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新精神，奋进新时代 

编者按： 

10 月 16 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习近平

总书记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党的二十大作报告。本期动态摘

登了二十大报告中关于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国家能源安全与绿色发展的最新要求，转载了能源

行业龙头央企学习贯彻落实二十大精神的工作部署。此外，整理了

学校发展相关资讯动态，供各位领导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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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二十大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内容摘登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10月 16日上午 10时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

记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阐述过去五年的工作和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报告共分为 15 个部分，其中第五部分为对

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的一体化部署，列在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二顺

位。 

以下摘登了报告中关于教育科技人才工作、时代新人培养、绿

色低碳发展、能源安全与国际合作等内容。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

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

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我们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

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

而用之。 

（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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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育人的根

本在于立德。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

育公平。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优化职业

教育类型定位。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快建

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完善学校管理和教育评价体系，健全学校家

庭社会育人机制。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弘扬

尊师重教社会风尚。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

社会、学习型大国。 

（二）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

的核心地位。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

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优化国家科

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形成国家

实验室体系，统筹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科技评价改

革，加大多元化科技投入，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形成支持全面

创新的基础制度。培育创新文化，弘扬科学家精神，涵养优良学风。

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形成具有全球

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三）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

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

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实施一

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增强自主创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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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加强基础研究，突出原创，鼓励自由探索。提升科技投入效能，

深化财政科技经费分配使用机制改革。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

融合，强化目标导向，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 

（四）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坚持尊重

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

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引导广大人才爱党报国、敬业奉献、服务人

民。完善人才战略布局，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

才队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着力形成人才国

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

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

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加强人才国际交流，用

好用活各类人才。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真心爱才、悉心育

才、倾心引才、精心用才，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

中来。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一）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牢

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深

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

才队伍。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

形成良好网络生态。 

（二）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

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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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持续抓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宣传教育。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

体化建设。 

（三）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

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加强困

难群体就业兜底帮扶。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 

（四）青年强，则国家强。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

来抓，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

人。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

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

新时代好青年。 

推动绿色发展，维护国家安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

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实施全面节约战略，推进各类资源节约

集约利用。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

应用。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二）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

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完善能源消耗总量

和强度调控，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

“双控”制度。推动能源清洁低碳高效利用，推进工业、建筑、交

通等领域清洁低碳转型。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

用，加大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

源体系，加强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确保能源安全。完善碳排放

统计核算制度，健全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制度。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

力。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 

（二）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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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确保粮食、能

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全面加强国家安全教育，提高各

级领导干部统筹发展和安全能力，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 

（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

策，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深化拓

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

合点。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

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

合理的方向发展。 

（来源：新华社，2022-10-16） 

中共中央：教育、科技、人才统筹部署的战略意图解读 

10 月 24 日，中共中央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央改革办副主任穆虹对二十大报告将教育、科技、人才统筹部署

的战略意图进行了解读。 

穆虹指出，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都是党中央提出的国家重大战略。过去党代会的报告中，科技、教

育、人才一般分别安排在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中。党的

二十大报告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加强系统观念的要求，党中央从突出

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出发，将科技、教育、人

才放在二十大报告第五部分进行统筹部署，集中表达。第一次把三

大战略摆放在一起，既坚持了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又强调了三者之间的有机联

系，通过协同配合、系统集成，共同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 

穆虹强调，这三大战略共同服务于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一是要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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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促进教育公平，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国民整体素质。二是坚持创新驱动。健全

新型举国体制，加强基础研究，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自主创新，

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三是坚持人才

是第一资源。完善人才战略布局，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深

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来源：党的二十大新闻中心，2022-10-25） 

中央组织部：二十大报告对党建工作的明确要求 

10 月 17 日下午，二十大新闻中心举行第二场记者招待会，介

绍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有关情况。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徐启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党的二十大

报告对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央组织部将着力抓

好以下三项工作。一是持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各

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二是统筹抓好二十大精神的学习和集中培训。推动党员、干

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二十大精神上来。三是始终胸怀“国之大者”。

坚持不懈选干部、聚人才、抓基层，推进新时代党的组织工作高质

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来源：新华社，2022-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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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确保能源安全 推动绿色转型 

10 月 17 日上午，二十大新闻中心举办第一场记者招待会，介

绍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任京东就能源安全与转型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

问。 

任京东指出，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

略性问题，重点从三个方面守住能源安全底线。一是扎实抓好固本

强基。大力提升油气勘探开发力度，进一步建立健全煤炭、石油储

备体系，加快储备库、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等设施建设，确保能源供

应保持合理的弹性裕度。二是扎实抓好有序替代。全面构建风、光、

水、核等清洁能源供应体系，扎实推动水电、核电重大工程建设，

统筹推进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因地制宜发展生物质能、地热能

等其他可再生能源。三是扎实抓好风险管控。大力推进能源安全监

测预警能力建设，不断加强应急保障电源、管网互联互通等基础设

施建设，扎实提升区域互济、多能互补水平，持续强化重点区域、

重点时段能源安全供应。 

任京东表示，碳达峰碳中和事关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和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能源发展既要保障安全，也要推进转型。按照党的

二十大要求，推动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具体工作重点为：加强煤炭

清洁高效利用，积极推进煤电“三改联动”，扎实推动 CCUS 的技术

示范应用。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积极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大力推

动终端用能转型升级，加强重点用能领域节能降碳，积极推进电能

替代。认真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

不断推进全球清洁能源伙伴关系，全面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来源：新华社，2022-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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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教育系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工作要求 

10 月 24 日，教育部召开党组会，传达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全面研究部署教育系统学习宣传贯彻工作。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提高政治站位，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人才支持。 

一要深刻认识和领会我国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始终保持

战略清醒，把握教育强国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积极把思想认识

转化为真抓实干的动能和效能。 

二要深刻认识和领会教育发展的历史机遇和主要挑战，坚守使

命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高质量推动教育发展，并用高质量

发展来检验工作成效。 

三要深刻认识和领会教育对国富民强、经济发展、人的发展的

重大意义，思考拓展教育强国的内涵外延和实践路径，统筹推进科

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地生效。 

四要深刻认识和领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重要要求

和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抓好教育系统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

引导干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第一方阵，积极投身教育强国建设。 

怀进鹏就教育系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提出明确要

求。 

一是抓根本。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用党的创新理论

凝心铸魂，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握教育、科技、人才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宣传阐

释好教育重要地位的内涵，把学习和实践有效地结合起来，更好地

推进工作、推动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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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抓重点。主要抓好促进公平、提升质量两件大事。要全面

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在基础学科人才、卓越工程师和哲学社会

科学人才培养上取得突破，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为加快建设世界

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贡献力量。 

三是抓改革。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使命任务，面向国家和区

域重大战略需求和社会发展变化，丰富政策供给，建立新评价体系，

在服务经济社会区域发展中更好发挥教育作用，推动更高水平对外

开放，加快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步伐。 

（来源：教育部，2022-10-24） 

能源央企：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工作部署 

中国石油 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到公司改革发展实践中，更好

发挥骨干央企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的重要作用。

围绕二十大报告关于国企改革、能源安全、科技创新、绿色低碳、

党的建设等方面部署和要求，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系统谋

划公司发展。 

中国石化 抓好宣传引导，全方位、多层次宣传解读二十大精神，

切实把干部员工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二十大精神上来。抓好贯彻落实，

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实施“十四五”规划结合起来，与完

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结合起来，扛稳大国重器责任担当，推动公司

加快跨越高质量发展门槛。 

中国海油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出的关于国有企业、能

源行业的重要论述，锚定中国特色国际一流能源公司战略目标，以

实施“三大工程、一个行动”为主轴主线，以建设“四个中心”为

重要抓手，以“爱国、担当、奋斗、创新”的海油精神强根固本、

凝心聚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央企新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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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管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细做实冬季保供工作，坚决

打赢冬季保供攻坚战。抓住国家发挥有效投资关键作用、全面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的良好机遇，加快工程建设步伐。落实“疫情要防

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要求，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安全生

产。 

（来源：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国家管网微信公众

号，详情参见“延伸阅读”） 

教育部各司局：新阶段高校高质量发展工作要点 

10 月 16 日党的二十大开幕会后，教育部直属机关党员干部热

议习总书记的报告，各司局负责同志结合二十大报告对分管工作进

行了部署，以下为高校相关内容节选。 

高教司 中国高等教育必须在改革创新发展上建立中国范式，发

挥好龙头作用。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目标，全面提升根本质量、

整体质量和服务质量，不断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能力，着力造就拔尖

创新人才，推动高质量发展，有力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教师司 教师是教育改革发展的第一资源，要突出高质量教师队

伍建设，坚持师德师风第一标准，加强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建设，

深化教师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强化教师待遇保障，培养一支高素质

专业化的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之师，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

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提供有力的师资保障。 

体卫艺司 报告强调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

进教育公平，体育美育以及师生健康是重要着力方向。要加快改进

和发展符合时代和学生身心特点的现代体育美育，为推进素质教育

和人才强国作出更大积极贡献。 

思政司 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要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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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着眼于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

的深刻挑战，着眼于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战略任

务，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

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更加自觉自信地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守好红色阵地，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根铸魂。 

科技司 高校要把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

强创新第一动力更好结合起来，坚持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鲜明导向，

加强有组织科研攻关，加快建设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坚决打赢关键

核心技术攻坚战，支撑绿色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加快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 

研究生司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加快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人才强国建设提

供有力支撑。研究生司将加快“双一流”建设进程，完善研究生教

育体系，扎实推进基础学科人才、卓越工程师和哲学社会科学人才

等高层次人才培养，坚决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课程教材研究所 围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课程教材研究所将

着力在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进教材

进头脑上下功夫，在建设中国特色教材体系、提高教材质量上下功

夫，在服务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发展战略等党

和国家发展重大战略和需求上下功夫。 

（来源：教育部微党建，2022-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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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聚焦二十大 

◆ 能源央企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工作部署 

中国石油：书写“我为祖国献石油”新时代答卷 

中国石化：在新时代新征程再立新功再创佳绩 

中国海油：充分展现中国海油新担当新气象新作为 

国家管网：发挥油气管网作用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 专家解读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教育工作的战略部署 

杜玉波：以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支撑教育强国建设 

林蕙青：加快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 

张大良：更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袁振国、张志勇等：强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理念 

https://mp.weixin.qq.com/s/fwgyhLi_OvgUDfxBSDsWrg
https://mp.weixin.qq.com/s/A_iKKOfMG3OASDEly9ybjA
https://www.cnooc.com.cn/art/2022/10/25/art_191_15330439.html#1
https://mp.weixin.qq.com/s/Mzs4DFrw_9pv_dKaqwXPIg
https://mp.weixin.qq.com/s/OLuDYxDrxs3IVy-3e6YUhg
https://mp.weixin.qq.com/s/d9vKKpFxUcyBZv59YFbvmg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Tk5ODkyMw==&mid=2651305345&idx=1&sn=c2e10255957e557b821525b38b68519a&chksm=843c79a5b34bf0b39332dbade28a272f0543b11b394392e75230d7a79b0f084204275eee98d5&scene=126&&sessionid=1666664497&subscene=227#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Tk5ODkyMw==&mid=2651305353&idx=1&sn=ed23fa60f75799d4466b234c2ef7161b&chksm=843c79adb34bf0bbda1e30d675965565a8f90d154a8821c041c244d67fb063e8d83788153c1d&mpshare=1&scene=24&srcid=1024SBmnLDXnDMusTjYV9e5C&sharer_sharetime=1666594186436&sharer_shareid=a715ddb53a236d9bd2b8f7d06ce04748#rd
https://mp.weixin.qq.com/s/Gv4WU6VKxXDtrYU4uRgS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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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参考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建设路径 

培养造就大师、战略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是实施科教兴国战

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其中，大师之

大体现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学术造诣上，也体现在影响人类心灵

的高洁品行上。战略科学家具有跨学科知识素养、战略眼光，能引

领学科持续发展。科技领军人才具有一流的科研水平、突出的管理

能力，是完成重大科研攻关、建设重大创新平台的骨干力量。 

清华大学将人才强校战略确立为学校新百年发展的核心战略，

明确了“尊重人才、激励人才、服务人才、用好人才”的人才工作

指导思想，全面激发人才活力，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坚持党管人才。

实行政治标准和学术标准并重，加强对人才工作的政治引领和政治

建设，引导广大教师把服务党和国家事业作为最高追求。突破人事

制度改革瓶颈。建立教师分系列管理制度和准聘长聘制度，实行助

理教授独立指导博士生制度，大幅提高科研启动经费，支持组建团

队、申请国家重点课题。完善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强化重师德师风、

重真才实学、重质量贡献的学术评价导向，深入推进有组织科研，

支持广大教师“做第一等的学术”、做有长远意义的研究。健全师

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把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

准，坚持教书育人是教师的第一学术责任，给予潜心育人的教师崇

高荣誉，引导教师始终站在教书育人第一线。 

（来源：中国教育报、人民日报，2021-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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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推进有组织科研 建设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国家重要战略科技力量。近年来，上海交

通大学积极发挥基础研究深厚、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聚焦重大需

求和科技问题，系统谋划建设创新平台、布局基础原始创新、组织

关键技术攻关，加快创新成果转化，系统推进有组织的科研体制机

制探索。 

坚持需求导向，以平台化布局开展协同攻关。对接海洋强国战

略建设，学校“十四五”规划全力推进“大海洋”专项行动计划，

全链条系统性协同推进海洋科研创新基地建设。“大海洋”行动旨

在打造从科学到工程、从产品到产业全链条的“大海洋学科群”，

推动以“大海洋”为主题、多学科交叉的国家级综合研究平台建设，

未来将协同国内外顶尖人才团队和资源，共同推进重大科技创新任

务的攻关和组织实施。积极布局科技前沿方向，推进创新任务导向

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和人才培养，推动产学研融合和军民融合发展，

全面深化探索有组织科研发展模式。学校大力建设李政道研究所，

全面对接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专门设立了基础前沿特区

办公室，开展各研究平台的服务协调和支持。 

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造可复制推广的科技成果转化路径

和模式。学校制定实施了系统化的改革举措：制定出台了《上海交

大新时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施意见》，为学校科技成果转化提出

了更明确、规范的路径；成立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领导小组，建立

了技术转移服务人员队伍以及技术转移科研人员职称评价体系，首

批技术转移专项研究生已经入校学习；建立了科研人员创业企业科

技成果转化活动审核和管理体系，鼓励师生员工从事科技成果转化

活动，加快推进科研人员过往利用职务成果创业企业的合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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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人才强校主战略，构建健康良好科研生态体系。积极

营造有利于战略科学家成长的体制机制环境，构建符合“大科学”

规律的人才组织模式。集结多学科力量，汇聚高水平研究和工程技

术队伍，构建前沿人才团队和成长梯队；赋予团队负责人在科研经

费、科技人才推荐、技术路线等方面充分的决策权；积极推进跨学

院跨学科双聘、成果互认、人才联合培养等改革举措，提升交叉协

同创新效能。全面实行科学的分类评价体系，优化学术评价环境。

针对不同研究类型和学科特点，改变统一量化的评价尺度，以评估

取代考核，重在对创新能力和发展的评估与引导：引导更加关注产

出和成果质量；引导对接国家战略需求，承接重大项目；引导与国

家大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服务国民经济主战场；引导通过长

期积累，形成高水平、标志性、有影响力的成果，遴选部分从事原

创性研究或重大攻关的教师减少或免于考核；引导院系探索和建立

协同创新的机制与有效措施，科学评估交叉合作成果，尊重和认可

团队所有参与者、合作者的实际贡献。全方位提升青年学者资源支

持和人文关怀。设立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和“交大 2030”计划 C

类项目，支持青年教师开展原创性探索型的研究，赋予科研管理更

大自主权，简化审批程序与报销手续。加强基础教育，积极推进区

校共建“环交大闵行基础教育生态区”，设立上海交通大学基础教

育发展基金。全面开展人才医疗服务保障体系建设，确立了高校首

创的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相结合的医疗服务计划。 

（来源：中国教育报，2022-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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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启动“领军人才培养体系改革”教育思想大讨论 

10 月 7 日，东南大学召开新一轮教育思想大讨论动员会。本轮

思想大讨论以“立德树人的东大使命和生为首位的东大行动”为主

题，将从教育思想、发展理念、质量标准、技术方法、教育评价等

方面打造领军人才培养范式。 

一是明确使命、坚定目标。从新的历史方位找准学校人才培养

工作重音。作为高等教育的“国家队”，要充分认识“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进进一步解放思想、谋划创新，凝聚新共

识，形成新理念，才能为培养引领未来的领军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科学把握新的历史方位，坚定立德树人责任，坚定培养领军人才任

务，坚定奋进世界一流目标。 

二是对标一流、找准问题。在观念上从“我能输送什么人才”

转变为思考“国家需要什么人才”。面对国家对人才和科学技术的

迫切需求，积极思考和回应怎样才能培养出党和人民急需的人才。

对照优秀学生具备的素质，思考分析学校的文化、培养模式能否适

应和支撑培养优秀学生的需求。对标优秀大学的标准，努力在服务

国家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坚持对学术的尊崇和对探索真理、捍

卫真理的执着，一切服务于学生的健康成长。 

三是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深刻认识和把握立德树人的内涵，

探究如何更好地完成立德树人的使命；准确理解和大力践行“课比

天大，生为首位”；明确学校、管理、教师等各层面在落实立德树

人中的职责使命。立德树人是全方位的系统工程，进一步汇聚全校

智慧力量，构建全员、全方位、全过程一体化育人体系，积极服务

于人才培养这个根本，树立生为首位的育人理念。 

（来源：东南大学，2022-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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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多措并举提升全球治理参与度 

北京理工大学通过人才培养、平台搭建、政策制定等途径提升

学校的全球治理参与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加强全球治理人才培养。成立国际组织创新学院，设立全球治

理英才本科生班和“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硕士研究生专项，致力

于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熟悉国情、精通谈判、业务精湛、语言过关

的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人才，扩大国际组织后备人才队伍。通过输

送毕业生到国际组织实习、任职，帮助毕业生实现更宽领域和更高

质量的就业。自成立以来，学院已同全球 60 多家国际组织建立了合

作关系，学校成功获批教育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创新实践项目”。 

搭建国际交流合作平台。通过与国际组织、政府机构、科研机

构举办国际论坛、创新竞赛，设立联合智库、实验室等，开展教学

科研合作，搭建学生创新创业交流平台。通过邀请国际组织高级别

职员担任导师，构建沉浸式柔性教学环境，寓教于研，培养学生综

合胜任能力。举办国际空间科学与载荷大赛、海峡两岸大学生集成

电路与电子设计邀请赛等国际学科竞赛，促进全球学子交流沟通，

汇集培育全球科技人才，获得了国际同行的广泛认可。 

参与制定全球科技规则。加强政策研究和决策支撑，深度参与

了数字经济、航空航天、智慧教育、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等多个

领域的全球治理规则制定，为全球治理贡献北理工智慧。无人航空

智慧监管理念和配套的示范法已经在欧盟等 30 多个国家得到转化

实施；专属利用空间（EUS）国际法理论已成为制定国际条约的基础

理论；举办的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经济全球治理规则”分论坛

为全球经济规则制定、数字经济全球治理体系构建提供了指引。 

（来源：北京理工大学，2022-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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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发展参考 

◆ 中国人民大学：发布《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倡议书》 

◆ 浙江大学：工程教育的国际化培养平台构建路径 

◆ 复旦大学：推出“非升即走”的替代计划 

◆ 同济大学：成立科技伦理委员会 

◆ 兰州大学：启动“卓越导师成长计划” 

◆ 北京科技大学：启动无人驾驶车元宇宙项目 

◆ 长安大学：推进党建与学校事业融合发展 

◆ 邬大光：面向2035的高校学科优化调整布局思考 

◆ 英国高等教育科研评价体系改革：新一轮高校科研卓越评审特点 

◆ 美国高校预聘长聘教职制理念设计和实践特点 

◆ 美国研究生教材建设：编写、选用及质量保障 

https://news.ruc.edu.cn/archives/401865
https://mp.weixin.qq.com/s/GvvwiYTd7wmDNPgzWnziNA
https://mp.weixin.qq.com/s/FHpaQQhPMhp6-lkcptYoCg
https://news.tongji.edu.cn/info/1003/82309.htm
https://news.lzu.edu.cn/c/202210/94544.html
https://news.ustb.edu.cn/info/1992/54368.htm
https://mp.weixin.qq.com/s/JqfS8AzIR6QMQCRQBRue5w
https://m.gmw.cn/baijia/2022-10/11/36078040.html
https://mp.weixin.qq.com/s/C98oR9zjqSCs6NYmxujLhQ
https://mp.weixin.qq.com/s/Vfc0E4F0K-M7AMF-4DG4aA
https://mp.weixin.qq.com/s/j7SCY_-6pCWH2avmLEPGy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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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教资讯 

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北京市碳达峰实施方案》 

10 月 11 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北京市碳达峰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落实国家碳达峰方案中“十大碳达峰

行动”工作任务要求，推动全市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有序进行。 

《实施方案》明确，北京市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原则为统筹谋划，

协调推动；节约优先，重点推进；创新驱动，深化改革；先立后破，

防范风险。聚焦“十四五”和“十五五”两个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

型的关键期，《实施方案》提出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升能

源利用效率、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水平等方面的主要目标。 

《实施方案》围绕 7 个方面部署了 28 项任务措施。一是深化落

实城市功能定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二是强化科技

创新引领，构建绿色低碳经济体系。三是持续提升能源利用效率，

全面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四是推动重点领域低碳发展，提升生

态系统碳汇能力。五是加强改革创新，健全法规政策标准保障体系。

六是创新区域低碳合作机制，协同合力推动碳达峰、碳中和。七是

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实施保障。 

《实施方案》针对高校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国际合作等方面

提出了具体任务措施。人才培养方面，将推动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国

民教育体系，鼓励高校设立应对气候变化专业，建设科普教育基地

和碳达峰、碳中和展区。科技创新方面，围绕碳达峰、碳中和重大

战略技术需求，推进能源领域国家实验室建设，谋划布局一批新型

研发机构和科研平台；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专项行动，围

绕新能源利用、智慧能源互联网、氢能、储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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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US）等重点领域开展技术研发攻关；充分发挥“三城一区”主

平台作用，加速碳达峰、碳中和科技成果转化，搭建应用场景，在

智慧低碳能源供应等方面逐步形成完备的技术支撑能力。国际合作

方面，鼓励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和绿色“一带一路”建

设，深化与国际友好城市和国际组织的低碳政策对话、务实合作和

经验分享，支持联合开展技术研发，推动低碳技术转移和服务输出。

此外，还将开展低碳学校创建活动。 

（来源：北京市人民政府，2022-10-11） 

斯伦贝谢：宣布更新品牌名称与徽标 

10 月 24 日，斯伦贝谢（Schlumberger）正式宣布更名为 SLB。

SLB 品牌将采用新的颜色和徽标，更好地体现公司的定位以及未来

的发展方向。在低碳能源的愿景下，SLB 将从油田技术服务公司转

型为全球科技公司，致力于能源创新驱动，以满足当今世界的能源

需求，推动全球能源转型。 

 

SLB 以能源创新、构建和谐地球为愿景，利用在低碳减排方面

取得的进展，将其服务聚焦于以下四个领域： 

（1）新型能源体系。随着新型能源业务发展成为公司的战略驱

动力，继续在各行业建立伙伴关系，着力开发碳解决方案、氢气、

地热和地质能源、能源储存和关键矿物五个领域的技术。 

（2）工业脱碳。努力在减少工业碳排放领域产生影响，以推动

净零目标的实现。主要专注于扩大碳捕获、碳利用和碳封存(CCUS)

SLB新版品牌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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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和机会，计划开发为工业部门提供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的数

字化平台。 

（3）规模数字化。将提供数字化产品和服务，通过推动更具透

明度、更准确的测量指数、更有效的规划和更有影响力的严谨输出，

全面提升能源企业的数字化能力、效率和绩效，帮助客户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 

（4）石油和天然气创新。在产品研发、服务和技术创新等核心

业务上，将致力于油气勘探开发的清洁高效和应对变化能力，以降

低对环境的影响；进一步强化技术本地化；通过数字化赋能、低碳

减排技术组合、甲烷消除业务等优化技术解决方案。 

（来源：斯伦贝谢中国公司，2022-10-24） 

四大排名：发布世界大学排名和学科排名榜单 

近日，四大排名相继发布了大学排名和学科排名年度榜单，我

校再次取得亮眼成绩。以下为我校在各大榜单的具体表现。 

软科排名 9 月 21日发布的“2022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中，我

校 11 个学科榜上有名，进入榜单前 10%的实力学科共 3 个，在 12

所地矿油高校和在京高科大学联盟高校中并列第 2。上榜学科表现

如下：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六度蝉联榜首，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全国

第 5，较去年提升 1 个名次，超越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化学工

程已连续六年进入前 10%，安全工程排名持续攀升，自 2019 年起进

入榜单前 10%；管理科学与工程（前 20%）、动力工程与工程热物理

（前 30%）、机械工程（前 40%）、化学（前 40%）4 个学科位列榜

单前 20%-40%；地球物理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连

续六年榜上有名。软科此前发布的“2022 中国大学排名”和“2022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我校均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分别位列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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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第 48 名和全球 601-700 位段。 

泰晤士排名 10 月 12 日发布的“2023 年世界大学排名”中，我

校排名全球 801-1000 位段、大陆高校第 49 位，在上榜地矿油和高

科大学联盟高校中居于首位。“行业收入”指标获得 94.6 高分，排

名全球 49 位、大陆高校第 7。10 月 26 日发布的“2023 年学科排名”

中，我校工学（501-600，大陆 48）、理学（601-800，大陆 49）

两个学科大类榜上有名。 

QS 排名 在今年 6 月发布的“2023 世界大学排名”中，我校历

史首次上榜并获得全球 540-550 名的成绩，大陆高校排名第 30 位，

居于地矿油高校之首。“研究影响力”指标获得 95.7高分，排名全

球第 42 位、大陆高校第 9。今年 4 月发布的“2023 世界大学学科排

名”中，我校石油工程学（51-100）、化学工程（251-300）榜上有

名，其中，石油工程学三度蝉联大陆高校第一。 

U.S.News 排名 在 10 月 25 日发布的“2022-2023 全球最好大学

排名”中，我校排名全球第 513 名、大陆高校第 49 名。同日发布的

学科排名中，我校 17 个学科上榜。其中，化学工程排名全球第 13、

能源与燃料排名全球第 21 位；工程（57/1000）、地质学（77/400）

和机械工程（67/200）3 个学科排名在全球 51-100 位段，其中工程

进入榜单前 6%；物理化学、化学、民用工程、纳米科学与技术、聚

合物物理、凝聚态物理 6 个学科排名 101-200 位段。 

注：U.S.News 世界大学排名与学科排名不区分地矿油两地办学情况，排

名成绩我校与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共享。 

（来源：软科、泰晤士高等教育、QS 集团、U.S.News 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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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科教资讯 

◆ 国家能源局：发布《“十四五”能源领域科技创新规划》重点任务榜单 

◆ 爱思唯尔：免费开放2022年诺贝尔奖得主研究成果（含诺贝尔奖成果介绍） 

◆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 

◆ 中国海油：勘探发现我国首个深水深层大气田 

◆ “探索二号”科考船完成深海地质原位观测及国产化装备海试任务 

http://www.nea.gov.cn/1310670958_16666616768611n.docx
延伸阅读·发展参考
https://mp.weixin.qq.com/s/6ObIH6jNiI4apOZBCDtqUQ
https://mp.weixin.qq.com/s/64jz3fBjAcr9ROMKgsnGng
https://mp.weixin.qq.com/s/SUp9hOjKD2WduiaIB3iDe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