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长期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始终服务国家战略需求，进入新时代以来，

办学实力明显增强，社会声誉显著提升。截至“十三五”末，初步建成“石油

石化学科领域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

一、党的领导不断加强

三、学科水平跃上新台阶

二、立德树人成绩显著

四、人才队伍建设成效显著

五、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

六、开放办学持续巩固

七、办学保障更加有力

八、形成“一校两区”办学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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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学校事业发展纪实



党的领导不断加强

党委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把党的领

导贯穿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卓有成效，确保了办学事业健康发展。

召开党代会，明晰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发展路径 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加快克拉玛依校区建设 对接党和国家新部署新要求，制定“十四五”及中长期发展规划



党的领导不断加强

制定出台一系列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制度文件，把党的领导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

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党内集中教育 涌现出一批先进基层党组织和党员



立德树人成绩显著

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固确立人才培养中心地位，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

体系，深入推进“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加强思想教育，坚持产教融合，构建了

多样化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呈现出学校“大思政”“大育人”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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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关于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大教育体系实施意见（试

行）》，推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大教育体系改革
挖掘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2022北京冬奥会育人资源，

打造行走的“大思政课”，提升育人实效



立德树人成绩显著

21个国家级、13个省部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58个校外工程实践教育基地，5个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140个研究生企业工作站，72个社会实践基地

2020年获得科技部“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国家首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高校

全国首家通过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认证项目的试点单位

在能源高校率先开展工程博士培养，是国家工程博士授权单位

3个基地获评国家产教融合示范基地

持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本科专业全面实现大类招生和培养，形成了多层次的产学研合作人才培养机制；研究生教育工程领军人才培养形成先发优势。

深入推进教学改革，初步架构了融入教学全过程、面向全体学生的研究型教学体系，获得一批教学成果奖项。



学科水平跃上新台阶

学校立足特色优势，建设重点学科链，抢占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交叉点，加强基

础学科建设。国家重点学科覆盖整个石油生产过程，博士点围绕石油生产过程及相关

领域，所有工学本科专业均有博士点的支撑，其他本科专业均有博士、硕士点支撑。

2个 国家“双一流”学科

2个 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5个 国家重点学科

2个 北京市“双一流”学科

2个 北京市高精尖学科

7个 北京市重点学科

完成了在昌平办学30多年来涉及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一次院系调整，

为拓展新的学科方向奠定了良好基础。



学科水平跃上新台阶

3个学科排名进入全国前10%，上榜“中国一流学科”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学科

连续五年蝉联全国第一

上榜“中国顶尖学科”

化学工程

能源和燃料

机械工程

工程学科

地球科学位次进步22

全球百强学科

0.29‰

0.99‰1.07‰

1.797‰

5.296‰
5.924‰

8.271‰

工程学 化学 地球科学材料科学计算机
科学

环境/
生态学

社会科
学总论

2个学科进入ESI全球前1‰

在2022软科中国大学、2022泰晤士亚洲大学、2023 QS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居地矿油高校榜首



人才队伍建设成效显著

学校坚持党管人才，深入实施“人才强校”战略，不断健全教师可持

续发展机制，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持续加强，师资队伍结构进一步优化，

师德师风建设全面加强，人才聚集效应充分显现。

召开人才工作会，深化人才强校战略，
全面规划新时期学校人才工作

举办国际青年精英论坛，为青年学者学术交流
搭建平台，吸引海内外优秀青年人才

举办青年人才“本熹班”，探索党管人才工作新模
式，努力培养造就新时代的“大先生”



人才队伍建设成效显著

两院院士 5 人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3 人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14 人

“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5 人

国家级教学名师 1 人

北京市教学名师 26人

“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9 人

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20人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 4 人

“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6 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铁冠 中国科学院院士徐春明中国科学院院士高德利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根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来斌



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

学校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持续改善科技创新环境，综合科研实力与核心竞争力

持续增强，高质量科技成果持续产出，为石油石化行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在

主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行业技术变革需要中彰显中石大力量。

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科研制度体系，加强科研规范化管理，增强创新动力活力。



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

2011年以来新增重大科研项目

973计划项目 4  项

863计划项目 2  项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 2  项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10  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2  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仪器 3  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67  项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3  项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 2  项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2  项

古地理学报（英文版）石油科学（英文版）

入选国家领军期刊 入选国家重点期刊

连续入选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和中国高校杰出科技期刊

在“中国高校技术发明贡献50强”

榜单中，中石大位列2016-2020年度

国家技术发明奖全国高校并列第八。



开放办学持续巩固

学校坚持开放办学，围绕国家战略、行业区域、国际能源需要，持续推进产

教融合，与行业企业加强育人、科研等领域合作，创新合作模式，加大协同创新力

度，国际化水平和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打造了深化产教融合的中石大样本。

与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等能源行业龙头企业开展全面战略合作 与呼和浩特市、东营市、濮阳市等多地共建联合研究院



开放办学持续巩固

积极构建国际交流合作网络和平台，与海外56个国家196所大学、企业和学术机

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与“一带一路”沿线 93所高校和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发起成立世界能源大学联盟

主办金砖国家青年能源峰会暨国际能源青年大会



办学保障更加有力

学校坚持抓好“软环境”建设，不断完善内部治理体系，扎实推进现代大学制度

建设，逐步破解制约发展的重点领域治理难题；切实加强“硬环境”建设，持续改善

办学条件，拓展办学空间，服务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师生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

针对重点领域治理难题，持续实施“三大攻坚战”



办学保障更加有力



形成“一校两区”办学新格局

学校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投身西部办教育，2015年以来在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克拉玛依市新建校区。七年来，坚持差异化、特色发展，形成了“一校两区”

的办学格局，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出了积极贡献。

打造“高层次、应用型、国际化

”人才培养基地、丝路区域科技

创新和成果转化基地、面向中亚

为主的科技与文化交流基地

坚持“立足新疆、面向西

部、服务全国、辐射中亚

”办学定位

建设西部高等教育和国

家高等工程教育的示范

基地

实践教学四年不断线，企

业高级技术人才参与人才

培养四年不断线



学习回信精神，勇担时代使命

2020 年 7 月 7 日，

习近平总书记给校区首

届 118 名留疆毕业生回

信，总书记的回信既是

对他们扎根新疆、建设

西部人生选择的肯定，

也是对学校服务国家战

略、发展边疆教育交出

优异答卷的充分肯定。



学习回信精神，勇担时代使命

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回信的精神实质，以回信精神引领事业发展

方向，主动对接教育强国、科技强国、能源资源安全等国家战略需求；以

回信精神坚定政治担当，努力推动校区建设；以回信精神推动科教融合、

产教融合，在科技创新中开拓进取、建功立业；以回信精神深化立德树人，

激发师生“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报国热情；以回信精神凝心聚力，踔厉奋

发、笃行不怠，加快建设能源领域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