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受邀出席的专家简介（按姓氏拼音顺序）：

陈通，西南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律心理与智能计算

研究院院长,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指挥与控制学会理事，中

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共安全与行为科学实验室学术委员。开展人工智能与心理学的

交叉研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情感识别、微表情识别、智能审讯技术等。提出将

面部组织血氧应用与心理应激识别，主持国家级项目 5项，开发智能设备多套，

研究成果已经服务于公安、司法、纪检等各个领域。



董石桃，1979年生，湖南衡阳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在湘潭大学

和浙江大学先后获得管理学学士、管理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现为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副主编，广州大学MPA

教育中心主任，广东省反腐倡廉理论教育基地兼广州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广州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广东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广州大学党内法

规研究中心副主任，广州市监察委员会特约监察员，教育部名栏“廉政论坛”主持

人，广东省普通高校创新团队“廉政治理”负责人。相继入选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

重点培养对象，湖南省青年教学能手，湘潭大学“韶峰学者”特聘教授，广州大学

“百人计划”学术带头人，广州大学“广州学者”特聘教授，广州市高层次人才。主

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重大项目子项目等

6项和其他省部级项目 20余项，出版《公民参与和民主发展》《协商参与的逻辑》

等著作 3部，在《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教学与研究》《光明日报》等

刊发表论文 90余篇，20余篇文章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和人大

复印报刊资料等转载，近年多篇智库报告获中央和省市领导批示或被政府部门采

纳。主要从事廉政治理、基层治理和数字治理等方向研究。



傅小兰，女，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中国科学

院大学心理学系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心理学院院长；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原

理事长、原秘书长；《心理学报》主编。主要从事认知心理学和情绪心理学研究，

发表论文 380 余篇，主编著作 10 部，出版译著 13 部，建立 4 个微表情库和 1

个伪装表情库，被国内外 800余个研究团队无偿使用。获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二等

奖 3次，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中国电子学会科学技术

奖技术发明一等奖等。中共十八大、十九大代表，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荣

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妇女创先争优先进个人、全国教科文卫体系统先进女职

工工作者以及中国心理学会终身成就奖等荣誉称号。



胡卫平，陕西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

大代表，政协第十一届陕西省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博士生导师。

现任现代教学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科技创新后备人才成长规律协同研究

中心主任，国家义务教育科学课程标准修订专家组组长，高中物理量课程标准修

订组组长，中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者协会副理事长，中国教育学会常务理事、

科学教育分会会长等。国际创造力与创新研究协会（ISSCI）会士，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Gifted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等国

内外学术期刊编委。承担国家级与省部级课题 58项，在国内外核心刊物发表论

文 290余篇，其中 SSCI 80余篇，2018年和 2019年两次进入爱思唯尔中国高被

引学者榜单。 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 31项。提出的加强改进科学教育的若干

政策建议国家采纳，推动了科学教育改革，建立的思维型教学理论应用于全国

5000余所学校，以及美国、俄罗斯、瑞士、西班牙等国家。



李红，四川师范大学脑与心理科学研究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导，辽宁师范

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心理学会原理事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8年），

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04年）、“抗震救灾感动中国”全国

师德标兵（2008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2010年）、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2004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心理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2013—至今），中国心理学会情绪与健康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2017—至

今），第六、七届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2009—2019），中国心理学会第十二届、

第十三届理事会理事长（2018—2023），第十一届理事会副理事长（2013—2018），

第十届至第十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2009—至今），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教学工

作委员会前主任（2009—2019）。1986年、1989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获教育

学学士学位、教育学硕士学位，199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理学博士学位；

曾先后担任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部长、认知与人格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辽宁师

范大学副校长、深圳大学心理与社会学院创院院长等职。



卢雄,教育心理学教授，四川省心理学会理事长，四川省中小学安全教育与管

理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省社科联理事，四川省科协委员。成都师范学院数学学院

党委书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访问学者，教育部中小学校长培训专家库专家。

论著与编写教材 20余部，主持和参与省部级科研项目 20余项，发表论文 20余

篇，教学科研成果获省级奖励 10余次。



罗跃嘉，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国家杰青，百千万人才工程，中科院

百人计划入选者。目前当选为中国心理学会候任理事长，中国认知科学学会理事

兼社会认知分会会长、广东省认知科学学会会长等，以及国自然基金委、科技部、

教育部、中组部评审专家。主持重大重点项目等十多项，30 年来发表论文 550

篇，其中 SCI/SSCI论文 275篇。获教育部技术发明一等奖等省部级科技奖 15项，

主要从事情绪与认知的心理生理学研究，在推动中国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参与

中国心理学科、重点实验室建设，脑电/ERP技术的研究与应用等方面，具有广

泛学术影响力。



秦绍正，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教

授、IDG麦戈文脑研究院教授、PI、 博士生导师，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计划。

秦教授团队长期致力于人脑情感认知的原理解析以及情绪问题发展分化的认知

神经机制研究，在人类情绪应激的研究中建立了多模态量化评估、诱发及其对学

习与记忆影响的行为学范式，发展了基于脑的情感认知评估、计算与调控技术，

为人脑情感认知的原理解析、计算建模与测试技术等提供重要启示。这些研究成

果发表于 Nature Neuroscience、Nature Human Behaviour、Nature Communications、

American Psychologist 和 Biological Psychiatry 等期刊，获 Nature News 和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亮点论文推荐。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点、创新

群体(课题 4)等项目支持。



任建明，山西乡宁人，清华大学工学学士、工学硕士、管理学博士。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航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廉政建设、政府管理、组织领导等方面的研

究，是国内重要的廉政学学者。曾受聘中央纪委国家监察部特邀监察员

（2013-2018），任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廉政分会理事长，北京市纪检监察学会

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兼职博导。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及政府机构委

托项目多项，代表性著作有《腐败与反腐败：理论、模型和方法》，在国内外学

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200余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的文

章 20余篇。



孙向红，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研究涉及人机界面设

计与评价、驾驶行为、心理负荷与情境意识等。在心理选拔领域，参与空军《飞

行能力综合测量评价系统》的研制，与 921工程中“航天员选拔心理会谈的方法

与评价标准的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驾驶安全领域揭示了驾驶与

言语加工的交互作用，研发心理负荷与情境意识的实时监测与预警技术，揭示了

阈下干预技术对态度、情绪状态、人际信任的影响，将阈下干预技术与界面设计

相结合，为智能座舱设计提供以人为本的设计指导。获得发明专利三项，软件著

作权三项。事故倾向性测评系统在武警部队等单位应用。在状态监测与能力提升

领域，针对工作中的应激状态与情绪变化，结合生理指标与视频分析，搭建移动

平台，建立了作业状态下的心理状态监测评估系统，服务于教学与训练场景中的

效能提升。



杨波,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二级教授，犯罪心理学方向博士生导师。中国

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副会长及循证戒治分会会长，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社会心理服

务工作委员会总干事，中国社区发展协会社区心理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社

会心理学会司法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查社

会支持体系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专家。主要成果有专著《中国人的人格结构》、

《犯罪心理学》、《人格与成瘾》、《毒品成瘾与心理康复》等，在《中国科学》、

《心理学报》及 SCI、SSCI收录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100余篇。主持科技部

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项目十余项。



崔巍，四川师范大学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教授，四川省纪检监察干部培训

中心专职副主任，四川省法学会监察法学研究会会长。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子课题 1项，主持省级课题项目 4项，专著 2部。研究方向：宪法学与行政法

学、纪检监察基本理论、党内法规学。主要社会兼职：中国廉政学会理事、四川

省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四川省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法学会立法学

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监察学会理事、四川省委组织部特邀研究员、四川省人大

立法专家、四川省检察院咨询专家。先后发表论文 40 余篇，其中有的发表在《光

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宏观经济研究》《宏观经济管理》等刊物。



靳宇倡，男，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四川省

第十二批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负责

人，2项成果为省级以上党政部门提供了重要决策参考。获得四川省科技进步奖

1项（排名第 1）、四川省第十八次社科优秀成果奖 2项（排名第 1）。主持国家

社科基金 2项、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2项、主持四川省社科规划重大项

目 1项、主持四川省社科规划面上课题 1 项。近年来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SCI、SSCI、CSSCI等高级别期刊发表论文 40余篇（SSCI一区论文 5篇、SSCI

二区论文 3篇、权 A期刊 12篇）。论著 3部、主编教材 7部（主编 1部教材获

2023年度“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获得发明专利 7项、实用新型专利

2项、软件著作权 3项。任四川省心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

心理学会副理事长、四川省系统工程学会第六届理事会常务理事、西南民族地区

社会心理服务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委员。



袁加锦，四川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纪检监察心理与行

为重点实验室执行主任，中国心理学会情绪与健康心理学专委会副主任、中国妇

幼健康研究会婴幼儿心理健康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神经科学学会应激分会委员、

四川省心理学会常务理事、民进四川省委委员等社会职务。曾获四川省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二等奖（2023）、民进中央参政议政优秀成果一等奖（2023）、四川省杰

出青年科技人才（2022）、四川省千人计划特聘专家（2021）、重庆市特支计划青

年拔尖人才（2017）、瀚翔青年科学家奖（2019）、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2013）

等荣誉。主要从事情绪与健康心理学、情绪调节与行为控制等领域研究。以第一

或通讯作者身份在 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JAMANetwork Open，

Emotion， NeuroImage，心理学报、中国科学等期刊发表论文 100余篇，成果被

引约 4000次，个人谷歌 H指数 32。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项）、四川

省杰出青年基金等纵向课题 10余项，国家软件著作权登记 4项，省部级以上党

政机关采用智库成果 4项。研究成果被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应激与心理

健康牛津手册等宣传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