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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科技大学党办、校办               2016 年 6 月 20 日 

 

【国内本周要情】 
￭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提

出：提升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在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的省

份，按“一省一校”原则重点建设 14 所高校。继续实施中西部

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重点支持学科专业与区域发展需求、地

方产业结构高度契合，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

综合性大学，以及学科优势特色突出，在专业领域具有较大影响

的其他类型本科高校。多方共建行业特色高校，支持部门、行业

协会以合作共建的方式，参与建设一批具有行业特色的中西部高

校，地方政府在学校建设规划、经费投入、人才引进等方面给予

大力支持；优先在国防、农业、能源、矿产、交通、海洋、环保、

医药、通信、建筑、金融、信息服务等领域开展共建，2020 年将

共建学校数量扩大至 100 所，提高中部省属高校受援比例；鼓励

支援高校与受援高校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联合培养研究生和本

科生工作，建设相应学科专业学位点科研基地；支援高校可申请

定向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单列招生指标，用于受援高校现有师

资队伍的培养。（来源：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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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首个科技论文预发布平台正式上线运行。国内首个按国际

通行模式规范运营的科技论文预发布平台—“中国科学院科技论

文预发布平台”13 日上线运行。该平台将与传统的基于期刊成果

发布方式形成有效互补，致力于构建一种新型的学界自治的科研

成果交流和共享平台，保障优秀科研成果首发权的认定，推动科

研成果的开放获取，促进更大范围的学术交流。（来源：新华社） 

￭ 广东省教育厅：14 个专业建议暂缓增设。广东省教育厅发文对

做好高校本科专业设臵工作提出要求，根据全省本科专业布点

率、就业率、第一志愿录取率等情况，建议 2016年高校暂缓增

设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物理学、表演、中医学、国际政治、

公共关系学、安全工程、生态学、资源环境科学、社会学、应用

电子技术教育、法学、汉语言文学等 14个专业。鼓励和支持有

条件的高校对接广东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业、

新材料产业、生物医药产业、以生产性服务业为重心的现代服务

业等重点领域，增设一批理工类专业。（来源：中青在线） 

￭ 人大与北理工部分专业将共制培养方案。中国人民大学与北京

理工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在协同育人、协同创新、队伍交

流、文化建设等方面开展战略合作。据介绍，在协同育人方面，

双方将共同组织教学监控、互认学分，在部分专业共同制定培养

方案或开展双学位教育，并研究与双学位教育衔接的招生模式；

将共同开设教师研修班和管理干部研修班，互聘兼职教授，提升

双方育人队伍建设水平；将共同开展延安精神研究和党建与思想

政治工作交流，继承光荣传统，传承先进文化，共同打造有影响

力的品牌学术论坛。此外，双方还将探索开展协同创新和资源共

享。（来源：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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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可思研究院发布《2016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报告基于

两部分研究对象：毕业半年后的 2015届大学毕业生和毕业 3年

后的 2012届大学毕业生，前者调查样本为 25 万，后者为 4.1万。

主要内容为：经济下行，但总体就业率稳定，2015 届大学生毕业

半年后的就业率（91.7%）与 2014届（92.1%）和 2013 届（91.4%）

基本持平；自主创业比例持续上升，资金支持主要靠父母亲友，

2015届大学毕业生的自主创业比例是 3.0%，比 2014 届（2.9%）

高出 0.1个百分点，资金主要靠父母亲友或个人积蓄，比例为 78%；

毕业 3年后收入涨幅远超城市居民，2015届大学毕业生平均月收

入（3726元）比 2014届（3487元）增长了 239元，比 2013届

（3250 元）增长了 476元。（来源：中国教育报） 

￭ 高等教育强国视角下的“两个一流”。文章在基于高等教育强

国的视角下，从进一步思考我国高等教育的体系完整、进一步思

考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构优化、进一步思考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保

障、进一步思考我国高等教育的评价科学、进一步思考我国高等

教育的特色凸显 5 个方面对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进行了论述。提出：

高等教育强国应该拥有完整的体系，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于人才的

需求呈现出多样性，是有类型和层次之分的，这就要求高校培养

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和不同规格的专门人才，每一所高校都要合

理定位、特色发展，防止“同质化”，避免“一窝蜂”。既要办最

好的本科，也要办最好的研究生教育，如果从现在起我国每年博

士招生规模增长比美国高 4个百分点，到 21 世纪中叶我国授予

博士学位的数量将与美国相当，并使得我国硕士生、博士生的比

例结构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质量的根本是人才培养的质量，教

学质量只是高等教育质量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据《高等教育法》



 

 4 

“高等学校应当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开展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

服务，保证教育教学质量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因此，高等教

育的产出不仅要有毕业生，也要有科研和社会服务成果，高等教

育质量的范畴，包括了教学质量、科研质量和社会服务质量三个

方面，仅仅关注教学质量是远远不够的。（来源：光明日报） 

￭ 深圳大学协同育人助力走出工程硕士培养误区。当前专业硕士

中的工程硕士培养存在两个明显的误区：一是学术化取向，专业

研究生教育与学术型研究生雷同，培养模式定位不清晰、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质量不高；二是工具化取向，把专业学位研究生当

作科学研究的工具，把学生关进实验室，埋头写论文，不给予他

们接触行业和校外实践的机会。深圳大学采取“三个协同”解决

两个误区，实现工程硕士培养创新，即：一是促进“院系+研究

机构”协同，二是促进“学校+知名企业”协同，三是促进“学

校+海外名校”协同。（来源：光明日报） 

【陕西本周要情】 
￭ 董小龙任中共陕西省委高教工委书记。6 月 8日上午，中共陕

西省委高教工委召开干部大会，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田晓东出席会

议并讲话，省委组织部宣教干部处处长陈乃霞宣读省委决定：董

小龙同志任中共陕西省委高教工委书记，李仲为同志不再担任中

共陕西省委高教工委书记。会议由李仲为主持。董小龙，省委高

教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厅长王建利，省委高教工委副书记、省

高教纪工委书记郝利生出席会议。（来源：陕西省教育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