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高教动态信息

2019 年第 2 期（总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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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年会主旨报告：办好中国特色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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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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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要闻】

◆全面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 更好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10 月 21 日至 2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

理孙春兰在陕西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涉农

高校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重要回信精神，全面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

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更好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各高校要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

育体系，完善评价体系；要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紧密对接国家战

略需求；要引导高校科学定位、特色发展，支持有条件的中西部高校

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要立足地方、扎根地方、服务地

方，主动适应中西部地区发展和产业转型方向；要深化职业教育改革，

提升职业教育质量，加快培养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为

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中国教育报》

2019-10-23）

◆办好中国特色高水平大学的基本点。10 月 12 日，中国

高等教育学会会长 教育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在 2019 高等

教育国际论坛年会上的主旨报告中谈到办好中国特色高水平大学需

要把握的 5个基本点。一是坚持立德树人这个核心点。大学初心，旨

在育人，要深刻认识立德树人的理论内涵，要准确把握立德树人的深

远意义，要科学构建立德树人的实践体系。二是推进学科建设这个着

力点。建设高水平大学，必须鲜明地突出学科导向；在学科建设方面，

必须坚持有选择的发展，有所为有所不为；建设高水平大学，重在质

量和特色，绝不是规模和数量上的比对。三是抓好人才队伍这个支撑

点。要围绕学科集聚人才，不能脱离学科盲目引进；要集聚高层次人

才，而不是一般的普通人才；要集中培养优秀青年人才，不要一味论

资排辈；要把好人才的思想政治关，不能“泥沙俱下”，不做甄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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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四是扩大对外开放这个发展点。要引进、利用国际优质教育资

源，也就是“请进来”；要促进教育国际交流合作，也就是“走出去”；

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也就是“深参与”。五是强化党的建设这个关

键点。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

责制。要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中国教育报》 2019-10-19）

◆教育部印发《关于促进在线教育健康发展的指导意

见》。近日，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等十一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

在线教育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指出，要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创新教育组织形态，丰富现代学习方式，加快建设“人

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服务。《指导意见》提

出，要扩大优质在线教育资源供给。一是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在线教育

机构，支持互联网企业与在线教育机构充分挖掘新兴教育需求，满足

多样化教育需求。二是推动学校加大在线教育资源的研发和共享力

度，加快线上线下教育融通，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面。三是实施

“教育大资源共享计划”，建设一批高质量在线课程，培育优质在线

教育资源。四是鼓励职业院校、普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密切合

作，推进在线教育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五是鼓励职业院校、普通高

校结合社会需要和办学特色，加强相关专业建设和在线教育人才培养

力度，积蓄发展动力。（《教育部》 2019-9-30）

◆高等教育法执法检查：有的省近 2/3 高校生师比不达

标。10 月 21 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作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高等教育法实

施情况的报告，谈到了上述高校师资力量问题。一是教师数量与高校

办学规模、人才培养需求不匹配，不少地方的高校长期受编制不足的

影响，教师缺口较大。有的省近 2/3 本科高校生师比不达标，有的省

相当一批高校生师比超过 22：1，未达到国家基本办学要求（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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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部分高校聚焦人才培养的意识不强，过于重视外部评价，在学校

发展上急功近利，主要精力和资源放在学校排名、论文数量、项目申

报等显示度较高的工作上，对长远发展谋划不够。高校科研创新也存

在短板，高质量标志性成果产出低。三是一些高校办学定位不科学，

学科专业特色不鲜明，人才培养的层次类型不合理”，经济社会发展

最为需要的应用型、复合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十分紧缺，人才供给和

市场需求“对不上”。（《青塔》 2019-10-22）

【涉农高校动态】

◆高校和科研院所合署 一所新的山西农业大学成立。

10 月 19 日下午，山西省委省政府正式决定，山西农业大学和山西省

农业科学院合署改革，合署后单位名称为“山西农业大学”。保留山

西省农业科学院的牌子，一个党委、一套班子。山西农业大学和山西

省农科院成立新的山西农业大学，对提升山西省高等教育水平和农业

学科实力将有大有裨益。合署之后，新的山西农业大学综合实力必然

有一定提升。新大学的各项数据和指标，如大学排名、学科评估等都

将有明显提升。同时有助于在国家层面和山西省内获取资源时形成合

力，如博士点申报、重点实验室申报等都将受益。高校和科研院所合

并，将越来越多？实际上，近几年，高校和科研院所合并的例子在山

东省已有多例。2017 年 8月 11 日，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领

导班子任职决定公布，撤销原齐鲁工业大学和山东省科学院的建制，

其编制、人员、资产债权债务整体划入新的齐鲁工业大学，同时保留

山东省科学院牌子，由省政府领导，省教育厅主管。2018 年 11 月，

教育部批准，由泰山医学院和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合并组成山东第一医

科大学，为多科性、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由省政府领导，省教育厅

和省卫生健康委共同管理，以省教育厅为主。在国家双一流建设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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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未来，高校和科研院所合并是否还会增加新的案例？我们拭

目以待。（《山西省人民政府》《人民网》《青塔》 2019-10-21）

◆2020 世界大学排行榜出炉，15 所中国内地主要涉农

高校上榜。10 月 22 日，USNews 发布 2020 世界大学排行榜。2020

年 US News 世界大学排名涵盖了分布在 81个国家/地区的前 1500 家

院校。US News 排名不单独考量学校的本科或研究生教育，而是根据

13 项指标进行排名，这些指标衡量学校的整体学术研究表现以及其

全球和地区声誉。中国共有 223 所高校入围 USNews2020 世界大学排

行榜，相比去年增加 62所高校。今年清华大学排名全球 36位，相比

去年进步 14位，居内地高校第一。北京大学紧随其后，排名全球第

59位，相比去年也进步了 9位。主要涉农高校 15所入围，其中 1000

名内的有7所。新疆有新疆大学入围排名1329。（《青塔》2019-10-22）

USNews 中国内地主要涉农高校排名
序号 高校名称 排名 序号 高校名称 排名

1 中国农业大学 472 9 浙江农林大学 1199

2 南京农业大学 663 10 四川农业大学 1215

3 华中农业大学 702 11 东北林业大学 1337

4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841 12 南京林业大学 1344

5 华南农业大学 879 13 东北农业大学 1380

6 福建农林大学 911 14 安徽农业大学 1455

7 北京林业大学 938 15 青岛农业大学 1464

8 湖南农业大学 1144

◆全国农林高校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研讨会在广州召

开。10 月 12 日，全国农林高校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研讨会在华南农

业大学召开，全国 42 所涉农高校参加会议，围绕会议主题“不忘重

托，强化使命，推进新时代高等农林教育改革发展”进行了深入研讨

和交流。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原会长、中国

农业大学原党委书记瞿振元作了大会报告《关注教育的“人民满意

度”》，重点阐述在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过程中,如何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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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全面了解、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所思所想所盼；新农科

建设将通过开新路、育新才、树新标三个方面的改革，扎根中国大地

掀起高等农林教育的质量革命。（《华南农业大学》 2019-10-13）

◆民盟中央副主席曹卫星教授受聘华中农业大学特聘教授。10

月 14 日，华中农业大学举行曹卫星受聘华中农业大学特聘教授仪式。

曹卫星表示，未来将更多参与到华中农业大学人才培养与教育中来。

曹卫星，男，汉族，1958 年 8月生，江苏南通人，1994 年 12 月加入

民盟，1998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 年 3 月在美国俄勒冈州立

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民

盟中央副主席。从事作物信息技术、作物生理生态等专业研究。（《华

中农业大学南湖新闻网》 2019-10-17）

【学科建设动态】

◆教育部：正组织力量研究“双一流”建设情况动态监测机制。

10月 16 日，教育部官网在“建议提案办理”一栏发布了《对十三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 7886 号建议的答复》。教育部针对“关于完善

‘双一流’建设配套政策的建议”，经商财政部，予以正式答复。一

是关于尽快出台“双一流”建设绩效评价标准。教育部正在抓紧研究

制订，组织了专门力量集中开展研究，并通过调研、问卷、研讨班等

多种形式，广泛听取省市和高校建议，待形成初步方案后将征求省市

和高校意见。二是关于加大中央财政对省属高校的支持力度。中央财

政坚决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重

大战略决策，不断完善投入机制，加大投入力度。在地方高校层面，

由各地结合实际推进，所需资金由地方财政统筹安排，中央财政通过

“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资金”给予引导支持。三是关于加强对“双

一流”建设的过程指导。为加强对建设高校的指导，教育部、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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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于 2018 年 8 月联合印发了《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

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建设高校的责任主体、建设主

体、受益主体地位，引导高校深化认识，转变理念，走内涵式发展道

路，确保实现建设方案的目标任务。（《教育部》2019 年 10 月 17

日）

◆学科评估应该看重什么？建设“双一流”，离不开评估。评估

的导向关系到“双一流”建设的质量。对于一个学科的评估，可以分

为初始评估和二次评估，两种评估虽然都是以质量为依据，但重点应

该有所不同。初始评估重在看学科的重要性，看学科的基础和条件，

看发展前景。但二次（或三次）评估除了考查这些要素之外，还应该

看增量。一个“一流”的学科更应当是一个不断自我更新、不断推进

科研前沿的团队。因此，二次评估时，应该注重考查其在经过初始评

估后，在研究问题、研究方向等方面有哪些新进展，在当初所提出的

研究问题框架中，解决了哪些问题、又提出了哪些新问题。要看该团

队在研究问题的推进、研究层次提高方面是否有增量。在“双一流”

建设和评估中，我们应当认识到，学术的卓越或一流，与规模、数量

没有必然的关系。一些体量很大、成果发表丰富、影响大、获奖多、

看似成果累累，但提不出新问题、新思想的团队，就不算是“一流”

的团队，不应该继续得到支持。（《中国科学报报》2019-9-25）

◆新时期地方高校“双一流”建设如何发力？双一流”建设是引领

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国家工程。当前，“双一流”

建设已进入“加速期”，作为“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地方高

校应着力在以下三个方面集中发力。一是持守定力强信心。要从重大

政策中增强定力；要从教育规律中坚守定力；要从大学文化中保持定

力；二是汇聚合力优资源。要政校紧密联合；要产教深度融合。要资

源高度聚合；三是提升锐力重治理。面对机遇要锐敏；治理品性显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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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治理举措要锐进。对标国家“双一流”目标要求，构建权责明晰、

运行有序的压力传递链，强化督查制度，构建年度考评、中期考查、

任期考聘的“三位一体”考核体系，重点考察重大战略任务的突破与

核心指标的绝对增量，突出发展的一流指向和卓越品质。（《中国教

育报》2019-10-14）

◆川大新建一批跨学科中心 “1+3”医工结合交叉中心和“3+1”工

业互联网研究中心揭牌。日前，四川大学庆祝建校 123 周年校庆举行。

在校庆系列活动中，四川大学工业互联网研究中心，及 5G 医学转化

应用平台等“三中心一平台”项目同步启动。充分发挥多学科交叉融

合的特色和优势，聚焦“医学+”和“信息+”双引擎，正式揭牌成立

了促进医工结合的“三中心、一平台”和新工科的“工业互联网研究

中心”，推动有深度和实质性的学科交叉，正式成立了一批跨学科交

叉中心。“‘3+1’工业互联网研究中心和‘1+3’医学平台中心的启

动，将真正把科研方向更多地聚焦到技术前沿和成果更多转化到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中去，以此来推动新工科的改造和助推成都新经济的发

展。”（《青塔》2019-10-05）

【讯息速递】

◆《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的意见》（《教育部》2019-10-08）

◆2019 年最新自然指数公布，哪些高校表现强势？（《青塔》

2019-10-05）

◆南开大学举办世界大学校长论坛（《南开新闻网》2019-10-17）

◆回归母校：中国工程院院士毛新平受聘北科大终身教授（《北

京科技大学》2019-10-17）

◆深化本科教育改革 本科“宽出”渐成“严出”（《广州日报》

2019-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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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法推动改革发展有实效（《中国教育报》2019-10-22）

◆贵州重点建设十种涉农本科专业（《中国教育报》2019-10-18）

◆70 年中国大学发展如何？看看名校教授们怎么说（《青塔》

2019-10-18）

◆高等教育 70 年：在服务国家建设中转型升级（《中国教育新

闻网》2019-10-01）

◆“工匠之师”准备好了吗（《人民网》《光明日报》2019-10-22）

◆取消毕业“清考”大学生还敢混日子吗？（《中国青年报》

2019-1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