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8

领导参考
2020 年 6 月 12 日 总第 231 期 发展规划处政策研究室

【高教热点】

目 录

■教育系统要情

教育部公布2020年部门预算……………………………………02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发布2019年第二批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立

项名单………………………………………………………………03

■高校发展动态

复旦大学着力推动理工科课程思政建设………………………04

兰州大学出台博士后新政策……………………………………07



2 / 8

教育系统要情

教育部公布 2020 年部门预算

6 月 11 日，教育部官网公布了教育部 2020 年部门预算。

预算文件显示，教育部 2020 年部门预算一般公共预算当年

财政拨款为 14,042,476.64 万元，比 2019 年执行数减少

1,563,907.55 万元。

主要原因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过紧日子的有关要求，

厉行节约办一切事业，大力压减了公用经费和非刚性、非急需的

一般性支出，合理保障必要的刚性支出需求及党中央、 国务院部

署的重大任务、重点项目，体现在有关支出科目中。

高教领域相关预算也有一定幅度的调整，对此，预算中列出

了详细数据并作出了说明。

其中，教育支出（类）普通教育（款）高等教育（项，2050205），

2020 年预算数为 10,576,257.15 万元，比 2019 年财政拨款执行

数减少 1,279,810.52 万元。主要原因是落实过紧日子要求，考虑

受疫情影响推迟开学，相应压减高校有关经费。

科学技术支出（类）基础研究（款）重点实验室及相关设施

（项，2060204），2020 年预算数为 257,360.75 万元，比 2019

年财政拨款执行数增加 1,949.99 万元。此项经费是根据评审结

果据实安排。

科学技术支出（类）应用研究（款）高技术研究（项，206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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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预算数为 60,376.00 万元，比 2019 年财政拨款执行数

增加 23,047.94 万元。此项经费是根据评审结果据实安排。

科学技术支出（类）科技重大项目（款）科技重大专项（项，

2060901），2020 年预算数为 5,120.00 万元，比 2019 年财政

拨款执行数减少 3,145.58 万元。此项经费是根据评审结果据实

安排。

（摘编来源：教育部官网）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发布 2019 年第二批

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立项名单

6 月 11 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发布了《2019 年第二批产学合

作协同育人项目立项名单》。我校合计获批 4 项，包括创新创业

教育改革 2 项，新工科建设 1 项，师资培训 1 项。在此前公布的

第一批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立项名单中，我校获批 3 项。对比

同城同类型高校，吉林大学获批 16 项，北师大 3 项，华东师大 6

项，华中师大 1 项，陕西师大 3 项，西南大学 13 项。

2019 年第二批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立项项目，包括创新创

业教育改革 561 项、新工科建设 759 项、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

设 2097 项、创新创业联合基金 8 项、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3024 项、师资培训 1686 项。

（摘编来源：教育部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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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发展动态

复旦大学着力推动理工科课程思政建设

按照党中央提出的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复旦大学

在开始课程思政体系建设之初即明确了理工科课程思政的指导思

想，即要弘扬科学报国的光荣传统，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学

精神，勇于创新、严谨求实的学术风气，把个人理想自觉融入国

家发展伟业。同时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科技伦理、生命伦理等人类

文明发展重大问题。复旦大学副校长、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徐雷指出“理工科专业要在教育教学的各项工作中，提高站位，

围绕培养民族复兴大任所需要的拔尖创新人才，提升教育质量，

攻坚克难。”

在理工科课程思政建设中，坚持以专业教学质量为本，以课

程思政为魂，提升专业课程品质，逐步探索出一套育人成效与课

程质量双向提升的理工科课程思政经验方法。通过课堂中盐溶于

水般地融入思政元素，实现价值引领，激发学生学习内在动力，

促成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学习动机转变，促成从“学为

小我”到“学为大我”的学术志向提升，使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

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方向上旗帜鲜明，方法上润物无声的理工科课程思政

理工科的课程思政属于“隐性教育”范畴，在方向上必须旗

帜鲜明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方法上则要盐溶于水、润物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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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科课程思政教育在与思政元素结合时，努力做到有机结合、

自然融入，与该课程的知识内容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另一方面，

思政教育能起到拨动心弦、引起共鸣的作用，有利于学生对知识

内容的理解和教学质量的提升。专业知识与育人元素交织交融，

实现“教书”与“育人”的相互促进，双向提升。

物理学系蒋最敏教授是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大学物理 A：力

学”的主讲教师。结合多年来丰富的物理学专业课教学经验，蒋

老师认为，物理学的核心观念，包括物质观念、运动观念、相互

作用观念、能量观念是认识世界的核心内容。因此，物理学教学

在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和科学观，从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和价值观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这是物理学课程开展课

程思政教育的优势，但仅做到这些还不够，还有许多思政元素值

得挖掘，促进育人成效与教学质量共同提升。

以科学态度、奋斗精神和报国志向为理工科课程思政核心内

容

理工科教育不只是抽象知识的“工具理性”，它必然以服务

国家重大战略为价值导向，必然以回到“人”本身为根本旨归。

近年来，通过以点带面、逐步推进，理工科课程思政已在学校相

关专业呈现出育人合围之势，同时凝练出三个方面的课程思政核

心内容。一是通过回看科技进步史上的取之不竭的案例，传播辩

证唯物主义思想，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二是通过擷取我国光荣

而艰辛的发展历程中数之不尽的人物与故事，结合取得的辉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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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成果，鼓舞学生的奋斗精神；三是展望国家未来发展对科技创

新人才的迫切需求，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坚定学生的报国

志向。

例如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将新工科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有机

融合，为国家先进制造业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提供强有力的

人才培养支撑。学院一大批院士、资深教授、高水平青年学者积

极投身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实践，积极将科研优势转化为专业

思政优势和课程育人优势。国家“优青”“万人”专家徐丰教授

开设课程“机器学习”，在教学中回顾了人工智能发展历史，阐

明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告诉学生中国目前的技术地位，

提醒学生如何突破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是决定国家复兴命运的

关键，鼓励学生立志钻研关键核心科技，将个人理想与复兴大任

相融合，树立工科学生应有的科技强国远大志向。

以科技伦理和工程伦理教育为理工科课程思政重要环节

2019 年 7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指出，科

技伦理是科技活动必须遵守的价值准则。教育部在推进“新工科”

研究与实践的相关文件中也指出，适应引领新经济的“新工科”

要求新时代的行业从业人员有效地落实工程伦理意识、掌握工程

伦理规范，并较好地维护和遵守行业基本道德规范和职业规范。

在各类课程中开展学术道德教育、科技伦理、工程伦理教育已经

成为学校开展理工科课程思政的重要环节。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生命科学学院在环境学、生态学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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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讲好生态文明故事，树立新时代的环境伦理观。环境科学

与工程系“环境管理”教研组以包存宽教授为带头人开展集体研

讨、集体备课攻关。教研组立足“中国国情、时代特征”的研究

立场，聚焦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瞄准中国环境治理与制度变迁的

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对照课程大纲所有知识点，系统梳理了“环

境管理”专业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融入到课堂教学之中。生命

科学学院赵斌教授围绕四个方面的问题：“双山理论”与 2018 诺

贝尔经济学奖；生态文明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流域就是山

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让新技术遇见 SDGs（联合国 2030 可持

续发展目标），形成“生态学思政”专门课程集，丰富的课程内

容深受同学好评。

（摘编来源：复旦大学官网）

兰州大学出台博士后新政策

《兰州大学“萃英博士后”支持计划实施办法》《兰州大学

博士后管理工作实施细则》于近日重磅推出。

1.新设“萃英博士后”岗位

学校每年在全职博士后中设立“萃英博士后”岗位 50 个，吸

引国内外有突出科研表现和发展潜力的优秀博士，给予重点支持。

2.全面提高博士后薪酬待遇

“萃英博士后”学校薪酬 27-40 万元/年，普通博士后合计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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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可达 16.2+万元/年。国家计划叠加支持。

3.畅通职称晋升通道

在站期间，可申请获得职称任职资格。

4.优秀者可转固定教职

考核合格的“萃英博士后”及表现优异的普通博士后，可按

人才引进条件和程序转入事业编制岗位，并享受相应住房补贴安

家费、科研启动费等引进人才待遇。

（摘编来源：兰州大学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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