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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前沿

5月 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文史哲》

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对办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提出殷切期望。

5月 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出席教育部直属高校

工作咨询委员会全体会议。孙春兰强调重视和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引导

教师做“大先生”，培养一流人才、建设一流学科、产出一流成果，加快推

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5月 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十四五”

时期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实施方案》，明确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建设目标、建

设任务、实施范围和遴选标准，提出中央高校“双一流”建设、在京高校疏解

及南疆高校建设等建设任务。

5月 10日，教育部公示了课程思政示范项目名单，拟确定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700门、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团队 700个、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 30个。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金融》《社会学概论》入选普通本科教育思政示范课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系列讲座》入选研究生教育思政

示范课程，《国际贸易概论》入选继续教育思政示范课程。

5月 10日，教育部召开师德专题教育启动部署会，就各地各校认真抓好师德

专题教育进行工作部署。

5月 6日，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

指出，要完善强化学校美育评价机制。高校要健全评价体系，将美育政策落

实情况、学生艺术素质测评情况等纳入督导评估，把美育纳入高校本科教学

工作评估和“双一流”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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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3日，教育部举行新闻通气会，介绍 2021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进展

和就业促进周活动有关情况，会议强调要全力做好 2021年度 909万高校毕

业生就业工作。

国内动态

5月 4日，北京大学成立中共党史研究中心。这是北大校内第一个中共党史

专门研究机构。该中心将整合北大校内相关学科、学术资源，努力建设成具

有国际一流水平和鲜明北大特色的学术研究重镇、党史教育基地、国情政策

智库、数据史料宝库。

5月 6日，广东省教育厅、汕尾市人民政府、华南师范大学、深圳大学四方

共建华南师范大学汕尾校区签约仪式在广州举行。华南师范大学汕尾校区预

计 2021年秋季首批招生，一期拟布局建设 6-8个学院和相关教学科研机构，

包括约 20个本科专业。

5月 8日，在浙江工商大学 110周年校庆日，中静新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出

资 3.5亿元人民币，成立浙江工商大学英贤专项基金，资助浙江工商大学建

设全国首家慈善学院，培养本、硕、博国民教育系列公益慈善人才，助力学

校提升办学和人才培养质量。

5月 9日，南开大学成立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该中心由南开大学经济学

院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联合创办。

5月 10日，粤港澳高校工科联盟在深圳人才研修院智汇中心成立。联盟由哈

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澳门大

学共同发起，设立常任委员会及委员会，采取轮值主任制，是在粤港澳高校

联盟框架下由三地院校共同发起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的专业合作联盟，旨在

提升粤港澳三地在学术联盟体系建设、科技领域创新研究、工程精英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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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等方面的合作层次和水平，促进三地交流协作、资源共建共享。

5月 8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三方共建

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中小企业研究院”正式揭牌成立。三方将努力把研究

院打造成“新平台、大网络，跨学科、重交叉，促创新、高产出”的高端智

库，在决策咨询、理论创新和舆论引导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5月10日，天津市政府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正式签署合作协议，

在津共建中国医学科技创新体系核心基地天津基地（中国医学科学院天津医

学健康研究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天津校区）。

5月 12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公布，自 2022年开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不

再招收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体现了学术研究型项目主要面向博士，专业硕

士面向就业的发展趋势。

5月 11日，山东大学召开现代教育质量文化建设报告会，部署新一轮本科教

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副主任李智在报告会上

对新一轮审核评估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原则、工作目标、主要内容、评估

办法、评估流程等做了详细介绍。

5月 1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海南省教育厅在海口举行教育合作发展签约

仪式，双方将在教育教学、平台搭建、人才培养、教师队伍建设等 8个方面

加强交流合作。两地高校计划开展师生互派、干部交流挂职、研究生联合培

养、共建“教学实践基地”等合作。

近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浙江大学、正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在杭州共同主

办了“加强数字化建设助推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研讨会，会上启动了中国

高等教育学会重大研究项目“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暨公益捐赠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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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辽宁省教育厅公布了 2020年推进省内普通高校开放办学工作阶段性

成果。开放办学是辽宁高校增强合力、提升整体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包

括联合培养学生、跨校互聘教师、建立科研合作联动机制等。

国际视野

5月 11日下午，泰晤士高等教育发布了 2021年度中国学科评级结果。评级

涵盖 90所中国大陆高校，以及全球 1420所院校，其中，中国人民大学 A级

学科 13个，占该校总学科数的 54.17%。

5月 18日，麻省理工学院公布了一项新的跨学科研究计划——服务于社会赋

能和教育的人工智能，该计划将通过开发新的教学方法和工具促进社会各阶

层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使用，其中教育公平是该计划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

5月 13日，香港城市大学宣布推出城大优才计划，招揽优秀年轻学生。该计

划的突出特点包括为学生提供高度跨学科的课程、丰富的科技课程、丰厚的

奖学金支持、定制化的培训与教学，以及海外知名大学联合培养的机会。

近日，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发起了一项新的跨学科战略，强调跨学科旨在

促进和鼓励科学家在学院的重点研究领域建立合作。研究将围绕管理、经济、

金融、运筹学这四个关键研究领域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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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工智能方向的研究生如何培养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2021年美国大学排名显示，卡内基梅隆大学、麻

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是对美国人工智能领域排名前三的高校。这三所高校人

工智能方向研究生如何培养代表着美国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的方向。

这三所高校主要依托原有的计算机学科来培养人工智能方向研究生，并通常

由一个实验室来整合科研资源，即“招录培养在院系，科研训练在实验室”，研

究生的修读年限大致相同，由计算机学院或工程学院授予理学硕士或哲学博士学

位，但三校在课程设置、学分要求、师资规模存在差异性。通过升级实验室或强

化系所合作新建人工智能学院、研究院、交叉研究中心是三校近期重大举措之一。

对我国人工智能高端人才培养的政策与管理的借鉴：

基于三校人工智能方向研究生培养的共性特征，出台人工智能方向研究生培

养关键环节的指导方针，加快自主培养计算机核心技术（包括人工智能方向）

的高端人才；

抓住新旧转换的关键窗口期，通过优化布局与深化改革推动新建人工智能学

院、研究院或研究中心的组织架构升级与有效运转；

完善人工智能方向研究生奖学金、竞赛、学术会议资助等配套激励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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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题内容均摘自：

郭娇,秦奕萱,朱雅洁.美国人工智能方向的研究生培养案例研究[J].世界教育信

息,2020(1): 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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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公众号“人大评价研究”

本简报的信息来源主要包括：QS世界大学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前

100高校官网内公开发布的新闻及文章；国内 13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官网内

公开发布的新闻及文章；国内外主流媒体、教育专业媒体、相关政府部门官网发

布的高等教育相关新闻。

本期信息检索的时间范围为 2021年 5月 1日—2021年 5月 15日。

主编：周光礼 周勇 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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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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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发展规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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