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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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招生方向主要面向基础前沿领域（人工智能与脑科学交叉等）、

生命健康领域、社会发展领域（生态文明研究、智慧社会、文物数字化、数字经

济、认知与决策、城镇可持续发展等）等新兴交叉学科领域。 

中心 2021 年招生计划还包括亚洲文明学科会聚研究计划。该计划是学校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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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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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招生方向为亚洲语言

研究、话语分析与文化认知研究、汉字文化圈与东亚笔谈文献研究、亚洲文明与

数字经济法律制度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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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备水* 

李石坚 

魏  斌 

人文学院 
逻辑学与新一

代人工智能 

1.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可用且高效的概率论辩

理论及算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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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逻辑学、

计算机科

学与技

术、人工

智能、数

学 

2 
法学 

（0301） 

李永明* 

吴  飞 

何钦铭                                                                                                                                                                                     

纪守领 

光华法学院 
智慧司法、数

字知识产权 

1.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司法专

项项目，智慧司法智能化感

知交互技术研究； 

2.浙江大学重大交叉“智慧

法务”创新团队； 

3.知识产权交易与保护智能

服务平台。 

法学、计

算机等 

3 
教育学 

（0401） 

李  艳* 

吴  飞 

陈文智 

翟雪松 

教育学院 智能教育 

1.李艳(2020). 人工智能赋

能教育强国社会实验研究

(2020.07-2023.06). 国家科

技创新 2030-“新一代人工

智能”重大项目“人工智能

综合影响社会实验研

究”(2019AAA0105400)子课

题； 

2.李艳(2019). 人工智能支

撑大规模教育的个性化实现

研究(2020.01-2024.12). 

2019年度国家社科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人工智能促进未

来教育发展研究”

（19ZDA364）子课题； 

3.李艳(2019). 基于智能教

学系统的精准教学模式与发

生机制研究(2020.01-

2023.12).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61977057)。 

教育技术

学、计算

机科学、

信息科学 



4 

外国语言

文学

（0502） 

王  永* 

张克俊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

交流学院 

计算机科学在

外国文学研究

中的应用 

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索引

（CFLSI）的研制与运用； 

2.浙江省重点自然科学基

金，多模态数据驱动的音乐

积极情感反馈与生成模型研

究； 

3.中国工程院中国工程科技

知识中心，创新设计知识服

务系统； 

4.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

题，大数据驱动的气溶胶光

学物理属性统计与分析。 

计算机科

学与技

术、外国

语言文学

相关专业 

5 

新闻传播

学 

（0503） 

赵  瑜* 

鲁东明 

范志忠 

张  婵  

林  玮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影视大数据研

究 

1.国家社科重大课题《新时

代中国电影工业体系发展研

究》； 

2.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人工

智能时代的传播伦理与规制

框架》。 

新闻传播

学、计算

机科学与

技术、统

计学 

6 
考古学 

（0601） 

刁常宇* 

李志荣 

许端清                

徐海松 

艺术与考古学院 文物数字化 

1.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丝路

文物数字复原关键技术研

发； 

2.浙江省文物保护科技项

目，传统书法的计算机辅助

鉴定研究； 

3.浙江省文物保护科技项

目，基于多元知识的新昌大

佛寺石弥勒像的虚拟复原与

展示。 

计算机科

学与技

术、考古

学、光学

工程 

7 

管理科学

与工程

（1201） 

汪  蕾*              

周  泓 
管理学院 

基于双脑的跨

感官消费者动

态购买决策 

1.国家基金面上项目: 基于

感官体验及跨感官交互的消

费者决策机理研究； 

2.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新型人工智能算法及其神经

退行性疾病应用研究。 

经管、心

理、生

仪、计算

机、控

制、数学

等相关理

工、社科

背景的学

生 

8 
公共管理 

（1204） 

李  实* 

张  奕 

何文炯  

郭继强 

郎友兴 

公共管理学院 
收入分配理论

与政策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课题，代际均衡与多元共

治——老龄社会的社会支持

体系研究； 

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人口老龄化与长寿风险

管理的理论与政策研究； 

3.国务院扶贫办课题，相对

贫困人口现状研究。 

经济学、

公共管理 

 



（二）会聚计划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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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学 

（0301） 

赵  骏* 

王贵国 

杜立民 

光华法学院 

亚洲文明与数

字经济法律制

度 

1.亚洲文明学科会聚研究计

划； 

2.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国际

法与国内法视野下的跨境电

子商务建设； 

3. 阿里巴巴委托课题：跨境

电商争端解决处理机制； 

4. 浙江省科技计划项目：智

能司法开放创新平台开发及

应用示范-基于人工智能的司

法服务平台及应用示范。 

法学、经

济 

2 
社会学 

（0303） 

赵鼎新* 

菅志翔 

孙艳菲 

缪  哲 

社会学系 

人类学、民族

学、历史学、

艺术史 

亚洲文明学科会聚研究计划 

历史学或

者历史社

会学 

3 

中国语言

文学

（0501） 

黄华新* 

李旭平 

洪  宇 

徐仁军 

陈  辉 

人文学院 
话语分析与文

化认知 

1.亚洲文明学科会聚研究计

划； 

2.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

标项目，汉语隐喻的逻辑表

征与认知计算； 

3.国家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

子课题，面向 2035年我国高

校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发展的

话语体系研究； 

4.浙江省委宣传部委托项

目，浙江省文化发展指数研

究。 

语言文

学、哲

学、传播

学等 

4 

中国语言

文学

（0501） 

王  勇* 

王海燕 

葛继勇 

安成浩 

人文学院（日本文化

研究所） 

亚洲文明（汉

字文化圈与东

亚笔谈文献） 

1.亚洲文明学科会聚研究计

划；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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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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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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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外国语言

文学

（0502） 

程  工* 

刘丹青 

黄华新 

吴义诚 

邵  斌 

外语学院 亚洲语言研究 

1.亚洲文明学科会聚研究计

划；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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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汉语隐喻的逻辑表征与认

知计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项目；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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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招生规模 

每位主导师限招 1 名，本中心共招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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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计划仅限招收直接攻博生和硕

博连读生。 

 

六、奖励办法 

1．优秀本科生通过推荐免试被录取为直接攻博生，如加入专项计划，入学后

颁发 10000 元/人“新生奖学金”，以激励产出创新性研究成果。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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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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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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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普通交叉指标 

序号 主导师简介 

1 

廖备水，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计算机学院博

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双脑计划”-“逻辑、认知与人工智能”交叉创新团队负责人，浙江大学“大

数据＋推理与决策”创新团队首席专家，浙江大学-剑桥大学“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推理基础理论与

方法研究”项目负责人。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工智能逻辑，论辩理论，智能主体与多主体系统，人工

智能伦理与法律。已出版专著 3本、译著 1本、国际会议论文集 3本，在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Journal of Logic and Computation、IJCAI、KR、COMMA、LORI等逻辑学和人工智能方向学术刊物

及国际会议上发表多篇论文；其中，英文专著《Efficient Computation of Argumentation 

Semantics 》获“浙江省第十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和“第八届教育部高等学校科

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 

邮箱：baiseliao@zju.edu.cn 

2 

李永明，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博导，中国知产研究会副会长、中

国版权协会常务理事、国家知产战略专家委员、商务部海外维权专家、浙江省知产法研究会会长、首

届“浙江省优秀中青年法学家”、浙江省科技法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法学会常务理事兼学术委员、浙

江省科协委员、浙江省委政法委特邀督查员、浙江省人大立法专家委员、浙江省政府立法专家委员、

浙 江 省 知 产 标 准 技 术 委 员 会 主 任 等 职 务 。                                                                                                                                                                            

作为课题负责人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核高基”“985”“211”工程重大项目子课题、国家社

科基金、省部级重大项目等 10余项。曾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高影响力刊物发表论文 50余篇

并著有多部专著。在网络法、科技法等领域有丰富实务经验，为 10余家网络科技公司提供法律顾问，

主持互联网新技术等领域项目论证和合规审查近百项，代理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互联网科技法纠纷案

件 20余起。 

邮箱：lymzd@163.com 

3 

李艳，浙大教育学院课程与学习科学系系主任、智能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包括数字化学

习、科技教育、AI教育应用、教育创新传播等。主持国家级、省级课题近十项，出版著作和译著八部，

在国内外专业期刊上发文四十余篇。 

邮箱：yanli@zju.edu.cn 

4 

王永，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教授。《文学跨学科研究》（A&HCI）副主编，中国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

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史、俄罗斯文学、计量语言学等。在《文学跨学科研究》《外国文

学研究》《外国语》等国内外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索引

（CFLSI）的研制与运用”首席专家。 

邮箱：wangyongzju@163.com 

5 

赵瑜，浙江大学影视艺术与新媒体学系主任，主要研究专长为视听传播、媒体融合，担任浙江省

行为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史学会视听传播分会副秘书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应用新闻传播学研究委

员会副秘书长等学术兼职。2019年入选国家广电总局全国媒体融合专家库的首批成员。担任浙江省委

宣传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研究和评估专家组成员。近五年在新闻传播学及管理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15篇，发表论著 2部，主持课题 8项。 



邮箱：yuzhao@zju.edu.cn 

6 

刁常宇，计算机科学博士，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副教授（考古学），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副院长，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信息中心主任，石窟寺文物数字化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

（浙江大学）常务副主任，哈佛大学研究员。主要研究工作方向：文物数字化，三维重建和颜色复原

技术等，参加了多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国家 973、863、科技支撑、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浙江省

文物保护科技项目，国内文博领域服务项目等。在 IEEE Transactions on Image Processing、Applied 

Optics、Optik 等期刊上合作发表多篇文章，带领和指导学生自主研制了高精度结构光三维扫描仪、

古代壁画高保真自动采集系统、航模摄影大场景三维重建系统、大幅面高保真书画与丝绸扫描仪、大

型室内动态三维扫描等设备，广泛应用于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佛光寺、浙江省博物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等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其中，大型石窟数字化复制工作获评 2018年度浙

江大学十大学术进展。 

邮箱：dcy@zju.edu.cn 

7 

汪蕾，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管理学院副院长、神经管理学实验室主任。担任中国管理科学与

工程学会神经管理与神经工程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神经经济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浙江省技术经济与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理事长等。主要研究方向为：神经管理、消费决策。近

五年发表 SSCI 论文 20 余篇，曾获国家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浙江省教学成果一等奖、浙江省

科技进步奖、浙江省三育人先进个人等奖项和荣誉。 

邮箱：wang_lei@zju.edu.cn 

8 

李实，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李实创立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微观政策模拟中心和人的发展经济学

研究中心等高端智库，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收入分配理论为支撑，为国家重大决策战略提供了

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智力支持。在收入分配领域耕耘三十载，学术成果丰硕，获得第八届“中国经济学

理论创新奖”（中国理论经济学最高奖项），三获“孙冶方经济学奖”（1994年、2010年、2017年）。李

实兼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

职务，还荣获 2018年“全国脱贫攻坚奖”。 

邮箱：lishi9@zju.edu.cn 

会聚计划指标 

序号 主导师简介 

1 

赵骏，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博导。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外交部国际法

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从事国际经济法、国际商法、比较法的研究与

教学。 

邮箱：junzhao@zju.edu.cn 

2 

赵鼎新，芝加哥大学 Max Palevsky 讲席教授。同时为国家“千人计划”教授，浙江大学人文高

等研究院院长和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曾任北美中国社会学家学会主席、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

心中国委员会主席、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研究员等。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社会学、社会运

动和历史社会学。中文专著有《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东周战争和儒法国家的形成》《民主的限制》

《合法性的政治》以及《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前现代中西模式的比较》。英文专著 Power of 

Tiananmen 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获得美国社会学学会 2001 年度亚洲研究最佳书籍奖以及

2002年度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研究最佳书籍奖。英文专著 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于 2015

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获美国社会学学会 2016年度政治社会学研究最佳书籍奖。 

联系电话：0571-88208662 

邮箱：dxzhao@zju.edu.cn 

3 

黄华新，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人文学部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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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中国逻辑学会科学逻辑专业委员会主任，

浙江省逻辑学会会长。先后主持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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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余篇。 



邮箱：rw211@zju.edu.c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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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剑桥大学客座教授，现任浙江大学“文科领军”教授、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中心“东北亚研究中心”

主任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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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箱：japanology@163.com 

5 

程工，博士研究生毕业，浙江大学文科领军学者，浙江省“万人计划”人文社科领军人才。教授，

博士生导师，博士后人员合作导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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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多

家知名期刊的编委。所著《语言共性论》被评为“外国语言文学高被引学术著作”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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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571-88206175 

邮箱：chenggong@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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