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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第十二届学术委员会

年度工作报告（2020.08-2021.07）

2021 年 7 月 21 日

因刘伟校长未能参加本次会议，受校长委托，我替他宣

读一下中国人民大学第十二届学术委员会年度工作报告。

各位委员：

经过严谨的工作程序，刚刚，我们完成了本年度教师职

务评审和岗位聘用工作，这也是校学术委员会本年度最为重

要的工作之一。在此，我代表学校，向辛勤参与本次工作的

校学术委员会全体委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学年，我校学术委员会继续坚持守正创新，进一步完

善了各项规章制度，依规调整了部分委员组成，并充分发挥

学术治理职能，为促进学校事业发展做出了诸多贡献。按照

议程，下面我代表中国人民大学第十二届学术委员会，向大

家报告本年度校学术委员会的工作。

一、完善制度建设，细化工作规范

本届学术委员会始终以建章立制为工作基础，着力加强

各项工作规范。本年度，学术委员会在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

上，取得了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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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委员会运行规则上，2021 年 4 月 30 日，《中国

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工作细则》正式印发。本细则自 2020

年 12 月起开始修订，经反复酝酿，广泛向党委教师工作部、

研究生院、教务处、科研处、理工处、人事处、人才办、各

学院（系）以及全体学校、学部学术委员征求意见，并于专

题座谈会讨论，历经十余稿修改，最终由第十二届学术委员

会第八次主任办公会和 2020—2021 学年第 26 次校长办公会

审议通过。新的工作细则进一步规范了学术委员会的工作程

序，尤其是全面规定了职务行为及相应的委员聘任和退出情

况，为有关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明确的制度依据。

此外，学术伦理委员会制度建设迈出关键一步。《中国

人民大学学术伦理委员会工作细则（试行）》于 2021 年 1

月 19 日正式印发。该细则健全了学校学术治理机制，强化

了学术伦理监管，既是规范我校各类科学研究活动的必要制

度约束，也是全国高校中探索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伦理建

设与审查的重要尝试。

在专项工作上，2021 年学术委员会与有关职能部门制定

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业技术一级岗位设置试点工作有关

文件，深入贯彻了破除“五唯”等上级要求和精神，有效指

导了我校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业技术一级岗位设置试

点工作顺利开展，对我校人事制度改革和教师队伍建设来说

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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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组织建设，调整委员组成

自 2019 年 5 月至今，本届学术委员会已运行两年有余。

因部分委员发生党政职务调整或辞职、退休等情况，严格依

照章程和工作细则的规定，学术委员会发生一定人事调整，

现向全会进行通报。下面我进行简单报告，详情请各位委员

参见面前的汇编手册。

部分调整基于职务行为，主要有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及副秘书长调整、公共课委员会主任及副主任调整、研究生

院、教务处、科研处主要负责人在学风建设委员会、学术伦

理委员会、申诉委员会三个专门委员会以及马理与思政委员

会中的任职调整等。

因郭英剑、王华主动申请辞职，王子今、陈岳退休，故

以上四人不再担任学校、相应学部学术委员会委员，并增补

陈方等人担任相应委员职务。

此外，在学部学术委员会委员调整后，为保持学科适当

平衡，新闻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数学学院分别增加了一位

学部学术委员会委员。

以上调整均按照文件规定，经过严谨审慎的审议程序，

由学校党委常委会确定学校、学部学术委员会委员，由学校

学术委员会及其主任办公会确定学术委员会内职务。

稳定而平衡的学术委员会委员结构是学术委员会顺利

高效开展相关工作的组织基础，是维护学术委员会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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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术民主的重要保障。学校诚挚感谢各位委员对学校事业

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也希望调整后的学术委员会继续勤勉

尽责，推动学校学术治理迈上新的台阶！

三、坚持职能建设，充分履行权责

本年度，学术委员会依规统筹行使学术事务的决策、审

议、评定和咨询等职权，共计召开全体会议 2 次，主任办公

会 4 次，学部学术委员会 20 次，专题会与座谈会等 3 次，

并进行通讯投票 5 次。审议议题涵盖学术管理制度、学校发

展规划、学科专业设置、教师职务评审、人才项目选拔等诸

多方面。

一是履行审议学术管理制度职能。本年度，学术委员会

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业技术一级

岗位设置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社会科学

领域专业技术一级岗位设置试点工作实施办法》《中国人民

大学关于开展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业技术一级岗位设置试

点工作的通知》以及《中国人民大学“袁宝华讲席教授”评

聘与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这些文件有效完善了我校学术

评价与管理体系，尤其是对高端人才队伍建设，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

二是履行审议学科专业设置职能。6 月，第十次主任办

公会审议通过 2021 年向教育部申报备案数字经济、数据计

算及应用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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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履行教师职务评审与人才选拔职能。2020 年，在疫

情防控的特殊背景下，学术委员会灵活而审慎地制定工作方

案，新评各级教师职务 213 人，新聘各级教师岗位 116 人。

本年度，各级学术委员会继续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充分发扬学术民主，积极稳妥地推进教师职评岗聘开展，再

次圆满完成了工作。

此外，学术委员会充分利用其公开规范的制度优势、相

对稳定的人员构成，在新教师引进、“杰出学者”聘任与考

核等多项人事人才工作中继续发挥关键作用，获得了全校上

下广泛信任与好评。

四是履行弘扬学术道德职能。2021 年 3 月，学风建设委

员会与图书馆合办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大师精神宣传教育展，

以“弘扬高尚师德师风，树立教书育人典范”为主题，精选

“老一辈无产阶级教育家”“人民教育家”“吴玉章人文社

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等 14 位人文大师，以图文并茂

的形式生动展示学校人文大师的学术成就和教书育人的为

师风范，将党史学习教育与校史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大力弘

扬了 “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精神传统。

五是履行咨询与建议职能。第八次主任办公会、全体学

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参与审议《中国人民大学“十四五”规划

（学术委员会征求意见稿）》，为学校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

积极提出建设性意见建议。此外，学术委员代表出席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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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院长抓学科建设述职评议考核会、新学期工作部署会、

“我为师生办实事”学部工作专题调研会、优秀教材评审会

等，对学校学科建设与学术资源配置踊跃建言献策。

一年来，各级学术委员会脚踏实地，积极履职，在学科

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和学风建设等各项事项上发挥了

重要作用，推动学校学术治理水平不断提升。同时，随着工

作的开展，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值得改进的地方，比如学部工

作还有待细化、制度文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等。日后，学术

委员会需要继续探索和思考，力求将工作做的更好。

各位委员：

学术委员会的成绩离不开各位的奉献，未来的发展更要

仰赖各位的支持！生逢其时，与有荣焉，重任在肩，惟行惟

勤。希望各位委员积极建言献策，为推动学术委员会发展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