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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 2014 年年度报告 

 

2014年，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积极履责，循例出席学校

2014年新年报告会、2014年学校科研工作会议、2013-2014

第二学期工作部署会议、2014 年院长工作会议、2014-2015

学年第一学期工作部署会议等学校重大会议。此外，学校学

术委员会主要召开了以下会议、开展了以下活动： 

——2014年 7 月 2 日（星期三）下午 2：30，学校学术

委员会召开工作会议，评审推荐北京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候选成果。会议由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王利

明主持，部分申报成果奖的委员因回避未参加会议。会议通

过分学科组讨论评审共推荐候选成果 81 项，最后由全体会

议无记名投票表决，决定在校内公示无异议后推荐 45 项成

果申报北京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另有 5项

成果候补。 

——2014年 9 月，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深化教育

领域综合改革的要求和部署，为提高学校科研综合改革措施

的针对性、有效性、操作性，学术委员会秘书处专门组织了

对学校学术委员会的问卷调查。本次问卷主要涉及科研项目

管理、核心期刊、考核与奖励及研究机构与智库建设等 4 个

方面的内容。关于科研项目管理，委员们对于采取管理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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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补贴机制降低科研项目执行成本、运用间接经费建立科

研人员智力补偿机制等措施、十大教学标兵与十大创新团队

评选、在校内项目体系中增设智库类项目等措施给予了较高

程度的认可。关于核心期刊、考核与奖励，在核心期刊分级

原则中将最优期刊纳入目录、实施质量优先的科研考核方式、

对教师进行综合评估和全方位激励、对多元化成果的认可、

对高水平成果的折合比率提高等方面，得到了大部分委员的

认可。关于研究机构及智库，大部分委员认可新成立研究机

构需要设计启动经费、孵化认定等”门槛“，积极培育对于

已经具有核心团队和实质成效的研究机构，同时完善机构的

进入与退出机制并置于管理平台下进行同一管理是可行的

模式。智库成果方面，重点考察” 采纳并产生社会、经济

效益“得到了最多数委员的支持，其次是参与政策制定。 

——2014年 10月 14日(星期二)下午 2:30,学校学术委

员会召开专题工作会议，会议由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刘元春主

持，常务副主任王利明，副主任伊志宏、刘大椿、李路路、

解思深等出席会议，相关学科秘书、科研处负责人列席会议。

刘元春秘书长报告了《中国人民大学核心期刊修订方案》，

会议经讨论基本同意该方案，进一步确定了 A、B 类中文核

心期刊遴选原则及下一步核心期刊修订工作分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