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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前沿 

 9 月 9 日，新华社发布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代表的回

信，信中对团队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对广大教师提出殷切期望，并致

以节日问候。 

 

 9 月 3 日，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卫

生与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提出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健全疾病预防体系、

实施体质健康监测等 9 个方面举措，着力提高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专业

化、科学化水平。文件还提到，为加强人才培养，鼓励具备条件的高校开设

健康教育等相关专业，支持高校设立健康教育学院，培养健康教育师资。 

 

 9 月 3 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公示了 2021 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

青年项目立项名单，及 2021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立项名单，共计

5150 个项目拟获立项。总立项数最多的单位为厦门大学，有 68 个拟立项项

目，其中重点项目 11 项。中国人民大学和四川大学各有 57 个拟立项项目，

其中重点项目分别为 14 项、7 项。 

 

 9 月 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

《方案》要求，加快推进澳门大学横琴校区与横琴口岸的专用通道建设，探

索在澳门大学横琴校区与合作区之间建设新型智能化口岸，高度便利澳门大

学师生进出合作区。人才政策方面，《方案》明确要促进境内外人才集聚，

制定吸引和集聚国际高端人才的政策措施，大力吸引“高精尖缺”人才。 

 

 9 月 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改革开放方案》。《方案》提出，要在前海合作区引进港澳及国际知名大学开

展高水平合作办学，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深化实验技术人才职称制

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文件明确了学校和科研机构的实验技术人才今后评职

称将不做论文、专利数量的硬性要求。至此，27 个职称系列的改革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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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出台，我国职称系列改革任务总体完成。 

 

 日前，教育部网站公布了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 8342 号建议的答复，

针对全国人大代表关于“将国际法学列为一级学科，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的建议”进行了回复。回复中提到，教育部将会同司法部继续支持有条件的

高校在法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二级学科，

支持能够开展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工作的高校探索设置相关一级学科，推动培

养模式改革，培养博士硕士高层次人才。 

 

 9 月 6 日，教育部第六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评选结果出炉。今年

共评选出获奖成果 344 项，其中一等奖 26 项、二等奖 119 项、三等奖 199

项。中国人民大学获得 1 项一等奖、2 项二等奖、3 项三等奖。 

 

 9 月 9 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发布了《第六届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人

选名单公示》。此次入选该项目的青年人才中，有 280 名来自高校及其附属

机构。其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入选 12 人，位居首位；上海交通大学入选

11 人，位居第二；清华大学、中南大学分别入选 10 人，位居第三。 

 

 近日，交通运输部批复东南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高校

开展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原则同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智能交通人才培养模

式创新、机场基础设施智能化研究、智能交通关键技术研究等方面开展试点；

同意北京交通大学在智能轨道交通平台建设与技术研发、综合交通网络协调

运营与服务研究平台建设、轨道交通安全保障平台建设与技术研发、国际交

通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试点。 

 

 近日，北京市妇联联合市人才局、市科委、市教委等单位联合印发《科技创

新巾帼行动——北京行动》。文件明确，在科技、教育、卫生等行业系统的

评选表彰中加大对优秀女科技工作者倾斜力度；建立两院院士、杰出人才等

多层次的女性科技人才库，动态储备一批优秀女性科技人才；在“北京市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等项目组织实施中适当放宽女性申请人年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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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动态 

 9 月 9 日，数据公司科睿唯安发布了 ESI 从 2011 年 1 月 1 日到 2021 年 6 月

30 日的统计数据。中国大陆 347 所高校有学科进入全球前 1%，新增 5 所，

退出 0 所。其中，中国科学院大学进步 1 名，以全球排名第 45 名位居第一；

清华大学进步 1 名，以全球排名第 63 名位居第二；北京大学以全球排名第

73 名位居第三。 

 

 9 月 6 日，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教育发展联盟成立启动。“十四五”期间，

临港新片区将分步分批新建至少 39 所学校，其中，将引进 1 所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的中德合作办学应用科学大学，已选定德国慕尼黑应用科学大学与同

济大学合作筹建，突出“双元制+跨学科+应用型”特色，计划年内中德双方

签署合作备忘录及办学协议。 

 

 9 月 6 日，深港高层会晤暨深港合作会议在深圳举行。活动期间，深港双方

签署了《深圳市人民政府 香港大学关于在深合作办学备忘录》，在深圳设立

港大校园，培育人才、从事前沿研究，目标是建设一所面向世界的一流综合

性研究型大学，为全球和区域做出贡献。 

 

 9 月 7 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撰文介绍其破“五唯”、

完善学术评价标准的改革举措，主要包括：更加突出创新成果要求，用于申

请学位的创新成果以学位论文的形式完整呈现，发表学术论文不是申请学位

的前置条件；更加注重学科专业差异，深化研究生分类培养、分类评价；更

加强调学术共同体责任，明确研究生、指导教师、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答辩

委员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等学术共同体的职责；更加严格过程管理，要求

指导教师加强全过程指导，同时要求院系补充完善各环节的实施细则、考核

要求和考核方式，加大分流力度。 

 

 9 月 8 日上午，山东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通过视频方式签署两校战略发展及

学术研究合作协议。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继续在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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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合作等方面相互助力，并重点在计算医学与健康信息学、古文献挖掘整理、

组织工程与再生及生殖医学转化研究等领域开展科研合作，共同服务粤港澳

大湾区及“一带一路”建设，支撑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9 月 3 日，北京交通大学成立本科生院。本科生院的设立将统筹推进学校本

科招生培养、师资队伍、综合改革、内涵建设、质量监控，深入实施“四通”

人才培养模式，提升本科教学现代化治理能力和水平，全面构建 2.0 版一流

本科人才培养体系。 

 

 9 月 5 日，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正式成立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碳中和示

范性能源学院、数智油气现代产业学院，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上迈出新

的重要步伐。 

 

 9 月 9 日，鲁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大学医学部捐赠 2000 万元人民

币，用于支持北京大学国际癌症研究院、天然药物及仿生药物国家重点实验

室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学术交流、创新研究、成果转化等工作。 

 

 9 月 13 日，由腾讯基金会出资支持的“科学探索奖”正式公布第三届获奖名

单，启动资金高达 10 亿元，50 位青年科学家上榜。从本届获奖榜单来看，

共有 14 位获奖者来自于中国科学院（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第三届“科

学探索奖”获奖最多的科研机构，另有 8 位获奖者来自清华大学、6 位获奖

者来自北京大学。 

 

国际视野 

 9 月 2 日，2022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公布，2022 年度排名共有来

自 99 个国家和地区的 1662 所大学上榜。 

 英国牛津大学连续第六年蝉联榜首，紧随其后的是加州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 

 在 2022 年的排名中，中国大陆成为上榜高校数量第四多的国家和地区（97

所），仅次于美国（183 所）、日本（118 所）和英国（101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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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并列排名第 16 位，并列亚洲地区高校第一，这也是中

国大陆高校在该排行榜上有史以来的最高排名。 

 本年度排名反映了高校在了解和应对新冠肺炎危机方面的重要作用，围绕新

冠病毒发表高影响力研究的大学排名大幅提升，而中国高校收获颇丰。 

 

 近日，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发布报告，认为中国 STEM 领域博士

毕业生（PhD）人数已远超美国。这一趋势从 2007 年就已开始，而且差距还

将进一步拉大。预计到 2025 年，中国 STEM 博士毕业生人数将达到美国的

两倍。 

 

 2021 年 8 月，美国科技创新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发布了《沉浸式学习的前景：增强与

虚拟现实（AR/VR）在教育中的应用潜力》（The Promise of Immersive Learning: 

Augmented and Virtual Reality’s Potential in Education）研究报告。报告指出：

AR/VR 解决方案可以帮助各个学习阶段的学生提升课堂体验和增加学习机

会。美国联邦政府应通过研究资助、技能培养、内容开发和公平采用沉浸式

技术等方式，来支持进一步的教育创新。 

 

 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联邦科学与高等教育部于今年 6 月举办了高等教育机

构信息技术负责人会议。会上，俄罗斯宣布于今年启动大学数字化转型的专

家培训，以促进俄罗斯联邦本土的高等教育改革和提高创新人才的储备。相

关负责人表示，俄罗斯联邦非常需要大学数字化转型的各类专家，尤其是在

数字化教育转型领域。 

 

 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最新发布的

数据表明：在过去的 18 个月里，受新冠疫情影响，大学显示出入学人数大

幅下降、财务状况不稳定以及学术工作人员不断减少的迹象。随着新学年的

开始，数据显示：首次入学的新生没有按正常数量入学，两年制大学的入学

情况最糟糕，公立两年制大学的新生人数至少下降了 60%；在新生入学人数

下降幅度最大的大学中，大多数是为弱势学生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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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成长数据折射出的一流本科教育1 

一流大学要有一流本科教育。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必须坚持“以本为本”，把

本科教育放在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什么是“一流的本科教育”？北京大学研究

团队在《中国科学报》上发表了“基于院士成长数据的一流本科教育排行榜”，

以培养创新性人才——院士作为本科教育绩效评估的突破口。时隔一年，其研究

成果仍能带来诸多思考。 

排行榜以 1065 名院士，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不含外籍院士）的成长数据为依据,

时间起点是 1949 年（本科毕业年）,时间长度约 70

年。由于人文、社会科学、艺术、军事等领域拔尖创

新人才较为客观的评价标准尚未确定,本排行榜暂时

不包含这些专业和相关院校。 

主要研究结论： 

 榜单显示，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以绝对优势位居

第一梯队，尤其是前者高居榜首； 

 湖南师范大学在全国师范大学排名中居首位，不

过有几所全国知名的师范大学自 1949 年后本科

教育尚未培养出一名院士，成绩为 0。师范院校

在全国整体排名并不高，意味着师范院校也许把

握住了一般人才的培养规律，却没有把握住创新

人才培养规律。 

 本硕博完全同校的院士仅有 204 人，约占 19%，

其余 861 位院士则均有非同校求学经历，体现出

较强的学缘异质性。把本校本科毕业生继续留在

本校读研究生（所谓“本硕博贯通培养”）而使他

们的学缘同质化，并不利于拔尖人才成长。 

                                                   
1 专题内容摘自：卢晓东，李曜铮，郭晨伟，蓝丽娇，张旭菲.院士成长数据折射

出的一流本科教育.《中国科学报》，2020 年 6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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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更加重视本科教育。以往基于科研成果的各类排行榜，每年的波动性很大，

对一些高校的各类决策产生了并仍在产生着不良的牵引作用。近些年，教育

部的政策也越来越重视本科教育的基础地位,因而将一流本科教育作为一流

大学建设的重要部分予以强调。本排行榜对一流本科教育提出清晰指标,期

待大学教师、管理者和校长积极探索教育规律,在“双一流”背景下更加重

视本科教育,重视创新人才培养。 

 

扫一扫关注公众号“人大评价研究” 

 

本简报的信息来源主要包括：QS 世界大学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前 100 高校官网内公开发布的新闻及文章；国内 137 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官网

内公开发布的新闻及文章；国内外主流媒体、教育专业媒体、相关政府部门官网

发布的高等教育相关新闻。 

本期信息检索的时间范围为 2021 年 9 月 1 日—2021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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