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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将简化流程接受监督 

1月 9日，科技部部长万钢表示，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改革是科技管理

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今年将简化项目管理流程，并完善信息公开制度，接受

社会监督。 

据悉，2013 年国家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改革迈出了新步伐。科技部会

同财政部研究起草了《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

见》，制定了《国家科技计划及专项资金后补助管理规定》。科技部还会同中

组部等 9家单位开展了改进“科研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工作，

经初步梳理整合，“三评”项目压缩 28%，评审机制进一步完善。 

万钢指出，目前科技管理方式与快速增长的科研资金和日益复杂的科技

创新活动还不相适应，面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创新活动的分类管理机制

尚未真正建立，科技管理的效率和质量需要进一步提升。今年科技工作的一

项重点任务就是要落实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改革意见，统筹规划、分类指导，

重大项目要突出国家目标、基础前沿项目要突出创新导向、公益性项目要聚

焦重大需求、市场导向类项目要突出企业主体。 

此外，还将完善信用管理制度，建立倒查机制。将查实的严重不良信用

记录者记入黑名单并进行相应处理；健全经费巡视检查机制和过程监管，建

立责任倒查机制，根据出现的问题倒查项目管理部门相关人员，查实后依据

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市教委公布北京市重点学科验收结果 

近日，北京市教委下发通知，公布北京市重点学科验收结果。经过对

2008 年—2011 年遴选的 406 个北京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进行验收，最终确

定 127 个学科为优秀，271 个学科为良好，8 个学科为合格。以下是部分高

校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验收优秀学科情况： 

高校名称 优秀学科数目 高校名称 优秀学科数目 

中央财经大学 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4 

北京工业大学 9 首都师范大学 8 

首都医科大学 4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 

北京工商大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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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北京市重点学科验收结果： 

专业名称 学科分类 验收结果 

应用经济学 一级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 优秀 

企业管理 二级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 优秀 

管理科学与工程 一级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 良好 

政治经济学 二级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 良好 

西方经济学 二级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 良好 

经济法学 二级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 良好 

安全技术与工程 二级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 良好 

会计学 二级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 良好 

技术经济及管理 二级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 良好 

行政管理 二级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 良好 

社会保障 二级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 良好 

2014 年“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资助项目”确定 

近日，根据《2014年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选派办法》（以下简称“选

派办法”），经专家评审，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留学基

金委”）确定了 2014年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资助项目，以下是部分高校

获批情况： 

学校名称 获批数量 学校名称 获批数量 

北京工业大学 6 首都师范大学 1 

东北财经大学 9 天津财经大学 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5 西南财经大学 14 

上海财经大学 18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5 

上海财经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开展新进教师微格教学演练活动 

1月 2日、6日与 7日上海财经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开展了 2013年度

新进教师微格教学演练活动。近 30 位新进教师参加了本次演练，他们分别

就自己即将主讲课程的教学片断进行了展示，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聘请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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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教学院长、校教指委委员与校教学督导组成员共同组成了专家组，对新

进教师的现场表现进行了点评，旨在进一步激发教学改革的活力，激励教师

特别是青年教师自觉加强教学基本功训练、积极引入新的教学理念和手段，

促进教师教学综合素质的提高。 

微格教学（Microteaching）是一种利用现代化教学技术手段来培训在

职教师教学技能的系统方法，其核心理念是训练课题微型化，技能动作规范

化，记录过程声像化，观摩评价及时化。本次活动在吸引新进教师之外，还

吸引了部分已有教学经验的教授与副教授参与。新进教师们表示，通过模拟

课堂的真实环境，观摩他人的教学，听取专家的点评，回看中心提供的微格

教学录像，有助于多角度地发现自己教学中的细节性问题，对于提升今后的

教学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和《外国经济与管理》 

入选“2013 年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 

近日，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与清

华大学图书馆联合发布了 2013“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

期刊”暨《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报告（2013）》、《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

年报（2013）》，并在 2013 年 12 月 30 出版的《中国新闻出版报》及“中国

知网”首页上发布了入选期刊名单。上海财经大学编辑出版的《财经研究》

和《外国经济与管理》入选“2013年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在入

选的 56种人文社科类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中，《外国经济与管理》

和《财经研究》的国际影响力排名分列第 29、34位。 

江西财经大学召开全面深化改革动员大会 

1月 7日，江西财经大学召开全面深化改革动员大会，校党委书记廖进

球作了重要讲话，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就《关于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改革精

神全面深化教育事业改革的实施意见》进行宣读。 

廖进球强调改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全校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全身心

地投入改革、各有关部门要主动适应改革，全校上下必须用心推动改革，使

改革成果更多地惠及广大师生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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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进球指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重点和主轴，人才管理体制机制改革

是难点和关键，对育人质量起决定性作用，必须抓紧抓好；科研管理制度改

革重点是推进科研为育人服务、为学科建设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机制

的形成；学校治理结构改革、国际化办学体制机制改革、管理服务体制改革、

党的建设和反腐败机制改革是保障，必须全面推进。全校各单位要大胆探索

实践，敢于跳出框框，敢想敢干，允许先行先试；要注重统筹协调，在学校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要完善组织保障，大胆启用

和重用改革人才，使那些拥护改革、勇于改革、践行改革的同志脱颖而出；

要落实领导责任，细化实施意见和方案，形成时间表和路线图；要尊重群众

的首创精神，广泛宣传发动，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汇聚改革活力。 

据悉，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学校结合办学实际，就进一步

深化学校教育事业发展与改革，提升办学质量，制定并下发了《关于贯彻落

实中央和省委改革精神全面深化教育事业改革的实施意见》,开启了该校全

面深化改革的新篇章。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去行政化”释放大学学术活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2 年推出“文澜学者”人才计划，强调处级及

以上领导干部不能入选。 

 该校强调，校学术委员会是学校的最高学术机构，校级领导和各院院

长却陆续从中退出。 

 在一系列“去行政化”改革之后，全校国家社科基金年度立项数连续

5年居全国财经政法类高校第一。 

向“处级以上干部”说不 

2013年 11月 18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杨灿明向首批 19名“文

澜青年学者”颁发聘书。而 2个月前，首批文澜青年学者名单新鲜出炉之时，

入选的学者有 21 名。原来，其中两位学者恰好在签约前被任命为副院长，

从而被“文澜学者”人才计划拒之门外。 

一年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师资工作会议上正式推出校内“文澜学者”

人才计划，投入近 2000 万资金培养高水平学者。该计划特别强调，入选学

者在受聘期间不能担任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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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张中华强调，领导干部要把主要精力用于管

理，教师要潜心专注治学。此次“文澜学者”人才工程严格限制校级领导、

学院院长和部门双肩挑的干部进入，既是学校加快推进高校“去行政化”改

革的具体举措，也能保证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更加公平。 

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探索高校“去行政化”方面一直走在全国高校前列。

早在 2000 年，新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正式组建，吴汉东出任校长后就主动

提出，校长不再兼任学校学术委员会主任。随后，从未担任过行政领导职务

的著名会计学家郭道扬教授当选为校学术委员会主任，至今已 13年。 

2011 年年初，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再次调整学校学术委员会组成人员，

除分管学术、科研的副校长之外，此前进入学校学术委员会的其他两位副校

长及各学院院长全部退出。17 名委员当中，除一名委员由科研部负责人兼

任外，均为该校各学科、学院学术声望较高的教授，无一人担任行政职务。

各学院的学术委员会也主要由没有行政职务的学者组成。 

吴汉东说，学校领导、学院院长进一步退出学校学术委员会，有利于实

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相分离。学术委员会是一个学术评议机构，理应由不

担任领导职务的学者组成，以便更加公正客观地评价教师学术行为，更好地

避免行政干预。 

改革释放学术活力 

10多年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将“去行政化”改革继续向细微处推进。

2006年 9月，学校在全国率先发布《大学章程》，明确界定学校党委、校长、

教职工代表大会、学术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教职员工、学生和校友的权利

与义务，强调校学术委员会是学校学术评议、审议和学术决策咨询的最高学

术机构。前几年，学校还对职能部门机构进行改革，将行政色彩较浓的“处”

改为“部”或中心，比如就业指导处改为就业指导服务中心，淡化行政色彩，

强化机关职能部门的服务意识。 

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者、学科、学术问题主要由学者们决定并形成

规矩。以学者最为关心的职称评定为例，中南财大实行学者职称评聘分离，

学术委员会所代表的学术权力组织负责评议，校长代表的行政权力组织负责

聘用。一般情况下，校长应尊重学术委员会的评议结果，同时也保留否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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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情况可以驳回，重新交由学术委员会投票。学术委员会在学术、学科、

学者等领域集体决策、充分讨论，可以最大化地避免决策失误。张中华说，

“去行政化”的改革，就是要释放改革红利，释放学术活力。而学者的科研

积极性也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创作出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科研成果。研究

生院改革以来，强化教学科研功能，细化改革措施，人才培养质量也在不断

提高。 

 

 

 

 

 

 

 

 

 

 

 

 

 

 

 

 

 

 

 

 

 

 

抄送：校领导、校长助理、全校中层干部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政办公室                     2014 年 1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