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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部文件，注意保存） 

 

承接“双一流”放权改革工作方案 

 

放权改革是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的重要机遇和重大考验，

为做好承接“双一流”放权改革工作，进一步优化 “双一流”

建设方案，在更高起点上推动“双一流”建设，根据 2021 年 11

月 25 日北京大学十三届党委常委会第 197 次会议要求和 2021

年 12 月 8日北京大学行政月度会部署，经学校领导同意，制定

此工作方案。 

一、工作任务 

放权改革方案包括一流学科方案和学校整体方案。学校将

制定整体放权改革方案和一流学科差异化发展路线图，分类建

设、特色发展、差异化支持；方案编写坚持突出人才培养质量、

突出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突出坚持争创一流导向，深入推进机制

体制改革和分类建设；加大对建设目标明确、预期成效显著学科

或领域的资源投入；按照“大讨论、大阅兵、深落实”的工作要

求，方案制定将充分依靠专家，在校内广泛开展深入讨论和听取

意见，组织论证。 

（一）一流学科放权改革方案编制 

一流学科放权改革方案编制工作由学科建设单位负责或牵

头编写，按 2025年、2030年建设节点设置建设目标。 

1.确定一流学科建设口径。学校将探索按一流学科口径进

行资源投入核算，按单位进行拨付和安排的机制；校内各院系与

实体机构建设均应纳入相应一流学科或交叉学科；鼓励各学科

打破壁垒，协同发展。各学科建设单位根据确认口径进行放权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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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方案编写，原则上应在附件 1的 39 个一流学科口径的基础上

自主确定学科建设口径（见附件 1），附件 1中一流学科建设单

位可进一步对相近一流学科或其他不在附件 1 内的非一流学科

进行整合，整合过程中如有问题，可联系学科建设办公室商议确

定。个别不在附件 1 一流学科名单中的非“双一流”学科，如果

经过充分论证后具备冲击顶尖和一流条件的，也可根据本工作

方案精神提出申请，经同意后单独列为建设口径学科，单独参加

后续集中答辩评审。 

2. 召开一流学科放权改革研讨会。各院系（学科）要广泛

动员，召开放权改革研讨会开展“大讨论”，在全院系（学科）

范围内充分研讨放权改革方案；为精简会议，各院系（学科）研

讨会可结合各自战略研讨会召开，可邀请相关职能部门参会。各

院系（学科）确定研讨会安排后，应将会议时间、地点、参会范

围报送学科建设办公室邮箱 gxkbzhb@pku.edu.cn（见附件 2），

学科建设办公室视情况安排人员与会。 

3. 编制一流学科放权改革方案。各院系（学科）在充分研

讨的基础上，按以下学科放权改革要点编制放权改革方案，并优

化前期编写完成的一流学科建设方案。方案需经党政联席会审

议通过后提交。 

学科放权改革方案要点主要包括： 

一是学科建设口径。明确学科建设参与学科，可包含一级学

科或部分二级学科；学科建设参与单位，包含院系与实体研究机

构。 

二是学科建设定位与建设目标。学科根据分级目标提出建

设现状定位与建设目标，按照世界顶尖学科、世界一流学科前列、

世界一流学科行列（国内顶尖学科、国内领先学科、国内一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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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进行对标分级，可按整体或部分二级学科、学科领域分别提

出判断。推动一批学科（或二级学科）或学科方向进入世界一流

顶尖和前列，为学校整体进入世界一流前列奠定基础；中国特色

学科要以成为国内顶尖学科或领先学科为目标。 

三是学科建设任务。学科要明确在领军人才培养、高水平团

队建设方面特别是战略科学家与学术大师引进与培养、拟突破

的关键领域等三方面重点建设任务。要将“四个面向”作为学科

建设的出发点，提出建设周期内在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

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一个或多个方

面的预期成效，列出建设期内拟解决的“卡脖子”问题清单（无

相关内容的可不列）。 

四是成效评估方案。按照“破五唯”的要求，针对建设目标

和拟突破关键领域，自主设定学科建设周期成效评估方案和指

标，提出评估方法和量化指标（一般为 3-6条）。 

五是建设资源需求。各学院（学科）结合周期建设目标、重

点任务和拟突破关键领域，提出建设周期内所需资源和政策支

持。 

4.方案论证。学校将在 2022 年 2月学校寒假战略研讨会前

按理工医、人文社科两个大组，集中组织各一流学科放权改革方

案答辩论证评审。论证会将组织学校领导、校内外战略和学科专

家及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评议委员会。各学科负责人参加会议

并做学科放权改革方案汇报，汇报内容包括： 

（1）学科放权改革方案编制组织过程 

（2）学科建设口径 

（3）学科建设定位与目标 

（4）学科建设任务 

（5）成效评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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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建设资源需求 

集中评审采用现场打分并反馈的形式进行。各学科负责人、

建设单位党政负责人全程参会，参与互评；各建设单位学术委员

会主任、主要研究方向负责人、二级学科负责人列席所在学科答

辩汇报。集中评估需按整合后的一流学科建设口径进行汇报，重

点汇报讨论和论证过程、学科现状分析、建设目标、实现路径、

资源需求和评估考核方案等。对评审不通过的学科，可对方案进

行修订后再次组织论证，未通过论证的将不再列入新一轮“双一

流”建设学科。 

论证要点包括： 

（1）方案编制过程论证是否充分； 

（2）学科现状分析是否准确 

（3）建设目标是否合适 

（4）实现途径是否可行 

（5）资源需求是否合理 

（6）评估指标和办法是否合理有效 

集中评审会后，组织相关职能部门集中研讨，结合各自职责

提出放权改革支持措施，按照“分类建设、特色发展、差异化支

持”原则，讨论确定一流学科分级分类建设名单。学科办整理相

关材料提交学校寒假战略研讨会讨论。 

（二）学校放权改革方案编制 

学校放权改革方案编制工作由学科办牵头，校内相关职能

部门参与。各职能部门应积极参与各一流学科放权改革工作会

议，与院系、学科积极沟通和讨论，结合一流学科放权改革方案，

在前期调研、研讨和论证基础上，形成本部门放权改革方案文字

材料。方案应拿出真刀真枪改革措施，深入推进机制体制改革，

对达成共识的改革要抓紧推进，对目标明确的领域和学科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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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投入。 

各职能部门需考虑的改革要点包括： 

1.人才培养。由研究生院、教务部、教务长办公室牵头，重

点研讨学校总体办学规模的控制数；通识教育机制；科教融合机

制；课程、教材建设；研究生结构调整，统筹配置研究生资源；

博士生导师管理及退出机制探索等内容。 

2.科学研究。由科学研究部、社会科学部、先进技术研究院

牵头，重点研讨如何加强有组织科研；加强人文社科学科布局规

划；整合人文社科交叉学科资源；加强科学研究评估指标体系建

设等内容。 

3.队伍建设。由人事部、党委组织部、党委教师工作部牵头，

重点研讨根据不同学科建设目标差异化设定引进人才标准，建

立分层次人才评价机制；分类人才队伍建设机制；交叉学科人才

兼聘机制；一流管理团队建设机制；教学科研支撑队伍建设机制。 

4.国际合作。由国际合作部牵头，重点研讨后疫情时代及当

前国际局势下，如何破局推进国际交流合作，鼓励开展以我为主

的科研与教学合作，吸引海外优秀学者、优秀学生来校发展和继

续深造。 

5．世界一流前列目标设置及评价机制。由学科建设办公室、

政策法规研究室牵头，明确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目标和评

价指标。 

6.资源配置机制。由学科建设办公室牵头，各相关职能部门

参与，按照“分类建设，特色发展，差异化支持”原则提出资源

支持措施。 

二、工作要求 

各单位要结合工作任务要求，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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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工作责任，认真按时高质量完成放权改革落地实施工作。工作

过程中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外公开报道与宣传，涉及保密内容的

应按国家保密规定作脱密处理。 

请各单位于 2022 年 1 月 31 日前将放权改革方案发送至学

科建设办公室邮箱（学科电子文档以“学科名称+放权改革方案”

命名，职能部门电子文档以“职能部门名称+放权改革方案”命

名）。 

联系人：贺飞 62753804  何洁 62755571   

电子邮箱：gxkbzhb@pku.edu.cn 

 

 

附件：1. 一流学科建议名单及责任单位 

      2. 一流学科放权改革工作研讨会信息反馈表 

 

                               学科建设办公室 

                               2021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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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一流学科建议名单及责任单位 

序号 
一流学科 

（按一级学科代码排序） 
建议责任单位 (第一个单位为牵头单位) 

1 0101哲学 哲学系 

2 0201经济学  
经济与管理学部、深圳研究生院、现代农

学院 

3 0301法学 法学院、深圳研究生院 

4 0302政治学  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院 

5 0303社会学 
社会学系、人口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调

查中心、社会研究中心 

6 0305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学院、习研院 

7 0402心理学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麦戈文脑科学研究

所 

8 0501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9 0502外国语言文学 外国语学院 

10 0601考古学 考古文博学院 

11 历史学  历史学系 

12 0701数学  数学科学学院、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 

13 物理学与天文学 物理学院 

14 0703化学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合成与功能生物学

中心、深圳研究生院 

15 0705地理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深圳研究生院 

16 0706大气科学 物理学院 

17 0708地球物理学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18 0709地质学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19 0710生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医学前沿创新中心、

现代农学院、定量生物学中心、深圳研究

生院 

20 0713生态学 
生态研究中心、城市与环境学院、生命科

学学院、深圳研究生院 

21 0714统计学 
统计科学中心、光华管理学院、数学科学

学院 

22 0801力学 工学院、深圳研究生院 

23 0805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深圳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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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流学科 

（按一级学科代码排序） 
建议责任单位 (第一个单位为牵头单位) 

24 0809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子学院、深圳研究生院 

25 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学院、智能学院、人工智能研究

院、王选研究所、深圳研究生院 

26 0827 核科学与技术 物理学院 

27 0830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深圳研究生院 

28 0835软件工程 
计算机学院、软件工程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软件与微电子学院 

29 1001基础医学 基础医学院、肿瘤医院 

30 1002临床医学  各临床医院 

31 1003口腔医学 
口腔医院、北大医院、人民医院、北医三

院 

32 1004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公共卫生学院、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 

33 1007药学 药学院 

34 1011护理学 护理学院及各临床医院 

35 1202工商管理学 
光华管理学院、国家发展研究院、深圳研

究生院 

36 1204公共管理学 政府管理学院 

37 信息资源管理 信息管理系 

38 1301艺术学 艺术学院 

39 1401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集成电路学院 

 

注：39 个一流学科是根据新一轮“双一流”建设方案提出的初步方案，放权改革方

案中可根据校内各学科、各院系讨论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附件 2 

一流学科放权改革工作研讨会信息反馈表 

学科： 

会议时间  

会议地点  

参会人员范围  

联络人  

联络人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