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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召开2024年上半年总结会 

9月 19日，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 2024年上半年总结会在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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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汇报了研究所上半年在宣传平台、科研项目、对外合作、财

务报销等方面的工作情况，总结了七个学术团队重点支持项目上半年

取得的成果。 

会议讨论了研究所下半年的重点工作，研究了相关学术活动的实

施计划，细化了《北大公共治理案例与数据库》的建设方案和案例征

集方案。此外，会议对研究所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学术研究领域进行了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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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动态】 

北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基层治理创新与地方政策发展”系

列学术活动举行 

7月 29日—8月 1日，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北京大学公共

治理研究所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术院联合主办的“基层治理创

新与地方政策发展”系列学术活动在东京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院校的学者，与日方早稻田大学、东京大

学、庆应大学、一桥大学、明治学院大学、亚洲经济研究院等 10 余

所高校及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参与研讨。此次学术交流，旨在从历史

与现实维度对中日基层治理的发展历程、现状、经验等展开深入分析，

在此基础上探索其未来方向与改善路径，为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基

层治理比较研究提出新思路、新办法、新方案。 

7 月 29 日上午，早稻田大学社会连携课课长荻原里砂女士向代

表团介绍了早稻田大学在 27 个县市町开展的区域合作、产学合作、

社会服务项目方面的情况。代表团对早稻田大学在区域合作与社会服

务项目方面的努力和成就表示赞赏，并表示希望借鉴这些成功经验，

加强与早稻田大学在相关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联合打造跨国实践实习

基地。7 月 29 日下午，“基层治理创新与地方政策发展：日本与中

国”论坛开幕式中，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公共治理研究

所所长燕继荣教授，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术院唐亮教授分别致开幕

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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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学者合影 

7 月 30 日上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北京大学公共治理

研究所代表团考察了早稻田大学南伊豆上贺茂的乡村实践基地。代表

团与当地居民、工作人员调研团队围绕合村并町、农村人口流失、人

口老龄化、中青年人口返乡、促进乡村振兴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访谈交

流，就日方基层治理中对年轻人返乡的促进措施和应对农村发展挑战

方面的经验做法进行调研。7 月 30 日下午，调研团队与南伊豆町町

长冈部克仁先生、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早稻田大学地区支援合作队、

养老机构建设项目负责人、返乡创业青年等代表进行座谈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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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影留念 

8月 1日，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

代表团，与东京都城市研究所的理事长小早川先生以及相关研究人员

座谈，小早川对代表团的访问表示了热烈欢迎。 

这次论坛是北京大学与早稻田大学学术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两校在推动学术研究和实践创新方面合作的具体体现。自 1982 年

北京大学与早稻田大学签署学术交流协议以来，两校在众多领域确立

了交流合作关系。本次论坛的召开以一种崭新的合作方式，进一步促

进两校落实双方合作协议、开阔合作领域，也为未来的进一步合作强

化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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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讲座“约翰·邓恩：约翰·洛克：六十年研究（1962-

2024）”举行 

9月 13日上午，主题为“约翰·洛克：六十年研究（1962-2024）”

的讲座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B112 会议室举行。本次讲座由著名

政治理论与思想史家、剑桥学派创始者与代表人物之一的约翰·邓恩

（John Dunn）教授主讲。本次讲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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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校内外老师和学生参

与了讨论。 

 

邓恩教授介绍了自己如何进入到洛克研究的学术领域中，及在学

术生涯中和同僚们的智识交际。邓恩教授对洛克研究进行简要的介绍，

并由此引申到更普遍的政治学问题。他认为一个有关政府的理论，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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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是一个可以让人们生活在一起的理论。一个适宜公民生活的共同体，

必须建立在理性和共同的信任的基础上。在这个意义上，人和共同体

的关系就变得很重要，而这就涉及到了洛克关于劳动和财产权的理论。

关于财产和人身依附的奴隶制作为一种财产形式，邓恩教授引申到了

资本主义、奴隶制、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政治理论问题。 

在演讲结束后的评议环节中，在场的其他老师同学们和邓恩教授

就西方民主所遭遇到的危机、政治思想研究方法论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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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转型与未来城市治理研讨会顺利召开 

9月18日，城市转型与未来城市治理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

学院顺利召开。此次研讨会旨在交流各国在当前转型时期城市治理中

的前沿实践与理论发展，实现城市治理文明互鉴。本次会议由北京大

学政府管理学院和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联合主办，会议由北京大

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城市与区域管理系副主任孙铁山主持。 

会议首先由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巴特雷规划学院院长Mike Raco教

授带来关于城市治理主体与客体的报告。他深入剖析了推动城市治理

变革的进程，包括公共治理中融资模式及其影响、国家与市场之间界

限的重新划分、新兴技术对治理体系的影响等。他特别指出，当代城

市治理亟需新形式的知识和创新路径。随后，伦敦大学学院巴特雷规

划学院研究主任Lauren Andres教授重点分享了关于多重危机背景下

城市治理适应性韧性的研究，探讨了在后疫情时代，如何在面对前所

未有的多重危机时增强城市的适应力与韧性。 

随后，来自国内外多所知名高校的六位专家学者也分享了他们的

最新研究成果。发言专家学者包括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刘佳燕、中

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教授侯晓蕾、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

孙铁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刘伦、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博

士后赵健婷，以及剑桥大学土地经济系博士研究生熊雨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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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最后，专家学者们围绕城市转型与未来城市治理议题展开了

圆桌讨论，就中国与英国的实践与政策比较、未来趋势展望等进行了

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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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数字治理团队参与编制的《数字

生态指数2024》发布 

9 月 20-21 日，“第二届数字生态与治理论坛暨数字生态指数

2024发布会”在湖北省武汉市举办。会议举行了《数字生态指数 2024》

发布，该指数由北京大学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联合

多方共建数字生态协同创新平台，共同开展数字生态指数研究，从数

字生态视角入手探讨数字发展与数字治理，已连续五年发布了数字生

态指数，为各领域加深理论认知深度、提高实践指导水平、制定切实

政策建议等提供了有效工具。 

 

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数字治理团队从 2022 年起参与指数编

制工作，已连续三年负责提供数字乡村相关分指数，包括乡村数字治

理指数、乡村数字经济指数、乡村数字社会指数。分指数以 12 家国

内主流新闻媒体网站作为大数据来源，采集了相关媒体网站在 2023

年 6 月至 2024 年 6 月的数字乡村相关报道内容，并采用大语言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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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进行了数字化建设内容与省市地点识别，最后形成地级市级的数

字乡村各领域报道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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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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月，公众号共推送各类文章 2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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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建设】 

学术团队建设重点支持项目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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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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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举办了【2024政管国际论坛】约翰·邓

恩|约翰·洛克：六十年研究（1962-2024）。 

现代城市治理研究团队（负责人：沈体雁） 

 在学术活动方面： 9月 18日，举办了城市转型与未来城市治理

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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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篇学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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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编制的《数字生态指数 2024》发布。 

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团队（负责人：张长东） 

 在学术研究发表方面：发表 1篇学术文章。 

 在学术活动方面： 9月 9日，举办了【北大公共治理讲座】唐

亮 | 地方政治精英晋升机制和治理能力:比较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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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篇学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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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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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 

研究所学术成果发表情况 

7-9 月，研究所共产出署名著作 2 本，署名学术论文 13 篇，多

篇发表于 CSSCI、SSCI期刊收录。具体如下： 

作者 标题 出版单位 

燕继荣等 《国家治理评估研究》 商务印书馆 

杨立华等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常用具体方

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 

杨立华 
盖房先烧砖:文明政治学和文明公共管理学

的概念体系 

上海交通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 

杨立华 张

莹 

国家治理的中国话语体系创新——基于孟子

三层次范式的分析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学报》 

句华 杨腾

原 
找回传统：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建设路径初探 《学海》 

刘伦 王辉 

史方晨 

基于人群出行网络的超大城市内部公共卫生

风险关联研究 

《城市发展研

究》 

宋磊 袁子

一 祝若琰 
中日产业政策范式变迁的差别及其根源  现代日本经济 

祝若琰 刘

洋戈 

政府“挑选赢家”如何影响企业的创新行

为: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入库优惠政策的

效果评估 

《中国科技论

坛》 

刘颜俊 周

礼为 王超

晨 

竞逐安全:后冲突社会安全供给与公众信任 
《国际政治科

学》 

燕继荣 李

修科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问题意识和现实意义 《行政论坛》 

王子琛 张

长东 
竞逐极端:一个政党政治极化的博弈论模型 

《比较政治学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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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辉 赵

静 

政府回应、政策收益与公众政策评价：基于

清洁取暖改造执行的联合实验研究 

《公共行政评

论》 

张权 燕继

荣 阎晓阳 

党的领导在国家治理实践中的贯彻：模式与

类型——以新时代网络信息内容治理为例 
《政治学研究》 

王玥 陈鹤 
中国健康社区构建政策的量化评价——基于

PMC指数模型 

《中国卫生事业

管理》 

曾渝 
Communities built on political trust: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a 
Urba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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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