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 2015 年年度报告 

 

2015年，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积极履责， 循例出席 2015

年学校科研工作会议、2014-2015 第二学期工作部署会议、

2015年院长工作会议、201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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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 月 20 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第十一届学

术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校党委书记靳诺、校长陈雨

露出席会议并讲话，学术委员会主任陈先达就相关议程发表

了意见。会议由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常务副校长王利明

主持，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等 50 余人出席会议。本次会议主

要围绕四项议程展开：第一，报告学校综合改革方案制订情

况，并征集修订意见；第二，报告校学术委员会设立学部及

专门委员会的方案，提交委员审议；第三，报告学校孵化平

台计划与机构管理细则，提交委员审议；第四，报告学校重

大科研选题征集办法，并讨论 2015 年重大科研选题。 

发展规划处处长王轶全面介绍了综合改革方案的起草

情况及过程、总体框架、主要创新点、后续的工作计划等。

学术委员会认真听取了汇报，并展开了讨论。委员们充分肯

定了综合改革的思路和举措，认为方案在人才培养、科研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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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教师发展、资源配置等各个方面都提出了明确的、切实

可行的措施。同时，委员们也讨论了进一步修改完善的意见

和建议。 

科研处处长刘元春汇报了在校学术委员会设立学部专

门委员会的方案。学术委员会的重要职责之一是审议评定科

研项目、成果、机构等有关学术事项，进行科学合理的科研

评价。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拟在学术委员会学部框架下，

按照工作职责和范围，成立 5个工作委员会，以便委员们今

后在科研项目、成果、机构、评优等事项方面全面参与，更

好地发挥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重要作用。 

在科研机构设立与管理方面，科研处新拟订了《中国人

民大学科研孵化平台计划》，思路是今后学校新成立的研究

机构，原则上都须组建新团队，经过孵化平台来证明该机构

确有成立的必要和运转创新的能力。通过孵化平台的设立和

运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以往研究机构“重成立、轻建设”、

“重牌子、轻管理”的状况，公平竞争，发掘潜力，为教师

组建创新团队、成立新机构提供全方位、多渠道的服务。学

术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孵化平台计划具体实施方案、研究机构

管理细则等，同时对于新申请成立的若干个院属研究机构，

同意其进入科研孵化平台进行孵化。学术委员会还审议通过

了《中国人民大学重大科研选题征集办法》，并对 2015年的

若干个重大科研选题进行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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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3 月 12 日（星期四）下午 2：30，在明德

主楼 13 层第一会议室召开校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第

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申报事

宜，会议由王利明副校长主持。申报本届奖项的校学术委员

会全体委员因回避未参加会议。本次评奖各学院学术委员会

审核推荐申报成果 195项。经学校学术委员会讨论最终推荐

145 项成果向教育部评奖办公室申报。最终 39项成果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