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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动态】 

公共治理研究所参与编写的《AI大模型对我国劳动力市场

潜在影响研究2024》发布 

2024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公共治理研究所与智联招聘

组成课题组，继续发布《AI大模型对我国劳动力市场潜在影响研究：

2024》。观察大模型技术发展带来的招聘需求变化，包括跟大模型直

接相关的岗位，以及劳动力市场上的其他岗位。并从地域层面，评估

各城市 AI产业发展水平，及其劳动力市场受大模型技术影响的程度。

希望为市场各方了解大模型影响进而积极应对提供参考。核心发现：     

一、AI技术的发展，带来的 AI人才需求变化     

大模型、自动驾驶相关岗位招聘需求增加，自然语言处理岗位量

翻倍；模型相关岗位招聘薪资上涨，自然语言处理岗位薪资同比增 11%；

大模型相关岗位对学历、经验的要求提高，4成要求硕博学历编程语

言、机器学习框架、神经网络是大模型人才必备技能。 

二、大模型技术的应用，对企业招聘的影响     

 “大语言模型影响指数”高的职业，招聘占比下降，供给端调

整略显滞后；“大语言模型影响指数”高的职业，招聘要求提高；大

模型技术影响的职业，与远程办公类职业重合度较高 

三、AI技术发展和影响的地域差异     

一线城市、省会城市的人工智能发展水平更高；中西部省会城市

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更易受大模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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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互鉴与知识自主：政治思想史新锐工作坊举行 

2024年 10月 8日，主题为“文明互鉴与知识自主”的政治思想

史新锐工作坊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1会议室举行。本次工作坊由北

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公共治理研究所研究员段德敏主持，

来自六所高校的多位学者参与了讨论。 

上半场的分主题为“近处的远方：旅行与政治思想史中的文明互

鉴”。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张旭老师、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

院政治学系的任舒怀老师、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夏尔

凡老师、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钟晨宁老师分别发表主旨演

讲。 

 

会议现场 

下半场的分主题为“‘不能’还是‘不够’：‘冷战自由主义’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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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批判”。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孙宇辰老师、复旦大学高等人文科学

研究院的谭锐捷老师、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党成孝老师、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的朱华辉老师分别发表主旨演

讲。 

工作坊现场气氛活跃，与会师生围绕各分论题及发言内容展开了

热烈的讨论，段德敏老师从专业的角度发表了深刻的见解和评论。本

次工作坊增进了师生对文明互鉴与知识自主等主题的思考，也激发了

大家进一步研究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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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讲座“The Upcoming Election and What It Can 

Mean For US-China”举行 

2024年10月17日，主题为“The Upcoming Election and What 

It Can Mean For US-China Relation”的学术讲座在北京大学政府

管理学院127教室举行。本次讲座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

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George and Sadie Hyman讲席教授毛学峰

（Andrew Merth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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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校内外各院系的

20余位师生参加讲座。 

毛学峰教授首先回顾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指出在过去十年中，

两国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中美关系曾经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

边关系，如今却被许多复杂的国内外问题所掩盖。通过分析美国大选

及两党对华政策，毛学峰教授指出，美国国内政治的分裂与政策的不

确定性进一步增大了处理中美关系的难度。尽管当前美国总统选举充

满不确定性，并且两位候选人的执政风格也充满变化，但近年在两党

政府中，许多真正具备中国经验的政府官员在逐渐被取代，这一趋势

为美国重新建立中美长期合作关系带来了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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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 

随后，基于对“美国2025计划”中关于中国内容的分析，毛学峰

教授指出，中美在各个领域的误解和对抗可能会引发严重的问题。结

合自己在中国的经历，毛学峰教授强调理解对方文化和制度对于处理

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尽管中国对美国的了解相对充分，但美国对中国

的认识仍显不足。两国关系的关键在于，双方需要在“充分理解对方”

的基础上找到相互共存之道。最后，毛学峰教授对中美关系持谨慎的

乐观态度。尽管当前中美关系仍较为严峻，但未来关系转向更加积极

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推动中美关系回归建设性轨道，需要政府、学术

界和民间等多个层面进行持续的努力和对话。 

在演讲结束后，毛学峰教授就美国种族问题、国内政策议题、总

统选举、学术交流等多个领域对于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影响与现场师

生进行了深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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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讲座“美国民主的危机与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再思

考”举行 

2024 年 10 月 17 日，主题为“美国民主的危机与民粹主义和精

英主义再思考”的学术讲座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126 教室举办。

讲座由美国著名政治理论家、美国人文艺术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

文学学院院士、美国政治与法哲学学会前任会长、普林斯顿大学

Laurance S. Rockefeller 讲座教授史蒂芬·马塞多（Stephen 

Macedo）主讲，密集探讨了与 2024 年美国总统大选紧密相关的多重

政治议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公共治理研究所研究

员段德敏主持了本次讲座，多位校内外师友参与了讨论。 

马塞多教授首先在讲座中回顾了当下的美国政治局势，强调 2024

年总统大选不仅关乎总统职位的归属，更关涉到对国会两院控制权以

及未来政策话语权的争夺。其次，马塞多教授对民粹主义的兴起进行

了深入分析。此外，马塞多教授还探讨了美国移民政策的变化，并对

其影响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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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 

马塞多教授对美国民主的未来表示了关切。他指出，当前的民主

危机部分在于政治精英与一般民众对自身政治责任的忽视。在政治极

化的背景下，社会团结与对政府信任的逐渐丧失导致了更深层次的民

主危机。 

在讲座后的评议环节，到场师生与马塞多教授就全球不平等、民

粹主义扩张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马塞多教授表示，在全球化时

代，应当审慎处理国内政治与国际互动之间的张力，特别是国际体系

下的相对发展与绝对发展之间的价值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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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公共治理讲座】陈雨新 | 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建构 

2024 年 10 月 24 日下午，主题为“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建构”的

讲座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207教室举行。本次讲座由中国人民大

学经济学院陈雨新老师主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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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颜俊老师主持，40 余位来自各院系

的师生参与。 

本次讲座中，陈老师结合自己的三篇研究成果，讨论了中国古代

国家建构路径如何化解军事和政治上的挑战，以及如何对长期政治发

展产生影响。，陈老师介绍了中国历史上分裂与统一交替演变的政治

发展特征，并具体分析了三个政治上外重内轻时期的国家建构。陈老

师也展示了三篇研究成果的实证分析，包括历史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模型设定、回归分析以及异质性和稳健性检验。在交流环节中，陈老

师对在场学生提出的春秋时期战争类型与集权/分权之间的内生性等

问题进行了回应。 

本次讲座增进了同学们对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建构这一重要议题

的理解，拓展了同学们对量化历史研究方法的认识，激发了对有关议

题的探索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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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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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实体数字身份系统研讨会举行 

2024年 10月 28-29日，经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批准，在

商务部指导下，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

主办的 APEC 实体数字身份系统研讨会在北京格兰云天大酒店顺利召

开，来自越南、泰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印度尼西亚、美国、菲律宾、

秘鲁、中国香港、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全球法人识

别编码基金会（GLEIF）等十余个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 70余位政产学

研界代表线上线下参加了研讨会。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公共治理研究所所长燕继荣教授， 

商务部国际司二级巡视员（副司级）沈晓凯先生分别在开幕式致辞。 

 

会议合影 

议题分享环节，北京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元宇宙技术研究所所

长陈钟，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胡凌，上海市数字证书认证中心有限

公司战略发展中心总监郑宁，慧贸天下（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杨泽涛，全球法人识别编码基金会（GLEIF）亚太业务发展负责人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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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全球法人识别编码基金会（GLEIF）中国区负责人张彦钊，卡内

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助理教授 Steven Wu，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总工程师李建辉，苏州工业园区审批局办公室主任王志远，公安部网

络安全保卫局处长蒋文合，中关村金融科技产业发展联盟副理事杜宁，

中金金融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朱钢，工信部电子五所数字经济负

责人相里朋，APEC 政策支持小组的 Andre Wirjo 等来自各领域的嘉

宾代表分别围绕“实体数字身份系统的应用和优势”“实体数字身

份系统和跨境贸易便利化”“区块链技术在数字身份领域中的应

用”“中国实体数字身份系统案例分享”“实体数字身份系统的数

据隐私和安全挑战”“实体数字身份系统的信任建立和标准化操

作”“缩小地区间数字鸿沟，加强亚太地区实体数字身份系统合作”

等 7个议题展开研讨。 

小组讨论环节，与会嘉宾围绕跨境数字身份协作面临的机遇与挑

战以及数字身份未来发展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分享了各自的见解和

建议，为更广泛地采用数字身份提出建议，并探索了跨行业的新兴应

用。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公共治理研究所副所长黄璜教授

做闭幕致辞。研讨会结束后，与会人员前往北京市中关村科学城(海

淀区)规划展览馆进行实地考察与交流，深入了解北京市海淀区在智

慧城市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方面的经验和成果，为亚太经合组织数字

身份系统的合作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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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公共治理讲座】Dr. Raquiza | 公民参与国家预算

过程：菲律宾社会观察运动的替代预算倡议 

2024年 11月 8日晚，主题为“公民参与国家预算过程：菲律宾

社会观察运动的替代预算倡议“的学术讲座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

院 305 室举办。受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研究员杨立华教授邀请，

讲座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访问学者、菲律宾大学公共行政与治理

学院（NCPAG）的副教授——Maria Victoria R. Raquiza博士主讲。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雅博士后马壹主持了本次讲座。讲座采取线

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吸引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校内外各院系师生

近 40余人参与。 

Raquiza 博士首先介绍了菲律宾社会观察项目和替代预算倡议

（ABI）的发展背景，然后讲解了公民如何参与预算过程、替代预算

倡议的内容和流程。最后，Raquiza博士讲述了目前面临的挑战与经

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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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 

主旨演讲后，参与讲座的师生围绕菲律宾医疗制度建设、Raquiza

博士为何关注公民参与预算过程问题研究、如何激励公民参与、中国

与菲律宾公民参与氛围的差异、中国和菲律宾的 NGO 组织发展差异、

中西方文化差异等问题开展了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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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与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交流闭

门会举行 

2024 年 11 月 10 日下午，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大学

公共治理研究所主办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与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

发展”系列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廖凯原楼 342多功能厅开幕。来自中共

中央政法委员会、科技部、工信部、中央网信办、公安部、国家发改

委等十余个国家机关的数位领导，北京大学香港特区高级公务员 MPA

学员，以及部分企业代表，共 40 余人参加了首场研讨会。本次会议

由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创始院长、元宇宙技术研究所所长陈钟

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公共治理研究所所长燕继荣教授作

开幕致辞。 

议题分享环节，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段慧玲教

授，北京大学武汉人工智能研究院执行院长吴志强教授，北京大学软

件与微电子学院创始院长、元宇宙技术研究所所长陈钟教授，中国工

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化工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金涌教授，腾讯研究

院前沿科技研究中心主任王强先生，微软亚太研发集团运营、传播及

公共事务副总裁商容女士分别发表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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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合影 

交流研讨环节，自然资源部代表与腾讯集团副总裁、腾讯研究院

总顾问杨健分别就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未来前景展开讨论。 

本次会议汇聚了来自政、产、学、研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学者，

共同探讨了人工智能治理的现状、挑战以及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推动经

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加强了国内外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交流

与合作，也为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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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公共治理讲座】苏毓淞 | Intangible Lovers in 

MAR 

2024年 11月 28日下午，主题为 Intangible Lovers in MAR: 

Preference Falsification and Social Desirability Bias in 

Political Science 的讲座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207 教室举行。

本次讲座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苏毓淞教授主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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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颜俊

老师主持。本次讲座是北京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政治分析中的重大

问题》课程、北京大学比较政党与政治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公共治理

研究所学术活动的一部分，40余位来自各院系的师生到场参与。 

 

讲座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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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讲座聚焦于偏好伪装（preference falsification）和社会

期望偏差（social desirability bias）在政治科学研究中的关键作

用，并详细展示了应对数据缺失问题的统计分析方法和研究设计策略。 

以政治信任的测量为核心案例，苏老师进一步探讨了识别和应对

这些数据随机缺失现象的方法，包括列举实验、背书实验、多层回归

和事后分层、双重差分法等。最后，苏老师强调应该将数据分析和田

野访谈相结合，从而深入理解政治科学研究中的偏好伪装和社会期望

偏差问题，探索复杂政治行为背后的真实动机和结构性影响。 

在交流环节中，苏老师对在场学生提出的个人属性变量能否进行

缺失值插补、政治信任研究的调查设计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细致回应。

本次讲座增进了同学们对政治科学中的偏好伪装和社会期望偏差现

象的理解，拓展了同学们对缺失值处理前沿方法的认识，激发了对有

关议题的探索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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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和深化驻村指导员制度专题研讨活动举行 

2024 年 11 月 30 日，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大学公共

治理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治理与自主知识构建”系列研讨会“坚持

和深化驻村指导员制度专题研讨活动”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举

办。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

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山东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学习时报》、

人民日报《国家治理》、《党建研究》等国内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

20位专家学者，以及来自绍兴市委市政府、绍兴市柯桥区委区政府的

领导们参会。 

 

会议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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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教授，中共绍兴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谢国民分别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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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桥区委书记陈豪介绍了柯桥区的经济、地理、人文情况，梳理

了驻村指导员制度的历史脉络，总结了驻村指导员制度和基层治理经

验的四点体 

主题交流环节中，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王

懂棋教授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卢志强博士作主旨演讲。 

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北京

大学博雅讲席教授王浦劬教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统一战线

教研部主任褚松燕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陈军亚教

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雅特聘教授何艳玲教授分别做点评。 

在自由讨论环节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央

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党总支原专职副书记刘

能杰，《学习时报》政治文化部副编审翟月荧，人民日报《国家治理》

副主编王克，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教授郑寰，

北京大学习研院助理教授刘舒杨，北京大学习研院助理教授彭莹莹分

享了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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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讲座“冰山之下：特朗普2.0时代美国政治思潮的图谱

与走向”举行 

2024年 12月 4日晚，主题为“冰山之下：特朗普 2.0时代美国

政治思潮的图谱与走向”的讲座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505 教室

举行。本次讲座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庞金

友主讲，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公共治理研究所研究员

段德敏主持。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美国遭遇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在国际上，新

兴经济体崛起，美国单极格局解体，贸易体系重组；国内经济不平等

加剧，政治极化、民粹主义、身份政治等问题突出，文化层面也陷入

多元文化困境，传统观念与新兴观念激烈碰撞，信息技术发展带来数

字巨头垄断等新问题。 

庞金友教授指出，与以往保守主义所处的时代相比，特朗普时代

保守主义的形势更严峻，需要解决的关键议题更复杂，包括经济不平

等、政治极化、文化冲突、观念分歧及技术带来的挑战，等等。特朗

普主义追求美国利益至上，手段激进，虽与传统保守主义不同，但也

面临诸多困境。特朗普主义能走多远，终将由美国的经济、政治、社

会、文化、技术、观念等诸多因素合力决定。但是，特朗普主义作为

美国保守政治的特殊形式，必定深刻且持久地影响美国政治尤其是美

国保守主义运动的走向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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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 

美国政治思潮的演变不仅是其国内社会矛盾和政治博弈的结果，

也对全球政治格局产生着重要的示范和影响作用。对于其他国家而言，

美国政治思潮的变化提供了一个观察和思考政治发展趋势的重要案

例，有助于各国在全球化背景下更好地应对类似的政治、经济和社会

问题。同时，这也提醒我们要密切关注国际政治思潮的动态，加强跨

文化交流与理解，共同推动全球政治文明的健康发展。 

本次学术讲座为深入理解特朗 2.0 时代美国政治思潮的复杂性

和多样性提供了宝贵的学术资源和思想启示。最后，庞金友教授与听

众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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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向——市民热线与回应性政府”平行论坛在京举行 

2024 年 12 月 19 日，由北京市朝阳区委、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

府、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和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共同承办的

“同向——市民热线与回应性政府”分论坛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该

论坛是北京接诉即办改革论坛的 6场平行论坛之一。来自北京市各有

关单位、中外专家学者、媒体、群众代表及兄弟省市领导等共 500余

人参加了本次论坛。 

北京市朝阳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赵海东主持领导致辞环节。北

京市副市长司马红，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姜国华，北京市朝阳区委书

记文献分别致辞。 

 

会议现场 

北京大学纪委副书记、政府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李海燕主持主旨演

讲环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纽约前副市长汤普森教授，北京市

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党委书记姚磊主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公共治理研究所所长燕继荣教授，德勤亚太首席战略与创新官谭瑞先



25 

 

生，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教授、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彼得，浙江

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主任黄萃，香港

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系主任、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何深静教授，北京

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沈体雁，北京市朝

阳区政府党组成员杨洪福副区长分别发表主旨演讲。 

在互动交流环节，外籍企业家代表、基层社区书记代表、办理部

门代表三位嘉宾，围绕城市热线对企业市民诉求快速响应的案例进行

了深度分享，海南省、成都市、呼和浩特市、阜阳市四个兄弟省市通

过视频分享了他们为民服务的时代故事。 

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黄璜教授为本次论

坛做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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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中国城市治理创新论坛在京举办 

2024 年 12 月 20 日，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大学公共

治理研究所、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联合主办，新华数字政府研究

中心协办，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提供学术支持的“2024 中国城市治

理创新论坛——政务热线驱动中国城市治理创新”在北京大学中关

新园圆满落下帷幕。本次论坛聚焦政务热线驱动中国城市治理创新，

强调了政务热线在以人民为中心，畅通民意渠道，提升政府回应能力

方面的重要性，吸引了众多国内外专家学者、政府官员等参会，与会

者共同探讨了城市治理创新的新思路与新方法。 

 

论坛现场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姜国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燕继荣

及北京大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

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分别致辞。 

会上，第四届“中国城市治理创新优秀案例奖”启动仪式及《城

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智库通讯》期刊启动仪式相继举行。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前纽约市副市长 J. Phillip Thomp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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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菲利普·汤普森），全国市长研修学院(住房和城多建设部干部

学院)党委书记全河，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政务服务平台运营部主

任、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和监管平台运营中心运营总监杨光，北京大

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沈体雁，上

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张志原分别发表主旨演讲。 

本次论坛的成功举办，不仅为我国城市治理创新提供了新的理论

支撑和实践经验，也为国内外专家学者、政府官员搭建了一个交流合

作的平台。论坛深入探讨的政务热线在城市治理领域的多维度运用与

效能挖掘，高度契合“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时代需求。未来，相

信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政务热线将在城市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为我国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生活品质的提升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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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公共治理讲座】景怀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机理的

三重考察 

2024 年 12 月 26 日下午，主题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机理的三

重考察”的讲座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241教室举行。本次讲座由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景怀斌教授主讲，北京大学政府管

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公共治理研究所研究员刘颜俊老师主持。本次讲

座是北京大学比较政党与政治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学

术活动的一部分，20余位来自各院系的师生到场参与。 

本次讲座中，景老师结合自己的研究讨论了三个主要问题：作为

政治生活的共享意义系统，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如何在文明发展中定型？

如何具有政治价值观、情感与思维方式功能？又如何在现代社会发生

转换？  

 

讲座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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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流环节中，景老师对在场学生提出的文化作为治理方式的特

点、政治文化与民众社会态度等问题进行了回应。本次讲座增进了同

学们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这一重要议题的理解，拓展了同学们对多种

方法结合的认识，激发了对有关议题的探索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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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主要持续收集和更新学术资讯和研

究动态。2024年 10-12月，公众号共推送各类文章 38篇。 

“北大公共治理案例与数据库”的案例征集持续进行，2024 年

10-12月，案例库收录案例 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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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建设】 

学术团队建设重点支持项目1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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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1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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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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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术活动方面：（1）10月8日，举办了文明互鉴与知识自主：政

治思想史新锐工作坊；（2）10月17日，举办讲座“美国民主的危

机与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再思考”；（3）10月25日，举办讲座“作

为支配的剥削：是什么使得资本主义不公正”；（4）10月30日，举

办讲座“话语的反噬：平等权利、优越权利与权利哲学困境”；（5）

11月1日，举办讲座“话语的反噬：平等权利、优越权利与权利哲

学困境”；（6）12月4日，举办讲座“冰山之下：特朗普2.0时代美

国政治思潮的图谱与走向” 

 在学术研究发表方面：发表1篇学术文章。 

现代城市治理研究团队（负责人：沈体雁） 

 在学术活动方面：（1） 10月 31日，【北大公共治理沙龙】超大

城市公共管理问题的空间异质性研究:以北京为例；（2）12月 19

日，举办“同向——市民热线与回应性政府”平行论坛；（3）12

月 20日，举办“2024中国城市治理创新论坛”。 

科创政策与工业行政团队（负责人：宋磊） 

 在学术研究发表方面：发表 1篇学术文章。 

 在学术活动方面：11月 27日，【北大公共治理讲座】林盼 | 党

组织‘嵌入’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展历程和制度逻辑。 

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团队（负责人：黄璜） 

 在学术研究发表方面：发表 1篇学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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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术活动方面：10月 28-19日，举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

实体数字身份系统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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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7 日，举办了学术讲座 The 

Upcoming Election and What It Can Mean For US-China;（2）

12 月 30 日，【北大公共治理沙龙】Skilled Emigration and 

Status Concerns: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Upper-Middle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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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篇学术文章。 

 在学术活动方面：11 月 8 日，举办学术讲座“公民参与国家预

算过程：菲律宾社会观察运动的替代预算倡议”。 

健康治理研究团队（负责人：严洁） 

 在学术活动方面：（1）10 月 24 日，【北大公共治理讲座】陈雨

新 | 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建构；(2) 11月 28日，【北大公共治

理讲座】苏毓淞 | Intangible Lovers in MAR；（3）12月 26

日，【北大公共治理讲座】景怀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机理的三

重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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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 

公共治理研究所学术成果发表情况 

10-12月，研究所共产出署名学术论文 6篇，多篇发表于 CSSCI

期刊。具体如下： 

作者 标题 出版单位 

史方晨 刘

伦 

人工智能如何驱动政府循证决策创新？——

一个从知识视角出发的探讨 

《数字治理评

论》 

黄璜 数字治理学科建设的若干基本问题 《行政论坛》 

段德敏 
复数人民的一体化——政治哲学视角下的欧

洲整合问题 
《学术月刊》 

王镝 章扬 
企业数字化转型、策略性绿色创新与企业环

境表现 
《经济研究》 

王晨 路风 
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起源——从国共两党建

立货币金融体系的经验看历史的分野 
《开放时代》 

路风 何鹏

宇 

新型举国体制：中国政治领导层力图完成重

大变革的任务体制 
《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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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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国华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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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