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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要闻 

1.教育部印发“新时代高教 40 条” 决定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紧紧围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

心点，加快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教育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

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以下简称“新时代高教 40 条”）等文件，决定

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新时代高教 40 条”指出，办好我国高

校，办出世界一流大学，人才培养是本，本科教育是根。建设高等教育强

国必须坚持“以本为本”，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培养大批有理想、有

本领、有担当的高素质专门人才，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为

实施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教育部与相关部门还印发了《教育部等

六部门关于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2.0 的意见》等文件，对文、

理、工、农、医、教等领域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做出具体安排，明确“六卓

越一拔尖”计划 2.0 的总体思路、目标要求、改革任务和重点举措。在系列

卓越拔尖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1.0 的基础上，通过拓围、增量、提质、创新，

扩大各个计划的实施范围，增强了各项改革举措的力度，提升了改革发展

的质量内涵。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  

2.科技部等五部门：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

项行动 

10 月 23 日，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科院和中国

工程院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

项行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明确了涉及“四唯”做法的

具体清理范围，科技部要重点清理科技计划项目、人才项目、基地建设、

机构评估、国家科学技术奖励以及所属事业单位职称评审、人员绩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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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活动中涉及“四唯”的做法。教育部则重点清理学科评估、“双一流”建

设、基地建设、成果奖励、人才项目等活动中涉及“四唯”的做法，并指

导和督促所属高校清理内部管理中涉及“四唯”的做法。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需重点清理人才项目、职称评审等活动中涉及“四唯”的做法。中科

院要重点清理院士增选、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经费、院所评估、人才项目

等活动中涉及“四唯”的做法，指导和督促所属科研院所清理内部管理中

涉及“四唯”的做法。中国工程院要重点清理院士增选等活动中涉及“四

唯”的做法。自然科学基金委则重点清理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中涉及“四

唯”的做法。中国科协需重点清理院士推荐、人才项目等活动中涉及“四

唯”的做法等。（摘编自《科技日报》） 

3.中欧高等教育质量对标与学分互认国际研讨会举行 

10 月 19 日，由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中欧高等教育质量对

标与学分互认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瑞典、荷兰等国的高校学者和国

内高校、教育科研部门、部分省市教育行政部门代表近 200 人，围绕以学

生为中心、能力为导向的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中

欧高等教育学分互认途径等议题展开探讨。中欧高等教育对标联合研究项

目是教育部与欧盟委员会教育与文化总司共同资助、于 2012 年在“中欧高

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框架”下启动的合作研究项目，旨在促进中欧高等

教育标准互通及学生学者交流。迄今为止，项目研究已进行了两期试点，

共有比较教育、土木工程、工商管理、物流、护理、信息工程 6 个学科专

业、50 余所国内院校参与其中。（摘编自《中国教育报》） 

4.孙春兰在辽宁调研时强调 发挥教育优势 服务东北振兴 

10 月 25-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辽宁调

研。在大连理工大学、辽宁大学、东北大学、中国医科大学的重点实验室

和研发机构，孙春兰详细了解科研成果应用情况。她指出，推进装备制造

业优化升级，需要关键核心技术的支撑。高校要依托优势领域和领军人

才，在部分“卡脖子”问题上集中攻关，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和核心装备，



3 

 

用智能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

围绕智能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主动加强与企业、

科研院所的协同创新，以高质量的成果助力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在中国

（辽宁）自贸实验区大连片区 Intel 工厂、鞍山技师学院、沈阳市装备制造

工程学校，孙春兰着重了解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情况。她强调，东北振兴

离不开高水平人才的支撑。要加强交叉、前沿学科设置，加快推动课程、

教法、师资、实践等改革，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要鼓励各类

企业举办高质量职业教育，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

造就一支“大国工匠”队伍。要对接现代服务业发展需求，加强订单式、

有计划职业培训，培养更多的体育、旅游、医疗、养老等方面专业人才。

（摘编自新华网） 

5.三所地方高校获批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4 年以来，科技部为了提升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和基础研究水平，和

全国省级政府共建了一批有一定实力的实验室，被称为省部共建国家重点

实验室。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依托单位主要是地方重点高校，对提升地方高校乃至区域的科研水

平都具有重要作用。近日，科技部又批准建设三个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

室，分别是青岛大学省部共建生物多糖纤维成形与生态纺织国家重点实验

室、齐鲁工业大学省部共建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东华

理工大学省部共建“核资源与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其中前两个为科技部

和山东省共建，后一个为科技部和江西省共建。（摘编自青岛大学、齐鲁工

业大学和东华理工大学新闻网） 

6.中国正在成为非洲学生的主要留学目的地 

非洲与西方高等教育一向颇有渊源。虽然高级学习中心在欧洲人到来

之前就已存在，但非洲现有的高等教育机构起源于殖民时代。不过，这一

形势在近几年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尽管法国仍然是最受非洲学生欢迎的留

学目的地，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的非洲留学生人数已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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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英美两国。20 世纪 50 年代始，非洲学生逐渐向中国流动，千禧年后则

呈指数增长，到 2014 年，每年前往中国的非洲留学生已逾 4 万人。非洲学

生来华留学趋势的迅猛发展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优质的高等

教育（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具有西方留学背景的师资）和现代化的基础设施

对非洲学生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中国勇敢地抓住了全球发展进程中的契

机，实现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与文化利益。在非洲，中国提供了许多与“一

带一路”倡议和中非合作论坛中“南南合作”议程相契合的奖学金计划，

非洲国家涌现的诸多孔子学院也推动了来华留学趋势的增长。（摘编自《国

外研究生教育动态》） 

7.2018—2022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 

2018—2022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会议 11 月 1 日在

北京召开。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强调，一是要把全面振兴本科教

育作为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持之以恒抓出成效。要从适

应时代发展需求、人民群众期待、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提升的要求出发，

谋划和推动本科教育振兴。要从坚持和推进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

心、回归梦想“四个回归”的要求出发，谋划和推动本科教育振兴。要从

落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要求出发，谋划和推动本科教育振兴。二

是把立德树人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作为全面振兴本科的第一要务。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定语就是“社会主义”，这是对培养什么人的本质规

定。要在理想信念教育上见实效，在构建“三全育人”大格局上有突破，

要在教育途径和模式上有创新。三是牢牢抓住“教”这个核心，引导教师

潜心教书育人。广大教师要做到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

高超、方法技术娴熟，立德树人、德育为先，以爱为核心做学生成长的领

路人，真正培养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四是要紧紧抓好

“学”这个根本，教育学生刻苦读书学习。要狠抓学生刻苦学习，解决好

学生学习态度、专业知识学习、能力培养、综合素质提升问题。要狠抓学

习资源建设，专业要建“强”，课程要建“优”，资源要“到位”。要狠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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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学秩序整顿，严格过程管理，严把出口关。五是切实抓住“创”这个

关键，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着力深化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加快完善高校专

业动态调整机制、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机制、大学教学质量

评价机制。着力深化评价制度改革。着力深化管理制度改革。据悉，经严

格审查，新一届教指委最终遴选出委员 5550 人，包括主任委员 111 人、

副主任委员 710 人，其中 3611 人是新任委员，占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二。

（摘编自教育部网站） 

8.教育部开展师德建设长效机制贯彻落实情况专项督查 

为深入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的决策部署，推进实施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教育部自

4 月下旬以来，部署开展了师德建设长效机制贯彻落实专项督查，组织各级教

育部门和大中小学开展全面自查，派出督查组实地抽查，大力推动各地各校深

入落实师德建设长效机制。通过督查发现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师德建设主

体责任意识还不牢固。二是师德建设长效机制未完全落实落细。三是师德建设

工作进展不平衡。四是重点问题治理有待进一步加强。（摘编自教育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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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发布 

 

 排名概况： 

 2018 年 11 月 1 日，软科正式发布 2018“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中国最

好学科排名采用的学科口径是教育部最新《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

的一级学科。在每个一级学科，排名的对象是在该一级学科设有学术型研究生

学位授权点的所有高校，发布的是在该学科排名前 50%的高校。军事学门类下

的一级学科由于其特殊性，未被纳入排名。公安学、系统科学、科学技术史等

设置频次低、可用指标稀缺的一级学科，也未被纳入排名。最终，2018 中国最

好学科排名发布的榜单包括 93 个一级学科，涉及 460 所高校的 4999 个学科

点。 

相比 2017 年的 453 所高校的 4756 个学科点上榜而言，2018 年榜单长度

新增 243 个。较去年榜单长度变化在 10 以上的学科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减

少 39 所）、应用经济学（增加 11 所）、物理学（增加 10 所）、化学（增加 17

所）、生物学（增加 12 所）、材料科学与工程（增加 10 所）、设计学（增加 15

所）。 

有 15 个学科有超过 100 所高校入围，属中国高校设置最多的学科，而其

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工商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属于多之又多，有超过 150

所高校入围前 50%，是时下最热门的专业。其次应用经济学、数学、生物学紧

随其后，有超过 120 所高校入围。其余还有外国语言文学、管理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机械工程、公共管理、法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化学

工程与技术等专业也教热门。6 个专业入围前 50%的高校数量不超过 10 所：

天文学、大气科学、石油与天然气工程、林业工程、特种医学等。 

不同学科的学科点基数不同，因此竞争的激烈程度也各不相同。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工商管理等热门学科，参加排名的高校在 300 个左右，而像天文

学、大气科学、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和特种医学这样的小众学科，设置的高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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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超过 20 个。为此，中国最好学科排名引入了百分位段的概念，在绝对数排

名以外还给出了每个学科点在本学科所处的相对位置。 

北京大学是在各学科中夺冠最多的高校，共有 14 个学科名列榜首。清华大

学紧随其后，在 12 个学科中摘得桂冠。中国人民大学有 6 个学科排名全国第

一，中国农业大学有 4 个学科位列全国第一。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也有优

异表现，在 3 个学科中排名第一。全国有第一名学科的高校一共是 45 所。 

 指标体系 

中国最好学科排名的指标体系由高端人才、科研项目、成果获奖、学术论

文、人才培养 5 个指标类别组成，对应 10 余个指标维度，包括 30 余项测量指

标。指标名称和权重如下图所示。数据来自项目公开官方网站或软科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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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学位中心开展的学科评估比较（以下观点来自里瑟琦智库） 

作为目前国内学科评价比较具有影响力的排名/学科评价，软科的“中国最

好学科排名”和教育部学位中心的学科评估在学科划分、指标设计等方面具有

很多相似之处，同时也各有特点；将二者进行比较对于高校的学科建设具有一

定的参考意义。 

国内两大学科排名简况对比表 

 

 

 

 

 

 

 

 

学位中心第四轮学科评估的指标体系设计更加具有针对性，结构完整、逻

辑清晰，包括了学科评价的多方面内容；指标权重设计充分考虑了学科的差异

性，每个一级学科各有一套指标权重；评价方式上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相结

合，更好地评估学科的整体实力；数据来源采用学校填报与第三方数据相结合

方式，解决了学科划分与数据准确度的难题；“分档”的结果展示方法也较好的

解决了数据的真实性与可读性之间的矛盾。 

软科的中国最好学科排名则为我们提供了评价学科的另一种视角。与当前

普遍流行的主客观评价相结合的发展趋势不同的是，软科认为，只有完全基于

客观指标的评价可以较大程度地避免主观因素的干扰，而且其结果更容易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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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解读，具有独特的参考价值。在指标体系上，软科注重师资和科研，对教

学和社会服务方面关注较少；针对理科学科和文科/交叉学科在学术论文的指标

上设置了不同的标准，以体现学科差异；直接通过各个指标维度的最高分体现

对各个指标的侧重程度，不再单独设置权重；最具特色的是软科的中国最好学

科排名评价指标不包含任何主观调查和评价，采用的都是公认能够反映学科水

平并且能够被有效测量的客观指标，属于完全的客观评价方式，最大程度地避

免了人为因素的干扰；指标的数据全部来自第三方数据源，然后进行规范化数

据清洗和学科归类流程处理，有效避免了高校对数据进行堆砌和包装。 

尽管软科的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与目前国内外几大主流的学科排名在指标和

评价方式上不尽相同，甚至有些“背道而驰”，但不可否认的是，其独特的指标

设计、数据来源和分数统计，甚至是“叛逆”的评价方式，为我们理解和评价

学科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10 

 

2018 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外国语言文学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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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表不包含排名位于 95-116 之间的院校（该部分院校均无博士学位授权点） 


	高教参考第15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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