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新形势，谱写新篇章 

编者按： 

本期动态转载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新疆时关于高校发展的

最新论述，以及各级政府对高校主动融入地方区域发展的要求。

此外，结合学校特色创新发展，整理了相关政策资讯和行业动

态，供各位领导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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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要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最新论述 

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 

7 月 12 日至 1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疆考察。12 日下午，

习近平首先来到新疆大学考察调研，参观了校史馆和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详细了解学校历史沿革和建设、加强人才培

养、促进民族交往等情况，听取调研归来的学生谈收获。习近平强

调，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突出优势特色，打造

高水平师资队伍，提升科研创新能力，推动新疆大学“双一流”建

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希望同学们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华民

族努力奋斗的一代青年。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7月 21 日，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在京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

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青年代表希望，青年创造明天。中国始终

把青年看作推动社会发展的有生力量，鼓励青年在参与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展现青春活力。希望世界青年发展论坛成为

世界青年助力全球发展、全球共促青年发展的重要平台，为世界人

民团结发出青年之声，为全球发展进步注入青春之力。习近平强调，

各国青年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

同价值，以实际行动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助力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共同谱写世界青年团结合作的时代新篇章。 

（来源：新华社，2022-07-16，2022-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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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加强有组织科研 打造国家战略力量 

7 月 19 日，教育部召开“教育这十年”“1+1”系列发布采访

活动第八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科技创新改革发

展的有关成效。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司长雷朝滋表示，下一

个十年，教育部将着力加强有组织科研，加快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为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

供有力支撑。 

要大力推动“四个转变”。在项目组织上，从被动的“接单式”

向主动谋划、主动服务转变，建立重大任务组织机制，主动服务国

家重大需求和行业产业发展的需要。在平台建设上，从“自由生长”

向定向培育转变，围绕重大需求和攻关任务，加强培育布局。在团

队建设上，从“戴帽子”向重实战转变，在实战中发现和造就战略

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及其创新团队。在支撑引导上，从资源引导

向综合施策转变，要更加注重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 

从指导思想上讲，加强组织科研要瞄准国际科技前沿和国家重

大需求，把过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能干什么就干什么转变为国家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围绕“四个面向”，组织重大任务，根

据任务需要建设大平台，依托大平台组建大团队，长期持续攻关，

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基础研究不断有重大原创突破，为建设科技

强国奠定坚实基础；技术创新要真正满足国家战略需求，补短板、

锻长板，提升我国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今后一个时期，高校有组织科研要着力在以下四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要在实现重大原始创新突破上下功夫。基础研究一定要提

高层次、提高质量，瞄准若干重大前沿科学问题，组织跨学科团队，

长期坚持、长期积累，力争不断实现重大原始创新突破，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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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尽早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 

二是要在攻克“卡脖子”问题的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上下功夫。

既要加快战略高技术发展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又要瞄准未来科技

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把科技的命脉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保障

国家发展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安全性。 

三是要在服务国家区域创新发展战略上下功夫。要主动服务国

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布局，以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

区等为核心，充分发挥高校的区位优势和学科人才优势，强化辐射

带动作用，加快科技资源聚集，支撑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建设。 

四是要在提升行业产业发展核心竞争力上下功夫。要主动与行

业产业部门和龙头企业加强对接，走好有组织的产学研深度合作“三

部曲”，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来源：光明网，2022-07-19）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统筹谋划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 

8 月 11 日至 12 日，教育部部长怀进鹏赴陕西省调研，围绕深

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高校毕业生就业、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等工

作召开座谈会。 

怀进鹏强调，立足新时代，要统筹谋划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

有效激发高等教育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推动形成同区域开发开放

格局相匹配的高等教育体系，建好中西部人才高地和蓄水池，把教

育与学科的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把人才和创新的优势转化为竞争

优势。 

一要以“四新”建设引领人才培养范式变革，深化组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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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内容方式创新, 全面夯实人才培养基础。 

二要以数字化赋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大力发展“数字化教

育”，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师生数字化素养。 

三要以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中西部高等教育服务能力提升，

做好科教协同，做深产教融合，持续开展科研攻关和急需紧缺人才

培养。 

四要以扩大开放合作提升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和服务

国家对外开放能力，大力培养国际化人才，深化国际科技教育合作。 

（来源：微言教育，2022-07-18） 

自治区院士论坛：共谋新疆能源资源产业创新绿色发展 

围绕“践行‘两山’理论 推动绿色矿业发展”“丝绸之路经济

带核心区——产业振兴 创新发展”主题，两场院士论坛分别于 7

月 7日和 7月 18日先后在新疆举行。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常态化引进人才智力资源 

刘鹤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

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作出重大部署，最近在新疆考

察调研时对做好新疆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产业是发展的根基，创新

是第一动力。要充分发挥院士专家智力成果和资源优势，共谋新疆

产业振兴，助力新疆创新发展，全面贯彻党中央关于全方位培养、

引进、使用人才的重大部署，树立人才发展新理念，把更多人才智

力资源常态化引进来、落下去，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取得新成效，在参与和服务国家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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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着力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 

马兴瑞表示，新疆能源资源富集，是国家确定的“三基地一通

道”。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围绕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立足国家战略需求和重点

产业发展，更好统筹地质工作与区域发展、产业发展、环境保护、

资源保障，着力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紧盯打造战略性

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延链补链拓链强链，提高精深加

工水平，打造现代矿业产业体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快

资源开发绿色低碳转型，提高资源开发保护水平；深化“放管服”

改革，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

动绿色矿业发展，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科技部和自然资源部：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开展产学研用协同攻关 

科技部副部长邵新宇表示，科技部将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和

自治区重点工作安排，把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作为关键着力点，把促

进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作为主攻方向，把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民生改

善作为重要落脚点，与新疆共同谋划实施一批重大创新举措，协同

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书记钟自然表示，要坚持需求

导向，持续深化省部合作，加大能源资源调查评价和勘查开发力度；

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聚焦能源资源全产业链发展，开

展产学研用协同攻关，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提升科技创新能

力水平。论坛期间，自治区人民政府和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合作开展综合地质调查与科技创新，

推动解决新疆突出资源环境问题和地球系统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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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和科学院：组织和支持院士领衔 推进新疆非常规油气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表示，中国工程院将聚焦新疆发展重点

领域，组织和支持院士领衔战略咨询项目和重大科技、重点研发专

项，助力新疆拓展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务实合作，推

动产业链和人才链深度融合。 

围绕国家“三基地一通道”建设，两院院士对支持新疆油气产

业发展提出以下建议：推进新疆非常规油气发展，加强特定地质条

件基础理论研究与关键技术攻关，助力新疆石油工业形成全球领先

的勘探开发技术。启动油气国家重大专项，建立油气新疆实验室，

支持新疆深度参与国家级科技攻关项目；石油企业作出积极贡献；

深化高校与新疆的合作，推动共建教育平台、人才联合培养等工作。 

（来源：新疆政府网，2022-07-08，2022-07-18） 

昌平区明确 2022 年下半年“两谷一园”建设重点 

聚焦氢能产业 推动科研成果就地转化 

8 月 3 日，昌平区区委六届四次全会召开，明确了今年下半年

的六项重点工作。其中，在加快未来科学城建设发展方面，将做大

做强北京国际科创中心枢纽型主平台。扎实推进“两谷一园”建设，

“生命谷”要全力保障国家实验室核心区项目建设；“能源谷”要

抢抓“双碳”战略机遇，重点推动中石油、北新建材、航天科技等

项目建设；沙河高教园要以校城融合为牵引，遴选推动一批标志性

科研成果就地转化。全面提升高精尖产业能级。统筹实施先进智造

跃升、医药健康倍增和先进能源提质增效三大行动计划；重点聚焦

美丽健康和氢能产业；全面实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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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公众号“北京昌平”，2022-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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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时政要闻 

◆ 李克强向全球未来科技创新合作大会致贺信：加强科技开发合作 

促进成果转化联合攻关 

◆ 孙春兰强调：强化素质教育 加强基础研究 

◆ 教育部：继续支持以中外合作办学等方式缓解疫情影响下我学

生出国学习困难 

◆ 市科协第十次代表大会：深度参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 市委书记蔡奇出席北京大学党代会：北京高校服务首都发展重点

任务 

◆ 《碳达峰碳中和干部读本》出版发行 

◆我国高等教育评估领域首个团体标准发布 

◆ 中科院期刊分区：不再采用影响因子 

◆ 科睿唯安宣布 2023 年度《期刊引证报告》新变化 

◆ 中国科协公布《重要学术会议指南（2022）》收录会议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MDA0MzcwMA==&mid=2652620903&idx=1&sn=9b157e85e20d84c416bf29baf668ea96&chksm=844523bcb332aaaa4ab658f7a26ddfb740237b25358ddd9a2ff5221585be661b0786efb94b2f&mpshare=1&scene=24&srcid=0729nX9xDZsgDGfn9boRKzct&sharer_sharetime=1659098926903&sharer_shareid=a715ddb53a236d9bd2b8f7d06ce04748#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MDA0MzcwMA==&mid=2652620903&idx=1&sn=9b157e85e20d84c416bf29baf668ea96&chksm=844523bcb332aaaa4ab658f7a26ddfb740237b25358ddd9a2ff5221585be661b0786efb94b2f&mpshare=1&scene=24&srcid=0729nX9xDZsgDGfn9boRKzct&sharer_sharetime=1659098926903&sharer_shareid=a715ddb53a236d9bd2b8f7d06ce04748#rd
https://mp.weixin.qq.com/s/MsmkgH-QNLg7fFhTEvSaXA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108/t20210825_554243.html?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108/t20210825_554243.html?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s://mp.weixin.qq.com/s/Kdo2FRJJZDoyrIdpasuIeQ
https://mp.weixin.qq.com/s/Kdo2FRJJZDoyrIdpasuIeQ
https://mp.weixin.qq.com/s/ssWcJvkeeHB9vn2Qa1A-CA
https://mp.weixin.qq.com/s/xE_V8t5967yhkmDLqnQJng
https://mp.weixin.qq.com/s/Mde7XMLSISdc0Az7S9_nWg
https://mp.weixin.qq.com/s/gC_R65uWK3FKwy8UG_TxbA
https://www.cast.org.cn/art/2022/7/22/art_457_1929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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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速递 

教育部等三部门启动“千校万企”行动 

今日，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关

于组织开展“千校万企”协同创新伙伴行动的通知》，推动校企深

度融合，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通知》强调，加快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的重要环节，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加强

高校有组织科研，在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上推动校企合

作，构建伙伴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化协同创新。用好高校基础

研究和技术创新积累，发挥企业出题者作用，研究真问题，真研究

问题，着力突破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加快高

校科技成果向企业转移转化，打通从科技强到企业强、产业强、经

济强的通道，有力支撑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通知》提出，利用 5 年时间，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产业

发展共性问题，新增布局 30 个左右关键核心技术集成攻关大平台和

100 个左右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有组织推动 1000 所以上高校支撑

服务 10000 家以上企业高质量发展。实施“七个一批”重点任务，

支持高校、企业开展不同形式的创新合作：协同攻关一批关键核心

技术；推动打造一批创新联合体；优化整合一批技术创新平台；探

索选聘一批专家教授作为中小企业技术导师；择优派驻一批博士生

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推进实施一批高校专利开放许可项目；培育

孵化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来源：教育部，2022-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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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等十部门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 

近日，教育部等十部门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

设的工作方案》的通知。通知强调，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建设“大课堂”、搭建“大平台”、建好“大师资”。 

通知明确了五项具体工作：一是改革创新主渠道教学。全面开

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重点围绕习近

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等开设选择性必修课程；充分挖

掘地方红色文化、校史资源。二是善用社会大课堂。将思政课教师、

辅导员指导学生纳入教学工作量；严格落实本科 2 个学分用于思政

课实践教学的要求；分专题设立一批“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

三是搭建大资源平台。加强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思政教育资源建设；

加强“大思政课”网络平台建设；推出一批思政“金课”。四是构

建大师资体系。建设专兼结合的师资队伍，建立思政课特聘教授、

兼职教师制度；重点支持“大思政课”建设规律、思政课教学难点

及对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课程思政等研究；加强思政课教

师培养培训。五是拓展工作格局。分层分类开展“大思政课”综合

改革试点，持续扩大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试

点。支持建设一批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基地，建成一批课程思政

示范高校，推出一批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选树一批课程思政教学名

师和团队，建设一批高校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 

（来源：教育部，2022-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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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等九部门印发 

《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2022-2030 年）》 

日前，科技部关于印发《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

（2022-2030 年）》的通知。 

《实施方案》提出了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应用示范、成果推

广、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多个方面的 10 项具体行动。一是能源绿

色低碳转型科技支撑行动。立足以煤为主的资源禀赋，抓好煤炭清

洁高效利用，增加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降低碳排放。二是低碳与零碳工业流程再造技

术突破行动。是以原料燃料替代、短流程制造和低碳技术集成耦合

优化为核心，引领高碳工业流程的零碳和低碳再造。三是建筑交通

低碳零碳技术攻关行动。是以围绕交通和建筑行业绿色低碳转型目

标，以脱碳减排和节能增效为重点，大力推进低碳零碳技术研发与

推广应用。四是负碳及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技术能力提升行动。

聚焦提升 CCUS、绿色碳汇、蓝色碳汇等负碳技术能力，对甲烷、氧

化亚氮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和减量替代技术进行针对性部

署。五是前沿颠覆性低碳技术创新行动。围绕驱动产业变革的目标，

聚焦基础研究最新突破，加快培育颠覆性技术创新路径，引领实现

产业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迭代升级。六是低碳零碳技术示范行动。形

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进技术引领的节能减碳技术综合解决方

案，并开展一批典型低碳技术应用示范，促进低碳技术成果转移转

化。七是碳达峰碳中和管理决策支撑行动。加强碳减排监测、核查、

核算、评估技术体系研究建议，提出不同产业门类、区域的碳达峰

碳中和发展路径和技术支撑体系。八是碳达峰碳中和创新项目、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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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人才协同增效行动。着力加强国家科技计划对低碳科技创新的

系统部署，推动国家绿色低碳创新基地建设和人才培养，加强项目、

基地和人才协同，提升创新驱动合力和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九

是绿色低碳科技企业培育与服务行动。加快完善绿色低碳科技企业

孵化服务体系，培育一批低碳科技领军企业，优化绿色低碳领域创

新创业生态。十是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国际合作行动。持续深化

低碳科技创新领域国际合作，构建国际绿色技术创新国际合作网络，

支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碳达峰碳中和创新项目、基地、人才协同增效行动”共部署

了六项重点建设任务：一是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项目支持体系。

采取“揭榜挂帅”等机制，设立专门针对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的

重大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项目。二是

碳达峰碳中和技术实验室体系。在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储能、新能

源汽车等绿色低碳领域加强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三是碳达峰碳中

和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在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绿色智能建筑与交

通、CCUS 等方向建设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四是碳达峰碳中和技术新

型研发机构。鼓励地方政府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科技企业合作

建立低碳技术新型研发机构。五是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科学家、科技

领军和创业人才培养。在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组织、实施和管理过程

中发现和培养一批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六是碳

达峰碳中和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储备。在人才计划中，加大对碳达峰

碳中和青年科技人才的支持力度，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等科研计划中设立专门的青年项目，加大对碳达峰碳中和

领域的倾斜，培养一批聚焦前沿颠覆性技术创新的青年科技人才。 

（来源：科技部，2022-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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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政策速递 

◆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 

◆ 教育部《关于组织开展“千校万企”协同创新伙伴行动的通知》 

◆ 教育部等十部门《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 

◆ 教育部《关于推进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续教育改革的实施

意见》 

◆ 科技部等九部门《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2022-2030

年）》 

◆ 科技部等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统筹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立项管

理工作的通知》 

◆ 科技部等三部门《“十四五”国家科学技术普及发展规划》 

◆ 科技部等五部门《关于开展减轻青年科研人员负担专项行动的通

知》（减负行动 3.0） 

◆ 科技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快场景创新以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 科技部 财政部《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行动方案（2022-2023

年）》 

◆ 财政部 教育部《高等学校财务制度》（修订） 

◆ 海南省人民政府《海南省碳达峰实施方案》

http://www.gov.cn/zhengce/2022-08/16/content_5705612.htm
http://www.gov.cn/xinwen/2022-07/11/content_5700384.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8/24/content_5706623.htm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moe_743/202208/t20220816_653132.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moe_743/202208/t20220816_653132.html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8/18/content_5705865.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8/18/content_5705865.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8/11/content_5705024.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8/11/content_5705024.htm
https://www.most.gov.cn/xxgk/xinxifenlei/fdzdgknr/fgzc/gfxwj/gfxwj2022/202208/t20220816_181896.html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8/08/content_5704610.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8/08/content_5704610.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8/12/content_5705154.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8/12/content_5705154.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8/15/content_5705464.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8/15/content_5705464.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8/02/content_5703982.htm
https://mp.weixin.qq.com/s/sTPmUCJQHlN8NyK2VPoeh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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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参考 

中国人民大学：首个“碳经济”硕士专业获批 

7 月 12 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关于下达 2021 年学位授

权自主审核单位撤销和增列的学位授权点名单的通知》。中国人民

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的“碳经济”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成功获批。 

中国人民大学“碳经济”专业是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用经济

手段治理气候与环境，集国民经济管理、区域经济、产业经济、能

源经济、环境经济以及金融学于一体的交叉性经济学科。“碳经济”

专业硕士项目将通过系统培养学生学习“碳经济”基本理论与方法，

掌握“碳经济”基本技能，具备从事国家低碳经济政策分析与研究，

支撑制定国家碳中和规划与发展战略、行业发展规划、能源企业发

展规划，碳金融资产分析、管理及开发等金融活动的能力。该项目

旨在培养学生成为我国碳规划与发展、碳产业政策、碳市场与贸易、

气候变化谈判、国际关系以及碳管理规划等领域高专业性、高科技

性、高层次性的复合型“碳经济”人才，参与政府政策制定、企业

碳排放管理和碳市场分析预测等工作。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2022-07-20） 

西安交通大学：实施“百千万卓越工程人才培养项目” 

西安交通大学校长 王树国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

神，探索形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工程师培养体系，西安交通大

学启动实施了“百千万卓越工程人才培养项目”（以下简称“百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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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工程”），即引进百家行业龙头企业和科研院所，聘用千名工程

科技专家担任导师，培养万名卓越工程人才，以产教融合人才培养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一是以“四个面向”为指导，创办校企深度融合的创新联合体。

“百千万工程”以国家重大战略、关键领域和社会重大需求为牵引，

以校企联合攻克“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目标，由企业提需求、出题

目，由学校相关学院与企业、科研院所共建“四主体一联合”平台、

研究院、研究中心、联合实验室等产教深度融合的创新联合体，以

创新联合体为平台开展校企协同的卓越工程人才培养。创新联合体

作为校企协同攻关的基本单元，推进学校协助企业攻克“卡脖子”

技术的同时，在联合攻关中可培养创新人才，也为企业源源不断地

输送工程卓越人才，实现共商共建、齐力攻坚、协同育人。 

二是以“揭榜挂帅”为牵引，组建校企联合攻关团队。以创新

联合体为依托，通过企业发布攻关项目，面向全校公榜招聘科研团

队，由相关学科教授（团队）挂帅，带领研究生揭榜，经创新联合

体认定后，联合揭榜人员和企业的技术骨干人员组建校企联合攻关

团队。校企联合攻关有利于加速理论与实践结合、需求和研发结合、

新产品和新技术结合，从根本上解决“研而无用”“科技成果转化

卡在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三是以创新联合体为平台，订单式培养卓越工程人才。创新联

合体根据企业对卓越工程人才的实际需求和学科人才培养的基本要

求，制定订单式培养方案，其中工程硕士研究生均采取硕博贯通方

式进行培养，按博士生规格制定培养方案，通过资格考核者可进入

工程博士生阶段。创新联合体按照“破四唯”思想，遵循“成果的

可用性、目标的可达性”原则，制定研究生的毕业与学位授予标准。 

四是以“双导师”指导为抓手，融合校企双方的人才培养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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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满足学校研究生导师的基本条件下，获得“百千万工程”立项的

创新联合体可聘任联合攻关团队的骨干成员为研究生导师，其中企

业人员须先受聘为创新联合体的兼职人员。创新联合体须为每位研

究生配置来自校企双方的导师或导师组，“双导师”一起招生、联

合指导、共同负责并完成研究生的培养。企业导师侧重培养研究生

解决复杂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和工程技术研究能力，学科导师侧重

对研究生进行知识体系构建和理论创新能力的培养。 

五是以攻克企业难题为纽带，在联合攻关中培养研究生的创新

能力。依托于企业委托学校的联合攻关课题和企业内部的重大核心

技术攻关项目，创新联合体的企业导师为研究生提供满足人才培养

要求的课题。研究生可到一线参与技术研发与科学研究工作，得到

实战化的锤炼。联合攻关不仅能让研究生进一步了解工程技术前沿，

还可缩短从理论创新到成果转化的周期，解决大学经费不足的问题，

实现企业新产品研发和大学人才培养的融合创新。博士研究生毕业

后，可进入对应企业单位博士后工作站继续从事相关科研工作，提

升校企协同育人效果。 

（来源：《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2 年第 7期） 

天津大学：新工科建设“天大方案 2.0” 

为主动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培养造就一大批多样

化、创新型卓越工程科技人才，新工科应运而生。为落实新工科建

设“天大方案 2.0”，天津大学围绕交叉学科建设推进科研平台、

科研队伍建设多项举措实施，促进学科建设和新工科建设相融合，

共同推举高水平人才培养。 

1.交叉科研平台建设。以交叉平台、中心、研究院建设为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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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交叉学科建设。建设了储能技术产教融合创新平台、未来智能

机器与系统平台、智慧流程工业与产品工程平台等一批产教结合平

台，拆除了学院与学科、学校与社会、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在新

工科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中实现多学院多学科的交叉。以国家重大

科技战略需求为牵引，瞄准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在深地深

海、人工智能、关键新材料、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等领域建设一批

科研集中攻关平台。开展战略性、引领性、综合性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推动有组织的科研及跨学科集中攻关，探索科研体制机制改革。

平台建设逐步形成了摆脱原有学科、学院制约的“交叉融合、集成

创新、持续攻关”的常态化运行机制，构筑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2.推进“交叉导师团”计划。从 2020年开始实施“研究生交叉

学科导师团”联合指导与交叉培养的举措，对跨学院、跨学科组建

的交叉学科导师团队、依托国家创新群体或科研创新团队组建的导

师团队、以及围绕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组成的导师团队，配置额外的

招生计划。学校先后设立“人工智能+专项”“储能技术专项”“集

成电路专项”“医工结合”以及其他自设学科交叉专项计划，在 2020

和 2021年支持了 55个交叉导师团队，招生专业遍及 17个专业。此

外，同步推进跨学科招收推免生的激励政策。在该政策下，导师可

以组建跨学院、跨学科的交叉导师团队开展科学研究和指导研究生，

并申请专项招生计划支持。 

3.开设本科微专业。为满足工程投融资人才培养需求，开设“工

程项目投融资”微专业项目，旨在培养既懂工程技术又懂经济法律

法规的复合型人才。微专业建设充分发挥天津大学“管理科学与工

程”一流学科和“工程管理”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的专业优

势，以夯实的专业积累、“小而美”的内容设计、多元的教学团队

组建了品牌完善、师资雄厚、课程健全的培养体系。该项目定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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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教育，吸引了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学习，已于今年迎来了首批毕

业生。学校计划以点带面推动更多高质量微专业项目实施，加快本

科专业现代化升级，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培养更多服务社会、

促进国家发展的高水平专业人才。 

4.集体毕业设计项目。该项目坚持“真题真做真实践”“由学

科导向转向产业需求导向”“由学科分割转向跨界融合”的新工科

人才培养理念，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为依托，由不同学科背景

的专业教师、行业专家、企业工程师参与指导。学校面向全校征集

新工科毕业设计项目、发布课题指南，指导教师和学生可双向选择。

考核内容包括对研究项目的理解、研究的创新性和可行性、是否能

解决实际问题，以及对相互协作关系的理解等，毕业考核评价分为

毕业论文、测试报告、视频展示、实物展示四部分进行。 

（来源：中国青年报，2022-07-18；天津大学，2022-08-02、

2022-08-03） 

厦门大学：推进“三位一体”教育评价改革 

厦门大学校长 张宗益 

为贯彻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厦门大学

牢牢抓住“人才”这一关键，紧紧依靠“学院”这一主体，精准定

位“创新”这一靶向，推进“三位一体”教育评价改革，激发办学

活力，开创新百年与时俱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新局面。 

为激发人才活力架设“立交桥”，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才评价体

系，让各类人才都能实现成长有通道、发展有空间，推动人尽其才、

人尽其用。一是人才并轨立交桥。建立完善以讲席教授、南强特聘

教授、南强重点岗位教授、南强青年拔尖人才等为主体的卓越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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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扭转简单以“帽子”确定薪酬待遇、配置学术资源的倾向，

推动学校人才队伍良性成长。二是人才晋升立交桥。构建了人才成

长“特殊通道”，为在教学、科研和服务等方面做出特别贡献的优

秀人才，建立特别程序申请制度，通过代表作评审、院长特别提名、

院士特别举荐或破格聘用等方式择优聘任。三是人才流转立交桥。

明确教师系列和工程技术系列的发展定位，推动实现不同系列岗位

互通、互转。组建人才培养管理团队，探索突破机关和学部、学院

的梗阻，打破院系之间的壁垒，开辟了中青年教师到校部机关、直

属单位挂职通道，畅通人员流动，形成工作合力。 

为激发基层活力创设“权责包”，以教育评价改革为牵引，赋

予学院更大的办学自主权，推动自主评价、自觉发展。一是建构“教

学包”。试行人才培养目标责任制，学校与各学院就本科教学改革、

研究生培养目标任务等，为学院量身制定目标责任书，根据考核结

果划拨改革经费。二是打造“人才包”。在国家“双一流”建设学

科和 A 类学科所在学院建立“人才特区”，将年度引才专项经费整

体“打包”给学院，赋予学院更大的引才自主评价权和经费统筹权。

三是实施“绩效包”。按照分权、分科、分类的原则，实施教师绩

效考核评价“一院一策”。组织全校各单位制定符合学科特色和岗

位特点的教师绩效考核评价实施细则，允许承担重大项目、前沿研

究的教师与单位协商约定聘期等要求。 

为激发创新活力打造“新杠杆”，构建以质量、水平和贡献为

导向的创新评价体系，推动内核强化、内涵提升。一是突出质量杠

杆。坚决破除“唯论文”的科研导向，分学科制定研绩效奖励办法，

更加强化科研的能力和质量，鼓励科研人员冲击重大项目，产出重

大成果。二是用好水平杠杆。积极支持教师参与国际高水平科研合

作，把取得国际性的重大成果作为评价标尺。三是强化贡献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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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引导支持，出台实施“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组织实施管理办法”，让知识产权转化运用进入职称评定、岗位

聘任、人才评价、绩效考核等评价体系，激发科研人员推动成果转

移转化的积极性。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学会，2022-07-22） 

延伸阅读·发展参考 

◆ 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碳中和教育相关一流课程与教材体系的提

案》答复的函 

◆ 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国际共识 中国创新 

◆ 北京高校 2022 年暑期工作会校长书记发言（上）（下） 

◆ 本科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副主任委员黄达人：新时代高等教育评价

改革的特点及思考 

◆ 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课程体系建设 

◆ 浙江大学：加快推进卓越工程人才培养 

◆ 同济大学：成立国豪书院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成立卓越工程师产教联合培养研究中心 

◆ 北京理工大学：“五维一体”打造智慧教育体系 

◆ 华中科技大学：积极推进“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 

◆ 大连理工大学：成立碳中和研究院 

◆ 南方科技大学：以新文科建设大力推进创新人才培养 

◆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充分发挥科技指标监测作用 

http://www.moe.gov.cn/jyb_xxgk/xxgk_jyta/jyta_gaojiaosi/202208/t20220819_654024.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xgk/xxgk_jyta/jyta_gaojiaosi/202208/t20220819_654024.html
https://www.eol.cn/news/xueshu/hui/202208/t20220809_2241040.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6zitI83jQMp_Qd-GSs8gvw
https://mp.weixin.qq.com/s/jA4RYwTUDa1oJv08TkhQ8A
https://mp.weixin.qq.com/s/wsGYd0amjKzssqIU0CQA5g
https://mp.weixin.qq.com/s/wsGYd0amjKzssqIU0CQA5g
https://mp.weixin.qq.com/s/DsNQ7qu_xBmkz3e9xj_4vQ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192/s133/s192/202207/t20220715_646188.html
https://news.tongji.edu.cn/info/1006/81624.htm?ivk_sa=1023197a
https://mp.weixin.qq.com/s/oMc8G13h5Rd4HlXU_Bc6Ng
https://www.bit.edu.cn/xww/xxyd2/e1124523eb774c40815cd81eddcd6f0e.htm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192/s133/s197/202207/t20220713_645588.html
http://dl.cnr.cn/dlyw/20220730/t20220730_525939746.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6isvy_BOOu9Gqw04gppVeg
https://mp.weixin.qq.com/s/v3heUjmZbFe0YpuphgNu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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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国家能源局：七大方向确保油气勘探开发力度 

7 月 24 日，国家能源局在北京组织召开 2022 年大力提升油气

勘探开发力度工作推进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油气勘

探开发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大力提升油气勘探开发力度进行

再学习再动员，推动油气产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会议要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牢守住油气战略安全底线，

以国内油气增产保供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力

推动油气相关规划落地实施，以更大力度增加上游投资，助力保障

经济运行和民生需求；大力推动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取得新的突破性

进展，提高海洋油气资源探明程度；大力推动页岩油、页岩气成为

战略接续领域，坚定非常规油气发展方向，加快非常规资源开发；

大力推动已探明油气资源高效利用，提高储量动用程度和采收率；

大力推动油气科技自主创新，全力突破油气勘探开发系列关键技术，

优选应用效果突出案例示范推广；大力推动油气上游绿色发展，实

施生产用能清洁替代，实现勘探开发与新能源深度融合；充分发挥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形成各方面共同支持油气增储上产工

作的强大合力。 

（来源：国家能源局，2022-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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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低碳·能源变革”国际高端论坛专家观点集锦 

8月 19 日，“绿色低碳·能源变革”国际高端论坛在京召开。

论坛邀请了能源化工领域两院院士、国内外知名学者、能源公司和

行业协会专家，围绕全球及我国能源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中的热

点、重点、难点问题，分析机遇挑战，谋划战略布局，探索发展路

径，提出政策建议。以下为主论坛专家观点总结。 

戴厚良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石油集团董事长 中国石油不断

提高清洁能源供给能力和质量，在实施“七大工程”中发挥示范作

用，在新时代保障能源安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谱

写“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新篇章。一是着力增强油气供给，勇当保

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压舱石”。二是着力发展化工新材料，努力成

为世界一流高品质化工材料供应商。三是着力强化创新驱动，勇当

能源与化工原创技术的“策源地”。四是着力推动绿色发展，勇当

推动能源转型和“双碳”目标实现的“主力军”。 

杜祥琬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

碳排放大国，需先立后破，实施节约提效、能源安全、非化石能源

替代、资源循环利用、再电气化、固碳、数字化、国际合作等八大

战略，并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打造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

系、构建新能源为主的新型电力系统、持续推进电气化和深度脱碳

技术攻关、提高交通领域电气化、突破绿色建筑关键技术、制定碳

移除行动方案、完善碳交易制度等八大抓手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实现。 

陈建峰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秘书长 要加大能效提升，

推进生产过程减碳；大力调整用能结构，推进产业源头减碳；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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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循环利用，推进市场消费减碳；加大资源综合利用，推进产业

末端减碳；推进煤化工与关联产业融合多联产发展，降低碳排放。

实施石化工业绿色分子制造战略，在化工领域开展未来制造模式变

革，多学科交叉融合，合力打造绿色分子制造产业。从理论计算与

AI+ 化学化工方法、化工过程强化技术、研发高效环境友好催化材

料、高端专用化学品制造、数字赋能技术升级产业 5 个方向发力，

明确绿色分子制造科技优先发展方向。 

吴吟 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 节能减污降碳是新能源与传统能源

融合发展的核心要义。新能源与传统能源融合发展的主要目的是提

升能源转型质量，在能源可靠性、生态性和经济性之中寻求“能源

不可能三角”的最优解。新能源和传统能源融合发展路径要以碳的

控制和利用为基本指导，从“少用碳、少排碳、利用碳、不排碳和

碳循环”五条路径，实现融合发展。 

孙龙德 中国工程院院士 油气安全依旧是能源安全的核心。双

碳目标下，油气绿色低碳生产与油气稳定供应保障压力增大，亟需

围绕加快陆上深层超深层油气勘探开发、新一代大幅提高采收率技

术、海洋油气勘探开发、非常规油气勘探开发等四大领域，加快推

进智慧油气田技术、超级盆地多资源多能源绿色协同、新一代工程

技术与装备、油气区二氧化碳捕集地质利用与埋存等核心技术创新。

未来油气行业肩负能源安全保障、稳油增气和绿色低碳三大使命，

并且基于油气的能源和材料双重属性，特殊作用仍不可替代。 

（来源：中国石油新闻中心，2022-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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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海上页岩油和深地油气勘探开发获得重大突破 

7 月 28 日，我国海上首口页岩油探井中国海油涠页-1 井压裂

测试成功并获商业油流，标志着我国海上页岩油勘探取得重大突

破。涠页-1井位于南海北部湾海域涠西南凹陷，涠西南凹陷页岩油

资源量达 8亿吨，整个北部湾盆地页岩油资源量约 12亿吨，展现了

良好的勘探前景。中国海油项目团队创新“常规与非常规一体化”

勘探思路，反复研究涠西南页岩油地质油藏特征，多轮论证工程及

压裂可行性；针对目标区压裂层砂质条带的地质特点，采用“高低

粘一体化海水基变粘压裂体系+限流射孔+控压返排”特殊压裂工艺

释放产能，相继完成了互层型、夹层型两种类型页岩油段测试作业。

海上首口页岩油实现了装备和技术自主勘探开发，中国海油将进行

长周期试采作业，同时推进海上页岩油移动式压裂装备制造。 

8 月 10 日，我国塔里木盆地中国石化顺北 803 斜井测试获高产

工业油气流，标志着我国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实施的“深地工程”获

得重大突破。“深地一号”顺北油气田油藏具有超深、高温、高压

等特点，储层平均埋藏深度超过 7300米，是世界陆上最深的商业开

发油气田之一。中国石化贯彻落实“深海、深地、深空”战略的实

际行动，打造深地技术原创策源地：深化地质理论创新，提出了“低

地温、大埋深、高压力”条件下海相烃源岩抑制生烃模式、超深断

控缝洞型储集体成储机制和油气成藏模式，形成超深层断控缝洞型

油气成藏理论；创新形成超深层储层立体成像技术和缝洞体精细雕

刻技术；攻克了超深层油气优快钻井技术，探索形成了一套 8000

米级复杂超深层井身结构设计及配套技术和标准规范。 

（来源：中国海油，2022-07-28；中国石化，2022-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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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申阅读·行业动态 

◆ 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天然气发展报告（2022）》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布《“双碳”基础研究指导纲要》 

◆ 中国地质学会发布《地质工程类工程能力评价规范》（T/GSC 

001–2022）团体标准 

◆ 国际能源署（IEA）发布《世界能源投资报告 2022》 

◆ 欧美 11 国联合启动“全球甲烷承诺（GMP）能源路径”计划 

◆ 麻省理工学院发布《储能系统的未来》研究报告（报告全文） 

http://www.nea.gov.cn/1310654101_16611369890181n.pdf
https://nsfc.gov.cn/publish/portal0/tab442/info86785.htm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MDg5NzM3Mw==&mid=2247589483&idx=1&sn=12cae7d0b6cd70f7ad3ca08a2eea827e&chksm=e8afbdd9dfd834cfb41889c2b9f53117168027b2ca4b5adebc50e68ff1594bcbafddfa6bf98a&mpshare=1&scene=24&srcid=0819ObL1BvndDZgrAYzTipX7&sharer_sharetime=1660903745293&sharer_shareid=a715ddb53a236d9bd2b8f7d06ce04748#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MDg5NzM3Mw==&mid=2247589483&idx=1&sn=12cae7d0b6cd70f7ad3ca08a2eea827e&chksm=e8afbdd9dfd834cfb41889c2b9f53117168027b2ca4b5adebc50e68ff1594bcbafddfa6bf98a&mpshare=1&scene=24&srcid=0819ObL1BvndDZgrAYzTipX7&sharer_sharetime=1660903745293&sharer_shareid=a715ddb53a236d9bd2b8f7d06ce04748#rd
https://mp.weixin.qq.com/s/9HWp2ZldWMcNzKI-r4k8gQ
https://mp.weixin.qq.com/s/9HWp2ZldWMcNzKI-r4k8gQ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2_3793
https://mp.weixin.qq.com/s/IZElFnjmPTL4Rx-UVUGIyw
https://energy.mit.edu/wp-content/uploads/2022/05/The-Future-of-Energy-Storage.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