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日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国家部委相继召开 2023

年工作会议。本期动态转载了 2023年教育、科技、能源工作重点任

务。此外，整理了学校发展相关政策资讯，供各位领导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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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速递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23 年科技、教育、能源工作部署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12 月 15 日至 16 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总结了

2022 年经济工作，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并对 2023 年经济工作作

出部署。以下为教育、科技、能源相关内容节选。 

要有力统筹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强。

布局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发挥好政府

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组织作用，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和能力，加快引进高端人才。落实落细就业

优先政策，把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 

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加强重要能源、矿产资源国内勘

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提升国家战略物

资储备保障能力。加快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绿色低碳、

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

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建设美丽中国。 

（来源：新华社，2022-12-16） 

教育部：明确 2023 年教育工作重点任务 

1 月 12 日，2023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明确了

2023 年教育工作的重点任务，以下为高等教育相关内容。 

一是坚定不移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不断健全党对教育工作全面领导的体制机制，持之以恒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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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从严治党。 

二是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

人。深入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加快建立健全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长效机制。要把开展读书活动作为

一件大事来抓，引导学生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三是着力发展支撑引领国家战略实施的高等教育。在全面提高

人才自主培养质量、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和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优化布局结构上先行先试，进一步加强高校分类管理的顶层设计，

加快探索高校分类评价改革。 

四是统筹推进教育数字化和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纵

深推进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重点做好大数据中心建设、数据充分

赋能、有效公共服务、扩大国际合作四件事。主动服务学习型社会、

学习型大国建设，树立“大教育”观，加快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

的教育体系。 

五是不断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以评价改革牵引教育领域综

合改革，持续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教，

完善与教育强国建设相匹配的战略性投入机制，构筑高质量开放、

高水平合作大格局，不断增强教育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来源：教育部，2023-01-12） 

科技部：明确 2023 年科技工作重点任务 

12 月 30 日，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召开，回顾总结 2022年科技工

作，部署 2023 年重点任务。 

会议总结了 2022年全国科技工作成效：加快推进重点领域科研

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取得突破，重点研发计划 79 个专项全面展开。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速推进国家实验室建设、全国重点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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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重组，启动建设基础学科研究中心。发挥科技创新稳经济作用，

开展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行动，试点建设未来产业科技园。加快

建设区域创新高地，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竞争力进

一步提升，新建 2 家国家自创区、8 家国家高新区。推进科技体制

改革，修订实施科技进步法，完善科技奖励和激励机制，开展科技

成果评价改革试点。加快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优化高端人才项目，

重点研发计划设立 400 余项青年科学家项目。强化外国专家工作，

召开全国外国专家工作会议。推进科普工作，印发新时代加强科普

工作的意见。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和科研诚信建设，印发加强科技伦

理治理意见，制定科技伦理审查办法。积极拓展国际科技合作，积

极发起“深时数字地球”“海洋负排放”等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

学工程，推动中美、中欧、中国-东盟等科技合作。 

2023 年全国科技工作要以构建“顶层设计牵引、重大任务带动、

基础能力支撑”的体系化能力为主线，重点抓好十个方面任务：一

是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

面落实上下功夫。二是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长远发展，强化国家战

略科技力量。三是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四是加快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五是持之

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加强重点领域超前部署。六是落实科技政策聚

焦自立自强的要求，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七是统筹推进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打造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创新创

业生态。八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引导企业用好市场优势

培养科技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九是完善人才战略布局，建设高素质

科技人才队伍。十是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

的创新开放生态。 

（来源：科技部，2022-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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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明确 2023 年能源工作重点任务 

12 月 30 日，2023 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总结

了 2022 年重点工作，部署了 2023年能源发展思路和重点任务。 

会议指出，党的二十大就深入推进能源革命、确保能源安全、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科技自立自强、积极

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等作出安排部署，提出新的明确要求。

能源行业要牢牢把握党的领导这一根本保证，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

政治方向；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这一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牢牢把握保障能源安全这一首要职责，

坚决把能源饭碗端在自己手里；牢牢把握碳达峰碳中和这一重大任

务，扎实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牢牢把握推进改革创新这一时代特征，

不断激发能源发展内生动力和市场活力。 

会议强调，2023 年能源工作要全面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入

推进能源革命，全力保障能源安全，坚定推进绿色发展，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能源保障。要积极谋划出台重大政

策，统筹推进“十四五”规划实施；要全力提升能源生产供应保障

能力，推动油气增产增供，加快油气管网和储备能力建设，加强能

源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要着力调整优化能源结构，加强风

电太阳能发电建设，加强民生用能工程建设；要着力加快科技自立

自强，加强补短板锻长板，推进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加强标准体系

建设；要着力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加快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建设，

加强能源法治建设；要着力加强能源国际合作，构建更高质量的能

源国际合作体系。 

（来源：国家能源局，2022-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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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区：明确 2023 年昌平区工作总体要求及重点任务 

12 月 29 日，昌平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幕。区

长支现伟在向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 2023 年昌平区政府

工作总体要求及重点任务。 

2023 年昌平区工作总体要求是：以服务新时代首都发展为统

领，“五子”联动融入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突出做好稳增长、

稳就业、稳物价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经济运行整体

好转，不断开创“四区”建设新局面，努力将昌平建设成为以科学

城、大学城、生态城为核心的现代化一流新城。 

围绕全年工作目标，部署了八个方面工作。其中，聚焦强化教

育、科技、人才支撑，提出以未来科学城为中心加快建设全球领先

的技术创新高地。一是提升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支持昌平国家实验

室在轨高质量运行聚焦打造央企原创技术策源地。二是打造世界领

先科技园区。实施中关村昌平园改革发展提升“1+2”方案，优化“H”

型创新布局，推动央地合作 21 项任务落地。三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实施优先发展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培养更多“能工巧匠”。四

是系统推进校城融合。制定校城融合创新发展行动计划，保障高校

新校区建设，提速空天未来产业科技园等项目建设，实施 100 项科

技成果转化项目。五是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实施高水平人才高地

核心区建设方案，推动火炬科创学院昌平基地落地，打造“昌聚工

程”升级版，落实人才服务包制度。能源产业低碳转型方面，将制

定实施昌平区碳达峰实施方案、先进能源产业体制行动计划等，支

持先进能源技术场景示范应用，高水平办好全球能源转型高层论坛。 

（来源：昌平区人民政府，2022-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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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 

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实施方案（2023—2025 年）》 

12 月 13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

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实施方案（2023—2025年）》（以下

简称《实施方案》），进一步完善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

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 

绿色技术创新方面，《实施方案》提出：明确绿色技术创新方

向。以能源节约与绿色低碳转型、污染治理、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

用、低碳与零碳工业流程再造、生态系统固碳增汇、负碳及温室气

体减排等领域为重点，采用“揭榜挂帅”“赛马”等机制，引导绿

色技术创新。强化关键绿色技术攻关。组织实施“碳达峰碳中和关

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等重点专项技术攻关，鼓励绿色技术创新主体

积极参与，研发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关键

核心绿色技术。加快绿色技术转化应用。健全绿色技术推广机制，

以节能降碳、清洁能源等领域为重点，遴选先进适用绿色技术，发

布绿色技术推广目录。加强创新平台基地建设。以满足市场需求为

导向，优化绿色技术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能源研发创新平台等创新平台基地布局，

加大对绿色技术创新平台基地建设的培育和支持力度。深化绿色技

术国际交流合作。以推进绿色产业、绿色能源、绿色贸易等领域国

际合作为契机，积极开拓先进绿色技术和装备的国际市场，携手其

他国家和地区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 

绿色技术人才方面，《实施方案》要求：加大绿色技术研发人

才培养。持续加大对高校设置绿色技术相关专业的指导支持力度，

进一步优化专业布局，提升专业建设水平。鼓励地方政府联合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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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院校、科研院所、骨干企业共同实施绿色技术领域产学合作协

同育人项目，联合培养绿色技术创新专业人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完善人员考核管理机制，加大绿色技术创新成效在考核评优中

的比重，提高科研人员绿色技术创新积极性。支持高校、科研院所

等事业单位科研人员按国家有关规定兼职参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成果转化、技术咨询和服务等工作。 

《实施方案》还明确了对高校参与“产学研金介”合作、绿色

技术评价、绿色采购制度建立等工作的支持导向。引导高校等创新

主体与中介机构、金融资本等联合，形成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风

险共担的“产学研金介”合作机制。支持高校等绿色技术创新单位

建立绿色技术验证服务平台，申报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为

绿色技术创新和转化应用提供检验检测、认证评价等服务。加大绿

色产品采购力度，进一步扩大绿色产品采购范围，推动政府机关、

事业单位按规定优先采购绿色产品。 

（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2022-12-28） 

延伸阅读·时政要闻 

◆ 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文） 

◆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人民日报》撰文：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新华社访谈：科技政策聚焦自立自强 

◆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 

◆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十四五”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 

◆ 人社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 

◆ 自然资源部：进一步提升自然资源科技创新能力的意见 

◆ 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科技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百校千项”高价值专利培

育转化行动的通知》 

https://mp.weixin.qq.com/s/igeaTXYXQadv3t2Lbn1InQ
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176/202212/t20221221_1035366.html
https://mp.weixin.qq.com/s/jysDsWWSTjPXZpig1Wp4Ow
http://www.gov.cn/xinwen/2022-12/14/content_5732067.htm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212/t20221215_1343551.html?code=&state=123
http://www.mohrss.gov.cn/xxgk2020/fdzdgknr/zcfg/gfxwj/rcrs/202212/t20221219_491948.html
http://gi.mnr.gov.cn/202301/t20230104_2772084.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7062/202212/t20221229_1036983.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7062/202212/t20221229_10369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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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参考 

南京大学：深化科技评价改革重要举措 

12 月 19 日，《中国教育报》头版头条报道了南京大学积极改

革科研评价体系，坚持质量与贡献导向，取消“数论文、数项目、

数奖项”的单一评价体系，重点评价学术贡献、社会贡献以及人才

培养贡献，为科研创新注入源头活水的重要举措。 

优化考评体系，避免一把尺子量到底。2014 年，南大提出做问

题导向的原创研究；2018 年，提出构建“三位一体原创驱动式”科

学研究新模式；2021 年，南大完善科研创新激励办法，由过去简单

的工分制变成主客观评价相结合的形式，体现科研人员不可量化的

贡献，同时将更加多元的成果形式纳入评价，降低论文在量化评价

环节中的权重。南大正在实践以质量和贡献为要素，以论文、奖项、

专利、专著、决策咨询报告、文献整理、学术译著、艺术创作等各

类成果形式为支撑的综合评价体系。同时，全面考察人才在培养周

期内的表现，包括师德师风、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专

业发展等。对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前沿技术突破、解决重大工

程技术难题、在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中作出重大贡献的教师，申报高

级职称时论文不作限制性要求，进一步倡导学术贡献、社会贡献。 

落实分类评价，打通各类人才晋升通道。南大积极探不同学科、

不同层次、不同阶段人才特点的精细化分类评价机制，在人文、社

科、数理等学科分类基础上，进一步打破同质化评价标准，围绕学

科特殊性，有针对性地分类设置审查形式及要求，并深化推行代表

作制度，建立更专业的“小同行”专家组进行评审，确保评审客观、

公正和专业。针对航空航天等特殊领域科研项目一线研究人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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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积极“做减法”，教师的职称评审不再唯论文数量，转而关注

人才的代表性成果，兼顾科研任务类型和国家与社会认可度。根据

科研项目等级，构建合理、公平、透明的人事考核制度，同时配套

相应的目标激励和政策激励制度等。 

坚持发展性评价，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对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

的人才，南大倡导不同的学术成果显示内容，重点评估发展潜力。

对青年学者，注重学术活跃性的评价，鼓励他们立足科学前沿攀登

科学高峰，逐步形成自身学术特色；对中青年学者，注重个人学术

研究系统性的评价，鼓励他们建立和扩大自身学术影响力，着力组

织科研团队主持承担国家级重大课题；对于学科带头人，注重评价

其学术研究高度，鼓励他们提携培养青年人。动态性与科学性相结

合的评价方式，给“一顶帽子戴到底”的痼疾下了一剂猛药，避免

了仰赖头衔、逆向“发展”现象的滋生，而在评价过程中贯彻“引

育并举”原则，有力提升了师资队伍整体实力，增强了人才队伍的

竞争力与活力。 

（来源：中国教育报，2022-11-30） 

复旦大学：成立新工科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 

12 月 16 日，复旦大学召开新工科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成立会

议。委员会集聚新工科领域教育界、科研界和产业界的 27 位专家，

将为学校新工科建设规划、项目论证、战略咨询、学术科普等方面

提供咨询建议。 

会议提出了新时代复旦新工科建设坚持初心、强化发展的思考

与展望。第一，应对时代挑战、勇担创新责任是复旦新工科建设的

初衷与使命。新工科作为引领时代发展的关键举措、作为应对国家

发展挑战的必然需求，是学校学科发展的重要战略性布局。复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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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建设特别强调从学科出发，一方面做好新工科内部创新融合，

另一方面发挥其在“四新”学科中的链接作用，通过锄好田、引好

人、打造新范式，不断深化新工科建设内涵。第二，守正创新、精

准发力是复旦新工科建设的基本特色。复旦新工科之“新”体现在

学校充分发挥强有力的基础学科优势，以基础学科为内生动力，在

理工结合、工工交叉、工文渗透、医工融合领域打造了宽广的发展

空间；体现在学校对学科培育土壤的重视，不断布局实体运行科研

机构，积极争取国家产教融合平台，探索和打造交叉创新、内外融

通、产学融合的学科生长环境；体现在不断革新建设范式，通过建

设青浦复旦国际融合创新中心、强化“青张联动”、布局未来农学

院，提升建设能级；也体现在学校通过创新评价模式、组建学科学

术发展中心，为更快打造新工科生态保驾护航。 

会议指出，复旦新工科的未来发展，要明确指导方针、发展路

径、对比参照和加强生态建设。要以一个服务、一个提升、四个坚

持、一个贡献为指导方针，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上海布局，提

升复旦工科和交叉学科的实力地位，坚持一流目标、融合创新、复

旦特色、开放办学，为国家做出重要实质性贡献。在发展路径上，

要以青浦复旦国际融合创新中心建设为抓手，紧密结合上海三大产

业创新高地建设需求，拓展校外海外实质性合作，着力建设和培育

工科与交叉学科两大门类的一流学科，全面提高新工科综合实力。

要比对全球新工科旗舰，借鉴国内外方式和经验，凝聚新工科建设

共识，积极开展战略行动。营造新工科建设的良好生态，要以立德

树人为引领，以应对变化、塑造未来为建设理念，加快新工科“举

校体制”建设，打造新工科发展厚实土壤。 

（来源：复旦大学，2022-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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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通专融合的本科人才培养改革路径 

12 月 11 日，中山大学召开本科人才培养工作会议。会议明确

了通专融合的改革路径和“构建多样性、更开放、可持续改进的本

科教学体系”的改革目标，提出了“加强基础、促进交叉、尊重选

择、卓越教学”十六字人才培养方针。 

加强基础，优化本科教育结构。加强文理通识教育的基础和专

业教育的基础，包括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基础；加强

专业教育的基础，在专业教育中贯穿通识教育理念与思想，培养学

生从不同的视角认识和理解自然、社会和人本身；加强一年级共同

基础课程建设，优化课程设置，提升挑战度等；推动基础学科拔尖

学生培养。 

促进交叉，完善本科教学内容。专业设置方面，考虑交叉创新

机制，加强跨学科教育，研究建设若干学科交叉专业，探索和发展

跨学科微专业，满足学生跨学科学习的需求；管理体制方面，促进

合作与交叉，稳步推进学部制改革，继续完善一年级集中大类培养，

开设跨学科课程，推动跨院系选课；协同创新方面，促进科教融合，

产教融合，继续加强实践教学、加大高水平创新育人平台开放力度，

将先进的行业产业技术引入教学。 

尊重选择，拓展本科教学模式。在院系内提供分层次的多样化

培养方案，积极构建本研一体化课程体系；科学设置专业选修课，

允许学生进行跨院系的专业选择和跨学科的学习；提供更多国际化

和跨文化的交流学习计划；探索建立荣誉学士学位制度；完善学分

制管理，探索推进完全学分制改革。 

卓越教学，改革教与学的模式。推动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

变革。开展小班化教学、倡导开设“新生研讨课”、推动“翻转课

堂”等混合式教学、完善学业考核评价；提供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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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支撑和良好氛围，打造“处处能学”智慧教育条件，完善学

生学业发展支持体系。完善教学激励机制，着力提高教师教学水平。

学校-院系-教研室三级联动，推动教师教学能力发展；以赛促学、

以赛促教、以赛促改；完善常态化教学评价，在职务晋升、聘期考

核中强化教师的教育教学实绩。 

（来源：中山大学，2022-12-11） 

重庆大学：以“四个强化”深入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重庆大学深入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不断提升学生创新创业

能力、增强创新活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努力培养造就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生力军。 

强化系统设计，健全体制机制提升引领力。将深化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作为学校重点改革举措，推动思政教育、专业教育与创新创

业教育深度融合。组建创新创业教育指导委员会，以创新能力、创

业意识、思维训练、精神养成为主线，系统构建创新创业能力培养

体系。成立创新创业学院，下设创新实践部、创业实训部、企业孵

化及拓展部等部门。成立学生交叉创新中心，完善学生实践教育与

科技创新平台，打造制造服务中心和系列主题实验室，向学生提供

制造服务、项目管理和技术指导。 

强化产教融合，创新教育模式提升内驱力。与重庆产业科创基

地共建“明月科创实验班”，联合培育科创人才和科创种子项目，

推动学生科创活动与科技产品孵化对接。与相关企业共建校企协同

育人实验室，组织学生开展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的实践

项目研究。聚焦“智能化+新能源”产业发展方向，探索构建本硕博

一体贯通的卓越工程师培养体系，以解决行业、产业共性技术问题

为目标，不断推进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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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平台建设，汇聚各方资源提升支撑力。面向学生开放国家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等教学科研平台等资源，

建设学生“创客空间”和创业基地，支持学生结合学科专业、个人

兴趣成立社团。组建由知名专家、企业管理者、行业技术骨干、优

秀创业校友等参与的导师队伍，建成“国家级众创空间”“全国高

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全国创业孵化示范基地”等，为学生

创新创业提供支持。 

强化以赛促创，营造良好氛围提升影响力。组织开展科技文化

节、“双创”活动周、创新创业大讲堂、创新创业分享会、青创大

讲堂、“创新创业之星”评选等品牌活动。打造涵盖 30 余个学科专

业赛事的校院联动“竞赛群”，推动竞赛与教学科研相结合，以赛

促创孵化出一批优秀“双创”企业。 

（来源：教育部，2022-12-15） 

太原理工大学：启动学部制改革 

12 月 15 日下午，太原理工大学召开学部启动会，正式成立理

学部、信息与电气学部、材料与化工学部、机械与航空学部、矿业

与安全工程学部、土木与环境学部、人文社科学部、医药与生命科

学学部。八大学部的成立是大院理工大学整合学科资源，优化学科

结构布局的重要举措，将推动学校体制机制改革纵深发展，进一步

激发基层学术组织的自主创新活力。 

会议强调，学部是超越学院层次的更高起点、更高标准、更高

要求的一种开放式跨学科组织。学部要开展战略性、综合性问题研

究，组织协调跨学科和多学科研究，加强研究所及学科之间的横向

联系与合作，对学院的中长期科研发展规划、学术研究、学科发展

和队伍建设等重大问题给予咨询和提出建议。学部的各学科要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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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展的过程中学会集成作战，发挥学科群的综合优势，推动学科

交叉和多学科整合，开拓新的学科领域和研究方向，不断提升学科

整体水平。 

会议指出，学科的综合性是大学与其他研究机构的最大区别之

一，绝大部分创新都来自于学科交叉，大学要发挥学科交叉的优势。

学部主要由相同和相近学科院系组成，学部的设立更有利于统筹相

同和相近学科的人才培养标准、学术标准与学术评价，进一步促进

跨院系跨学科协同合作，增强高质量发展的内部合力。学部将成为

太原理工大学的有效学术组织，在学科规划、科技创新等方面的交

叉协同，重大工程问题的解决，综合性人才的培养等各方面体现出

其系统性和长期性，充分弘扬学术治校的精神，在学校的建设发展

中发挥重要作用。 

（来源：太原理工大学，2022-12-15） 

延伸阅读·发展参考 

◆ 南开大学：召开人才工作推动会 

◆ 南京理工大学：一盘棋统筹“大思政课” 

◆ 南方科技大学：明确未来科研工作规划和布局 

◆ 长安大学：以新工科建设推动工程教育改革 

https://mp.weixin.qq.com/s/2jxtsU_qfnV84WKahZhRlw
https://mp.weixin.qq.com/s/2jxtsU_qfnV84WKahZhRlw
https://mp.weixin.qq.com/s/4WppxrzYG7rD-VXSkgo43Q
https://mp.weixin.qq.com/s/-moOdUbsfxByu45heQ0slg
https://mp.weixin.qq.com/s/Iv0yfyWbU80di2qd1Liw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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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教资讯 

中国工程院：发布《2022 全球工程前沿》报告 

12 月 15 日，《2022 全球工程前沿》报告发布，公布了能源与

矿业工程、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机械与运载工程、工程管理等九

大领域的 188 个工程前沿。工程前沿分为侧重理论探索的工程研究

前沿和侧重实践应用的工程开发前沿，分别基于科睿唯安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和 Derwent Innovation 专利检索平台聚类分析形

成，经由专家提名、研判论证、问卷调查等环节产生最终结果。 

报告对 58 项工程前沿进行了重点解读，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在其中 3 个重点工程前沿排名全球领先： 

能源与矿业工程领域中，我校在工程研究前沿“水力压裂三维

裂缝扩展模型”施引核心论文主要产出机构中排名全球第 1。同时，

报告指出，三维水力裂缝扩展模型发展速度非常缓慢，未来 5-10 年

的研究重点仍将集中在厘定包括支撑剂、热能传递、压裂液压缩性、

三相流动、水利裂缝与天然裂缝干扰行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机理。

工程开发前沿“岩油气产能高精度预测系统”核心专利产出机构中，

我校排名全球第 4（高校排名第 2）。同时，报告指出了页岩油气产

能高精度预测系统未来 5-10 年的两个重点发展方向：一是深化页岩

油气地质和工程理论认识；二是建立页岩油气产能综合评价方法和

预测模型。具体细分为 4 个部分：①页岩油气赋存特征与渗流机理

研究；②地质参数和工程参数的大数据分析；③不确定性产能预测

方法研究；④页岩油气水平井立体开发物理模拟和理论研究。 

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领域中，我校在工程开发前沿“大型复

杂炼化工厂智能制造技术”核心专利产出机构中排名全球第 4（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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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排名第 1）。同时，报告指出了复杂炼化工厂智能制造领域亟须

发展的五个具体方向：①复杂物料属性智能识别与实时感知技术；

②多场多相反应过程构效认知与模拟技术；③开放环境下的全流程

协同优化技术；④安全风险智能管控技术；⑤碳足迹溯源、监控与

协同减碳技术。 

（来源：《2022全球工程前沿》，2022-12-15） 

四大石油央企：部署 2023 年重点工作 

日前，四大石油央企分别召开 2023年工作会议，全面贯彻党的

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明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

任务和战略安排，部署 2023 年重点工作。 

中国石油 2023 年重点在五个方面开创工作新局面：一是在推

动主营业务高质量发展上开创新局面。油气和新能源子集团要以高

水平储采平衡保障可持续发展，炼化销售和新材料子集团要加快转

型升级、提高市场竞争力，支持和服务子集团要不断增强战略支持

能。二是在强化创新驱动、建设能源与化工创新高地上开创新局面。

加快落实“十四五”及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重大基础研究十年行

动计划和原创技术策源地建设实施方案，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体系，

加快“数智中国石油”建设，建设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三是在改革

攻坚上开创新局面。要在组织体系优化提升上实现新突破，在建立

健全市场化机制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在精准考核激励约束上突破深

化。四是在从严治企和强化管理上开创新局面。坚持问题导向，从

严强化战略、投资、运营等各项管理，建立管理提升长效机制，强

化依法合规治企，强化基础管理，持续深化提质增效。五是在统筹

发展和安全上开创新局面。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着力防范化解

经营风险、质量安全环保风险、员工健康风险和安保维稳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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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把牢安全发展主动权。 

中国石化 2023 年重点工作聚焦七大方面：全力保障国家能源

安全，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推动油气业务取得更大突破，

厚植资源根基。积极引领行业转型发展。加快推动产业优化升级，

加快锻造绿色低碳竞争力，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智能化提升，加

快国际化经营步伐。锐意提升科技创新实力，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引领能源化工行业高质量发展。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加快提升体系化能力，不断激发创新活力。持续提升生产经营水平，

增强信心抓增量，优化经营提质量，管控风险防变量。大力深化改

革完善治理，推动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新成效。加快解决“大企业

病”，深化市场化机制运行，持之以恒强“三基”。着力打造良好

社会形象，以实干和担当彰显“栋梁”本色，用境界和风范诠释“旗

帜”内涵。坚决筑牢安全根基，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海油 2023 年总体工作思路是：围绕“1534”总体发展思路，

以打造“六个一流”为目标，以实施“三大工程、一个行动”和建

设“四个中心”为抓手，全力以赴抓上产、增效益、强管理、促改

革、防风险。要着眼提供高质量能源供给，大力推进油气增储上产，

打好勘探进攻战、上产攻坚战、重点工程建设主动战。要着眼打造

发展新动能，深入推进科技创新强基工程，加强重大项目科研攻关，

推动科技创新平台体系建设，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要着眼加快绿

色低碳发展步伐，稳健有序推进产业转型，突出规划引领，突出产

业培育。要持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提升现代化治理水平，提升市

场化经营水平。要着眼提质增效防风险，纵深推进基层基础管理提

升，降本拓市增效，安全生产管理，依法合规经营。 

国家管网提出打造世界一流企业的“五个坚持”总体方略：一

是坚持服务立企强企。全力打造高品质管网服务，以卓越管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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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X+1+X”油气市场体系加快形成并不断完善，持续提升油气能

源供应保障能力，更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二是坚持改

革立企强企。坚定不移将精益管理贯穿到战略闭环各环节，坚定不

移将风险防控贯穿到经营管理全过程，不断提升公司竞争力、创新

力、控制力、影响力、带动力和抗风险能力，让组织形态和治理模

式焕然一新。三是坚持扩网立企强企。统筹推进国内管道建设、省

级管网市场化融入和国际管道业务发展，加快织密、做大和延伸“全

国一张网”，为打造世界一流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夯实强大物质

基础。四是坚持创新立企强企。强化创新链与产业链、价值链的结

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实现数字化，塑造绿色低

碳发展新优势。五是坚持人才立企强企。实施人才立企强企工程，

悉心育才、精心用才、倾心引才、真心爱才，打造堪当管网事业发

展重任的高素质专业化管网铁军。 

（来源：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国家管网，2022-01-13） 

延伸阅读·科教资讯 

◆ 中国教育报：2022年度中国高等教育十大关键词 

◆ 中国能源报：2022年国际能源十大新闻 

◆ 中国石油企业协会：2022年度中国石油行业十大新闻 

◆ 教育部发布《无限的可能—世界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报告》 

◆ 2022新型智库治理论坛：发布“中国智库索引（CTTI）高校智库百强榜” 

◆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发布《2022年期刊引证报告（JCR）》 

◆ 上海交通大学碳中和发展研究院：2022年度碳中和与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最具影响力

“十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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