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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研究所召开学术团队建设重点支持项目评审会

8 月 16 日，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学术团队建设重点支持项目

评审会在廖凯原楼召开。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杨立华、孙明、宋磊、

张长东、封凯栋、薛领，研究所副所长李海燕、句华、严洁、黄璜，

各团队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出席了会议。会议由研究所所长燕继荣

与学术委员会主任周志忍共同主持。

燕继荣向与会人员介绍了学术团队建设的重要意义。为支持学院

学科发展,研究所研究决定设立学术团队建设重点支持项目，旨在通过

支持学术团队组织和开展学术活动,更好地推动教师人才队伍建设,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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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相关学术背景的教师协作研究、形成合力,并进一步构建结构合理、

具有学术影响力和发展潜力的研究团队,形成可持续的学术影响力，并

成为知名的学术品牌。

各团队负责人分别从团队基本情况、团队信息、项目内容、经费

预算等方面进行了具体介绍。由研究所管理团队和学术委员会共同组

成的评审专家认真听取了介绍，对每个团队依次提出指导性建议。

评审专家组提出了总体性建议，一是各团队应规划可操作的、可

执行的、可评估的方案；二是各团队应调动整合社会资源，支持后续

研究工作；三是各团队应充分利用学校现有资源，为团队建设提供有

力保障。

研究所根据评审结果陆续开展对第一批学术团队的重点支持。此

项工作将持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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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完成2021年度学术团队建设重点支持项目的

申报与立项工作

为支持学院学科发展，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决定设立学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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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理论及治理实践、数字政府与数字

治理、工业行政与产业政策、城市治理、健康治理、环境治理，支持

经费共计325万元。立项名单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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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按项目负责人姓氏拼音字母排序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团队成员 建设内容

TDXM202101
中外政治思想与制度

团队建设项目
段德敏

燕继荣、张允

起、孙明、罗祎

楠、费海汀

以团队合作的方式开展研究、教学和其他学术活动，希

望以此带动中外政治思想研究领域的发表、出版和学术研讨

等，形成具有北京大学政治学特色的学术团队。

TDXM202102
数字治理研究方向团

队建设项目
黄璜

刘伦、曾渝、张

洪谋、张权、江

滨、姚清晨、郭

萌迪

通过建立实验室和数据库、定期举办工作坊交流最新研

究成果、创建团队的公众号，扩大社会影响力，打造具有北

大特色的“数字治理研究方向”团队，并促进团队成员在数

字治理领域的职业发展。

TDXM202103

基于发展型国家论的

科技-创新-产业政

策、工业行政研究团

队建设项目

宋磊

封凯栋、句华、

杨文辉

通过构建年龄结构合理的研究团队，培养学术骨干和学

界新人，进一步明确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在相关研究领域

的研究风格，开拓工业行政这一全新的研究领域，引领学术

界的研究方向。

TDXM202104
现代城市治理研究团

队建设项目
沈体雁

李国平、陆军、

薛领、万鹏飞、

张波、孙铁山、

刘伦、张洪谋、

李平原

围绕城市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总结提炼中国城市治理创新模式，深入研究城市治理现代化

基本规律，探讨建立理论方法研究、政策规划咨询与人才培

养三位一体工作方法，致力于打造产学研用结合、老中青结

合、多学科综合、小核心大网络高影响的北京大学现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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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研究团队，为推动中国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北大方案。

TDXM202105

健康治理与国家治理

能力现代化学术团队

建设项目

严洁

马啸、刘颜俊、

曾渝、淦宇杰、

李海燕、

本团队合理搭配中年、青年教师，从“国家治理体系与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出发，推进我国健康治理改革

理论和实践的若干前沿领域的学术研究，挖掘新的学术增长

点。通过组织开展年度论坛，发布相关指数和研究报告，搭

建学术交流平台等学术活动，培育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青年

学者，打造具有影响力的健康治理学术团队。

TDXM202106
政府环境治理研究团

队建设项目
杨立华

杨文辉、王镝、

淦宇杰、张洪

谋、杨一、刘

霖、胡斌、徐建

华

基于政治学、管理学、统计学、博弈论与历史学的跨学

科研究视野，深入研究政府和环境治理问题，通过建立数据

库、创新原始理论、举办学术会议、出版系列学术著作，培

育北京大学政府治理学术团队，树立北大品牌，并为未来北

大特色公共管理学以及北大学派的形成奠定研究基础。

TDXM202107

国家治理现代化：理

论与实证研究团队建

设项目

张长东

袁瑞军、句华、

田凯、马啸、罗

薇、刘宇辰

培育年龄梯队合理、研究方法互补、学科交叉、具有持

久学术影响力的研究团队，探索权力视角下的国家理论，以

及基于中国经验的国家理论构建的可能性，加强对理论指导

下的国别研究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从而为“建

设一流学科助推一流高校”、创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的社会科学理论”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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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动态】

【金融街专题】研究所召开金融街街道社区治理研究项目讨论会

8 月 20 日，金融街社区治理研究项目第七次小组讨论会在廖凯原

楼召开。研究所所长燕继荣、副所长严洁、研究员曾渝、博士后张刚

生、王江成及部分项目组成员参加了讨论会。

会议主要围绕项目总结报告及后续研究工作展开交流与探讨。

会议分析了目前总结报告遇到的问题与不足，并结合金融街街道

治理的现实情况提出了具体指导性建议。

会议讨论并明确了总结报告的结构框架及主要内容的修改方式，

后续将从成就经验、问题不足、治理问题、现状评估等方面入手，进

一步撰写和完善总结报告内容。

此外，会议还就下一阶段研究工作进行了部署与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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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街专题】研究所召开金融街街道社区治理研究项目

结项报告会

10 月 27 日，金融街街道社区治理研究项目结项报告会在廖凯原楼

召开。研究所所长燕继荣，博士后张刚生、王江成，金融街街道办事

处副主任郝战军，全响应科长单宁，社区建设办公室项目负责人赵忻

宇，部分课题组成员及社区书记参加了报告会。

课题组汇报了结项报告的主要内容。结项报告由《北京市西城区

金融街街道社区治理评估报告》和《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街道社区治

理 25°宜居宜业街居共同体建设规划报告》两部分组成。其中，《评

估报告》从条件、优势、挑战和整体概貌等方面对当前金融街社区治

理的基本形态进行了系统梳理，全面总结了金融街社区治理取得的成

就和经验，并指出存在的不足。《规划报告》则提出了 25°宜居宜业

街居共同体建设的内涵、指导方针、战略导向和实践路径。

郝战军副主任对课题组表达了诚挚的感谢，并对结项报告给予高

度评价。他认为该报告为金融街街道量身定制，不仅精确且全面指出

了金融街社区治理客观存在的问题，同时明确了今后工作的重点，提

出了社区治理目标，对金融街街道的发展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他提

出希望课题组继续把金融街街道作为研究对象，为金融街社区治理出

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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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继荣教授指出，该项目既是对金融街社区治理的把脉过程，同

时也是课题组成员不断探索社区治理理论和实践的过程，对双方都有

积极的现实意义，并希望今后双方深化合作，进一步细化和完善金融

街的发展路径，将发展目标转化为具体的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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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宣传平台更新情况汇总

官方微信公众号“北大公共治理”和官方网站是研究所主要的学

术宣传平台。

公众号下设两个重点栏目：《专家视点》和《前沿聚焦》，主要分

享研究所各位专家学者在公共治理领域的最新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

自8 月以来，《专家视点》和《前沿聚焦》栏目共发布10 篇文章，内容

涵盖党的建设、学科发展、医保政策、国家治理、美国政治、智慧城市

等公共治理领域的诸多方面。官方网站也同步更新了各版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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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

研究所学术论文及报告发表情况

自2021年8月以来，研究所共产出署名学术论文13篇，其中2篇

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项课题”的阶段性成果；5篇为“研究所

2021年度一般项目”的阶段性成果。9篇学术论文被CSSCI期刊收录，

2篇学术论文被SSCI期刊收录。具体如下：

作 者 题 目 发表情况

苗庆红 应急预算制度构建研究
《中央财经大学学

报》

燕继荣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现代化：特征、经验和成

就
《中国领导科学》

燕继荣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现代化：探索、成就与经

验

《人民论坛·学术

前沿》

燕继荣

朱春昊

中国公共政策的调适 ——兼论“以人民为中心”

的价值取向及其实践
《治理研究》

淦宇杰

张龙龙

《流动人口医保覆盖及对就医机构选择行为的影

响》
《人口与发展》

淦宇杰

张龙龙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状况分析 ——基于

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西南民族大学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

淦宇杰

Governance,legitimacy,and decision-making
capabil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fund-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

白智立

邹昀瑾
日本国家公务员标准职务遂行与治理能力建设 《日本问题研究》

杜专家

杨立华

如何防止转型期公共政策公共性的流失？——基

于四种类型划分的案例比较研究
《公共行政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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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华 开辟公共管理研究的文明路径：新时代的新任务 《中国行政管理》

杨立华

李志刚

朱利平

环境抗争引发政策议程设置：组合路径、模式归

纳与耦合机制——基于36起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

较分析

《南京社会科学》

宋磊 发展型国家论的研究传统与中国悖论 《公共行政评论》

邓燕华

杨振杰

马啸

Riding on the power of the masses?How different
modes of mass mobilization shape local elite

bargaining in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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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电子期刊《北大公共治理研究》发布情况

8 月至 10 月，研究所陆续发布了第 4 期、第 5 期、第 6 期《北

大公共治理研究》新冠疫情防控专刊，分别收录研究所“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专项课题”部分智库报告成果，涉及基层财政建议、完善应急

管理体系、社区疫情防控、流动人口医保覆盖、东京应急管理体系研

究等方面内容。



13/13

报送：北京大学邱水平书记、郝平校长、于鸿君常务副书记、刘

玉村常务副书记、龚旗煌常务副校长、乔杰常务副校长、安钰峰党委

副书记、叶静漪党委副书记、陈宝剑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王博副校长、

张平文副校长、黄如副校长；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强世功部长、各副部长；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张静主任、关海庭副主任、汪建成副主任、

文东茅副主任；

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特邀专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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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