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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延东在全国继续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 

加快继续教育改革发展  促进人力资源强国建设 

12月 24日上午，全国继续教育工作会议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建立 30周

年纪念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会议由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主持，国务委员

刘延东同志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刘延东在全国继续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

要完善体制机制，强化规范管理，加快发展继续教育，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纵向衔

接、横向沟通，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为实现科

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作出积极贡献。 

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省区市代表、部分行业组织和大型企业负责人

以及百所高校代表参加会议。在会上，包括上海财经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在内的

50所高校被教育部批准成为高等学校继续教育示范基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继续

教育学院院长刘雄代表学校参加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教委总结部署高校后勤工作 

12月 27日，北京市教委召开了北京高校后勤 2011年度工作总结会。会议对

年度高校后勤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的评选结果进行了公布，总结全年工作，对明

年工作进行动员和部署。全市高校主管后勤的校领导以及后勤部门负责人 400余

人参加。其中，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后勤荣获“北京高校后勤先进党组织”和“北

京高校物业管理先进单位”两个集体奖项。 

叶茂林同志部署 2012 年工作时提出，北京高校后勤工作将继续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践行“北京精神”，以人为本，求实创新，创先争优，建功立业，坚

持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方向，加快首都高校新型后勤保障体系的建设，启动和

开展一系列对未来长远有影响、对全国高校后勤有示范性、引领性的工作。 

2012年高校后勤工作的总体要求是：稳中求进，以后勤社会化改革为方向，



 2 

围绕“平安后勤”、“质量后勤”、“科技后勤”、“绿色后勤”，加强后勤标准化建

设、基础设施建设和队伍建设，为服务首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再做新贡献。 

北京工业大学与北京市科研院共建北京工业技术研究院 

12 月 18 日，北京工业大学与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合作共建的“北京工业

技术研究院”签约仪式在京举行。北京市委常委赵凤桐、市政府副秘书长戴卫出

席，市相关委办局领导、市科研院与北工大双方领导、中关村股权激励公司代表、

中央在京企业代表、民营企业代表共计 90余人参加签约仪式。 

赵凤桐指出，北京工研院的建设是双方贯彻落实中关村“1+6”政策、创新

产学研联盟机制的举措，为推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产学研单位有机结

合，联手创新、促进成果转化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北京工研院要立足首都经济社

会发展需求，衔接中央在京科技资源，积极吸引战略投资者，紧密衔接大型央企

共同开发可以落地的成果，汇集一批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形成共同推进科技创新

和成果转化的合力。希望工研院成为应用型、开放式的产业技术支撑平台。 

部分高校荣获“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12 月 20 日，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在深圳举行了全国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信息工作表彰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工商大学、首都医科大学荣

获“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工作先进单位”的荣誉称号。 

上海财经大学成为中央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 

12月 20日，第 14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暨第三批海外高层次人才

创新创业基地授牌仪式在广州举行，包括上海财经大学等 7 所高校在内的 45 家

单位被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为第三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 

2011 年北京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名单公布 

据悉，2011 年北京市优秀博士论文共公布 60 篇。其中，北京工业大学和首

都医科大学各获评 3篇，首都师范大学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各获评 1篇。首都经

济贸易大学杨河清教授指导的博士生王丹的学位论文《我国知识工作者过度劳动

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获此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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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上海财经大学中外合作本科教育工作研讨会召开 

12 月 22 日，上海财经大学中外合作本科教育工作研讨会召开。会议由孙铮

副校长主持，教务处、外事处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各学院教学副院长、教务秘书，

以及交流访问学生代表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会上，副校长孙铮针对 2012 年的工

作重点，提出几点建议和要求：1.加强全英文课程的建设步伐，充分发挥海归老

师的优势；2.积极做好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整合国派、市派、校派等国际

游学、交流项目，为成绩优秀、有志出国的同学努力争取更多帮助；3.大力提高

海外合作院校的层次，不断推动与海外一流大学合作的广度与深度；4.加大学校

学生海外游学的财务支持力度，设立海外学习奖学金；5.拓展海外一流大学学习

项目的学生群体；6.同意学校中外合作办设立“专业课外教教学岗（lecturer）”

制度；7.提升学校专业课外教薪酬，研究制定新的专业课外教薪酬方案；8.修订

并完善中外合作有关制度，保证各项工作依照条例制度有条不紊地开展和进行；

9.保留中外合作教室的专用性，及时更新配套教学设施。 

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研究工作会议 

12月 23日，中国人民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研究工作会议举行。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常务副校长袁卫出席大会并作重要讲话。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专业学位处处长黄宝印，北京市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赵清出

席会议并讲话。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强调，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学术

型学位研究生教育只是分工不同，同等重要。专业学位研究生要更加了解实际，

了解国情，关注趋势；要有宽广的知识面，要融会贯通地运用知识，要有解决社

会实际问题和领导实务工作的能力；要有很强的再学习能力和良好的学习习惯，

要注重思维方法的训练。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要联系实际，加强案例教学。 

首都医科大学参加教育部主办的 

“数字化学习资源共享与服务成果展” 

“数字化学习资源共享与服务成果展”于 12月 23—25日在国家会议中心展

出。首都医科大学作为教育部的“高等学校继续教育示范基地”和加入“全国普

通高等学校继续教育数字化学习资源开放联盟”的高校，积极参与此次成果展。

首都医科大学的展出分为四个主题：1.开放优质课程资源，为全民学习搭建共享

平台；2.建设辅助学习系统，为基层医务人员提供学习服务；3.整合中医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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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为全民保健开辟知识窗口；4.开发继续教育项目，为行业从业人员提供培

训机会。展览充分展示了首都医科大学近年来继续教育改革建设成果和数字化教

育资源建设的成果，体现出其在继续教育方面充分发挥高校的主导作用，利用学

校的学科优势、专业特色及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先进的信息技术，积极进行教育资

源的信息化建设、整合与开放，有力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贸易问题》及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排名取得佳绩 

在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 2011 年 11 月 21 日发布的“中国学术期

刊影响因子年报（人文社会科学.2011 版）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两本学术期刊

《国际贸易问题》和《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排名取得佳绩。《国

际贸易问题》的期刊复合 JIF、期刊综合 JIF、人文社科 JIF 均排名贸易经济类

36本学术期刊的第 1名。《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的期刊复合 JIF、

期刊综合 JIF、人文社科 JIF分别排名贸易经济类 36本学术期刊的第 5名、第 4

名、第 4 名。《国际贸易问题》的文章转载排名全国应用经济学和经济学期刊的

第 13位，获得学术界和期刊界的高度评价。 

“文化自觉、思想自觉、政治自觉——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建设高层论坛”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 

12 月 24 日，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科研部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

联合会、《思想理论教育》杂志社共同主办“文化自觉、思想自觉、政治自觉—

—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高层论坛”召开。上海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

刘永章教授和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书记沈国明教授到会致辞。国务院马克思

主义理论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南开大学原副校长逄锦聚教授等来自上海市马克思

主义理论学科博士授权点高校的其他相关专家学者近 20人参加了论坛研讨。 

论坛围绕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机遇、新形势下马克思主

义理论学科建设的规律研究、中国视域中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主

义理论学科建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互渗规律研究、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

学中的文化自觉等主题展开了深入地讨论，收到研讨论文 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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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校友会网公布 2011 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名单 

12月 20日，中国校友会网大学研究团队发布了《2011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

学家研究报告》，报告公布了第三届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名单。 

在中国校友会网的评价指标体系中，给予“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与“两院

院士”指标相同的权重，其入选的学者均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作出具有较

高认同度和广泛代表性学术贡献、在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较大学术影响力

的领军型人才。全国共有 1278 名学者入选本届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入选

者学历高、海归多，四成拥有博士学历，女性学者更是屈指可数。 

以下是部分高校获评情况： 

名称 人数 名称 人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8 中央财经大学 9 

首都师范大学 10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6 

北京工业大学 1 北京工商大学 2 

天津财经大学 6 上海财经大学 14 

江西财经大学 5 东北财经大学 14 

西南财经大学 1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8 

 

 

 

 

 

 

 

 

报：校领导、校长助理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政办公室                      2012 年 1 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