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设教育强国进行第五次集体学

习，教育部提出了教育系统贯彻落实教育强国工作的具体要求，

本期动态转载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教育强国发表的重要讲

话。此外，为深刻把握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战略部

署，以专题形式整理了各高校相关经验做法，供各位领导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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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政要闻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设教育强国进行第五次集体学习 

5 月 29 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设教育强国进行第五次集

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建设教育强国，

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的重要支撑，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是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要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主动超前布局、有力应

对变局、奋力开拓新局，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设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

育强国，必须以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保证，以立德

树人为根本任务，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根本目标，以服务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为重要使命，以教育理念、体系、制度、内容、方法、

治理现代化为基本路径，以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功能，最

终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习近平指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

根本问题，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课题。我们建设教育强国的目

的，就是培养一代又一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培养一代又一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可堪大用、能担

重任的栋梁之才，确保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后继有

人。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各级各类教育的生命线，

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龙头

是高等教育。要把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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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重中之重，大力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瞄

准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推进科研创新，不断提升原始

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要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

习型大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习近平指出，要把服务高质量发展作为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任

务。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

撑性，要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一体统筹推进，形成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倍增效应。进一步加强科学教育、工程教育，加强拔尖创新人

才自主培养，为解决我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人才支撑。系统分

析我国各方面人才发展趋势及缺口状况，根据科学技术发展态势，

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动态调整优化高等教育学科设置，有的放

矢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提升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

撑力、贡献力。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推进职普融

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

国工匠、能工巧匠。 

习近平强调，建设教育强国必须以改革创新为动力。要坚持系

统观念，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

全面提高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深化新时代教育评

价改革，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世界水平的教育

评价体系。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

向，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进一步推进数字教

育，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 

（节选自：新华社，2023-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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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亚峰会：提出中国同中亚国家合作“八点建议” 

5 月 18 日至 19 日，中国－中亚峰会在陕西省西安市举办。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主旨讲话中就中国同中亚国家合作提出“八

点建议”：加强机制建设、拓展经贸关系、深化互联互通、扩大能

源合作、推进绿色创新、提升发展能力、加强文明对话、维护地区

和平。教育方面，提出成立教育领域会晤和对话机制，为各国开展

全方位互利合作搭建广泛平台，邀请中亚国家参与“文化丝路”计

划，加快互设文化中心，继续向中亚国家提供政府奖学金名额。能

源领域，提出建立中国—中亚能源发展伙伴关系，加快推进中国—

中亚天然气管道 D 线建设，扩大双方油气贸易规模，发展能源全产

业链合作，加强新能源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推进绿色创新，欢迎

中亚国家参与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创业、空间信息科技等“一带

一路”专项合作计划。 

峰会期间，中国同中亚五国达成系列合作共识。其中，教育和

能源领域的合作共识包括：建立中国－中亚能源发展伙伴关系；保

障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稳定运营；开展可再生能源领域合作；中

国向中亚国家提供政府奖学金名额，组织相关领域专业人才赴华进

修；拓展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大数据、云计算等高新技术领域合

作；实施绿色措施，减缓气候变化影响；发起中国－中亚绿色低碳

发展行动，深化绿色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合作；实施绿色技术

领域的地区计划和项目。 

（节选自：新华社，2023-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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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明确教育系统贯彻落实教育强国工作具体要求 

5 月 30 日，教育部召开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传

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关于建设

教育强国的重要讲话精神，明确教育系统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工作。 

一是全面深刻准确认识教育强国的重大意义。要加强组织领导，

在主题教育期间优先把教育强国建设纳入到学习实践中，将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到教育战线每一名干部职工，推动重要讲

话精神入脑入心。 

二要抓紧抓好重点任务改革推进落实。尽快将习近平总书记对

教育工作的重大部署转化为主攻方向、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以全

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的“9 项重大项目”和“9 项专项行动”为基础，

系统谋划、动态部署。 

三要抓紧研制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以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为重要使命，以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功能，凝聚全战线

智慧和力量推进教育强国建设谋划设计工作，以思想大解放、思路

大创新，编制高质量、高水平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 

四要抓紧开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调研。坚持跳出教育看教育、

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看教育、放眼世界看教育，聚焦教育强国建

设，进一步丰富深化主题教育确定的调查研究方案。 

五要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持之以恒抓好新时代教育评

价改革，迭代升级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持续深化教师队伍建设，

加快完善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和政策设计，以改革的思路、

改革的魄力、改革的手段破解中国教育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 

（节选自：教育部网站，2023-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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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与北京市召开部市合作座谈会、教育强国战略资讯会 

6 月 2 日，教育部与北京市会商会议、教育强国战略咨询会在

京举行，双方签署了《教育部 北京市人民政府战略合作协议》。 

会议明确，教育是北京落实“四个中心”城市战略定位、提高

“四个服务”水平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和支撑力量。要坚持首善标

准，着力打造高质量教育体系，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当标杆、作示范。

持续推动教育改革创新和对外开放，激发首都教育发展活力，共同

塑造未来发展新动能。巩固扩大北京教育、科技、人才优势，打造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培养造就更多拔尖创新人才和急需紧缺高层次

人才，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提供坚定支撑。 

会议指出，要以部市合作为牵引，推动北京教育提升高度、开

掘深度、拓宽广度，推动跨区域、跨领域的教育协同创新发展，助

推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教育部将与北京市一道，

积极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和产业技术变革对教育的新要求，以新方法、

新模式、新路径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助力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

心和创新高地，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会议强调，教育系统要从国家利益的大政治上看教育，在国家

战略、国家目标以及历史方位中找准教育强国的定位，增强教育自

信，为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教育贡献。要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民生上

抓教育，深刻认识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先导作用、支撑作用，

夯实增进民生福祉的基础工程，推动共同富裕。要从教育科技人才

成长的规律上办教育，谋划思考教育强国的实践路径和组织机制变

革，筑牢教育强国大厦的四梁八柱，着力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科研创新质量，彰显教育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能力和担当。 

（节选自：教育部网站，2023-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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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等 12 部门发文：加快推动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日前，科技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和国家发改委等 13 部门联合印

发《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 加快推动北京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建设的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到 2025 年基

本形成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目标，推动北京率先建成世界

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有力支撑科技强国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方案》提出了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目标，即到 2025

年，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建设和全球主要创新高地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生态，对研发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

比重（6%）、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比重（17%）和每万名就业人

员中研发人员数量（260 人）等具体指标的提出要求。 

《方案》明确了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原创引领性科技攻关、科

技园区建设、人才高地建设、科技体制改革、开放交流合作六大主

要任务。以下为学校相关内容节选。 

一是建强建优战略科技力量，有效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优

化重组在京全国重点实验室，形成国家实验室体系。加快建成世界

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支持关键技术攻关和设备自主研制，聚

焦能源、空间、生命、物质、地球科学和信息智能等重点领域，建

成并运行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等大科学

装置。强化研究型大学和高水平科研机构的创新功能，推进新一期

北京高校高精尖创新中心建设，发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引领国际

学术前沿、催生产业技术变革等方面的策源功能。 

二是深化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推动人工智能与科学技术深

度结合，对标集成电路、新材料等关键核心技术需求倒逼应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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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展。在低碳能源、生命科学等重点领域，布局实施一批实施

战略性重大科技计划和重点项目群。打造跨领域、大协作的创新平

台，持续推动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在京落地。

支持建设科技领军企业牵头、高校和科研院所支撑、各类创新主体

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合力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底层技术，探索

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新范式。 

三是高水平人才高地，强化教育、科技、人才支撑。支持高校

加快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布局前沿科学中心、学

科交叉中心，构建前沿技术领域人才培养体系，提升高质量人才自

主培养能力。推动高校深化工程教育改革，加强工程硕博士培养工

作，强化企业在工程技术人才培养中的自主性和力度。支持高校与

企业共建产教融合基地、特色研究院、新型研发中心等平台，以及

未来技术学院、现代产业学院等特色学院，大规模培养重点产业急

需紧缺人才。加大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扶持力度、实施青年人才项目，

探索形成以创新价值、创新贡献等为导向的人才评价办法，促进高

校、科研院所、企业科研人才合理流动。 

四是建设世界领先的科技园区，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

深化未来科学城央地协同和校城融合，完善“基础设施—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成果转化—产业发展”联动体系。打造新一代信息技

术、智能制造产业、绿色智慧能源、高端仪器设备产业集群，形成

拥有技术主导权的产业集群，支持机器人和智能装备技术，低碳、

零碳、负碳技术，能源互联网、氢能及燃料电池等绿色能源技术，

智能仪器仪表设计制造技术的研发，围绕重点前沿领域布局未来产

业发展。 

（摘编自：科技部网站，2023-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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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时政要闻 

◆ 习近平总书记《论科技自立自强》主要篇目介绍 

◆ 习近平：推动传统能源产业转型升级 加强战略资源开发利用（内蒙古考察） 

◆ 习近平：推动科学技术更好造福各国人民（2023中关村论坛贺信） 

◆ 教育部党组《求是》撰文：高标准高质量开展主题教育，奋力建设教育强国 

◆ 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 

◆ 北京市：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讲话精神 

◆ 北京市印发《北京市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策源地实施方案

（2023-2025年）》 

◆ 昌平区与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金融促进未来科学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https://mp.weixin.qq.com/s/Irw_CIeNeNqmhTFMLWSB1Q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6/content_6885245.htm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6/content_6885245.htm
https://mp.weixin.qq.com/s/6_mcG4-qk0naAT4nAzvvEQ
https://mp.weixin.qq.com/s/jxLHkJt1Fu1_aWLiF01NnA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305/content_6857353.htm
https://mp.weixin.qq.com/s/8CWt6Ist_pujfpAWYBDG3g
https://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305/t20230530_3116889.html
https://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305/t20230530_3116889.html
https://mp.weixin.qq.com/s/ZEca9kgzJoNZQRz487tP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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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参考·教育科技人才专题 

教育部：推动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工程师教育体系 

卓越工程师培养是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重要任务。推动建

设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构建高校和企业联合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工

科人才的有效机制，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协同育人，推动建成中国

特色世界水平工程师教育体系，是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教育、科技、

人才“三位一体”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2022 年 9 月，教育部、国

务院国资委联合举行卓越工程师培养工作推进会，10 所高校和 8 家

企业进入“首批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建设单位名单。近日，卓越

工程师培养交流推进会在沪召开，华中科技大学、清华大学、浙江

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牵头建设的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密集挂牌。

以下梳理了 7 家已挂牌成立的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的建设进展和培

养特色，为我校卓越工程师培养提供借鉴和参考。 

清华大学 瞄准高端芯片与软件、智能科技、新材料、先进制造

等专业领域，设立 28 个高水平工程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项目，其

中包括 14 个交叉项目。与近 50 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拓宽行业企

业与学校的双向人才交流渠道，建成 175 个专业实践基地。与全球

知名高校和企业合作开展专业硕士学位项目和研究生海外实践项

目，招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并将研究生派往 20 余个国家

开展课题研究，参与服务多项国际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运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主攻先进飞行器、未来航空技术等学科领

域，与高等理工学院和未来空天技术学院合署办公。学院以实现从

在校为主到工学交替的体制机制转变、从环节控制到系统提升的能

力转变、从产教脱节到精准对接的评价转变为目标，实行“校企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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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招生共同培养、共同选题、共享成果”以及“师资互通、课程打

通、平合融通、政策畅通”的“四共四通”工作机制。牵头组建了

全国航空系统厂所校院实习共同体，落实本科生驻厂研究性实习制

度。 

浙江大学 围绕电子信息、机械、材料与化工、资源与环境、能

源动力等领域，着重加强研究生技术应用创新和工程专业实践训练，

开展面向企业、复合交叉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卓越培养项目”和一

流工程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打造了一支专兼结合的高水平工

程教育创新师资队伍，建设具有一流水平的工程创新与实训平台，

积极推动产教融合、科教协同的培养模式创新，与世界高水平工程

院校切实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联培项目合作，开展学历、学位、工

程师职称“三证合一”改革。 

上海交通大学 围绕能源动力、电子信息、机械等学科领域，主

要以 2012 年与法国巴黎高科工程师学校集团合作创办的“上海交通

大学巴黎卓越工程师学院”为依托。以培养模式改革为核心，以实

质性联合培养为纽带，发挥企业重要主体作用，加强有组织科研和

人才培养。从重构人才培养方案、重构人才培养流程、重构人才培

养平台等方面入手，推进工程硕博士培养体系重构，打通行业产业

发展需求侧与卓越工程人才培养供给侧壁垒，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 

东南大学 面向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智慧能源、新能源电力系

统、低碳建造、智慧交通等领域方向，承担工程专业学位 8 个类别

的工程硕士博士培养。创新组织制度，改革培养模式，开展实质性

联合培养，推进工程硕博士研究生培养体系重构和流程再造，联合

合作企业构建了“共同招生、共同培养、共同选题、共享成果”，

以及“师资互通、课程打通、平台融通、政策畅通”的“四共四通”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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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 聚焦集成电路、智能制造、新材料、人工智能等

关键领域，培养理论基础扎实、技术创新能力突出、能发现并解决

复杂工程问题的卓越工程师。建立以科研院所、重点企业、工科院

系共同组成的双导师或导师组培养制度，根据项目为研究生匹配“双

导师”。设置了校内课程和校企共建课程，建设了类企业环境工程

师实训中心，实行科研合作与人才培养同步、项目攻关与学位论文

同步、学位授予与执业资格认证同步。将建设“一区多部”，依托

创新平台打造高层次工程人才培养特区。 

重庆大学 主要聚焦“智能化+新能源”的产业发展方向，以解

决产业共性技术和需求创新问题为导向，推进“人才链-创新链-产

业链”深度融合，集聚创新资源，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重庆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提供卓越工程师人才资源。学院将按照实验

室管理模式开展教学与研究活动，采用工学交替培养模式，本科生、

工程硕士、工程博士在企业科研实践累计分别达到 1 年和 2 年。 

（摘编自：教育部网站、各高校官网，2023-06-07） 

清华大学：书院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新举措 

6 月 5 日，清华大学举行秀钟书院成立仪式。2014 年至今，清

华大学积极探索基础学科、交叉学科、工程人才等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和教育教学改革，已成立新雅、致理、日新、未央、探微、

行健、求真、为先等 8 个书院。秀钟书院的成立，是清华大学深入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教育科技人才决策

部署，主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引领全球绿色发展做出的重要举措，

将引领中国大学可持续发展教育转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秀钟书院取名来自清华大学校歌“水木清华众秀钟”，立意“钟

灵毓秀，水木隽永”。学院将致力于培养全球绿色发展的复合型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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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创新人才，引领学生深植人类命运共同体情怀、理解社会与自然

的相互关系，掌握解决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的跨学科知

识、系统思维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具有成为科技创新领导者、绿

色产业开拓者和全球治理推动者应具备的多元素质。 

“基础宽厚、工管融通、多元胜任”是秀钟书院的培养特色。

书院设置能源与气候变化、资源利用与循环、生态环境与健康、可

持续城市与设施、绿色经济与全球治理等 5 个多学科深度交叉融通

的培养方向，突破以专业为基础的知识传授模式，推动可持续发展

亟需的跨学科领域的交叉和融通。学生将掌握宽厚的数学、物理、

化学、生态、人文、社会、信息与大数据、资源、能源、环境等学

科的基础理论和扎实的工程学、管理学与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融通

的专业知识。 

（摘编自：清华大学网站，2023-06-05） 

华中科技大学：做好“三位一体”的有效衔接和贯通实施 

高校是“三位一体”中教育、科技、人才的有机结合体，是推

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力量。华中科技大学加强内

部协调，形成多元化、协同发展的工作模式，要做好“三位一体”

的有效衔接和贯通实施。 

一是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强一流学科建设。聚焦新工科、新

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推进学科专业调整，主动布局、自主

增列国家战略急需专业和学位授权点，调整转化缺乏发展空间或发

展潜力的学科专业，建设一流学科生态。落实一流学科培优行动，

加强基础学科跃升行动，力争文科形成标志性、体系性成果，推进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重点建设行动，实施交叉与战略前沿学科提升

行动。建立以人才培养成效、科研创新质量、社会服务贡献等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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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要素的学科评价指标体系，从整体发展水平、成长提升程度、可

持续发展能力等维度评价学科建设成效，强化以评促建。按学校整

体规划、具体工作计划，分年度明确学科建设项目任务，实现“目

标定任务，任务配资源，绩效看质量”。 

二是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持续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改

革创新和“新时代党旗领航工程”，推进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

提升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以建设未来技术学院、集成电路学

院、卓越工程师学院为契机，逐步构建“上接学科前沿，下接产业

需求”的学校特色卓越工程师培养体系。加强教材和课程的建设与

管理，不断推出培根铸魂、启智增慧、适应时代要求的精品教材，

加强高水平精品课程建设。 

三是加强有组织科研创新体系建设，深入开展有规划、有组织、

高水平的科研，提升学校服务国家发展、承担国家使命的战略能力。

发布“十四五”科技创新白皮书，出台了基础研究、交叉研究、重

大科技创新等三大计划。加强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脉冲强磁场、

精密重力测量等“四颗明珠”建设，充分发挥平台在科学研究与汇

聚人才方面的优势。推进科研公共平台建设、各类国家科研机构实

体化，推动学校重大科研平台体制机制改革。聚焦光电子领域核心

技术突破，推动光电子产业率先突破，初步构建了科研创新组织管

理的“四梁八柱”制度体系，打通执行的“最后一公里”。 

四是完善治理体系，提升高校治理效能。华中科技大学构建了

更加科学、系统、全局的现代化大学治理体系，以治理体系的协同

配合贯通衔接“三大战略”，不断激发学校发展活力。深入推进全

面依法治校，构建现代大学制度体系，强化质量意识，提高资源配

置管理能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着力解决师生急难愁盼问题。 

（摘编自：《中国高等教育》，2023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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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教融汇培养未来创新创业人才的新探索 

依托中国科学院的大任务、大平台、大团队，中国科学院大学

发挥在创新创业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培养中的优势，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和组织体系，培养能够引领 2035 年建成科技强国的未来科技领

军人才和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 

一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分类培养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发扬

“以任务带学科”的传统，以重大任务为牵引，构建前沿技术领域

人才培养序列，建立跨学科、跨行业、跨组织多主体协商共治的人

才培养体系和教育治理体系。推进产教融合，将项目制作为卓越工

程技术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式，在导师组的共同指导下，通过理实结

合，强化工程技术能力，通过选修课程、辅修学位和证书项目等形

式，支持扩展知识领域，培育可迁移能力。发挥学校科教资源丰富、

导师队伍庞大的优势，实现“本科生-博士研究生-特别研究助理”

贯通式培养，完善人才长周期、个性化培养。构建稳定支持和激励

机制，提供宽松科研环境，完善评价体系，不埋没“奇才”“偏才”

“怪才”。实施优秀学生科研基金计划，设立面向研究生的科研基

金，鼓励学生申报基于自己科研设想的研究课题，并为获得资助者

匹配导师团队，提供政策支持。 

二是深入开展课程教学改革，有力支撑学生全面发展。深化课

程改革，以满足学生跨学院、跨学科、按需选课为导向，构建以专

业核心课、普及课、研讨课和科学前沿讲座为主体，高级强化课、

暑期系列讲座为补充的课程体系。加强研究生与本科生高年级课程

的衔接，探索制定多元化课程方案，打破学期限制。开展“教育新

基建”，高质量推进智慧教室、图书馆、实验室等各类数字化教学

场景资源建设，打造融媒体平台。健全校、院两级教材建设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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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加强国家核心教材、基础学科经典教材、交叉和新兴学科特

色教材、融合信息技术新形态教材的建设。 

三是探索新型育人组织模式，构建科教融合育人共同体。依托

怀柔物质科学中心等实体国家科学中心，建立新型教育治理体系，

设立招生、教学、学位初审和学生事务管理等专门委员会，形成以

物质科学领域重大科研任务为基础的跨学科人才培养组织模式和人

才培养序列。联合领域内相关高校和科研机构，聚合分散在各地、

各行业、各机构的资源，构建虚拟平台，推动跨地域、跨单位的学

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与科技领军企业建立专项产学研一体化集成平

台，探索多主体产教协同育人新模式，与行业头部企业联合制定“订

单式”培养方案，实现卓越工程人才个性化定制的批量化生产。 

（摘编自：《中国科学院院刊》，2023 年第 5 期） 

天津大学：以校城融合支撑“三位一体”建设 

天津大学积极参与天开高教科创园建设，以校城融合支撑“三

位一体”建设，在服务天津市高质量发展中充分发挥了高校源头创

新作用。 

天津大学以服务天开园建设为契机，持续优化具有天大特色的

创新创业生态。成立天开园工作专班，及时传达、落实市委市政府

和天开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决策部署，加强目标管理和计划管理，

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重组创新创业学院、成立卓越工程师学院，

聘请民营企业家校友担任院长，整合社会办学资源，合力提升创新

创业人才培养质量。提出“学校指导、政府支持、企业运营”的建

设运营模式。推动科学家、投资家、创业家“三驾马车”同向同行，

促进创投基金群、企业家俱乐部、大学科技园“三大支柱”协同发

力。瞄准天津产业需要，遴选优质成果转化项目入驻天开园。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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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编制商业计划书及路演活动、实施专业团队一对一服务等方式，

推动首批入驻项目完成公司核名和企业注册、签署入驻框架协议等

准备工作。 

未来，天津大学将围绕天津市重点产业布局，持续完善顶层设

计，充分发挥学科优势，整合创新创业要素，大力推进协同创新，

加快推动天大创新创业模式的形成。 

一是进一步发挥评价“指挥棒”作用。深入推动教育教学评价

改革，将科技成果转化成效列入教职工职称评聘、绩效评价的参考

标准，支持在职教职工离岗创业，鼓励一部分具有创新创业热情和

能力的教职工到企业兼职，引导他们通过创新创业开辟新的职业发

展通道。 

二是进一步提升创新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深化“新工科”教育

改革，推进国家级创新创业学院和市级卓越工程师学院建设，完善

具有天大特色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吸引天大优秀校友回校担任“企

业家教授”，支持在校学生保留学籍休学创业，最终实现 10%的学

生有机会学习创新创业的课程，5%的学生能够得到创新创业导师的

指导并参加各种实践训练，1%的学生毕业后选择自主创业。 

三是进一步优化天大创新创业生态。坚持市场化运营模式，持

续完善天大科技园建设。组建专业化技术转移团队，完成对现有科

技成果和专利的价值评估，加强与校友企业家、校友创投基金的合

作，把创业学习、创业服务、创业投资等创业要素与师生校友创业

需求紧密对接，利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创投基金在筹集资金、发

现项目、培育项目、招引项目、集聚资源、分散风险、推动创新等

方面的重要作用。 

四是进一步增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深化与政府、校友企业、

服务平台间的合作，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加快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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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科技成果转化由“智”变“金”，把创新创业做成亮点、做出特

色，早日实现五年内打造超过 20 万平方米创新创业载体、吸引 500

家科技创业企业入驻天大科技园、汇聚 1 万名以上优秀大学毕业生

留津创新创业，十年内孵化 10 家独角兽企业的目标。 

（摘编自：天津大学公众号，2023-05-13） 

厦门大学：探索产教融合“项目式”研发实践课程 

厦门大学“空天报国”火箭课程由厦门大学与北京凌空天行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开设，20 余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共同参与了“本

栋一号”“本栋二号”二级固体动力火箭的研制及发射全过程。 

“空天报国”火箭研发实践课程开设于 2022 年 10 月，致力于

培养新时代高层次学科交叉复合型人才，课程按项目分工分成总体、

气动、结构、控制、电气、软件、测试、搜索等 8 个小组，来自航

空航天学院、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电子科学与技术学院、能源学

院、信息学院等 20 余名本科及研究生共同参与了火箭研制及发射的

全过程，是一次跨学科、跨阶段、个性化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新尝

试。厦门大学将以本次实践课程为契机，弘扬科学家精神，聚焦关

键核心技术问题，深化科教融合、产教融合，着力培养拔尖创新人

才。 

今年，厦门大学将继续举办火箭研发实践暑期学校，面向校内

外招收 50 名研究生，同时接受一定数量的青年教师和科技工作者。

主要师资包括厦门大学、西北工业大学以及北京凌空天行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的专家和学者。暑期学校将从火箭研发的系统工程角度出

发，基于自主开发的火箭总体设计平台和工程实践案例详细解析火

箭研发相关专业的基本概念、设计理念和工具方法。课程内容涵盖

国内外航天发展现状、火箭基本设计原理与方法，并将基于自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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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火箭总体设计平台，通过理论讲授和软件实操让学术切实感受

火箭研发全过程。 

（摘编自：厦门大学网站，2023-06-07） 

延伸阅读·科技教育人才专题 

◆ 复旦大学：加强制度保障和政策引导 优化基础研究支持生态 

◆ 同济大学：成立卓越工程师学院（国际工程师学院） 

◆ 东南大学：聚焦新赛道打造“未来”育人计划 

◆ 东北师范大学：数理交叉复合型拔尖人才培养的新探索 

◆ 北京邮电大学：推进信息科技领军人才培养模式变革 

◆ 大连理工大学：成立数字书院 深入实施数字化教育战略 

◆ 上海交通大学智慧能源创新学院：与国家电投联合开设专项项目 

◆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林健主任：有力推进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改革 

https://mp.weixin.qq.com/s/7DNDtwLrw1DmKPvuT5MujA
https://mp.weixin.qq.com/s/KehCK9ZZr8P7RzKOvF92jg
https://mp.weixin.qq.com/s/f0OAK9yOWIoOrxzC6hHbxg
https://mp.weixin.qq.com/s?search_click_id=2912481360963247031-1686642899699-0431296685&__biz=MzU1NTUxNDQ4MQ==&mid=2247522471&idx=2&sn=2cae99967c5b3c25b99a3777054c9286&chksm=fbd1f7b9cca67eaf5158b2840b6b39843214117959849cc6a29028d250685de963d761c94cdf&key=f7b832e3047cb2c22e34f34cfcdd6efe7c2d06c7ec8b4bacdb003978966c77cc06bba226416a092244d5856b84edde2e29952b023c9f920bc408da6881874c5f9eb14b3038e05033a3038a3a80202294f6a20124c92c15d0e28ecd48ab82dd8820fe356fb5c9cfb126798a99efe4fe3be506fd5f4c20d1280f65245f4c64d674&ascene=1&uin=NzgzMTEzMDM0&devicetype=Windows+7+x64&version=6309021a&lang=zh_CN&countrycode=CN&exportkey=n_ChQIAhIQS29b%252FCX5M6axTP2nOzYFgxLfAQIE97dBBAEAAAAAAETWJpDPfmkAAAAOpnltbLcz9gKNyK89dVj0HRjuCQ0yRDSdo%252FBy%252BlDt684lOAnUlpGoH%252FzYMts7ej1ppVUj0bS2J3B2qqBYgXaibC%252B%252BsDmD09zby9SDfFjuvi%252FeIcRleicWWg0f2dG%252B1Vo4FzE1We1fchH8vyhaUsUUxW4uNb20zgVY2wGIdOssQ9ZTYembMkr5MLkjiAq%252B%252BuG8i2S7jeHROE%252BxGeuiwO%252F8uqCIwthLq%252FZOcsowguEXYWv11yNPON5Y%252FKH419omHjx0ZPyzoWpK4cA%253D&acctmode=0&pass_ticket=Epd7G9v%252Bi8ir4yxUibYiaRmUUvCBJydFnvx8tJgKktNAVFuMZ9D8pwagzpxDU6zS&wx_header=1
https://mp.weixin.qq.com/s/k11mksusSAtdU5L_qsNIrA
https://mp.weixin.qq.com/s/AkTKSALRAug0C6jVewaXfw
https://mp.weixin.qq.com/s/-CRSCWo-P6SDCMHGKE3-fQ
https://mp.weixin.qq.com/s/vCvCGNsPKVYmHaw7Mn-K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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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教资讯 

能源局公布“十四五”第一批国家能源研发创新平台 

国家能源局公布“十四五”第一批国家能源研发创新平台名单，

按“挂帅出征”方式设立 6 个创新平台，其中，中国石油、中国石

化分别牵头承担 1 个创新平台建设。国家能源创新平台是国家能源

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国家能源研发中心和国家能源

重点实验室等类型。 

国家能源碳酸盐岩油气重点实验室由中国石化石勘院牵头、四

家单位共同承建。聚焦包括海相碳酸盐岩层系成烃机理与资源评价，

成储、成藏机理与选区评价，储集体弹性波成像与智能预测，碳酸

盐岩油藏高效开发，高含硫气藏安全高效开发，成井机制与体积压

裂等六大方向，攻关深层超深层海相碳酸盐岩勘探开发面临的关键

理论与技术难题，推动该领域高效生产实践。打造中国石化上游产

业的技术研发高地、成果转化基地，以及人才聚集地和开放合作地。 

国家能源地下储库研发中心由中国石油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牵

头建设，我校与其它三家单位等参与共建。以支撑国内天然气地下

储气库产业发展为目标，围绕地下储气库规划布局、产业政策、建

库技术、运行安全等重大问题，在储气库选址、气藏储气库提压扩

容、油藏储气库建库机理、薄盐层水平造腔、含水层储气库建库排

驱扩容等重点领域开展集中攻关。解决制约气藏型储气库提升库容

动用能力与调峰效率的问题，突破油藏建库中气驱采油与储气库协

同建库技术，发展含水层储气库排驱扩容与水体控制技术，实现薄

盐层水平造腔技术的落地实施。 

（节选自：国家能源局、中国石化、中国石油网站，2023-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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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我国首口万米科学探索井深地塔科 1 井正式开钻 

5 月 31 日，我国首口万米科学探索井——深地塔科 1 井 30 日

在塔里木油田正式开钻。 

世界新增油气储量的 60%来自深部地层，我国 83%的深地油气仍

有待探明开发，我国深层超深层油气资源占全国油气资源总量的

34%，勘探前景十分广阔。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向

地球深部进军的号召，并作出“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等

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深地塔科 1 井是践行国家深地规划的重要实

践，肩负着科学探索与油气发现两大任务，对于缓解我国油气资源

短缺的局面、落实战略资源接替、抢占科技制高点具有重要意义。 

万米超深井钻井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代表着一个国家的钻井最

高水平。将通过对深地进行取芯分析，揭示大陆地壳的物质组成与

结构，探索地球深部流体系统、地热结构，解决地球演化的一系列

重大基础科学问题。在塔里木盆地深地攻坚的过程中，克服了盐膏

层、高陡构造、高温高压、酸性气层等超深井钻探过程的共性难题，

攻克了多层次复杂井身结构设计难、复杂工况下井筒完整性保障难

等工程技术“深度极限”。高德利院士表示，推动井下工具、高温

高压测控、新型管材等工程技术利器突破攻坚万米的条件，是深层

钻井中工程技术利器需要攻关的方向。 

未来，中国石油将以万米超深井为契机，孵化建立复杂井高端

材料装备的研发、制造与产业化基地，推动形成超深复杂油气藏钻

完井理论、工艺和装备的完整技术体系，培养一批专业化、跨学科

人才队伍，打造万米超深层勘探的高端品牌。 

（摘编自：新华社、中国石油，2023-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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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 世界能源展望》：描绘全球能源未来趋势 

6 月 6 日，《bp 世界能源展望》2023 年中文版（以下简称《展

望》）发布。《展望》通过快速转型情景、净零情景和新动力情景

3 种情景，探讨 2050 年前全球能源系统的发展路径，提出了全球能

源发展油气作用下降、可再生能源快速扩张、电气化程度提高、低

碳氢使用增多的四大趋势。对中国而言，在三大情景中，到 2050

年，可再生能源将成为最大的能源来源，煤炭消费将大幅下滑；碳

排放将在 2030 年达到峰值，并在 2050 年，降幅超过 50%以上。 

根据展望期间能源行业发展趋势，《展望》提出两点发现： 

一是能源安全关注度提高，转型需要考虑到能源的安全性和可

负担性。俄乌军事冲突导致全球能源供应受到冲击，加大了各国对

能源安全的重视程度，推动从进口化石能源转向本地生产的非化石

能源。现有油气产量自然下降，所以即便石油需求下降，石油在未

来 15 至 20 年内仍将继续在全球能源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未来 30

年也仍需继续对石油和天然气上游进行投资。 

二是能源需求结构发生变化，应发展多种能源加速脱碳。可再

生能源占比逐步增加，终端能源电气化程度不断提高。风能和太阳

能发电成本将持续下降并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全球电力系统逐步向

低碳化转型，可变电源大量整合到电力系统中的能力不断增强。低

碳转型需要低碳氢、现代生物能源以及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一系

列其他能源来源和技术。低碳氢将在工业、运输等难以减排的生产

环节中发挥重要作用；生物质能、生物燃料和生物甲烷等现代生物

能源的使用将助力工业生产过程脱碳；碳捕集、利用与封存作为工

业生产过程碳移除的重要手段，减少化石能源使用产生的排放。 

（摘编自：bp 中国，2023-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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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育部教育技术办公室：发布《人工智能与教学的未来》 

近日，美国教育部教育技术办公室发布最新政策报告《人工智

能与教学的未来》（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Future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报告围绕人工智能为教育领域带来的重

要机遇和预期风险，阐述了共享知识、提供支持和制定人工智能政

策的明确需求。 

报告提出，人工智能可以促使技术在学校中发生两个重要转变，

一是从获取数据到检测数据模式的转变，二是从提供教学资源到自

动化教学和学习决策模式的转变。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六点关

键变化：一是使得新的互动方式成为可能。学生和教师可以通过语

言、手势、草图和其他自然的人类交流方式与计算资源和彼此进行

互动，人工智能可以生成类似于人类的回应。二是帮助教育工作者

应对学生学习的差异性。传统的课程教学资源是按照常规学习途径

设计的，借助人工智能，设计者可以根据每个学生的情况进行自适

应，提供更多有针对性地技能和需求支持。三是支持强大的适应性

形式。人工智能能够逐步适应学生的学习过程，而不仅仅是提供正

确或错误答案的反馈，从而帮助学生发挥优势和克服障碍，在课程

中取得长足的进步。四是能够增强反馈循环。人工智能可以提供给

学生和教师更高质量和更多数量的反馈，并为他们提供推荐资源来

促进他们的教学和学习。五是可以为教育工作者提供支持。教育工

作者可以参与设计人工智能工具，使他们的工作更出色，并能够更

好地关注和支持学生。六是增加了教育系统的风险。人工智能不仅

增加了数据隐私、安全风险等教育技术中已经存在的风险，而且由

于某些不合理自动化决策算法的存在，增加了新的风险，教育系统

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和减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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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以上机遇和挑战，报告提出以下七点建议：一是强调“人

在回路中”。反对将人工智能视为取代教师的概念，教师应深入观

察自动化教育过程。二是将人工智能模型与共同的教育愿景结合起

来。不仅要根据结果来确定教育技术的质量，还要根据人工智能工

具与教学学习共同愿景的一致程度来确定。三是使用现代学习原则

设计人工智能。必须基于现代学习原则、教育从业者的智慧，并应

利用教育评估界的专业知识来检查偏见和提高公平性。四是优先加

强信任。在协会、会议和专业组织中建立信任和建立新兴教育技术

的可信度标准，促进人工技能技术帮助我们实现教育目标。五是让

教育工作者知会并参与。教育工作者需要能够检查、解释人工智能

系统，并指导人们如何超越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的推荐。六是将研发

重点放在解决情境问题和增强信任与安全性上。研究应优先考虑人

工智能如何解决学习变异性的长期问题，探讨如何在向学生和教师

推荐选项时将情境因素考虑在内，关注如何提高人工智能教育系统

的信任和安全性。七是制定专门的教育指南和防护措施。教育生态

系统中所有相关方应积极参与，共同制定一系列指南和防护措施，

以实现安全有效的教育人工智能应用。 

（摘编自：公众号“一读 EDU”，2023-06-06） 

美国能源部（DOE）：发布《国家清洁氢能战略和路线图》 

6 月 5 日，美国能源部（DOE）发布《国家清洁氢能战略和路线

图》，提出了加速清洁氢能生产、加工、交付、存储和使用的综合

发展框架。路线图指出，到 2030 年美国清洁氢产量将从当前几乎为

零增至 1000 万吨/年，到 2040 年、2050 年分别增至 2000 万吨/年

和 5000 万吨/年。部署清洁氢能将使美国在 2050 年的碳排放量比

2005 年减少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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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图提出了 3 个关键优先战略以确保清洁氢能的开发和利

用，从而为美国带来最大利益，包括： 

（1）明确清洁氢能的战略性地位及高影响力用途。确保清洁氢

能被用于价值最高的应用场景，在这些应用场景中，通常深度脱碳

替代方案有限。具体包括工业部门（如化工、钢铁和炼油）、重型

卡车和清洁电网的长期储能。长期机遇包括出口清洁氢或氢载体的

潜力，以及为美国的盟友实现能源安全。 

（2）降低清洁氢能成本。美国能源部 2021 年推出的“氢能攻

关计划”（Hydrogen Shot）将促进氢能技术创新和规模化发展，刺

激私营部门投资，促进整个氢能供应链发展，并大幅降低清洁氢能

成本。解决关键材料和供应链的脆弱性，并针对效率、耐用性和可

回收性进行研究。加上对中游基础设施（存储、分配）的投资，不

仅可以降低清洁氢的生产成本，还可以降低交付成本。 

（3）专注于区域氢能网络。投资和扩大区域清洁氢中心将确保

在重点氢能用户附近进行大规模清洁氢生产，从而共享基础设施。

此外，这些投资将推动实现大规模的氢能生产、分配和存储，以促

进市场发展。如果实施得当，这些区域氢能网络将为当地提供公平、

多样化和可持续的发展机遇。优先事项将包括减少环境影响、创造

就业机会、确保长期承购合同，并快速启动国内制造业和私人投资。 

路线图明确了 2022-2036 年的分阶段关键性能指标，涵盖制氢、

基础设施及供应链、终端应用和支撑技术等领域，并提出了 8 个指

导原则：①通过战略性、高影响力的用途实现深度脱碳；②促进创

新和投资；③促进清洁氢使用的多样性、公平性、包容性和无障碍

性；④推进能源与环境正义；⑤增加优质工作机会；⑥刺激国内制

造业和供应链发展；⑦实现清洁氢的经济性和多功能性；⑧从整体

层面规划氢能开发和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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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图还提出了近期（2022-2025 年）、中期（2026-2029 年）、

长期（2030-2035 年）行动时间表以及相应的支持行动，并指出美

国清洁氢能发展将经历三个应用阶段：第一阶段，由现有市场启动

清洁氢的应用，这类市场几乎没有清洁氢以外的脱碳路径，包括炼

油厂、制氨厂、公交、长途重卡、物料搬运车、重型机械等。将大

规模制氢与此类终端应用集中起来的工业集群将有助于降低成本，

并建立可在后续阶段用于其他市场的基础设施。第二阶段，在行业

承诺和政策支持下可提供不断增长的经济效益的应用，包括区域渡

轮、某些化学品、钢铁、储能及发电、航空等。第三阶段，随着清

洁制氢规模扩大、成本下降和基础设施普及，将主要应用扩大至备

用电源和固定式电源、甲醇、集装箱船运、水泥、注入现有天然气

网络等领域。 

（节选自：美国能源部，2023-06-05） 

延伸阅读·发展参考 

◆ 教育部学科交叉中心试点建设调研推进会召开 

◆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启动2023年院士增选工作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化国家杰青项目评审流程、防范整治评审专家被“打招呼” 

◆ 国资委《中央企业科技创新成果产品手册（2022年版）》：三大石油央企入选成果 

◆ 中国科协：发布《重要学术会议指南（2023）》 

◆ 60余所高校发起成立“高校工程教育课程思政联盟” 

◆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发布《中国高校职称评审小同行评价研究报告（2022）》 

◆ 全球首次海上风电无淡化海水原位直接电解制氢技术海上中试获得成功 

◆ 中国海油：我国海上首个百万吨级二氧化碳封存工程投用 

◆ 首个国家级区块链技术（能源领域）创新中心成立 

https://news.pku.edu.cn/xwzh/2e0a489689554c99b17604c2b690b05d.htm
https://news.pku.edu.cn/xwzh/2e0a489689554c99b17604c2b690b05d.htm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305/content_6883977.htm
https://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0/tab440/info89268.htm
https://mp.weixin.qq.com/s/AjFG20O6cMlg7xdzgi6DPw
https://mp.weixin.qq.com/s/G5xitk2Ztj7w2MXCnrNdzg
https://mp.weixin.qq.com/s/OpJ1FPCtajAx2bA5YuAEnQ
https://mp.weixin.qq.com/s/ppBglsfC9_cUBaHgZeHUCg
https://mp.weixin.qq.com/s/fJ12dhW7iehxStEliLRtog
https://mp.weixin.qq.com/s/mWYeMFClp0FpcUPRWsKmhw
https://mp.weixin.qq.com/s/EyVttm20ktit9u2hTd0tr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