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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电力大学学术委员会 2019年度工作报告 

 

2019 年，华北电力大学学术委员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学

术委员会规程》和《华北电力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围绕学校

工作总体布局，切实履行了学校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和

咨询等工作职责，对学校学科建设、科研发展、学术审议、人才

培养、师资队伍建设、学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建设性作用，有力

推动了学校各项事业发展。按照要求，现将本年度学术委员会工

作报告如下，并提交教职工代表大会审议。 

一、认真履职，审议决策重大学术事项 

1.对我校重大科技项目、科研奖励申报等工作开展学术评价

和推荐把关。 

2019 年，我校共组织申报各类纵向项目 867 项，其中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 58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62 项，国家社科

基金 29 项。作为主持单位和参与单位共申报各级各类政府奖励

52 项，申报各类社会力量奖励 99 项。学术委员会依据章程，通

过会议评审、网络评审等方式对各类申报材料进行了学术评价和

推荐把关。2019 年，全校科研经费再次突破 7 亿元，我校主持

或参与完成的科研成果获得各类奖励 69 项，其中杨勇平教授主

持的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刘文颖教授参与完成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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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接受学校有关部门委托，审议相关学术事务。 

2019 年 5 月，学术委员会参与普通本科招生专业类选考科

目的评估工作，审议了《华北电力大学普通本科招生专业类选考

科目要求汇总表（3+1+2 模式）》，对相关专业是否符合学校的发

展规划、是否有符合专业培养目标的教学计划等问题从学术角度

进行研究、审议，并提出了书面建议。 

2019 年 7 月，采用通讯评审方式审议了《国家电网－华北

电力大学共建能源互联网学院章程（草案）》和《人工智能学院

筹建工作汇报》。该项工作为我校建立代表国家水平的创新联合

体，打造国际一流水平的能源互联网自主创新国家队，建设具有

重要影响的高端智库和高水平人才培养基地，加快我校计算机及

相关学科发展，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服务能源系统和电力行

业重大应用需求，具有重大意义。 

2019 年 12 月，学术委员会会同相关院系分学术委员会对国

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申报教师的学术诚信进行了审核，严格把关，

确保把学术诚信、政治思想表现作为遴选成员的底线要求。 

3.持续推进人才团队建设，深化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

项资金项目组织方式改革。 

在学术委员会指导下，学校进一步推动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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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组织方式改革，探索校院二级管理新模式，加

大对教师申报国家基金项目的引导激励，同时进一步强化对校内

中青年顶尖科研团队的培育和支持力度。由学术委员会遴选推荐

的陆强教授入选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李美成教授入选教育部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另外，3 人入选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青年人才托举工程，2 人入选中国科协优秀中外青年交流计划。

这些工作有力推动了学校科技创新人才队伍的建设。 

二、建章立制，打造学术诚信环境 

1.建立工作规程。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

端行为办法》（教育部令第 40 号）文件精神，为进一步完善学术

道德委员会制度建设，结合学校学术诚信工作实际，2019 年 3

月，印发了《华北电力大学学术道德委员会工作规程（试行）》。 

2.加大宣传教育。2019 年，学术委员会完成了网站建设并上

线运行，为加大学术诚信宣传力度和着力形成学术道德建设长效

机制提供了新渠道和新手段。学术委员会秘书处协同研究生院、

人事处等职能部门多次组织领导和专家开展学术道德与学风建

设宣讲活动，举办专题报告会、学风表彰大会以及科研诚信讲座，

向全校师生尤其是新入职、新入学师生宣讲科学精神、学术道德、

科研伦理和学术规范。 

3.加大学术不端行为查处力度。我校历来坚持学术道德“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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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的原则，严肃查处学术不端行为。2019 年 3 月，针对我校

教师网络曝光的学术不端事件，学术委员会组织相关领域专家进

行全面调查。该项工作历时 5 个月，召开了十多次专家会议，向

学校提交了 30 多页调查报告，并按相关文件要求提出了初步处

理建议。同时，完成了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有关部门

的函询回复。 

2019 年收到 2 起工程硕士论文涉嫌抄袭举报案件，学术委

员会秘书处按照相关文件规定程序，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对学术不

端行为开展了调查。目前，其中 1 起已经调查完毕，相关部门已

经依法依规予以处理，另 1 起正在审查工作中。 

三、营造氛围，指导开展系列品牌学术活动 

一年来，校学术委员会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为导向，指导相

关部门共举办各类学术活动 200 余次，品牌学术活动 20 余场，

开展各类学术报告会 470 余场，邀请包括两院院士在内的专家近

千人来校交流。这些学术活动，为我校师生提供了国内外前沿学

术动态，为青年学生打造了内容多元化、形式多样化的第二课堂。 

5 月 30 日，指导相关部门举办我校首次“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系列活动——“科技强国，科研兴校”的科技节系列活动。通过“走

进前沿科学系列讲座”，拓展学术研究视野，紧跟国内外学术前

沿，提升科研创新能力；通过“走进实验室系列活动”，鼓励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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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引导学生参与科研实践，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科研能力；

通过“中科院 SELF 格致论道讲坛华电专场”，弘扬科学精神、传

播科学思想，营造校园良好的学术氛围。 

12 月 7 日至 16 日，“走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征程上的中国

科学家主题展”巡展华北电力大学站在我校主楼二楼大厅成功启

动。展览按照 20 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脉络，运用个性化、可视

化的历史资料，把中国现当代近 700 位科学家的个人成长的小历

史与国家发展的大历史有机结合起来，介绍中国科学家群体形成、

演进的曲折历程，讲述他们为国家民族复兴所付出的艰苦努力与

作出的突出贡献。全校近 3000 名师生参观了此次展览。 

四、遵照程序，推进院系分学术委员会调整，发挥分学术委

员会在推动院系发展中的作用。 

2019 年，部分院系按照《华北电力大学章程》《华北电力大

学学术委员会章程》的有关要求，结合实际工作需要，对分学术

委员会进行了调整。院系分学术委员会的调整，进一步健全了我

校学术委员会“校-院系”两级运行机制。作为学院层面的学术机

构，各分学术委员会积极开展了多项学术评议工作：①加快学院

“双一流”建设，面向国家战略需求，探索如何培养造就高素质人

才队伍，提升学院核心竞争力，组织开展人才引进、面试工作；

②积极推进学院中青年顶尖科研团队和科技领军人才建设，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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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通讯评审专家及候选人的推荐工作和

中组部万人拔尖计划人才项目的推荐审核工作；③严把师资队伍

建设质量关，对 2019 年度职称评定的资料进行学术审核以及对

申报国家一流本科课程建设教师进行学术诚信审核；④及时为院

系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帮助，协助教师做好国家自然基金及重

大项目申报。 

过去的一年，校学术委员会恪尽职守，在学科专业建设、学

术评价体系、师资队伍建设和学风建设等学术事务上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未来，学术委员会依然任重道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依法行使学术权力，在学校工作的整体布局

中，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完善制度，推进学校学术管理体制机

制创新，促进学校各项事业科学、健康、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