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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高教要情 
（2021 年第 18 期，总第 146 期） 

          

陕西科技大学党办、校办             2021 年 7 月 18 日 

【国内本周要情】 

￭ 青塔研究院发布《高校自设交叉学科研究报告》。《报告》

从“全国交叉学科现状”“交叉学科布局方向”和“交叉学

科发展趋势”三个维度进行数据观察与解读，以期对高校探

寻交叉学科的创新发展路径有所启示。全国交叉学科现状。

“双一流”高校自设交叉学科数占全国交叉学科总数

56.67%。其中，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共有 153个交叉学科，占

比 27.97%，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共有 157 个交叉学科，占比

28.70%。省属高校共建设 295 个交叉学科，占比达 53.93%，

部属高校共建设 252 个交叉学科，占比 46.07%。交叉学科布

局特征。交叉学科主要分为 3种类型：自然科学类（仅包含

自然科学类支撑学科）、人文社科类（仅包含人文社科类支

撑学科）、融合类（包含自然科学类和人文社科类），其中

自然科学类交叉学科达 258 个，占比近 50%。从交叉学科构

成的学科门类来看，工工交叉数量最多达 111个，理工交叉

达 74 个。各高校交叉学科建设，均以本校优势学科为基础。

1770 个支撑学科中，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获评 C-以上等级

的学科占比高达 85.82%，其中 B类学科占比最高，达 4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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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文化、医学为热门交叉方向。随着我国数据科学的加

紧布局，数据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智能+”逐渐融入到制造、教育、医疗、交通等各领域。另

外，文化产业的发展与革新、社会对医疗领域人才需求量增

大，也使文化领域和医学领域成为热门的交叉方向。国家重

大战略需求是未来重点布局方向，当前交叉学科布局，与国

家“十四五”发展要求一致，集中布局在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及空天、海洋等重点

建设方向。（来源：青塔） 

￭ 2021 年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工作开展 高校应避免大量重复

设置“过热”专业。近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发布《关于开

展 2021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强调

高校增设专业应满足《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

家标准》基本要求，保证专业建设的基本质量，高校主管部

门要加强工作指导、预警和预测，避免同一区域（领域）大

量重复设置“过热”专业，做好专业布局结构宏观调控。《通

知》指出，支持高校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区域经济社会和产

业发展需要，设置符合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的专业；支持高

校用好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推进新工科、新医科、

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增设文理、理工、医工等交叉融合的

新专业；要从严控制艺术类专业设置，高校申请增设艺术类

专业，应符合办学定位，并已列入正式发布的学校事业发展

规划，高校主管部门要做好形式审核工作。（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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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

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优良传

统、鲜明特色和突出政治优势，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加强

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

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意见》包括总体要求、把

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治党治国的重要方式、深入开展思想政治

教育、提升基层思想政治工作质量和水平、推动新时代思想

政治工作守正创新发展、构建共同推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大格

局六个部分。（来源：澎湃新闻） 

￭ 孙春兰：加强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 更好发挥体育综合育

人功能。孙春兰指出，各地和学校要全面深入贯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更新教育理念，深化教学改革，把

体育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

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要重点解决时间、

教师、场地、比赛问题，时间上鼓励学校一天一节体育课、

保证每天 1个小时校内体育活动不被挤占，师资力量可以通

过专兼职、购买服务等多渠道补齐缺口，场地设施达到配备

标准、保障体育教学与活动需要。要形成校内竞赛、校际联

赛、选拔性竞赛为一体的大中小学竞赛体系，以赛促教、以

赛促训，带动学校体育发展。（来源：新华社） 

【陕西本周要情】 

￭ 秦创原·第五届陕西省高校科技成果展举办。7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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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秦创原·第五届陕西省高校科技成果展暨校企对接洽

谈会启动会在西咸新区举行，省委副书记胡衡华出席并讲

话。胡衡华强调，要着力提升高校自主创新能力，深耕基

础科学研究，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科研评价体系

和成果转化制度，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不断产出高质

量原创成果。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加快构建龙

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

联合体，提高创新成果产业化、商业化实效。要充分发挥

金融和科技服务机构创新支撑作用，为促进成果转化提供

更多金融产品服务和科技专业服务。要构建良好创新生

态，以高效、精准、周到的服务，让创新创业人才切实感

到贴心、暖心、放心。（来源：教育厅网站） 

（党办校办信息科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