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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三季度工作要点通报

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组织申报工作1

项目名称 申报时间
校内各单位申报
项目总数(项）

上报主管部门
项目数(项）

2024年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申报 7月10日-9月8日

8月29日-9月30日

8月15日-9月30日

9月10日-10月18日

13

21

1

40

13

21

1

40

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重大专项

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

202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招标

2024年国家社科基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专项

202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艺术学）项目申报

4月15日-7月18日

5月27日-7月30日

26

6

2

26

6

50

2

202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暨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出版、优秀学术著作再版项目

2024年度国家语委科研项目申报

7月3日-7月30日

7月8日-7月31日

7月5日-8月9日

50

完成教育部项目的组织申报工作2

项目名称 申报时间
校内各单位申报
项目总数(项）

上报主管部门
项目数(项）

2024年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和
思想政治课教师专项重大课题攻关

8月8日-9月18日 1 1

完成其他省部级项目的组织申报工作3

项目名称 申报时间
校内各单位申报
项目总数(项）

上报主管部门
项目数(项）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4年度“志愿服务研究专项” 9月6日-10月10日

8月6日-9月26日

8月1日-9月4日

8月1日-9月4日

5

16

195

12

2024—2026年度中国侨联省部级课题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5年度常规项目申报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5年度三类研究专项申报

5

16

195

12

完成厅局级、市级、学会/协会项目的组织申报工作4

项目名称 申报时间
校内各单位申报
项目总数(项）

上报主管部门
项目数(项）

中共广东省委财经委员会办公室研究课题 9月12日-10月8日

9月13日-10月8日

9月18日-9月24日

3

4

1

中共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研究课题

广州市黄埔区2024年度课题

3

4

1

完成各类成果奖励申报工作5

项目名称 申报时间
校内各单位申报
项目总数(项）

上报主管部门
项目数(项）

2024年文化和旅游优秀研究成果 7月1日-7月31日 6 6

(共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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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百年校庆“世纪中大  山高水长”学术科研育人系列活动之第四届全球湾区发

展国际学术会议在深圳前海举办，主题为“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学校副校长邰忠智，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粤港澳发展研究院院长何俊志，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

志良，美国区域规划协会副主席摩西·盖茨，东京大学工学院教授元桥一之等国内外80余

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会上分享了全球湾区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的研究与实践经

验。

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拟将全球湾区发展国际学术会议打造成为持续性的品牌性国际学

术交流平台，至今已连续举办四年。

由 中 国 地 理 学 会 和 中 山 大 学 共 同 主 办 的 “ 时 空 变 迁 与 人 类 家 园 — —

2024年中国历史地理学术年会”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召开。来自国内百余所

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200名专家学者和学生提交论文，参与交流。本次会议

是中山大学百年校庆“世纪中大  山高水长”学术科研育人系列活动之一。

会议开幕式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系主任吴滔主持。学校副校

长谢湜、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国友及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

专业委员会主任张伟然分别致辞。学校党委书记陈春声出席闭幕式并发

言。他表示，中山大学位于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将立足大湾区区位优势，

努力营造学科交叉交融的良好生态，推动人文社科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年会合影

由中国词学研究会、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共同主办，《中山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协办的第十一届中国词学研究会年会暨词学国

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顺利召开。来自海内外数十所

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50余名专家、学者相聚于此，交流探讨词学领域的

研究成果和前沿话题。

会议开幕式由中国语言文学系党委书记王琤主持，学校副校长杨东

华、中国词学研究会副会长沈松勤、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彭玉平先后致

辞。本届词学会议推动了中大词学学科的发展和海内外词学研究的与时

俱进。

研讨会合影留念

第十八届社会保障国际论坛在我校成功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社会

保障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山大学百年校庆“世纪中大  山高水

长”学术科研育人系列活动之一，由中山大学及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日本

社会政策学会、韩国社会政策学会联合主办，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及国家治

理研究院承办，中山大学公共管理研究中心、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协办。

来自国内外90多所高校与研究机构以及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德国艾伯特基金会等的200余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围绕论坛主

题展开热烈研讨。此次论坛有助于深化学界对全球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社

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实践的探讨，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

“焕发中国经典哲学的时代活力”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哲学史学会

2024年会在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召开。本次会议是中山大学百年

校庆“世纪中大  山高水长”学术科研育人系列活动之一，由中国哲学史

学会主办，中山大学哲学系承办。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机构的200余

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本次研讨会为期三天，得到了国内哲学界的大力支持。会议设有两

场报告大会、28场分论坛和10场青年学者论坛。在场学者通过数场精

彩的学术报告，以崭新的视野对中国哲学经典议题做出诠释，提出了许

多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与新论断。

全体与会嘉宾合影留念

第五届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研讨会在中山大学深圳校区成功举办。本次研讨

会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中山大学国家文化遗产与文

化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中山大学副校长谢湜，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国家

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中山大学国家文化遗产与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程

焕文等领导、专家出席开幕式。专家学者围绕“学科专业新目录背景下古籍保护

人才培养的机遇和挑战”的主题展开热烈讨论。

第五届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研讨会

高校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联盟第六届年会在中山大学广

州校区南校园举行。来自近百所高校的500余名师生出席年会。本次年

会以“区域国别学与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是中山大学百年校庆“世纪

中大  山高水长”学术科研育人系列活动之一，为国内高校与相关研究机

构探讨区域国别学学科构建和人才培养提供了大型交流平台。

年会共举办了三场圆桌讨论和八个分论坛，在场学者围绕“区域国

别学与精准国际传播”“区域国别学与企业‘走出去’”“区域国别学人才培

养的进路：由区域至国别vs.由国别至区域”等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年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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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嘉宾与会人员合影

高松校长在峰会主论坛作主旨发言

与会领导和嘉宾合影留念

1 高层次学术交流

论坛现场

【7月2日-3日】

【7月4日】

【7月11日】

【7月18日】

【7月26日-28日】

【9月7日-8日】

【9月19日-21日】

参会代表合影

人文社科科研简报

【8月23日-25日】

【9月13日-15日】

【9月20日-22日】

2024“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文史论坛”在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举行。广东省人

民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党组成员、一级巡视员杨敏主持开幕式，国务院参事室、

中央文史研究馆文史业务司副司长杨文军，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羊城晚报社）副社长胡

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学校副校长谢湜视频致辞。

本届论坛以“红色文化与湾区发展新动能”为主题，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

研究馆）、中山大学、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主办。近百名来自港澳地区及包括广东在内的

多个内地省（市）的文史研究领域专家学者，聚焦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汲取智慧力

量，为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

的引领地贡献才智。

学校校长高松院士应邀前往瑞士达沃斯出席 iCANX达沃斯科学峰会，与诺贝尔奖得

主及全球上百名科学界和产业界的参会代表等一起，聚焦创新、科学、技术、投资、管

理、创业（ISTIME）主题，共话创新人才的培养和科学的未来。高松校长在峰会上发表

主题演讲《Cultivating Innovative Talents that Lead the Future》。

值此百年校庆之际，高松校长站在世界舞台上，深入探讨了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应如何培养能够引领未来的创造

性人才。他从目标与体系、持续改进以及大学治理三个方面，详细阐述了中山大学的实

践探索和深入思考，展现我校作为百年名校面向未来、致力于培养卓越人才的决心和行

动。

学校校长高松院士于南校园怀士堂为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知名经济学家

迈伦·斯科尔斯教授(Myron S. Scholes)正式颁发中山大学名誉教授证书。斯科尔斯教授

为在场百余名师生校友带来题为“不确定性、人工智能与脱碳”（Uncertainty, AI and 

Decarbonization）的讲座。学校副校长郑跃出席活动并致辞，经济与管理学部主任、岭

南学院原院长李善民主持活动。本次活动是中山大学百年校庆“世纪中大  山高水长”学术

科研育人系列活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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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建校100周年之际，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联合中山大学人文学部主办“当医学与人文相遇——医学

人文明珠讲坛”，邀请知名专家学者与医务人员共话“医学人文”，迄今共举办四讲：《什么是“世”“界”“观”？》

《有病呻吟与文学经典》《生与熟——食鱼生的人类学》《麻醉与意识——一次医学与哲学的对话》。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山大学人文学部】

7月15日-17日，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与数字人文实验室联合主办的数字人文工作坊第一期顺利举行。本次

工作坊由信息管理学院陈涛副教授主讲，以国际图像互操作框架为主题，讲授国际图像互操作框架(IIIF)的核心概

念及其应用、IIIF的六个主要API及其实际操作、IIIF图像服务的部署与优化、IIIF与关联数据的结合及其在文化遗产

领域的应用以及基于IIIF的项目实践与展示等主要内容，从理论到实践，系统全面地为参加工作坊的师生讲授如何

实现与提升网络图像资源的互操作性，从而更有效地利用数字图像资源。未来，中山大学数字人文工作坊将围绕不

同的数字人文主题，联合不同院系、专家学者持续举办，为数字人文研究者提供广阔的学习、交流平台。

在社会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为推动计算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培育，鼓励跨学科、跨院校

交流合作，中山大学社会科学学部、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与中山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共同举办了第八届“中山大学

人工社会与计算社会科学讲习班”。

讲习班全面覆盖计算社会科学的三种研究范式下的方法与技术，设置了人工社会与ABM、网络爬虫、社会网

络分析、文本分析、机器学习、云计算与人工智能等6个专题模块。课程将理论与实践操作相结合，引领学员们一

同深入探索计算社会学的广阔疆域与最新前沿，推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和跨学科合作。

【中山大学社会科学学部、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国家治理研究院】

乡村振兴班是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文旅融合、健康中国等重大战略，依托旅游休闲学科的科

研与教学实力，结合产教融合的MTA专业学位培养改革需要而开设的创新班。

目前，旅游学院已建设广东开平、浙江乌镇、云南阿者科、贵州荔波等多个实践教学基地，由学院教师、行业

导师以及参与示范点建设的实操专家，将鲜活案例进行理论提升后编写成论文教材，通过现场教学，为学生提供深

入学习了解并在实践中学以致用的机会。

学生们深入景区进行实地考察，与文旅项目运营者交流讨论，提炼当地旅游开发与项目建设亮点，并结合个人

工作经验，为景区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提出解决思路。

【旅游学院】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深圳）揭牌仪式在深圳前海举行。中山大学副校长邰

忠智，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院长何俊志，前海管理局有

关部门负责人出席揭牌仪式。仪式由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袁旭阳主持。

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深圳）正式揭牌，对前海高端智库集聚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院将发挥区位优势，重点开展粤港澳大湾区、深港合作、深圳先行示范区、前海合

作平台等重点方向的理论研究、决策咨询和对外传播工作，努力打造中山大学大湾区跨

学科交流的重点平台。

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简称“研究院”）在南校园善衡堂召开研究成果发布

会，发布“2023-2024年度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指数”。中山大学副校长谢湜，

人文社会科学处处长、哲学系主任张伟出席发布会，经济与管理学部主任、自贸区综合

研究院理事长、岭南学院原院长李善民等参加活动。

研究院连续九年对外发布“2023-2024年度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指数”，该

成果作为总结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经验与进一步分析改革方向的系统性研究，旨在为自

贸区制度创新政策的落地与创新方向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在高校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联盟第六届年会的开幕式上，中山大学区域

国别研究院正式揭牌，落户在珠海校区。

区域国别学是一门“看世界”的学问，主要针对特定国家或区域的人文、地理、政

治、经济、社会等进行全面深入研究，从而促进国家自身与外部世界良性互动。区域国

别研究院聚焦东南亚研究、中东研究、大洋洲研究、欧洲研究、区域国别学理论与方法

研究五大重点研究领域，旨在通过开展有组织科研和有规划国际传播，服务于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化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同时，以平台支撑区域

国别学一级学科发展，推动区域国别研究的协同创新与合作交流。

第八届夏承焘词学奖颁奖仪式在第十一届中国词学研究

会年会闭幕式上进行。夏承焘词学奖是国内词学界的最高奖，

每三至五年评选一次，本届有15部作品获得这一荣誉，一等

奖4部、二等奖5部、三等奖6部。其中，我校中国语言文学系

彭玉平教授的作品《况周颐与晚清民国词学》、王卫星副教授

的作品《词体正变观研究》分别获得一等奖和三等奖。

第八届夏承焘词学奖颁奖现场

教育部正式公布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获奖成果名单，全国共有1496项成果获奖（含香

港、澳门高校获奖成果）。我校在本次评选中共有20项成果获奖，含著作论文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10项、三等奖8项以及青年

成果奖1项。

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旨在表彰奖励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取得的突出成绩，展示高校

社科界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成果，推动高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该奖始设于1995年，每三年

或四年评选一次。高校普遍将该奖视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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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建设2

成果培育3

【9月21日】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深圳）揭牌仪式

揭牌仪式现场

发布会现场

【8月25日】

第八届夏承焘词学奖获奖名单

获奖等级 获奖学者姓名 获奖著作

况周颐与晚清民国词学

清代词学思想流变

北宋词谱

唐宋词与域外文化关系研究

唐宋词调研究

明词传播述论

民国女性词人与词集研究

民国教授与民国词坛

周邦彦词全集:汇校汇注汇评

清代宋词学研究

内美的镶边:宋词的文本形态与历史考证

晚唐诗对宋词影响研究

民国词史考论

大晟府及其乐词通考

词体正变观研究

彭玉平

陈水云

田玉琪

彭国忠

刘尊明

汪超

徐燕婷

李剑亮

谭新红、李烨

曹明升

马里扬

刘京臣

曹辛华

张春义

王卫星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著作论文奖（19项）

等级申报人学科类别成果类型申报成果

著作

著作

著作

著作

著作

论文

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五卷本）

心性与体知--从现象学到儒家

出土战国文献字词集释

况周颐与晚清民国词学

地方故事与国家历史：韩江中下游地域的社会变迁

中国农村疾病谱的变迁及其解释框架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印度茶叶在西藏的销售及其影响

Under the Microscope: An Experimental Look at Board
Transparency and Director Monitoring Behavio

The Short-lived Benefits of Abusive Supervisory Behavior
for Actors: An Investigation of Recovery and Work Engagement

Managing Appointment-Based Services in the Presence of Walk-in Customers

 Examining the Multiple Impacts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n CO₂ Emissions 
in China: A Panel Quantile Regression Approach

入圣之机:王阳明致良知工夫论研究

“新文学”与“旧传统”:以现代小说与“章回体小说”的互动关系为线索

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

山海故人:明清浙江的海疆历史与海岛社会

分享经济的社会建构

挑战与回应:中国高校图书馆的发展方向

Managing Perishable Inventory Systems with
Product Returns and Remanufacturing

中国儿童照顾政策体系:回顾、反思与重构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著作

论文

著作

著作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中国文学

哲学

语言学

中国文学

历史学

社会学

民族学与文化性

管理学

管理学

管理学

交叉学科

哲学

中国文学

历史学

历史学

社会学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管理学

管理学

黄修己

张伟

曾宪通

彭玉平

陈春声

余成普

刘志扬

王少剑

陈立胜

郭冰茹

邱捷

谢湜

王宁

程焕文

傅科

岳经纶

李炜文

秦昕

王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7月2日】

【7月16日】

第4版 人文社科科研简报

【7月31日】

【信息管理学院、数字人文实验室】

中山大学可持续旅游智能评测技术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联合香港中文大学酒店和

旅游管理学院在珠海发布《2024年度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可持续研究初步成果》，从多个维

度观察粤港澳大湾区11座城市的旅游发展优势和潜力。

成果包含《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美誉度和竞争力研究报告》《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休闲供

给质量研究报告》《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东坡指数》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旅游交通换乘

舒适度调研报告》《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美食产业发展报告》《粤港澳大湾区南海海岛监测

报告》6份报告。
成果汇报现场

厦门大学副校长吴超鹏一行到访我校调研哲学社会科

学科研管理工作。副校长杨东华会见吴超鹏一行。人文社科

处、历史学系、粤港澳发展研究院相关领导同志陪同走访了

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和国家高端智库粤港澳发展研究院。

座谈会上，双方就文科科研管理体制、高层次成果培

育、高端智库等文科科研平台建设、新文科和交叉学科建设

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经过深入交流，双方表示期待未来

有更多的机会密切联系、加强合作，共同推动高校哲学社会

科学的繁荣发展。

调研团走访国家高端智库

粤港澳发展研究院

对外合作交流4

【9月2日】

【7月31日】

调研团参观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

青年成果奖（1项）

申报人学科类别成果类型申报成果

民国时期税收制度的嬗变 论文 历史学 柯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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