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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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2020.07）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刘伟

2020 年 7 月 29 日

各位委员：

刚才，经过严谨的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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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此机会，我代表学校，向热情参与本次工作的

校学术委员会全体委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9 年是学校学术委员会发展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

年。一年来，第十二届学术委员会坚持守正创新，直面困难

挑战，修订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和工作细则，优化学术委员会

职能并顺利换届，搭建起我校学术治理的“四梁八柱”，探

索符合学校实际的学术委员会治理体系，不断引领学术治理

迈上新台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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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组织建设，学术委员会的组织基础更加稳固

稳定高效的组织体系是学术委员会的建设之本。一年来，

学术委员会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着眼于提高学校

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水平，促进学校事业发展，不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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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架构，在维护学校学术声誉、发扬学术民主、鼓励学术

创新、弘扬学术道德上做出了诸多努力。

一是建立了“学校-学部-学院（系）”三级组织架构。

各级学术委员会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学术民主，委员的组成

充分体现了广泛代表性和学科平衡性。

二是明确各级学术委员会职权和运行机制。学校学术委

员会是我校最高学术机构，统筹行使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

评定和咨询等职权。全会闭会期间，由学术委员会主任办公

会代为行使职责，审议重大议题。同时，校学术委员会下设

学风建设委员会、学术伦理委员会、申诉委员会、教师职务

评审和岗位聘用委员会、教授一级岗位聘用委员会和“杰出

学者支持计划”聘任委员会 6 个委员会处理专项学术事务。

三是在学部层面建立了“5+1”体系。“5+1”即人文、

经济、法政、管理、理工五大学部学术委员会+公共课委员

会。此外，今年我们又新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职称）评聘委员会，作为法政

学部学术委员会的组成部分，并赋予其相对独立性。需要说

明的是，马理与思政委员会的成立经过 2 次学校专题会的充

分讨论，多次听取研究生院、教务处、科研处、人事处等单

位和学科专家的意见建议，由学校第十四届党委会第 104次、

105 次常委会审议通过。这一设计既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

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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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规定》等上级政

策的必然要求，也对我校学术委员会体系的重要完善，体现

了学校对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高度重视，保障了思政课与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机融合、协同发展。

四是继续推进院系学术委员会组织建设。经过不断发展，

院系学术委员会与党政联席会配合更为紧密，已经成为基层

学术治理的中流砥柱。今年 6 月，我们支持新成立的国际文

化交流学院顺利组建了院学术委员会，至此，我校共成立学

院（系）学术委员会 34 个。

二、推进制度建设，学术委员会各项工作程序日益规范

制度建设是学术委员会顺畅运转的重要保障。本届学术

委员会始终把建章立制作为工作重点，围绕规范工作程序，

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制度文件，织起了严谨严密的工作制度网。

一是建立学术委员会运行细则。一年来，先后印发《中

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工作细则（试行）》《中国人民大学学

术委员会申诉委员会工作细则》，为更好指导学术委员会具

体工作的开展和学术争议的处理提供了重要依据。目前，《中

国人民大学学术伦理委员会工作细则（征求意见稿）》也已

经多次征集专家和学院意见，将尽快提请正式审议。

二是建立专项工作细则。围绕职评岗聘工作，出台《中

国人民大学教师职务评审和岗位聘用工作实施细则（试行）》，

明确学术委员会体系下的教师职评岗聘工作新体制，全面规



4 / 7

范了人员安排、议事程序、议事规则等，为近年职评岗聘工

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杰出学者”评聘方面，

2019 年 11 月与有关职能部门一起制定《中国人民大学“杰

出学者支持计划”管理办法》，充分落实党管人才要求，详

尽规范了“杰出学者”聘任工作程序，建立了优化我校人才

结构的长效机制。

通过全面推进申诉处理、职评岗聘、人才项目等方方面

面的制度建设，学术委员会的各项规章制度逐步确立，明确

了学术事务和行政事务的界限，维护了学术委员会的公正与

权威，成为规范学术治理的重要纲领。

三、开展职能建设，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学术治理的重

要作用

学术治理是学术委员会的重要使命，加强职能建设是学

术委员会发挥作用的必然要求。一年来，依托合理的组织体

系和规范的工作程序，学术委员会积极履行学术事务的决策、

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职权。2019 年 5 月以来，共召开学术委

员会全体会议 2 次，主任办公会 6 次，学部学术委员会 35

次，专门小组会 1 次，研讨会 1 次，专题会 2 次。审议议题

涵盖学术管理制度、学术评价标准、学科专业设置、教师职

务评审、人才项目选拔等方面。

一是履行审议学术管理制度职能。本年度学术委员会支

持出台教师职务聘任的学术标准 3 项（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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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设置与聘用管理办法（修订）》《中国人民大学教师职务任

职条件（修订）》及《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职务任职条件（试行）》）。

二是履行引导学术评价职能。2019 年 12 月，印发《关

于明确期刊级别认定的说明》，明确以论文发表时施行的核

心期刊目录为标准认定核心及级别的整体原则，解决了长期

模糊处理的期刊级别衔接问题，进一步健全了我校学术评价

制度。通过主任办公会专题审议《中国人民大学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发表理论文章级别认定规则》，大力推动思政课建

设。积极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项整改的

立行立改精神，合理解决了文学院语言学科中文 A 刊调整

方案落实问题。

三是履行审议学科专业设置职能。审议学校 2021 年高

考改革试点省份招生专业（类）选考科目方案；同意新设人

工智能专业；原则上通过数学学院与统计学院设系事宜；通

过新闻学院增设“国际新闻与传播”专业、环境学院增设“环

境科学与工程”专业以及新闻学院撤销“编辑出版学”专业。

四是履行教师职务评审与人才选拔职能。2019 年，在“学

校-学部-学院（系）”三层学术委员会体系下，新评各级教

师职务 170 人，新聘各级教师岗位 98 人，程序公开公正，

获得全校上下广泛好评。本年度，在疫情防控大背景下，学

术委员会毫不松懈，积极稳妥地推进教师职评岗聘工作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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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全校各级教师职务申报 150 余人，各级岗位申报 120 余

人。虽然任务重，压力大，但各级学术委员会坚持公平、公

正、公开的原则，灵活而审慎地制定工作方案，充分发扬学

术民主，再次出色地完成了本次教师职评岗聘工作。此外，

学部分会在“杰出学者”聘任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年

以来，四批“杰出学者”共计引进校外人才 177 人，校内聘

任 402 人，极大地充实了我校人才队伍。学院（系）学术委

员会则迅速成为基层教师队伍建设的中坚力量，担负起教师

职评岗聘、新教师引进、“杰出学者”聘任与考核等各项工

作的基层审核与推荐职责。

五是履行弘扬学术道德职能。本年学风建设委员会开展

1 起关于我校教师涉嫌违反学风问题的调查，申报 2020 年度

学风建设资助计划项目 4 项。2019 年 12 月，学术伦理委员

会召开工作会议暨学术边界与底线学术研讨会，稳步推进学

风建设和学术伦理教育，发扬了正直勤勉的学术风气。

六是履行参议建言职能。学术委员代表出席 2019 年度

院长抓学科建设述职评议考核会、2020 年博士学位授权一级

学科自主审核工作校内评议会等，对学校学科建设与学术资

源配置积极建言献策。

一年来，各级学术委员会脚踏实地，积极履职，力求充

分发挥自身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和学风建设等

事项上的重要作用，推动完善学术管理的体制、制度和规范，



7 / 7

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实践证明，公开规范的工作程序、

相对稳定的人员构成，增强了广大教师的信任感；保持学科

的适当平衡，促进了学术资源的有效配置；灵活有效的议事

方式，及时高效地行使审议职权，为学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

究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应当说，我校学术委员会进行了

一次成功的体制改革，是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一次非常

有益的探索。

当然，在运行中也暴露出了一些值得改进的地方。比如，

学术委员会的职权边界还不够明确，部分工作流程还有待进

一步优化。这需要我们在工作中不断探索、思考、改进，努

力把各项工作做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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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学校命名组建 70 周年，也是我校

“双一流”建设收官之年，重担在肩，使命光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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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