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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前沿 

 在五四青年节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4月

25日上午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各族青年

致以节日的祝贺，向中国人民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向全国广大教育工作者和

青年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详细内容见本期专题。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

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任务，对

“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作出总体性规划，文件强调： 

 加快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促进基础

学科健全扎实、重点学科优势突出、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创新发展、冷门学

科代有传承，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创新学术理论体系、

学术研究组织体系、学术平台支撑体系、学术评价考核体系，增强我国哲学

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原创性、本土化和竞争力；坚持以中国传统、中国实践、

中国问题作为学术话语建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

影响的标识性学术概念； 

 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着力打造一批具有重要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

力、国际影响力的新型智库。 

 

 近日，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了《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其中具体措施

提到“改进师范院校评价”：推进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明确师范院校教育

教学评估和相关学科评估基本要求，探索建立符合教师教育规律的师范类

“双一流”建设评价机制，切实推动师范院校把办好师范教育作为第一职责，

将培养合格教师作为主要考核指标，推动师范专业特色发展、追求卓越。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近日发布的相关通知，2022 年工信部将支持和指导

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加强工业互联网相关学科专业建设：持续优化部属高校

学科专业布局，拓展工业互联网相关学科专业方向；支持高校根据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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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需要和学校办学能力，优化工业互联网领域专业结构，深入实施产学合

作协同育人项目；支持高校在有关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工业互联网相关二级

学科或交叉学科。 

国内动态 

学科建设 

 【中山大学成立三大实验室】近日，中山大学成立了“大湾区人文共同体重

点实验室”（依托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建设）、“中观经济学与区

域产业协同发展重点实验室”（依托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建设）、“医学哲学

与人文实践协同创新重点实验室”（依托中山大学哲学系建设）等三个省哲

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 

 

 【多所高校成立元宇宙研究机构】近日，中国人民大学交叉科学研究院成立

了国内高校首家元宇宙研究中心，致力于元宇宙技术、元宇宙产业、元宇宙

经济、元宇宙风险防范、元宇宙治理、元宇宙监管与法律、元宇宙文化传播

等领域研究。4 月 16 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元宇宙文化实验室，

该实验室是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整合清华大学校内各学院研究力量

与中文在线一道打造的元宇宙研究共同体。未来，实验室将以产学研相结合

的方式，在未来媒体技术发展、元宇宙文创、元宇宙指数、虚拟数字人指数

等元宇宙领域展开研究。 

 

 【湖南省双碳研究院落户湖南师范大学】近日，湖南省发改委宣布与湖南师

范大学共建湖南省双碳研究院。未来双方将合作开展基础研究、人才培养、

应用对策分析、教育培训宣传等工作，高效链接政策、数据、科研、技术和

市场，尽快形成碳达峰碳中和学术高地、人才培养基地和学术交流中心。 

 

 【北大成立国家安全学系】4 月 23 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宣布成立国家

安全学系。国家安全学系的成立是贯彻和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构筑国家安

全人才基础和夯实国家安全能力建设的重要举措。去年北大增设国家安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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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并明确国际关系学院为承担该学科建设任务的主

要院系。 

人才培养 

 【北邮与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在海南联合办学】据北京邮电大学 4 月 18

日官网消息，北京邮电大学与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在海南联合设立的非独

立法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北京邮电大学玛丽女王海南学院获教育部正式批

复。学院计划开设信息与计算科学、数字媒体技术、智能医学工程三个本科

专业，年招生规模为 300 人。 

 

 【暨南大学日本学院全面开启本硕博人才培养】据中新社 4 月 16 日消息，

位于日本东京的暨南大学日本学院全面开启本科、硕士、博士人才培养模式，

在已有汉语言、华文国际教育、中国语言文学硕博项目基础上，首次迎来全

日制本科生。 

 

 【海南大学启动书院制改革】4 月 16 日，海南大学正式启动书院制改革，拟

成立 15 个书院，实施新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根据规划，海南大学各书院的学生构成采用“三交叉”模式，即宿

舍楼内的学生实现学科门类交叉、学历层次交叉、中外学员交叉，促进学生

在互相学习借鉴中产生“熔炉式”化学反应；各书院的运行机制采取“三自

主”模式，即推动学生自主管理、师生自主交流、思政工作自主开展，发挥

学生宿舍阵地育人作用。 

 

 【宁夏大学成立博雅书院】4 月 27 日，宁夏大学成立博雅书院。学校以博雅

书院为试点，探索实施“书院制”改革，着力打造学院、书院“双轨并行、

协同育人”的教育管理模式。 

 

 【北京大学将培养香港未来的公务员高层】4 月 29 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

院与香港特区公务员学院签署协议，合作为香港特区政府高级公务员开办公

共管理硕士课程，以开阔和提升公务员在公共行政方面的视野及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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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是培养香港特区未来的公务员领导层的重点培训项目，旨在为香港特

区政府培养未来的公务员高层团队。 

对外合作 

 【南开大学与西湖大学建立合作伙伴关系】4 月 22 日，南开大学与西湖大学

签署校际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在建立合作会商机制、加强人才

联合培养、开展科研合作交流、推动人员队伍建设四个方面全面加强校际交

流与合作，加快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共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武大与国家能源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4 月 15 日，武汉大学与国家能源

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科研合作、平台建设和

人才培养等领域深化合作。 

 

 【西北政法大学与多家企业、政府达成合作】自 4 月以来，西北政法大学已

与多家企业、政府达成合作协议，包括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台）、西安市

金融工作局、陕西省法学会、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陕西移民（脱贫）搬迁

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市信访局等机构。 

 

 【北京大学和圣母大学举行线上续签协议仪式】4 月 21 日，北京大学与圣母

大学在线上续签两校合作备忘录。未来，北京大学将与圣母大学在人文学科、

金融管理、新工科、医学等领域继续探索合作空间。 

 

 【上海交通大学与华威大学签约深化合作】4 月 21 日，上海交通大学与英国

华威大学以视频会议方式续签校际合作备忘录协议。上海交通大学与华威大

学于 2017 年首次签署合作备忘录，近年来双方积极开展合作，成果颇丰。

2022 年两校将陆续开展多个合作项目，种子基金项目、暑期科研挑战项目都

已进入筹备执行阶段。 

 

 【华科与中国航天三江集团共建研究院】4 月 26 日，华中科技大学与中国航

天三江集团签约，共建未来智能创新联合研究院。双方将在科技创新体系深

度融合，推进重大项目立项、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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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科大与成都金牛区全面深化战略合作】4 月 22 日，成都金牛区与电子

科技大学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共建产业专家智库、共建未来

产业科技园、共建国家科创平台、共促校企项目合作以及共建校友交流平台

等领域展开全方面合作。 

高教评价 

 【南京大学不再将国际排名作为发展的重要目标】4 月 15 日，《中共南京大

学委员会关于十九届中央第七轮巡视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于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网站上发布。学校全面梳理以学科亮点工程为主的学科评价体系和预算

目标设置体系，清理以论文数量、国际排名为参考的评价标准；在《南京大

学“十四五”规划》和《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高校整体建设方案》编制

中，学校发展和学科建设均不再将国际排名作为重要建设目标。 

其他 

 【多所高校获捐赠】近日，多所高校获得校友、企业捐赠，助力学校的学术

研究、学生培养等。 

 4 月 16 日，北京体育大学教育基金会“郑家纯冠军培养基金”捐赠仪式通

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行。周大福珠宝集团向北京体育大学教育基金会捐

赠 1.2 亿元人民币，设立“郑家纯冠军培养基金”，用于支持北京体育大学

培养拔尖体育人才，助力青训体系建设，弘扬冠军精神，助力国家竞技体育

事业发展。 

 4 月 18 日，南京邮电大学李顺成校友向母校捐赠 1 亿元，用于设立顺成教

育基金，以支持学校发展建设。 

 4 月 21 日，南京大学获郑钢校友的捐赠款 3000 万元。其中，2000 万元参与

发起“南京大学文科发展基金”，用于学校人文社科领域的整体发展；同时，

还有 1000 万元继续支持学校的学生特色培养、师资激励和基础建设等。4

月 26 日，南大产业单位向南京大学文科发展基金及院系发展基金捐赠共计

5000 万元。 

 4 月 27 日、4 月 28 日，南京皓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无锡芯朋微电子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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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分别向东南大学捐赠 1000 万元和 1200 万元。 

 

 【19 所教育部、工信部直属高校 2022 年预算超百亿】近日，教育部直属高

校、工信部直属高校陆续在其信息公开网公布了 2022 年部门预算。教育部

直属高校 2022 年度部门预算中，共 15 所高校的预算超过百亿。其中，清华

大学最多，以 362.11 亿元遥遥领先；其次是浙江大学，为 261.03 亿元；北

京大学则以 219.29 亿元位居第三；上海交通大学以 204.20 亿元位居第四。

此外，经费超过百亿的高校还有中山大学、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山东

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大学、东南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

学、吉林大学等。7 所工信部直属高校中，哈尔滨工业大学经费预算最高，

约为 144.18 亿元；其次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

均超百亿。 

国际视野 

 据新加坡国立大学新闻网站报道，近日新加坡国立大学继续与终身教育学院

（NUS School of Continuing and Life-long Education）在淡马锡基金会支持下，

推出了“淡马锡基金会-新加坡国立大学青年人才培育：共建未来”项目，

该项目通过短期课程来帮助青年了解自己的兴趣、优势、价值以及未来的职

业规划。 
 

 近日，佐治亚理工学院副教授 Carl DiSalvo 的一条推文称，佐治亚理工学院

取消终身教授制度，启动全员“末位淘汰”，将使用李克特量表按照五个方

面进行年度审查，如果任何方面有 1 分或 2 分的结果，教职员工就会进入“观

察期”，面临着被解雇的风险。早在 2021 年 10 月，佐治亚州董事会就批准

了一份关于任期程序和任期后审查的变更政策。根据新政策，被认为效率低

下且对学生成材贡献不足的终身教职员工，可以在没有同行委员会常规解雇

听证会的情况下被解雇，新规则称其旨在“确保问责制和教职员工能有持续

强劲的表现”。据了解，该政策已引发了广泛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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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世界大学新闻网 4 月 21 日消息，印度高等教育监管机构大学资助委员

会宣布实施两项新政策，允许本科生在校期间同时攻读两个学位，并且简化

了与外国大学联合学位的合作程序。据悉，此举将帮助学生掌握复合技能，

更多的学生将有机会进入顶尖高等教育机构深造。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人大时谈论了哪些重要问题？ 

“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为党和人民事业服务，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走出一条建设中

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在五四青年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 4

月 25 日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一讲话高屋建瓴、立

意深远，事关社会主义大学办学方向、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以及人才培养等

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为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 

 “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始终是教育的根本问题。要坚

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为党和人民事业服务，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广大青年要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

播者、模范践行者，向英雄学习、向前辈学习、向榜样学习，争做堪当民族复兴

重任的时代新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洪流中踔厉奋发、勇毅前进。 

思想政治理论课能否在立德树人中发挥应有作用，关键看重视不重视、适应

不适应、做得好不好。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

讲透、讲活，老师要用心教，学生要用心悟，达到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

志。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接续的过程，要针对青少年成长的不同阶段，有

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希望人民大学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止于至善，为

全国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提供更多“金课”。也鼓励各地高校积极开展与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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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课共建，共同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思政课的核心目标：立德树人； 

 思政课上什么：办好思政课，就是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思政课如何上：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

透、讲活，老师要用心教，学生要用心悟，达到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

斗志。 

建设世界一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必

须有世界一流的大师。要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特别是要加强中青年教师骨干

的培养，把人民大学打造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领域的重要人才中心

和创新高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迫切需要我们的教师既精通专业知

识、做好“经师”，又涵养德行、成为“人师”，努力做精于“传道授业解惑”

的“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 

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

学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依样画葫芦，简单以国外大学作为标准和模式，而是要扎根

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 

 媒体解读： 

 “世界一流”是对一所学校办学水平的要求，“中国特色”则是中国国情、

社会制度和民族文化对高等教育的基本要求。扎根中国大地，必须从中国实际出

发，走自己的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办学目标，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扎根中国大地，必须立足国情民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

展教育，坚持“四为服务”，为解决中国的问题办教育、做学问。办大学要学习

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经验，但必须立足中国实际，突出中国特色，扎根中国大地，

不宜盲目与国际接轨，更不能照搬西方大学的办学理念和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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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五路大军”中的重要力量。当前，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迫切需要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

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

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

世界学术之林。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做到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

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

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

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融通

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中的独特作用，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

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媒体解读： 

对哲学社会科学，习近平强调了四个方面：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

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

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

学术之林。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做到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自觉以

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

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



高校决策参考（双周刊）                                           2022 年第 6 期 

-10- 
 

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 

——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中的独特作用，传播

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这四个方面，事关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贯穿其中的内涵也十分明确：

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担负历史

赋予的光荣使命。这也是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必

由之路。 

立足新时代新征程，中国青年的奋斗目标和前行方向归结到一点，就是坚定

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希望广大青年

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

时代脉搏，把对祖国血浓于水、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贯穿学业全过程、融

汇在事业追求中。希望全国广大青年牢记党的教诲，立志民族复兴，不负韶华，

不负时代，不负人民，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争取跑出当代青年的最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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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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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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4 月 16 日—2022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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