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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开展高校学生资助诚信教育主题活动 

日前，教育部发布通知，决定自 2013 年起于每年 5 月份在各地、各高

校集中开展高校学生资助诚信教育主题活动。 

通知强调，各地、各高校要高度重视，提前将此项活动纳入年度工作计

划，制订具体的活动方案，精心安排、周密部署，集中力量于 5月份深入开

展，形成有广度、有深度、有社会影响力的宣传声势，构建以诚信为荣的校

园文化氛围。 

通知要求，各地、各高校要联合人民银行、银行监管等部门和国家助学

贷款经办银行，共同开展高校学生资助诚信教育主题活动。要以“诚实守信”

为主题，以“立德树人”为主线，结合校园文化建设、班级建设、社会实践、

“我的中国梦”主题教育等活动，通过举办图片展、知识竞赛、舞台剧、评

选诚信自强之星等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寓教于乐的方式，广泛宣传国家助

学贷款及其他资助政策，普及征信、金融等相关知识，宣讲诚实守信事迹，

倡导契约精神，促使学生树立诚信观念、增强法律意识，及时履行国家助学

贷款合同，有效地将诚信教育转化为大学生自觉的素养与行为。 

北工大参与的“生物治疗协同创新中心”入选国家首批“2011 计划” 

近期，教育部公布了“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即“2011计划”）

首批入选名单，全国共有 14 个协同创新中心作为首批国家层面协同创新中

心获得批准。获批“2011 协同创新中心”分为科学前沿类、行业产业类、

区域发展类、文化传承创新类。由四川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

南开大学和北京工业大学等单位共同建设的“生物治疗协同创新中心”入选

科学前沿类协同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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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治疗协同创新中心”将围绕重大疾病生物治疗的战略需求，充分

发挥协同创新优势，开展联合攻关，加强生物治疗与生物药研发的源头创新，

促进前沿生物技术与基础研究成果的转化，建立世界一流的学术队伍和高水

平的人才培养模式、协同创新的新机制，形成引领国际前沿的生物治疗协同

创新中心，成为国际一流的重大疾病生物治疗研究的学术高地、创新中心、

研发基地和产业引领阵地。  

北京工业大学作为“生物治疗协同创新中心”的主要参与单位之一，将

牵头基因与免疫治疗研究平台的工作，主要围绕生物治疗与生物药开展源头

创新研究，重点开展艾滋病和肿瘤的发病机理及生物防治等研究；在结合生

命学院学科资源和现有优势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协同创新优势，与其他参与

单位和研究人员开展高水平的生物治疗协同创新研究，为我国创新药物研发

提供源头创新；以“生物治疗协同创新中心”为平台，联合培养高水平的研

究生和青年科技人员等。生命学院院长曾毅院士作为“生物治疗协同创新中

心”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负责基因与免疫治疗方面的协同创新工作。在

曾毅院士的带领下，生命学院将以“2011 计划”为发展契机，融合各方力

量和资源条件，在“十二五”期间，致力于提升学院在生物治疗领域的持续

创新能力，为我国生物治疗和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网络开放教育与高等教育改革研讨会在中央财经大学召开 

5月 2日上午，网络开放教育与高等教育改革研讨会在中央财经大学召

开。会议由教育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林蕙青主持，来自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高等教育出版社、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以及

中央财经大学、东南大学、重庆大学、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北京交通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参加了研讨会。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介绍了国外网络开放教育模式及发展现状，分享了

国内网络开放教育课程的探索与实践，就网络开放教育对传统教育的影响和

我国高等教育的应对方式进行了深入探讨。 

中央财经大学党委书记、视频公开课建设工作专家组组长胡树祥指出，

我们要以客观的心态看待国外大规模在线课程快速发展的形势，不能妄自菲

薄，要靠加强自主建设不断与国际接轨，同时扩大辐射面，在网络开放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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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努力做到前瞻性和引领性。他表示，网络开放教育凭借大规模覆盖、同时

在线、优质资源跨时空共享、互动式学习等优势对传统教育形成了冲击，但

只解决了知识的传授问题，还不能完全取代面对面的传统教学模式，他建议

国家在顶层设计中客观看待网络开放教育的发展趋势，做好整体规划，发挥

高校主体作用，从提供优质资源、平台、服务三个层面入手，推动我国网络

开放教育的发展。 

东南大学副校长、资源共享课建设工作专家组组长郑家茂指出，我们应

加强对国外模式的研究，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他指出，目前网上公开课程在

利用率上还存在问题，应该加大运用市场机制，赋予学校自主权，发挥出我

国的资源优势。他表示，网络教育上的多途径并存是我国的特点，远程教育、

继续教育、学历教育等形式会并存共存共同发展，混合融合构建新的模式。

国家应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提供技术、政策和资金平台，保证网络教育在

多样并存状态下健康发展。 

中央财经大学举办中国国际税收发展协同创新学术研讨会 

并发布《2012 中国税收发展报告》 

5月 6日上午，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与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中

国税务杂志社联合主办了中国国际税收发展协同创新学术研讨会及《2012

中国税收发展报告》发布会、《涉外税务》更名《国际税收》发布会。本次

会议是中国国际税收领域的一次盛会，来自政府部门、实务机构、科研院所、

新闻出版各界专家以及我校税务学院国际税收方向师生共计 100余人，围绕

中国国际税收发展协同创新的主题展开了热烈深入的讨论。 

李俊生副校长发布《2012 中国税收发展报告—中国国际税收发展战略

研究》，详细分析了本期中国税收发展报告的理论内容与实践意义，充分肯

定了在报告编写过程中形成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调要继续加强立体

合作，共同推进国际税收科研发展。中国税务出版社朱承斌副总编辑代表出

版社共同发布《2012 中国税收发展报告》，并表示以后继续支持我校税务

学院做好这一标志性成果的编辑出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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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杂志社副总编辑王迎春指出《涉外税务》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批准更名为《国际税收》，使得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的会刊名至实归，未来

国际税收的办刊宗旨将更加明确、前景将更加广阔。  

发布会之后，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龚祖英司长做了题为“当前国际

税收的发展趋势与管理挑战”的主题演讲，她从国内外热点新闻中的案例入

手，详细梳理了当前世界范围内国际税收发展的最新特点，剖析了国际税务

管理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提出了完善国际税收管理体系的重要建议。 

随后，与会专家进行了学术研讨。在国际税收发展趋势主题研讨单元，

大家结合全球化与经济危机的最新发展，围绕竞合型国际经济与税收秩序展

开讨论，中国人民大学朱青教授、国家税务总局国际司税收协定处处长冯立

增、普华永道税务代表梅杞成、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党总支书记杨志清先

后进行了主题发言，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何杨副教授主持了小组讨论。 

在国际税收管理战略主题研讨单元，大家以反避税话题为中心，从管理

制度规范化、过程透明化、人员梯队培养、信息平台建设等方面展开讨论，

北京大学刘剑文教授、国家税务总局国际司非居民管理处处长付树林、安永

税务代表陈翰林、中国政法大学比较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崔威副教授先后进

行了主题发言，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国际税务系主任张京萍主持了小组讨

论。 

在国际税收科研合作主题研讨单元，大家围绕协同创新的发展理念，就

国际税收科研组织、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等达成许多共识和安排。《国际税

收》编辑部主任乔金美、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研所靳东升教授、国家税务总

局国际司综合处王增明处长、中税咨询集团王裕康、毕马威税务代表王安妮、

德勤税务代表王辉先后进行了主题发言、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税务研究中心主

任曹明星主持了小组讨论。 

西南财经大学在京发布《中国公共财政监测报告 2012》 

5月 2日，由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主办的《中国公共财政监测报

告 2012》发布会暨财政改革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财政部干部教育

中心、综合司、税政司和国家税务总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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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中央财经大学、财政部科研所、中国财政学会等单位

的 3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张宗益校长指出，《中国公共财政监测报告 2012》的研究对于构建新

型合作研究模式和中国财政改革具有重要价值。 

会上发布了《中国公共财政监测报告 2012》。《报告》对我国公共财

政的趋势和前景、主要财政收入、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地方政府融资、公共

财政管理、民生公共服务及中国的公共选择机制等政府工作和经济社会的重

大议题，进行了多维度的预警监测分析，并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具有很强

的系统性、实证性和建设性，有助于推进中国公共财政建设实践和理论研究，

为建立有中国特色和鲜明政策导向的财政框架体系提供重要参照。《报告》

采用世界银行研究报告的基本范式和方法，旨在跟踪监测中国财政运行状况

和绩效，这在国内尚属首次。财政税务学院公共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世界银

行学院首席经济学家沙安文（Anwar Shah）教授领衔、财税学院 20 余位教

师参与撰写，历时近 1年完成了该报告。 

随后举行了中国财政改革理论研讨会。与会专家对《报告》给予了积极

评价并提出优化建议，同时围绕“中国公共财政监测”和“中国财政改革”

等热点议题进行了深入热烈的研讨和交流。 

西南财经大学法学专业获批教育部“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 

近日，西南财经大学法学专业成为教育部“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

这是该校继入选教育部首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以及国家级大学生

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后，在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方面获批的又一国家

级建设项目。 

近年来，该校法学专业建设目标明确、思路清晰、措施得力，取得了良

好的教学成效。学校将以此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为契机，准确定位、注重内

涵、突出优势、强化特色，大力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团队、课程教材、

教学方式、教学管理等专业发展重要环节的综合改革，发挥法学专业试点项

目的示范效应，促进人才培养水平的整体提升。 

抄送：校领导、校长助理、全校中层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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