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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前沿 

 12 月 25 日，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公示了 2024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评审结果。2024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公示共 43

项，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公示共 15

项。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总项目数均为 5 项，并列第一，中国人民大学、

山东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总项目数均为 3 项，并列第二。 

 

 12 月 27 日，教育部召开 2024 年全国教育数字化工作总结会。会上提出，

要坚持统筹谋划、突出重点，坚定不移奋力书写教育数字化高质量发展新

篇章。一要抓制度建设，有效推进领导体制、运维体制和考核机制建设，

实现数字教育机制化、常态化。二要抓落地落实，通过培训提升教育管理

人员数字化素养，在行动中推动观念转变。三要抓应用开发，充分调动地

方和学校首创精神，因地制宜、因校制宜推动数字化应用，将应用效果纳

入评价体系。四要抓前瞻布局，支持前瞻性研究课题，开发教育大模型，

重点抓好研制质量标准、保护安全隐私和激励机制。五要抓对外开放，把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联盟、期刊、案例、指数打造成品牌，贡献教育数字

化的中国智慧，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 

 

 近日，教育部网站发布了《低空经济相关本科专业申报材料公示》。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华南

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 6 所高校申请增设“低空技术与工程”新专业。

根据各校增设“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申请表，该专业所属学科门类均为

工学，专业类为交叉工程类，修业年限均为四年，授予工学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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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动态 

学科建设 

 【武汉大学成立人工智能学院】12 月 16 日，武汉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成立。

学院将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深化学科交叉融合优势，突破学科壁垒，

汇聚数智资源，优化办学资源配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2025 年起，学院

将在“人工智能”专业招收本科生，在“智能科学与技术”学科招收学术

型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在“电子信息”学科招收专业型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武汉大学成立卓越工程师学院】12 月 18 日，武汉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正

式揭牌。学校将进一步深化改革，优化培养建制，汇聚优势资源，增强工

程硕博士等人才培养能力。新学院将依托一流的工程技术研究与实践创新

平台，聚焦空天信息、人工智能、智慧能源、智慧制造四大领域，开展有

组织科研和人才培养。 

 

 【吉林大学成立历史文化学院】日前，吉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正式成立。

新学院将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古籍文献、中国传统文化等方面的研

究力量，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探索历史学和考古学、人

文科学、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不断提高历史学科的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 

 

 【上海师范大学成立艺术学部】12 月 18 日，上海师范大学艺术学部正式成

立。新学部整合了学校音乐学院、美术学院和影视传媒学院等校内单位的

教学、科研力量，将通过开展重大项目攻关、重大成果培育，搭建跨院系

艺术学科建设平台。 

 

 【北京科技大学成立三个新学院】12 月 23 日，北京科技大学资源与安全工

程学院、未来城市学院、创新创业学院正式揭牌。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现

有矿业工程、安全科学与工程、力学 3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和 1 个专业学位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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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授权领域；未来城市学院现有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两个

系；创新创业学院是学校首个“校级平台型实体学院”，既承担统筹全校

创新创业职能部门的职责，又从事二级学院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工作。 

 

 【北京科技大学成立群团发展研究院】12 月 21 日，北京科技大学群团发展

研究院正式成立。该研究院将聚焦群团工作学术研究、探索群团人才培养

模式、锻造群团领域新型智库、推动群团工作学科建设，服务党的群团事

业高质量发展。 

 

 【武汉大学成立纪检监察研究院】12 月 21 日，武汉大学纪检监察研究院正

式成立。武汉大学先期自主设置监察法学二级学科，并于 2025 年起招收硕

士、博士研究生。研究院采取实体化运行，依托法学 A+学科（法学优势学

科）承担起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资政建言等功能，并创新探索了纪检监

察机关与高校协同发展创新机制。 

 

 【上海财经大学成立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12 月 28 日，上海财经大学计

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正式成立。学院在现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本科专

业的基础上，申请设立“人工智能”本科专业，计划于 2025 年启动首批招

生工作。学院将自 2025 年起适度扩大软件工程学术型硕士招生规模至 30 人，

同时拟申请相关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和博士点（工学）。 

 

 【南昌大学成立卓越工程师学院】12 月 28 日，南昌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揭

牌成立。学院将依托“半导体照明”“有色金属”“绿色食品”创新研究

院，进一步聚焦“1269”行动计划中重点规划的产业链，逐步形成具有南

大范式、江西底色、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卓越工程师培养新路径。 

人才培养 

 【复旦大学和华为签署合作协议】12 月 19 日，复旦大学与华为技术有限公

司签署合作协议，正式成立“复旦大学 鲲鹏昇腾科教创新孵化中心”。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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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将发挥复旦大学的基础研究优势和华为的工程技术能力，共同推动科

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双方将在科研创新与人才培养方面展开深度合作，共

同探讨校企合作的新业态、新模式、新方案。 

对外合作 

 【南京大学与牛津大学共建研究中心】12 月 16 日，南京大学—牛津大学出

土文献研究中心成立。合作双方将合办全英文期刊 Manuscript and Text 

Cultures，共同编纂“Text Cultures”系列丛书，定期在南京大学和牛津大学

轮流举办以世界古典学为主题的前沿学术会议，并在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

究、中青年学者互访交流、本科生与研究生培养等方面展开密切合作。 

 

 【山东大学和中国外文局签署合作协议】12 月 17 日，山东大学与中国外文

出版发行事业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在国际人文交流活

动、古籍体系化翻译、儒家文化研究等方面开展重点合作，在人才培养、

科研合作、智库建设、社会服务、国际合作交流等方面加强合作。 

 

 【河北工业大学和京东签署合作协议】日前，河北工业大学和京东签署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在现有河北工业大学国际现代商贸物

流学院基础上，构建相关研究院与未来物流社区；联合廊坊市政府、京东

集团成立研究院；推动河北工业大学国际现代商贸物流学院与研究院协同

创新，构建高质量课程体系与实训基地。 

 

 【中国人民大学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合作】12 月 20 日，中国

人民大学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

建全国首个“文医融合”协同创新平台，实现“教学科研预防治疗康复”

五位一体的深度融合；共同探索创新型医联体模式；通过共同开展项目合

作、举办研讨会、开发培训项目等方式，促进产学研之间的交流分享和资

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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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大学和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合作】12 月 31 日，中国人民大学与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充分利用留学服务中心丰

富的数据资源和中国人民大学雄厚的学科资源优势，运用人工智能、大数

据等新技术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领域开展全面合作，共同

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 

其他 

 【宇航空间机构全国重点实验室揭牌】12 月 16 日，宇航空间机构全国重点

实验室正式揭牌。该实验室将由上海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联合哈尔滨工

业大学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共同建设，旨在聚焦国家重大科技问题的系统

研究，致力于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培育全方位的战略人才力量，建设高

水平的航天人才队伍。 

国际视野 

 【英国启动首个量子生物医学研究中心】12 月 16 日，由伦敦大学学院

（UCL）和剑桥大学联合领导的英国量子生物医学传感研究中心（Q-

BIOMED）正式成立，旨在利用量子技术提升疾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能力。

该中心是首个专注于医疗和生命科学领域的量子研究中心，计划打造英国

量子医疗创新生态系统。中心合作伙伴包括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NHS）、慈善机构、17 家行业伙伴，以及 6 所顶尖大学（如牛津大学和

卡迪夫大学）。 

 

 【密歇根大学成立文明对话研究所】据官网 12 月 16 日消息，密歇根大学成

立文明对话研究所，旨在加强校园及更广范围内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

之间的辩论与对话。研究所将独立运作，服务于 Ann Arbor、Dearborn 和

Flint 三大校区。新研究所将进一步践行思想多样性与言论自由等原则，为

校园和社会的多元与包容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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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宾夕法尼亚大学推出警务领导力与应用犯罪学硕士项目】据官网 12 月 18

日消息，宾夕法尼亚大学犯罪学系和文理与职业研究学院将于明年秋季推

出全美首个警务领导力与应用犯罪学硕士（MCPL）学位项目，旨在通过以

证据为基础的研究，推动更公平的执法实践，加强警察与社区的联系。与

传统犯罪学硕士课程不同，MCPL采用混合模式设计，面向中高级警务领导，

课程安排在周五和周六，开展暑期密集课程，以便学员继续全职工作。 

 

 【哥伦比亚大学和 NASA 深化合作】据官网 12 月 19 日消息，哥伦比亚大

学与 NASA 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签署“航天合作协议”，旨在共同推进相

关研究与教育发展。此次合作范围涵盖研究、技术开发、人才培养、科学

与工程交流及应用科学等领域，合作重点包括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数据

科学、气候可持续性、地球与行星科学等前沿领域，双方将致力于共同推

动航天技术与科学的创新发展。 

 

 【南洋理工大学推出全球领导者计划】据官网 12 月 23 日消息，新加坡南洋

理工大学（NTU）推出“南洋商学院全球领导者计划”（NBS Global 

Leaders Programme），旨在为学生提供“强化版”商业教育，助力其在全

球职场中脱颖而出，并培养适应复杂商业环境的自信领导者。该计划面向

2025 年 8 月新学年入学的商科或会计专业学生。项目亮点包括在全球顶尖

商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进行一个学期的交换学习，帮助

学生提升文化智商，建立国际联系，培养全球化思维。 

 

 专题  2023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经费执行情况 1
 

 全国教育经费情况 

日前，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发布了关于 2023 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

情况统计公告。公告显示，2023 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 64595.04 亿元，比

 
1 专题内容来源：教育部网站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5/s3040/202412/t20241219_11676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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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增长 5.33%。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主要包括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

教育经费，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的教育经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办学中的企

业拨款，校办产业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育的经费等）为 50439.47 亿元，比上

年增长 4.06%。 

 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情况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增长情况 

2023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包括教育事业费，基建经费和教育费

附加）为 40813.92 亿元，比上年增长 3.97%。其中，中央财政教育经费 5907.53

亿元，比上年增长 3.4%。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增长情况 

2023 年全国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为 16084.92 元，

比上年增长 2.24%。其中：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为 22453.04元，比上年增长 1.12%。

增长最快的是海南省（51.70%）。 

2023 年普通高等学校 
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增长情况 

单位:元 

地区 
普通高等学校 

2023年 增长率（%） 

全  国 22453.04 1.12 

北京市 67111.85 7.84 

天津市 20471.33 9.84 

河北省 19092.45 -3.89 

山西省 21393.12 -5.44 

内蒙古自治区 23690.97 14.05 

辽宁省 16729.87 5.35 

吉林省 18530.80 6.49 

黑龙江省 17931.40 -1.04 

上海市 46770.63 10.54 

江苏省 21207.01 -0.87 

浙江省 27525.83 1.75 

安徽省 17698.96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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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 18983.81 -7.75 

江西省 17767.04 -8.95 

山东省 18679.03 3.94 

河南省 15882.42 3.44 

湖北省 19564.74 6.30 

湖南省 15581.70 3.74 

广东省 30644.81 -4.19 

广西壮族自治区 14498.94 0.05 

海南省 45747.84 51.70 

重庆市 17665.54 4.04 

四川省 20432.19 -2.98 

贵州省 22963.96 0.71 

云南省 18414.18 1.60 

西藏自治区 48360.28 -13.91 

陕西省 16020.47 -1.46 

甘肃省 18124.99 0.81 

青海省 34265.27 -19.02 

宁夏回族自治区 25152.49 -11.4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2265.91 2.49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增长情况 

2023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为 21260.46 元，

比上年增长 1.60%。增长最快的是海南省（31.27%）。 

2023 年普通高等学校 
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增长情况 

单位:元 

地区 
普通高等学校 

2023年 增长率（%） 

全  国 21260.46  1.60  

北京市 58414.75  -3.81  

天津市 19880.10  11.49  

河北省 18531.97  -10.76  

山西省 21275.94  2.66  

内蒙古自治区 22943.35  17.52  

辽宁省 15767.68  0.26  

吉林省 17485.40  2.83  

黑龙江省 16612.99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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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支出增长情况 

2023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支出为 8324.39 元，

比上年增长 2.17%。增长最快的是内蒙古自治区（62.38%）。 

2023 年普通高等学校 
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支出增长情况 

单位:元 

地区 
普通高等学校 

2023年 增长率（%） 

全  国 8324.39  2.17  

北京市 19547.74  -9.85  

天津市 7470.12  26.90  

河北省 6237.14  -7.36  

山西省 8954.69  -5.04  

上海市 36568.60  0.92  

江苏省 21101.73  0.44  

浙江省 25650.09  -1.90  

安徽省 16750.52  1.01  

福建省 18798.37  -4.85  

江西省 17351.59  0.76  

山东省 18359.42  5.77  

河南省 15440.36  6.99  

湖北省 19555.85  6.04  

湖南省 14515.04  1.58  

广东省 26561.82  -2.42  

广西壮族自治区 13887.69  3.79  

海南省 38256.48  31.27  

重庆市 16664.40  4.26  

四川省 19840.34  -2.49  

贵州省 24906.92  27.77  

云南省 17825.19  -0.02  

西藏自治区 52841.17  13.87  

陕西省 15201.19  -2.26  

甘肃省 17553.09  9.12  

青海省 33463.12  12.11  

宁夏回族自治区 24845.34  3.2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1866.16  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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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 10272.08  62.38  

辽宁省 7753.01  4.15  

吉林省 9500.50  6.63  

黑龙江省 5535.37  -12.97  

上海市 17692.33  2.31  

江苏省 8707.48  -0.40  

浙江省 9600.39  -12.34  

安徽省 7174.74  -0.75  

福建省 6970.92  -7.34  

江西省 6017.93  6.27  

山东省 4357.63  -9.35  

河南省 7578.21  10.21  

湖北省 7604.26  9.12  

湖南省 4741.40  9.48  

广东省 9496.36  -9.62  

广西壮族自治区 6955.45  0.35  

海南省 23677.76  32.77  

重庆市 8671.89  11.92  

四川省 7741.83  -8.45  

贵州省 13069.52  45.36  

云南省 7376.92  -5.45  

西藏自治区 25645.74  44.72  

陕西省 7602.72  3.91  

甘肃省 9651.31  13.99  

青海省 20473.02  28.42  

宁夏回族自治区 12338.79  11.7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7822.47  16.83  
 

 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情况 

2023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74622.94 亿元的

比例为 14.86%。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情况 

2023 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为 1260582.1 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

生产总值比例为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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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简报的信息来源主要包括：境外一流高校官网内公开发布的新闻及文章；国

内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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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12 月 16 日—2024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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