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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前沿 

 4月 1日，2021 年全国高教处长会议在西安召开。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作

了题为《夯实教学‚新基建‛，托起培养高质量》的主旨报告，对高等教育

相关工作进行了动员部署。会上同时表彰了 2020 年度全国榜样高教处、高

教处长和教务处长。 

 

 4月 13日，教育部公示了拟推荐的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全国教材建设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名单，共有 46 个集体，92 位个人获得推荐。其中中国人民大

学法学院获推为先进集体，中国人民大学调查与数据中心副主任、国家社会

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路路获推为先进个人。 

 

 4 月 9 日，‚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

项名单正式公布，共有 76 家机构的 130 个项目获得立项。中国人民大学共

有 10项入选，立项总数位居全国第一。 

 

 4 月 14 日，教育部正式启动编写高校《国家安全教育读本》，《读本》将于

2022年春季学期试教试用，2023年春季学期全面投入使用。 

 

 4月 1日，教育部公布了对 2020年下半年各地上报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评

审结果，51个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获批。 

国内动态 

 4 月 13 日，北京大学与海南省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国际教育、

基础教育、引才荐才、高端智库建设、科技合作及产业化等方面，以及农业

领域、医药卫生等领域展开务实合作。自 3月以来，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

平带队访问上海、浙江、湖南多地，已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

新片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了项目合作协议，与浙江省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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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2日，中国银行与上海交通大学签署了《合作共建科技金融学院框架协

议》与《新发展阶段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产教融合方面开展新的校企

合作探索。 

 

 4月 10日，国内第一本定位于新文科教育研究的专业学术期刊《新文科教育

研究》创刊号首发式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举行。《研究》为季刊，由教育部

主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办，旨在打造中国特色文科新理论、搭建学术传

播和对外交流的新平台、构筑新文科教育研究成果展示的重要载体。 

 

 近段时间，多所高校获校友巨额捐赠： 

 天津大学：校友林松华捐赠 3.13亿元人民币。 

 上海交通大学：125周年校庆之际，联想集团董事长兼 CEO、交大 86届计算

机系校友杨元庆个人出资 1亿元人民币，捐建一座全国高校一流的绿色水冷

高性能计算中心。 

 西安交通大学：建校 125 周年暨迁校 65 周年之际，马剑秋、冷桢桢校友伉

俪捐赠近亿元的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30万股。  

 厦门大学：百年校庆之际获得多笔校友捐赠，包括厦大 1980 级化学系校友

邱子欣捐赠 100 万股万泰生物股票，约合人民币 2亿多元；厦大 2002级 EMBA

校友苏庆灿、马来西亚 IOI 产业集团董事长李耀昇、厦大 1999 级企业管理

系校友许华芳、厦大 1986 级会计系校友朱益民、徐华东，旭辉集团（实控

人林中为厦门大学 1986 级校友）均捐款 1 亿元；中骏集团实控人、董事局

主席黄朝阳捐资 5000万元。 

 

 多所高校布局‚碳中和‛：4 月 10 日，四川大学成立四川省碳中和技术创新

中心，并举办碳中和技术创新高峰论坛，回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4月 1日，

清华大学访问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双方商讨了在合肥筹建中欧碳中和实验室、

建立智库开展碳中和研究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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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9 日，电子科技大学与西南财经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多方

面深入合作，其中打造具有创新引领性的跨学科、跨校的‚新财经+新工科‛

深度交叉融合新模式为合作重点。 

 

 4月 9日、4月 12日，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先后与华为技术有

限公司‚智能基座‛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基地举行了签约仪式，标志着‚教育

部—华为‘智能基座’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基地‛再添两所一流大学，拥有了

更为强大的新计算产业的技术人才储备。 

 

 4 月 8 日，西安交通大学举行‚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创新工程启动大会，

并在会上成立了未来技术学院和现代产业学院。 

 

 4 月 6 日上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总站与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上

海戏剧学院等多家单位签署了合作项目，共建上海总站-上海交大融媒体实

践基地、上海总站-复旦大学融媒体实践基地等，加强融媒体教学合作和融

媒体生产培训，促进人才培养。 

 

 4月 1日，清华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宣布将合办经济学双学位本科（四年制）

课程，2021年起正式招生、授课。被录取的学生在完成联合培训课程并达到

两所大学各自学位要求后，可分别获得清华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颁发的学士

学位证书。 

国际视野 

 根据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官网 4月 8日的新闻，数据科学已经成为该校

增长最快的专业。数据科学专业于 2020 年秋季成立，隶属于计算机、数据

与信息科学学院(CDIS)。在短短六个月内，共有 314名学生申请了这个专业。

该专业的特点是通过计算、统计和数学原理来解决问题，并以合乎道德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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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从数据中得出结论。 

 

 近日，欧洲高等教育委员会出版了新书《高等教育应对 COVID-19 大流行：

构建可持续和民主的未来》，该书共有 31 章，由来自世界各地的 43 位作者

撰写，书中盘点了各大学应对大流行的方式，目的是为创建一个更加可持续

发展和民主的后疫情世界。 

 

 北京时间 2021 年 3月 30日，U.S.News & World Report（《美国新闻与世界

报道》）发布了 2022 最新的全美最佳研究生院校榜单。此次排名同样基于商

业、法律、教育、工程、医学和护理六大学科展开，并包含了六大类学科中

各个细分专业的排名情况。 

 

图 1 2022年全美最佳研究生院校榜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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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大学如何实现综合化  

         ——以香港中文大学为例1           

 

香港中文大学（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是一所亚洲顶尖、

享誉国际的公立研究型综合大学。从 1963 年由新亚书院、崇基学院及联合书院

合并而成，到 2021 年位列 QS 世界大学排行榜全球第 43 名，香港中文大学由一

所人文社科见长的大学成功转型为文、理、工、医等学科齐全的综合性、研究型

大学，其变革与转型过程可以为中国内地文科见长大学的综合化提供借鉴与参考： 

 

 

 

 

 

具体而言，香港中文大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创校时期（1949年-1963年）、

联邦制时期（1963 年-1976 年）、转型时期（1976 年-1997 年）以及融合创新时

期（1997年至今），其每阶段的核心特点与关键发展轨迹见下页图示。详细内容

请查阅原文了解。 

                                                   

1专题内容摘自：周光礼,赵亚丽.文科大学的综合化——香港中文大学的案例研

究[J].高等教育研究,2021,42(03):42-49. 

周光礼：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是增强传统优势学科实力。对于已经具备卓越品质的传统学科，如中国研

究、经济与金融等学科，香港中文大学进行了优先发展，使之迅速取得国内外领

先地位。

  二是培育新的优势学科。对于生物医学科学、信息科学、地球信息与地球科

学等新兴学科，虽然一度实力比较弱小，但因其未来发展的空间很大、能够满足

区域的重大战略需求，香港中文大学将其列入优先发展领域，并遴选这些学科领

域的学者担任大学校长，使之迅速成为新的优势学科。

  三是学科交叉融合再创新。为了推进跨学科研究、提升学校的综合优势，香

港中文大学最近 20 年大力推进学科交叉融合，通过融合创新，形成转化医学、

资讯与自动化科技、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新的优势领域，推动了传统学科现代化、

传统学科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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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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 日-2021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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