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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科技大学党办、校办               2016 年 5 月 3 日 

 

【国内本周要情】 
￭ 习近平考察中国科技大学、李克强考察四川大学。26 日上午习

近平到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观看了高新技术企业科技成果集

中展示，在智能语音、智能机器人、装备制造业、新材料、生物

医药、智慧新能源等展区同科研单位和企业人员交流。4 月 25日，

李克强到四川大学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考察科技创

新、成果转化等情况，并考察了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来源：

教育部） 

￭ 李克强召开国务院常务会，14 省份各重点支持建设一所高校。

4 月 27 日召开，部署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补“短板”，夯实发展

基础、促进社会公平；确定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

的措施，提升社会文明水平和国家软实力。支持建设一批高水平

大学和学科，扩大中西部学生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在没有

教育部直属高校的 14 个省份各重点支持建设一所高校。推动优

秀文化资源与创意设计、旅游等跨界融合，与新型城镇化紧密结

合，更多融入公共空间，丰富城乡文化内涵。加强品牌建设、知

识产权保护和交易。推进文化资源数字化进程。（来源：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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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十三五”将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由中宣部等六部委

联合主办的“展望十三五”系列报告会上，科技部部长万钢在报

告中表示“十三五”期间，科技部十分重要的一项任务是组建一

批国家实验室。万钢指出，目前中国科技很突出的一个问题是，

在全社会研发经费中，基础研究经费占比长期处于 5%左右，明显

低于主要创新型国家，而且来源单一，主要依靠中央财政投入。

他表示，未来 5年，科技部将进一步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

继续发挥中央财政的主体作用，带动地方财政重视对基础研究进

行投入。（来源：中国科学报） 

￭ 北京大学:设荣誉学士学位，学部内自由转专业。北大校内门

户公布了《北京大学本科教育综合改革指导意见》及《北京大学

2016年本科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要点（试行）》，首次提出设立“荣

誉学士学位”、学部内可自由转专业、在完成各专业毕业所需最

低专业学分要求的基础上可开展自主性深度学习等改革举措。将

加强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的融合，在专业教育中贯穿通识教育的

理念。要确定各专业学生毕业所需的专业核心课程最低学分要

求，学生在完成各专业毕业所需最低专业学分要求的基础上，可

以开展自主性深度学习，建立个性化知识体系和能力素养结构。

设立学生自主选修学分，鼓励学生进行个性化学习和跨学科学

习。对于条件成熟的院系通过设立“荣誉学士学位”和相应的制

度，激励学生选修更具挑战性的荣誉课程并积极参与实践创新。 

￭ 中科院院士胡海岩：别太在意“大学排行榜”。他认为，建学

校、买设备等硬件设施都是快变量，而大学发展恰恰是一个慢变

量积累的过程，所以评价一所大学最少需要以十年为期限，短期

内，素质、育人、大学等都难以量化。大学是具有显著延迟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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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动态系统，对发展的分析需要追溯历史过程和脉络，如民国

黄金十年政府投资、庚子赔款资助留学后归国的博士、清朝末年

的基础教育等共同因素造就了西南联大的辉煌。但是，大学也是

具有多重时间尺度的复杂动态系统，对大学发展的分析必须考察

其不同时间尺度的内部变量，尤其是主导大学发展质量的慢变

量。近 20年正处于中国大学内涵建设积累期，80后、90后会成

为未来学术带头人，中国也将厚积薄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来

源：人民网） 

￭ 港商陈经纬捐 2 亿港元设立“紫荆谷创新创业发展辅导中心”。

香港中国商会主席、香港经纬集团主席陈经纬宣布捐资 2 亿港元，

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内地十所高校设立该“中心”。“中心”

计划辅导时间 5年，每期为 2周至 3 个月，主要以香港青年人和

中小微企业经营者为辅导对象，提供免费辅导，根据各学校的学

科优势，分别设置科技创新与发展、互联网+、中国与一带一路、

文化创意等辅导内容，支持香港中小微企业和青年人更好、更有

成效地在内地发展创业。（来源：人民网） 

￭ 科研经费怎么管才能没问题。科研经费管理存在 9 方面问题：

一是申请立项重复不实；二是预算编制不科学；三是审批论证不

够审查不严；四是拨款下达不及时；五是支出虚假，利用劳务费、

差旅费等套取现金，业务假包等；六是决算不真实不完整审计不

严；七是验收不严格不结题，资产不入账；八是评价不清晰；九

是成果转化不顺畅。如何改进：首先从理念上明确科研经费是

100%科研条件保障，还是有多大比例能够用于科研人员劳动补

偿；其次，从制度上加强科研经费管理制度、强化经费监管，让

违规违纪的人员和现象无处藏身；再次，从关键措施上以科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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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转移转化为突破口，让科研人员分享创新的收益，共同推动创

新型国家建设。（来源：光明日报） 

【陕西本周要情】 
￭ 第四轮全国学科评估工作培训会在西安召开。4月 25 日，教育

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在西安召开了第四轮全国学科评

估工作培训会。学科评估是教育部依据国家颁布的《学位授予和

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对具有博士或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

进行整体水平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进行学科发展状况分析与服

务的一项重要工作。学科评估对于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具有

重要的促进作用。此项工作于 2002 年首次在全国开展，至今已

完成三轮评估，本轮评估为第四轮。 

￭ 陕西高等教育启动大数据服务。由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办，

西安交通大学等单位联合承办的 2016高等教育信息化创新论坛

在交大举行，来自全国百所高校领导、信息化部门负责人及企业

代表 600 余人参加论坛。陕西省高等教育数据中心大数据服务平

台在会议上正式启动，该平台依托陕西省高等教育数据中心，承

担着陕西省高等教育大数据的统计查询、分析评估、咨询建议和

决策支持等应用服务工作的数据平台。（来源：中国新闻网） 

￭ 省教育厅举办新修订《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学习报告会。4

月 26 日举行，邀请教育部法制办公室副主任王大泉作报告。王

大泉指出，两法修正案着重对两部法律中有关教育方针、教育基

本制度、办学体制、管理体制和法律责任等内容作了修订、补充

和完善，着力解决当前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两法修正案的

颁布实施，将为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

量，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