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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教育科研工作会议召开 

全面提升教育科研创新能力和服务水平 

1 月 31 日，全国教育科研工作会议召开，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出席会议

并讲话。他强调，教育科研要在办好人民满意教育过程中发挥创新理论、服

务决策、指导实践、引导舆论的重要功能，全面提升创新能力和服务水平，

促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 

袁贵仁指出，没有教育科学，就没有科学的教育。我们要发扬成绩、克

服困难、增强自信，更有成效地开展教育科研工作，努力把我国教育科研提

高到一个新水平。一是明确任务，突出教育科研工作的主攻方向。要深入研

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规律，为教育事业科学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服

务地方、学校教育改革发展，宣传先进理念，回应群众关切，为教育持续健

康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二是求真务实，不断增强教育科研能力和服务水平。

要增强大局意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大力推进协同创新，高度重视成果转

化。三是加强领导，营造有利于教育科研事业发展的良好环境。要把教育科

研作为教育改革发展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着力建设一支充满活力的高素质

专业化教育科研队伍。 

袁贵仁希望教育科研系统抓住机遇，勇于担当，努力成为探索教育规律、

创新教育理论的“思想库”，成为提出政策建议、服务教育决策的“智囊团”，

成为开发教育策略、服务教育实践的“设计师”，成为引导教育舆论、更新

教育观念的“宣传队”，努力开创教育科学研究新局面。 

教育部副部长郝平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江苏教育厅、中国教育学会、

华东师范大学、黑龙江教科院、军事教科规划办、江苏情境教育所作交流发

言。各地教育部门、教科院所、教育科学规划办及有关高校、教育学术社团、

教育部有关司局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 

2 月 6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为完善研究生

教育投入机制，改善研究生学习、科研和生活条件，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确定了以下政策：（一）完善财政拨款制度。中央财政对国家招生计划内的

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全日制研究生，安排生均综合定额拨款，并建立拨款标准

动态调整机制，逐步提高拨款水平；中央财政设立绩效拨款，由学校自主安

排用于研究生培养。各地要参照这一模式，建立健全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拨

款制度。（二）完善研究生奖助政策体系。设立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每年奖

励 4.5 万名研究生。从 2014 年秋季学期起，将研究生普通奖学金调整为国

家助学金，每年资助标准博士生不低于 10000 元、硕士生不低于 6000 元；

同时设立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加大研究生助教、助研和助管岗位津贴资助力

度。提高国家助学贷款最高限额，落实和完善鼓励捐资助学的优惠政策。（三）

建立健全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从 2014 年秋季学期起，向所有纳入国家招

生计划的新入学研究生收取学费。现阶段全日制学术学位研究生收费标准，

原则上每年硕士生不超过 8000 元、博士生不超过 10000 元，全日制专业学

位研究生以及已按规定实行收费政策的研究生暂执行原收费政策。 

教育部 2012 年学科评估结果公布 

1月 29日,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发布 2012年学科评估结

果。此次评估，是该中心连续 10年自主开展的第三轮学科评估，历时一年。

评估对象是具有研究生培养和学位授予资格的一级学科，以高等学校为主，

兼顾科研院所。评估具有服务性、开放性，学校根据需要自愿参加。 

此次评估，受到高等学校和有关单位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响应,有 390 多

个单位的 4200多个学科自愿申请参加，学科参评率比上一次增长 79%。除 2

所“211 高校”外，其它“211 高校”、“985 高校”均参加了评估。全国高

校中的国家重点学科，参评率为 93%，博士一级授权学科的参评率为 80%。

许多省市也十分关注本次学科评估，表示会充分利用评估结果，促进本省市

的学科建设。 



 

 

评估结果表明，近年来国家重点建设投入和学校加强学科建设成效显著，

评估结果在前五位的学科中，超过 75%是国家重点学科，“985高校”占 73%，

“211 高校”占 84%；国家新学科目录调整对促进学科特色发展初见成效，

适应需求性增强；评估结果体现出学科发展的状态和规律，与前两次评估比

较，传统学科评估结果相对稳定，新兴学科有一定波动，而一些学科内涵界

定比较宽泛的学科评估结果变化相对较大；分类特色指标体系比较科学地反

映出特色高校学科建设成效，专业院校的得分明显提升;较客观展示了高校

的整体优势、特色与发展状态。 

2013 年寒假北京市教育督导领导干部会议举行 

1 月 30 日，2013 年寒假北京市教育督导领导干部会议召开。北京市人

民政府教育督导室的全体人员和各区县政府教育督导室领导参加了会议，会

议由国家督学、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北京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

线联平主持。 

朝阳、海淀、石景山、门头沟、房山、顺义 6个区县做了主题发言。线

联平做了题目为“为人民满意教育，督导要选准着力点”的总结讲话。 

线联平认为，要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探索职业教育发展中的

问题，分析劳动力市场高端的需求，进行顶层设计；提高教育质量为目标，

强化对教育发展的保障，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是教育督导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今后加大对教师培训力度上的投入，加强教育质量的评估，促进每个学生的

成长进步。 

据悉，2013 年是“十二五”教育督导发展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

2013 年北京市督导工作有以下几项：一是进一步推进教育督导立法，推进

督导工作科学化、规范化；二是继续开展教育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督导检查

工作，促进依法治教和依法办学；三是以义务教育督导为重点，持续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四是加强和改进职业与成人督导工作；五是开展专项

督导；六是推进教育督导交流与合作；七是推进学习型、研究型教育督导室

建设。 



 

 

北京市属高校再获 3 项国家科技奖 

2012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日前揭晓。北京市属高校以第一单位获奖 3

项，占北京地区高校获奖（通用项目）总数 9.7%，在全国地方高校获奖总

数中并列第三名，位居地方高校前列。从获奖情况看，北京工业大学获得两

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北京建筑工程学院连续三年以第一完成单位获国家科技

进步奖。 

2012 年度北京地区高校原始创新成果获奖数显著增加。一方面，2012

年获技术发明奖数量从 2011 年的 4 项增长到 13 项，占获奖总数的比例从

13.3%增长到 41.9%；另一方面，全国仅有的两个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项

目（通用）全部出自清华大学，分别是“立体视频重建与显示技术及装置”

项目和“大跨建筑钢-混凝土组合结构新技术及其应用”项目。这充分表现

出北京地区高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始创新成果在我国整体创新体系中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报：校领导、校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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