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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本周要情】 
￭ 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若干规

定》。针对严格执行出国（境）管理规定、兼职取酬管理规定、

科技成果转化取酬有关规定、津贴补贴和奖金发放有关规定、公

务接待管理规定、会议管理等有关规定、婚丧喜庆事宜有关规定

等 7 个方面制定了《规定》。如：学校党员领导干部未经批准不

得在社会团体、基金会、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

和企业兼职；经批准兼职的校级领导人员不得在兼职单位领取薪

酬；经批准兼职的院系及内设机构领导人员在兼职单位获得的报

酬，应当全额上缴学校，由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有关奖励办法，

给予适当奖励。学校不得违反国家政策法规规定发放津贴补贴和

奖金；不得发放已经明令取消的津贴补贴和奖金；不得以有价证

券、支付凭证、商业预付卡、实物等形式发放津贴补贴和奖金；

校级领导干部不得在校内所属单位违规领取津贴、补贴、奖金、

劳务费等。（来源：教育部） 

￭ 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教师队伍建设有关情况。8 月 31 日

召开，发布了教师队伍基本情况：截至 2015 年，全国各级各类

学校共有专任教师 1539万人，其中，高等教育（含高职）157 万

人，比 2014年增长 3.81万；教师年龄结构不断优化，中青年教

师成为高校教师的主体，45岁以下占 71%。另据 7 月教育部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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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015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各类高等教

育在学总规模 3647 万人；普通高等学校 2560 所（含独立学院 275

所），普通高校中本科院校 1219所，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 236.93

万人；全国共有研究生培养机构 792 个，其中，普通高校 575个，

科研机构 217个；研究生招生 64.51 万人，其中，博士生招生 7.44

万人，硕士生招生 57.06 万人；普通高校生师比为 17.73:1，其

中，本科学校 17.69:1。（来源：教育部） 

￭ 浙江启动本科高校分类评价管理改革。今年下半年在本科高校

试行分类评价管理办法，改变千校一面的局面，一些没有竞争力

的弱势专业将会停招。从两个维度进行分类：根据人才培养、学

科建设、科学研究、师资队伍等因素，将高校分为研究为主型、

教学研究型、教学为主型；根据学科门类、专业大类及专业数量

等，将高校分为多科性和综合性。两个维度结合，浙江高校被划

分为 6种类型：综合性研究为主型、多科性研究为主型，综合性

教学研究型、多科性教学研究型，综合性教学为主型、多科性教

学为主型。在此基础上浙江各高校按照分类标准指引，根据自身

实际和发展定位选择申报，一旦选择，原则上 3年内不得调整，

就可以一心一意发展自身优势学科，避免和其他大学的同质化竞

争。（来源：光明网） 

￭ 北京大学拟建深圳校区。8 月 29 日，深圳市政府与北京大学在

广州签署合作备忘录，决定以北大深圳研究生院为基础，深化合

作，共同建设北大深圳校区。根据备忘录内容，双方计划将北大

深圳校区及其附属医院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大学治理结构、合理学

科布局、鲜明国际特色、世界一流水准的教育、学术研究和医疗

机构。据悉，为进一步推动深圳高等教育发展，深圳正洽谈引进

一批其他国内名校共建深圳校区。（来源：新华网） 

￭ 全球化：越来越多的中国高校开始进军海外。美国知名的《外

交政策》发表一篇关于中国教育全球化的文章，文章称中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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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目前已有的成果包括厦门大学马来西亚

分校和老挝苏州大学等，除了马来西亚和老挝，中国正在策划更

多的国际合作，其中包括：浙江大学计划与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开

展应用数据科学方面的合作；北京语言大学计划在日本东京开设

分校；同济大学与意大利展开合作，创建“同济大学弗洛伦撒校

区”；以及最重要的—清华大学与华盛顿大学在西雅图合作创办

的全球创新学院。这有助于提升中国的软实力，这一现象和趋势

非常值得关注。（来源：澎湃新闻） 

￭ 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该做些什么。日前教育部印发了《推

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将围绕“一带一路”重点共建

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致力

于促进民心相通，同时为其他“四通”提供人才支撑。“一带一

路”沿线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约 44 亿，经济

总量约 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 63%和 29%，是目前全球贸

易和跨境投资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与周边国家开展经济合作，

需要各领域人才的支撑，教育必须适应和服务于“一带一路”建

设，着力培养相关人才。为此，教育需要在工程技术、项目设计

与管理、质量控制与保障等方面，商贸、金融、交通、物流、能

源等方面，以及宗教、文化、法律、旅游、小语种等方面做出积

极谋划与贡献。《教育行动》指出，未来 5年将建成 10 个海外科

教基地，每年资助 1 万名沿线国家新生来华学习或研修；未来 3

年，中国每年面向沿线国家公派留学生 2500 人；此外，还将探

索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合作办学，加强“丝绸之路”教师交流，

鼓励沿线各国高等学校在沿线国家发展急需的专业领域联合培

养学生。（来源：人民网） 

￭ 改变高校严进宽出的管理理念。时下，一些重点高校的一二年

级学生不及格率较高已成普遍现象。究其原因，除了各地生源质

量有差异外，一部分学生上大学后放松要求、降低目标也是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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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不少学生专业成绩“红灯”高挂，有的甚至沦落至不得不

退学的境地。数学家丘成桐先生曾感叹：“中国大学生的大学生

活太轻松了。在美国，随着年龄的增大，学习任务也一点点加大，

大学是最苦的；而中国的有些孩子到了大学，却一下子放松下来

了。他们放松的四年，恰好是美国大学生最勤奋的四年，积蓄人

生黄金能量的四年。”过去的“严进宽出”必须改变，高校当顺

应形势要求实施“严出”。唯有健全合理的淘汰机制，学生才不

敢懈怠，才会认真学习。否则，大学的教育质量难以保证，创新

型人才培养也无从谈起。（来源：光明日报） 

【陕西本周要情】 
￭ 我国新设 7 个自贸区，陕西在列。近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

在辽宁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重庆市、四川省、陕西省

新设立 7 个自贸试验区。报道称，8 月 16日陕西省政府常务会议

上，决定按照“边研究、边申报、边改革、边建设”的原则，积

极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申报工作，明确了陕西建设自贸区的

定位、功能和任务，提出要围绕航空航天、商贸物流、文化旅游、

能源金融四大产业，制定扩大开放的正面清单，为内陆地区改革

开放探索有效路径，更好支撑“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来源：

澎湃新闻）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宁夏回族自治区签订合作协议。8月24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宁夏回族自治区签订了合作协议。根据协

议，双方重点将在畜禽养殖、酿酒葡萄、设施农业、特色瓜菜、

粮食生产以及生态环境治理等区域优势产业和技术领域，通过共

建研发基地、联合开展技术攻关、试验示范推广、科技咨询、科

技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合作。（来源：陕

西省教育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