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专项计划

“文科+X”多学科交叉人才培养卓越中心招生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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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招生计划还包括数字社会科学会聚研究计划、亚洲文明学科会

聚研究计划和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卓越研究生交叉创新专项。

亚洲文明学科会聚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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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卓越研究生交叉创新专项是我校以首批哲学社会



科学实验室培育和建设为依托设立的科教协同研究生培养新模式，促进哲学社会

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渗透和融合创新，服务国家重大需求，推动我校哲学社会

科学高质量发展。

以上三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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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向东*

马欢

李忠伟

哲学学院

神经科学

哲学、意

识哲学

1.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道德责任与

能动性，负责人徐向东，项目金额 20 万，

2020-2023；

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类道德心理的

进化与社会文化心理机制研究”子项目“道

德心理学与道德演化”， 2020-2025；

3.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负责人李忠伟，

布伦塔诺学派哲学及其理论效应研究，

2020-2023；

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点项目，抑

制性神经元可塑性调控在认知灵活性受损

的病理及功能解析，2023-2027，负责人马

欢；

5.科技部，科技创新 2030“脑科学与类脑

研究”，负责人潘纲，本导师组均参与，

2021-2026。

哲学、人工智

能、神经科学

2
新闻传播学

（0503）

张子柯*

黄萃

曹超

黄鹂强

传媒与国际

文化学院

计算传播

与算法治

理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名称

《在线社交网络信息传播机制与动力学研

究》，负责人张子柯；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名称

《基于社会实验的人工智能社会综合影响

与作用机制研究》，负责人黄萃；

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名称

《铈基化合物能带拓扑的第一性原理研究》，

负责人曹超；

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名称

《基于信息呈现与收费模式的平台治理研

究》，负责人黄鹂强。

公共管理、管

理科学与工

程、新闻传

播、物理学、

数学、计算

机、信息科学



3
法学

（0301）

魏斌*

吴飞

黄华新

廖备水

光华法学院 数字法学

1.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课题：基层社

会网格治理机制模型研究。

2.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智慧司法中法律

推理与法律解析的融合路径研究。

法学、数学、

计算机科学、

逻辑学

4
教育学

（0401）

耿凤基*

舒强

胡玉正

教育学院 脑与教育

1.科技创新 2030--“脑科学与类脑研究”

重大项目“中国学龄儿童脑智发育队列研

究”；

2.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科 学 基 金 面 上 项 目

( 62077042，导师组成员耿凤基主持)；

3. 国 家 万 人 计 划 青 年 拔 尖 人 才 项 目

（2023-2026，导师组成员胡玉正主持）。

医学、心理学

与教育学

5

管理科学与

工程

（1201）

王明征*

纪守领

崔逸凡

管理学院
数据驱动

决策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点项目，项目名称

《新零售模式的运营管理理论与方法》，负

责人为王明征。

2.国家级重点项目，负责人：孔祥维教授。

资助周期 2022.01—2024.12。王明征教授

子课题主持。

数学专业、统

计学专业、计

算机专业、控

制科学与工

程

工业工程、管

理科学与工

程

6
农林经济管

理（1203）

龚斌磊*

谷保静

杜震洪

陈帅

公共管理学

院

农业绿色

转型与高

质量发展

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1&ZD092)，《构

建面向高质量发展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体系研究》，2021。

2.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国 际 重 点 项 目

(72161147001)，《中国农业绿色转型与高

质量发展的路径与战略研究》，2021。

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2173114)，

《农业技术扩散与生产率收敛：理论与实证

研究》，2021。

农林经济管

理或农业资

源与环境

7
公共管理

（1204）

李拓宇*

张丹

葛坚

中国科教战

略研究院

健康中国

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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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负责人李拓

宇；

2.国家高端智库课题，服务健康中国建设的

拔尖创新医学人才培养机制和路径研究，负

责人李拓宇；

3.中国科协，未来医学“卡脖子”技术有组

织科研和成果转化的制约因素与政策建议，

负责人李拓宇、张丹；

4.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面向高

科技产业亟需的我国工程专业学位教育模

式创新研究，负责人李拓宇；

5.科技部，后疫情时期我国产业链再造的科

技创新需求研究，执行负责人李拓宇。

医工优先



（二）会聚计划指标（亚洲文明学科会聚研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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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

（0101）

黄华新*

彭利贞

徐仁军

徐慈华

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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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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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语言比较视域下的汉语论元交替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语言学

3
社会学

（0303）

梁永佳*

宗树人

阿嘎佐诗

社会学系

亚洲文明

与国族建

设

1.浙江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浙江卷编纂；

2.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族群本体与

超越性；

3.浙江大学区域国别研究专项-亚洲文明与

国族建设：印度与印尼的比较研究。

人类学、哲

学、亚洲语

言、区域国别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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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管理学

（1204）

岳文泽*

张蔚文

张永平

郑能干

公共管理学

院
城乡智治

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高质量

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研究，课题

负责人岳文泽；

2.推进以县域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研

究，课题负责人张蔚文。

公共管理、计

算机科学与

技术、地理信

息技术等。

2
新闻传播学

（0503）

吴飞*

任奎

方兴东

传媒与国际

文化学院

国家软实

力关键基

础设施工

程体系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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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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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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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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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法学

（0301）

程乐*

胡铭

韩劲松

光华法学院 数字法学

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建立健全我

国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研究，课题负责人程

乐；

2.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基层社会网格

治理数字化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课题

负责人胡铭；

3.国家高端智库重点课题，国家网络安全体

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研究，课题负责人程

乐；

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深化司法体制改

革和现代科技应用相结合的难点与路径研

究，课题负责人胡铭；

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时空选

择性相互作用的物联网可信认证，课题负责

人韩劲松。

数字法学、网

络治理、国际

组织等

5
应用经济学

（0202）

董雪兵*

陈宝梁

杜立民

方 恺

中国西部发

展研究院

“一带一

路”生态

环境合作

机制研究

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推动共建“一带

一路”高质量发展机制研究，负责人董雪兵；

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双碳”目标下

区域习特减排机制与调控策略研究，负责人

方恺。

环境科学与

工程、能源环

境工程、数

学、计算机、

经济学

（四）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卓越研究生交叉创新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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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学

（1305）

王小松*

陈为

陈晓皎

唐谈

艺术与考古

学院

计算机信

息技术、

艺术学

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国家出

版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重点项目：“中国历代

绘画大系”研究编纂与出版；

2、云冈研究院委托项目：云冈石窟核心

机房文物数字化提质项目；

3、浙江省委宣传部委托项目：良渚纪录

片；

4、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大遗址元素

智能提取理解及生成关键方法研究；

5、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数字化

视阈下的唐宋绘画色彩虚拟复原研究与

传统色彩资源库建设。

计算机信息

技术、艺术学

2
人工智能

（9901）

廖备水*

吴飞

杨易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学院/

哲学学院

新一代人

工智能逻

辑

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一代人

工智能驱动的逻辑学研究；

2.科技创新 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

重大项目-“非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博弈决

策” 子课题；

3.浙江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培育计

划（A 类）。

计算机学科、

人工智能、逻

辑学



3
体育学

（0403）

周丽君*

周伟华

耿卫东

冯晓露

教育学院
数字体育

产业

1.浙江省科技厅重大攻关项目（尖兵领

雁）：智能游泳训练装备研制与应用示范，

负责人：周丽君；

2.校地合作项目：遂昌县文体旅产业跨越

式转型升级研究，负责人：周丽君。

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生产

和服务管理决策中的人机协同新型模式

研究，负责人：周伟华；

4.浙江省科技厅重大攻关项目（尖兵领

雁）：智能化精准运动能力检测与评估系

统研制，负责人：耿卫东。

管理学、经济

学、计算机学

科

4

农林经济

管理

（1203）

茅锐*

张川川

汪笑溪

公共管理学

院

农业食物

系统转型

与城乡包

容性发展

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面向中国

式现代化的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研

究，课题负责人茅锐；

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

大项目，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农业可持续

贸易转型发展战略研究，课题负责人茅

锐；

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高水平开

放下进口冲击影响农业转型升级的机理

和路径，课题负责人茅锐。

农林经济管

理、经济学、

计算机

三、招生规模

每位主导师限招 1 名，本中心共招收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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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向东，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求是特聘教授。目前主要从事伦理学、心灵哲学、

知识论、行动哲学、认知神经科学、进化心理学等学科领域的交叉研究，旨在从

跨学科的视角来探索人类心灵的本质和人类能动性的来源，以促进哲学分析与经

验研究的双向互动和有机整合。

固定电话：无

邮箱：xuxd1965@zju.edu.cn

2

张子柯，博士，教授，师承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Giorgio Parisi 教授，浙江

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主要研究兴趣为基于交叉科学视角理解和解决以数据和

模型融合驱动的社会、传播、经济等领域问题。已正式发表论文百余篇，其中

SCI/SSCI 论文 80 余篇，引用 5000 余次，8篇论文入选 ESI-Top1%高被引论文，授

权国家发明专利 10 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欧盟第七科技框架项目 1项，

省部级项目 10 余项。荣获中国计算机协会自然科学二等奖，近年来入选浙江省优

秀教师，浙江省师德先进个人，浙江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杭州市优秀教师，兼

任复杂性科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国新闻史学会智能与计算传播专委会常务理事、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社会计算与社会智能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

学会复杂网络与复杂系统专业委员会委员。

固定电话：无

邮箱：zkz@zju.edu.cn

3

魏斌，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数

字法治实验室执行主任，中国法律逻辑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研究方向关注法学、

逻辑学与新一代人工智能的交叉。

固定电话：无

邮箱：binwei@zju.edu.cn

4

耿凤基，于 2012 年 9 月在浙江大学心理系获得博士学位，相继在美国米歇根

大学人类发育发展中心和马里兰大学心理系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任浙江大学教育

学院课程与学习科学系百人计划研究员，主要致力于教育、心理和脑科学等领域

的交叉研究。已在多个相关学科 SCI/SSCI 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

包括 BMC Medici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EM Education,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NeuroImage 和 Journal of Pediatrics 等。担任多个国际国内期

刊的审稿人。受邀任 SRCD 2021 Biennial Meeting Review Panel Co-Chair。主

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和校级科研项目，并以骨干身份参与了科技创新 2030—重

大项目“中国学龄儿童脑智发育队列研究”中的浙江大学队列建设课题。

固定电话：0571-88276113

邮箱：gengf@zju.edu.cn



5

王明征，现为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兼任数据科学与管理工程学系副系主

任。曾获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辽宁省杰出青年人才计划，同时担任 西藏

自治区电子商务建设特聘专家、中国双法研究会网络科学分会副理事长、中国系

统工程学会物流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管理工程学报》决策科学专题

负责人和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点项目负责人。主要的研究兴趣是 新零售运营

管理与供应链管理、平台运营管理、数据驱动决策、大数据分析与统计优化、智

能物流优化模型与算法、商业分析与决策智能。取得的研究成果已经部分地发表

在 Operations Research、Manufactural and Service Operations Management、

INFORMS Journal on Computing、IEEE Transactions on Automatics Control、

EJOR、IJPE、TRE、IEEE Transactions SMC-S 等国内外著名期刊上。基于取得的

成果，近几年来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点项目和 4 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面上和青年项目，作为骨干成员参加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科研创新群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点项目、国际合作交流项

目重大项目和国家高科技研究计划（863 项目）等十多项。目前正在主持一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重点项目《新零售模式的运营管理理论与方法》。同时面向国家

和企业的重大需求，与京东物流、阿里巴巴盒马鲜生以及海尔卡奥斯合作，结合

企业的业务和数据，利用数据和模型双轮驱动的方法，解决企业运营管理难题。

固定电话：0571-88206827

邮箱：wangmzh@zju.edu.cn

6

龚斌磊，长聘教授，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国务院农经学科评议组副秘书长。研究聚焦农业与资源环境领域的生产率分析和

增长核算等议题。独著论文发表在 JDE、AJAE、《经济研究》等期刊。

固定电话：0571-56336992

邮箱：gongbinlei@zju.edu.cn

7

李拓宇，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学科与教学主任，主要从事科教管理、创新治

理相关学术研究和决策咨询工作，近五年，主持国家自科基金项目、国家高端智

库课题、省哲社项目多项，执行负责科技创新 2030 重大课题、科技部战略研究专

项多项，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牵头撰写或主要执笔递交国家部委战略研究报告

近百篇。

固定电话：0571-88208516

邮箱：l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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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华新，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执行院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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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程工，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副院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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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梁永佳，浙江大学人类学求是特聘教授、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人类学研究》

主编。研究领域包括经济人类学、南亚与东南亚、宗教与国族建设。主张用中国

古代思想解读亚洲社会，探索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途径，曾在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社会学研究》《社会》《开放时代》等期刊发表相

关论述。兼任中国社会学会理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宗教学会

宗教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American Anthropologist 和 Cambridge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编委。

固定电话：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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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文泽，爱思唯尔 2020-2022 中国高被引学者，自然资源部科技创新团队首

席专家。在国际知名期刊发表论文 50 多篇。主持包括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10 多

项。研究成果先后获得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励 6项。

固定电话：0571-56662160

邮箱：wzyue@zju.edu.cn

2

吴飞，求是特聘教授、博导，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高

级访问学者。现任浙大人文学部副主任，曾任浙大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中

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常务副院长。主要研究传播与社会、传播法及新闻理论。

出版著作有《平衡与妥协——西方传播法研究》、《新闻专业主义研究》。

固定电话：0571-88981200

邮箱：842911164@qq.com

3

魏江，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长

期致力于创新管理和战略管理研究。先后主持国际合作项目 6 项，国家自科社科

项目 15 项，出版专著教材 50 余部，发表论文 400 余篇，成果引用率连续 10 多年

处于国内管理学界前列。

手机号码：0571-88206801

邮箱：weijiang@zju.edu.cn

4

程乐，浙江大学求是科研岗，光华法学院教授，博导，浙江省 “五个一批”

领军人才，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gal Discours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gital Law and Governance 主编，爱思唯尔高被引学者，著作 40 余部，得

到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批示等部级以上智库成果 40 余项，中央网办专家顾问。

固定电话：无

邮箱：

chengle163@hotmail.com;

chengle@zju.edu.cn

5

董雪兵，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先后承担或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多

项，在国内外重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其中在国内权威期刊《经济研究》

发表论文 6 篇，曾获省部级二等奖等各类奖励多项。

手机号码：0571-88981430

邮箱：dxb@zju.edu.cn

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卓越研究生交叉创新专项

序

号
主导师简介 联系方式

1

王小松，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副院长、求是科研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图像数据重点实验室副主

任、浙江大学信息学部学位委员、浙江大学人文学部学术委员、浙江大学当代艺

术设计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城乡创意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担任“中国历代绘画

大系”编委，作为“大系”成果展巡展总策展人，积极推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与传播。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艺术基金项目等其他科研项目，

积极探索艺术设计学科理论创新。

固定电话：0571-88276163

邮箱：Wang64@zju.edu.cn

2

廖备水，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哲学

学院（逻辑学）、计算机学院（人工智能、计算机应用技术）博士生导师，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一代人工智能驱动的逻辑学研究”首席专家。现任浙

江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卢森堡大学高等智能系统与推理联合实

验室主任，浙江大学脑机智能全国重点实验室逻辑计算组组长，国际期刊 Journal

of Logic and Computation (SCI) ‘AI Logic’ Corner 责任编辑，国际期刊

Argument & Computation、Journal of Applied Logics、Logics 编委，IJCAI、

AAAI、AAMAS、KR、COMMA、LORI、PRIMA、CLAR 等重要国际会议程序委员会委员/

主席。

固定电话：无

邮箱：baiseliao@zju.edu.cn



3

周丽君，教授。现任浙江大学国家体育产业研究基地主任、世界休闲组织浙

江大学休闲卓越中心主任。兼任世界休闲组织执委、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理事、浙

江省体育科学学会副理事长和浙江省体育社会科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担

任国家体育总局十四五决策咨询专家、浙江省产业转型升级咨询专家、浙江省政

府体育产业发展咨询专家。主持起草国家发改委、体育总局八部委联合印发的《户

外运动产业发展规划（2022-2025 年）》。

固定电话：无

邮箱：

janezhou328@zju.edu.cn

4

茅锐，教授。现任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党委委员、农

业经济与管理系主任、教授委员会主席，浙大-IFPRI 国际发展联合研究中心副主

任。兼任中国农村发展学会常务理事、青工委副主任，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治

城乡专委会副秘书长。同时担任国际期刊 International Food and Agribusiness

Management Review 主编办公室主任、执行编辑。

固定电话：0571-56337023

邮箱：rmao@zju.edu.cn

“文科+X”多学科交叉人才培养卓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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