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10

领导参考
2020 年 11 月 12 日 总第 287 期 发展规划处政策研究室

【高教热点】

目 录

■上级决策部署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02

■教育系统要情

“十不得”！教育部发布《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04

■高校发展动态

北京大学科技创新大会举行……………………………………07



2 / 10

上级决策部署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

《规划》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坚持新发展理念，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电动化、网

联化、智能化发展方向，以融合创新为重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优

化产业发展环境，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加快

建设汽车强国。

《规划》提出，到 2025 年，纯电动乘用车新车平均电耗降至 12.0

千瓦时/百公里，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达到汽车新车销售总量的 20%

左右，高度自动驾驶汽车实现限定区域和特定场景商业化应用。到

2035 年，纯电动汽车成为新销售车辆的主流，公共领域用车全面电动

化，燃料电池汽车实现商业化应用，高度自动驾驶汽车实现规模化应

用，有效促进节能减排水平和社会运行效率的提升。

《规划》部署了 5 项战略任务：一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坚持整

车和零部件并重，强化整车集成技术创新，提升动力电池、新一代车

用电机等关键零部件的产业基础能力，推动电动化与网联化、智能化

技术互融协同发展。二是构建新型产业生态。以生态主导型企业为龙

头，加快车用操作系统开发应用，建设动力电池高效循环利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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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质量安全保障，推动形成互融共生、分工合作、利益共享的新型

产业生态。三是推动产业融合发展。推动新能源汽车与能源、交通、

信息通信全面深度融合，促进能源消费结构优化、交通体系和城市智

能化水平提升，构建产业协同发展新格局。四是完善基础设施体系。

加快推动充换电、加氢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互联互通水平，鼓励商

业模式创新，营造良好使用环境。五是深化开放合作。践行开放融通、

互利共赢的合作观，深化研发设计、贸易投资、技术标准等领域的交

流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不断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摘编来源：国务院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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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系统要情

“十不得”！

教育部发布《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

日前，教育部印发了《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以下简称《准

则》）。

《准则》根据研究生教育特点，针对导师指导行为，从坚持正确

思想引领、科学公正参与招生、精心尽力投入指导、正确履行指导职

责、严格遵守学术规范、把关学位论文质量、严格经费使用管理、构

建和谐师生关系等八个方面，对导师指导行为提出具体要求，明确基

本规范。

一是既坚持正面积极引导，又划定基本底线。《准则》明确提出

导师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遵循研究生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坚持严谨治学，支持研究生开

展科学研究，加强对研究生的人文关怀。同时，针对当前导学关系、

师德师风等方面出现的典型问题，明确了导师指导行为“十不得”，

为导师指导行为划定底线。

二是既着眼宏观总体要求，又重视微观具体规定。《准则》着眼

于研究生教育中的思想引领、培养过程、导学关系等重大问题，提出

宏观总体要求，明晰导师职责。同时，针对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考试

命题、中期考核、论文选题开题、学术规范训练等关键环节，作出详

细规定，明确具体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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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既坚决维护基本权利，又严格强调履职尽责。《准则》尊重

导师基本权利，支持导师严格学业管理，加强培养过程指导，提出分

流建议，严把论文质量和学位授予质量。同时，又强调导师要严格履

职尽责，确保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提供指导，及时督促研究生完成课程

学习、科学研究、专业实习实践和学位论文写作等任务，指导研究生

高质量完成学业。

《准则》是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的基本规范，下一步，将指导各

地各培养单位把落实《准则》和贯彻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结合起

来，切实抓好落实。

一是加强宣传解读，确保全员知晓。坚持全覆盖、无死角， 要

求各地各培养单位把《准则》传达到每位研究生导师，推动导师全面

理解和准确把握《准则》要求，深刻认识承担的职责使命，引导广大

导师结合研究生培养实际，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做新时代的育

人楷模。

二是认真研究部署，确保落实见效。指导各地各培养单位将《准

则》真正贯彻落实到研究生招生培养全过程，结合已有制度规范和本

单位实际，强化岗位聘任、绩效考核等环节的审核把关，让广大导师

有规可循，有据可依。

三是强化监督指导，依法处置违规行为。各地各培养单位要切实

负起责任，按照《准则》要求，依法依规建立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违

规责任认定和追究机制，强化监督问责。对违反准则的导师，培养单

位要依据《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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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定，视具体情况采取约谈、限招、停招、取消导师资格直至清除

出教师队伍等处理措施。教育部将把导师履行准则的情况纳入学位授

权点合格评估和“双一流”监测指标体系中，对导师违反《准则》造

成不良影响的，将严格限制招生计划、限制申请新增学位授权，情节

严重的，将按程序取消相关学科的学位授权。

（摘编来源：微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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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发展动态

北京大学科技创新大会举行

11 月 8 日，北京大学科技创新大会在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厅举行。

会议旨在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创新工作的各项决策部

署，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总结

“十三五”期间北大科技创新成果和经验，谋划“十四五”期间北大

科研工作长远布局，加快构建世界一流的高校科技创新体系。

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王志刚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

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把科技创新摆在各项规划任务的首位进

行专章部署，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大势、立足当前、

着眼长远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科技创新一以贯

之的高度重视和系统谋划。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坚持把创

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充分发挥人才第一资源作用，围绕国家

发展的战略目标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为经

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和国家安全保障提供更多高质量科技供给，以

科技强国建设支撑引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

王志刚从国家强盛的“历史逻辑”、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逻辑”、

新时代内外环境倒逼的“必然逻辑”、科技发展的“演进逻辑”等四

个维度阐释了建设科技强国的重大意义。他强调，我们要保持战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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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增强创新自信，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面

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

命健康，坚持科技创新与体制机制创新“双轮驱动”，打造国家战略

科技力量，提升应急科研攻关的体系化能力，统筹布局基础研究和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构建系统、完备、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激发调动

广大科技人员和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加快走出一条从人才强、

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创新发展新路径。要准确把握科

技自立自强与开放合作的辩证统一关系，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同

时，学习借鉴更多国际先进经验，向世界分享更多中国科技成果、贡

献更多中国创新智慧。希望北大等高校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发挥世界一流大学在建设科技强国中的重要作

用，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人才汇聚、学科交叉等方面的

优势，持续提升高校探索基础前沿领域、解决重大科技问题与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为我国加快实

现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北大党委书记邱水平指出，十九届五中全会将科技创新提升到新

的战略高度，凸显了科技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面临

国内外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成为贯彻新

发展理念、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关键。北大必须有

更大担当和作为。一是坚持使命引领，勇担创新时代重任。要深刻把

握科技创新的战略性、基础性地位，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勇做新时代

科技创新的排头兵。二是坚持“四个面向”，把牢创新攻关目标。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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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同国家需要、人民期盼、市场需求紧密结合起来，促进基础

研究和应用研究协调发展，形成“双轮驱动”的创新体系。三是坚持

优化评价，培育良好创新生态。建立健全科学合理、操作性强、多元

综合的评价指标体系，把科研育人成效作为科研评价的重要标准。四

是坚持系统推进，构建协同创新格局。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

齐抓共管、有关部门分工负责、全校科研力量积极推动的工作机制，

优化科技创新政策环境。

北大校长郝平对新时期北京大学科技创新工作作出部署。他指出，

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加快科技创新提出了迫切的要求，这也是时代赋予

北大新的历史使命。我们要坚持“四个面向”，聚焦国家战略需要，

统筹布局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不断提升科技攻关能力。一

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努力产出原创性重大成果。二是面向经济主战

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三是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找准科技创新

的主攻方向和突破口，加快关键核心技术重大攻关。四是面向人民健

康，进一步推进校本部与医学部学科深度融合。五是继续把师资人才

队伍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培育造就具有国际水平的科学家队伍。六是

坚持“科研”与“育人”紧密结合，通过重大科技项目研究，培养造

就一批拔尖创新人才。七是继续坚持开放合作，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

力。八是继续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为科技创新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摘编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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