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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时评

第二看台

将新闻进行到底

李焦明

本报记者 马爱平

如果你要问：目前教育圈最多的研讨会是围绕

什么话题展开的？答案就是“新工科”。

刚过去的这两个星期，就有西安交通大学、天

津大学、南京理工大学、汕头大学等多所高校进行

相关讨论，研究如何建设新工科，以及如何进行“新

工科”人才的培养。很显然，“新工科”已经成为当

前大学教育的热词。

时间回溯到 2月 18日，一场关于综合性高校工

程教育发展的战略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与会

专家深入探讨了在当前以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

为特点的新经济蓬勃发展形势下，高校如何培养具

备更高创新创业能力和跨界整合能力的新型工程

技术人才。

包括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在内的 30 多所高校

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在会上达成了十点“新工科”建

设意见共识。

就在这场讨论会结束后不久，教育部发布了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希望各地高校开展“新

工科”的研究实践活动，从而深化工程教育改革，推

进“新工科”的建设与发展。

自此，“新工科”开始进入公众的视线，并瞬间

成为热门词，此前在复旦召开的研讨会更是被置于

极为尊崇的地位，被坊间称为“复旦共识”。

那么，为何“新工科”能在几个星期内变成人们

热论的“新风向”？到底什么是“新工科”？为什么

要建设“新工科”？未来如何建设“新工科”？科技

日报记者就此梳理并走访了相关专家。

半路杀出个“新工科”瞬间就“火”了

本报记者 李 艳

“新工科”到底是什么？记者查遍了手头的资

料，也没能找到精确的定义。元培教育科学研究

院副院长洪文在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表示，尽管

还没有准确定义，但大家对“新工科”的基本范畴

已经达成了共识。“新工科”对应的是新兴产业，

首先是指针对新兴产业的专业，如人工智能、智

能制造、机器人、云计算等，也包括传统工科专业

的升级改造。

在《通知》中，“新工科”的主要研究内容被归纳

为“五个新”，即工程教育的新理念、学科专业的新

结构、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教育教学的新质量、分类

发展的新体系。值得一提的是，在复旦研讨会召开

的几天前，2月 14日，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了《制造业人才发展

规划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也曾引起了社会各

界对于工科教育的关注。

在这份《指南》中，列出了“制造业十大重点领

域人才需求预测”——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

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

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

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

性能医疗器械等 10 个专业榜上有名。“新工科”之

热从中可以一窥究竟。

专家指出，相对于传统的工科人才，未来新兴

产业和新经济需要的是工程实践能力强、创新能力

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复合型“新工科”人

才。他们知道如何将技术和经济、社会、管理进行

融合，对未来技术和产业起到引领作用。

“新工科”到底是什么

有圈外人形容“新工科”是“横空出世”“平地惊

雷”，不知道怎么几天都火遍全网，但实际上，最近

几年相关的工作一直都在进行，只是大家都还未能

明确“新工科”的概念。

从前年开始，由全国总工会推出的大国工匠就

已经逐渐走入社会，为公众熟知。这背后是我国多

年来积累的实践人才不足、高技能人才缺乏、中国

制造 2025 面临重大挑战等问题。统计数据显示，

到 2020 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电力装备、高档

数控机床和机器人、新材料将成为人才缺口最大的

几个专业，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人才缺口将会

达到 750万人。到 2025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人

才缺口将达到 950万人，电力装备的人才缺口也将

达到 909万人。

洪文表示，工业是立国之本，“新工科”建设是国

家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当前世界已经迈步跨

入第四次工业革命。互联网产业化，工业智能化，工

业一体化将是未来工业的主要发展方向。他认为，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世界各国的工业重点将集中在

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无人控制技术、量子信息技术、

“新工科”凭啥“出道”就这么热

在“新工科”掀起一波又一波高潮的当下，如何

抓住机会，实现新的发展和飞越是不少高校和个人

都在思考的问题。

教育部下发的《通知》明确表示，“新工科”的研

究与实践主要从“工科优势高校”“综合性高校”和

“地方高校”三类学校入手，各类高校根据自身特点

开展不同的研究，并由不同的高校牵头联系。

洪文表示，《通知》和《指南》发布以后，他和同事

们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学习和研究，把两者结合起来

看，不难看出，“新工科”并不是局限于“建设高水平

综合性院校”，更重要的是把实践提到了前所未有的

高度。工科的建设不能坐而论道，要与时代、社会发

展相结合，要体现到人才培养的实践之中。

他个人认为，从目前国内的专业设置情况看，

电子技术类、计算机技术、网络与信息工程、安全

工程、新能源、功能材料等专业将纳入“新工科”

的范畴。从这些专业的分布中不难发现，“新工

科”专业的设置将以互联网和工业智能为核心，

以新型信息、能源、控制等领域为主干，具有很强

的指导意义。

而对于即将进入大学的中学生来说，国家对

“新工科”建设的倡导也意味着新的发展机遇。

年轻的学子将目光投向课堂之外，以“新工科”专

业为参考，更能明确自己的发展方向。中大教育

高考专家在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表示，根据他们

的预测，在“新工科”背景下，物理学科的基础地

位依旧不会动摇，化学和生物等科目将更加强调

应用性和与其他学科的关联性，而技术科目的重

要性将大大加强。

“人才是发展壮大新经济的首要资源。工程教

育跟产业发展是紧密联系的，相互支撑的。工程教

育改革如果滞后，那就拖了产业的后腿。我们急需

发展‘新工科’，来支撑新经济发展的人才需要。”教

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张大良说。

“新工科”是谁的机会

2017 年自主招生网上报名工作已基本结束，

接着试点高校要对考生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确定入

围复试名单。

综观各试点高校的招生简章，过半数的高校都

把考生“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或在刊物上发表

文学作品）、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作为自主招生

报名的“入场券”之一。

独立（或第一作者）在省级以上学术期刊发表

研究论文或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重点高校的本

科生都很难做到。作为一名高中生，如果能取得这

样的学术成果，毋庸置疑，确实可以说明该考生具

有一定的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

但不可否认，有些考生弄虚作假，申报的学术

成果不是自己的，有的是靠家长“越俎代庖”，有的

请人“代笔”，有的甚至是“买”来的，自主招生不是

“拼爹”的游戏，更不是“烧钱”的游戏，而是考生水

平能力的角逐。为此，试点高校必须用“火眼金睛”

让弄虚作假者“显出原形”。

对论文的审核，首先要对论文发表的刊物进

行审核，看是否为合法期刊。一些期刊未经国家

新闻出版署批准，虽然在中国知网、维普、万方等

网站可以检索到该类刊物和论文，但也是非法期

刊。审核的办法：进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

站（办事服务→便民查询→期刊/期刊社查询），

在“媒体名称栏”输入刊名，如显示出该刊的信

息，方为合法期刊。

但合法的期刊，并非都是学术期刊。当报名条

件要求为：“在省级及以上学术期刊公开发表过论

文者”时，需要审核发表的期刊是否为学术期刊。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2014 年 12 月、2017 年 2 月

分两批对学术期刊进行了认定，在认定名单中方为

学术期刊。

还须进一步审核，论文是否发表在学术期刊

的 正 刊 上 。 在 学 术 期 刊“ 增 刊 ”“ 特 刊 ”“ 专 刊 ”

“专辑”上发表的论文以及论文集收集的论文均

仅作参考。

在对论文发表的期刊形式审查后，试点高校还

应聘请学科专家对论文的内容进行严格审核，审核

论文是否远超出了高中生的能力，论文是否有创

见，是否为综述性论文等等。必要时，还应进行有

针对性的面试答辩。

对授权的发明专利，不仅要在国家专利局网站

详细查询有无发明人变更记录、专利权转让信息，

也要组织专家对发明内容进行答辩，让买专利者

“露出马脚”。

自主招生材料审核，不仅事关自主招生的公平

性，还关系着试点高校在社会上的形象与公信力，

马虎不得。

自主招生要严把材料审核关 不容弄虚作假者玷污

“新规是一次重大的进步，更加科学和立体，从

一个准入机制进化成全方位的管理机制，权力下放

给省级教育部门和高层次高校。”中国传媒大学学

科建设办公室张涛接受科技日报记者时说。

张涛所说的就是日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

的《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记者就此采访了在学科建设、教学一线工作

的领导和老师，听他们解读《办法》带来的新变化、

新亮点、新动态。

各高校审核规则不低于
国家要求
“新规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加强授权审核制度

的整体设计’，‘还要突出质量标准在授权审核中的

主导作用’，因此亮点之一就是院校在学位授予工作

方面的自主性增强，这有利于促进学校学科合理发

展。”天津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学院王志强老师说。

自 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实施以

来，我国已逐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位授权审

核制度。“在这项工作中，国家政府是裁判员，省级

政府制定细则，各高校是运动员，遵守相同的规则

参加比赛，除了一些特殊需求的领域和地区之外，

一般不存在各高校不一致的情况。”张涛说。

“过去的审核规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以及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学校校实际

情况，制定实施细则，基本上与上述文件内容相符，

大学制定或修行具体细则都以国家文件规定为基本

要求，都会不低于国家的文件要求。”王志强说。

王志强所在的天津工业大学，具体审核规则有

具体文件，并且在学校官网公布。例如，“在学位申

请者必须符合的基本条件满足的情况下，经学位评

定委员会审查合格者授予学位，颁发学位证书，授

予学位日期同于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日期（博

士学位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合格后三个月无异

议时，方可颁发博士学位证书），在本校学习的外国

留学生和从事研究或教育工作的外国学者申请硕

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参照本细则的有关规定执行。”

从跑马圈地转向提升内
涵质量建设

为何此时要出新规？“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已

迈入新的历史阶段，‘服务需求、提高质量’已成为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主线。”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在此前答记者问时说。

在王志名强看来，目前的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

核，一方面，是有条件的学校由于申报名称名额等

因素的限制以及地区差别，即使师资力量较强，但

是没有也很有可能没有适时申请到研究生学位授

予点，影响了学校以及学科发展。

“另一方面是因为学校或者学院为了提升学校

整体实力和快速发展，以往在师资和培养条件尚不

成熟情况下，集全校之力成功申请下来硕士点或者

博士点，而在学位授予时相对照顾、相对宽松，这也

会影响研究生培养的质量。”王志强说。

“原来的审核制度重心在国家审批的层次，在

执行的过程中存在重申报轻建设，可进不用出等弊

端。”张涛说。

“因此，有必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办

法》，进一步规范学位授权审核标准和程序，保证学

位授权质量。”张涛说，《办法》更加注重质量标准制

定，用质量标准杠杆驱动高校的学科建设方向；更

注重抓好一级学科，放权二级学科；更注重质量评

估，能进能出；具有更严厉的惩罚机制；敦促高校脚

踏实地提高教育质量，从跑马圈地的数量建设转向

提升内涵的质量建设。

“在新规的指导下，学校可根据国家政策进一

步优化整合内部资源，合理调整安排研究生学位授

予，可合理规划研究生授予工作，并可通过委员会

制度执行。”王志强说。

落实新规重在有所为有
所不为

如何落实好新规？“更科学立体的管理制度有助

于高校的良性竞争和理性发展，作为高校，必须深刻

学习和理解新规的精神和方向，做好本校的学科规划

和宏观布局，以立德树人为核心，以提高教育质量作

为根本。”张涛说，高校应及时调整工作思路，脚踏实

地，摸清家底，提高质量评估意识，有所为有所不为。

“要落实好新规，学校应依据新规制定符合自

身发展的实施细则，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要依据细

则执行，实施细则报备上级主管部门，另外实施细

则的制定要有专家论证及调研基础。”王志强说。

在他看来，“顾虑之一是，例如工科为主的院校

对文科类专业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的扶持力度往

往不如对工科的大，文科类学院认为学校的自主性

增强后对优势学科倾斜会更大。”王志强说。

对此，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介绍，

将按照《办法》规定的周期，定期开展新增学位授权

审核工作和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工作，同步开展学

术学位和专业学位授权审核，引导学位授予单位有

序发展，优化人才培养结构。

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出新规

虚拟现实以及生物技术等领域。作为工业发展的重

要技术支持力量，高校要顺应新工业的发展现状，主

动布局面向未来技术和产业的人才培养。

与老工科相比，“新工科”更强调学科的实用性、

交叉性与综合性，尤其注重信息通讯、电子控制、软

件设计等新技术与传统工业技术的紧密结合。

天津大学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副院长

杨秋波表示，科技革命改变教育内容，信息革命改

变教育模式，工程教育必须主动适应，帮助未来的

工程师们建构起符合时代要求的思维方式和知识

结构，并且更加注重培养创新创业能力。

正因为如此，加快建设和发展“新工科”，培养

新经济急需紧缺人才，培养引领未来技术和产业发

展的人才，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4月 2日，由北京欢乐谷、天津欢乐谷携手团中央未来网
共同举办的“‘放飞欢乐梦想 畅游科技海洋’第三届全国少年
儿童科技创新大赛”启动仪式在北京欢乐谷举行。据介绍，大
赛已进入作品征集阶段，全国少年儿童可通过日常生活积累，
结合自己想象力和创造力，自主提交奇思妙想的科学作品。
大赛设小发明、小创意、小绘画、小制作四大版块。

图为在启动仪式上，“中国首位机器人艺人”——外骨骼
式载人机甲NK-01机器人与小朋友互动。 张昕晔摄

北京：
少儿科技创新大赛开始作品征集

4月 4日，在枣强县帝景城社区“假日课堂”里，志愿者指
导留守儿童画画。

清明假期，河北省枣强县的留守儿童在“假日课堂”里画
画、跳舞、做游戏，快乐地度过小长假。近年来，河北省枣强县
志愿者协会利用“才艺讲堂”“法治讲堂”“道德讲堂”等“假日
课堂”关爱留守儿童，开展多彩活动，丰富留守儿童假日生活，
让留守儿童感受到社会的关爱。目前，该县 800余名志愿者
已在114个村庄（社区）设立了“假日课堂”。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河北：
“假日课堂”温暖留守儿童

4月 5日，在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实验学校新盛校区，一
年级学生放学后在操场上训练足球技术。

扬州市邗江区实验学校作为全国首批青少年校园足球特
色学校，将足球课纳入体育教学课程并聘请专业足球教练，让
孩子们从一年级便开始学习足球技术。目前，全校每班都有
足球队，每周一节足球课。 新华社发（庄文斌摄）

江苏：
足球进校园 班班有球队

图说新闻

4月 6日，国际博协培训中心的 10位学员走进北京市西
城区青年湖小学参观、学习与体验传统非遗项目活动。2013
年 7月1日，国际博协培训中心在故宫博物馆正式成立，这是
国际博物馆协会自1946年成立以来，在总部巴黎以外设立的
首个海外培训中心。青年湖小学作为本次培训参观的场所之
一，为国际博协培训中心的5位国际学员和5位国内学员提供
造纸、剪纸、书法、篆刻、国画、装裱等 6 项活动的学习与体
验。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北京：
国内外学员体验中国传统文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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