灵的封闭，而是科学在

普及的过程中发生的畸变造成了这种封闭。首先，为了因应对人之主体性

的强调，启蒙对科学设置了“对形而上学的禁忌”，这直接导致了科学在

现代社会的畸变；其次，为了弘扬人本主义（humanism）的立场，启蒙对

人的欲望、激情进行了正当化论证，这助长了现代人对发生畸变之后的“科

学”的接受，妨碍了现代人对本来意义上、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科学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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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进而，我们可以从沃格林的视角，重思“自由”与“进步”。哲学

生活有其自由与不自由，一方面，哲人在多种意义上是自由的，但是就其

被 arche 所牵引、推动而言，哲人并不自由，而且还很享受这种不自由。

追求自由的人面临着由个体有限性而命定的虚无前景，对抗方式是对“历

史的意义”的建构。沃格林对“历史的意义”的拒斥，取而代之的思考对

象是“在历史中的意义”。 

最后，叶颖老师总结道，对于反启蒙者，我们常常会不假思索地冠之

以反理性主义之名，正如我们常常会不假思索地视启蒙者为理性主义者一

样。但是，沃格林的反启蒙思想对这种惯常思维的合理性提出了挑战，因

为他在批评启蒙者诸多观点的同时，又在倡导对某种“真正意义上的”理

性的回归与坚持。沃格林所关心的问题不是理性的定义之争，而在于“我

们应当过什么样的生活”这样一个事关生存真理的问题 

讲座结束后，叶颖老师就参会师生的提问进行回应，并展开热烈讨论。

参会人员表示通过本次讲座深入了解了沃格林作为“反启蒙者”的一面，

为未来学习和研究开拓了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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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公共治理讲座】Dan Slater | 多样性的不同路径：印

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及其他 

 

2023年 11月 8日，应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公共治理研究所及北

京大学海外学者讲学计划邀请，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 Dan Slater教授以

“多元化的不同路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及民主的未知未来”为题，

在廖凯原楼 134进行讲座。政府管理学院张长东教授、曾渝助理教授、刘

宇辰助理教授和校内外 40 余名师生出席讲座。讲座由政府管理学院助理

教授马啸主持。 

在本次讲座中，Dan Slater 教授首次公开介绍了他关于政治多元化

发展路径的新近研究。Slater 教授从多元主义民主的维度分析引入，介

绍了政治观念多元化（partisan pluralism）和文化多元化（cultural 

pluralism）的定义、区别与联系。Slater教授认为，只有同时确保这两

个维度的多元化，才能使多元主义民主长期稳定发展。权威体制可能以一

种消极的方式对多元化进行保护，但这反而可能导致转型前夕巨大的政治

冲突隐患。 

 

讲座现场 

紧接着，Slater 教授以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两国的历史事实为例

对理论框架进行进一步阐释。他指出，当政治观念多元化和文化多元化未

能恰当结合时，多元主义不仅不能实现“合众为一”（out of many,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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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可能离心离德（out of one, many）。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选民

需要支持那些阻止歧视、保护多样性的选举联盟赢得选举。 

基于对历史与理论间张力的方法论认知，Slater 教授依次从帝国主

义殖民地时期的历史、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动员、后殖民时期的政治极化、

权威体制对多样性的保护和危机中的多元主义民主五个阶段着手，对印度

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史进行了进一步的系统归纳和比较。Slater

教授认为，对多元化的不同发展路径的对比研究提醒我们，在朝向多元主

义民主的政治转型过程中，可能同时释放对政治发展多元化造成损害的负

面因素，我们需要更加重视“衰落期霸权”（decaying hegemony）的危

险性，以期更好地维持政治多样性的长远存续。 

马啸老师结合自身研究对讲座进行了评议。他指出，讲座不仅很好地

对政治科学中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很好的理论化与概念化，同时也借助对东

南亚案例的深入背景知识对理论进行了检验。刘宇辰老师、曾渝老师和张

长东老师分别就多元化发展路径的早期历史因素和政治联盟与多样性的

因果关联等多个角度发表了观点，并与 Slater教授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随后的交流中，参加讲座的同学们围绕政治多元化的更多理论思考、

东南亚国家历史经验的启发、政治动员的策略和理论框架在其他国家的适

用性等一系列问题向 Dan Slater教授进一步请教。Slater教授进行了详

细的解答，并与提问同学进行讨论。讲座在热烈的氛围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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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驱动 智治赋能】数字机关建设论坛（2023）暨数字机

关建设白皮书发布会顺利召开 

2023年 11月 17日，【数据驱动 智治赋能】数字机关建设论坛（2023）

暨数字机关建设白皮书发布会在北京大学隆重举行。本次论坛在国家机关

事务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和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的支持和指导下，由中移系

统集成有限公司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主办，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

承办。 

 

会议现场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李海燕主持开幕式。中移系统集成有

限公司总经理王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燕继荣教授出席开幕式并

致辞。王昀指出，数字政府是建设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的基础性和先导性

工程，数字机关是数字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移动积极融入了党和国

家数字化发展的大局，持续赋能数字机关建设。 

燕继荣院长对莅临本次论坛的领导和嘉宾表示诚挚的感谢和热烈的

欢迎，他在致辞中强调，数字机关意味着机关沟通、管理与服务的数字化，

高校应在数字机关建设中贡献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等力量。政

府数字化转型有赖于政产学研密切合作，本次论坛实现了学理思想、政府

经验和前沿技术的有机结合。 

北京大学政府运行保障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博雅讲

席教授吴志攀，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陶雪良，中国行政管

理学会副会长鲍静研究员，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孟庆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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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孔繁斌教授分别作主旨演讲。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北京大学政府绩效评估研究中心

主任句华教授介绍了《新时代数字机关建设白皮书》的主要内容，《白皮

书》主要阐释了新时代数字机关建设的价值意蕴，描画了数字机关建设的

广阔空间和发展前景，总结了新时代以来数字机关建设的实践成效，并提

出数字机关建设的推进举措。 

在中移系统集成有限公司规划技术部总经理于庆军主持下，吴志攀、

陶雪良、鲍静、燕继荣、王昀、陈炜共同发布了《白皮书》，发布仪式圆

满成功。 

经验分享环节和圆桌对话环节，分别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政

企事业部党政客户拓展部副总经理陈炜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

黄璜教授主持。来自地方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代表、兄弟院校的专家学者代

表和中国移动代表共同围绕地方机关数字化实践探索、机关事务数字化转

型等议题展开了广泛交流和深入探讨，推进了“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为推动数字机关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智力支持和决策参考。 

黄璜对大会进行总结并宣布闭幕。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政策法规司的

有关同志，北京市、上海市、浙江省、江西省、山东省、河南省、重庆市、

陕西省、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杭州市、深圳市等 12 个省（区、

市）的机关事务管理部门代表和中国移动公司代表，兄弟院校代表和北京

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部分师生代表参加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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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公共治理讲座】王迪 | 中国农业对极端高温的适应性 

2023 年 11 月 17 日，应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大学公共治理

研究所邀请，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

校经济学博士王迪在廖凯原楼作了题为“中国农业对极端高温的适应性”

的学术讲座。讲座由政府管理学院博雅博士后马壹博士主持。 

 

主讲人王迪 

讲座伊始，王迪分享了其与三位合作者发表于发展经济学著名期刊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的研究成果的写作及投稿的经验。

紧接着，王迪从研究的初始动机出发，指出目前学界关于特定农业适应气

候变化措施的适应效应的因果证据相对稀缺。为填补这一缺失，文章采用

因果分析框架估计了灌溉对整体适应效应的贡献。研究有三个发现，一是

1996 年以后的高温导致了产量损失显著减少，二是在可观察到的措施中

灌溉是主要的适应措施，三是灌溉扩张实验的存在显著减轻了高温对作物

单产的影响。这篇文章为估算整体适应效应、特定适应策略的研究做出了

边际贡献。在本次讲座中，王迪介绍了适应效应的概念框架和灌溉政策的

政策背景，分享了农业数据、气候数据的获取手段和处理方法，展示了因

果效应分析的实证研究方法，给予与会听众很大启发。 

在随后的交流中，参加讲座的同学围绕节水灌溉重点县的样本选择是

否存在自选择偏差、县级农业数据的获取渠道、因果效应的识别策略选择

以及经济社会等控制变量在县级层面的衡量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探讨。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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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对各位同学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回应，与会听众表示从这项扎实且富有

启发性的研究中获益良多。讲座在十分热烈的讨论氛围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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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公共治理沙龙】范广欣 | 《社会契约论》首个汉译本的

传播与解读 

2023 年 11 月 22 日，由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主办的北大公共治

理沙龙在北京大学廖凯原楼顺利举行。本次沙龙由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学者范广欣主讲，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

院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研究员段德敏主持，北京大学政

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研究员孙明，北京大学中

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庞亮，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李健，北

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冉力帆共同作为与谈人参与讨论。 

 

沙龙现场 

范广欣教授首先对《社会契约论》在近代中国的译介与传播史进行了

回顾，并特别讨论了该作诸多中文版本间的关系。其中，范教授特别强调

了中江兆民所作首本汉译《民约译解》的思想背景及其长期影响。他认为

卢梭在近代中国往往被解读为一个鼓吹革命的思想家，然而现代学术界一

般认为，其思想事实上具有相当浓厚的保守色彩。因此，考察近代中国思

想界对卢梭作品的阅读方式便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他指出，中江译本之所以受到广泛重视，是因为其借助了古典儒家的

文化资源，且文字不拘泥于细处，为的恰是以此推动由传统民本向现代民

主的思想转向。其将父权与君权剥离，否定了王权的伦理基础，进而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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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反抗暴政-君主制扫清了道义阻碍。中江兆民最终达到其结论：要以民

主革命替代君主制。这恰恰解释了为何其作品受近代中国革命党人的青睐。 

其次，范广欣教授聚焦于 1914年田桐校《共和原理民约论》（东京民

国社版）与《民约论》（上海泰东图书局版），试图将其置于革命工作的历

史语境中考察。通过对田桐本特别是其封面、题诗与重刊序的解读，范教

授指出，《译解》的重译工作绝非个人行为，而应被视作筹备中的中华革

命党的重要宣传行为。在近代革命思潮中存在着“人民自治”与“革命-

专政”间的思想张力，田桐本认为要以革命教育人民主动支持共和，而推

动这一教育的主体当是作为小型共同体（association）的“党”。 

在兆民一序“建邦国、修法度、兴自治”与二序“建邦国、作制度以

自治”的表述差异中，可以认为“自治”的重要性得到了彻底的提升。范

教授认为，田桐于此读出了革命受挫的原因：辛亥革命新设了政权与制度，

却未能真正将底层社会塑造为人民自治的形态。革命者有如古代之君子，

从卢梭、中江兆民等哲人处接收民约之道，但其绝不能孤身作战，而是要

去唤起民众自强自治之心。 

最后，范广欣教授指出，在近代中国对卢梭作品的译介与解读工作中，

我们得以一窥由民主思想向更为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进而导向社会主义与

人民革命的思想转变。 

在随后的交流中，参加沙龙的与谈人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会者

特别讨论了在理论传播与研究中可能出现的思想转化与融合问题，以及应

采用何种姿态面对。范教授详细回应了诸问题，同时开展了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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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中国新型智慧城市典型案例集》在青岛发布 

2023 年 11 月 24 日，在青岛举行的第三届新型智慧城市发展创新峰

会上，《2023中国新型智慧城市典型案例集》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

院长、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副所长黄璜教授正式发布。 

 

发布现场 

《2023中国新型智慧城市典型案例集》由入选 2023年度中国新型智

慧城市案例征集活动的 100个案例组成。本次征集活动由北京大学政府管

理学院、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协同山东省新型智慧城市发展促进会等

众多单位共同发起，旨在全面展示各地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方面的典型做

法和突出成效，让在智慧城市领域努力耕耘的广大建设者、研究者们可以

更深入地理解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改善城市治理，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并促

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本次活动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各地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研究院所

积极响应，收到来自 17 个省（市、自治区）申报的多个案例。秉持实效

性、创新性、公平性和合规性的原则，经过多轮严格选拔，甄选出了 100

个典型案例，涉及数字政府、数字社会、数字经济、数字基建等四个领域。

入选案例不仅展示了技术的前沿应用，还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

为智慧城市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本次入选案例同时纳入北大公共治理案例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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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公共治理讲座】聂智琪 | 重新发现代表：当代政治理论

中的代表问题 

2023年 12月 7日晚，主题为“重新发现代表：当代政治理论中的代

表问题”的北大公共治理讲座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505教室举行。本

次讲座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聂智琪副教授主讲。 

 

讲座现场 

讲座伊始，聂智琪老师以新闻事件为引指出，“代表”这一概念在我

们的日常用语中具有多种不同的内涵和意义，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政治学

研究中。聂智琪老师介绍了讨论代表问题的经典著作——皮特金的《代表

的概念》。在该书中，皮特金指出，代表概念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概念，

在经典的政治思想家中也只有霍布斯唯一系统地阐述过代表概念。 

聂智琪老师对“代表”概念进行了词源的分析。在古希腊时期没有类

似的词汇出现，直到古罗马时期才出现了“代表”（repraesentare）一词，

意指用具体事物表现抽象内涵。直到 13、14 世纪，“代表”这一概念才

逐渐出现了“一人对另一人的代行为”等具体内涵。而皮特金指出，在词

源学上代表概念的基本含义是“再现”（re-presentation），即将缺席之

物通过某种中介间接地呈现出来。进一步，皮特金提出了将“代表”概念

区分为两种具体的类型——形式代表与实质代表。前者强调被代表者对代

表者的授权与问责行为，而后者则侧重代表具有代替被代表者进行行为与

指示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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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学研究中代表问题存在一种十分标准的解释——“委托代理模

式”。这种解释将人民视为是委托人，而将议员视作人民的代理人。然而

这样的解释模式会导致相当多的问题：什么人能够成为代表？代表应该是

完全成为人民的传声筒还是应该成为有自由意志的代理人？当代政治当

中，代表的民主正当性正逐渐面临着挑战，甚至出现了“占领运动”这种

完全放弃“代表”概念的政治运动。这也导致了皮特金后期的理论转向。 

面对这些问题，聂智琪老师指出当代民主理论在回应和反思委托代理

模式的过程中有一种建构论的转向。在这一转向过程中，霍布斯的代表理

论起到了相当的作用，霍布斯认为，不存在所谓的人民，“一群人通过主

权者代表而拥有了单一人格，单一性是因为代表者的统一性而非被代表者

的统一性”。换句话说，是否在代表之前存在一个原初性的人民？是先有

人民再选举出代表还是先有代表再塑造出人民？建构论的转向提供了一

种对代表和选举的一种全新的理解，真正的代表其实是一种动态的和不断

建构的政治过程。 

聂智琪的精彩讲座引发了现场热烈的讨论，许多听众表示从中受益良

多，并向聂老师追问了一些关心的问题。本场讲座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

束。 

 

  



 
28  

“中外政治思想史中的‘君主镜鉴’传统”主题论坛顺利举办 

2023 年 12 月 9 日至 10 日，以“中外政治思想史中的‘君主镜鉴’

传统”为主题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成功举办。此次

论坛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

政治学研究中心、《政治思想史》编辑部和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联合主办。 

 

论坛现场 

论坛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

研究员段德敏主持开幕，由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政治思

想史》主编刘训练教授作会议致辞。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政

治学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和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区域与国别研究

院副院长章永乐分别作主旨发言。 

会议第一单元由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政治思想史》

编委刘学斌主持评议。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石洪波，河北大学

法学院教授戴木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罗雪飞，西

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师伟与博士研究生曹姣，中央党校

文史教研部讲师何青翰，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齐高龙作

报告。 

会议第二单元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谈火生主持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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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吕厚量，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讲师李孟阳，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助理研究员陈丽与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

政学院教授刘训练，宁波外国语学校张奕乐，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教授朱君杙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侯雨辰作报

告。 

会议第三单元由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政治思想史》

主编刘训练主持评议。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教授李婧敬，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潘源文，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

教授段德敏，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王晶晶，北京大学政

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张开，重庆大学中文系讲师肖馨瑶作报告。 

会议第四单元由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庞亮主持评

议。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郁迪，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姚云帆，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任舒怀，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

共管理学院讲师何涛，伦敦国王学院政治经济学系博士候选人孙宇辰，复

旦大学国务学院青年副研究员李海默作报告。 

会议第五单元由北京大学政治学研究中心助理教授费海汀主持评议。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梁琰，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讲师欧阳火亮，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阮思余与硕士研

究生胡欣怡，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副教授周涛，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后

蒋益与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黄难，华中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讲师魏百

让作报告。 

会议第六单元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孙明主持评议。北京

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贾坤炜，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

究生谈玉衡，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讲师张宝坤，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雷升伟，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魏朝利，香港大学法学院博士后李东阳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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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由刘训练教授与段德敏长聘副教授为本次会议作总结。两人对

本次论坛的历程进行了回顾，给予与会学人的报告与讨论以高度肯定，并

表达了对更多优秀学术研究工作的期盼与鼓励。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与愉快

的氛围中顺利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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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公共治理讲座】洪源远 | 中国真的特殊么？反思比较政

治经济学 

2023 年 12 月 22 日，由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主办的北大公共治

理沙龙在廖凯原楼 241顺利举行。本次沙龙由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艾尔

弗雷德·钱德勒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 Yuen Yuen Ang（洪源远）主讲，北

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公共治理研究所研究员张长东主持，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宋磊，助理教授马啸、刘颜俊、曾渝、王越端、杨文辉、

刘宇辰、顾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陈沐阳，北京大学社会研

究中心助理教授杨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助理教授刘诗尧，美国威

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政治学系和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雷镇环，华盛顿

大学亨利·杰克逊国际研究院助理教授杨竹菁，康奈尔大学政府系博士候

选人马诗琦等共同作为与谈人出席活动，近 40位在校生参与讨论。 

 

讲座现场 

洪源远教授首先对中国在比较研究中的定位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她

以“中国真的特殊吗？”（Is China exceptional?）这一问题引入，反思

了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长期以来将中国视为特殊样本，并将相关研究在整

个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边缘化的“中国例外论”做法。洪源远教授

提出，当今比较政治经济学界的认知存在三个误区：其一是结构性的偏见

导致学者认为某些地区比其他地区更具普遍性；其二是学者对如何进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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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和利用比较方法得出结论的理解过于狭隘；其三是过分关注作为变量的

政体。以上原因导致学界对中国政治和中国发展的解释出现了偏差。 

随后，洪源远教授结合自身的科研和教学经历分析了“中国例外论”

误区的心理和学理根源。她讲述了自己如何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与一

位发展顾问学者讨论后者观点里潜藏的“欧洲中心论”偏见，并总结出重

要的方法论启发：将中国视作特殊案例的做法，可能更多是基于偏见和双

重标准，而非客观的事实，在比较研究中，如果强调基于中国案例的理论

有其适用范围（scope conditions），那么就必须认识到，西方案例同样

有其适用范围。而在一个“欧洲中心论”的学术语境下，基于中国案例提

炼的概念和理论往往需要改头换面、适应基于欧洲案例的话语，才容易得

到接受。 

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道，洪源远教授从结构视角出发展开讨论。首

先，她推荐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者通过阅读历史学家的著作培养对历史和

思想的敏感性，反思自身所持的深层的理论预设来自哪里；其次，她指出

中国学者本身持有的自我神秘化和自我特殊化心理，也是“中国例外论”

流行的重要原因，西方学界的普世主义（universalism）力量和中国学界

力图保持自身排他性（exclusion）的力量强有力地共同促成了现状。普

遍性与特殊性的结构性张力构成了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的基本处境。 

中国学者应当如何面对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张力？洪源远教授以

自己的著作 How China Escaped the Poverty Trap和 China’s Gilded 

Age为例分享了自己的看法。在这两部专著中，她始终坚持从一般性的治

理和发展理论视角考察中国案例的启示，而非将中国当作既有理论的例外

进行特殊化的分析。她认为，持这种研究方法的学者首先是理论工作者，

其次才是应用型的中国研究者（first and foremost a theorist, and 

then applied China scholar）。要做到这一点，研究者可以从历史学尤

其是“应用史学”（applied history）研究方法中吸收灵感，同时对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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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差异性保持敏感。洪源远教授认为，如果真正对西方历史有良好的认

识，就可以洞察发展政治经济学中看似普适的理论中的特殊性所在，并对

“什么是相似的？什么又是不同的？”这一根本性问题产生新的有价值

的思考。 

最后，洪源远教授认为，在缺乏好的研究问题或缺乏对涉及案例的深

入掌握的情况下，比较研究往往是没有价值的。她建议学者从扎实的问题

和对案例的深入理解出发进行研究，以此作为保障，即使是单一案例也能

产生很好的普遍性见解。 

在随后的交流中，参加沙龙的与谈人分别就中国案例与第三世界国家

经验的关系、中国与日本发展经历的比较、对中国案例进行理论普遍化的

挑战、如何从比较视角全面理解世界历史、国家与次国家比较的可能性以

及在教学和研究上突破西方中心论的方法等一系列话题提出了自己的看

法，并与洪源远教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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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公共治理讲座】王海骁 | 元和之踵：古代军队的忠诚及

其代价 

2023 年 12 月 27 日，由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主办的北大公共治

理讲座在廖凯原楼 126教室顺利举行。纽约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王海骁

（Erik H. Wang）受邀以 “元和之踵：古代军队的忠诚与代价”为主题

发表学术演讲，讲座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

究所研究员张长东主持。 

 

讲座现场 

首先，王海骁老师简要介绍了研究的理论定位和主要内容。现有文献

对国家能力的研究集中于汲取能力、行政能力，但是对强制性能力的关注

度不足。本次报告的研究问题是作为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的一环，

军事集权化如何影响了国家的强制能力。在战后国家重建过程中，统治者

经常要面对分散各地且有一定自治权的地方武装力量，而如何收拢军权就

成为了棘手的问题。王海骁老师运用中晚唐时期（769-877 年）的数据，

使用双重差分法，利用了元和十四年(819年)的军事集权化改革，探讨了

集权化改革如何影响地方的军事能力。 

接着，王海骁老师以翔实的实证结果展示了军事集权化对国家强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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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双刃剑效应。一方面，改革增加了统治者对地方精英的管控，降低了

地方顶级精英（节度使）反叛政权的概率。另一方面，中央集权削弱了地

方军队的强制性能力和地方顶级精英的权力，弱化了作战时的沟通机制，

导致军队打胜仗的概率降低。同时，改革增加了地方次级精英（“骄兵”）

的哗变概率，以及民众暴动的发生率。由此可见，军队集权化在提高忠诚

度的同时，降低了作战效率和军队纪律。王海骁老师也介绍了元和年间的

历史背景、研究的数据、因果推断，以及他本人近期推进的相关研究。 

最后，参会师生对报告中的历史情境、因果推断等问题进行提问，王

海骁老师逐一进行回复，讲座在热烈的讨论氛围中圆满结束。 

 

学术交流平台更新情况汇总 
 

 

 官方网站和官方微信公众号“北大公共治理”持续更新，两个重点栏

目：《专家视点》和《前沿聚焦》，主要分享研究所各位专家、学者、

院友在公共治理领域的最新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涵盖中国政治、比

较政治、国家治理、数字治理、社会治理、工业行政等政治学和公共

管理学的诸多方面。官方公众号的资讯类栏目：《会议预告》《新刊速

递》《人才招聘》《读书廊》《思想矩阵》等，主要持续收集和更新学术

资讯和研究动态。2023年 7月至 12月，公众号共推送各类文章 6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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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建设】 

学术团队建设重点支持项目7-12月进展情况 

为支持政府管理学院的学科发展，研究所设立了学术团队建设重点支

持项目，旨在通过支持学术团队组织并开展学术活动，推动教师人才队伍

建设，促进不同学术背景的教师围绕理论和实践重大议题开展协作研究，

形成结构合理、具有学术影响力和发展潜力的研究团队，构建北大政治学

和公共管理学可持续的学术影响力，打造“一流学科”的学术品牌。 

根据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确定的学科发展战略和优先资助计划，

经申请人设计论证和专家评审，共产生 7 项学术团队建设重点支持计划：

中外政治思想与制度、国家治理、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科创政策与工业

行政、现代城市治理、健康治理、政府环境治理等。目前，团队建设工作

已有序开展，各团队陆续举办学术活动、发表学术论文、开展数据库建设

等工作。研究所将持续汇总各团队建设进展情况，4-6 月具体进展如下： 

中外政治思想与制度研究团队（负责人：段德敏） 

 在学术传播平台建设方面：持续运营“政思坊”微信公众号，定期推

送政治思想、政治哲学与制度研究方面的学术资讯、研究论文、书评

等内容，力争打造中外政治思想与制度的学术交流平台。 

 在学术研究发表方面：发表 4篇学术文章，出版著作 2部。 

 在学术活动开展方面：（1）10月 10日，组织了【北大公共治理讲座】 

李海默|重思杰斐逊对柏克法国革命论的看法（1791-1821）；（2）11月

2日，组织了【北大公共治理讲座】叶颖|反启蒙者沃格林；（3）11月

22日，组织了【北大公共治理沙龙】范广欣|《社会契约论》首个汉译

本的传播与解读；（4）12月 7日，组织了【北大公共治理讲座】聂智

琪|重新发现代表：当代政治理论中的代表问题；（5）12 月 9-10 日，

举办了“中外政治思想史中的‘君主镜鉴’传统”主题论坛。 

 



 
37  

数字治理研究团队（负责人：黄璜） 

 在学术活动方面：2023年 9-12月，组织了 2023年度中国新型智慧

城市案例征集活动，经过多轮严格选拔，甄选出了 100个典型案例，

入选案例形成了《2023 中国新型智慧城市典型案例集》，并于 2023

中国新型智慧城市发展创新峰会上发布，同时纳入北大公共治理案

例库。 

 

健康治理研究团队（负责人：严洁） 

 在学术研究发表方面：发表 1篇学术文章。 

 在学术活动方面：8 月 19 日，参加了数字医疗与数字治理研讨会。 

 在学术资源方面：更新汇总了“全国医保政策数据库”“全国医保

经办服务对象需求调查数据库” 

 

现代城市治理研究团队（负责人：沈体雁） 

 在学术研究发表方面：发表 1篇学术文章。 

 在学术活动方面：（1）2023年 10月 27日和 30日，连续举办了两场

“公共治理时空动力学”主题学术沙龙；（2）10 月 30 日，组织了

【北大公共治理讲座】杨滔|场景驱动的数字孪生城市：思考与实践。 

 

科创政策与工业行政（负责人：宋磊） 

 在学术研究发表方面：发表 4篇学术文章，出版著作 1部。 

政府环境治理研究团队（负责人：杨立华） 

 在学术研究发表方面：发表 5篇学术文章，出版著作 2部。 

 在学术活动方面：11月17日，组织了【北大公共治理讲座】王迪|中

国农业对极端高温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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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团队（负责人：张长东） 

 在学术活动方面：（1）11月 8日，组织了【北大公共治理讲座】Dan 

Slater|多样性的不同路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及其他。（2）12

月 22 日，组织了【北大公共治理沙龙】洪源远|中国真的特殊么？

反思比较政治经济学；（3）12 月 22 日，组织了【北大公共治理沙

龙】洪源远|中国真的特殊么？反思比较政治经济学；（4）12 月 27

日，组织了【北大公共治理讲座】王海骁 | 元和之踵：古代军队的

忠诚及其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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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 

研究所学术成果发表情况 

7-12月，研究所共产出署名学术论文 34篇、著作 7本，多篇发表于

CSSCI、SSCI期刊收录。具体如下： 

孙明 
 《治道之统：传统中国政治思想的原型与定

型》 

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 

封凯栋  《潮起：中国创新型企业的诞生》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张允起  《维新与立宪：日本明治前期立宪史研究》 商务印书馆 

杨立华等著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基础》 北京大学出版社 

杨立华等著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研究方法·方法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燕继荣 马啸

等著 
 《发展政治学学科地图》 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越端 
《实验主义的宪法：中国、印度、美国的次国家

政策实验》 

哈佛大学亚洲中

心和哈佛大学出

版社 

李健 梁启超国家文化安全思想刍议 
陕西行政学院学

报 

李健 
反帝与国家安全：论李大钊对梁启超反帝思想的

超越 
理论建设 

张旭 段德敏 
现代国家的立法者科学——重新思考孟德斯鸠的

国家理论 

华中科技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

版) 

段德敏 俞涵

琪 
墨菲左翼批判理论透视 

当代国外马克思

主义评论 

周麟 沈体雁 
工业化进程中的土地制度变迁：历史沿革、根本

遵循与未来展望 

中共中央党校(国

家行政学院)学报 

燕继荣 林永

兴 刘舒杨 

制度创新的条件及实现路径——基于政府、市

场、社会的协商共治经验 
政治学研究 

燕继荣 体系与能力再造：新时代十年国家治理改革 中国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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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子莹 封凯

栋 陈俊廷 

创新经济转型中政府与市场的动态关系：以半导

体产业的创新融资为例 
中国软科学 

严洁 李钦帅 

牛冠捷 
从量化到计算:计算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与边界 北大政治学评论 

罗祎楠 在田野中发现“质性”:回到认识过程的方法论 

华中师范大学学

报 (人文社会科

学版) 

杨立华 
民本和民主的会通及其最新形式：全过程人民民

主的实例 

中国人民大学学

报 

杨立华 

中国国家现代化和新形态国家治理文明构建的深

层逻辑——“行为—关系”视角下“雪花模型”

的一种尝试性解释 

行政论坛 

孙明 
“中叶”与“中兴”之际——19世纪中国的一个

政治逻辑 

北京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孙明 
国家祀礼中的先代帝王与孔子:周秦汉唐礼制中

“先王—先师”分野的生成 
北大政治学评论 

苗庆红 钟明

熹 

中国城市财政体制改革探索——基于 X省 Y市的

案例研究 

中央财经大学学

报 

马啸 翁霆威 

周银圣 

地方发展中的“条赋块能”——基于铁路的案例

研究 

经济社会体制比

较 

刘颜俊 李宗

健 

超越“黑与白”:美国少数族裔间的政治合作与冲

突 
美国研究 

梁银锋 王镝 
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何以提升公共服务效率？—

—以“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建设为例 
电子政务 

万鹏飞 刘雪

萌 
现代化的学理思考：概念、理论和框架 

北京行政学院学

报 

张洪谋 城市智能治理中的感知、反馈与闭环 北大政治学评论 

宋磊 祝若琰 
公共组织如何创造知识：野中郁次郎跨域研究的

要点及其中国意义 
北大政治学评论 

宋磊 驾驭模块化：政策调整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文化纵横 

曾渝 蒋培源 区块链驱动的数字化协同治理 北大政治学评论 

杨文辉 
Institutions, interests, and policy 

support: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ZGRK/detail?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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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辉 

Power concentration and bottom-up 

information flow: Evidence from Chinese 

municipal congresses 

Governance 

封凯栋 姜子

莹 

Centralized Regime Gaining Information 

Capacity:Can China Approach to Innovation 

Frontiers? 

当代中国 

Lihua 

Yang， Kirk 

Emerso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strong state 

settings: perceived voluntariness and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Rural China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Ji Yeon 

Hong，

Wenhui Yang 

How natural resources affect corruption in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Wenhui 

Yang，Jing 

Zhao 

Blue Sky, Cold Heart: the Political Cos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Public 

Administration 

Wang D, 

Dong L, Di 

S 

Data-driven comparison of urban 

sustainability towards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unde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a review based on 

bibliometric analysis 

Frontiers in 

Energy Research 

Wang D, Dou 

W. 

Research on the synergy mechanism of 

multiple subjects in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volutionary game of carbon neutral 

strategy between China, the US, and the EU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Wang D, 

Dong L, Mei 

J. 

An advanced review of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policies in Germany, France, and 

the Netherlands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Di Wang。 

Wei Dou 

Investigation on how carbon markets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fect green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郭晓通 瞿骜 

张洪谋，

Peyman 

Noursalehi,

赵锦华 

Dissolving the segmentation of a shared 

mobility market: A framework and four 

market structure designs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C (TR_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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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著作 | 孙明：《治道之统：传统中国政治思想的原型与定

型》 

近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研

究员孙明的专著《治道之统：传统中国政治思想的原型与定型》由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该书系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学术团队建设重

点支持项目“中外政治思想与制度研究”阶段性成果。 

 

本书是一本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通论。中国之“道”是“务为治”

的治道。“治”是合天地、社会、人生与人心的整全之治。治道由皇、帝、

王、伯累世而来，命、位、君、师、作、述、明、行等概念织就“道权”

之网。圣王不再世，孔子不得位。道不完，治出二，王霸杂，失其统。士

人在明道与行道的分合之际，界定传道身份，讲明王道真义。王道何以超

越古今？直到宋儒“向上透一著”，贯通皇、帝、王之道，进入“全体大

用”的境界。不泥法制，不惑玄想，尊王黜霸，治出于一，治道从而有道

统。“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从实处入手，向上面体会，作

者想用一本书的篇幅来思考一个问题，用不中规矩的笔法来描“治”与“道”、

政治与思想密不可分、相即相应的内在关系及其历史表现，也不过是：不

古不今之学，一册我观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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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著作 | 封凯栋：《潮起：中国创新型企业的诞生》 

近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

研究员封凯栋的专著《潮起：中国创新型企业的诞生》由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出版。该书系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学术团队建设重点支持项目

“科创政策与工业行政”阶段性成果。 

 

本书着眼于中国企业及制度层面的战略转型，深入分析了中国汽车产

业和通信设备行业中创新型企业的成长路径。在历史上，正是这两个行业

中自主创新企业的崛起，帮助中国开启了产业政策转型的社会大讨论，并

最终促成中国产业政策范式向“自主创新”转型。本书通过对吉利、奇瑞、

比亚迪、华为、中兴和大唐电信等企业开展案例研究，尝试阐明它们与其

他本土企业的行动差异，并着重分析它们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发展起

来的。本书将帮助那些对中国创新型企业崛起感兴趣的读者更好地理解中

国工业发展的动态演进过程，并帮助他们探索中国现阶段创新转型需要完

成哪些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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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著作 | 张允起：《维新与立宪：日本明治前期立宪史研

究》 

近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研究

员张允起的专著《维新与立宪：日本明治前期立宪史研究》由商务印书馆

出版。该书系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学术团队建设重点支持项目“中外

政治思想与制度研究”阶段性成果。 

 

本书以日本明治前期立宪过程为研究对象，参考日文原始资料与相关

研究成果，考察该时期有关政体、国政、国体的理论著述，讨论政府和民

间的立宪构想、民选议院论争、主权与人权论争等关键问题。作者力求还

原明治前期立宪过程的真实面目，究明该过程在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地位

与意义，反思所谓德国模式、英国模式等流行观点，并尝试提出“过程史

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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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著作 | 杨立华等：《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基础》 

近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研究员

杨立华等编著的《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基础》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

版。该书系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学术团队建设重点支持项目“政府环

境治理”阶段性成果。 

 

本教材是对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性、整体性介绍。

全书共五编、十六章：第一编为“科学研究概论”，共五章，依次介绍了

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定义和分类，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哲学和发展路径，科

学研究的一般目的和理论建构，研究中的变量、变量间关系与因果关系，

因果机制；第二编为“研究设计、研究计划书与研究伦理”，共三章，依

次介绍了研究设计、研究计划书、研究伦理三个重要问题；第三编为“概

念、逻辑、测量与资料收集和分析基础”，共三章，依次介绍了概念界定

与逻辑选择、定性与定量测量基础、定性与定量资料收集和分析基础；第

四编为“基础研究方法综论”，共四章，依次介绍了规范研究、定性实证

研究、定量实证研究、混合研究四种基础研究方法；第五编为“研究汇报”，

用一章介绍了研究汇报的含义和要素、形式、类型、基础结构、基本写作

步骤、质量评价标准，以及研究汇报中的研究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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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材在回答“什么是科学研究”“如何开展科学研究”等问题的基

础上，在体例方面进行了创新，不仅注重科学研究方法介绍的全面性、系

统性，而且注重不同研究方法之间的整体贯通性，有助于读者构建整体、

系统的科学方法体系，为后续研究方法的持续学习和应用夯实基础。本书

还具有较强的研究性，提出部分具有独特性和开创性的新提法、新观点和

新研究，有利于读者在学习研究方法的同时，加强对研究方法的研究和促

进研究方法的进一步发展。本书每编前设有本编提要，章前设有本章要点，

章末设有关键术语、思考题、延伸阅读、经典举例等，不仅保持了体例的

相对一致，而且方便读者阅读和对比反思。本书也有意识地加强研究方法

和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研究方法、现实情景的有机连接，在具有广阔的国

际和人类视野的同时，也富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此外，本书还补充了扩展

知识等内容，以增加教材的趣味性，拓宽读者的阅读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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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著作 | 杨立华等：《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研究方法·方法

论》 

近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研究员

杨立华等编著的《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研究方法·方法论》由北京大学出版

社出版。该书系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学术团队建设重点支持项目“政

府环境治理”阶段性成果。 

 

本教材是《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基础》及《政治学与公共管理

研究方法·常用具体方法》（待出版）的姊妹篇，对现象学、民族志、符

号互动论、常人方法学、扎根理论、行动研究、批判性研究、女性主义研

究、叙事研究共九种方法论或研究范式意义上的常用方法进行了介绍。本

书依次讨论了上述九种研究方法的定义、特点和优劣势，起源、发展和理

论基础，适用范围与条件，研究方法的具体类型，研究设计及有效性，操

作流程，质量评价和保证，使用中应注意的问题等，通过本章小结、关键

术语、思考题、延伸阅读、经典举例等模块帮助读者形成对各类研究方法

全面、系统、多元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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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阅读本书，读者不仅能够增进对不同方法论或研究范式的了解，

而且可以从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的层次更好地理解各类基础或具体的研究

方法，从而为规范、科学地使用研究方法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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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著作 | 燕继荣 马啸：《发展政治学学科地图》 

近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所长燕

继荣，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研究员

马啸等编著的《发展政治学学科地图》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系北

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署名成果。 

 

该教材是“大学学科地图丛书”发展政治学分册，适用于研究生和本

科高年级的教学及研讨。本书系统介绍了发展政治学的整体概貌、发展历

程、主要理论流派、重点范畴、学科前沿、研究方法以及经典著作、代表

学者、学术期刊、学术组织等内容，全面展现了发展政治学学科的整体图

景。   

本书的编写汇集了全国各高校力量，各章节的撰写者来自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政治

学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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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政治学学科地图》的出版是北京大学政治学学科教材建设的最

新成果。今年 7月，为全面准确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

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精神，建设国家级教材研究专业机构，服务国家教

育发展和教材建设重大战略，教育部认定批准第二批 14 家教材建设重点

研究基地，全国唯一的政治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设在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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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著作 | 王越端：《实验主义的宪法：中国、印度、美国的

次国家政策实验》 

近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研

究员王越端的专著《实验主义的宪法：中国、印度、美国的次国家政策实

验》，由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和哈佛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该书系北京大学

公共治理研究所署名成果。 

 

一百年来，美国联邦制常被政界和学界称为“民主的实验室”

（laboratories of democracy）——意即该国制度化的央地分权和州际

竞争，促进了各州成为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新政策的发源地，从而带

动了美国制度整体的演进。作为第一本系统性对比不同国家的次国家政策

实验的专著，《实验主义的宪法》认为联邦实验室这一概念不仅可以适用

于美国宪法，还可以被应用于央地结构、政治竞争程度等方面都大相径庭

的不同体制中。该书以中、印、美为例，展示了这些国家如何基于各自宪

法机制和精英政治间的互动，建构出了迥异的次国家实验体系。通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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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家的政策实验的特点及其优劣，该书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三

个超级大国各自独特的发展模式。 

 

 

 

 

 

 

 

 

 

 

 
 

 

报送：北京大学郝平书记、龚旗煌校长、乔杰常务副校长、陈宝剑常务

副书记、王博副校长、顾涛党委副书记、宁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董志勇

副校长、张锦副校长；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初晓波部长、各副部长；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张静主任、文东茅副主任、王正毅副主任、陈瑞华

副主任； 

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理事会、发展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全体成员；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全体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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