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文科+X”多学科交叉中心博士研究生培养 

专项计划招生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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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招生方向主要围绕“数字文科”。 

中心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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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招生方向为跨文化研

究、话语分析与文化认知、亚洲语言研究、亚洲文明（汉字文化圈与东亚笔谈文

献）、亚洲文明与国族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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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公共管理

（1204） 

何文炯* 

张立新 

陈坤 

公共管理学院 

基本医疗

费用分担

机制优化

研究 

1.国家自科重大项目课题“代际均衡

与多元共治——老龄社会的社会支持

体系研究” 

2.国家自科重点项目“随机环境的概

率模型研究” 

3.国家自科基金项目“CpG-SNPs 与结

直肠癌发生发展的关联及其机制研

究” 

数学、医学类

或公共管理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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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语言

文学 

（0502） 

何莲珍* 

孙英刚 

沈永东 

徐慈华 

外语学院 
跨文化研

究 

1. 教育公平背景下的语言测试公平性

研究（国家哲社基金项目）； 

2.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应用研究

（教育部考试中心） 

语言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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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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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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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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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外国语言

文学 

（0502） 

程工* 

刘丹青 

罗天华 

吴义诚 

邵斌 

外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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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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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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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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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规模 

每位主导师限招 1 名，本中心共招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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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普通交叉指标 

序号 主导师简介 

1 

王杰，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艺术

人类学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浙江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

主义美学研究》主编、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与批评形态研究”首席专家。

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寻找乌托邦——现代美学的危机与重构》、《文化与社会——马克思主义与 20 世纪

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研究》、《审美幻象研究》。 

电话：0571-88273729；邮箱：wjie5710@126.com 

2 

张颖岚，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制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长期致力于

文化遗产管理、考古学、文物数字化的研究。承担国家级、省部级课题 9 项，参与编撰考古报告 3 部，

论著 9 部，撰写论文 60 余篇。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特邀专家和第二

主编。曾先后赴美国、以色列、哥伦比亚等国访学交流。 

电话：0571-88273384；邮箱：zyinglan@zju.edu.cn 



3 

郑春燕，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院长、浙江暨浙江大学立法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入选国家万人青年拔尖计划、第四届浙江省突出贡献中青年法学专家，首届之江青年学者。在政府法

治、立法学、数字法治领域卓有研究， 于《Law & Society Review》及《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

权威和核心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个人专著《现代行政中的裁量及其规制》获第五届董必武青年法学

成果奖一等奖，并获教育部高校科研青年成果奖。曾获得第二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

系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浙江省劳动模范。浙江省委法律顾问，省委法治浙江专家咨询委员会委

员。 

电话：0571-86592737；邮箱：boxzheng@zju.edu.cn 

4 

欧阳璠，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学习分析及教育数据挖掘、人工智

能教育、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近 5 年来发表高水平期刊论文（SSCI/SCI/EI/ESCI 索引）20 余篇，

承担多本 SSCI 期刊同行评审及编委工作，主编人工智能教育著作一本，主持并参与多项国自科、省部

级及浙江省重点研发项目。 

电话：0571-88276113 ；邮箱：fanouyang@zju.edu.cn 

5 

胡亮，浙江大学体育学系教授，副系主任。研究兴趣为结合新兴科技开展运动相关的心理与认知

调控。获国家社科基金、浙江省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等 20 余项资助。担任多个学术期刊副主编/编

委，已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曾获得国家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浙江大学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等

奖励。 

电话：0571-88276113 ；邮箱：fanouyang@zju.edu.cn 

6 

周伟华，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新

世纪优秀人才，浙江大学求是青年学者，浙江省之江青年学者。现任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浙江

大学数据分析和管理国际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聚焦于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研究，包括物流网络规划，

供应链协同，供应链金融，相关研究成果在国际管理科学顶级刊物《Management Science》《Operations 

Research》发表，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项，国家部委、各级

政府及企业项目 20 余项。 

邮箱：larryzhou@zju.edu.cn 

7 

何文炯，浙江大学民生保障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老龄和健康研究中心主任，中国

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中国保险学会第八届、第九届副会长。主要从事社会保障、风险管理和保险精

算教学和研究，科研成果获省部级一等奖 3 项。 

电话：0571-56662153  邮箱：hewenjg@zju.edu.cn 

会聚计划指标 

序号 主导师简介 

1 

何莲珍，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教授，求是特聘学者，浙江省特级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能力发

展与评价、话语分析。主持研究课题十余项，在核心以上期刊发表论文 70 余篇，出版专著 4部，获省

部级以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教学成果奖 10 项。现任教育部高等学

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语言评价与测试学会副会长。 

电话：0571—88981782；邮箱：hlz@zju.edu.cn 

2 

黄华新，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人文学部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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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571—88981209；邮箱：rw211@zju.edu.cn 

3 

程工，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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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571-88206175；邮箱：chengg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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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571-88273576；邮箱：japanolog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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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571-88206086；邮箱：jiayliang@zju.edu.cn 

  

 

 

“文科+X”多学科交叉人才培养卓越中心 

2021 年 8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