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日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教育、能源等领域全国工

作会议相继召开，对 2024 年经济工作作出全面系统部署。本期动

态转载了各级会议中对新一年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部署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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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 2024 年经济工作九个关键领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11 日至 12 日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全面总结 2023 年经济工

作，深刻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系统部署 2024 年经济工作。 

会议要求，做好 2024 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

先立后破，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

水平安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宏

观政策方面，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

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

有效。要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 

会议强调，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重点要把握好九个关键领域，

扎实做好 2024 年经济工作。一是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二是着力扩大国内需求，三是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四是扩大高

水平对外开放，五是持续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六是坚持不

懈抓好“三农”工作，七是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八是深

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九是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在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方面，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

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

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实施制造业重点产

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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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打造生

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辟量子、

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广泛应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加快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强化企业科技

创新主体地位。在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方面，提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

峰碳中和，加快打造绿色低碳供应链。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加

强资源节约集约循环高效利用，提高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摘编自：新华社，2023-12-12）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 2024 年教育工作七项重点任务 

1 月 11 日，202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安排部署了

全年教育工作。 

会议强调，2024 年要把组织实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作为工

作主线，把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作为主攻方向，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根本动力，在教育的数

字化、国际化、绿色化方向上开辟发展新空间，加快建设高质量教

育体系。要准确把握教育与中国的关系，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

找准定位，明确方向，想明白如何破局、如何开新局。准确把握中

国教育与世界的关系，在国际新格局中补短板、锻长板，加快建成

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教育中心。 

会议提出 2024 年全国教育工作的七项重点任务。一要着力构建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新生态新格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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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实施立德树人工程，全面加强

教材建设和管理，以身心健康为突破点强化五育并举，促进高校毕

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二要强化高等教育龙头作用。持续抓好“两

个先行先试”，深化科教融汇、充分发挥高校基础研究主力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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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产教融合、以技术转移为纽带推动“四链”融合，服务治国理

政、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三要进一步夯实基础教育

基点。着眼人口变化趋势加强前瞻性布局，深化基础教育提质扩优

工程，巩固深化“双减”成果。四要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和吸引力。

坚持与产业结合、与地方和政府政策结合、与社会区域结构结合、

与个人终身学习结合，推动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

建设尽快取得突破。五要不断开辟教育数字化新赛道。坚持应用为

王走集成化道路，以智能化赋能教育治理，拓展国际化新空间，引

领教育变革创新。六要坚定推进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完善战略策

略，统筹高水平“引进来”和“走出去”，找准参与全球教育治理

的切入口，不断增强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七要以教育家精神为

引领强化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大力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拓展教

师队伍培养培训新思路，推进教师资源配置优化和管理制度改革，

营造尊师重教、尊师重道社会风尚，以教师之强支撑教育之强。 

（摘编自：教育部网站，2024-01-11） 

全国能源工作会议：部署 2024 年能源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 

2023 年 12 月 21日，2024 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总

结 2023 年工作成绩，部署 2024 年重点任务。 

会议强调，2024 年能源工作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新型电力系统，加强

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扛牢能源安全首要

职责，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

破，全力抓好能源增产保供，持续提高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聚

焦落实“双碳”目标任务，持续优化调整能源结构，大力提升新能

源安全可靠替代水平，加快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瞄准能源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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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自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能源科技创新体系，

着力推动科技与产业融通衔接，扎实开展能源标准化工作，提升能

源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着力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高地。积极

加强能源国际合作，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充分利用国际国

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保障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全面提升国

际影响力话语权。 

（摘编自：国家能源局网站，2023-12-21） 

《昌平区政府工作报告》：全域推进校城融合 

昌平区“两会”召开期间，昌平区区长支现伟作《政府工作报

告》。报告谋划了昌平区 2024 年的重点工作，涉及校城融合发展、

先进能源产业发展等与学校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内容。 

打造面向未来的世界一流科学城方面，提出全域推进校城融合

发展。深化校城融合创新发展行动计划，启动未来大学科技园建设，

承接高校科技创新成果 20 个以上。开复工北航图书馆等 5 个高校项

目，推进配套功能区社区会客厅等首批项目建设。新建 3 个校企协

同创新平台。实施高校联盟“北斗星链”行动计划。服务国家战略

科技力量构建。鼓励央企、高校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支持产教融

合基地、交叉学科实验室建设。围绕氢能、先进储能等领域形成一

批突破性研究成果，建立实验室、高校、央企科技成果库，布局建

设一批概念验证中心、标杆孵化器和转移转化促进中心。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提出加速先进能源、医药健康等主

导产业聚链成势、提质增效，冲刺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机

器人等高成长赛道。 

（来源：昌平区人民政府网站，2024-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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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明确能源转型方向 

2023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3 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第 28 次缔约方大会（28
th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28）

在阿联酋迪拜举办。大会旨在实现雄心勃勃的气候目标，将全球升

温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的 1.5 摄氏度以内，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气

候融资，并紧急扩大对气候适应的投资。大会就《巴黎协定》首次

全球盘点、减缓、适应、资金、损失与损害、公正转型等多项议题

达成“阿联酋共识”，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关于化石能源的使用问题是此次 COP28 最主要的谈判焦点。美

国、欧洲和易受气候影响的国家要求，协议应明确“逐步减少（phase 

down）”或“逐步淘汰（phase out）”化石燃料；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则认为，不应将气候变化的原因完全归结于化石燃料的使

用，淘汰化石能源并不能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将重点放在增加可再

生能源生产和提高能源效率上。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能源转型至关重要，但这需要一个痛苦的过程，

各国国情不同。经过多轮讨论和辩论，各国就减少化石燃料使用达

成一致，并以“转型脱离化石燃料”（transition away from all 

fossil fuels）的表述写入最终协议文本，这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

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明确了未来全球气候治理的方向和路径。同

时呼吁各国以公正、有序、公平的方式减少能源系统对化石燃料的

依赖，在这关键的 10 年加快行动，以便在 2050 年实现与科学相符

的净零排放。具体举措包括：到 2030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增加

两倍，全球年均能效增加一倍；加快减少煤炭发电；在 21 世纪中叶，

在全球范围加快实现净零排放的能源系统，使用零碳和低碳燃料；

加快发展零碳和低碳排放技术，包括可再生能源、核能以及碳捕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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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和封存等减排技术；到 2030 年，加速并大幅减少全球非二氧化

碳的排放，特别是甲烷排放；尽快取消低效的化石燃料补贴等。 

缔约方大会（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是《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最高机构，自 1995 年起每年召开一次，缔约

方共同评估应对气候变化的进展，是各国领导人、气候领域专家以

及相关方对气候危机开展全球层面讨论与协商的重要平台。 

（来源：联合国，2023-12-14） 

延伸阅读·时政要闻 

◆ 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会：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七点要求 

◆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 多个全国性会议部署 2024 重点工作：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全国工业和信息

化工作会议、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生态环境科技工作会议 

◆ 丁薛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迪拜大会世界气候行动峰会上的发言 

◆ 联合国气候变化迪拜大会：主要成果与争议 

◆ 教育部党组书记怀进鹏《求是》文章：厚植爱国情怀 培育时代新人 

◆ 中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求是》文章：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  狠抓落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2312/t20231222_1095856.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2312/t20231228_1096491.html
https://mp.weixin.qq.com/s/PJoip6QQaJ1tQp7h1xjt7g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DE5NjE2Mg==&mid=2650772940&idx=1&sn=ad95c4c90189fd9800ec870cad1bdd16&chksm=86cbbb61b1bc32772bd945f2284b93e1391388a20186c928c4b54b5adce99408bd4a5c7894d7&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UwMTc2OA==&mid=2650900919&idx=1&sn=754cae60357d77424d784554759478f3&chksm=bccfa3108bb82a060103556d3004e92cfc073907a4adca1ce4fdb97152712daa89e9428ae0bd&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UwMTc2OA==&mid=2650900919&idx=1&sn=754cae60357d77424d784554759478f3&chksm=bccfa3108bb82a060103556d3004e92cfc073907a4adca1ce4fdb97152712daa89e9428ae0bd&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ODI0NTIyNA==&mid=2666304297&idx=1&sn=cc9203ae57bd900d7f5faa0c772a1caf&chksm=845d8f2eb32a06388f3b4d9dc0c12e967604b26276c65534220784dfb67c59ac75718df2a5ec&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www.mee.gov.cn/xxgk/hjyw/202310/t20231011_1042892.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c6n-rsBjdLi50w2MQJdfBw
https://mp.weixin.qq.com/s/UzlosCpv_KPzoGgPVKA1pg
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176/202312/t20231216_1094804.html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4-01/01/c_1130048917.htm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4-01/01/c_11300489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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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速递 

教育部：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 

为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不断健全中国特色高质量研究生教

育体系，教育部日前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推动学术创新型

人才和实践创新型人才分类培养，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

人才强国提供更有力支撑。 

《意见》是新形势下推动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基础性文件。以建

设高质量研究生教育体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目的，以科教融汇、

产教融合为方向，注重对现有人才培养过程的改造升级，加强全链

条、各环节改革措施的衔接配合，提升人才培养链、工作管理链的

匹配度，增强改革的系统性、可操作性、实效性、长效性，推动培

养单位实现内部体制机制变革。 

《意见》着重提出五个方面政策举措： 

一是明确整体定位。《意见》首次将“分类发展”作为整个文

件的主题和中心，成体系地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分类发展。目

标是到 2027 年，两类学位分类发展实现格局性变化，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的治理体系持续完善、治理能力显著提升。 

二是强调深化认识。明确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都是

国家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重要途径，两类学位同等重要，培养

单位应予以同等重视。两类学位具有培养学术创新型人才和实践创

新型人才的不同定位，都应把研究生的坚实基础理论、系统专门知

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作为培养重点，学术学位重在面向知识创

新发展需要，培养学术素养、原创精神和科研能力；专业学位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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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行业产业发展需要，培养专业基础、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 

三是优化规划布局。区分两类学位点重点布局方向，学术学位

坚持高起点布局，重点布局博士学位授权点，以大力支撑原始创新；

专业学位坚持需求导向，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原则上只开展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新增硕士学位授权点以专业学位授权点为主，同

时具有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的领域侧重布局专业学位授权点，以全

面支撑行业产业和区域发展。优化两类研究生规模结构，以国家重

大战略、关键领域和社会重大需求为重点，进一步提升专业学位研

究生比例，到“十四五”末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到

硕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三分之二左右，大幅增加博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招生数量。 

四是完善培养链条。强化定位、标准、招生、培养、评价、师

资等环节的差异化要求。招生阶段区分两类学生招生时的重点考察

方面，强调行业企业专家参与专业学位招生，鼓励学术学位与专业

学位之间互通学习。分类明确培养方案、课程、教材、师资的具体

要求，学术学位应突出教育教学的理论前沿性，厚植理论基础，拓

宽学术视野，强化科学方法训练以及学术素养提升，强化科教融汇

协同育人；专业学位应突出教育教学的职业实践性，支持与行业产

业部门共同制定体现专业特色的培养方案，为专业学位设置专属课

程，强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分类制订学位论文基本要求和规范、

评阅标准和规则及核查办法，优化交叉学科、专业学位论文评审和

抽检评议要素，为交叉学科、专业学位单独设置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鼓励硕士专业学位实行多元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考核方式，如专题

研究类论文、调研报告、案例分析报告、产品设计/作品创作、方案

设计等。导师应分类评聘和考核，校内导师应定期到国内外访学交

流或行业产业一线调研，校外导师定期参与高校教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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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重点领域改革。以基础学科、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作为引

领示范。支持具备条件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把基础学科主要定位于

培养学术学位博士生，开展改革试点。支持以卓越工程师培养为牵

引，瞄准国家战略布局和急需领域，完善工程专业学位硕士、博士

学位授权点布局，创新联合培养机制，开展订单式培养、项目制培

养和工学交替培养，打造工程师技术中心，完善导师选聘和考核、

重构核心课程等改革措施。 

（摘编自：教育部网站，2023-12-19） 

科技部印发《国家科学技术奖提名办法》 

为进一步规范国家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近日，科技部印发关

于《国家科学技术奖提名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通知，分

为总则、提名资格、提名程序、提名要求、纪律与处罚、附则六个

章节。 

《提名办法》的制定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为依据，坚

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规范完善国家科技奖提名工作。在

突出提名导向方面，一是强调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国家科学技

术奖提名工作应当坚持“四个面向”，与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

紧密结合，加强对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激励，鼓励

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强化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重大工程的支持。二是强调创造性贡献。提名

者应当提名真正作出创造性贡献的科学家和一线科技人员，仅从事

组织领导、行政管理或辅助服务的人员不得作为国家科学技术奖候

选人，担任项目负责人、项目首席科学家等领军技术专家的除外。 

《提名办法》规定，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提名者包括符合相关规

定的专家、组织机构、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等。其中，具备提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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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专家包括：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国工程院院士；2000 年（含）以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及以

上，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及以上，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及

以上项目的第一完成人。具备提名资格的组织机构包括：中华全国

总工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熟悉学科或

者行业领域发展态势、社会声誉良好、管理规范的全国学会、行业

协会等。 

在提高提名质量方面，一是合理控制提名规模。要求有关部门、

地方政府和组织机构建立规范的遴选机制，注重质量，好中选优，

限额提名。有关部门原则上在本部门、本系统范围内提名，地方政

府原则上在本地区范围内提名，组织机构原则上在本学科、本行业

范围内提名。二是适当提高专家提名条件。与前期试行阶段相比，

提名专家资格条件没有变化，但专家联合提名的人数要求有所提高。

同时严格回避条件，提名专家不得作为同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候选

人，不得参加本人提名项目的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审活动。三是完善

提名程序。在加强学术把关方面，要求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和组织

机构提名前，以适当方式征求不少于 5 名相关专业领域专家的意见。

在落实功勋荣誉表彰奖励工作相关要求方面，要求候选人所在单位

在征求相关纪检监察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做好审核把关。四是压实提

名者责任。规定提名者对提名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综合考

虑候选人政治、品行、作风、廉洁情况，按要求做好提名工作；在

异议和信访处理过程中，配合开展调查核实。 

（摘编自：科技部网站，2023-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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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和中央部委近期发布政策要点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 

《意见》明确，要锚定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十四五”深入攻

坚，“十五五”巩固拓展，“十六五”整体提升，坚持做到“全领域

转型、全方位提升、全地域建设、全社会行动”。要大力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加快能源、工业等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加强绿色科技创新。鼓励学校等基层单位开展绿色、清洁、零碳引

领行动。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重点控制煤

炭等化石能源消费，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实施甲烷排放控制行动方案，发展全国碳市场。加快建设以实体经

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

业、绿色环保产业。深化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国际合作，持续推动

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 

■《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的决

定》公布 

《决定》主要从以下方面对专利法实施细则作了修改：一是完

善专利申请制度。明确电子形式视为书面形式，明确在一定期限内

请求恢复优先权，明确对局部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文件的要求。二是

完善专利审查制度。完善复审制度，调整保密审查期限，增加延迟

审查制度。三是加强专利保护。新增专利权期限补偿专门章节，完

善专利纠纷处理和调解制度。四是加强专利服务。细化开放许可制

度，增加强制代理例外规定，简化对专利申请文件的形式要求，完

善职务发明创造奖励报酬制度。五是新增外观设计国际申请特别规

定，与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协定（1999 年文本）相衔接。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312/content_6921633.htm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312/content_69216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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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通知》 

《通知》要求以美育浸润学生、教师、学校，支持建设一批学

校美育名师工作室、国家级示范性学生艺术团和美育特色鲜明的示

范区示范校。提出实施美育教学改革深化行动、教师美育素养提升

行动、艺术实践活动普及行动、校园美育文化营造行动等八项举措。

强调构建完善艺术学科与其他学科协同推进的美育课程体系，加强

美育与德育、智育、体育、劳动教育的融合，遴选征集跨学科的美

育教学、教研、教改优秀成果，推进成果转化。强化各学科教师的

美育意识和美育素养，将美育纳入教育系统领导干部和教师培训计

划。加强美育科学研究，建设一批美育高端智库和高水平研究平台。

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学校和传承基地建设，支持学校建

设小型美术馆、博物馆、展览厅等。注重与专业人才培养相结合，

高校要落实本科学生修满公共艺术课程至少２个学分的基本要求。 

■ 国家发展改革委修订发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

本）》 

《目录》政策导向是：一是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二是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加快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大力发

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三是安全发展，面向国家战略进行原创性

引领性科技攻关，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能源

资源等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四

是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新版《目录》总条目 1005 条，其

中鼓励类 352 条、限制类 231 条、淘汰类 422 条，减少条目 473 条。

石油天然气产业涵盖石油天然气开采、油气管网建设和油气勘探开

发技术与应用三个领域，新增油气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项目及技术开

发与应用、液化天然气装置不凝气提取高纯氦气技术、成套设备开

发及应用等条目。新能源产业中，新增漂浮式海上风电技术、稀土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fzggwl/202312/P020231229700886191069.pdf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fzggwl/202312/P02023122970088619106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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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材料在风力发电机中应用、新一代氢燃料电池技术研发与应用、

可再生能源制氢、液态、固态和气态储氢、管道输氢等条目。电力

产业中，新增电化学储能、压缩空气储能、重力储能、飞轮储能、

氢（氨）储能、热储能、长时储能技术等各类新型储能技术及应用。 

■ 应急管理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加快应急机器人发

展的指导意见》 

《意见》提出了加强应急机器人急需技术攻关、强化重点领域

应急机器人研制、推进应急机器人实战应用、深化应急机器人发展

环境建设四大主要任务。包括：围绕强化机器人抗恶劣环境能力、

提高机器人载荷功能及模块化水平、提升机器人控制及智能化水平

等重点领域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加强化工园区、陆上油气井场站、

海洋石油平台、油气长输管道等重点场景安全生产、应急处置等机

器人研制与应用，提升机器人在高风险环境的作业水平、复杂环境

的智能化水平、恶劣条件的防护水平；支持不同细分应急管理领域

的机器人研发中心、技术创新中心、工程技术中心等创新基地建设，

推进机器人研发创新基地与检验检测能力一体化建设。 

（来源：中国政府网、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应急管理部

网站，2024-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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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政策速递 

◆ 《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的决定》 

◆ 国家发展改革委修订发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 

◆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关于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

算力网的实施意见》 

◆ 工信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 

◆ 《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原文） 

◆ 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深入推进分类发展，构建高质量研究生教育体系 

◆ 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高校典型经验： 

清华大学：让学术更学术、让专业更专业 

北京大学：以基础学科人才培养为引领，推动学术创新型人才培养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产教深度融合培养卓越工程师 

浙江大学工程师学院：卓越工程师培养范式改革 

◆ 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专家观点： 

钟秉林：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助力教育强国建设 

张炜：分类发展的国际比较与中国实践 

马永红 马万里：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 

熊丙奇：以分类发展，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312/content_6921633.htm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fzggwl/202312/P020231229700886191069.pdf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312/t20231229_1363000.html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312/t20231229_1363000.html
https://mp.weixin.qq.com/s/TjSuBQ3D8lFko_xrLVbc1w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moe_826/202312/t20231218_1095043.html
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3/55658/sfcl/202312/t20231219_1095125.html
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3/55658/sfcl/202312/t20231219_1095124.html
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3/55658/sfcl/202312/t20231219_1095123.html
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3/55658/dxjy/202312/t20231219_1095138.html
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3/55658/jjdwz/202312/t20231219_1095139.html
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3/55658/jjdwz/202312/t20231219_1095145.html
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3/55658/jjdwz/202312/t20231219_1095143.html
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3/55658/jjdwz/202312/t20231219_1095134.html
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3/55658/jjdwz/202312/t20231219_10951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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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参考 

清华大学：工程博士生培养模式改革举措 

清华大学是国家首批获准开展工程博士专业学位授予工作的培

养单位，2011 年启动了电子与信息、先进制造、能源与环保三大领

域的工程博士生培养工作，2018 年设立了创新领军工程博士项目，

逐步实现到电子信息、机械、材料与化工、资源与环境、能源动力、

土木水利、生物与医药七大类别的转变，从建立校企协同育人机制、

创新分类招生模式、完善课程体系构建、优化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

探索出符合工程博士生培养实际、行之有效的改革经验。 

第一，战略引领，服务需求，制定适切培养目标。深入理解分

析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需求，以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作为导向，

将创新领军工程博士生培养对象定位为“具有较丰富的工程实践经

验，主持或者作为骨干参与重要工程项目”的工程一线人员。采取

非全日制学习方式。突出“学术更学术、专业更专业”的分类培养

理念，强调工程技术的创新，即“将科学与技术转化为工程带来生

产力的进步”，着力提升其解决复杂工程技术问题、进行工程技术

创新及规划组织实施工程技术研究开发工作、在所在工程类别做出

创新性成果的能力。 

第二，优化布局，精准定位，完善招生录取程序。面向国家重

点行业、地区、创新型企业，完成六期创新领军工程博士项目，完

善了先进技术项目、集成电路项目等助力重点产业发展项目和服务

区域协同发展项目布局。招生采用“申请‒审核”制，经过“报名申

请—材料审查—资格审查—综合考核—推荐拟录取”的招录程序，

在资格审查阶段，邀请工程经验丰富的资深专家组成考评专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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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核采取口头报告、综合面试的形式，由相关类别/特色子项目

的考核专家对考生的素质进行评定，重点考察申请人的工程基础、

工程创新力和工程领导力。 

第三，交叉融合，注重实践，形成特色培养方案。建立了学科

融合的模块化前沿课程体系，包括文献综述与选题报告、专业课程、

领导力及职业素养等模块。针对工程博士生开设公共课程 16 门、特

色项目专业课程 5 门、院系专业课程若干，涉及思政教育、工程技

术、工程伦理、创新思维、实践实操、论文写作指导、职业发展等

多门类。建立了跨界学术交流平台，每年定期举办 2 次覆盖全体在

读学生的工程博士生论坛，成立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研究生

分会，开展“前沿论道”系列主旨报告和分享活动。实行校企联合

培养，强化产教融合与工程实践调研，选题与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问

题、实现企业技术进步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紧密结合，赴工程一线

调研走访，了解工程建设情况、企事业单位现状和解决相关科研实

践问题的痛点与难点，为企事业单位解决工程实际问题、推动行业

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 

第四，严格遴选，凝聚共识，广纳优秀导师。创新领军工程博

士生校内指导教师的遴选条件高于统的工学博士生导师，要求有承

担工程类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重点研发计划、重要技术创新项目的

经历，同时突出工程实践经历要求，鼓励聘用合作企业或相关领域

专家担任企业指导教师。重视工程博士生指导教师队伍的建设和管

理，分阶段、有重点地组织创新领军工程博士生导师的宣介和研修

活动，由校领导阐述学校工程博士生培养的思路和定位、方向和举

措，优秀指导教师分享工程博士生培养经验，开展中小型研讨会介

绍国家和学校工程博士生教育发展历程、相关背景与政策文件、学

校工程博士生教育的特色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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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分类评价，从严把关，完善质量保障机制。持续推动研

究生分类发展，落实专业学位博士生质量标准，明确成果对重要工

程的应用价值和工程技术创新性的要求。建立了工程博士学位论文

隐名评审专家库，成立了工程专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制定了创新

领军工程博士学位论文评价指标，明确了对工程技术创新的应用性

评价。为保障学位论文质量，成立项目中心，制定《清华大学创新

领军工程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创新成果要求》《创新领军工程博士

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全过程管理细则》等系列文件，明确博士生资

格考试、文献综述与选题报告、年度进展报告/中期检查、最终研究

报告/预答辩等全过程培养环节，对各培养环节进行了详细规定，对

最终研究报告/预答辩等出口环节坚持高标准、严要求。 

（摘编自：清华大学研究生教育，2023-12-28） 

北京大学：探索研究生学术创新成果综合评价机制 

为破除“唯论文”倾向，北京大学通过教育评价改革，对研究

生学术创新成果综合评价机制进行了深入探索。 

一是以多样学术成果破除“论文至上”。人才培养质量很难完

全以量化的标准来衡量，而是应该以综合能力来评价。2012 年，北

大物理学院现代光学研究所率先改革学位申请条件，取消对博士毕

业生发表 SCI 论文的硬性要求，强调博士研究生在校期间科研贡献、

学术成果的系统性和创新性，赋予博士研究生在研究范畴上更大的

选择权。随后，破除“唯论文”的评价改革探索在北京大学诸多院

系陆续开展。建立了学术创新成果综合评价机制，丰富了学术创新

成果的呈现形式，讲学术论文、专利、软件著作权、著作、应用转

化成果列为学术创新成果。 

二是以过程评价提升育人质量。通过评价改革引导学生全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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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北大经济学院推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机制改革”和“科研创

新评价机制改革”，打破了“唯 GPA”论高低的格局，将评价贯彻学

生培养全过程，有效引领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将研究视野投

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中。完善研究生教育治理

体系，形成了“以制度体系为根基，以研究生教育全过程管理为抓

手，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突破口”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以过程导向替代目标管理，将博士研究生教育评价向培养全过程延

伸，开展在读博士研究生年度审核、导师对博士研究生定期评价、

院系研究生教育年度报告等体制机制建设。 

三是以综合改革培育创新人才。以培养更高水平的创新人才、

取得更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为导向，深化博士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

加强全过程质量管理，推出并落实一系列改革举措，提升人才培养

和学位授予质量。开设科学研究与论文写作课程，课程以讲座形式

开展，请学院各二级学科知名教授和专业编辑讲授，并辅以研究计

划撰写等实操练习，具体内容涉及文献调研与管理使用、科学思维

与研究计划拟定、科研论文与学位论文撰写、学术交流与沟通礼仪、

职业规划与产业转化等。积极谋划交叉融合的创新培养体系建设，

以“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立项支持研究生暑期学校、博士生学术

论坛、博士生学术会议等活动；开设科学精神与学科素养课程，推

出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基层治理等专题证书项目，培养复合型人才；

开展“全球视野研究生学术交流支持计划”，形成“全周期、多体

系、分层次”的国际化培养体系。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2023-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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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制定发布《全球发展行动计划 2030》 

西安交通大学聚焦国家之需、时代之问、世界之变，探索教育、

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深入推进更高水

平的教育对外开放，制定发布《全球发展行动计划 2030》（以下简

称《行动计划》）。《行动计划》在持续推进“一体两翼”开放发展

战略基础上，深入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开创国际交流合作新

格局，建树“一带一路”高等教育行动旗帜，塑造全球发展新动能

新优势，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行动计划》强调，要坚守一个初心、汇聚两类资源、夯实三

个载体、统筹四大要素、提升五种能力、推行十项行动： 

坚守一个初心，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统筹

推进的战略部署，聚焦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坚持“引

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和人类命运共

同体构建贡献智慧和力量。汇聚两类资源，一是坚持引培并举，充

分发挥“全球师资”积极作用。二是加强内外联动，充分发挥“全

球校友”资源优势。夯实三个载体，高质量建设丝绸之路大学联盟、

丝路国际校区、海外创新中心。实施“丝绸之路大学联盟 2.0”计

划，推动联盟从广泛搭建平台到促进深入合作转型；以高水平中外

合作办学机构(项目)与国际联合实验室(中心)建设、高质量留学生

教育、高端人才培训为内涵，打造高等教育全球发展示范区；扩展

潜在合作领域，服务国际人才培养，承载深度合作项目，助力全球

引智引才，推动科技创新与成果孵化应用，探索国际教育、科技、

人才、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统筹国际创新团队、国际创新平台、

国际合作项目、国际合作成果四大要素，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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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团队，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建设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联合

实验室和国际创新平台，承担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牵头组织或深度

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产出具有全球前瞻性、引领性、原创性的合

作成果。提升人才培养(Learning)、科研创新(Innovation)、管理

服务(Governance)、平台支撑(Highlands)、师资保障(Talents)等

五种能力水平，谱写新时代“为世界之光（LIGHT up the World）”

开放合作新篇章。发起推行十项行动，分别是全球融合学习交流行

动、留学交大质量双升行动、海外教研基地发展行动、国际合作研

究推进行动、海外英才引进培养行动、丝路大学联盟升级行动、外

事管理能力提升行动、国际合作办学推进行动、全球承载校园建设

行动、全球影响能力拓展行动。 

（摘编自：西安交通大学微信公众号，2023-11-17） 

北京理工大学：举办全国高校荣誉教育峰会 

2023 年 12 月 23日，北京理工大学举办了第八届全国高校荣誉

教育峰会暨特立育人十年高质量发展论坛。 

荣誉教育以高等教育培养优秀本科生为目标，是大众化教育时

代培养拔尖人才的教育形式。荣誉教育峰会由 C9、E9高校实体荣誉

学院发起，旨在普及荣誉教育先进理念、壮大荣誉教育整体实力、

打造荣誉教育中国品牌，通过峰会的优质平台，互相交流，互相借

鉴，共同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卓越人才，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改革引领高等教育发展，支撑强国建设。本届论坛的主旨为，一是

面向时代的教育命题，深入高等教育在理念创新、课程创新、模式

创新和管理创新中的新趋势，推动荣誉教育不断发展壮大，在教育

改革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二是聚焦创新拔尖人才培养模式，推动

高水平双领人才自主培养、高水平学科专业自主建设、高水平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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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自强、拔尖人才培养范式自主构建，切实推动国家需求与科技

前沿相融合，通识教育与学科交叉相融合。 

徐特立学院是北京理工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改革特区，也

是国内最早建立的荣誉学院之一。学院以“立德铸魂、博雅学术、

名师精育、自我驱动”为培养理念，旨在培养引领人类文明进步、

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重大科学发现和重大科学与工程问题决

策中起决定作用的领军领导人才。徐特立英才班采用“3+1+X”年本

硕博贯通动态学制，构建了学科贯通课程和高端交叉课程构成的课

程体系，由国内外相关领域高层次人才授课，本科第四学年可在导

师指导下修读研究生课程，提前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本科第一学

年强化“数理化科学基础+前沿专业教育”，第二学年开启“一生一

师”因材施教的个性化培养阶段，学生加入导师团队，进入实验室

并开展科研活动。学院课程体系依托学校国家一流课程群建设，由

数理化基础课程、学科骨干课程、学科贯通课程和高端交叉课程组

成，其中，学科贯通课程和高端交叉课程由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知名

学者讲授。打造梯级进阶、协同联动的学生实践创新平台，融合集

成“科技创新月”“大创项目孵化”“学术论坛”等创新实践品牌

活动。实施“汇贤激励计划之寰宇专项”，引导并资助学生开展学

术研究、参加高水平科创竞赛，支持学生海外交流及在地化国际培

养，倡导学生在本科阶段在海外高水平大学学习或国际名企交流，

开放全校各专业访学项目和联合培养项目。 

（来源：北京理工大学，2023-12-21）



国内外高等教育动态（2024年第 1期） 

22 

延伸阅读·发展参考 

◆ 清华大学：“高校+政府+产业”重科技基金 助力五大新兴行业成果转化 

◆ 北京大学：多链融合助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早一公里” 

◆ 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新时代组织工作会议 

◆ 深化基础学科建设：上海交通大学成立思源研究院、浙江大学成立物理高等研究院 

◆ 浙江大学：持续深化工程教育改革 大力推进卓越工程师培养 

◆ 南京大学：促人才队伍量质双升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办文科发展论坛 

◆ 南京理工大学：探索形成国际化人才自主培养的路径 

◆ 西安交通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研究生）成果：人工智能高层次人才培养新体系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赵长禄：交叉与协同基于大学学科特征的组织理念思考 

◆ 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教育强国建设中行业特色型高校发展的新

定位与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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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教资讯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年度工作会议：新时期科学基金改革措施 

2023 年 12 月 18日，2023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会议

召开，会议介绍了新时期科学基金改革思路和举措。 

会议明确，自然科学基金委 2024 年将围绕人才培养、联合资助、

重大类型项目管理等出台系列改革举措，优化人才资助体系、提升

基金资助效能。包括：开展“杰青”项目结题分级评价及延续资助

工作，确定评价等级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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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对优秀人才的长周期稳定资助机制；将女性申请

“杰青”项目的年龄限制放宽到 48 周岁；在基础科学中心项目中单

设赛道，专门资助最高年龄不超过 55 周岁、平均年龄不超过 50 周

岁的年轻科研团队；继续试点对优秀博士研究生、本科生的资助，

坚持“少而精”，为构建高水平基础研究队伍提供“源头活水”。 

会议强调，自然科学基金将在不断完善多元投入机制，优化分

类申请与评审模式，持续推进国际（地区）科技合作与交流，持续

落实科研经费管理改革，持续优化申请要求、减轻申请与评审负担，

推进评审专家被“打招呼”顽疾专项整治工作等方面进行深化改革。

将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简化为“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和“目标导向

类基础研究”两类研究属性；启动国际科研资助部的资助工作；对

试点设立的青年学生基础研究项目实行经费包干制；取消面上项目

连续两年申请未获资助后暂停一年申请的限制；取消面上项目、青

年基金和地区基金不允许博士后研究人员变更依托单位的限制等。 

（摘编自：《中国科学报》，2023-12-21 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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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领域 2023 年重大成果盘点 

“海油观澜号”启航、“深地塔科 1 井”顺利开钻、“深地一

号”获高产油气流分别入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评选的“2023 年度十

大科技新闻”和“2023 国内十大财经新闻”。 

中国海油“海油观澜号”是我国首座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装

机容量 7.25 兆瓦，由浮式基础和风机组成。该平台是世界上第一个

最深最远，同时也是全球首个给海上油气田供电、海域环境最恶劣

的半潜式深远海风电平台。在三角形浮式基础之下，通过 9 根系泊

锚链牢牢固定在水深 120 米的海底，其产生的绿色电力通过 1 条 5

公里长动态海缆接入海上油田群电网。作为我国第一个工作海域距

离海岸线 100 公里以上、水深超过 100 米的浮式风电平台，其在设

计建造中，完成了多个国内外首次，实现了很多创新性突破。它的

建成投用使我国海上风电的自主开发能力从水深不到 50 米提升至

100 米级以上，为国家风电开发从浅海走向深远海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石油“深地塔科 1 井”是中国第一口万米科探井，旨在探

索万米级特深层地质工程科学理论，于 2023 年 5 月 30 日在新疆塔

克拉玛干沙漠鸣笛开钻，设计井深 11100 米，预计钻井周期 457 天。

塔里木盆地油气大多蕴藏在 6000 米以下，8000 米以下油气地质资

源总量超过 90 亿吨油当量，占全国超深层资源量的一半以上，勘探

前景广阔。它的开钻标志着我国向地球深部探测技术系列取得新的

重大突破，为我国未来的科学研究和油气资源开发提供重要的基础

和支持。12 月 25日，深地塔科 1 井已顺利钻至 9000米，标志着该

井已全面进入特深层钻探阶段，将面临复杂多变的岩层、钻井设备

提升负荷增大以及超高温、超高压等多个“拦路虎”，钻探难度呈

几何级数增长。中国石油将加大科技攻关力度，推动抗高温高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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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钻工具、钻井液等工艺技术不断实现迭代升级，加快试验评价万

米取芯、万米测井等装备技术，为这口井“打得直、打得成、打得

好、测得成、压得开”提供坚实支撑保障。 

中国石化“深地一号”跃进 3-3XC 井于 2023 年 11 月 15 日测试

获高产油气流，日产原油 200 吨、天然气 5 万立方米。该井完钻井

深达 9432 米，刷新亚洲最深井斜深和超深层钻井水平位移两项纪

录，证明中国深地系列技术已跨入世界前列。顺北油气田是世界陆

上最深的商业开发油气田之一，也是我国第一个以“深地工程”命

名的油气项目，具有超深、高温、高压的特点，部分油气资源埋深

近万米，油气勘探开发堪称世界级难题。2014 年以来，钻探深度超

过 8000 米的油气井达 108 口，连续 6 年实现重大油气突破，发现 5

个亿吨级油气区带。截至 2023 年 12月 31 日，“深地一号”顺北油

气田累计油气产量当量突破 1000 万吨，其中原油 588.84 万吨、天

然气 51.73 亿立方米。其中，2023 年油气产量当量达 301.32 万吨，

原油、天然气产量均创历史新高，标志着 300 万吨产能阵地顺利建

成。 

此外，中国石化洛阳百万吨乙烯项目暨绿色石化先进材料产业

基地、中国海油海上亿吨级油田垦利 6-1 钻井开发项目、中国石油

全球首创 12000 米特深井自动化钻机应用，分别入选国资委评选的

“2023 年度央企十大超级工程”和“2023 年度央企十大国之重器”。

国际原油跨境数字人民币结算首单交易完成入选中国银行研究院、

金融时报社联合评选的“2023 年国际金融十大新闻”。 

（摘编自：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网站，2024-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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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油一网”召开年度会议：部署 2024 年重点工作 

中国石油：分别召开油气开发和新能源、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等年度工作部署会议。统筹油气开发和新能源业务方面，要构建“稳

油增气、绿色发展、科技创新、管理提升”的总体布局。国内开发

做好 SEC 储采平衡、老油气田“压舱石”、页岩油气革命、采收率

再提高“四大工程”，保障国内油气产量当量 2 亿吨长期效益稳产；

海外业务做好新项目开拓、效益增储、海外“压舱石”、油气保供

“四篇文章”；新能源业务要做好大基地建设、多元市场开拓、深

度融合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四项行动”，构建“油气热电

氢”综合能源供给新格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面，要理顺战略

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现有产业之间的关系，加快布局非常规油

气、新能源、新材料、伴生资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深地深海

能源等未来产业，做好氢能业务发展规划滚动研究。以科技创新和

人才支撑为基础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加快技术研发，加大高精尖人才引进力度，培养一批支撑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的高层次紧缺人才。 

中国石化：召开 2023 年油气勘探开发总结会。明确加大油气勘

探开发力度、加快新能源融合发展、推动稳油增气降本提效等思路。

推进“深地工程”、非常规油气勘探、海域油气勘探取得大突破。

科技创新方面，加强基础研究，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应用，提升

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创新能力。一体协同方面，

加强勘探开发一体化、地质工程一体化、科研生产一体化、技术经

济一体化。 

中国海油：分别召开会议部署油气勘探开发、绿色发展、海洋

油气装备建设等工作。油气勘探开发方面，坚持以“稳定老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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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新油田、拓展低边稠、强化天然气”为工作指引，锚定大中型

油气田勘探思路，实施增储上产攻坚工程，推动油气资源供给保障

中心建设，加强理论与技术的创新攻关，提高勘探本领，获取油气

勘探新成果。海洋油气装备建设方面，打造世界一流工程建设队伍，

打造自主可控的现代化海洋装备体系和设计建造中心；要聚焦“提

质、提产、提速、提效”目标，扎实推进原创技术策源地建设，加

大原创技术供给，加强新领域关键技术和装备攻关。推动深水油气

装备现代产业链建设，在深水油气开发技术装备方面、战略性新兴

产业方面和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绿色发展

方面，从“双碳”专业化人才选拔、新能源科研队伍加快建设、绿

色金融服务拓展等各方面积蓄力量。坚持多元供应，提供更清洁的

能源产品，拓展“天然气+”实践，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油

气勘探开发全流程节能减排，持续提升碳资产开发和管理能力。 

国家管网：召开 2024 年工作会议，明确加快打造服务卓越、品

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与众不同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能源

基础设施运营商的新年目标，推动服务、改革、扩网、创新、人才、

党建等工作走深走实。加快实施扩网计划，运用网络思维高水平规

划“全国一张网”，推动省网高标准融入“全国一张网”，为增强

油气供应保障能力提供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加快建成有全球影响

力的管输科创高地，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数字化智能化

转型，加速管输产业转型升级。培育管理人才、专业精英、技术人

才、管网名匠“四大序列”人才队伍。 

（摘编自：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国家管网网站，

2024-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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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科教资讯 

◆ 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介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上海设立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

有关情况 

◆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召开基础学科支撑强国建设名家研讨会 

◆ 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C9联盟+）举办：澳门大学成为联盟成员 

◆ 《中国科技人才发展报告（2022）》发布：我国稳居世界首位 

◆ 2023年全国十大教育新闻 

◆ 第二届可持续能源发展国际会议在未来科学城举办 

◆ 国家管网：揭牌成立储能技术有限公司 

◆ 国家管网西部管道公司：获批建设新疆多介质管道安全输送重点实验室 

◆ 石油石化行业2023年度成果盘点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3年全国油气勘探开发十大标志性成果 

中国石油企业协会发布2023年度中国石油行业十大新闻 

中国石油2023年度十大新闻 

中国石化2023年十大勘探开发成果 

中国海油2023年十大勘探重大发现和十大勘探关键技术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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