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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聚焦

日本高考自 2025 年增加信息学科，老龄化和智能化双重转型的破解之道

广西大学设人工智能学院，多校人工智能学科交叉与产学研融合提速

清华大学 2025 年将适度扩招本科生，重点培养“AI+”拔尖创新人才

低空经济

香港科技大学与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LAEA）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

2025 年高校重点工作

清华大学持续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规律、完善学科布局

中山大学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做好青年人才“引育留”文章

中南大学“一人一策”抓好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统筹推进学科交叉融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构建专业“动态调整+前瞻布局”机制，走好交叉融通之路

复旦大学实施新一轮教育教学改革、融合推进学科建设与科研体制改革

2025 年高校预算经费

上海地方高校 2025 年预算经费

黑龙江地方高校 2025 年预算经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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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前沿
广西大学设人工智能学院，多校人工智能学科交叉与产学研融合提

日本高考自 2025 年增加信息学科，老龄化和智能化双重转型的破解之道

速

清华大学 2025 年将适度扩招本科生，重点培养“AI+”拔尖创新人才

各地 2025 年高校预算经费公布

本周聚焦

近日，日本大学入学统一考试将从 2025 年起增加信息学科，7个必考学科由此变为国语、地理历史、

公民、数学、理科、外语和信息。日本增加必考科目，背后是日本社会在老龄化与智能化双重挑战

下的长期焦虑。按照日本经济产业省的数据，老龄化使得社会劳动力更新速度放缓，日本 IT 人才缺

口已经超过 80 万人，人力资源对智能社会的供给处于乏力状态；日本“学部-企业终身雇佣制”的教

育就业模式也加剧了这种“乏力”，企业的传统偏好（法学、经济学）带来了大学重文轻理的学科结构，

企业承担技能培训，又使得大学教育趋向空心化，尤其缺乏数字教学的普及

日本高考自 2025 年增加信息学科，老龄化和智能化双重转型的破解之道

。

在老龄化和智能化的双重转型上，这些年中国社会与日本社会出现了一种“同题共答”现象，现在日本

“紧急”在高考中增加了信息学科，试图撬动既有教育供给结构，这是一个观察样本。日本的“学部-企

业”模式，导致教育变革受制于既得利益结构，单一高考改革能否带动这个结构改变？效果至少不会

很快出现。

相较而言，中国“双一流”大学建设在资源配置效率上更具优势，但存在评估体系单一化风险，应从多

个环节，尤其教育的头尾两端着手多元化。比如从“头”改，在基础教育阶段建立人工智能、区块链等

课程的选修体系，避免日本改革中的学科割裂问题；再比如从“尾”改，由头部科技企业设立教育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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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支持应用场景导向的课程开发，自动驾驶算法、智慧农业等等，借鉴但超越日本的“企业定制”。

老龄化和智能化的双重转型中，中国的优势是可以通过新型举国体制更好整合教育资源，做整体性

设计，但同时需要警惕标准化对创新活力的抑制。

原文链接与观点参考：光明网

广西大学设人工智能学院，多校人工智能学科交叉与产学研融合提速

2 月 24 日，广西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揭牌成立，计划 2025 年 9 月招收首批 40 名本科生。广西大学

人工智能学院主要包括智能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等三个主要研究方向，

以多学科交叉融合为特色，以“人工智能+”研究创新基地、学科深度交叉融合的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西南地区人工智能产业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和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交流中心“三基地一中心”为建设目

标。学院将重点布局“AI+海洋”“AI+农业”等交叉学科方向。

正如人工智能是当下经济领域和科技行业大热的话题与焦点，作为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交汇点的高

等院校，纷纷躬身入局，成立人工智能学院。刚过去的 2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成立人工智能

学院，拟开设人工智能本科专业及人工智能哲学硕士-博士项目。据青塔不完全统计，目前至少有 20

所 985 高校成立布局了人工智能相关的学院，详见表 177-1。

由案例介绍中可见，高校尤其重视学科交叉。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布局“人工智能+”方

向，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获批人工智能交叉学科博士点，华东师范大学更基于学科交叉

特征设置了上海人工智能金融学院。

在人工智能学院的运行机制上，产学研合作是不少高校建立人工智能学院的方式。例如，山东大学

与浪潮集团共建浪潮人工智能学院，上海交通大学的人工智能学院由学校与上海市、上海人工智能

实验室、龙头企业构建“学院-产教融合平台-工业创新研究院”三位一体协同体系。

https://mp.weixin.qq.com/s/nFC3LkL2DDC8xEB2m2am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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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7-1 985 高校人工智能相关学院

高校 学院 学院介绍

北京大学 智能学院
2021 年 12 月正式成立智能学院，通过整合原智能科学系、
王选计算研究所和人工智能研究院的力量，将“智能科学与
技术”纳入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学科。

清华大学 人工智能学院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成立于 2024 年 4月。学院由计算机
科学最高奖“图灵奖”得主中国科学院院士姚期智担任。学院
重点布局“人工智能核心”与“人工智能+”两大前沿方向。

南京大学 人工智能学院
2018 年 3 月正式成立人工智能学院，致力于建设一流的人
工智能基础研究基地和人才培养基地，成为首家成立人工智
能学院的 C9高校。

上海交通大学 人工智能学院

人工智能学院是携手上海市以及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国家
级平台共同筹建的特区学院。中国科学院院士鄂维南任学院
首席顾问。学校人工智能专业依托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控制
科学与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三个双一流建设学科建设。

哈尔滨工业大学 人工智能学院
成立学院的同时发布“AI+先进技术领军班”，面向全国招收
本科生，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任哈尔滨工业大学首届人工智
能班班主任。

西安交通大学 人工智能学院
2018 年学校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人工
智能学院，2019 年获教育部首批人工智能本科新专业建设
资格，2021 年获批人工智能交叉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

人工智能与数
据科学学院

2024 年，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学院由原大数据学院更名而
来，基于原大数据学院和苏州高等研究院数据智能学院(筹)
的基础上建设。学院设有“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技术”两个本科专业，以及“智能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

山东大学 浪潮人工智能
学院

学院成立于 2024 年 5月，由山东大学与浪潮集团共建，拥
有人工智能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是教育部于 2019
年批准设置的首批 35 个高校的人工智能专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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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77-1 985 高校人工智能相关学院

高校 学院 学院介绍

武汉大学 人工智能学院

人工智能学院成立于 2024 年 12 月，由中国科学院院士、
武汉大学校长张平文教授担任首任院长。学院依托武汉大学
在数学、计算机、信息资源管理、测绘遥感等领域的优势学
科，并借助国家天元数学中部中心、国家多媒体软件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人
工智能研究院等多个国家级和省部级重点研究机构的支撑。

南开大学 人工智能学院
人工智能学院于2018年成立。学院始于南开大学控制学科，
学科所辖包括全国最早的国家 863 计划智能机器人主题开
放网点实验室和机器人产业化基地，以及机器智能研究所。

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

人工智能学院
（人工智能研
究院）

学校于 2018 年成立人工智能研究院，2020 年 1 月正式挂
牌。依托数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模式识别等
相关学科发展。

东南大学 人工智能学院

2018 年成立人工智能学院，是我国首批获得人工智能专业
建设资格的 35 所高校之一。学院现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三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和电子信息
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北京师范大学 人工智能学院

2019 年，以原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为主体，与中国电子科
技集团共建了人工智能学院。学院设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
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人工智能交叉学科博士学位授权
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以及人
工智能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大连理工大学 未来技术学院/
人工智能学院

学院于 2023 年在全国首批人工智能专业基础上成立的独
立建制学院。学院设有人工智能未来技术班和人工智能创新
班两个班型。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人工智能
金融学院

2023 年成立，是全球首家围绕人工智能与金融跨界交叉打
造的教育和研究机构。SAIFS 强调在超越知识点的通识教育
的基础上，培养集金融知识、人工智能技术和实践经验于一
身的新一代人工智能金融（AI-Fin）领军型卓越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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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77-1 985 高校人工智能相关学院

高校 学院 学院介绍

华中科技大学 人工智能与自
动化学院

2019 年由自动化学院更名为人工智能与自动化学院。学院
拥有“多谱信息智能处理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中国测控技
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图像信息处理与智能控制”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

吉林大学 人工智能学院
人工智能学院于 2018 年正式成立，2022 年 7 月牵头申报
并成功获批人工智能交叉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中国人民大学
高瓴人工智能
学院&苏州人工
智能学院

2019 年，高瓴人工智能学院由高瓴资本创始人、耶鲁大学
校董、中国人民大学校友张磊先生捐资支持建设。2025 年，
中国人民大学与苏州市人民政府签署深化合作协议，揭牌苏
州人工智能学院和苏州人工智能实验室。

中国人民解放军
国防科技大学

智能科学学院
2017 年，由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调整组建而成。学院的
使命任务是面向智能无人作战重大战略需求，聚焦人工智
能、生物智能、混合智能。

中山大学 人工智能学院 人工智能学院成立于 2020 年 6 月，位于学校珠海校区。

原文链接：广西大学

观点参考：青塔

清华大学 2025年将适度扩招本科生，重点培养“AI+”拔尖创新人才

近日，清华大学决定有序适度扩大本科招生规模，2025 年拟增加约 150 名本科生招生名额，同时将

成立新的本科通识书院，着力培养人工智能与多学科交叉的复合型人才，提升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

力，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与社会发展需要。新增本科生将进入新成立的书院学习。

人工智能正与社会加速融合，也为高等教育带来机遇。当前，清华正深入推进人工智能相关专业人

才培养，以期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有力人才支撑，此次扩招本科生及成立新书院就是其

https://www.gxu.edu.cn/info/1004/37684.htm
https://mp.weixin.qq.com/s/084aVm6qjATj1Oa6xa-X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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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重要措施。新成立的本科通识书院将汇聚清华优势学科资源，突出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教学、

科研创新中的驱动作用，立足人工智能与多学科交叉融合，着力探索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范式，

以培养具有深厚人工智能素养、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具备突出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目前学校已在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和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首批已有 117 门试点课程、

147 个教学班开展人工智能赋能教学实践，开发出智能助教、备课辅助、智能批改等多种功能场景，

同时还为学生配备人工智能学习助手并持续升级，为学生构建个性化学习环境。学校还正建设人工

智能辅修专业/证书项目，打造 38 门具有清华特色的人工智能类通识课程，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掌

握人工智能相关知识。

原文链接：新华网

观点参考：半月谈

低空经济

香港科技大学与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LAEA）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

2 月 24 日，香港科技大学与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LAEA）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携手推动低空经

济领域的人才培育、科研突破与产业协作，助力大湾区打造全球低空经济“先行区”与“示范区”。合作

涉及多方面举措，包括赋能未来人才，为香港科技大学学生提供专属实习机会和专项经济支持；贯

通产学研壁垒，联盟专家客座讲堂，开展企业实地探访，开创性联合研究项目；驱动创新影响力，

联合举办行业活动，申请科研基金，聚焦无人机技术的科技项目协作等。1月，港科大已率先成立跨

学科低空经济研究中心（LAERC），全力攻坚这一新兴领域的前沿课题。

原文链接：香港科技大学

https://www.xinhuanet.com/20250302/bd924068ea524b9da2892d18de5270f6/c.html
https://mp.weixin.qq.com/s/TZAxnmaduI4reOTyj7YuxA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kxOTE4Njg0Ng==&mid=2247528068&idx=1&sn=8aafc16ea1f3827faecd771dccd675a8&chksm=c1a7d275f6d05b639dfb89922a060d3b739097590f4e40088b99a669e00b893e1586c431bd5a&scene=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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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高校重点工作

青塔周刊第 176 期已汇总 21 所高水平大学重点工作，本期周刊进一步更新，收录近期高水平大学发

布的 2025 年重点工作部署报道。

清华大学持续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规律、完善学科布局

2 月 11-12 日，清华大学召开 2025 年寒假务虚会，研究部署当前及下一阶段重点推进任务。要聚焦

学校主责主业，持续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规律，全面提高课程质量，推动大力提升学生培养质量。

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完善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培养机制，加大海外人才引进力度，发扬

教师和职工队伍“两个车轮”并重的优良传统。要完善学科布局，抓住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科研机遇，加

快世界一流前列和顶尖学科建设。

原文链接：清华大学

中山大学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做好青年人才“引育留”文章

2 月 19-20 日，中山大学召开 2025 年领导班子工作务虚会，聚焦学术体系建设、治理体系建设和干

部人才工作三个专题开展研讨。聚焦关键问题，抓住主要矛盾，就稳步推进治理体系改革，优化学

科专业布局，发挥学部制在构建和完善高校学术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优化教师队伍结构，特别是做

好青年人才“引育留”文章，健全完善干部人才选拔机制，培育校园文化凝心聚魂等重要工作深入交流

探讨。

原文链接：中山大学

中南大学“一人一策”抓好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统筹推进学科交叉融合

2 月 20 日，学校召开中层干部大会，系统推进下一阶段需重点发力的工作。发力师资队伍建设，围

https://www.tsinghua.edu.cn/info/1177/116928.htm
https://www.sysu.edu.cn/news/info/1881/13840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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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学校重大战略布局和规划推动专任教师队伍规模有序适度扩大，“一人一策”抓好高层次人才队伍建

设；发力学科建设，提振人文社会学科影响力、推动传统工科现代化改造、蓄力发展信息学科、强

化基础学科和医学学科建设，统筹推进学科交叉融合，积极培育顶尖学科和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新

的增长点；发力科学研究，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实现跨学科、跨学院、跨领域的科研模式，开展更有

质量的基础研究、前沿领域研究。

原文链接：中南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构建专业“动态调整+前瞻布局”机制，走好交叉融通之路

2 月 24 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召开 2025 年春季工作会议暨中层干部培训会议，对新一年工作的思

路和重点任务进行再部署。对于本科教育教学，聚焦构建专业“动态调整+前瞻布局”机制，聚焦走好

交叉融通之路，聚焦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实施立德树人固本工程，推进本科教育教学数字化转型，

实施“卓越教师提升计划”，完善质量保障闭环管理。紧跟国家办学导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鼓励优势

学科努力争创一流，优化学科布局，加大对新兴交叉学科建设力度，健全学科建设成效评价机制。

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学科交叉融合，培育新兴交叉学科；深化产教融合，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培养

具有跨界整合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原文链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复旦大学实施新一轮教育教学改革、融合推进学科建设与科研体制改革

2 月 25 日，复旦大学召开 2025 年春季工作会议，布置全年学校重点工作。工作主题是“改革·破局”，

要全面实施新一轮教育教学改革，构建“干细胞式”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统筹推进本研融通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持续推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特区建设，加速建设新工科创新学院，统筹推进“AI 大

课”1.0 版、2.0 版建设，大力推动医学人才自主培养体系改革；融合推进学科建设与科研体制改革，

以高质量学科规划引领一流学科建设，强化有组织科研；以深化“准聘-长聘”制改革为核心，把“大人

才”战略推向纵深，进一步突出教书育人导向，建立兼顾学科特点的晋升评价体系。

原文链接：复旦大学

https://news.csu.edu.cn/info/1002/160876.htm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U1OTc0NA==&mid=2653196293&idx=1&sn=60ab52a0c8c5d006d964e78c79f07dd0&chksm=bc5061d3404de5cc06e2d6e310295dd1cbcd8544813fee74fc16a4a2c2f76a60a48a483907d2&scene=27
https://mp.weixin.qq.com/s/ElgGHxGuDavm-rbG_591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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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高校预算经费

近日，全国已有上海、黑龙江、辽宁、河北、江西、安徽、广西、海南、云南、青海、广西、内蒙

古、西藏等地的高校，对外公开了 2025 年经费预算。青塔团队根据相关数据，收集整理了超 300

所公办本专科院校的 2025 年度预算经费情况（部分省份或高校未公开，暂未纳入统计）。周刊呈

现部分地区的经费预算，分析原文可见青塔原创文章《超 300 所高校，2025 年预算经费出炉！》。

上海地方高校 2025 年预算经费

在已公布 2025 年预算经费的上海市高校中，共有 3所高校预算总收入超 20 亿元。其中上海大学（本

级）的预算经费达到 50.90 亿元，暂时领跑其他高校；上海师范大学（本级）与上海理工大学（本

级）预算经费分别为 24.95 亿元和 24.09 亿元。

表 177-2 上海地方高校 2025年预算经费（不完全统计，单位：亿元）

高校名称 本年度收入

上海大学 50.90

上海师范大学（本级） 24.95

上海理工大学（本级） 24.09

上海科技大学 19.88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本级） 15.95

上海海事大学 15.91

上海海洋大学 14.92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本级） 13.26

华东政法大学 12.97

https://mp.weixin.qq.com/s/5tYjy3GCQCR8Saq2WyUm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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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77-2 上海地方高校 2025年预算经费（不完全统计，单位：亿元）

高校名称 本年度收入

上海中医药大学 10.97

上海电力大学 10.85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10.36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10.34

上海电机学院 9.95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本级） 8.42

上海健康医学院（本级） 7.30

上海体育大学 7.06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本级） 6.42

上海政法学院 5.86

上海音乐学院（本级） 5.83

上海商学院 5.78

上海戏剧学院（本级） 5.18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本级） 5.14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3.99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本级） 2.74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本级） 2.67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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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地方高校 2025年预算经费

根据黑龙江省教育厅目前已公布的数据，作为省内唯一的省属“双一流”高校，东北农业大学 2025 年

预算经费达到了 18.55 亿元，暂居首位。预算经费超过 10 亿元的，还有哈尔滨医科大学（含大庆分

校）、哈尔滨理工大学、黑龙江大学和东北石油大学。

表 177-3 黑龙江地方高校 2025年预算经费（不完全统计，单位：亿元）

学校名称 预算总收入 本年度收入 上年度结转结余

东北农业大学 18.55 13.55 5.00

哈尔滨医科大学（含大庆分校） 15.51 13.96 1.55

哈尔滨理工大学 10.95 10.20 0.75

黑龙江大学 10.65 9.61 1.04

东北石油大学 10.59 9.79 0.80

哈尔滨师范大学 9.76 9.46 0.30

佳木斯大学 7.75 7.54 0.22

齐齐哈尔大学 6.92 6.70 0.22

哈尔滨商业大学 6.87 6.54 0.33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含佳木斯学院） 6.63 5.43 1.20

黑龙江科技大学 5.72 5.51 0.21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5.72 5.42 0.30

牡丹江师范学院 4.17 3.94 0.23

黑龙江工程学院 3.90 3.8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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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77-3 黑龙江地方高校 2025年预算经费（不完全统计，单位：亿元）

学校名称 预算总收入 本年度收入 上年度结转结余

大庆师范学院 3.70 2.70 1.00

黑龙江职业学院 3.52 3.50 0.02

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3.24 3.03 0.22

牡丹江医科大学 2.94 2.91 0.02

齐齐哈尔医学院 2.75 2.69 0.06

绥化学院 2.53 2.52 0.01

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47 2.44 0.03

哈尔滨金融学院 2.33 2.31 0.02

黑河学院 2.26 2.18 0.08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2.25 2.15 0.10

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 2.09 2.09 0.01

哈尔滨体育学院 2.00 1.91 0.10

黑龙江工业学院 1.88 1.83 0.05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1.79 1.78 0.01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1.78 1.78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1.33 1.33 10 万

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 1.23 1.23 30 万

哈尔滨音乐学院 1.13 1.05 0.08

哈尔滨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0.39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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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地方高校 2025 年预算经费

在已公开 2025 年预算数据的辽宁省高校中，沈阳药科大学暂居首位，预算总收入达 14.02 亿元；其

次是中国医科大学（本级），预算总收入为 13.80 亿元，辽宁大学紧随其后，为 13.70 亿元。

表 177-4 辽宁地方高校 2025 年预算经费（不完全统计，单位：亿元）

学校名称 预算总收入 本年度收入 上年度结转结余

沈阳药科大学 14.02 13.09 0.93

中国医科大学（本级） 13.80 9.58 4.21

辽宁大学 13.70 11.42 2.28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本级） 11.85 8.30 3.54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11.23 9.23 2.00

沈阳农业大学 10.95 9.46 1.50

沈阳工业大学 10.79 10.13 0.66

东北财经大学 10.42 9.81 0.61

沈阳师范大学 10.31 10.14 0.17

辽宁师范大学 9.92 9.21 0.71

大连医科大学 8.52 7.57 0.95

沈阳理工大学 8.15 7.38 0.77

大连交通大学 7.38 7.14 0.25

渤海大学 7.37 7.34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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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77-4 辽宁地方高校 2025 年预算经费（不完全统计，单位：亿元）

学校名称 预算总收入 本年度收入 上年度结转结余

辽宁科技大学 7.21 6.77 0.44

锦州医科大学 6.96 5.90 1.06

沈阳化工大学 6.94 5.46 1.48

沈阳建筑大学 6.94 6.24 0.70

大连工业大学 6.77 6.59 0.18

大连海洋大学 5.83 4.99 0.84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5.72 5.47 0.25

辽宁工业大学 5.70 5.27 0.42

沈阳音乐学院 5.29 5.08 0.21

辽东学院 5.28 4.87 0.41

大连外国语大学 4.81 4.61 0.20

沈阳工程学院 4.69 4.37 0.32

辽宁中医药大学 4.63 4.39 0.24

鲁迅美术学院 3.93 3.74 0.19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3.58 2.31 1.27

辽宁科技学院 3.50 3.18 0.31

沈阳体育学院 3.30 3.08 0.22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2.86 2.05 0.81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2.82 2.61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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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77-4 辽宁地方高校 2025 年预算经费（不完全统计，单位：亿元）

学校名称 预算总收入 本年度收入 上年度结转结余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2.55 2.37 0.18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2.33 2.10 0.23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2.20 1.82 0.37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1.91 1.53 0.39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1.91 1.38 0.53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1.54 1.42 0.12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1.48 1.40 0.09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1.46 1.24 0.22

辽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44 1.44 12.25 万

辽宁职业学院 1.40 1.37 0.03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1.29 1.28 0.02

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 1.28 1.16 0.12

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1.15 1.15 28.01 万

辽宁地质工程职业学院 0.94 0.94 40.60 万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0.77 0.74 0.03

辽宁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0.63 0.62 45.10 万

辽宁特殊教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0.59 0.57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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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地方高校 2025 年预算经费

在已公开 2025 年预算数据的河北省高校中，燕山大学（23.32 亿元）、河北大学（22.62 亿元）和

河北科技大学（22.44 亿元）的预算总收入排在全省前三；河北工业大学的预算总收入也超过 20 亿。

表 177-5 河北地方高校 2025 年预算经费（不完全统计，单位：亿元）

学校名称 预算总收入 本年度收入 上年度结转结余

燕山大学 23.32 23.32

河北大学 22.62 22.55 0.06

河北科技大学 22.44 22.19 0.25

河北工业大学 22.38 22.38

河北师范大学 19.87 19.83 0.04

河北农业大学 18.31 17.98 0.33

河北地质大学 16.67 16.40 0.27

华北理工大学 16.49 16.48 0.01

河北医科大学 15.53 15.30 0.23

河北工程大学 14.01 13.81 0.20

石家庄铁道大学 11.14 11.14 0.01

河北经贸大学 9.64 9.61 0.03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9.07 9.04 0.03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8.53 8.06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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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77-5 河北地方高校 2025 年预算经费（不完全统计，单位：亿元）

学校名称 预算总收入 本年度收入 上年度结转结余

河北北方学院 7.61 7.61 0.01

河北中医药大学 7.57 7.57 0.33 万元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7.43 7.38 0.04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7.05 7.01 0.04

廊坊师范学院 6.58 6.58 1.05 万元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6.39 6.18 0.21

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4.63 4.62 0.01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 4.49 0.10

河北金融学院 4.55 4.55

承德医学院 4.35 4.34 0.02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4.32 4.26 0.06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4.31 4.29 0.02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4.06 4.06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3.69 3.60 0.09

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 3.63 3.60 0.03

河北环境工程学院 2.95 2.94 0.01

河北水利电力学院 2.76 2.73 0.04

河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2.12 2.12 14.64 万元

保定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0.47 0.47 2.1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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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77-5 河北地方高校 2025 年预算经费（不完全统计，单位：亿元）

学校名称 预算总收入 本年度收入 上年度结转结余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0.20 0.20

江西地方高校 2025 年预算经费

在江西省教育厅现已公开的 2025 年预算数据中，作为全省唯一“双一流”高校的南昌大学，预算总收

入达到了 47.22 亿元，居全省首位；排在第二位是的江西师范大学，为 17.43 亿元；南昌航空大学位

居第三，为 15.47 亿元。

2025 年预算总收入超过 10 亿元的还有江西理工大学、华东交通大学、江西财经大学、东华理工大

学、江西农业大学、井冈山大学、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和江西中医药大学 8所高校。

表 177-6 江西地方高校 2025 年预算经费（不完全统计，单位：亿元）

学校名称 预算总收入 本年度收入 上年度结转结余

南昌大学 47.22 32.60 14.63

江西师范大学 17.43 14.99 2.44

南昌航空大学 15.47 11.74 3.73

江西理工大学 14.57 11.55 3.03

华东交通大学 14.07 13.17 0.90

江西财经大学 13.97 12.68 1.29

东华理工大学 13.35 10.20 3.15

江西农业大学 13.24 9.51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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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77-6 江西地方高校 2025 年预算经费（不完全统计，单位：亿元）

学校名称 预算总收入 本年度收入 上年度结转结余

井冈山大学 11.22 9.29 1.94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10.36 10.07 0.28

江西中医药大学 10.12 8.45 1.66

景德镇陶瓷大学 8.66 6.73 1.93

赣南师范大学 8.60 6.33 2.27

南昌工程学院 8.54 8.20 0.33

赣南医科大学 8.09 6.52 1.57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6.41 5.82 0.60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5.97 4.55 1.42

江西职业技术大学 5.09 4.41 0.68

南昌师范学院 4.81 4.43 0.39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51 3.79 0.72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4.35 3.85 0.50

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 4.31 3.75 0.56

江西水利职业学院 4.10 3.27 0.83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3.82 3.52 0.29

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 3.67 3.23 0.44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3.55 3.18 0.37

江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3.40 2.85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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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77-6 江西地方高校 2025 年预算经费（不完全统计，单位：亿元）

学校名称 预算总收入 本年度收入 上年度结转结余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3.38 3.20 0.18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3.15 2.91 0.24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3.08 2.91 0.17

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2.86 2.30 0.56

江西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2.66 1.91 0.74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2.57 2.29 0.28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2.52 2.18 0.34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2.35 2.12 0.23

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 2.25 1.83 0.42

江西传媒职业学院 2.02 1.74 0.29

江西青年职业学院 1.90 1.67 0.23

江西艺术职业学院 1.79 1.42 0.36

江西工程职业学院 1.70 1.56 0.14

江西管理职业学院 1.61 1.30 0.31

安徽地方高校 2025 年预算经费

在已公开 2025 年预算的安徽省高校中，安徽大学以 27.64 亿元的预算总经费，暂列第一；安徽医科

大学（本级）的预算总经费也超过了 20 亿元，位居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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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7-7 安徽地方高校 2025年预算经费（不完全统计，单位：亿元）

学校名称 预算总收入 本年度收入 上年度结转结余

安徽大学 27.64 25.95 1.69

安徽医科大学（本级） 22.90 22.27 0.63

安徽理工大学（本级） 18.05 17.80 0.25

安徽师范大学 17.11 15.88 1.23

安徽工业大学 14.36 13.26 1.10

安徽农业大学 13.99 11.92 2.07

安徽中医药大学（本级） 13.73 12.09 1.64

阜阳师范大学 13.50 10.10 3.40

安徽财经大学 12.81 11.94 0.86

安徽工程大学 10.63 10.28 0.35

安徽建筑大学 10.53 9.42 1.12

铜陵学院 10.10 7.90 2.20

安庆师范大学 9.99 7.65 2.34

蚌埠医科大学 9.81 9.08 0.73

淮北师范大学 9.77 9.17 0.60

滁州学院 9.41 9.31 0.10

安徽科技学院 9.20 8.90 0.30

合肥师范学院 8.59 8.29 0.30

皖南医学院（本级） 8.46 7.4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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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77-7 安徽地方高校 2025年预算经费（不完全统计，单位：亿元）

学校名称 预算总收入 本年度收入 上年度结转结余

淮南师范学院 7.25 6.37 0.88

蚌埠学院 7.12 6.40 0.72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7.07 6.94 0.13

黄山学院 7.03 6.23 0.80

宿州学院 6.95 6.80 0.15

池州学院 6.68 5.83 0.85

皖西学院 6.42 6.02 0.40

巢湖学院 6.40 5.67 0.73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6.03 4.34 1.70

亳州学院 4.52 4.31 0.21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2.90 2.90 0.00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2.72 2.28 0.44

安徽艺术学院 2.47 2.32 0.15

安徽艺术职业学院 1.72 1.62 0.10

合肥大学 1.62 1.60 0.03

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 1.18 1.00 0.18

广西地方高校 2025 年预算经费

广西大学以 30.53 亿元的预算总收入，位居全区第一；广西师范大学（本级）以 20.02 亿元的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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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收入，位居全区第二；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位居全区第三，预算总收入达到 18.55 亿元。共有 8所

大学 2025 年预算总收入超过 10 亿元。

表 177-8 广西地方高校 2025年预算经费（不完全统计，单位：亿元）

学校名称 预算总收入 本年度收入 上年度结转结余

广西大学 30.53 25.43 5.10

广西师范大学（本级） 20.02 19.72 0.30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18.55 16.05 2.50

桂林理工大学 18.26 15.66 2.60

广西民族大学 12.95 12.45 0.50

广西医科大学（本级） 12.87 12.07 0.80

南宁师范大学（本级） 12.85 11.83 1.02

广西中医药大学（本级） 11.41 10.21 1.20

广西财经学院 9.68 8.63 1.05

广西科技大学（本级） 8.23 8.03 0.20

玉林师范学院 7.64 7.64

北部湾大学 7.22 7.19 0.03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6.63 6.60 0.03

桂林医学院 6.53 5.81 0.72

河池学院 6.12 6.10 0.02

广西艺术学院（本级） 5.92 5.23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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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77-8 广西地方高校 2025年预算经费（不完全统计，单位：亿元）

学校名称 预算总收入 本年度收入 上年度结转结余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5.75 5.70 0.05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5.75 5.75

右江民族医学院 5.45 5.45

贺州学院 5.40 5.40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35 4.92 0.43

百色学院 5.13 5.10 0.03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79 4.62 0.17

桂林旅游学院 4.62 4.62

梧州学院 3.87 3.82 0.05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3.30 3.30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3.17 3.17

广西职业师范学院 3.07 3.02 0.04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2.68 2.68

广西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47 1.47

原文链接：青塔（整理自各高校官网）

https://mp.weixin.qq.com/s/5tYjy3GCQCR8Saq2WyUm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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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导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发布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海外）项目指南

福建省鼓励高校毕业生离校前熟练掌握一门技术技能

国家层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发布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海外）项目指南

2 月 28 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发布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海外）项目指南，为进一步完善科学基

金人才资助体系，充分发挥科学基金引进和培养人才的功能，吸引海外优秀青年人才回国（来华）

工作。其中有几点变化：申请人年龄要求在 1985 年 1 月 1 日（含）以后；海外工作经历需在取得博

士学位后至 2025 年 4月 15 日前；不适用于通过中外联合培养方式取得海外博士学位的情况；在海

外工作期间，同时拥有境内带薪酬职位的申请人，其境内带薪酬职位的工作年限不计入海外工作年

限。

原文链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https://mp.weixin.qq.com/s/5tYjy3GCQCR8Saq2WyUm0g
https://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0/tab434/info9449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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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层面

福建省鼓励高校毕业生离校前熟练掌握一门技术技能

近日，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教育厅联合印发《关于启动高校毕业生培训就业直通车工程

的通知》，鼓励高校毕业生离校前熟练掌握一门技术技能，取得职业技能证书（包含职业资格证书、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提升职场竞争力。培训实施主体为经人社部门认定的培

训单位（培训实施主体以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为主，补贴性培训机构为辅），培训对象为毕业学年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培训内容以提升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促进和稳定就业为目标。

原文链接：福建省人民政府

https://www.fujian.gov.cn/xwdt/fjyw/202502/t20250225_67679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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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全景
第十届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名单公示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签署合作备忘录

高质量启动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调研座谈会召开

高校建设

高质量启动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调研座谈会召开

2 月 24 日，高质量启动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调研座谈会在广州召开。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

把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置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和全局中来定位、来谋划、来建设，紧密贴近

青少年思维方式和生活状态，将“大思政课”、课程思政、实践育人等育人方式有机结合，提升育人能

力，完善体制机制。在教育强国建设蓄势突破、全面跃升的关键阶段，要紧紧围绕“培养什么人、怎

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核心课题，深刻认识实施立德树人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新情况，把握网

络时代年轻一代的实际需要，把握工作自身的重点难点，在应对风险挑战中实现育人工作迭代升级。

原文链接：教育部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moe_1485/202502/t20250226_11804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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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培养

天津大学发布实施“一流本科教育跃升行动”

近日，天津大学印发《天津大学一流本科教育跃升行动方案》，启动实施“一流本科教育跃升行动”。

其中推出“五大行动”，即新工科教育迭代跃升行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跃升行动、学生实践创新能力

跃升行动、教师教学能力跃升行动、数智赋能教育教学跃升行动。具体举措包括依托未来技术学院

和各类特色班打造人才培养特区，推动 100%工科专业构建以项目为链的模块化课程体系；新建 10

个左右跨学科人才培养平台，培育 100 个左右高水平人才领衔的高阶交叉项目和高水平企业导师牵

头的工程项目；有序建设 AI 智慧教学中心、考评数据中心、AI 助教助学助管等。

原文链接：天津大学

科研平台

医学成像科学与技术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举办建设发展咨询会

2 月 22 日，医学成像科学与技术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发展咨询会暨学术委员会会议在深圳顺利

举办。会上，实验室共建单位、临床合作基地、企业合作基地揭晓，未来将共同开展技术研发和成

果转化。实验室由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牵头组建，郑海荣院士领衔，汇聚了一批全国顶

级“学术大咖”和顶尖科研团队。

原文链接：深圳发布

https://www.tju.edu.cn/info/1026/10098.htm
https://mp.weixin.qq.com/s/kUZmu0SxXV3Zq8NdTY8w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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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土木工程安全与韧性全国重点实验室举行建设启动会

2 月 24 日，山区土木工程安全与韧性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启动会在华东交通大学举行。山区土木工

程安全与韧性全国重点实验室由华东交通大学牵头，联合重庆大学共同组建，是我国山区土木工程

安全与韧性研究领域唯一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实验室将面向山区城市及交通基础设施重大工程需求

和学科发展国际前沿，加强基础研究与关键技术攻关，聚焦山区土木工程性能演化与灾变理论、生

态与智能材料、防灾与韧性提升等关键科技问题，为山区土木工程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科技支撑。

原文链接：华东交通大学

能源化工、电子信息、先进材料等领域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名单公布

近日，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发文公布能源化工、电子信息、先进材料等领域四川省重点实验室优化重

整结果。据校方报道，进入优化重整后的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序列的实验室包括：电子科技大学建设

的网络与数据安全四川省重点实验室、数智媒体技术四川省重点实验室等，校企共建的精密测量雷

达系统技术四川省重点实验室；西南科技大学牵头建设的特殊环境机器人技术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工程材料与结构冲击振动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参与建设的低碳智慧电力能源系统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玄武岩纤维及复合材料四川省重点实验室；攀枝花学院建设的钒钛关键战略材料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原文链接：电子科技大学、西南科技大学、四川省科学技术厅、零八一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科研项目

第十届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名单公示

2 月 26 日，第十届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人选名单公示，各立项单位共遴选出第十届中国科协

https://www.ecjtu.edu.cn/info/1053/49592.htm
https://sise.uestc.edu.cn/info/1017/13162.htm
https://www.swust.edu.cn/2025/0224/c11237a211969/page.htm
https://kjt.sc.gov.cn/kjt/pzh/2025/2/19/370d7d3669954005805662b4dd214e7d.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VvIukSBCbyuwoleEQiBm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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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才托举工程人员 987 人。本届项目围绕“四个面向”，以能力、素质、潜质为标准，重点支持

从事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青年科技工作者，从事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

研仪器、核心种源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青年科技工作者，从事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量子

科技、生物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科技创新的青年科技工作者。

原文链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科研进展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通过国家验收

2 月 26 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顺利通过国家验收。该大科学装置主

要建设单位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共建单位是吉林大学。该装置位于北京怀柔科学城，能同时

模拟极低温、超高压、强磁场和超快光场等极端环境。依托该装置，科研人员已经取得了若干处于

世界领先水平的基础研究成果和示范性技术突破，比如发现分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里德堡莫尔激

子，在高压诱导发光材料研究等方面取得突破等。

原文链接：中央人民政府网

https://www.cast.org.cn/xw/tzgg/ZZRC/art/2025/art_e945c835d8b44d6fa2759ea17fad05e1.html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2/content_7007014.htm


177 期

31

合作共赢

上海交通大学和紫竹高新区签署 1亿元经费合作协议

2 月 24 日，上海交通大学和紫竹高新区签署“上海交大—紫竹高新区”概念验证合作协议。根据协议，

紫竹高新区将向上海交大提供三年总计 1 亿元人民币的经费用于专项支持上海交大—紫竹高新区概

念验证中心的建设，吸引并培养高潜力创新成长企业，以加速产业成果转化。概念验证中心则将围

绕电子信息领域前沿技术方向，吸引并培养高潜力创新成长企业，形成全流程服务体系，加速产业

成果转化，为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注入强大动力。

原文链接：上海交通大学

江西省与西安交通大学签署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

2 月 24 日，江西省人民政府与西安交通大学在南昌签署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西安交通大学将以

此次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为契机，结合江西产业基础和发展需求，发挥自身优势，形成更多

创新资源带动江西产业创新；将加强与江西高校、龙头企业的联系，探索构建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

研深度融合新模式，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原文链接：江西省人民政府

江苏大学“无锡市引才联络站”正式揭牌成立

2 月 24 日，无锡市春季校园招聘（镇江线）在江苏科技大学、江苏大学拉开帷幕，活动期间，江苏

大学“无锡市引才联络站”正式揭牌成立，将常态化开展城市宣介、政策咨询及招聘活动，搭建“高校-

城市-产业”人才输送“快车道”。校方同步聘请无锡市 6家重点企业人事总监担任职业指导师，职业指

导师们将以实战经验为学子剖析职业规划、解码行业趋势，助力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无缝衔接。

https://mp.weixin.qq.com/s/BoCwH9cKEK0zXwtxjb4Hcw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475001667793027593/?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740447950&use_new_style=1&req_id=202502250945503398A6FC09A1242B9EFD&group_id=7475001667793027593&req_id_new=202502250945503398A6FC09A1242B9EFD&chn_id=-3&category_new=text_inne


32

原文链接：中国江苏网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签署合作备忘录

3 月 1 日，重庆市人民政府与北京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其间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同意在学术交流与资源共享、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学科平

台与社会服务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推动西部地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流学科建设和拔尖

创新人才培养，提升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高质量建设与发展成效。

原文链接：西南大学

https://jsnews.jschina.com.cn/wx/a/202502/t20250225_s67bd02e3e4b04dff9907ec4a.shtml
https://www.swu.edu.cn/info/1081/212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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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
西安科技大学成立人工智能与计算机学院、卓越工程师学院等 4个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打造基础学科国际前沿交叉创新高地

2025 年度“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的立项建设名单公布

西安科技大学成立人工智能与计算机学院、卓越工程师学院等 4个学院

2 月 22 日，西安科技大学召开 2025 年工作会议，安排部署 2025 年重点工作，动员全校上下全身

心地投入到“双一流”建设之中。会议上，为创新创业学院、卓越工程师学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院、

人工智能与计算机学院等 4个学院举行了揭牌仪式。会议中明确 2025 年是学校确定的“关键指标突

破年”，要咬定“双一流”建设目标，用好“1+3”激励保障措施；坚持“项目为王”，重点打造智能科创教

学“10 大”教学团队、智能科技“10 小龙”科技创新团队等一批高质量项目。

原文链接：西安科技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打造基础学科国际前沿交叉创新高地

近日，教育部转发文章，介绍上海交通大学打造基础学科国际前沿交叉创新高地的各项举措。上海

交通大学以高水平师资提升基础研究新能效，建立“校长直通车”等引才方式，面向世界一流大学及科

研机构，选聘应用数学、物理学等多个领域的基础科学人才，持续拓宽顶尖人才引进渠道；聚焦“强

基础、重交叉”，在基础学科及其交叉领域开设 105 门高水平课程，参与教育部基础学科系列“101 计

划”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核心课程建设，主持编写重点教材，设立“交叉学科博士生培养计划”，成立数

理化生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心（物理），推行双导师制，为学生制定修读交叉学科课程、参与跨

学科研究项目的培养方案，支持鼓励学生组织学科交叉论坛等。

原文链接：教育部

http://news.xust.edu.cn/info/1002/30911.htm?_refluxos=a10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192/s133/s166/202502/t20250226_11804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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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度“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的立项建设名单公布

近日，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了 2025 年度“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简称“111

计划”）的立项建设名单。“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由人社部和教育部共同组织实施，以建设 100

个左右世界一流学科创新引智基地为目标，旨在推进中国高等学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

进程。湖南大学、重庆交通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昌大学、长安大学、沈阳工

业大学、鲁东大学、东北电力大学、中国药科大学、江汉大学等多所院校官宣获批，标志着各大院

校在国家级平台及一流学科建设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原文链接：青塔（整理自各高校官网）

https://mp.weixin.qq.com/s/t9noQsY_548PIYEGqorR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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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引育
杜江峰任教育部副部长

武维华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

陈柏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人事任命

陈柏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曾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国家治理学院院长（兼）等职。教育部国家级重大人才工程特

聘教授、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法理学、法社会学、社会治理法学、基层治理。

原文链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杜江峰任教育部副部长

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院副院长、执行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浙江大

学校长、党委副书记等职。现任中共第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中国科学

院院士，主要从事量子物理及其应用的实验研究。

原文链接：教育部

https://wap.zuel.edu.cn/2025/0220/c10527a384513/pagem.htm
http://www.moe.gov.cn/jyb_zzjg/moe_187/dujiang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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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浪任河北工业大学副校长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长期任职于中国科学院化学所有机固体重点实验室，主要聚焦分子

晶体材料的输运机制和高性能光电器件与电路应用，发表 SCI 期刊论文 170 余篇。

原文链接：河北工业大学

陆卫兵任东华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历任东南大学科技处副处长，东南大学科研院高新办主任，江苏东南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东南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总经理，东南大学科研院院长、保密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兼）、应用

技术院院长（兼）。江苏省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

原文链接：东华大学

孙彧任暨南大学党委书记

曾任暨南大学校长办公室副主任；暨南大学党政办公室副主任、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党

政办公室主任。2020 年 2 月，任暨南大学党委副书记。

原文链接：暨南大学

王治东任东华大学党委副书记

曾任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

各类课题 10 余项；出版专著 2部；在《哲学动态》《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马克

思主义与现实》等国内重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

https://www.hebut.edu.cn/gdgk/xrld/c73da3ba37d24326811d1dd312dd84db.htm
https://mp.weixin.qq.com/s/RRMdbQV9IkPPm06YKaUcHQ
https://www.jnu.edu.cn/2020/0507/c2564a481917/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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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东华大学

武维华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农业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植物科学系主任，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

院院长，中国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现任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

主席。

原文链接：光明网

张清华任东华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曾任东华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高教研究所所长、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双一流”建设办公室主任。

从事有机高性能纤维研究，尤其在聚酰亚胺高性能纤维制备关键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开展了卓有成

效的工作。

原文链接：东华大学

赵斌任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党委书记

曾任辽宁省丹东市边海防委办公室主任（兼），辽宁省丹东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辽

宁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2025 年 2 月，被任命为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党委书记。

原文链接：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https://mp.weixin.qq.com/s/RRMdbQV9IkPPm06YKaUcHQ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25517253570621464&wfr=spider&for=pc
https://mp.weixin.qq.com/s/RRMdbQV9IkPPm06YKaUcHQ
https://www.cipuc.edu.cn/xxgk1/xrld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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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青塔周刊》获取往期合集

https://info.cingta.com/
https://info.cing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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