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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高教要情  
（2021 年第 21 期，总第 149 期） 

          

陕西科技大学党办、校办             2021 年 9 月 26 日 

【国内本周要情】 

￭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

设的意见》。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

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意见》。《意见》指出，马克思主

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学院是学习

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马克思主

义学院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

人的主渠道。与新时代新要求相比，马克思主义学院在教育

教学、研究宣传、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还存在差距，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亟待加强。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

学院建设，要坚持正确方向、坚持铸魂育人、坚持守正创新、

坚持系统谋划，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规律、学

科发展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要扎实推动马克思主义学院内涵式发展；要强化马克思主义

学院建设政策支撑机制；要切实加强党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

设的领导，为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提供有力政策指导、组织

保障和经费支持。（来源：教育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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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

2035 年）》。《纲要》在发展目标中指出，到 2025 年，知

识产权强国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到 2035年，我国知识产权综

合竞争力跻身世界前列，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

国基本建成。一要建设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知识产权制度，

二要建设支撑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三要

建设激励创新发展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四要建设便民

利民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五要建设促进知识产权高质

量发展的人文社会环境，六要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

（来源：新华网） 

￭ 两部门发文部署深化相关领域考试招生改革。9 月 24 日，

教育部召开全国高校艺术类专业和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

改革工作视频会议，全面动员和部署做好两项考试招生改革

工作。会议要求，要促进教育公平，进一步加强统考统测，

引导高校不再盲目组织校考；要推进分类考试招生，根据不

同专业人才选拔培养要求采取不同的考试方式，艺术史论等

专业直接依据高考成绩录取，大部分艺术类专业依据高考文

化成绩和省级统考成绩录取；要提升文化底蕴，进一步提高

对艺术体育类考生的高考文化成绩要求；要严格规范管理，

引入校外评委制度，建立健全回避制度、“黑名单”制度等，

坚决堵塞利益交换空间。（来源：教育部网站） 

￭ 2021 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名单公布。9 月 24 日，全国哲

学社会科学办公室公布了 2021 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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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项目、西部项目立项结果。其中，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

立项课题 4642 项，西部项目立项课题 499 项。从项目负责

人所在单位来看，2021 年总立项数最多的单位为厦门大学，

立项项目 68 个，中国人民大学和四川大学各有 57个，并列

第二。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大学、北京师

范大学、西南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北京大学和山东大

学等 9 所高校的总立项数都在 40 项以上，表明了这些高校

在人文社科领域的突出实力。据悉，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主要资助学术分量厚重、创新性强、对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推

动作用的研究成果，每项资助金额为 30-35万元。一般项目

主要资助学术价值较高、具有一定创新性的研究成果，每项

资助金额为 20-25 万元。我校高校立项数量前五位为陕西师

范大学（32 项）、西北大学（31项）、西安交通大学（19 项）、

西北政法大学（13 项）、西安理工大学（8 项）。我校获批

西部项目 2项。（来源：青塔网） 

￭ 清华大学：压缩文科博士生规模。近日，清华大学召开文

科工作会议，清华大学校长邱勇提到，要控制学科规模，压

缩博士生规模。针对接下来的文科建设工作，要控制学科规

模、加快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做好全校人才培养工作、形

成清华的文科文化与文科特色等要求。办小、办精、办出特

色，是清华此次文科建设的思路和决心。强调学科特色，是

“双一流”建设传递出的最新信号，也是更加符合大学发展

自身规律的建设方式。国家“双一流”建设的新阶段下，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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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学科规模、着力发展特色，或许将是高校谋求发展的一大

新风向。（来源：青塔网） 

【陕西本周要情】 

￭ 省财政 2 亿元支持高校提升技术成果转化能力。为优化创

新创业生态，着力提升技术成果转化能力，省财政日前下达

奖补资金 2亿元，支持高校提升技术成果转化能力，加快推

进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建设。奖补资金按照“服务发展、聚

焦薄弱、目标导向、注重绩效”的管理原则，优先与高校横

向课题收入、技术成果转让收入等量化指标挂钩，引导高校

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技术开展转化工作。在用途上，重

点用于支持高校与企业、社会资本共建一批实现技术集成、

熟化和工程化的中试基地；支持高校依托优势学科、国家重

点实验室等平台，在全省范围建设或与地方政府、科研院所、

企业联合建设大学科技园；建立专业化机构，或者委托独立

的成果转化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成果转化；加强成果转化职业

经理人队伍建设；开展项目筛选，挖掘科技成果转化潜力；

改善研究条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承担国家重大科学研究

计划等重大项目的能力；围绕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需

求，聚焦新支柱产业，开展跨学科、跨专业、跨院校联合攻

关，实现高校科研成果最大程度转化。（来源：陕西日报） 

（党办校办信息科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