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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举行学科建设委员会首次会议平新乔代表经管学部出席 

经管学部各位同仁要特别注意此次会议研讨的学科建设问题 

     

编者按  学校学科建设会议的意图和办法，对经管学部的学科

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向意义。例如，从学科规划（要做什么）、学科建

设经费管理（如何做）、学科建设评估（是否做到）等三个方面考虑

学科发展问题；将对校内机构和学科的建设进行全周期的动态调整；

近期学科办联合各学部要尽快完成北大五年学科规划的制定工作；要

在基本情况把握、目标设定、建设重点、建设方案等方面列出学部的

规划大纲；以及学校在学科建设经费使用方面的设想等。这些方面，

望部务会议成员、学术委员会委员给予高度重视，并在理解此次学科

建设会议精神的基础上，各位能在 8 月下旬的会议上，就经济学-商

学学科建设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及建议。 

 

下面是会议纪要： 

 

2016 年 7 月 12 日，北大学科建设委员会第 1 次会议在办公

楼 103 会议室召开。林建华校长及委员会全体成员出席了会议，各

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学科建设委员会主任林建华

主持，主题是听取学科建设办公室 2015 年学科建设工作汇报，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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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高效使用学科建设经费，审议学科建设相关事宜等。 

 

会议首先由副校长、 学科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高松介绍了学校成

立学科建设委员会的相关情况。他指出，学科建设委员会是学校设立

的负责全校学科规划与建设的专门工作委员会，是在原学科规划委员

会和学科建设委员会的基础上调整成立的，学期至少召开一次全体会

议。其主要职责是统筹学校整体学科发展，审议学校学科规划和预算、

学科建设与评估等相关事项以及其他学科建设的重大议题，也是学校

层面学科建设重大决策的咨询机构。 

委员会主任由校长担任，副主任由主管学科建设副校长担任， 成

员包括文理医工等学科的主管副校长、总会计师、事业规划委员会主

任、校园规划委员会主任、各学部主任以及学科办主任等。委员会下

将设立专门委员会，如生命科学委员会、大数据科学委员会等。此外，

学校还调整了日常管理机构，在原 985 工程暨 211 工程办公室的基

础上，成立了学科建设办公室，并将原发展规划部的学科规划职能划

转过来。 新设立的学科办将负责学科建设委员会决策的前期准备工

作和后期执行， 组织开展北大学科规划和建设的前期工作，执行学

科建设委员会的相关决议。 

随后，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张平文汇报了学科办的工作进展与工

作设想。他指出，学科建设办公室要在 985 工程暨 211 工程办公室

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职能，明确职责。他认为，不同的发展

阶段有不同的工作重点，过去学科建设的重点是打破平衡，促进新事

物成长，现在的重点将是建立平和的环境，让北大学者们能安心开展

科研。学科办将继续围绕“队伍建设为核心，交叉学科为重点，体制

和机制改革为动力”的原则，在学科建设委员会的领导下，以单位、

学科、公共平台为主线开展北京大学学科建设工作。工作中要努力做

到“公平、公正、公开”，信息“公开”将通过每年的年报加以实现，

公正和公平则通过执行学科建设委员会的决策来实现。此外，学科办

还将努力为学科建设委员会及其下设的专门委员会提供良好的服务。

他强调，近期学科办的工作重点是进一步加强部门规章体系的建设，

例如经费分配、使用规则等。同时还要尽快拟定部门“三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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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部门自身建设。 

结合办公室的工作职责，张平文从学科规划与调整、学科经费、

校内学科评估、学部工作、推进交叉学科等五个方面汇报了工作构想，

他指出，学科办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学科规划（要做什么）、学科建

设经费管理（如何做），以及学科建设评估（是否做到）等三大任务。 

在学科规划与调整方面，将主要解决单位与学科存在不匹配的问题，

促进学科更好地发展；今后将对校内机构和学科的建设进行全生命周

期的动态调整；学科办近期将联合各学部尽快完成北大五年学科规划

的制定工作，按照校内基本情况把握、目标设定、建设重点、建设方

案等方面列出规划大纲。  

在学科经费方面，学校建设经费主要包括双一流经费（今年经费

计划名为引导计划，包括原 985、211 经费，绩效，2011 等经费）、

学科评估绩效经费、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建议的分配方案如下： 

医学部，原 985、211 经费中划分 22%，另有 3%用于医学部与本部

交叉科学研究，基本科研业务费 20%，教育部学科评估绩效经费医学

部分（教育部学科评估绩效奖励标准：前 3%800 万，4%-10%500 万，

10%-20%300 万）；理工科，给院长和新体制中心主任相应额度，由机

构自主决定使用；人文社会科学，由社会科学部提议，与主管人文社

科的副校长商议决定，以后要进一步加强人文、社科和经管等学部的

作用；公共支撑体系建设，包括信息化、图书馆、研究生院、国际合

作部、社会科学部、科学研究部、教师发展中心等公共资源与职能部

门建设经费，由学科支撑体系建设委员会审议经费分配及预算；校长

基金，由校长掌握可以建设某些重点发展领域的经费。各单位如果对

于经费的分配有异议，可在学科建设委员会上提出，由委员会集体讨

论后决策是否进行调整。在校内学科评估方面，将进一步加强院系国

际评估工作，前期与研究生院联合开展，之后建议相关职能逐渐转移

到学科办；与设备部合作加强公共平台评估；此外，学科办还将开展

重大建设项目绩效评估，如人才启动经费评估等。在服务学部办公室

工作方面，学部办公室挂靠学科建设办公室，学科办将将全力服务于

学部。在推进交叉学科方面，材料学科、与九院合作平台的前期规划

工作正在进行，以后也将研究更多的学科规划。通过举办交叉科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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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等形式，营造交叉科学气氛，目前已经举办了大数据、环境污染两

个领域的会议。总之，学科办该做的事情就是配合学部，发挥校长的

学术职能，吸引全校的教授思考学校的发展问题。 

 

随后与会人员围绕北大学科规划和建设展开了热烈讨论。 

医学部詹启敏指出，医学发展的整体性和体系比较强，但是也要

关注“做优，做特，做精”，北大医学有良好的基础，其优势在于临

床医学体系和支撑以及医教研三位一体。 北大医学的发展要以临床

问题为牵引，医学基础性工作要配合临床医学发展，解决临床诊断水

平；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做好顶层设计，通过进一步推进交叉

学科，继续发展优势领域并实现领跑， 例如北大在肾脏病方面诊断

治疗标准的优势是否能继续保持引领，产出全世界认可的标准。要在

进一步发展优势学科，在资源配置方面有所倾斜的同时，也要发展其

他薄弱学科，确保在医学领域不缺科。要进一步推动校本部与医学部

的合作，重点推进北大精准医疗研究院、创新药物研究院、未来基因

诊断高精尖中心、分子影像、大健康数据、 公共卫生研究以及医学

人文等重点领域的合作。此外，在体制机制方面，临床医学专项建议

不能光做项目，要做好平台和队伍建设，要大力加强青年人才队伍的

引进，进一步推动医学部建设过程中物理空间的改善。 

理学部饶毅指出，北大的学科建设具有良好的延续性，在人才引

进方面较其他单位有明显优势， 这对北大的学科建设有良好的促进

作用。理学部作为北大改革的主要受益者和推动者，面临巨大的竞争

压力，要维持和进一步更好地发展，需要进一步努力工作。今后一段

时期，理学部的工作重点不在于改革，而是在做好现有的事情。 

信息与工程学部任秋实指出，北大工学虽然体量小，但质量较高。

北大工科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用理科的评价体系来评估工科的问

题，北大的工科应引进国际评估体系,建立自有的评价体系。要采取

有效措施与业界竞争人才，加强与地方或企业的合作。 

人文学部李四龙指出， 北大人文学科建设要把尊重教师个性与

学科规划相结合，进一步培育有“个性”的老师，为其提供人文团队。

此外，还可以建设部分专业工具书齐全的中小型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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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学部杨河指出， 北大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的主要问题

在队伍建设方面。学部将秉承 “存量不动，只做增量”，“不争不抢，

不推不让”的原则开展工作。目前，学部已召开了主任办公会，通过

加强教材、教学方式建设，以高层次学科论坛为代表的学术建设，智

库平台建设，结合学术研究和国家重大需求，注重现有基础等举措来

进一步推动北大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 希望各学部能在发挥各自特

色的基础上，建立大体一致的工作原则。此外，他建议社会科学学部、

经济与管理学部办公室主任能尽快分别独立招聘到位。 

经济与管理学部平新乔指出，北大的经济学-商学学科的长处是

能够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有浓厚的研究土壤和文化氛围，能安心做

学问。从人才队伍看，北大经济学-商学无疑是国内一流的。但我们

的问题是缺乏统一协调。院所和各种机构比较多，合作比较少，缺乏

一个“龙头”来有组织地做大事，有组织地让学生尽可能多地吸收北

大经济学-商学的研究成果。学部应该在跨院所人才培养、学术团队、

学科建设方面进行协调，出一流的、有北大色彩的经济学-商学研究

成果。学部应该关注瓶颈，更好地跨院所协调的作用。  

校长助理王博指出，北大人文社会学科基础较好，但缺点也明显，

如缺乏学校层面的学科发展定位等。 他建议学校要就学部与社科部

的职能进行协调和分工。他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同样存在学科机构与

学科标准的关系问题， 需要进行协调匹配, 人文社科学科建设经费

也要考虑政策资源和经费资源之间的供给平衡问题。 在学科建设组

织方面，即将挂牌的人文社会科学院是全校层面的平台， 将重点推

进基础交叉学科的研究；此外，社科部还将与人文社科各学部一起加

强区域与国别研究。 

常务副校长柯杨指出，北京大学的基础医学具有良好的本科教育

基础，这是基础医学学科建设的关键。医学需要具有理科、工科、社

会科学的思想方法，面对复杂的问题能概略回答。与理工科相比，北

大医学特别需要结合社会科学方法。 医学研究要根据自身特点更要

加强组织、管理和协调。临床医学研究所成立七年来在临床人才的培

训、评估、组织管理等方面发挥很好地作用，但北大临床医学研究中

相对缺乏前瞻队列研究，流行病研究也需进一步支持，要大力推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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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化和标本库的建设。要采取虚实结合来发展交叉学科，培育交叉学

科发展氛围,既要主动规划，又要注重软环境建设。 

林建华校长在总结讲话中指出，学校今天的状况与十几年前有很

大不同，学术水准大幅提升，基本构建了能适应未来发展的学科体系。

学科建设委员会作为学校最高的学科建设机构，要面向未来主动思考

问题，构建北大未来五年到十年的发展愿景。他强调，今天的学科建

设是在学校综合改革的大背景下开展的，也是学校综合改革的一部分，

要以综合的思维思考学科发展中的问题，从全校整体的体制机制上推

进学科建设。他要求学科建设需要从几个层面展开：学校层面上要找

出学科发展的制约因素和最具潜力的领域，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不仅

要关注自己，还要关注世界；学部层面上要逐步完成学科调整、完善

学科体系；学院层面上主要完成内部发展的规划。学科建设委员会要

加强对体制、机制和资源配置等问题的思考，打破壁垒，动员各方面

资源全力推进北大的学科建设工作。 

 

会议还审议了学科建设的其他事项。 

 

（2016 年 7 月 15 日整理） 

 

 

 

学部近期工作 

 

 根据学校学科建设会议精神，在学部两会（部务会、学术委

员会）范围内，先不考虑院所专业的划分，先就经济学-商学

学科领域总体上做些宏观及长远的探讨，看经济学-商学学科

究竟怎么规划、怎么建设比较好。 

 

 按照学校意图，学部层面上要逐步完成学科调整、完善学科

体系；学院层面上要完成内部发展的规划，进行本单位的学

科调研及学科规划工作，进行优劣势分析，进行需求和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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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加强院所之间的合作，避免被动。 

 

 学科调整、学科发展最终要落实到院所。学部要帮助院所和

院所一起找出学科发展的制约因素和最具潜力的领域。学科

发展和学术研究不仅要关注院所的优势、关注学部学校的要

求，还要关注世界的趋势，在如何将经济学-商学学科建设成

最具学术影响力的问题上，多考虑些有作为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