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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前沿
教育部公布 2024 年度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并更新发布本科专业目录

复旦大学六大新工科学院全数登场，探索“干细胞式”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2025 两院院士增选启动

全国本科专业调整

教育部公布 2024年度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并更新发布本科专业目录

日前，教育部公布 2024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全国高校共新增专业点 1839

个，调整学位授予门类或修业年限专业点 157 个，停招专业点 2220 个，撤销专业点 1428 个，专业

调整优化力度进一步加大。

教育部同步更新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5 年）》，增列 29 种新专业。新目录包含

93 个专业类、845 种专业，进一步强化专业设置对国家战略急需和高质量发展的快速响应。此次增

设的 29 种新专业，充分体现国家战略、市场需求和科技发展牵引，在服务国家战略方面，增设了区

域国别学、碳中和科学与工程、海洋科学与技术、健康与医疗保障等专业，面向科技发展前沿，增

设了智能分子工程、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时空信息工程等专业，主动适应市场需求，增设了国际

邮轮管理、航空运动等专业。同时，聚焦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增设人工智能教育、智能视

听工程、数字戏剧等专业。

为更快响应国家战略，教育部首次建立了战略急需专业超常设置机制，对于中央最新部署、高度关

注的战略领域，开辟相关专业设置即时响应“绿色通道”。瞄准低空经济快速发展需要，突破集中申报

限制，指导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 6所高校增设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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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国高校本科专业布点共有 6.28 万个。教育部将进一步强化专业设置与就业工作的联动，指导

高校持续调整优化存量专业，加强各领域人才需求预测分析，不断增强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

契合度。

原文链接：教育部

近日，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就 2024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及《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目录（2025 年）》答记者问。其中提到，实施本科专业目录年度更新发布机制，主要是为了

更快更好地响应国家战略、市场需求和科技发展，在专业设置过程中，以“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

新文科”建设为引领，推动专业交叉融合再出新。对于下一步推进专业优化调整工作，将突出理念引

领，进一步强调高等教育自身发展小逻辑服从服务高质量发展大逻辑；完善工作机制，进一步强化

专业设置对高质量发展的快速响应。深入实施本科专业目录年度更新发布机制，对本科专业类、国

家控制布点专业等进行年度动态调整；加强宏观指导，进一步推动人才培养供需更适配

教育部：以“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为引领，推动专业交叉融合

再出新

。

原文链接：教育部

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工作推进会召开

4 月 24 日，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教育部召开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工作推进会，部

署推进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方案和改革试点任务，加快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

求牵引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504/t20250422_1188245.html
https://www.csdp.edu.cn/article/100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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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强调，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场立足科技前沿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遵

循教育规律、推进供给优化的结构性改革，要强化系统观念，切实把准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的着

力点和突破口。一是有组织加强国家重大战略急需人才培养，突出科学精准、超常布局、深度融合，

实现学科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有效联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大幅提升急需领域人才培

养能力。二是加快推进存量学科专业的迭代优化，面向科技和产业发展前沿，加大力度推动学科专

业内涵更新，稳妥推进学科专业结构优化，建强高校师资队伍。三是持续优化评价体系和政策激励，

完善学科专业建设标准，健全多元评价体系，对学科专业建设成效加强常态监测。四是推动学科专

业数字化升级，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教育教学全要素全过程，建设“通用+特色”高校人工智能通识课

程，加快构建新型教学组织形态。

原文链接：教育部

2025 年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地方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委员会工作

会议召开

4 月 25 日，2025 年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地方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委员会工作会议在召开。

本次会议围绕《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方案（2025-2027 年）》、学科专业设置调整

优化机制改革试点、专业学位类别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和实践成果基本要求、《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

核办法》修订和学位授权点周期性合格评估等工作交流研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学科建设处

处长杨秋波强调，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要稳中求进、先立后破、协同联动、试点先

行，并从“试什么”“谁来试”“怎么试”三方面介绍了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机制改革试点工作。

原文链接：南京邮电大学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moe_1485/202504/t20250425_1188599.html
https://www.njupt.edu.cn/2025/0426/c53a282520/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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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塔发布《全国本科专业调整关键趋势》报告

4 月 28 日，青塔发布 2025《全国本科专业调整关键趋势》报告。据青塔统计，2024 年度新增备案

或审批本科专业名单中，人工智能成为新增数量最多的专业，与之相对应的是工学成为新增数量最

多的学位授予门类。此外，《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5 年）》中，低空技术与工程成为

增设高校最多的新专业。而从近 5年本科专业的调整情况来看，理工农医类新增专业点占新增总数

的 58%，人文社科类撤销专业点占撤销总数的 50.7%，理工农医类专业比重进一步扩大，高校从规

模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 与此同时，服务产业发展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是本轮专业调整的核心。

原文链接：青塔

AI 赋能

上海交通大学发布“AI 十条”，全力建设AI 学科

4 月 20 日，上海交通大学 AI 周系列活动正式启动。启动仪式后，上海交通大学发布人工智能综合

改革方案。该方案以“AI 十条”为核心，全面布局人工智能赋能学科发展、科研创新与人才培养的新

格局。“AI 十条”聚焦人工智能学科跃升、AI For Science 种子计划、智慧文科建设、AI+应用场景创

新等十大领域，旨在夯实交大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引领地位，推动 AI 技术在科学研究、工程技术、

医学突破等方向的深度应用。同时，学校发布一系列面向产业和基础教育的计划与举措，展现学校

在人工智能领域从产业促进、人才培养到基础教育的全面布局与深入探索。

原文链接：上海交通大学

https://mp.weixin.qq.com/s/_mJDQaIv3zn_BCb-ZFk6qg
https://mp.weixin.qq.com/s/5C0_Hjc-1Lj3K6QMm3KQ3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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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成立人工智能学院

4 月 21 日，深圳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揭牌成立。深圳大学校长毛军发指出，深圳大学依托大数据系统

计算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射频异质异构集成全国重点实验室、腾讯云人工智能国家现代产业学院、

广东省算力提升基础学科研究中心、光明实验室等国家级、省级相关科研教学平台，在人工智能领

域的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和科技攻关方面都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人工智能学院的成立，标志着

深圳大学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创新，通过构建“X+AI”与“AI+X”相融合的学科生态，推动电子信息、

生命健康乃至文化艺术等领域的纵深发展。

原文链接：深圳大学

清华大学成立人工智能医院

4 月 26 日，清华大学举行人工智能医院成立仪式。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医院初期将在学校 AI 全面布

局和多学科医工交叉的基础上建设 AI 医院系统，依托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及北京清华长庚互联网医院

试运行，以全科医学科和眼科、放射诊断科、呼吸科等专科为试点。未来将构建“AI+医疗+教育+科

研”生态闭环，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的高效扩容与均衡布局。人工智能医院旨在打破“传统医院+AI”的运

行模式，以临床医疗服务为驱动，从设计底层融入 AI 智能体功能，协助医生精准决策，提高医疗服

务效率和患者满意度，降低医院运营成本，推动解决基层全科医生短缺问题。

原文链接：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科学智能学院成立

4 月 26 日，北京大学科学智能学院成立活动在深圳举行。北京大学科学智能学院是北京大学面向智

https://mp.weixin.qq.com/s/wBIGA8KSF0M04vmLGB_EnQ
https://mp.weixin.qq.com/s/n-87KYCszONioyJrmqOJ5A


6

能时代科学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前瞻性布局，采用“AI+Science”双导师制，致力于构建人工智能与基础

科学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培养兼具科学智能素养、跨学科创新能力和国际视野的交叉复合型人才。

学院将立足深圳，依托北京大学科研优势与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创新资源，持续深化与重点产业战略

合作，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培育复合型创新人才及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效能。

原文链接：北京大学

本周聚焦

复旦大学六大新工科学院全数登场，探索“干细胞式”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3 月 2 日，复旦大学召开集成电路与微纳电子创新学院高质量建设推进会。4月 16 日，复旦大学连

开三场创新学院高质量建设推进会，宣布成立智能材料与未来能源创新学院、成立未来信息创新学

院，高质量推进建设智能机器人与先进制造创新学院。4月 18 日，复旦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与技术创

新学院高质量建设推进会、复旦大学计算与智能创新学院高质量建设推进会先后举行。至此，复旦

大学今年重点打造的六大新工科创新学院已全数登场。六大学院的院长由相关领域顶尖科学家担任，

集成电路与微纳电子创新学院的院长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刘明担任；智能材料与未来能源创新学院的

院长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赵东元；计算与智能创新学院院长则由副校长汪源源担任；未来信息创新学

院由副校长周磊任院长；智能机器人与先进制造创新学院由副校长姜育刚任院长；生物医学工程与

技术创新学院院长由加拿大工程院院士陈颉担任。六大新工科学院全部采用跨学科的人才培养模式，

并且采用本研融通的模式。

复旦大学校长金力表示，学校建设创新学院，希望能够紧扣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之需，发挥复旦之

能，探索出一条具有复旦特色的新工科创新驱动发展之路，源源不断培养“干细胞式”的新工科拔尖创

新之才。把一流大学建设与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一步贯通起来，勇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最前

列；把一流大学建设与教育强国使命任务进一步结合起来，抓牢第三次腾飞的机遇期；把一流大学

建设与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进一步统一起来，坚决写好立德树人的“大文章”。建设 6大创新学院，

不简单是新工科门类的起手式，更是复旦大学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综合改革的起手式，标志着学

https://mp.weixin.qq.com/s/HRlPSd700b6liruCoUoM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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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改革从单项迈向综合，进一步强化文理医工“四轮驱动”格局建设。学校始终把培养“干细胞式”原始

创新拔尖人才和融合创新高端人才作为首要任务，通过 6家单位先行先试，带动全校深化改革，加

快向创新型大学转型升级，早日迈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

原文链接：复旦大学《复旦大学集成电路与微纳电子创新学院高质量建设推进会召开》

复旦大学《重磅！复旦大学高质量推进建设创新学院 +3！》

复旦大学《又双叒，官宣！复旦大学高质量推进创新学院建设 +2！》

2025 两院院士增选启动

近日，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发布 2025 年院士增选指南。具体内容如下。

表 185-1 2025 年度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的领域学科方向

学部 专业组及增选名额 专业学科方向 优先支持学科

机械与运载
工程学部

机械组
3-4 名

机械工程

/动力及电气设备工程与技术

机械交叉学科

船舶、兵器与交通组
3-4 名

船舶与海洋工程
/

兵器科学与技术

https://mp.weixin.qq.com/s/-TyLxRm7OmOrx2nNii4ueQ
https://mp.weixin.qq.com/s/A9ssVeEPkcPetslxWKMbkw
https://mp.weixin.qq.com/s/nIsG-uiT2s21wWjGTQSk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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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85-1 2025 年度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的领域学科方向

学部 专业组及增选名额 专业学科方向 优先支持学科

交通运输工程

船舶兵器交通交叉学科

航空航天运载组
3-4 名

航空宇航科学技术
/

航空航天交叉学科

信息与电子
工程学部

信息一组

3名

电子科学与技术

微电子技术，
光电子技术，
精密仪器技术

光学工程与技术

仪器科学与技术

信息一组交叉学科

信息二组
3名

信息与通信工程
通信与网络技术

信息二组交叉学科

信息三组
4名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人工智能，
机器人技术，
自动化系统技术

控制科学与工程

信息三组交叉学科

化工、冶金
与材料工程

学部

化工组
3名

化学工程与技术 高分子化工，
精细化工，
核化工

化学工程交叉学科



185 期

9

续表 185-1 2025 年度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的领域学科方向

学部 专业组及增选名额 专业学科方向 优先支持学科

冶金组
3名

冶金工程与技术 冶金热能工程，
钢铁冶金，
过程工程，
冶金分析

冶金工程交叉学科

材料组
4名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合成与加工，
金属材料，
纳米材料，

材料测试与评价

材料科学工程交叉学科

能源与矿业
工程学部

能源和电气科学技术与
工程组
2-3 名

能源和电气科学技术与工程
水电工程，
能源新技术

能源和电气交叉学科

核科学技术与工程组
2-3 名

核科学技术与工程 核安全、防护和环境，
核技术及辐射物理，

核交叉学科

核交叉学科

地质资源科学技术与工
程组
2-3 名

地质资源科学技术与工程
地质资源交叉学科

地质资源交叉学科

矿业科学技术与工程组
2-3 名

矿业科学技术与工程
矿业交叉学科

矿业交叉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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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85-1 2025 年度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的领域学科方向

学部 专业组及增选名额 专业学科方向 优先支持学科

土木、水利
与建筑工程

学部

建筑组
2-3 名

建筑学

/城乡规划与风景园林

建筑及其交叉学科

土木一组
2-3 名

工程力学

/

土木工程材料

结构工程

桥梁工程

土木一组及其交叉学科

土木二组
2-3 名

道路与铁路工程

/

岩土工程

地下工程与隧道工程

土木工程抗灾与防护工程

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

土木二组及其交叉学科

水利与测绘组
2-3 名

测绘工程

/水利工程

水利、测绘及其交叉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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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85-1 2025 年度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的领域学科方向

学部 专业组及增选名额 专业学科方向 优先支持学科

环境与轻纺
工程学部

环境组
4-5 名

环境科学与工程

多介质环境协同保护与综合治理，
固体废物处置与资源化，
气候预测与气候变化，

海洋化学与工程

气象科学与工程

海洋科学与工程

大气、海洋与生态环境交叉学科

轻纺组
3-4 名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工程，
纤维材料科学与工程，

轻工装备与控制

纺织科学与工程

轻工科学与工程

食品、轻工与纺织交叉学科

农业学部

农业一组
3-4 名

作物学

花卉学，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微生物工程

农业生物工程

园艺学

植物保护学

农业一组交叉学科

农业二组
3-4 名

农业资源与环境学

农业生态学，
林木遗传育种，
农业机械化工程

林学

应用生态学

农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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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85-1 2025 年度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的领域学科方向

学部 专业组及增选名额 专业学科方向 优先支持学科

林业工程

农业二组交叉学科

农业三组
3-4 名

畜牧学

动物繁殖，
动物疫病与生物安全，

兽药学

兽医学

水产学

农业三组交叉学科

医药卫生学
部

外科组
2-3 名

外科学

麻醉学，
口腔修复与正畸学

妇产科学

眼科学与耳鼻咽喉科学

肿瘤学（外科）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麻醉学

护理学

口腔颌面外科学

口腔修复与正畸学

外科交叉学科

内科组
2-3 名

内科学
儿科学，

精神病学与精神卫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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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85-1 2025 年度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的领域学科方向

学部 专业组及增选名额 专业学科方向 优先支持学科

感染性疾病与传染病学

儿科学

神经病学

精神病学与精神卫生学

皮肤病与性病学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临床检验诊断学

肿瘤学（内科）

急诊与重症医学

口腔内科学

内科交叉学科

药学组
2-3 名

药学 药学前沿技术交叉学科，
制药工程学，

药理学（含药代动力学与毒理学、
临床药理学）

药学前沿技术交叉学科

基础预防组
2-3 名

基础医学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医学微生物学与医学寄生虫学（含
病毒学），

航空、航天、潜海与潜水医学

法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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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85-1 2025 年度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的领域学科方向

学部 专业组及增选名额 专业学科方向 优先支持学科

特种医学

医学信息学与生物医学工程

基础预防医学交叉学科

中医中药组
2名

中医学

中西医精准数智诊疗交叉学科，
中药药理学（含药代动力学与毒理

学、临床药理学）
中药学

中西医精准数智诊疗交叉学科

说明：各专业组交叉学科含工程管理学科。

2025 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总名额为不超过 100 名，其中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 10 名，信息与电子

工程学部 10 名，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 10 名，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 10 名，土木、水利与建筑

工程学部 10 名，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 8名，农业学部 10 名，医药卫生学部 12 名（含中医药 2名）；

此外，7个名额用于特别通道候选人，8个名额主要用于支持民营科技领军企业的候选人，5个名额

主要用于支持在西部边远地区（贵州、云南、广西、甘肃、青海、宁夏、西藏、新疆、内蒙古 9个

省、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 20 年以上的候选人，上述三个方面的名额统筹使用。各学部

专业组名额分配方案将根据有效候选人及评选情况做适当调整。

表 185-2 2025 年度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领域学科方向和名额分配方案

学部 详情

数学物理学部

数学 5名，其中基础数学不少于 2 名，应用数学不少于 2 名；物理Ⅰ（包括凝聚
态物理、声学、原子分子物理、光学与量子信息等）6名，其中水声学 1 名，原
子分子物理 1名，量子信息物理 1 名；物理Ⅱ（包括基础物理、原子核物理、粒子
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等）3名；力学 1 名；天文学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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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85-2 2025 年度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领域学科方向和名额分配方案

学部 详情

化学部
无机分析 4名，其中无机化学 2名，分析化学、环境化学 2名；有机高分子 4名，
其中有机化学 2名，高分子 2名；物化化工 4名，其中物理化学 2名，化工 2名；
稀土元素化学 1 名；谱学分析与成像 1名；碳中和化学化工 1 名。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基础生物学 5名；医学 6名，其中临床医学 3名，医工交叉与智慧医学 1 名；农
学、生态与进化 6名，其中农业科学 3名，生态保护与修复 1 名；生物制造 1 名；
妇科学（临床）1名。

地学部

地质Ⅰ（包括沉积学、构造地质学、古生物学、前寒武纪地质学、石油与天然气地
质学等）3名，其中地质与生命 1 名；地质Ⅱ（包括地球化学、第四纪地质学、工
程地质学、矿床学与矿相学、矿物学、数学地质学、水文地质学、岩石学等）3
名；地理学（包括人文地理学、生态与环境科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科学、自然地
理学等）3名，其中人文地理学 1 名；大气海洋（包括大气化学、大气物理学、
气候学、天气学、海洋地质学、海洋化学、海洋生物与生物海洋学、物理海洋学
等）3名，其中深海科学与资源能源 1 名；地球物理（包括大地测量、固体地球
物理、空间物理、月球与行星科学等）3名。

信息技术科学部

信息Ⅰ（包括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仪器仪表
与传感等）5 名，其中集成电路芯片 1 名；信息Ⅱ（包括电子科学与技术、光学
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网络空间安全等）5 名，其中空天光学系统 1 名；人工
智能科学与技术的数理基础 1 名。

技术科学部

材料（包括金属材料与冶金、无机非金属材料、有机高分子材料、特种材料、材
料物理与化学、材料加工技术等）5名，其中宽禁带半导体材料 1 名；工程Ⅰ（包
括机械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电气工程、航空科学与技术、航天科学与
技术、兵器科学与技术、核科学与技术等）6名，其中绿色能源装备 1 名；工程Ⅱ
（包括力学、建筑学与城乡规划、土木与水利工程、交通运输工程、矿业与油气
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等）5名，其中船舶与海洋工程 1 名。

特别推荐领域 名额不超过 8名，另行安排。

2025 年院士增选名额不超过 100 名。

原文链接：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

https://www.cae.cn/cae/html/main/col245/2025-04/24/20250424164255261979181_1.html
https://yszx.casad.cas.cn/tzgg/202504/t20250418_50647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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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导向
15 所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交叉学科试点高校扩容

湖北省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在推动“双一流”建设上再创佳绩

浙江省实施“产业教授”“科技副总”选聘，推动高层次人才“互聘共享”

国家层面

15 所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交叉学科试点高校扩容

国务院学位办近日复函国家民委，支持新增中国人民大学等 15 所高校自主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交

叉学科建设。这是继 2024 年 5 月 8 日中央民族大学获批首个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交叉学科建设试点

后，设立的第二批试点，初步形成“1+15”格局，实现了该学科在区域、类型和研究方向上的整体布局。

第二批自主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交叉学科建设的 15 所高校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

学、山东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暨南大学、新疆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延边大学、黑龙江大学、

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

国家民委有关部门表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交叉学科通过知识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打破原

有学科区隔，突破西方民族理论局限，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提供更为坚实的学科和人才

支撑，用自主性原创性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历史、中国道路、中华文明，为用党的创新理论赋能学科

建设提供现实路径，推动形成具有影响力的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学派。下一步，将会同教育部有关司

局指导试点高校切实做好理论研究、学科建设、课程构建、教材编写、师资培养、学生教育等各项

工作，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

原文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https://www.neac.gov.cn/seac/xwzx/202504/117958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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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共青团中央：推动“青年驿站”为求职毕业生提供住宿优惠便利服务

近日，教育部、共青团中央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发挥“青年驿站”作用 为跨地区求职高校毕业生提

供住宿优惠便利服务的通知》，推动进一步发挥“青年驿站”促就业、惠学生积极作用，更好地为高校

毕业生跨地区求职提供住宿优惠及便利服务。据共青团中央初步统计，“青年驿站”作为旨在解决青年

求职就业住房需求而开展的公益服务项目，目前已覆盖全国 200 个城市，规模达 2600 余家，符合

条件的青年可申请享受不少于 3天的免费住宿。跨地区求职高校毕业生可在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

台、团属网络新媒体平台等查询“青年驿站”申请渠道及相关政策信息。

原文链接：教育部

省市层面

湖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在推动

“双一流”建设上再创佳绩

4 月 23 日，湖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到武汉大学、武汉纺织大学调研高校党建及意

识形态、“双一流”建设等工作。调研中，王忠林指出，武汉大学是湖北的一张亮丽名片，为湖北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人才和创新支撑，希望武汉大学在党的建设和“双一流”建设上继续走在前列；

武汉纺织大学是湖北省“国内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省委、省政府对省属高校寄予厚望，希望武汉纺织

大学奋勇争先，为湖北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王忠林强调，全省高校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牢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根本

任务。要着力落实立德树人，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着力加快“双一流”建设，集中资源力量打造

一流学科体系、一流人才队伍、一流教研平台，招引一批全球顶尖科学家和青年拔尖人才；着力服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504/t20250425_11886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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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支点建设，发挥高校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聚焦湖北省“51020”先进制造业集群，努力在基础研究、

关键技术、重大产品上取得突破；着力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形成高水

平人才培养体系，严格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把意识形态工作融入日常教学管理。

原文链接：湖北日报

浙江省实施“产业教授”“科技副总”选聘，推动高层次人才“互聘共享”

近日，浙江省教育厅会同省经信厅印发了“产业教授”选聘通知，省科技厅会同省教育厅印发了“科技

副总”选聘通知，按照需求征集与发布、供需对接、协议签订和组织推荐等步骤开展，2025 年计划

选聘“产业教授”300 名以上、“科技副总”700 名以上。实施高层次人才“互聘共享”计划，从企业遴选

一批人才到高校担任“产业教授”，从高校、科研院所遴选一批人才到企业担任“科技副总”，旨在推进

产学研深度融合，聚焦关键核心技术，组织不同体制、单位的人才协同攻关，实现人才无论落在哪

里，高校、科研院所、企业都能使用，成果都能转化在企业，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质生产力。

原文链接：教育之江

https://hbcac.gov.cn/xw/202504/t20250424_13061.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hUsSrplZZwfsyJjJyWAk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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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全景
复旦大学校友捐赠 10 亿成立学敏高等研究院

2024 年度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拟奖候选项目（人选）公示

2025 年度泰晤士亚洲大学排名发布

科研平台

量子功能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战略研讨会举办

4 月 19 日，量子功能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战略研讨会暨第一届学术委员第一次会议在南方科技大学

举行。量子功能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由南方科技大学牵头，联合上海科技大学共建，深度融合两所

新型大学重点学科，汇聚杰出学术人才和顶尖科研团队，实现两地 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同步辐射

光源、材料基因组等大科学装置的优势互补。实验室定位于应用基础研究，聚焦量子功能材料的智

能设计、原子级精准制备，基于大科学装置的全自由度超高分辨表征，推动量子功能材料在信息与

能源领域中的应用。

原文链接：南方科技大学

https://newshub.sustech.edu.cn/html/202504/464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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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动力-物理环境与智能感知全国重点实验室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召开

4 月 20 日，海洋动力-物理环境与智能感知全国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全重室）第一届学术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在青岛召开。中国海洋大学校长张峻峰表示，学校将以建好全重室为关键抓手，聚力推

动海洋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与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山东省科学院海洋仪器仪表研究

所一道，奋力将全重室打造为国际一流的海洋科技前沿研究中心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地，为海洋

强国、教育强国提供坚实战略支撑。

原文链接：中国海洋大学

定量合成生物学全国重点实验室战略发展研讨会举办

4 月 22 日，定量合成生物学全国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战略发展研讨会暨第一届学术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在深圳举办。本次会议聚焦合成生物学引领世界的前沿探索、明确产学研协同的科技

创新，就实验室未来发展规划展开深入的交流与讨论。会议完成了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咨询专

家的聘任工作，该委员会及咨询专家组由多位院士领衔组成高水平学术指导团队，将凝聚战略共识、

明晰发展路径，系统推进实验室科研布局优化与能力升级。

原文链接：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院

赣南实验室启动运行

4 月 26 日，赣南实验室启动会举行。赣南实验室以江西理工大学为依托，共建单位包括赣州市政府、

https://news.ouc.edu.cn/2025/0421/c554a119250/page.htm
https://mp.weixin.qq.com/s/Eg5-F4ZjAVJHAg5yvATF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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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潭市政府、南昌大学，研究方向为先进金属材料与关键矿产开发，工作目标是攻克一批“卡脖子”

关键共性技术，产生一批引领性的重大科技成果和创新产品，助推江西省有色金属、钢铁等产业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省长叶建春表示，省委和省政府对赣南实验室寄予厚望，集中优势资

源，集聚创新要素，着力把赣南实验室打造成聚焦金属、服务产业、特色鲜明的新型研发平台，形

成全国一流的先进金属材料和关键矿产领域协同创新策源地。

原文链接：江西省人民政府

复旦大学校友捐赠 10亿成立学敏高等研究院

近日，复旦大学材料系高分子专业 1985 级校友李平、历史学系 1986 级校友廖梅夫妇决定为母校一

次性捐赠 10 亿人民币，支持建设复旦大学学敏高等研究院。学敏高等研究院将致力于构建一个世界

顶尖的自然科学领域高水平基础研究和交叉研究机构，聚焦数学、物理、化学、材料、生物、医药、

环境、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多个前沿领域；此外，学敏高等研究院创新性地采取自由灵活的管理体

制，打破传统科研评价体系束缚，鼓励科研人员聚焦科研本身，支持长周期研究和颠覆性创新，赋

予青年科学家充分人事管理自主权，实行青年科学家负责制，根据团队研究计划给予稳定经费支持。

原文链接：复旦大学

科研奖励

2024 年度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拟奖候选项目（人选）公示

近日，2024 年度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学科（专业）评审工作已经结束。根据《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

https://www.jiangxi.gov.cn/jxsrmzf/hdbd/pc/content/content_1916289660110163968.html
https://mp.weixin.qq.com/s/UbUjTePDsnCotmAZijp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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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现将通过的 206 项（人）拟奖候选项目（人选）予以公示，其

中最高科学技术奖 1人、科技成果转化奖 37 项、自然科学奖 27 项、技术发明奖 25 项、科技进步奖

116 项。公示期为 2025 年 4 月 27 日至 5月 13 日，公示期内如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反馈，并提供

必要的证明材料。

原文链接：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厅

科研进展

中国农业大学于Cell 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4 月 21 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兽医公共卫生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沈建忠院士团队在《细胞》

（ Cell ）杂志上在线发表了研究论文《组织几何结构驱动细菌感染的时空动态规律》（Tissue

geometry spatiotemporally drives bacterial infections），发现了多细胞结构或组织固有结构特性

调控细菌感染的“边际效应”，揭示了细菌感染与生物力学信号转导的内在机制，研发了靶向细菌定殖

的精准药物递送系统，丰富了合理用药策略，为细菌感染治疗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

原文链接：中国农业大学

上海科技大学合作研究成果发表于Nature

4 月 22 日，上海科技大学联合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和重庆医科大学等多家单位在《自然》（Nature）上发表了题为“Substrate recognition and cleavage

mechanism of the monkeypox protease, Core protease”的研究成果。团队首次证实天花病毒、猴

https://kjt.hlj.gov.cn/kjt/c113908/202504/c00_31835091.shtml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92867425003940?via=ihub
https://news.cau.edu.cn/ttgznew/5e44fac9ff0d441ca009edcc52c82f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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痘病毒等正痘病毒属的核心蛋白酶（Core Protease，CorePro）是一个全新的广谱抗病毒药物靶标；

解析了猴痘病毒核心蛋白酶的高分辨率三维空间结构，揭示了其识别底物的分子机制；在此基础上，

研究团队成功设计了多个具有强效广谱抗病毒活性的小分子抑制剂并阐明其精确作用机制。

原文链接：上海科技大学

合作共赢

全国首个聚焦人力资源服务领域的新型产教融合平台揭牌成立

4 月 18 日，西南政法大学现代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学院揭牌活动举行。该学院由西南政法大学联合中

国重庆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发展研究院共建，系全国首个聚焦人力资源服务领域的新型产教融合平台，

揭牌仪式后，人力资源行业专家相继发言。多位专家提出，现代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学院未来应重视

AI 赋能。

原文链接：西南政法大学

山东省量子未来技术学院揭牌

4 月 18 日，山东省量子未来技术学院揭牌仪式暨建设研讨会在济南大学举行。济南大学党委书记刘

春华指出，量子科技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集聚优势资源成立山东省量子未来

技术学院，是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学校将

高标准谋划、高质量推进，为山东省和国家量子科技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原文链接：济南大学

https://mp.weixin.qq.com/s/3absv26ebiVovfqYIHnM4A
https://mp.weixin.qq.com/s/E2J9TJHD_w0keMQBKTt8gA
https://mp.weixin.qq.com/s/FrZpo6eyffA_ETWP9Ax7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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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80次香山科学会议举行

4 月 19-20 日，由西安交通大学承办的第 780 次香山科学会议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本次会议以“空

天动力结构服役安全科学前沿问题及关键技术”为主题。与会专家围绕空天动力结构服役安全领域开

展了深入研讨，系统梳理了该领域亟待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优化了基础研究布局框架，定位了关

键技术瓶颈并明确了重点突破方向，为保障我国空天动力装备服役安全提供了有益参考。

原文链接：西安交通大学

同济大学校长郑庆华率队赴川推进省校合作

4 月 20-21 日，同济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庆华率队赴四川省调研，并就进一步推进校地合

作与四川省、宜宾市领导进行深入交流。双方表示，近年来，同济大学与四川省全面加强战略合作，

在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化、城乡创新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合作成果。面向未来，双方将双向

奔赴、相互赋能，凝练新一轮合作重点，共同打造省校战略合作新的里程碑；同济大学与宜宾渊源

深厚，校地合作不断深化，情谊历久弥新。同济大学与宜宾市愿意全面加强深度合作，紧密对接地

方产业转型发展需求，推动同济科技创新成果落地转化，更好服务宜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原文链接：同济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依法治疆研究院揭牌成立

4 月 21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与中国政法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中国政法大学依法治疆

https://news.xjtu.edu.cn/info/1033/221004.htm
https://mp.weixin.qq.com/s/cJrhtohtD9mdBHXuKpcjBQ


185 期

25

研究院同步揭牌成立。新疆和中国政法大学将围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推进全

面依法治疆，在咨政平台建设、法治建设、人才交流、对口支援帮扶等领域开展深入合作。依法治

疆研究院作为双方合作的重要依托，将充分发挥校地双方优势，打造集高端智库、科学研究、人才

培养、社会服务、国际交流等功能于一体的高水平依法治疆咨政服务平台。

原文链接：中国政法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与湖南省肿瘤医院共建“湖南师范大学肿瘤研究院”

4 月 22 日，湖南师范大学与湖南省肿瘤医院共建“湖南师范大学肿瘤研究院”合作签约暨揭牌仪式举

行。湖南师范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仲华表示，此次签约是双方共筑肿瘤防治新高地、共同

推进医教融合和科教融合、打造医教研一体化的典范。双方要发挥各自优势，深化合作，聚焦人才

培养、科学研究和医疗服务，整合资源推进学科建设，携手推动研究院的发展。湖南师范大学将加

快推进医学博士点建设和学科交叉研究，提升医学和健康保障水平，为研究院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原文链接：湖南师范大学

复旦大学青年创新中心基金启动

4 月 26 日，复旦大学青年创新中心基金正式启动。该基金由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向上海复旦大学

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 1.16 亿人民币设立，用于支持学校科技创新和青年科创人才培养。复旦大学青

年创新中心基金将优先支持具备长期性、挑战性以及多学科合作的项目，主要面向具有创新潜能的

青年学生，培养能够驱动新质生产力、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青年创新精英，构建国际知名、区

域辐射广泛的青年科创高地，营造“自立自强、创新超越”的复旦科创文化。

原文链接：复旦大学

https://news.cupl.edu.cn/info/1015/42883.htm
https://mp.weixin.qq.com/s/K1QFQ-lysDq315Isn5qsWg
https://mp.weixin.qq.com/s/3jPIHynaTyUtF9ODxSZJ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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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声誉

2025 年度泰晤士亚洲大学排名发布

近日，2025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亚洲大学排名在中国澳门的澳门科技大学举行的 2025 年亚洲大学峰

会上正式揭晓。

中国内地高校再次领跑亚洲大学排名，清华大学连续七年蝉联榜首，北京大学稳居亚洲第二。前 10

名中国内地高校占据了五席，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的排名均上升一位，分别位列第七和第八。上海

交通大学位列世界第 10 名。新加坡、日本和中国香港的高校占据前 10 中的其余席位，与 2024 年

的排名相比，排名前十名的高校变化不大。

中国内地共有 94所高校上榜，是上榜高校数量排在第三国家/地区，仅次于日本（119 所）和印度（107

所）。中国大陆有 25 所高校创下了史上最佳表现，28所高校的排名较去年有所提升。中国内地在

2025 年度泰晤士高等教育亚洲大学排名中的出色表现，表明中国内地的高等教育卓越计划——“双

一流”建设计划取得了全面成功。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别位居亚洲第一和第二；复旦大学、浙江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样进入亚洲前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同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均进入亚洲前三十名。

表 185-3 中国内地高校上榜情况

亚洲
排名

中国内
地高校

综合
得分

研究
质量

产业
收入

国际
展望

研究
环境

教学

1 清华大学 93 94.8 100 49.8 98.4 94.9

2 北京大学 92.9 90.4 99.9 70.1 97.9 94.3

7 复旦大学 82.3 88.1 99.4 53.8 79.3 80.4

8 浙江大学 81.2 86.7 100 61.3 79.8 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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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85-3 中国内地高校上榜情况

亚洲
排名

中国内
地高校

综合
得分

研究
质量

产业
收入

国际
展望

研究
环境

教学

10 上海交通大学 80.8 83.5 100 56.4 82.2 75.6

1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80.1 92.4 98.8 46.1 72.4 76.6

14 南京大学 77.8 89.2 99.1 61.5 69.2 70.3

22 同济大学 70.4 81.1 99 70.1 59.6 58

23 哈尔滨工业大学 69.7 82.3 99.9 33.7 60.6 63.6

25 武汉大学 69 91.6 98.2 40.9 51.3 58

26 北京师范大学 68.2 85.3 80.7 52 54.9 62.3

29 华中科技大学 67.5 90.4 99.7 33 54.2 52.1

32 天津大学 67 81.1 99.6 57.3 54.8 53.3

35 四川大学 66 80.1 98.8 44.6 55.7 53.7

35 南方科技大学 66 93.9 80.9 67.1 50.6 42.9

40 北京理工大学 64.5 81.7 98.5 42.4 50.6 52.2

41 西安交通大学 64.4 80.2 99.9 34 54.8 50.7

4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63.5 78.6 99.9 35.8 52.8 50.7

47 中山大学 63.4 87.2 93.7 37.1 42.8 53.4

48 华南理工大学 63.1 89.1 99.5 44.6 45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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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85-3 中国内地高校上榜情况

亚洲
排名

中国内
地高校

综合
得分

研究
质量

产业
收入

国际
展望

研究
环境

教学

51 西北工业大学 62.6 82.5 99.2 49.1 48.6 43.6

51 东南大学 62.6 79.7 99.3 46.3 52.2 43.4

56 华东师范大学 61.8 82.9 87.2 52.8 42.3 50.7

58 南开大学 61.6 87.6 76 49.2 36 57.1

59 南方医科大学 61.3 85.3 71 31 47.1 53.7

60 湖南大学 60.6 93.4 93.1 32.9 39.1 40.1

63 电子科技大学 60 84.9 98.3 33.7 43.2 40.9

67 厦门大学 59.1 85.3 87.1 37.1 38.3 46.3

78 大连理工大学 57.9 77.6 97.2 37.5 41.3 42.8

80 重庆大学 57.7 84 95.2 46.8 39.9 33.8

85 深圳大学 56.4 88.6 76.5 40.3 41.5 30.8

90 上海大学 55.2 71.6 89 40.9 44.6 37.8

102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53.9 69 94 28.8 44.5 37.6

105 北京化工大学 53.7 87.3 93.1 22.7 32.5 30.2

108 苏州大学 52.9 82.7 90.6 28.2 30.6 34

110 东华大学 52.5 78.3 91.7 40.4 28.7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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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85-3 中国内地高校上榜情况

亚洲
排名

中国内
地高校

综合
得分

研究
质量

产业
收入

国际
展望

研究
环境

教学

112 东北大学 52.2 70.8 92.5 40.3 34.3 37

117 扬州大学 51.8 71.3 78.3 48.3 33.3 39.1

12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50.8 64 96.7 24.9 40.9 35.1

126 暨南大学 50.2 79.6 60.1 60.3 29.3 30.7

130 江苏大学 49.5 82.9 70.8 55.5 19.8 31.8

135 华东理工大学 49.2 68.4 93.8 23.2 31.9 35

14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48.5 70.5 92.6 25.7 29.8 31.9

158 江南大学 47.1 68.7 91.6 22.5 28.2 31.4

162 哈尔滨工程大学 46.8 58.4 91.9 23.8 37.5 31.9

164 广东工业大学 46.6 82.8 82.5 26.2 22.9 20.9

168 华北电力大学 46.3 65.5 89 22.2 34.2 26.6

170 首都医科大学 46 68.4 54.4 25 27.1 43

170 南京林业大学 46 85 49.2 27.8 25.9 25.4

172 西南交通大学 45.8 67.5 87.3 22 27.1 31

173 南京工业大学 45.7 74.3 82.9 35.5 20.4 27.5

175 华南师范大学 45.5 69.3 69 37.8 28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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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85-3 中国内地高校上榜情况

亚洲
排名

中国内
地高校

综合
得分

研究
质量

产业
收入

国际
展望

研究
环境

教学

175 浙江工业大学 45.5 68.2 85.8 30.5 28.2 25.6

17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45.4 67.9 84.1 23 29.3 27.4

178 福州大学 45.3 76.7 77.2 36 22.6 22.7

179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45.2 82.1 22 57 22.4 32

194 青岛大学 44.2 84.2 58 23.9 22.4 20.5

196 广州大学 44.1 80.8 44.1 32 24.8 24.9

201–250 南京医科大学 41.3–43.7 66.2 46.7 24.8 18.8 43.7

201–250 南京师范大学 41.3–43.7 70.3 62.6 28.1 20 29.5

201–250 西交利物浦大学 41.3–43.7 69.5 38.8 76.2 19.6 23.1

201–250 浙江师范大学 41.3–43.7 73.6 59.4 34.7 24.5 24.1

251–300 长沙理工大学 38.3–41.2 69.7 66.8 26 17.8 18.8

251–300 中国药科大学 38.3–41.2 56.2 82.3 21.5 23.6 30.7

251–300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38.3–41.2 70.7 53.2 39.8 22.4 21.9

251–300 东北农业大学 38.3–41.2 79.7 37.8 18.3 15.9 22.3

251–300 东北师范大学 38.3–41.2 63.8 49.7 31.5 19.7 34.2

251–300 温州医科大学 38.3–41.2 70 46.9 39.7 18.8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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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85-3 中国内地高校上榜情况

亚洲
排名

中国内
地高校

综合
得分

研究
质量

产业
收入

国际
展望

研究
环境

教学

251–300 温州大学 38.3–41.2 77.6 37.6 37.1 19.1 19.3

301–350 福建农林大学 36.4–38.2 68.1 41.5 31.3 17.8 21.6

301–350 广州医科大学 36.4–38.2 69.6 37.9 26.8 13.1 29.7

301–350 上海师范大学 36.4–38.2 52.9 41.6 27.9 19.6 36.2

301–350 汕头大学 36.4–38.2 64.4 41.7 40.2 20.6 22.4

301–350 浙江工商大学 36.4–38.2 67.8 39.8 38.5 16 25.1

301–350 浙江理工大学 36.4–38.2 54.1 74.1 23 24.3 20.3

351–400 成都大学 34.4–36.3 69 32.8 28 16.1 22.3

351–400 华侨大学 34.4–36.3 54.4 40.4 70.4 17.6 18.8

351–400 西北大学 34.4–36.3 56.5 50.7 24.2 17.6 30.4

401–500 常州大学 31.5–34.3 50.6 64.3 20.1 17.6 20.6

401–500 杭州师范大学 31.5–34.3 60.8 37.6 28.3 17.1 19.1

401–500 上海理工大学 31.5–34.3 49.4 48.6 25.9 13.6 27.9

401–500 湘潭大学 31.5–34.3 53.5 52.6 21.7 19.9 21.5

401–500 徐州医科大学 31.5–34.3 54.5 32.5 21.3 20.3 19.9

401–500 浙江财经大学 31.5–34.3 67.3 31.6 28.5 15.7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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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85-3 中国内地高校上榜情况

亚洲
排名

中国内
地高校

综合
得分

研究
质量

产业
收入

国际
展望

研究
环境

教学

501–600 西南石油大学 28.4–31.4 42.6 70.4 20.7 17.5 21

501–600 武汉纺织大学 28.4–31.4 49.4 49.3 23.5 14.4 18.8

501–600 燕山大学 28.4–31.4 45.7 49.1 20.6 14.5 24.3

601+ 中国传媒大学 13.6–28.2 25 53.9 23.8 20.5 31.6

601+ 江汉大学 13.6–28.2 27.1 28.7 20.9 11.9 20.5

601+ 江苏师范大学 13.6–28.2 46.2 30.6 25.5 14.9 19.9

601+ 中北大学 13.6–28.2 18 44.7 22 26.1 21.7

601+ 山西医科大学 13.6–28.2 29.9 22.6 19.6 13.6 28.4

601+ 四川轻化工大学 13.6–28.2 24.2 33.6 20 13 14.3

601+ 延边大学 13.6–28.2 24.6 25.6 21.9 11.5 18.6

表 185-4 2025 泰晤士亚洲大学前 200名

亚洲排名 高校 地区 综合得分

1 清华大学 中国内地 93

2 北京大学 中国内地 92.9

3 新加坡国立大学 新加坡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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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85-4 2025 泰晤士亚洲大学前 200名

亚洲排名 高校 地区 综合得分

4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 85.4

5 东京大学 日本 84.8

6 香港大学 中国香港 83.6

7 复旦大学 中国内地 82.3

8 浙江大学 中国内地 81.2

9 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香港 81.1

10 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内地 80.8

1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内地 80.1

12 香港科技大学 中国香港 79.1

13 京都大学 日本 78.1

14 南京大学 中国内地 77.8

15 韩国国立首尔大学 韩国 77.7

16 香港城市大学 中国香港 77.3

17 韩国科学技术院 韩国 75.5

18 香港理工大学 中国香港 74.8

19 成均馆大学 韩国 72.1

19 延世大学 韩国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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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85-4 2025 泰晤士亚洲大学前 200名

亚洲排名 高校 地区 综合得分

21 东北大学（日本） 日本 71.4

22 同济大学 中国内地 70.4

23 哈尔滨工业大学 中国内地 69.7

24 浦项科技大学 韩国 69.5

25 武汉大学 中国内地 69

26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内地 68.2

27 高丽大学 韩国 67.7

27 大阪大学 日本 67.7

29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内地 67.5

30 台湾大学 中国台湾 67.4

31 法赫德国王石油与矿产大学 沙特阿拉伯 67.2

32 天津大学 中国内地 67

32 东京工业大学 日本 67

34 澳门大学 中国澳门 66.3

35 四川大学 中国内地 66

35 南方科技大学 中国内地 66

37 哈利法大学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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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85-4 2025 泰晤士亚洲大学前 200名

亚洲排名 高校 地区 综合得分

38 印度科学学院 印度 65.2

38 国立蔚山科学技术院 韩国 65.2

40 北京理工大学 中国内地 64.5

41 西安交通大学 中国内地 64.4

42 特拉维夫大学 以色列 64.1

43 汉阳大学 韩国 63.7

43 马来西亚国油大学 马来西亚 63.7

4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国内地 63.5

45 庆熙大学 韩国 63.5

47 中山大学 中国内地 63.4

48 名古屋大学 日本 63.1

48 华南理工大学 中国内地 63.1

50 香港浸会大学 中国香港 62.8

51 西北工业大学 中国内地 62.6

51 世宗大学 韩国 62.6

51 东南大学 中国内地 62.6

54 卡塔尔大学 卡塔尔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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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85-4 2025 泰晤士亚洲大学前 200名

亚洲排名 高校 地区 综合得分

55 阿联酋大学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62.2

56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内地 61.8

57 澳门科技大学 中国澳门 61.7

58 南开大学 中国内地 61.6

59 南方医科大学 中国内地 61.3

60 湖南大学 中国内地 60.6

60 沙特国王大学 沙特阿拉伯 60.6

62 九州大学 日本 60.5

63 电子科技大学 中国内地 60

64 马来亚大学 马来西亚 59.5

65 大邱庆北科学技术院 韩国 59.4

66 中国医药大学 中国台湾 59.2

67 厦门大学 中国内地 59.1

68 光州科技学院 韩国 58.9

69 谢里夫理工大学 伊朗 58.8

70 阿布扎比大学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58.4

70 阿米喀布尔理工大学 伊朗 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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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85-4 2025 泰晤士亚洲大学前 200名

亚洲排名 高校 地区 综合得分

72 中东技术大学 土耳其 58.3

72 台湾阳明交通大学 中国台湾 58.3

74 台湾科技大学 中国台湾 58.2

74 萨班哲大学 土耳其 58.2

76 以色列理工学院 以色列 58.1

77 伊朗科技大学 伊朗 58

78 大连理工大学 中国内地 57.9

79 科奇大学 土耳其 57.8

80 重庆大学 中国内地 57.7

81 韩国中央大学 韩国 57.4

82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 以色列 57.2

82 北海道大学 日本 57.2

82 台湾清华大学 中国台湾 57.2

85 深圳大学 中国内地 56.4

86 马来西亚理工大学 马来西亚 56.3

87 筑波大学 日本 56.2

88 沙迦大学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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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85-4 2025 泰晤士亚洲大学前 200名

亚洲排名 高校 地区 综合得分

89 默罕默德·本·法赫德王子大学 沙特阿拉伯 55.3

90 上海大学 中国内地 55.2

91 庆北大学 韩国 55.1

92 黎巴嫩美国大学 黎巴嫩 54.9

93 建国大学 韩国 54.8

94 台北医学大学 中国台湾 54.6

94 东京医科齿科大学 日本 54.6

96 哈立德国王大学 沙特阿拉伯 54.5

97 伊斯坦布尔理工大学 土耳其 54.4

97 德黑兰大学 伊朗 54.4

99 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 沙特阿拉伯 54.3

99 釜山国立大学 韩国 54.3

101 亚洲大学 韩国 54

102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中国内地 53.9

103 马来西亚国民大学 马来西亚 53.8

103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 马来西亚 53.8

105 北京化工大学 中国内地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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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85-4 2025 泰晤士亚洲大学前 200名

亚洲排名 高校 地区 综合得分

106 台湾成功大学 中国台湾 53.4

107 台湾亚洲大学 中国台湾 53.2

108 苏州大学 中国内地 52.9

109 德黑兰医科大学 伊朗 52.7

110 东华大学 中国内地 52.5

111 安娜大学 印度 52.3

112 梨花女子大学 韩国 52.2

112 东北大学 中国内地 52.2

114 扎耶德大学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52

115 巴依兰大学 以色列 51.9

115 伊斯法罕理工大学 伊朗 51.9

117 扬州大学 中国内地 51.8

118 台湾师范大学 中国台湾 51.5

119 韩国天主教大学 韩国 51.2

120 本古里安大学 以色列 51.1

121 克尔曼医科大学 伊朗 50.8

12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国内地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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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85-4 2025 泰晤士亚洲大学前 200名

亚洲排名 高校 地区 综合得分

123 海峡大学 土耳其 50.7

124 蔚山大学 韩国 50.4

125 贝鲁特美国大学 黎巴嫩 50.3

126 暨南大学 中国内地 50.2

127 马来西亚北方大学 马来西亚 50.1

128 艾因大学 阿联酋 50

129 苏尔坦亲王大学 沙特阿拉伯 49.8

130 江苏大学 中国内地 49.5

131 印度理工学院印多尔分校 印度 49.4

132 朱拉隆功大学 泰国 49.3

132 台湾云林科技大学 中国台湾 49.3

132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 马来西亚 49.3

135 华东理工大学 中国内地 49.2

136 胡志明市经济大学 越南 49.1

137 真纳大学 巴基斯坦 49

137 麦加大学 沙特阿拉伯 49

139 台湾长庚大学 中国台湾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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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85-4 2025 泰晤士亚洲大学前 200名

亚洲排名 高校 地区 综合得分

140 圣雄甘地大学 印度 48.6

141 台湾中山大学 中国台湾 48.5

141 双威大学 马来西亚 48.5

14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中国内地 48.5

144 文莱达鲁萨兰大学 文莱达鲁萨兰国 48.3

145 伊斯兰堡国立科技大学 巴基斯坦 48.2

146 嘉泉大学 韩国 48.1

146 苏里尼生物技术和管理科学大学 印度 48.1

148 沙迦美国大学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47.9

149 萨维塔医学和技术科学研究所 印度 47.8

150 广岛大学 日本 47.7

150 纳扎尔巴耶夫大学 哈萨克斯坦 47.7

150 努拉·宾特·阿卜杜拉赫曼公主大学 沙特阿拉伯 47.7

153 海法大学 以色列 47.6

154 沙希德·贝赫什提医科大学 伊朗 47.5

155 谢里夫理工大学 伊朗 47.4

156 阿治曼大学 阿联酋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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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85-4 2025 泰晤士亚洲大学前 200名

亚洲排名 高校 地区 综合得分

156 韩国岭南大学 韩国 47.2

158 毕尔肯大学 土耳其 47.1

158 江南大学 中国内地 47.1

160 大不里士大学 伊朗 47

161 国立伊斯兰大学 印度 46.9

162 哈尔滨工程大学 中国内地 46.8

163 马来西亚彭亨苏丹阿都拉大学 马来西亚 46.7

164 巴伯勒理工大学 伊朗 46.6

164 广东工业大学 中国内地 46.6

166 神户大学 日本 46.5

167 中东美国大学 科威特 46.4

168 华北电力大学 中国内地 46.3

169 顺天堂大学 日本 46.2

170 首都医科大学 中国内地 46

170 南京林业大学 中国内地 46

172 西南交通大学 中国内地 45.8

173 南京工业大学 中国内地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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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85-4 2025 泰晤士亚洲大学前 200名

亚洲排名 高校 地区 综合得分

173 苏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学 马来西亚 45.7

175 华南师范大学 中国内地 45.5

175 浙江工业大学 中国内地 45.5

17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中国内地 45.4

178 福州大学 中国内地 45.3

179 大不里士医科大学 伊朗 45.2

179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内地 45.2

181 巴奇亚拉医科大学 伊朗 45

181 马来西亚国家能源大学 马来西亚 45

183 应用科学大学 约旦 44.9

184 印度理工学院古瓦哈提分校 印度 44.8

184 基伊大学 印度 44.8

186 安曼阿赫利亚大学 约旦 44.7

187 巴基斯坦信息技术学院 巴基斯坦 44.6

188 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 印度 44.5

188 阿卜杜勒拉曼费萨尔大学 沙特阿拉伯 44.5

188 石油与能源研究大学 印度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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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85-4 2025 泰晤士亚洲大学前 200名

亚洲排名 高校 地区 综合得分

191 印度理工学院巴特那分校 印度 44.4

191 鲁尔凯拉国家理工学院 印度 44.4

193 仁荷大学 韩国 44.3

194 玛莎大学 沙特阿拉伯 44.2

194 青岛大学 中国内地 44.2

196 广州大学 中国内地 44.1

197 伊朗医科大学 伊朗 44

197 庆应义塾大学 日本 44

199 玛希隆大学 泰国 43.9

200 海得拉巴国际信息技术学院 印度 43.8

200 台湾高雄医学大学 中国台湾 43.8

200 苏丹卡布斯大学 阿曼 43.8

原文链接：青塔

https://mp.weixin.qq.com/s/2LbrDnPt3ClyGpg41_YO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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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
清华大学成立教育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和平与发展学院、极地与深海战略国际联合研究中心成立

陕西省公示 2025 年拟增列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培养项目和授权专业名单

清华大学成立教育学院

4 月 21 日，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成立仪式举行。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邱勇表示，清华大学成立教育学院，

是应教育强国建设之需，为国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专业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一流教育学者

与卓越教育领导者，努力打造全球顶尖的教育研究重镇和教育思想中心，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

献更多清华力量。

原文链接：清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和平与发展学院、极地与深海战略国际联合研究中心成立

4 月 23 日，中国人民大学和平与发展学院、极地与深海战略国际联合研究中心揭牌成立。中国人民

大学和平与发展学院将紧紧围绕国家主权、安全、利益，积极拓展学科增量，前瞻性布局太空与低

空、极地与深海等重大课题和重要议题研究，打造军事软科学的重要高地、防务经济与战略教学研

究示范中心、和平与发展一流军事高端智库。中国人民大学极地与深海战略国际联合研究中心依托

和平与发展学院设立，汇集优势学科力量，聚焦极地与深海资源可持续利用、产业发展、全球治理

等领域，深入研究事关极地与深海战略的基本事实、核心参数、重要关系。

原文链接：中国人民大学

https://mp.weixin.qq.com/s/_gjBThfioYsLBwg8bPB7VA
https://mp.weixin.qq.com/s/ICxSvFTDbe-nSZxZ-cKkY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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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公示 2025年拟增列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培养项目和授权专业名单

近日，根据《陕西省教育厅 陕西省学位委员会关于印发<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的通知》（陕

教规范〔2020〕6 号），陕西省教育厅、陕西省学位委员会组织开展了 2025 年新增学士学位授权

审核工作。现将 2025 年拟增列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培养项目和授权专业名单予以公示，接受社会

监督。

表 185-5 陕西省 2025 年拟新增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及其新增授权专业名单

单位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位授予门类名称

陕西警察学院

030101K 法学 法学

030601K 治安学 法学

030602K 侦查学 法学

083103TK 交通管理工程 工学

083108TK 网络安全与执法 工学

表 185-6 陕西省 2025 年拟新增双学士学位培养项目名单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西安交通大学 “法学＋英语”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



185 期

47

表 185-7 陕西省 2025 年拟新增联合学士学位培养项目名单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北政法大学 “日语＋法学”联合学士学位培养项目

西北政法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 “法学＋日语”联合学士学位培养项目

表 185-8 陕西省 2025年普通高校拟新增学士学位授权专业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类型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位授予门类名称

1 西北工业大学 新增 080218T 智能交互设计 工学

2 西安工业大学 新增 080503T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工学

3 西安工业大学 新增 081008T 智能建造 工学

4 西安科技大学 新增 020109T 数字经济 经济学

5 西安石油大学 新增 120108T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管理学

6 陕西科技大学 新增 020109T 数字经济 经济学

7 陕西科技大学 新增 080418T 光电信息材料与器件 工学

8 陕西科技大学 新增 080912T 新媒体技术 工学

9 陕西科技大学 新增 130509T 艺术与科技 艺术学

10 陕西师范大学 新增 040102 科学教育 教育学

11 陕西师范大学 调整 080403 材料化学 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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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85-8 陕西省 2025年普通高校拟新增学士学位授权专业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类型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位授予门类名称

12 延安大学 新增 020109T 数字经济 经济学

13 陕西理工大学 新增 080213T 智能制造工程 工学

14 陕西理工大学 新增 100701 药学 理学

15 宝鸡文理学院 新增 020109T 数字经济 经济学

16 咸阳师范学院 新增 071203T 数据科学 理学

17 渭南师范学院 新增 083002T 生物制药 工学

18 西北政法大学 新增 130508 数字媒体艺术 艺术学

19 西安体育学院 新增 040214TK 足球运动 教育学

20 西安音乐学院 新增 130103T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艺术学

21 西安音乐学院 新增 130212T 音乐教育 艺术学

22 西安美术学院 新增 130103T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艺术学

23 西安美术学院 新增 130301 表演 艺术学

24 西安美术学院 新增 130409T 文物保护与修复 艺术学

25 西安美术学院 新增 130413TK 美术教育 艺术学

26 西安文理学院 新增 030302 社会工作 法学

27 商洛学院 新增 120108T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管理学

28 西安培华学院 新增 101006 口腔医学技术 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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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85-8 陕西省 2025年普通高校拟新增学士学位授权专业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类型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位授予门类名称

29 西安培华学院 新增 120208 资产评估 管理学

30 西安邮电大学 新增 080303T 智能感知工程 工学

31 西安航空学院 新增 082009T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工程 工学

32 西安欧亚学院 新增 120108T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管理学

33 西安翻译学院 调整 080910T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工学

34 西京学院 新增 020310T 金融科技 经济学

35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新增 080503T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工学

36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新增 120105 工程造价 工学

37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新增 020109T 数字经济 经济学

38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新增 070102 信息与计算科学 理学

39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新增 120604T 供应链管理 管理学

40 西安工商学院 新增 080717T 人工智能 工学

41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新增 080717T 人工智能 工学

42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新增 120207 审计学 管理学

43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新增 260104 工业设计 工学

44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新增 310201 计算机应用工程 工学

45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新增 220301 导航工程技术 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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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85-8 陕西省 2025年普通高校拟新增学士学位授权专业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类型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位授予门类名称

46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新增 260101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 工学

47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新增 080204 机械电子工程 工学

48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新增 080211T 机电技术教育 工学

49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新增 130311T 影视摄影与制作 艺术学

原文链接：陕西省教育厅

浙江省高水平大学建设工作第三次现场推进会召开

近日，浙江省高水平大学建设工作第三次现场推进会召开。会议旨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实施“双一流 196 工程”，持续推进高水平大学和登峰学科建设，助力

加快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浙江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陈峰强调，要准确把握学科建设发展动向，明确“双一流”建设必须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导向；对照标

杆学科奋力追赶，找好定位、找出差距、找准路径，提升登峰学科建设水平；切实扬优势、补短板，

从做好党的建设、人才引进与培育、教学成果和科技奖培育、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等工作重点发力；

用好省高水平大学联盟资源，与浙江大学深入对接合作，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共同体。

原文链接：宁波大学

https://jyt.shaanxi.gov.cn/gk/fdnr/gsgggk/202504/t20250422_3497536.html
https://www.nbu.edu.cn/info/1072/7889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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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引育
西湖大学姜汉卿荣膺 2025 年度 ASME Daniel C. Drucker 奖章

赵志丹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党委副书记

郑庆华任同济大学党委书记

贤才卓绩

西湖大学姜汉卿荣膺 2025 年度ASME Daniel C. Drucker 奖章

近日，西湖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讲席教授姜汉卿接到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ASME）正式通知，荣膺

2025 年度 ASME Daniel C. Drucker 奖章。该奖章是 ASME 在应用力学领域设立的最高荣誉之一，

以表彰在应用力学和机械工程领域长期在科研、教学及学术服务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姜汉

卿因其在折纸结构力学与工程应用方面的开创性研究，以及对工程学术社区的卓越服务（包括在

ASME 及多个顶级学术期刊的编辑工作）而获此殊荣。他也因此成为首位获此奖章的中国学者，同

时也是该奖项设立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原文链接：西湖大学

https://mp.weixin.qq.com/s/edKA_KmJP04L8HN_YKkz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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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任免

蔡君任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

曾任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电子与信息学院副院长、网络空间安全学院院长、科技处、人文社科处处长

等职务。2025 年 4 月，任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试用 1年）。

原文链接：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人社”公众号）

巢乃鹏任深圳大学副校长

曾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现任深圳市政协常委。2025 年 4月起任深圳大学副校长。

原文链接：深圳大学

陈川任广西医科大学党委书记

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务委员，自治区纪委委员、南宁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2025 年

4月，任任广西医科大学党委书记。

原文链接：广西医科大学

https://mp.weixin.qq.com/s/BcXYJz7N3QKvf3E93g4zDg
https://www.szu.edu.cn/info/1005/20149.htm
https://www.gxmu.edu.cn/x_xxgk/x_x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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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建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

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党总支书记兼副院长、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党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校长助理、党委副书记、党委宣传部部长，2025 年 3 月起任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原文链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方红星任东北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2025 年 4 月，任东北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原文链接：东北财经大学

郭霄鹏任宝鸡文理学院党委书记

曾任西安石油大学党政办公室副主任、机关党总支书记兼党政办公室副主任、党委组织部部长（党

校副校长）、副校长、党委委员，陕西科技大学副校长、党委委员、轻化工程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副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校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宝鸡文理学院校长、党委副书记。2025

年 4 月任宝鸡文理学院党委书记、校长。

原文链接：宝鸡文理学院

https://www.ustc.edu.cn/info/1007/16697.htm
https://www.dufe.edu.cn/content_61214.html
https://www.bjwlxy.edu.cn/info/1004/10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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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云东任内江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2025 年 4 月 22 日，内江师范学院召开教师干部大会，宣布省委、省政府关于学校党委副书记、院

长的任免决定：郭云东同志任内江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原文链接：内江师范学院

靳燕任中央戏剧学院党委副书记

曾任中央戏剧学院党委院长办公室副主任、党委院长办公室主任、机关行政党总支书记、院长助理

兼发展规划处处长。2025 年 4月，任中共中央戏剧学院委员会常委、副书记。

原文链接：中央戏剧学院

雷宇任广东财经大学副校长

曾任广东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院长。2025 年 4月，任广东财经大学副校长（试用 1年）。

原文链接：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人社”公众号）

https://www.njtc.edu.cn/info/1022/293911.htm
https://chntheatre.edu.cn/detail/21077.html
https://mp.weixin.qq.com/s/BcXYJz7N3QKvf3E93g4z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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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治国任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

曾任北京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学生处副处长、资助中心主任，教育部社科中心党建

和思政研究处副处长（正处级）、处长，思想政治工作司思想政治教育处调研员，教育部思想政治

工作司思想教育与网络处处长、一级调研员，海南省教育厅党委专职副书记，琼台师范学院党委书

记。2025 年 4 月，任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

原文链接：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莫湘益任湖南工商大学副校长

历任湖南工商大学学工部部长、北校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兼北津学院（长沙校区）院长、教师工作

部部长。2025 年 4 月起任任湖南工商大学副校长（试用期一年）。

原文链接：湖南省人民政府

帕力旦·吐尔逊任喀什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曾任新疆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2025 年 4月，任喀什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原文链接：喀什大学

https://news.hntou.edu.cn/xyxw/202504/t20250419_95319.html
https://www.hunan.gov.cn/hnszf/xxgk/rsxx/rsrm/202504/t20250423_33652241.html
https://www.ksu.edu.cn/xxgk/xrld.htm
https://www.ksu.edu.cn/xxgk/xrl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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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矿、石明任广东医科大学副校长

佟矿，曾任南方医科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教学发展中心主任、教务处处长。石明，广东省医师协会

公共卫生医师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任广东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工作人员。2025 年 4

月，佟矿、石明任广东医科大学副校长（试用 1年）。

原文链接：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人社”公众号）

汪旭晖任东北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2025 年 4 月，任东北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原文链接：东北财经大学

汪毓明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

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副院、执行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常委。2025 年

3 月起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原文链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https://mp.weixin.qq.com/s/BcXYJz7N3QKvf3E93g4zDg
https://www.dufe.edu.cn/content_91410.html
https://www.ustc.edu.cn/info/1007/218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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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顺任咸阳师范学院党委书记

曾任咸阳师范学院学院办公室副主任、国际交流处（港澳台办公室）处长（主任）、国际交流学院

院长、科技处（咸阳发展研究院）处长（副院长）、校党委委员、副校长。2023 年 9月起任咸阳师

范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2025 年 4 月起任咸阳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校长。

原文链接：咸阳师范学院

胥万兵任成都体育学院院长

2025 年 4 月 22 日，成都体育学院召开教师干部大会，宣布省委、省政府关于学院院长的任免决定：

胥万兵同志任成都体育学院院长。

原文链接：成都体育学院

余伟健任湖南科技大学副校长

曾任湖南科技大学能源与安全工程学院副院长、资源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副院长、环境与安全工程

学院党委书记、资源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院长、教务处处长；2025 年 4月起任湖南科技大学副校长

（试用期一年）。

原文链接：湖南省人民政府

https://www.xync.edu.cn/info/1051/2001.htm
https://mp.weixin.qq.com/s/En2uSbCCqC0ghiFk4aMFxA
https://www.hunan.gov.cn/hnszf/xxgk/rsxx/rsrm/202504/t20250423_336522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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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英任四川轻化工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曾任成都理工学院应用化学系教研室副主任、主任、系主任助理，成都理工大学材料与生物工程学

院副院长、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副院长/院长，成都理工大学教务处处长，成都理工大学党委常委、

副校长。2025 年 4月 22 日，四川轻化工大学召开教师干部大会，宣布省委、省政府关于学校党委

副书记、校长的任免决定：曾英同志任四川轻化工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原文链接：四川轻化工大学

赵志丹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党委副书记

曾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副院长、科技处处长、地质调查院院长（兼）、校

长助理等。2022 年 7 月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党委常委、副校长。2025 年 4月，教育部党组在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宣布了有关任免决定，赵志丹同志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党委副书

记。

原文链接：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郑庆华任同济大学党委书记

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常务副校长（正局级），同济大学校长（副部长级）、

党委副书记。2025 年 4 月，任同济大学党委书记。

原文链接：同济大学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90%E9%83%BD%E7%90%86%E5%B7%A5%E5%A4%A7%E5%AD%A6/17110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F%E7%89%A9%E5%B7%A5%E7%A8%8B%E5%AD%A6%E9%99%A2/1066257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F%E7%89%A9%E5%B7%A5%E7%A8%8B%E5%AD%A6%E9%99%A2/1066257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mp.weixin.qq.com/s/-MmQJDWa2-DAaoZQz5I4wg
https://www.cugb.edu.cn/jdxw/48158.jhtml
https://mp.weixin.qq.com/s/bF4BohNNu84f8WRs3295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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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丛照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副书记

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教务处处长，校长助理、教务长，党委常委、副校长。

2025 年 3 月起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副书记。

原文链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周青芝任南华大学副校长

曾任南华大学军工科技质量处副处长、科研与学科建设部副部长，人力资源处处长、科研部部长等

职。2025 年 4 月，任南华大学副校长（试用期一年）。

原文链接：湖南省人民政府

https://www.ustc.edu.cn/info/1007/6926.htm
https://www.hunan.gov.cn/hnszf/xxgk/rsxx/rsrm/202504/t20250423_336522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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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青塔周刊》获取往期合集

https://info.cingta.com/
https://info.cingta.com/
https://info.cingta.com/
https://info.cingta.com/
https://info.cingta.com/
https://info.cingta.com/
https://info.cingta.com/
https://info.cingta.com/
https://info.cingta.com/
https://info.cingta.com/
https://info.cingta.com/#/applyForm?id=43&isOld=true&from=pc-hdi


185 期

61


	政策导向
	行业前沿
	全国本科专业调整
	教育部公布2024年度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并更新发布本科专业目录
	教育部：以“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为引领，推动专业交叉融合再出新
	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工作推进会召开
	2025年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地方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委员会工作会议召开
	青塔发布《全国本科专业调整关键趋势》报告

	AI赋能
	上海交通大学发布“AI十条”，全力建设AI学科
	深圳大学成立人工智能学院
	清华大学成立人工智能医院
	北京大学科学智能学院成立

	本周聚焦
	复旦大学六大新工科学院全数登场，探索“干细胞式”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2025两院院士增选启动


	政策导向
	国家层面
	15所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交叉学科试点高校扩容
	教育部、共青团中央：推动“青年驿站”为求职毕业生提供住宿优惠便利服务

	省市层面
	湖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在推动“双一流”建设上再创佳绩
	浙江省实施“产业教授”“科技副总”选聘，推动高层次人才“互聘共享”


	高校全景
	科研平台
	量子功能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战略研讨会举办
	海洋动力-物理环境与智能感知全国重点实验室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定量合成生物学全国重点实验室战略发展研讨会举办
	赣南实验室启动运行
	复旦大学校友捐赠10亿成立学敏高等研究院

	科研奖励
	2024年度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拟奖候选项目（人选）公示

	科研进展
	中国农业大学于Cell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上海科技大学合作研究成果发表于Nature

	合作共赢
	全国首个聚焦人力资源服务领域的新型产教融合平台揭牌成立
	山东省量子未来技术学院揭牌
	第780次香山科学会议举行
	同济大学校长郑庆华率队赴川推进省校合作
	中国政法大学依法治疆研究院揭牌成立
	湖南师范大学与湖南省肿瘤医院共建“湖南师范大学肿瘤研究院”
	复旦大学青年创新中心基金启动

	社会声誉
	2025年度泰晤士亚洲大学排名发布


	学科建设
	清华大学成立教育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和平与发展学院、极地与深海战略国际联合研究中心成立
	陕西省公示2025年拟增列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培养项目和授权专业名单
	浙江省高水平大学建设工作第三次现场推进会召开

	人才引育
	贤才卓绩
	西湖大学姜汉卿荣膺2025年度ASME Daniel C. Drucker奖章

	人事任免
	蔡君任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
	巢乃鹏任深圳大学副校长
	陈川任广西医科大学党委书记
	邓建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
	方红星任东北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郭霄鹏任宝鸡文理学院党委书记
	郭云东任内江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靳燕任中央戏剧学院党委副书记
	雷宇任广东财经大学副校长
	吕治国任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
	莫湘益任湖南工商大学副校长
	佟矿、石明任广东医科大学副校长
	汪旭晖任东北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汪毓明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
	王长顺任咸阳师范学院党委书记
	胥万兵任成都体育学院院长
	余伟健任湖南科技大学副校长
	曾英任四川轻化工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赵志丹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党委副书记
	郑庆华任同济大学党委书记
	周丛照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副书记
	周青芝任南华大学副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