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日前，“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习近平

主席应邀赴美国旧金山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中美元首会晤并出

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本期动态转载了

上述重要活动中关于加强教育合作、科技交流、文化交往、能源

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合作等相关内容。此外，整理了高等教

育、能源领域相关发展案例和政策资讯，供各位领导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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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政要闻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并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中美元首会晤 

当地时间 11 月 14 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美国旧

金山,应邀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中美元首会晤,同时应邀出席亚太经

合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5 日，习近平在斐洛里庄园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双方就

事关中美关系的战略性、全局性、方向性问题以及事关世界和平和

发展的重大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习近平提出，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处理中美关系的根本遵循，共同树立正确认

知、共同有效管控分歧、共同推进互利合作、共同承担大国责任、

共同促进人文交流是中美关系的五根支柱。中美在经贸、农业等传

统领域和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存在广泛共同利益。双方

要充分用好在外交、经济、金融、商务、农业等领域恢复或建立的

机制，开展禁毒、司法执法、人工智能、科技等领域合作。要增加

两国直航航班、促进旅游合作、扩大地方交往、加强教育合作，扩

大教育、留学生、青年、文化、体育和工商界交流。为扩大中美两

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交流，中方未来 5 年愿邀请 5 万名美国青

少年来华交流学习。 

会晤期间，中美双方发布了《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

光之乡声明》，提出：在能源转型（可再生能源、煤/油/气）、森

林等碳汇、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气体，以及低碳技术等方面发出信号。

充分加快两国可再生能源部署，加快煤油气发电替代，到 2030 年，

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增至三倍、各自推进至少 5 个工业和能源等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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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US）大规模合作项目。重启中美能效论坛、

双边能源政策和战略对话，深化工业、建筑、交通和设备等重点领

域节能降碳。落实各自国家甲烷行动计划，就各自减少氧化亚氮、

氢氟碳化物等的排放管理开展合作，启动技术性工作组合作，开展

政策对话、技术解决方案交流和能力建设。 

17 日上午，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上发表了题为《坚守初心 团结合作 携手共促亚太高质量增长》的

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创新驱动、坚持开放导向、坚持绿

色发展、坚持普惠共享。要更加积极地推动科技交流合作，加速数

字化转型，支持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新技术应

用。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

绿、增长，推动能源低碳转型、海洋污染防治，积极稳妥推进碳达

峰碳中和。要全面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深化减贫、

粮食安全、工业化、发展筹资等领域合作，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 

（摘编自：新华社，2023-11-15、2023-11-18）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京举行 

10 月 18 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开幕。 

论坛开幕式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了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的八项行动：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支持

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开展务实合作、促进绿色发展、推动科技创

新、支持民间交往、建设廉洁之路、完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

制。绿色发展方面，中方将持续深化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

通等领域合作，加大对“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的支持，继

续举办“一带一路”绿色创新大会，建设光伏产业对话交流机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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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低碳专家网络。科技创新方面，中方将继续实施“一带一路”

科技创新行动计划，举办首届“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未来 5 年

把同各方共建的联合实验室扩大到 100 家，支持各国青年科学家来

华短期工作，在本届论坛上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促进全球

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安全发展。 

行动中提到的首届“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于 11 月 6 日在渝

举行。中方发起《国际科技合作倡议》，包括坚持崇尚科学、创新

发展、开放合作、平等包容、团结协作、普惠共赢六方面具体内容，

倡导各国携手推动数字时代互联互通，加快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实

现全人类可持续发展。面对气候变化、卫生健康、环境保护、能源

安全、粮食安全等人类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全球性问题挑战，加强

科技创新主体深度协作，推进实施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 

（节选自：新华社，2023-10-18） 

延伸阅读·时政要闻 

◆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中美元首会晤（新闻全文） 

◆ 习近平在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全文） 

◆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全文） 

◆ 专家观点：中美元首会晤对稳定中美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全文） 

“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发布《国际科技合作倡议》（全文） 

能源央企“一带一路”能源合作成果：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国家管网 

◆ 生态环境部：《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 

◆ 生态环境部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23年度报告》 

◆ 习近平考察中国石化九江分公司：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推进数智化改造绿色化转型 

https://www.mee.gov.cn/ywdt/szyw/202311/t20231116_1056521.shtml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3/1116/c1024-40119776.html
http://m.cyol.com/gb/articles/2023-11/18/content_JQajEMIZyb.html
http://ex.chinadaily.com.cn/exchange/partners/82/rss/channel/cn/columns/j3u3t6/stories/WS6565aac6a310d5acd8770bda.html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0/content_6909921.htm
https://mp.weixin.qq.com/s/_wjZgUaq7V2Jo5L4yIHpVg
http://news.cnpc.com.cn/system/2023/10/18/030114912.shtml
http://www.sinopecgroup.com.cn/group/xwzx/gsyw/20231024/news_20231024_300448738409.shtml
https://www.cnooc.com.cn/art/2023/10/23/art_191_15341113.html#1
https://mp.weixin.qq.com/s/C4i3AY3cF4yV678inpG6pA
https://www.mee.gov.cn/ywdt/hjywnews/202311/t20231115_1056452.shtml
https://www.mee.gov.cn/ywgz/ydqhbh/wsqtkz/202310/t20231027_1044178.shtml
https://www.gov.cn/govweb/yaowen/liebiao/202310/content_69089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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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速递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 4 部门印发 

《关于促进炼油行业绿色创新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 4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炼

油行业绿色创新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以促进炼油行业绿色创新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是炼油

行业“十四五”“十五五”期间发展的战略性、综合性、指导性文

件。 

《指导意见》从产能优化、能效管理、绿色低碳、科技创新等

方面描绘了炼油行业 2025 年、2030年的目标蓝图。到 2025 年，国

内原油一次加工能力控制在 10 亿吨以内，千万吨级炼油产能占比

55%左右。到 2030 年，产能结构和生产力布局进一步优化，化工原

材料和特种产品保障能力大幅提升，能效和环保绩效达到标杆水平

的炼油产能比例大幅提升，技术装备实力、能源资源利用效率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 

《指导意见》系统性地从产业优化升级、能源资源高效利用、

绿色低碳发展、科技创新引领等四方面部署了推动炼油行业绿色低

碳发展的重点任务。一是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提出优化产能结构布

局、严控新增炼油产能、严控新增炼油产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完善炼油行业管理，要求推进现有炼厂向组分炼油、分子炼油转变，

优化炼油总流程。二是推进能源资源高效利用，提出加强能效水效

管理、推动系统用能优化、实施工艺装备升级、鼓励资源循环利用，

包括推进换热、蒸汽动力、余热余压、精馏等系统用能优化，以及

通过废塑料、废弃油脂等的再利用，实现资源循环利用。三是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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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低碳发展，提出引导炼油过程降碳、推进二氧化碳回收利用、

支持制氢用氢降碳和探索加强碳排放管理，引导清洁能源、绿电替

代，采用分布式发电和源网荷储一体化等方式，推动炼油行业与可

再生能源融合发展。四是加强科技创新引领，优化创新体制机制、

加强软件开发应用、开发新型炼油技术、加快低碳技术研发四个方

面，探索建立跨领域、跨学科的创新联合体，推进自主化工业控制

等软件应用，推动新一代数字技术与炼油行业融合发展。 

针对重点任务部署，《指导意见》给出了推动炼油行业绿色低

碳发展的关键技术路径，为炼油行业低碳发展提供了系统化的技术

支撑。其中涉及的具体技术有：（1）炼油行业先进节能技术、可循

环保温材料等绿色保温强化技术推广；（2）废塑料低能耗热解与净

化预处理技术、低碳排放的废塑料油深加工成套技术开发；（3）制

氢尾气及催化裂化烟气二氧化碳直接转化、二氧化碳和甲烷干重整、

二氧化碳加氢制油品和化学品技术示范。（4）低碳炼油技术评价标

准制定、探索重点产品碳足迹核算方法研究；（5）过程模拟软件、

流程优化软件自主开发；（6）以先进分离技术为基础的组分炼油、

分子炼油以及原油（重油）直接制化学品技术开发；（7）催化裂化、

催化重整、加氢等主要炼油装置的节能降碳技术研发；（8）智能化

高效换热器、高效混合器、高效分离器、工程强化反应器等单体设

备开发；（9）二氧化碳转化、固化等技术开发。 

（摘编自：国家能源局网站，2023-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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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西部能源产业发展机遇 

近日，国务院印发《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

（以下简称《总体方案》），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揭

牌成立，成为我国在西北沿边地区设立的首个自贸试验区。 

新疆是我国重要的能源战略基地，能源资源在新疆经济结构中

占据主导地位。《总体方案》在加强科技合作、开展对外投资、促

进产业转型升级、做强传统优势产业等 20 多个方面的具体措施中，

多次提到了能源产业和相关业务。在提升科技服务能力和合作水平

方面，提出推动在风力发电等领域建设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持续推

动“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建设；探索与中亚等周边国家在农业、

能源、资源、环境、医药健康等领域共建联合实验室或联合研究中

心，搭建集成研究、科技人才交流与培养合作平台。在提升对外投

资合作水平方面，鼓励支持自贸试验区内企业通过合资、合作、并

购、参股等多种方式，对中亚等周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能源

资源、新材料等领域开展对外投资，与国内产业衔接、产能互补、

协同发展。在打造开放型特色产业体系方面，提出做大做强传统优

势产业，打造炼化纺产业链条；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依托现有石

油化工产业基础，推动延链补链强链，建设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基

地，加快发展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配套产业；深化与中亚国家在能源

全产业链的务实合作，服务“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 

专家指出，自贸区将促动新疆地区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疆

能源产业发展面临新的历史性机遇。一是能源产业发展的区位因素

将得到增强。自贸区的设立使新疆直接面向能源资源丰富的中亚地

区，可以推动新疆与中亚国家在传统能源和新能源领域的全产业链

合作，形成辐射相关产业的全方位、立体式合作及区域性国内外“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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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格局。二是能源基地建设将获得充足资源和市场保障。一方

面，中亚国家油气资源富集，扩大向西开放可为新疆石油化工基地

的发展提供原材料保障。另一方面，在自贸区的带动下，新疆汽柴

油、高密度聚乙烯、聚丙烯等其他石化产品可更好地销往中亚市场。

三是为新能源产业发挥竞争优势搭建平台。中亚地区太阳能、风能

等资源丰富，具有巨大的新能源开发潜力。新疆能源企业可借助自

贸区设立的契机，结合中亚国家高度重视能源转型，增加新能源相

关产业链的布局需求，与中亚国家加强新能源技术和基建领域合作，

四是可形成新的科技和人才高地。自贸区的设立将通过提升科技服

务能力和合作水平、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等方式，聚集技术

和人才资源要素，为新疆和中亚地区的能源合作提供高端要素。 

（摘编自：中国政府网，2023-10-31；中国石油报，2023-11-11） 

工信部最新文件：对三个未来领域高质量发展提出指导意见 

日前，为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政策引导，

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连续发布三文件，分别对算力基础设施、人形

机器人和 5G 轻量化技术等领域高质量发展提出指导意见。 

《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提出深化算力赋能行

业应用的重点任务，明确到 2025 年，在工业、金融、医疗、交通、

能源、教育六大领域打造一批算力新业务、新模式、新业态，各领

域打造 30 个以上应用标杆。在“算力+教育”领域，鼓励科研院所

适度建设算力资源，有效支撑面向重大项目或课题的开发与创新。

推进公共算力资源覆盖校园，鼓励高等院校运用算力平台为学校实

习实验实训环境、平台和基地建设及转型发展提供支撑，全面提升

教育体系内在质量水平。在“算力+能源”领域，提出加快建设能源

算力应用中心，支撑能源智能生产调度体系，实现源网荷互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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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协同互补及用能需求智能调控。推动鼓励龙头企业以绿色化、智

能化、定制化等方式高标准建设数据中心，提供“能源流、业务流、

数据流”一体化算力。 

《推进 5G 轻量化（RedCap）技术演进和应用创新发展》：5G 轻

量化（RedCap，Reduced Capability 的缩写）技术是 5G 实现人、

机、物互联的重要基础，将在构建物联网新型基础设施、赋能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等方面发挥积极

作用。推动 5G RedCap 在无线传感、设备控制等生产环节应用，打

造更多面向工业、能源、物流、港口、车联网等领域的场景化解决

方案，赋能行业数字化转型。发挥 5G 应用产业方阵、各企业、高校、

科研院所的带动作用，培养 5G RedCap、高精度定位、5G LAN、安全

保障等相关技术专家，涌现更多 5G 跨行业跨领域的复合人才。 

《人形机器人创新发展指导意见》：人形机器人集成人工智能、

高端制造、新材料等先进技术。提出集聚资源推动关键技术创新，

高水平赋能新型工业化，重点突破人形机器人“大脑”和“小脑”、

“肢体”关键技术，加快实现人形机器人在特种环境、制造业典型

场景、民生及重点行业三类方向的拓展应用，制定人形机器人产品

检验检测方法，建立智能化、可靠性、安全性等关键指标体系等。

提出高校与人形机器人企业的三种合作模式，一是加强人形机器人

相关学科专业人才培养，创新产学研合作培养模式，共同培养跨学

科的交叉复合型人才和工程型人才。二是支持组建创新联合体，加

快人形机器人与元宇宙、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融合，探索跨学科、

跨领域的创新模式。三是支持联合建设人形机器人中试验证平台，

提供中试熟化、工程开发、工艺改进、软件升级等服务，加速相关

技术成果的工程化落地和产业化应用。 

（摘编自：工业化和信息部，2023-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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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区碳达峰实施方案》：昌平区碳达峰工作 20项重点任务 

10 月 17 日，昌平区人民政府印发了《昌平区碳达峰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围绕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构建绿

色低碳创新产业体系、加快重点领域节能低碳发展、推进能源领域

清洁低碳转型、健全政策体系与管理能力五个方面，布局了昌平区

推进碳达峰工作的 20 项重点任务。《方案》对构建绿色产业体系、

提升低碳创新能力、推动低碳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相关要

求，为高校服务区域产业发展和提升绿色技术创新的提供了政策指

引。 

构建绿色低碳创新产业体系方面，将聚焦医药健康、先进能源、

先进制造三大优势主导产业，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

氢能、储能、能源互联网、能源清洁高效开发利用等先进能源产业。

提升低碳创新能力方面，将打造全球一流低碳科技创新平台，打造

先进能源新技术策源地。一是深化央地合作、校城融合，促进清华

核研院、华北电力大学、中国石油大学等高校在先进能源领域关键

核心技术研发；二是围绕光伏、风电、先进储能、氢能、二氧化碳

捕集利用与封存等重大战略技术，培育一批先进能源科技高新技术

企业；三是争取新能源、能源互联网领域国家、市级重大能源项目

落地，推动先进能源领域标准制定；四是持续储备能源领域科技创

新成果，促进中国华能、华北电力大学、中国石油大学等央企、高

校科技成果就地就近转化。人才培养和引进方面，聚焦新能源、储

能、氢能、能源互联网、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先进能源产业

发展的人才需求，探索建立靶向引才机制，依托华北电力大学、中

国石油大学等能源领域高校，培养氢能领域专业型、研究型人才。 

（摘编自：昌平区人民政府网站，2023-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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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政策速递 

◆ 国办印发《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方案（2023-2025年）》 

◆ 生态环境部等11部门发布《甲烷排放控制行动方案》 

◆ 《关于促进炼油行业绿色创新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延伸阅读 

国家能源局组织召开贯彻落实推进现场会 

中国科学院院士徐春明：推进炼油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机遇 

中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明丰：统筹谋划炼油行业转型升级路径 

https://mp.weixin.qq.com/s/mvBakQvl82dFOGyG8XUnQQ
https://mp.weixin.qq.com/s/yb6cPtnDznaU5tr1yugDKA
http://www.nea.gov.cn/2023-11/10/c_1310749856.htm
http://www.nea.gov.cn/2023-11/10/c_1310749856.htm
https://mp.weixin.qq.com/s/18FUW047LxW5vC94_R5Fug
https://mp.weixin.qq.com/s/xtsqbALyLjvbV7mw-U09SA


国内外高等教育动态（2023年第 8期） 

11 

◆ 发展参考 

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科+创+金融”科创金融课程体系 

10 月 26 日，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正式发布国内首

个系统性、前沿性的“科+创+金融”科创金融课程体系。 

“科+创+金融”课程体系以金融有效服务科创为导向，贯穿科

创事业全周期，覆盖科创主体全生态。上海高级金融学院设计团队

梳理了全球 80 所院校的 146 个项目和 502 门课程，形成了以“金融

驱动”为重点，包含“宏观背景、金融驱动、市场导向、管理保障、

创新创业、成果转化、科技支撑、行业前沿”八个方面，以及“基

础、支柱、纵深”三个层次的课程体系。该课程体系可根据各类科

创参与主体在不同科创生命周期的不同“痛点”，组合开发针对性

专题课程。学院将触角深入到科创企业、科研单位、金融机构政府

等生态相关方，将其面临的难点、问题形成反馈，将研究成果甚至

是政策建议带入课堂，形成可以落地并不断进步的知识体系。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充分发挥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

的联动优势，满足不同主体对科创金融人才的多维度需求。2020 年，

学院推出学位项目金融 EMBA 科创方向，以金融为主线，以科创为特

色，凭借精尖、垂直与实践并重的课程设计和产学研新模式全程赋

能；2021 年，面向张江科创园区企业创始人和核心高管开展专项培

训，引入资本战略、路径选择、融资管理、股权架构等实务课程；

2022 年，开展了高级技术转移经理人证书课程，缓解技术转移领域

高层次、专业化的人才短缺的发展压力。目前，学院已逐步将独创

的科创金融课程体系在学位和培训项目上加以尝试和应用。 

（摘编自：上海交通大学网站，2023-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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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启动新一轮研究生教育“博英行动计划” 

10 月 30 日下午，复旦大学召开研究生教育大会，总结过去三

年研究生教育改革所取得的成效，对未来三年如何进一步深化学校

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加快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作出新的整体

性谋划和系统性部署。 

复旦大学研究生教育的总体目标是：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围

绕创新能力提升人才培养金字塔的总体水平，造就大批投身自主创

新洪流的生力军。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核心思路是：围绕创新链各段

的不同需求，分类加强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推动研究生教育的范

式变革。一方面，提升创新策源能级，把基础研究做到世界顶尖，

推动基础学科冲击世界高峰，做出更多更大具有引领带动效应的原

始创新成果。另一方面，提升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形成符合

复旦实际和特点的产教融合新范式。坚持人才培养的结果导向，有

“目标逆推”的思路。在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方面，特别是基础学

科和专注基础研究的学生，集中力量建“特区”，集中优势促融合，

集中精力提质量，把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作为核心任务；在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方面，以工程硕博士培养为示范引领，推动卓越工程师

教育改革，积极推进专业学位培养的体系性重塑，把创新服务能力

特别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作为提升培养质量的关键抓手。 

会议明确，学校将把本研一体化作为重要改革方向，塑造本硕

博贯通的拔尖人才培养体系，全链条建构高质量研究生教育体系，

做到招生工作贯通、培养方案贯通、课程体系贯通、教务管理贯通。

以创新能力提升为核心，改进研究生培养的路径模式和工具方法，

全面提升培养效能。将能力建设贯穿培养全过程，在入口端深化招

考方式改革，在培养端重塑培养流程要素，重建研究生课程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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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口端围绕综合能力培养目标，明确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学

位授予标准和学位论文规范。全系统打造“高精尖缺”人才培养平

台，建好基础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心、学科交叉高层次人才培养

中心，实施工程硕博士等专项培养卓越工程师，开创“划龙舟”的

新工科人才培养新范式，积极探索高水平国际交流平台建设，充分

发挥开放办学区位优势，推动“留学中国”品牌建设。 

会议启动了新一轮博英行动计划。2020 年，复旦大学启动了首

轮博英计划，全面落实八大任务和 24 项举措，围绕“四个面向”构

建了“一体两翼”的“高精尖缺”创新型分类培养体系，形成学术

学位和专业学位双轮驱动的研究生教育格局，取得新突破新进展新

成效。针对新形势新要求，对标“中国特色、世界顶尖”的新使命，

学校研究生教育还存在有不少不适应、不匹配的短板和问题，对此，

学校全面推进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范式改革，启动博英行动计划

2.0，将从研究生教育的“重塑”到“提质”，改革接续实施，举措

全面升级。未来三年要重点实施的六大方面 16 条改革举措，将重点

实施体系、能力、平台“三位一体”的研究生教育范式改革，在“破”

与“立”中求新变、育新机，引领复旦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摘编自：复旦大学网站，2023-11-01） 

天津大学：启动本科人才培养“领航计划” 

从 2023 年秋季学期起，天津大学启用 2023 版本科人才培养方

案并启动“领航计划”。该计划聚焦学生发展的五个维度，即：思

想引领、全人培养、强基固本、能力提升、卓越发展，以期自主培

养一大批领航青年，领航时代、领航未来。 

“领航计划”以新工科人才培养模式领航，构建通识教育课程

和专业课程互融互通的课程体系，完善本研贯通人才培养方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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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深度融合。该计划将立德树人融入教育各环

节，以全人培养为理念强化五育并举，强调基础教育分级分类，明

晰和重塑的专业核心课程体系，更加强调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力度。

在课程体系建设中，强化学生数理和大类基础并实行分层级课程；

构建专业课程体系知识图谱的同时建设专业核心课程，加大跨学科

交叉力度；高阶学科前沿课程前置，提高学业挑战度，从而激发学

生志趣。该计划首次提出在学生“通识选修课程”模块中，学生必

修“艺术与美学”课组 2 学分，而学生的“个性选修课程”则需要

选修跨学科交叉等课程。以“领航计划”为纲，同时提出“课程质

量提升工程”和“教材高质量建设行动”，共同构建了天津大学本

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3i”体系。 

聚焦人才创新能力，新版本科生培养计划凝练出好奇心、想象

力、批判性思维、使命感四个关键要素。其具体变化包括：全面开

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增开习近平经济

思想等 7 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业必修课；全校

公共选修课列表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77 门次；学分较多的专业开始

“瘦身”，如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的总学分由 175 分精简到 164 分；

工科学生的传统“金工实习”内容由延续了几十年的打磨一把锤子，

到做一把鲁班锁或者一辆无碳小车。课程更新，以化工学院为例，

学院聚焦低碳能源、创新前沿、工程强化、智能交叉等方向，新开

设 35 门课程为“卓越工程师班”量身定制了 6 门校企联合工程核心

课程建设，如“化工智能控制”“绿色化工过程工艺学”等，且多

采用团队教学模式，通过教学模式改变提升课堂教学实效提升课程

的含金量。 

（摘编自：天津大学网站，2023-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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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卓越工程师的模式与经验 

法国培养卓越工程师的基本思路主要有三大核心。一是教给学

生本校科研中产出的最先进科学和技术。二是和专业领域的企业或

当地政府结成伙伴关系，确保这种伙伴关系把握住了社会经济的核

心需求，和企业合作的质量将决定培养出何种工程师。三是提供有

创造性的、多方面的教学方法，以培育自主学习能力、批判思维、

创造力、系统性视角和团队合作能力。 

法国工程师培养由法国工程师职衔委员会（CTI）负责。CTI 是

由来自学界、业界及商会人士组成的联合机构，能够以业界标准视

角评判在学界的工作。CTI 要求将学生放在培养过程的中心，推行

基于能力的培养模式，首先明确企业需要学生拥有何种能力，然后

再设计培养项目。CTI 会为工程师培养提供指导方案，包括如何将

行业概念和教育概念同时融入工程师培养，明确企业战略与治理、

质量管理与保障、生态系统与伙伴关系政策、工程训练、求职招聘、

社会服务、职业衔接等七大领域期望能力的相关要求。 

INSA 集团是法国最大的工程师培养机构，主要为应对法国工业

化对工程科技人才的巨大需求,致力于解决五大社会问题：能源和可

持续发展、全球健康和生物工程、交通基础设施、数据与数字社会、

环境保护与治理。INSA由法国 7家教育和科研模式一致的机构组成，

这些机构相互分享招生信息，共同构建未来模式。INSA 培养模式有

三大特征：一是将卓越学术能力和学生多样性结合，包括在收入、

才能、国籍等方面的多样；二是在多地设有机构招收高中毕业生，

给予更多学子机会；三是提供涉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全面工程

师培养计划，还会招收千余名艺术生、体育生，并提供专门课程。 

（摘编自：“中国高教研究”微信公众号，2023-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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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发展参考 

◆ 清华大学：2024年创新领军工程博士招生 

◆ 上海交通大学：深化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致远模式” 

◆ 同济大学：打造卓越工程人才培养新生态 

◆ 北京理工大学：召开人才培养推进会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召开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启动会 

◆ 天津大学：与华为公司共建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新体系 

◆ 华南理工大学：四维融合打造智慧思政工作新体系 

◆ 专家论坛实录：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可持续发展 

◆ 顾佩华：国际视野下我国工程教育转型的发展路径与思考 

◆ 叶  民：工程教育范式转型的中国道路 

◆ 马陆亭：以高校分类发展支撑国家强国建设 

◆ 李希贵：教师激励机制构建方法 

https://mp.weixin.qq.com/s/CK5yPiglXdBqwXyVpecIFw
https://news.sjtu.edu.cn/mtjj/20231109/190311.html
https://mp.weixin.qq.com/s/Ejl8Q9Q-5Ah27E0jp0iIFA
https://mp.weixin.qq.com/s/UGaQbkBGh96TtzCG2iLftw
https://mp.weixin.qq.com/s/tw1hlrfVK42SfRPFyQVUUg
http://news.tju.edu.cn/info/1013/68598.htm
http://news.tju.edu.cn/info/1013/68598.htm
https://mp.weixin.qq.com/s/LGTjT6Ad5U1G8_rMANhXfQ
https://mp.weixin.qq.com/s/vPbC-2Gr22sWp_OM3pVS7w
https://mp.weixin.qq.com/s/EEbDgarpd1geWjv0wpgYnw
https://mp.weixin.qq.com/s/qj5KD7vyBMcHaDP_HZ3tGw
https://mp.weixin.qq.com/s/ycwchzPPO5vP2aJf316fJg
https://mp.weixin.qq.com/s/r1ZWYcOjEFwhutU9Rgbf7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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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教资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华设立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 

11 月 7 日至 22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42 届大会在法国巴黎

举行。大会通过了在中国上海设立教科文组织国际 STEM 教育研究

所。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是教科文组织在全球设立的第 10 个一类

中心，是教科文组织一类中心首次落户中国，也是在欧美之外首个

全球性一类中心。其主要职能是促进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

从幼儿到成人各个阶段包容、公平、适切和优质的全民教育，发挥

STEM 教育领域信息交流中心、网络中心、资源中心和能力建设中心

的作用，服务教科文组织战略和会员国需求，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议程及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新研究所的设立对于提升教科文

组织在相关领域领导力、实现本组织宗旨使命、应对当前复杂挑战、

推动全球教育变革将产生积极影响。 

2030 年教育高级别指导委员会在大会期间举行，教育部部长怀

进鹏在会议发言中指出，全球教育变革应抓住三个关键。一是投入。

投入是推动教育变革的物质基础，中国始终坚持优先发展教育，把

教育作为第一大公共财政支出，建议加大力度推动各国优先投入教

育，推动教育变革。二是引领。数字化绿色化是推动教育变革的重

要载体，中国大力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建成了全球最大国家

智慧教育平台，建议把数字化作为突破口，引领教育变革。三是教

师。教师是推动教育变革的关键动力，中国倡导教育家精神，建立

了系统的教师培养体系、培训体系和教研体系，建议支持会员国教

师能力合作网络建设。 

（摘编自：教育部网站，2023-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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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重大改革：突出项目属性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杰青项目）是科技界广

受好评、备受关注的一类人才项目，自 1994 年设立以来，在创新人

才培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

时代人才工作的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进一步强化杰青的项目属性，

积极构建对优秀人才的长周期稳定支持机制，自然科学基金委将从

2024 年起，对上一年底资助期满的杰青项目开展分级评价，确定“优

秀”“良好”“一般”的评价等级并将其反馈依托单位作为杰青项

目负责人科研表现的评价参考，同时择优遴选不超过 20%的优秀项

目给予第二个五年滚动支持，资助强度加倍达到 800 万元，资助期

满后再择优遴选不超过 50%的优秀项目给予第三个五年 1600万元的

资助，通过十五年近 3000 万元的高强度支持，集中优势资源培养造

就高水平领军人才。 

（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2023-11-06） 

自然科学基金委双清论坛“矿冶工程低碳科学基础”召开 

双清论坛是由自然科学基金委组织的高层次战略性学术会议，

目的是通过组织高水平科学家探讨学科发展前沿，促进科研范式变

革，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推动基金委学科发展战略规划精准布局。

2023 年 10 月 26日－27 日，自然科学基金委双清论坛“矿冶工程低

碳科学基础”在北京召开。本次论坛由自然科学基金委工程与材料

科学部、地球科学部、化学科学部及计划与政策局联合举办，北京

工业大学聂祚仁院士、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彭苏萍院士、中国石

油大学（北京）李根生院士共同担任论坛执行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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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论坛的主题是“矿冶工程低碳科学基础”，聚焦“碳达峰

碳中和”的社会发展目标，围绕“油气资源绿色低碳和智能开采”

“矿产资源低碳开发与绿色利用”“冶金全生命周期低碳和智能流

程再造”等 3 个议题，安排了 3 个主旨报告和 15 个专题报告。论坛

立足矿业、石油、冶金工程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重大需求，聚焦支

撑“双碳”目标实现的关键技术及基础科学，研讨分析了矿冶工程

领域低碳科学技术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凝练并提出了我国在该研

究领域急需关注和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将推动符合我国国情的矿

冶领域低碳关键前沿核心技术迅速发展。与会专家积极建言献策，

充分探讨了矿冶工程低碳科学基础问题，凝练了亟需解决的前沿科

学问题，为国家矿冶低碳发展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撑，国家工业现代

化升级、绿色化、数字化协同推进的主题。 

（摘编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2023-10-31） 

2023“高等教育强国指数”发布：中国领跑第二方阵 

10 月 14 日，2023“高等教育强国指数”发布。数据显示，世界

高等教育体系根据发展阶段可分为六大方阵，美国以绝对实力领跑，

中国、日本、英国、德国等国家为第二方阵的代表国家。 

“高等教育强国指数”由全国高校信息资料研究会研制、中国

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提供数据和技术支

撑。“高等教育强国指数”使用世界学术中心度指数、世界科技中

心度指数、世界人才中心度指数三大维度的九个关键指标跟踪全球

近 170 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旨在为决策者和跨国高等教育

服务使用者提供指导。“高等教育强国指数”突出中国逻辑，为全

球高等教育治理提供中国标准、中国方案、中国声音；突出过程性、

监测性和诊断性，为中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进程提供可度量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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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建设，为中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提供

了重要抓手。 

“高等教育强国指数”指标体系 

指数维度 关键指标 

世界学术中心度指数 

高等教育经费 GDP占比 

ESI 自然科学全球前 1%上榜机构 

RUC 人文社会科学全球前 10%上榜机构 

世界科技中心度指数 

自然指数 

研发经费 GDP 占比 

授权专利 

世界人才中心度指数 

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 

全球高被引科学家 

诺贝尔菲尔茨奖 

中国在第二方阵中领先，但和美国仍有不小差距。“高等教育

强国指数”显示美国的得分为 100 分，而中国仅为 58分。9 项指标

中，美国在 ESI 自然科学全球前 1%上榜机构、RUC 人文社会科学全

球前 10%上榜机构、自然指数、授权专利、全球高被引学者、诺贝尔

菲尔兹奖等 6 项指标上均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在 ESI 自然科学全球

前 1%上榜机构（第 2 位）、自然指数（第 2 位）、全球高被引学者

（第 2 位）等指标上排名靠前，在高等教育经费 GDP 占比（第 23

位）、研发经费 GDP 占比（第 15 位）、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第 37

位）、诺贝尔菲尔兹奖（第 23 位）等指标上表现欠佳。 

（摘编自：微信公众号“里瑟琪科教观察”，2023-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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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能源署：发布《世界能源展望 2023》 

10 月 24 日，国际能源署（IEA）发布《2023 年世界能源展望》

报告，深入分析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和脆弱能源市场背景下，经济

和能源利用的结构性变化对世界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的影响。 

报告预测，清洁能源转型的强劲势头将使全球煤炭、石油和天

然气需求在 2030 年前达到峰值，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或在

2025 年达峰。到 2030 年，全球电动汽车数量将增长近 10 倍，太阳

能光伏发电量预计超过美国当前电力系统总量，电力系统中可再生

能源占比或从现在的 30%左右增长至近 50%，电加热系统（如热泵）

销量将超过化石燃料锅炉，新建海上风电项目的投资将是新建燃煤

和燃气发电厂投资的 3 倍。为实现“全球较工业化前升温 1.5 摄氏

度以内”的目标，报告提出了一套全球战略，包括五大支柱：将全

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增加两倍，将能源效率提升速度提高一倍，将化

石燃料作业相关的甲烷排放削减 75%，通过创新的大规模融资机制

使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清洁能源投资增长两倍，有序减少化石燃

料使用。 

报告指出，中国在全球能源趋势方面发挥着巨大推动作用。随

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以及清洁能源部署增长，其影响正在演变。过

去十年，中国占全球石油消费增量近 2/3、天然气消费增量近 1/3，

并一直是煤炭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当前，中国经济临近拐点，基础

设施的扩展空间逐步缩小至饱和，水泥、钢铁等能源密集型行业的

能源需求将下降。IEA 预测，中国能源总需求或将在 2030 年代中期

达到峰值，清洁能源的强劲扩张将促使化石能源需求和排放进一步

下降。如果中国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化石能源需求下行潜力将更

大，如放缓一个百分点，到 2030 年煤炭需求将减少相当于几乎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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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目前的消费量，石油进口量将下降 5%，液化天然气进口量将下

降 20%以上，这将对全球能源平衡产生重大影响。 

研究表明，弹性、可负担是未来能源核心主题。在俄罗斯停止

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后，中东紧张局势又加剧石油市场风险，清洁

能源转型过程中确保油气安全仍至关重要。可负担性、电力安全和

弹性清洁能源供应链成为互相关联的三大问题。需要发挥储能电池

和灵活响应措施的作用，以确保电力供应安全，如针对季节性变化，

发展水电、核能、配置 CCUS 的化石能源、生物能源、氢/氨等低排

放技术。多样化和创新是解决清洁能源技术和关键矿产供应链依赖

性的最佳战略。目前，各国已制定一系列战略，以加强清洁能源供

应链弹性、降低产业链集中度。世界各地对锂、钴、镍和稀土等关

键矿产勘探和生产的投资正在增加，预计 2030 年供应链集中度将继

续保持高位，尤其是精炼和加工行业，中国预计占规划锂工厂的一

半。 

（来源：国际能源署，2023-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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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科教资讯 

◆ 中国石油成立昆仑制造：聚焦石油和石化高端装备制造 

◆ 《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22-2023》：中国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上升至第10位 

◆ 全球首个校企合作领域的国际标准发布：ISO/TS 44006:2023《校企合作指南》 

◆ 北大能源论坛聚焦“双碳”路径优化、能源体系创新发展、高校“双碳”人才培养 

◆ 全球能源领域2023年度报告近期集中发布 

IRENA、COP28等：《迈向1.5℃的可再生能源与能效关键路径》 

清华碳中和研究院：《2023世界能源可持续性评价报告》 

北大能源研究院：《中国能源发展前沿报告（2023）》 

欧盟委员会：《能源联盟进展2023》 

国际能源署:《全球氢能评论2023》 

国际能源署：《世界能源行业就业情况》 

世界资源研究所：《2023年气候行动状况》 

https://mp.weixin.qq.com/s/8WtM-Qt699y8tEqxB1vBiw
https://mp.weixin.qq.com/s/QhqT2mEphyPglulncxtS5w
https://mp.weixin.qq.com/s/Fw6Qg0PeBMguV0AWLXavoA
https://mp.weixin.qq.com/s/RGNyNasBfCqu3LQEpaWFew
https://mp.weixin.qq.com/s/yEh0GZT7bjwzjIbcivZraQ
https://www.icon.tsinghua.edu.cn/info/1129/1388.htm
https://www.icon.tsinghua.edu.cn/info/1129/1388.htm
https://mp.weixin.qq.com/s/FLDFBuCl5AkLPyHAj4MJIg
https://mp.weixin.qq.com/s/shFLg6Twyc4fZ7mZVvuMhA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yNDM4MDgyNA==&mid=2247486762&idx=1&sn=989e189c602dbf2480f536072d6bcbbb&chksm=e80e9fdddf7916cbd21d16d6284b72de3540cdc164a594dd8a20647412d7b64843444b957d1e&mpshare=1&scene=24&srcid=1106DGBdKHgSYjt2ZYMVDrv4&sharer_shareinfo=21fb20569b45fcf6e03cf2adc2f98f42&sharer_shareinfo_first=21fb20569b45fcf6e03cf2adc2f98f42#rd
http://www.news.cn/2023-11/15/c_112997746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