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项目特点 

本项目依托“文科+X”多学科交叉人才培养卓越中心，由社会科学研究院牵

头开展相关工作。中心充分利用我校学科门类齐全、学科结构层次丰富、交叉学

科平台集聚等学科生态多样化的优势，实施“一人一案”的个性化育人方案，着

力构建聚焦智慧社会领域的多学科交叉人才培养体系，探索具有文科特色的交叉

人才培养方案和评价体系，致力于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文

科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 

中心 2023 年招生计划还包括亚洲文明学科会聚研究计划和数字社会科学会

聚研究计划。 

亚洲文明学科会聚计划是学校首个由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牵头的“创新 2030计

划”。计划面向亚洲未来社会发展的重大机遇与挑战，聚焦亚洲文明价值内涵的深

入挖掘与阐发，推进人文、社会科学及其他相关学科领域的会聚造峰，培育重大

原创成果与新的学科增长点，支撑我国实施对外开放战略和构建对外话语体系。 

数字社会科学会聚研究计划将以经济学、管理学、公共管理学、法学、新闻

传播学等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为基础，以计算机、数学等学科为支撑，构建数字经

济、数字创新、数字治理、数字法治、数字传媒五大板块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

探索数字四元世界的经济规律、治理规律和传播规律，通过数字方法论形成数字

社科新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学科语言，打造浙大数字学派。 

以上两项计划的博士生培养工作将纳入“文科+X”多学科交叉人才培养卓越

中心统一管理。 



二、招生目录 

（一）普通交叉指标 

序

号 

招生专业 

名称（代

码） 

导师组 

（带*的为

主导师） 

招生学院

（系）名称 

（主导师所

在） 

交叉研究

方向 

交叉研究 

支撑课题 

招生对象学

术背景要求 

1 
哲学 

（0101） 

孙周兴* 

陈为 

王俊 

哲学学院

（筹） 

未来哲学

+ 数 字 文

化 

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尼采著作全集

翻译，负责人孙周兴。 

2.未来哲学研究机构，未来哲学基金。 

数学、计算

机、信息科学 

2 

新闻传播

学 

（0503） 

王可欣* 

周旭东 

史新杰 

传媒与国际

文化学院 

留守儿童

媒介使用

与干预研

究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留守儿童的媒

介补偿与依恋安全，课题负责人王可欣。 

2.百人计划研究员经费（王可欣） 

3.南疆基层医疗机构儿童疾病综合管理

能力建设和政策倡导研究，课题负责人周

旭东。 

心理学、传播

学、医学 

3 
设计学 

（1305） 

陈晓皎* 

陈为 

王小松 

艺术与考古

学院 

数据可视

化--数字

人文 

1.浙江省省级哲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复

杂网络可视化表征机理研究，课题负责人

陈晓皎。 

2.复杂网络可视化表征的用户认知绩效

评价体系构建研究，课题负责人陈晓皎。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设计

学 

4 
体育学 

（0403） 

黄聪* 

赖欣怡 

周晓巍 

王健 

教育学院 

数字运动

健康、康

复生物力

学 

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防治

慢性疾病体力活动指南的国际比较研究，

课题负责人黄聪。 

2.浙江大学学科交叉预研专项项目，基于

肌肉协同效应的帕金森病风险筛查模式，

课题负责人黄聪。 

3.科技创新 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重

大项目课题，室内服务机器人高保真数字

孪生技术，课题负责人周晓巍。 

运动人体科

学、生物医学

工程、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

医学 

5 
工商管理 

（1202） 

陈俊* 

吴飞 

董望 

王文明 

管理学院 

AI+ 财 会

（智能财

务） 

1.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

关项目，新形势下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重大问题研究，负责人陈俊。 

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数字化背

景下国有企业风险管理创新研究，负责人

陈俊。 

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面向在线

教育的群体智能支持下人机协同学习研

究，负责人吴飞。 

财务或计算

机科学与技

术、自动化、

大数据相关 

6 

管理科学

与工程 

（1201） 

杨翼* 

陈喜群 

蒋杭进 

陈寿长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

与工程、

企 业 管

理、统计

与大数据

分析、智

能交通物

流 

1.国家杰出青年基金，数据驱动库存管

理，负责人杨翼。 

2.浙江省电网物资公司，大数据驱动的库

存管理，负责人杨翼。 

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共享出行交通管理，负责人陈喜群。 

管理科学与

工程、计算数

学、计算机科

学、控制科学

与工程 



7 
社会学 

（0303） 

刘志军* 

周旭东 

谢倩雯 

社会学系 

乡村困境

儿童健康

饮食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留守经历

的长期影响、作用机制与对策研究，负责

人刘志军。 

2.浙江省之江青年项目，留守经历的时间

效应研究，负责人刘志军。 

3.南疆基层医疗机构儿童疾病综合管理

能力建设和政策倡导研究，负责人周旭

东。 

社会学、儿少

卫生与妇幼

保健学、社会

保障及相关

学科 

8 
公共管理 

（1204） 

叶民* 

肖俊 

吴飞 

中国科教战

略研究院 

智能化情

境下的工

程教育 

1.科技创新 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

重大课题，面向科产教融合的 AI 人才培

养模式及能力测评体系建构，负责人叶

民。 

2.科技部项目，后疫情时期我国产业链再

造的科技创新需求研究，负责人叶民。 

工科专业，计

算机优先 

（二）会聚计划指标（亚洲文明学科会聚计划） 

序

号 

招生专业 

名称 

（代码） 

导师组 

（带*的为

主导师） 

招生学院

（系）名称 

（主导师所

在） 

交叉研究

方向 

交叉研究 

支撑课题 

招生对象学

术背景要求 

1 

中国语言

文学

（0501） 

王勇* 

王海燕 

葛继勇 

安成浩 

文学院

（筹） 

（日本文化

研究所） 

亚洲文明 

（汉字文

化圈与东

亚笔谈文

献） 

1.东亚笔谈文献整理与研究（国家社科重

大项目，首席专家：王勇） 

2.中日合作版《中日文化交流史丛书》（国

家社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葛继勇） 

3.东亚海上交流与文化（日本欧亚财团，

主持人：安成浩） 

中国古典文

献学（或汉

语史、日语

语言文学） 

2 
中国史 

（0602） 

刘进宝* 

冯培红 

余欣 

罗帅 

历史学院

（筹） 

中亚历史

与丝绸之

路 

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学学术史

资料整理与研究”； 

2.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古粟特人与

河西社会研究”； 

3.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汉—贵霜关系

与丝绸之路的兴起研究”。 

中国史、考

古学、世界

史等 

3 
哲学 

（0101） 

黄华新* 

彭利贞 

徐仁军 

徐慈华 

哲学学院

（筹） 

逻辑、语

言与认知 

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汉语隐喻

的逻辑表征与认知计算”； 

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亚洲文明的特

质以及人类文明多样性”。 

哲学、语言

学、数学、

心理学、计

算机科学等 

4 

外国语言

文学

（0502） 

程工* 

刘丹青 

罗天华 

吴义诚 

邵斌 

外国语学院 
亚洲语言

研究 

1.基于大型语料库的汉语弱组构性历时

演变与语言演变规律研究，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 

2.基于汉语语料的词结构生成机制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语言学 

5 
社会学 

（0303) 

梁永佳* 

阿嘎佐诗 

菲利普 

孔德继 

田牧野 

社会学系

（人类学研

究所） 

亚洲文明

与国族建

设 

1.他性与族群本体（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

目，主持人） 

2.浙大高层次人才培育支持专项经费（主

持人） 

3.ZJU-UCL种子合作基金（主持人） 

人类学、亚

洲语言文

学、发展研

究、中国哲

学、世界近

代史、社会

学等 



（三）会聚计划指标（数字社会科学会聚研究计划） 

序

号 

招生专业 

名称（代

码） 

导师组 

（带*的为

主导师） 

招生学院

（系）名称 

（主导师所

在） 

交叉研究

方向 

交叉研究 

支撑课题 

招生对象学

术背景要求 

1 

新闻传播

学 

（0503） 

方兴东* 

任奎 

赵瑜佩 

吴飞 

传媒与国际

文化学院 

国际舆论

的态势感

知 

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主要发达

国家大型科技公司平台规则及政府监管

研究，课题负责人方兴东。 

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环

境下新闻理论范式创新研究，课题负责人

吴飞。 

3.科技创新 2030 重大项目，人工智能安

全理论及验证平台，课题负责人任奎。 

新闻传播学、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网络

安全、信息科

学、国际关系

等 

2 

应用经济

学 

（0202） 

黄先海* 

尹建伟 

汪淼军 

陆菁 

杨高举 

经济学院 数字经济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数字化变

革、数据要素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课题

负责人黄先海。 

2.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发展格局

下数字产业链发展战略研究，课题负责人

黄先海。 

经济学、计算

机科学与技

术 

3 
法学 

（0301） 

钱弘道* 

华中生 

吴飞 

况琨 

赵骏 

光华法学院 数字法治 

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坚持和发

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课题负责人钱弘道。 

2.浙江大学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院“一

号工程”——新时代“枫桥经验”指数重

大项目。 

3.浙江大学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院新

时代“枫桥经验”指数数字化场景应用重

大项目。 

法学、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

统计学 

4 
工商管理 

（1202） 

魏江* 

高翔 

刘洋 

管理学院 
数智创新

与管理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创新驱动

下平台企业主导的创业生态系统研究，课

题负责人魏江。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互联网

+”嵌入企业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研究：新范

式与创新行为，课题负责人魏江。 

工程学 

5 
公共管理 

（1204） 

张蔚文* 

王殿海 

岳文泽 

张永平 

公共管理学

院 
数字治理 

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进以县

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研究，课题负

责人张蔚文。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大数

据的城市交通本征获取与需求结构优化

控制，课题负责人王殿海。 

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多源

异构大数据的城市交通本征获取，课题负

责人王殿海。 

城市经济学、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交通

工程或电子

信息相关专

业 

 

 



三、招生规模 

每位主导师限招 1 名，本中心共招收 18 名。 

 

四、招生办法 

专项计划招生采用“申请-考核”制。 

 

五、招生对象 

根据多学科交叉培养博士研究生的特点，专项计划原则上招收直接攻博生和

硕博连读生。 

 

六、奖励办法 

1.多学科交叉培养博士研究生在完成归属学科培养方案的课程学习及培养

环节要求基础上，直接攻博生完成所交叉学科 5 门及以上专业课程，硕博连读生

完成所交叉学科 3 门及以上专业课程，可申请所交叉学科的课程辅修证书。 

2.多学科交叉培养博士研究生达到学位授予要求的授予相应学科的博士学

位，如研究内容具有较强的学科交叉性，可向研究生院申请交叉培养荣誉证书。 

3.多学科交叉培养博士研究生在申请浙江大学学术新星计划项目、赴国（境）

外大学或科研机构开展联合培养或短期学术交流项目，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或

优先资助。 

 

七、导师简介及联系方式 
普通交叉指标 

序

号 
主导师简介 联系方式 

1 

孙周兴，1963 年生，绍兴会稽人，浙江大学敦和讲席教授，德国洪堡

基金学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

员等。主要从事德国哲学、艺术哲学和技术哲学研究。著有《语言存在论》

《后哲学的哲学问题》《以创造抵御平庸》《未来哲学序曲》《一只革命的手》

《人类世的哲学》等；主编《海德格尔文集》《尼采著作全集》《未来艺术丛

固定电话：0571-87071295 

邮箱：sunlogos@zju.edu.cn 



书》《未来哲学丛书》等。 

2 

王可欣，清华大学与比利时荷语鲁汶大学联合培养博士，浙江大学（文

科）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传播心理学，研究方向包括

网络传播、健康传播，特别关注儿童、青少年的媒介使用与身心发展。 

固定电话：无 

邮箱：Wangkexin0809@zju.edu.cn 

3 

陈晓皎，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研究方向：一是探索数字人文

视阈下的中国传统绘画作品可视化研究，侧重于媒体类可视化平台开发；二

是开展人机交互界面设计实践与认知测评研究。 

固定电话：无 

邮箱：chenxiaojiao@zju.edu.cn 

4 

黄聪，浙江大学教育学院体育学系百人计划研究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

运动健康分会委员。主要交叉研究方向为运动障碍疾病风险筛查及运动处方

的数字化、肌肉-脑通路及肌肉协同作用分析。曾发表中英文期刊论文 40余

篇，主持日本学术振兴会基金及国家社科基金等科研项目。 

固定电话：0571-88273691 

邮箱：cohuang@zju.edu.cn 

5 

陈俊，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

课题攻关项目首席专家、财政部“杨纪琬会计学奖”获得者，全国会计领军

人才。主要从事会计与公司财务、审计与内部控制、财务智能化等领域的研

究。相关成果在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等财会顶级和权威期刊，主持国

家级重大重点以及浙江省社科重大等科研项目 10余项。 

固定电话：0571-88981493 

邮箱：chenjun332@zju.edu.cn 

6 

杨翼，浙江大学长聘教授，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数据驱动决策

研究所所长，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运筹学会青年科技奖。2011 年毕业于香

港中文大学系统工程与工程管理学系。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供应链管理、运营

管理、数据驱动决策。在高水平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十余篇，特别是在

UT/Dallas24 种经济管理类国际公认顶级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承担多

项国家及省部级课题，现担任《Naval Research Logistics》、JORSC, APJOR

的 Associate Editor；《管理工程学报》领域编委，《运筹与管理》编委；担

任运筹学会随机服务与运作管理分会理事、系统工程学会物流系统工程专业

委员会理事、运筹学会智能工业数据解析与优化分会理事等工作。 

固定电话：0571-88206827 

邮箱：yangyizju@zju.edu.cn 

7 

刘志军，男，湖南武冈人，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

大学 MSW教育中心副主任、浙江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浙江省

妇女儿童与家庭健康社会工作专委会副主任。2007-2008年度哈佛燕京学社

访问学者，浙江省首批之江青年社科学者。 

固定电话：0571-88206086 

邮箱：Liuzhijun@zju.edu.cn 

8 

叶民，浙江大学工程教育创新中心主任，《科教发展研究》期刊主编，

美国瓦尔帕莱索大学访问学者，长期从事科教管理、工程教育实践与研究工

作，对全球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科教发展战略、工程教育等有深厚的学术积

累。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教育管理研究方向省部级以上课题 6项、出版专著

2 部，发表论文 20 余篇，曾两次获评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两次获评浙

江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固定电话：0571-88208516 

邮箱：yem@zju.edu.cn 

会聚计划指标（亚洲文明） 

序

号 
主导师简介 联系方式 

1 

王勇，历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外籍教授、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兼任教授，现任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长，兼

任国家一级学会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中华日本学会、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

会副会长。2015年因提出“书籍之路”理论而荣膺“The Japan Foundation 

Awards”，是继夏衍、孙平化之后第三位获奖中国人。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招标项目“东亚笔谈文献整理与研究”等多项国内、国际课题。 

固定电话：0571-88273576 

邮箱：japanology@zju.edu.cn 

2 
刘进宝，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求是特聘学者，浙江省文史馆馆员、

国家民委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固定电话：无 

邮箱：liujinbao@zju.edu.cn 



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敦煌学、丝绸之路研究，出版学术专著多

部，其中《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在《中

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3 

黄华新，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

逻辑、语言与认知交叉领域的研究。兼任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

逻辑学会副会长。先后主持 3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及其他国家和省部级

课题 10 余项；出版著作、教材 8 本，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

Journal of Logic and Computation、Journal of Pragmatics等刊物发表

论文多篇。 

固定电话：0571—88981209 

邮箱：rw211@zju.edu.cn 

4 

程工，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浙江省“万人计划”人文社科领军人才。

主要研究专长是语言结构比较研究，包括句法学和形态学两个领域。曾担任

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外国语言文学）委员，中国形式语言学专业委员会会长，

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IACL）理事。目前担任国际期刊 Asi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的联合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语言文字卷世界诸语言

分支）联合主编。国内多家知名期刊的编委。完成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发表学术论文 60余篇，出版著作数部。 

固定电话：0571-88206175 

邮箱：chenggong@zju.edu.cn 

5 

梁永佳，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曾任新加坡国立

大学高级讲师、资深研究员。目前担任中国宗教学会宗教人类学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人类学研究》主编、多家国际刊物编委。出版中英文专著 3 部、

论文 50余篇，文章将在人类学顶级期刊 American Anthropologist发表，

为大陆首次。近年从事“以中释外”的理论工作，尝试以中国经典思想重新

理解亚洲社会。 

固定电话：0571-88206086 

邮箱：jiayliang@zju.edu.cn 

会聚计划指标（数字社科） 

序

号 
主导师简介 联系方式 

1 

方兴东，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浙大求是特聘教授、博士

生导师。北京市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浙江省万人计划文科

领军人才。在国内知名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其中《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7

篇。 

固定电话：18905719555 

邮箱：98837@qq.com 

2 

黄先海，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哲

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为全国国际商务教指委

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 

固定电话：0571-87951109 

邮箱：hxhhz@126.com 

3 

钱弘道，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先后赴牛津大学、剑桥大

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早稻田大学等世界著名大学讲学访学，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教育部重大攻关项

目首席专家。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浙江大

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固定电话：18968097890  

邮箱：hongdaoshuyuan@126.com 

4 

魏江，从事数智创新与管理领域研究，聚焦数字经济系统下的数字组织

和数字战略变革，为企业、产业和国家数字化转型提供前沿性理论和政策建

议。现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是浙江大学工商管理学科带头人。 

固定电话：0571-88206801 

邮箱：weijiang@zju.edu.cn 

5 

张蔚文，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曾任康奈尔大学访问学者

（2007.7-2008.7）、哥伦比亚大学客座研究学者（2011.8-2014.7）；长期从

事城市发展与治理领域的研究，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成果

发表在《管理世界》、Land Economics 等权威期刊上。 

固定电话：0571-56662158 

邮箱：Wwzh@zju.edu.cn 

 “文科+X”多学科交叉人才培养卓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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