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文化强国建设进行第十七次集体学习，

本期动态转载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强国建设、“一带一路”建

设等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此外，整理了高等教育、行业产业

领域相关政策资讯，供各位领导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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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政要闻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文化强国建设进行第十七次集体学习 

10 月 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设文化强国进行第十七次集

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锚定 2035年

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想，植

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发展具有强

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筑牢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的文化根基。 

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坚持党的领导，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在思想上、

精神上、文化上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

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思想，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

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不断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发展壮大主流价值、主

流舆论、主流文化。 

习近平指出，要着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

效益相统一，把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中

心环节，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围绕提高文化原

创能力，改进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孕育催生

一批深入人心的时代经典，构筑中华文化的新高峰。积极营造良好

文化生态，充分发扬学术民主、文艺民主，支持作家、艺术家和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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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学者扎根生活、潜心创作，推动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持续迸发。探

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

转型，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 

习近平强调，要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着眼

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文化

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重

视发挥文化养心志、育情操的作用，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

质。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完善符合文化领域特点的人才选拔、培养、

使用、激励机制，营造识才、重才、爱才的良好政策环境，建设一

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锐意创新的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 

习近平指出，要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

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

好、弘扬好、发展好。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

涵，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

代内涵，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习近平强调，要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创新开展网络外宣，构建多渠道、立体式

对外传播格局。更加主动地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

国形象。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更加积极主动地

学习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创造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外的

文化成果。 

（节选自：新华社，2024-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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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 

12 月 2 日，第四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在当前严峻复杂的国际环

境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但总体

上机遇大于挑战。我们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

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 

习近平指出，自 2013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在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各方共同努力，共建“一带一路”始终秉持

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始终坚持

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范围不断扩大、合

作层次不断提升，国际感召力、影响力、凝聚力不断增强，取得了

重大成就，为增进同共建国家友谊、促进共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了中国贡献。 

习近平强调，近年来，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在此背景下，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必须妥善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有效克服

地缘冲突影响，正确处理增强共建国家获得感和坚持于我有利的关

系，切实保障我国海外利益安全。 

习近平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

构建新发展格局，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持共商共建共享、

开放绿色廉洁、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指导原则，以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八项行动为指引，以互联互通为主线，坚持高质量发展和

高水平安全相结合、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相结合、科学布局和动态

优化相结合、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相结合，统筹深化基础设施“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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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和同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统筹

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统筹巩固传统领

域合作和稳步拓展新兴领域合作，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机制，不断拓展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 

习近平强调，要重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建设，

完善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统筹管理机制，完善“硬联通”、

“软联通”、“心联通”协调推进机制，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务实合

作机制，完善新兴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机制，完善投融资多元化保障

机制，完善风险防控内外协同机制，完善海外利益保障机制，完善

高水平国际传播机制，完善廉洁丝绸之路合作机制，推进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

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丁薛祥主持会议时表示，要不断强化战略思维、安全意识、系

统观念、国际视野，以推进体系化机制化为重点，持续完善顶层设

计，制定务实措施，深化对外合作，着力培育一批叫得响、有分量

的合作品牌，形成更多示范性、引领性的重大成果，共同开创更高

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 

（节选自：新华社，2024-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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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在巴西召开 

11 月 18 日至 19 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本次峰会主题为“构建公正的世界和可持

续的星球”，三个优先工作领域为：社会包容和抗击饥饿贫困，可

持续发展、能源转型和气候行动，全球治理机构改革。国家主席习

近平应邀出席并围绕峰会主题发表了重要讲话。 

围绕第一阶段议题“抗击饥饿与贫困”讨论时，习近平发表题

为《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的重要讲话。宣布了中国支持

全球发展的八项行动：第一，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进一

步建设立体互联互通网络，为数字丝绸之路赋能。第二，落实全球

发展倡议，建设好全球南方研究中心，深化减贫、粮食安全、数字

经济等各领域务实合作。第三，支持非洲发展，为中非携手推进现

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提供资金支持。第四，支持减贫和粮食安全国际

合作。支持继续举办二十国集团发展部长会，继续主办国际粮食减

损大会。第五，中国同巴西、南非、非盟共同发起“开放科学国际

合作倡议”，推动全球科技创新成果更多惠及全球南方。第六，支

持二十国集团开展造福全球南方的务实合作，支持各方在数字教育、

博物馆数字化等领域开展合作。第七，落实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行

动计划”，同发展中国家加强追逃追赃领域合作。第八，中国将完

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 

围绕第二阶段议题“全球治理机构改革”讨论时，习近平发表

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讲话。提出经济、

金融、贸易、数字、生态等五个方面完善全球治理的理念主张：第

一，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建设合作型世界经济。要致力于加强全球

经济伙伴关系，在财政、金融、货币、结构性改革方面加强宏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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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协调，培育新质生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营造开放、包容、

非歧视的国际经济合作环境。第二，完善全球金融治理，建设稳定

型世界经济。开展世界银行股权审议，共同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

要完善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处置体系，加强数字货币、税收等领

域合作，筑牢全球金融安全网。第三，完善全球贸易治理，建设开

放型世界经济。持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续推进世界贸

易组织改革，避免经济问题政治化、人为割裂全球市场。构建更具

平等性、包容性和建设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伙伴关系。第四，完善全

球数字治理，建设创新型世界经济。在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和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新兴领域规则制定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加强人

工智能国际治理和合作，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第五，

完善全球生态治理，建设生态友好型世界经济。全面有效落实《巴

黎协定》和《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能源转型和

能源安全要坚持先立后破，使清洁能源平稳有序替代传统能源，加

快世界经济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深化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矿

产、绿色交通等领域国际合作。 

（摘编自：外交部网站，2024-11-19） 

延伸阅读·时政要闻 

◆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

上发表重要讲话 

◆ 习近平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重要指示 

◆ 外交部部长谈习近平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

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 

◆ 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全文） 

◆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里约热内卢峰会宣言（摘要） 

http://www.news.cn/20241029/d94848dd97c849d18f1f1538d6134fd5/c.html
http://www.news.cn/20241029/d94848dd97c849d18f1f1538d6134fd5/c.html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11/content_6990047.htm
https://www.mfa.gov.cn/zyxw/202411/t20241123_11531966.shtml
https://www.mfa.gov.cn/zyxw/202411/t20241123_11531966.shtml
https://www.mfa.gov.cn/zyxw/202411/t20241116_11527602.shtml
https://www.mfa.gov.cn/zyxw/202411/t20241120_1152960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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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速递 

国务院报告：“双一流”建设的成效与下一步工作难点重点 

11月 5 日，教育部部长怀进鹏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

报告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以下简称“双一

流”建设）工作情况。报告包括建设进展与成效、面临的形势与问

题、下一步工作考虑三个部分。 

在“双一流”建设的进展与成效方面，报告指出：组织实施上，

一是统筹布局，动态调整“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建设学科。聚焦服

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在国家急需领域加强布局。二是重点突破，

打造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高地。实施一流学科培优行动、“强基计

划”、基础学科系列“101计划”、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

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专项试点，布局建设学科交叉中心、国家卓越

工程师学院。三是创新机制，构建推进高质量建设管理评价模式。

建立健全常态化监测体系，开展多维综合成效评价。四是协同支持，

强化多元投入保障。建立健全中央引导、地方支持、高校自筹、社

会参与的多元投入机制。建设成效上，若干高校和学科逐步进入世

界一流前列，一批高校和学科逐步进入世界一流行列，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大学方阵加速形成。具体体现在八个方面：社会主义办学

方向更加坚定；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显著增强，学科专业设置不断优

化；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显著提升；繁荣中国哲学社会科

学主力军作用更加凸显；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深入推进；高等教育

国际影响力稳步提升；内部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示范带动作用日益

彰显。 

围绕“双一流”建设下一步工作，报告强调了五个方面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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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是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待加强。高校学科化、院

系制的传统办学模式对提升人才创新能力形成一定制约，科技教育

和人文教育协同发展的示范作用仍需彰显，科教融汇、产教融合的

人才培养模式有待加强。二是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不够精准。基础研

究领域和原始创新方面引领性、颠覆性成果产出不足，科技成果转

化效能有待提升。三是教育对外开放面临严峻挑战。高校全球吸引

力还有较大差距，面向 STEM教育、生成式人工智能等领域，参与全

球教育治理的能力有待提升。四是管理评价机制和学科组织模式有

待完善。中国特色的“双一流”标准亟待确定，分类推进高校改革

力度不够，以需求和问题为导向的学科建设组织模式有待探索。五

是资源配置和资金使用管理亟待优化。多元投入机制不够健全，部

分建设高校对优势学科和人才培养的倾斜支持力度不够。 

报告明确了“双一流”建设下一步工作的八个重点： 一是坚持

党的全面领导。全面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加强和改进新时代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整体优化设计高校思政课课程方案，深入推进

课程思政。二是自主科学确定“双一流”标准。更加突出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服务国家战略核心使命、争创世界一流总体目标，完善

以质量、特色、贡献为导向的监测评价体系，实行分类评价，充分

体现服务思政引领、国家安全等领域的贡献。三是构建高质量拔尖

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

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强化科教融汇、产教融合，

深入实施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大力培养卓越工程师，加强一流核

心课程和教材建设。四是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实施教育家

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国优计划”，深化教师管理评价改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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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支持、长周期评价。五是打造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

力量。深入实施一流学科培优行动，实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

计划，加强与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科技领军企业的战略协

同，依托国家大学科技园打造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布局建

设高等研究院。六是创新国际交流合作机制。优化公派留学区域、

高校和学科专业布局，继续推动学科创新引智基地等平台建设，支

持建设高校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稳妥有序推进海外办学。七是

改革组织管理体系。适度扩大“双一流”建设范围，探索目标导向、

需求导向的学科建设新机制，实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构建有

利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统筹推进的体制机制。八是提升资源配置和

财务治理水平。健全中央、地方、企业、社会协同投入机制。推动

建设高校加大资源统筹力度，聚焦优势学科和人才培养，加强资金

使用管理。 

（摘编自：全国人大网，2024-11-06）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快推动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动博

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持续

深化博士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作出系统部署。 

《意见》指出，博士研究生教育是国民教育的最高层次，是国

家创新体系的关键支撑。要坚持立德树人、服务需求、改革创新、

开放融合，推动规模扩大与内涵建设相协调，打造中国特色、世界

一流的博士研究生教育体系，加快建设世界重要博士研究生教育中

心，有的放矢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国内外高等教育动态（2024年第 7期） 

10 

《意见》指出，要完善学科专业体系，强化国家战略人才培养

前瞻布局。完善及时响应国家需求的学科专业设置、建设和调整机

制，加强理工农医类以及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学位授权

点建设，提升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占比，加快关键领域学科专业建

设，强化学科交叉融合发展。要重塑培养流程要素，全面提高人才

自主培养质量。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改革招生管理模式，优化培养

过程，强化分流退出和多向选择，探索建立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培

养分类发展、融通创新机制，完善评价体系，建设高水平导师队伍，

深化创新国际交流合作。要重构协同机制，提高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能力。激发科教融汇活力，激活产教融合动能，赋能区域创新发展，

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 

（摘编自：新华网，2024-10-20） 

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新规发布：推动工程博士教育评价改革 

近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转发《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学位论文与申请学位实践成果基本要求（试行）》（以下简称

《基本要求》），着力构建彰显中国特色、符合教育规律的工程类

专业学位研究生质量评价体系，引领带动教育教学改革，自主培养

卓越工程师和优秀工程技术人才。 

《基本要求》首次明确了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位论

文选题范围和质量要求，首次明确了通过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标准

和程序，进一步强化了专业学位以实践创新能力为导向的培养定位

和标准。适用于现有 8 个专业学位类别，是学位授予单位研究生管

理部门、学位授权点、导师对学位论文或申请学位实践成果进行管

理和评价的指导性文件。 

《基本要求》由四部分组成，分别是概述、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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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学位实践成果基本要求、其他。一是明确了《基本要求》是学

位授予单位研究生管理部门、学位授权点、导师对学位论文或申请

学位实践成果进行管理和评价的指导性文件。二是明确了学位论文

在选题、内容、写作规范和结构、创新与贡献、评价参考要素等方

面的相关要求，强调学位论文应聚焦工程实践和应用研究，着重体

现学位申请人在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独立承担专业实践工作等方

面的能力。三是明确了申请学位实践成果在来源与形式、内容结构、

写作规范、创新与贡献和评价参考要素等方面的相关要求。强调以

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应包括可展示实体和书面总结报告;申请学位流

程应包括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可行性论证、实践成果实施、实践成果

总结报告撰写、实践成果展示与鉴定或评审、实践成果答辩等。 

《基本要求》具有以下三方面特点：一是突出实践性，聚焦工

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独立承担专业实践工作的能力，鼓励学位申

请人着眼世界学术前沿、国家重大需求、行业和区域发展需要“研

究真问题”，并通过实践探索“真解决问题”。二是强调创新性，

要求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在应用创新、技术创新上应有鲜明体现，

鼓励以创新赋能行业产业实践，引领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三是鼓

励多元化，为学位论文选题、实践成果来源与形式提供多样化设计，

鼓励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根据实际开展具有前沿性、应用性、

跨学科、创新性的探索。 

（摘编自：教育部网站，2024-10-30） 

《北京市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指南》发布 

10 月 26 日，《北京市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指南(2024 年)》

发布（以下简称《指南》)。《指南》旨在对学校教育应用人工智能

进行引导和规范，将依据人工智能的创新发展、教育领域探索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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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所取得的成熟经验和典型做法进行动态调整和更新。 

《指南》坚持“立德树人、公平优质、融合创新、审慎包容、

安全可靠”五项原则，对以“智”助教、以“智”助学、以“智”助

评、以“智”助育、以“智”助研、以“智”助管等六大领域的 29

个典型场景提出了引导和规范，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在教学、管理、

科研等各个环节中充分发挥作用，为教育工作者提供明确的操作框

架。 

以“智”助教领域，发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学创新价值，为

教师提供智能智教学助手，积极利用人工智能、知识图谱等技术在

教师备课、课堂管理、教学分析等应用场景方面开展实践探索，推

动跨学科主题学习设计与教学评一致性实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实现教师工作提质增效减负。 

以“智”助学领域，围绕“以学生为中心”理念，利用人工智

能技术开发个性化学习、语言学习、情境式学习和智能辅导系统等

应用场景，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探索性、创新性思维发展。通

过推进探究式学习、跨学科主题学习、项目式学习，全面提升学生

的核心素养，确保学生在复杂环境中具备解决问题和创新的能力。 

以“智”助评领域，围绕“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

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要求，利用人工智能构建面向师生的

多元化评价体系，建立符合育人理念和社会伦理的评价标准，探索

通过“五育融合”学生画像、研究生学术评估等场景，实现更加客

观、全面和及时的评价，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以“智”助育领域，围绕“五育并举”育人方式创新，积极利

用人工智能技术在智能阅读、智能体育训练、智能美育教育、个性

化心理支持等方面开展实践探索，提升学生的体质健康，培养学生

的审美情趣和文化素养，深化学生对劳动价值的认识，引导学生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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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终身学习的习惯。 

以“智”助研领域，借助人工智能构建新型智能教研生态，开

展全域教研、实验教研、协同教研，支持群智协同共进、个体自主

发展研修式创新；建立智能科研实验平台，人机协同加速知识创新

和技术突破，为解决复杂问题和探索未知领域提供新的工具和视角。 

以“智”助管领域，利用人工智能实现多模态、全景式、动态

化的校园智能化管理，探索学生信息智能管理、校园安全智能监控、

教务管理智能化等多元场景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升级，建立多元主体

参与教育数智治理体系，提升智能化管理水平和教育治理效能，实

现教育管理服务的高效化、科学化和精准化。 

（摘编自：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网站，2024-10-28） 

国务院常务会审议通过新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 

11月 8 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版《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会议要求，要强化基础研究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布局，加

大对重大原创性、交叉学科创新等项目资助力度，培养青年科学技

术人才，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

和技术源头供给。要支持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基础研究，鼓励企业和

其他组织投入资金开展联合资助，建立科技创新合作机制，凝聚推

动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要依法规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坚持

公开、公平、公正，健全绩效评估机制，严惩违背科研诚信等行为，

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作风学风。 

新版《条例》的具体调整主要包括： 

一是支撑高水平自立自强方面，强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工作应

当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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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生命健康。鼓励原创性基础研究工作，对重大原创性、交叉学

科创新等基金资助项目，制定专门的申请与评审规定。支持在科学

技术领域取得突出成绩且具有明显创新潜力的青年人才。 

二是建立科技创新合作机制方面，鼓励地方人民政府、企业和

其他组织投入资金开展联合资助，以及社会力量的捐赠。加强基金

资助项目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管理，支持研究成果开放获取，促进

研究成果转化。 

三是提升基金资助效能方面，开展基金运行情况的绩效评价，

根据评价结果调整完善政策、改进管理、优化预算安排。建立健全

绩效管理制度，定期对基金使用情况开展绩效评价，强化绩效评价

结果应用，加大绩效信息公开力度。 

四是科研诚信和科技伦理方面，强调不得从事危害国家安全、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危害人体健康、违背科研诚信和科技伦理的科

学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活动。依托单位应当建立和完善基金资助项

目管理、科研诚信、科技伦理管理等制度。 

（摘编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2024-11-09） 

延伸阅读·政策速递 

◆ 《关于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工作情况的报告》（全文） 

◆ 关于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工作情况报告的专题询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全文）、答记者问（上）（下） 

◆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发布《大力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的指导意见》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全文） 

◆ 《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与申请学位实践成果基本要求（试行）》（全文） 

◆ 《北京市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指南》（全文） 

◆ 《工程教育认证标准（2024版）》修订发布 

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411/t20241106_440613.html
http://www.npc.gov.cn/wszb/zzzb45/
https://mp.weixin.qq.com/s/LkCCyC5VHl9Y0eJFlcectA
https://mp.weixin.qq.com/s/T9oyB99Zx94S0pCfJIdGrw
https://mp.weixin.qq.com/s/dSBNOgDOx3SdqR8GtAAyHg
https://mp.weixin.qq.com/s/1BQ0zqx4V4vVz5YeED4B2Q
https://mp.weixin.qq.com/s/1BQ0zqx4V4vVz5YeED4B2Q
https://www.gov.cn/2007lh/content_542941.htm
https://www.gov.cn/2007lh/content_542941.htm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7600/202410/t20241030_1159900.html?authkey=boxdr3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7600/202410/t20241030_1159900.html?authkey=boxdr3
https://jw.beijing.gov.cn/xxgk/2024zcwj/2024qtwj/202410/W020241028527811757298.pdf
https://www.ceeaa.org.cn/gcjyzyrzxh/xwdt/tzgg56/677023/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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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参考 

教育部首批“人工智能+高等教育”应用场景典型案例 

日前，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公布了首批 18 个“人工智能+高等教

育”应用场景典型案例，旨在推动高校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辅助下开

展教育教学创新，促进人工智能在高等教育中的广泛应用，不断提

升人才培养质量。以下是相关案例整理。 

清华大学 将独立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千亿参数大模型

GLM4作为平台与技术基座，通过万亿字符的文本与代码预训练，采

用有监督微调技术，开发了“智谱清言”生成式 AI助手，并开展了

八门课程试点工作，利用现有的教学数据、公开论文、慕课资源等

资料，在 GLM4 的基础上，通过微调形成不同课程的垂直领域模型，

开发专属的人工智能助教，实现范例生成、自动出题、答疑解惑、

运算推理、评价引导等功能。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打造了人工智能赋能的全过程交互式在线

教学平台。基于生成式大模型、机器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打

通教师线上线下各个教学环节，实现课前预习-课中学习-课后复习

-课程答疑全过程学习过程闭环。以学校覆盖的 323间智慧教室为基

础底座，对录制的课程资源开展数字化加工。以全过程在线教学平

台为条件支撑，开发了全天候伴随式知识智能答疑助手，解决学生

学习过程中的各项问题。 

北京理工大学 建设了专业知识图谱驱动的智慧教学系统，涵盖

“一个核心、四个平台、N个场景”。定制开发了“乐学平台、延河

课堂、学业大数据分析、教务系统”，形成了智慧教育的平台支撑，

定制开发“艾比特”机器人，建立全新的知识服务与交互模式。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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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能够帮助教育者高效组织教学内容，同时为学生提供定制化的

学习路径和资源，丰富了教学方式和学习体验。 

北京邮电大学 推出“码上”平台，利用先进的大模型技术，为

编程教育提供智能化支持。该平台借助强大的大模型技术，为教师

与学生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智能化编程学习环境。它不仅使教师能更

高效地传授编程知识，还让学生通过亲身实践和互动体验深入理解

编程的精髓。能够实现一对一辅导，提供代码纠错、问题答疑、代

码解释等智能辅导的亮点功能。 

北京师范大学 建设了创新“AI”课堂教学智能评测系统，智慧

教室采用了高级服务器，包括智能摄像头、智能音响、智能投屏等

功能，可以通过智能连接实现互联互通；配备了智能管理系统，可

以实时监控教室内的教学情况。创新“AI+”系统能够实时监测和分

析教师教学行为、学生学习行为、教学内容与课堂组织形式，对教

师教态风格、学生专注度和教学知识点等多维度指标进行量化评估

和可视化展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聚焦“作物智慧生产实践”实践环节，针对

作物生产中农情监测效率低下、农事决策依赖经验、农机作业效率

低和效果差等问题，以“人工智能+作物生产”为核心搭建了一整套

系统。依托农情信息立体化感知、农作系统数字化设计和农田管理

精确化作业三大模块制成的总体构架，开展作物智慧生产实践，培

养学生农业数据高效采集、信息挖掘与生产决策、智能作业等方面

的实践能力与创新素养。 

更多“人工智能+高等教育”案例见“延伸阅读”，部分平台可

注册体验。 

（摘编自：“高校教师发展工作室”微信公众号，2024-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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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重塑科研管理模式和管理组织架构 

11月 6 日，复旦大学成立交叉研究发展中心、基础研究发展中

心、应用技术发展中心、先进技术发展中心四个校级科研发展中心，

通过邀请一批活跃的中青年优秀科学家参与学校科研管理、统筹谋

划，充分发挥科学家在学校科研管理服务工作中的学术支撑作用。 

交叉研究发展中心：瞄准科技前沿与关键领域，推进跨学科交

叉融合与交叉学科研究的学术生态建设，推动有组织的文理医工多

学科交叉研究，培育高水平跨学科交叉研究团队。中心工作宗旨为

“相遇、相知、相融”，所谓“相遇”，是将不同学科的人聚在一

起；所谓“相知”，是在聚的过程中，让不同学科的人去了解别人

在干什么；所谓“相融”，是在此基础上，主动布局交叉项目、推

动有组织科研。未来三年，中心还将围绕提升交叉研究合作能力、

强化科学智能生态体系、推进人文社科交叉研究、全面提升交叉研

究成果四方面继续推进相关工作，近期拟与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合

作成立科学智能工作组、启动医学人文与叙事医学研究项目等。 

基础研究发展中心：汇集各个院系教师，推动学校基础研究领

域的科研工作组织谋划、学术交流活动组织，凝练基础研究重要科

学问题，组织谋划重大科研项目和重要科研平台；对接科技部基础

司、上海市科委基础研究处等部门，主动参与国家和地方基础研究

相关科研规划的制定，协助负责与 Science 学术期刊的对接等。中

心工作主要围绕基础研究人才支持体系建设、培育科研文化、提升

基础研究学科建设三方面展开。未来三年，中心将有组织地提升学

校国际学术影响力、有组织地培育一批青年科学家、有组织地凝练

一批重大基础研究项目、有组织地推动建立若干国家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 

应用技术发展中心：基于复旦大学创新策源地及综合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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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势，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与应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

融合，推动学校与产业、政府、其他组织机构与基金等之间的信息

交换与互动，为科研成果培育较强的前导孵化能力，争取尽早孵化

出一批具有复旦创新特色、具有重大行业影响力的产业化项目，服

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和地方经济需求。中心的项目工作分为内源性和

外源性项目两方面，前者重点关注具有应用转化潜力的技术成果，

开门育苗，主动对接，为其提供后续转化与应用的支持；后者主动

对接产业界需求，并精准组织校内相关团队进行协同攻关。 

先进技术发展中心：凝聚全校先进技术应用领域的优势科研力

量，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重大需求为基本原则，开展“保存量、创增

量、优化机制、引进人才”四方面的重点任务。通过盘点存量，该

中心在智能算法和技术、先进装备器件和系统集成、生命科学和人

因工程学等方面已经形成了品牌优势。在已有基础上，中心将着重

加强系统布局，通过交流合作，提升承接大项目能力，实现从“能

做项目”到“能做大项目”的转变。为突破增量，中心将会建立人

才库，培养和形成人才梯队，引进领军人才，此外还会进一步借助

外力，预先布局，全面加强先进装备科研和成果转化能力。 

科研发展中心尝试将学术研究和行政管理融合起来，更好发挥

“教授治校”功能，是复旦大学对科研管理模式和管理组织架构的

创新性重塑。推动科研人员走出舒适圈和熟悉的专业领域，有更高

的战略、更宽的眼界、更新的角度、更活的思维和更长远的目标，

以服务赋能科研管理，促进多学科交流合作，推动有组织科研，最

终成长为战略科学家。未来，校级科研发展中心还将逐步建立人才

数据库，为不同学科背景之间的研究者搭建合作桥梁。 

（摘编自：复旦大学网站，2024-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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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发布“校友终身学习计划” 

日前，华东师范大学举办校友日活动，发布“校友终身学习计

划”，推出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校友终身学习计划”，旨在为校

友职业发展、生活幸福和文化追求提供持续学习和不断发展的机会。 

“校友终身学习计划”共有四大特点。一是前沿理念引领，以

国际视野和未来趋势为导向，发挥华东师范大学学科优势，将前沿

的教育理念和研究成果融入课程，促进职业发展。二是师大学者领

衔，汇聚华东师范大学学者的教育智慧，将以其深厚的学术背景和

前瞻性思考，提供高端的专业指导和知识传输。三是跨界知识融合，

通过跨领域的课程设计，实现知识的创新融合，培养综合素质和跨

领域解决问题的能力，以适应未来社会的多元需求。四是灵活学习

模式，深刻理解成人学习者的需求，通过线上模块化课程设计，支

持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高效学习，构建终身学习生态。 

“校友终身学习计划”提供线上与线下两大学习模式，为全年

龄段的校友们提供全面而深入的学习体验。一方面，线上学习平台

为校友提供线上教育资源。平台涵盖“家庭教育、心理健康、自我

成长、传统文化、人工智能、思维训练、信息素养、艺术欣赏、课

堂变革”九大课程板块，提供近 60 门课程，总计近 600个微视频。

课程由华东师范大学各领域专家教授潜心研发、亲自授课，课程内

容丰富多元，充满知识性和趣味性。另一方面，不定期举办各类线

下学习活动，通过整合校内外多学科优势资源，为校友们提供与专

家面对面交流、与校友间相互学习的宝贵机会，全方位助力校友的

事业发展与幸福生活。 

（摘编自：华东师范大学网站，2024-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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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发展参考 

◆ 教育部首批“人工智能+高等教育”应用场景典型案例参考 

◆ 清华大学：书院制改革向纵深推进 

◆ 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全国第一所全球领导力学院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多元引擎”驱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 西安交通大学：启动 “珠峰计划” 培养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成立“银龄”辅导员工作站 

◆ 重庆大学：以“头部企业”工程为牵引深化产教融合 服务高质量发展 

◆ 天津大学：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 华南理工大学：实施全球引才战略 

◆ 北京邮电大学：实施“数字教育工程” 

https://mp.weixin.qq.com/s/RQ9WGvxM9oVy6uesCkKz_Q
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24-10/28/content_144740_17931166.htm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MzAyOTI1Mg==&mid=2653138743&idx=1&sn=49ccf1d6fa082dc586664510f47e1e79&chksm=809f3f38b05ee5e945b30ddf8205b7adb88f7c661657181a59d76ca023a8c2d64f7a58ec2061&scene=126&sessionid=1730960767#rd
http://news.ustc.edu.cn/info/1056/89120.htm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13782773187020860&wfr=spider&for=pc
https://news.nwsuaf.edu.cn/xnxw/6c3c0f640aea42c7baa0121bdeccdf60.htm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3165/202410/t20241009_1156433.html
http://news.tju.edu.cn/info/1003/72709.htm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3165/202410/t20241014_1157299.html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3165/202411/t20241126_11646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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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教资讯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访问巴西 

11月 25至 27日，教育部部长怀进鹏访问巴西。此访旨在落实

习近平主席访问巴西与卢拉总统在教育领域达成的共识，促进中巴

教育交流合作全面提质增效，与巴西携手共建面向下一个“黄金 50

年”的教育伙伴关系。 

怀进鹏与巴西教育部部长桑塔纳会谈，就建立部级磋商机制、

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科研合作与成果转化及语言教学、基础教育、

职业教育、数字教育等方面合作充分交流并达成广泛共识，签署两

国关于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的谅解备忘录、关于葡萄牙语教学领

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桑塔纳认为此访是中巴教育合作史上新的“里

程碑”，将进一步拉紧中巴教育合作和人文交流纽带。 

怀进鹏出席中国高等教育展时表示，两国元首对中巴关系的定

位为两国教育合作提供了广阔前景和重要指引。面向未来，高等教

育交流合作将在中巴关系中发挥先导性和基础性作用，推动两国共

同开辟新的发展道路，构建命运共同体。怀进鹏提出，希望中巴教

育界共同努力，夯实两国高校间交流与合作，推动国际学术科研合

作和学生学者流动，在开放互鉴中促进两国高水平人才培养和科研

创新质量提升。 

怀进鹏还访问了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与巴西教育部副部长布

拉西尔共同见证了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与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签署

合作建设“中巴卓越工程师学院”的谅解备忘录以及“中巴科技创

新中心”揭牌。 

（摘编自：教育部网站、人民网，2024-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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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睿唯安与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布《2024 研究前沿》 

日前，科睿唯安与中国科学院今天联合发布了《2024研究前沿》

报告，遴选和展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 11大学科领域中的热点前

沿和新兴前沿。 

《2024 研究前沿》报告以文献计量学中的共被引分析方法为基

础，基于科睿唯安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ESI）数据库

中的 13318 个研究前沿，共遴选出 125 个研究前沿，包括 110 个热

点前沿和 15 个新兴前沿。11 个学科领域分别为：农业科学、植物

学和动物学，生态与环境科学，地球科学，临床医学，生物科学，

化学与材料科学，物理，天文学与天体物理，数学，信息科学，经

济学、心理学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 

地球科学领域，“地下储氢技术发展潜力”“煤中稀土元素的

赋存特征与富集提取研究”“放射性碳测年校正曲线研究、数据集

分析与应用”等研究主题入选热点前沿 Top10。其中，地下储氢技术

是利用地下地质构造实现大规模氢能高压气态储存，是未来氢能大

规模储备的重要发展方向，我校在“地下储氢技术发展潜力研究”

研究前沿施引论文 Top产出机构中排名全球第 4。 

生态与环境科学领域，“二氧化碳和氮气高效催化合成尿素技

术”“用于污染物降解的过氧单硫酸盐活化剂及活化机制”“二氧

化碳直接空气捕获的技术经济评估”等研究主题入选热点前沿

Top10。 

化学与材料科学领域，“硒化锑薄膜太阳能电池”“阴离子交

换膜燃料电池和水电解池”“氧化还原液流电池”等研究主题入选

热点前沿 Top10；“用于高效有机太阳能电池的小分子受体材料”

“有机电化学晶体管”“用于锂金属电池的聚合物固态电解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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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新兴前沿。 

信息科学领域，“通信感知一体化研究”“可解释人工智能的

理论基础与应用”“利用深度迁移学习实现高精度智能故障诊断”

等研究主题入选热点前沿 Top10。 

经济学、心理学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气候变化与投资决策

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深度学习算法与金融预测、资产定价”“人

工智能伦理准则”等研究主题入选热点前沿 Top10；“生成式 AI 技

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及影响”入选新兴前沿。 

今年是《研究前沿》系列报告连续发布的第 11 年。《2024研究

前沿热度指数》报告同时发布，评估了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在 125

个研究前沿中的研究活跃程度。报告显示：在 11 大学科领域整体层

面，美国仍是最为活跃的国家，中国继续排名第二，排名前五的国

家还包括英国、德国和法国。 

（摘编自：科睿唯安，2024-11-27） 

美国联邦政府发布新一轮“STEM 教育五年规划” 

11月 26 日，美国发布了新一轮联邦政府关于 STEM 教育的五年

规划——《推进 STEM 教育和培养 STEM 人才的联邦战略计划》（以

下简称《STEM教育规划》）。 

《STEM 教育规划》旨在实现联邦政府新时期关于 STEM 教育的

目标，即：为所有人拓展机会，培养应对我们这个时代巨大挑战所

需的 STEM 劳动力，从应对气候危机到实现人工智能（AI）的效益，

并防控相关风险。规划提出了三项跨领域原则：一是 STEM 教育的便

捷获取和平等参与原则，为全国各地每个社区的每个个体提供适宜

的行动。二是构建 STEM 伙伴关系和生态系统发展原则，发展多机

构、多部门开展 STEM 教育的合作伙伴关系，推进 STEM 教育生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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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发展。三是实行 STEM 教育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分享政府在此过程

中开发的知识和资源。 

推进 STEM教育和 STEM人才培养的基本框架 

 

《STEM 教育规划》提出了推进 STEM教育和培养全国 STEM人才

所需的五个相互依存的支柱，分别是：STEM 教育参与、STEM 教学与

学习、STEM 领域劳动力、STEM 研究和创新能力、STEM 环境。五个

支柱各自包括三个目标，目标下设国家愿景、面临机遇和挑战、实

现方法等。其中，“本科生和研究生的 STEM 教育”作为 STEM教学

与学习目标之一，其方法包括：纳入最佳新兴实践方法培养可迁移

技能、支持学生参与多学科学习课程和基于真实工作环境学习，提

供行业、政府和产业领袖的导师指导的机会等。 

（摘编自：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2024-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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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央企发布能源领域人工智能大模型 

近日，中国海油、国家管网相继发布了“海能”人工智能模型

和“管网”大模型。 

“海能”人工智能模型：由中国海油与中国电信、科大讯飞等

企业合作推出，依托海量数据资源，集成既有模型，兼顾专业和通

用场景。此次，共推出了 5 个专业场景模型和 6 个通用场景模型，

推动实现“升规模、升效率、升体验，降成本、降风险、降直接接

触”。专业场景模型针对海上油田稳产增产、安全钻井、海工制造、

设备维护、LNG（液化天然气）贸易、油气销售等场景，构建数据驱

动、业务协同的新模式，进一步提升产业数智化水平。通用场景模

型针对招标采办、员工健康、辅助办公等需求推出智能应用，助力

业务管理和办公效率提升。此外，中国海油还规划了“智能油气田、

智能工程、智能工厂”等 8大类 100多个业务场景模型。 

“管网”大模型：打造了“制程+数据+IT+大模型”体系，采用

全国产化算力底座和技术栈，首批部署 200P集中智算算力，上线 20

余项应用场景，赋能 10 万公里油气管网建设运营和资源配置优化。

一是办公场景，通过管网千问、制程慧答等面向全体员工的公共服

务；二是工程场景，提供便捷设计与建设准则查询服务。三是生产

场景，对压缩机组潜在故障实时诊断，实现预知性维检；四是市场

场景，结合关键管段的管输能力和上下载量数据，对周转量和管输

费进行多维度预测，形成最佳输送路径。五是调控场景，通过天然

气“运气先知”对未来 15天内管道出气及管存量进行预测，基于智

能体技术将大量人工作业转变为智能调控。六是安全场景，识别管

道本体缺陷特征，推演安全风险扩散趋势。 

（摘编自：中国海油、国家管网，2024-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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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科教资讯 

◆ 教育部召开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参赛学生代表重

要回信精神座谈会 

◆ 工信部、财政部、国家数据局联合部署建设新材料大数据中心 

◆ 《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北京倡议》发布 

◆ 科睿唯安与中国科学院：《2024研究前沿》（报告全文） 

◆ 高等教育强国指数2024发布 

◆ 国际能源署（IEA）发布《2024能源技术展望》 

◆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 

◆ 《推进STEM教育和培养STEM人才的联邦战略计划》（全文） 

◆ 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局发布关于高等教育合作办学的建议报告 

◆ 国际石油公司拓展CCUS领域布局 

◆ 聚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二十九次会议（COP29）： 

COP29“巴库气候团结契约”一揽子平衡成果 

COP29-IEA高级别能源转型对话：能源转型的五大关键机会 

《COP29氢能宣言》：扩大可再生、清洁和低碳氢能生产 

中方COP29基本立场和主张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24年度报告》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15667178959437441&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15667178959437441&wfr=spider&for=pc
https://mp.weixin.qq.com/s/el2bTC3C8T3AUm8NUKkHaw
http://www.jyb.cn/rmtzcg/xwy/wzxw/202410/t20241014_2111255792.html
https://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4/10/532766.shtm
https://mp.weixin.qq.com/s/aPED3KQOPUzb4jnacaSL1Q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4/11/2024fedSTEMplan.pdf
https://mp.weixin.qq.com/s/pAWTLxWezi_790efekebhA
https://mp.weixin.qq.com/s/HI-0eCl9RZaZX2e3bn8mvA
https://mp.weixin.qq.com/s/4TjLa_kCOPCdStSfiGkYyw
https://mp.weixin.qq.com/s/jaCfDBKZWfwzfr213_FDSg
https://mp.weixin.qq.com/s/IrjqqR-hSxK2EynkDTLSTQ
https://www.cma.gov.cn/ztbd/2024zt/20241104/2024110402/202411/t20241111_6684846.html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11/content_6986237.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