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 北京海淀区文慧园北路 10号 邮政编码： 100082� � 电话中继线： 82296688� � 电报挂号： 81108� 统一刊号： CN11-0035� �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京海工商广字第 0128号 （1-1） 印刷： 解放军报印刷厂 定价： 每月 24.00元 零售每份： 1.00 元

2012年 9月 7日 星期五

12

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教育部直属高校改革发展成果特刊

编辑： 李薇薇

中央美院被确定为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展示、 深化设计联合团队的总负责

单位， 圆满完成任务， 获得嘉奖。

中国政法大学

培育跨国界法律人才

近年来， 中国政法大学深入贯彻教

育规划纲要， 坚持“学术立校” 和建设

高水平、 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理念， 以提

升科研水平和科研创新能力为重点， 坚

持科学研究与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 社

会服务相结合， 构建校内三级科研平台，

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科研积极性， 搭建高

端科研平台， 不断提升学校的科研创新

力和竞争力。

成立中欧法学院

从1954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到2012年修改的 《刑事诉讼法》， 几乎每

一部重要法律、 法规的制定和修改， 都

有学校教师的参与。 据统计， 从1978年

至今， 我校教师参加国家主要立法的论

证、 起草和修订工作达1000余人次。

学校教师50余人次在中央政治局集

体学习、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 理

论中心组学习和中央各部委法制讲座中

担任主讲， 300多人次在中央电视台

《今日说法》、 《大家看法》 等栏目中提

供专家意见。

2008年9月17日， 教育部正式批准设

立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 10月23日，

成立庆典在学校昌平校区隆重举行。 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

强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莅临庆典并

致辞。 四年来， 来自欧盟13所名牌大学

的法学家与中国学者一起培育跨国界法

律人才。

扩大国际交往

截至2011年， 学校国际合作伙伴遍

及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 与包括哈佛大

学、 耶鲁大学、 牛津大学、 汉堡大学等

128所世界知名高校建立起校际联系， 开

展学术交流、 教师进修和学生联合培养

等合作项目。 2006年至今， 学校共接待

来访外宾2000余人次， 其中包括多个国

家首脑、 政要、 各界代表团及各界著名

人士， 有力地增进了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

交往与了解。 2009年10月12日， 学校与国

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签署 《合作开展“国家建

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 协议书》，

正式成为该项目实施院校。 三年来， 项目进

展顺利， 受资助名额不断增多。

1999年10月， 国际教育学院成立， 统

一负责全校留学生及学校涉外开放办学的

管理工作。 目前， 学校为外国留学生共开

设16个本科专业、 34个硕士专业和16个博

士专业， 在校留学生 （含港澳台） 总人数

近千人。

中央戏剧学院

把创新元素融入传统优势

学校2011年学科调整以来， 学校集

中原有戏剧戏曲学的传统优势， 不断融

入创新元素， 努力建设特色鲜明、 国内

领先、 世界一流的“戏剧与影视学” 和

“艺术学理论” 一级学科体系。

学院进一步加强与国内专业机构的

深入合作， 建立体现学院教学科研优势

的专业交流平台， 中国音乐剧研究会教

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戏剧家协会导演艺

术委员会、 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表演艺

术委员会、 中国高等戏剧教育联盟总部

等科研机构落户学校。

人才规模逐步扩大

学校教师科研创作能力不断提升，多

人荣获文化部“优秀话剧艺术工作者”、文

化部创新奖、世界舞台设计展金奖、中国话

剧艺术研究会“金狮奖”、文华奖、“五个一

工程奖”优秀作品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特等奖、 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

一等奖等奖项； 入选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

计划、全国艺术规划项目、教育部规划基金

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等。

近年来，学校人才队伍建设取得了显

著成效，各类人员的比例日趋合理，学历

水平大幅提升，学缘结构得以优化，为学

校的战略发展储备了优质的人才资源。

学校按照国际化发展方向， 结合学

科发展、 专业建设的需求， 积极拓展国

内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渠道。 通过建立特聘

教授制度， 引进具有尖端学术和教学能力

的学科带头人； 引进若干具有国际学术水

平和艺术造诣的艺术大师， 不断加大具有

国际化教育背景的教师比例， 适度扩大聘

任长期外籍专家和教授的比例。

国际交流继续深化

2005年， 学校积极倡导成立了“亚

洲戏剧教育研究中心”， 建立起亚洲戏剧

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发展框架。 作为该中心

的总部所在地， 学校积极推动亚太地区高

等戏剧院校的交流与合作， 先后举办了7届

亚洲戏剧教育研究国际论坛和两届亚洲戏剧

院校大学生戏剧节。 截至2012年5月， 亚洲

戏剧教育研究中心加盟院校从最初的7所增

加到15所。 几年来， 亚太地区30多个国家

和地区有近60所大学参加了亚洲戏剧教育研

究中心组织的多项学术活动。

2009年1月， 第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戏剧

院校联盟组织成立， 该联盟将中央戏剧学院

确立为国际大学生戏剧节的永久性活动基

地。 2009年和2011年， 学校先后举办了两

届世界戏剧院校联盟国际大学生戏剧节。

中央美术学院

从小美术走向大美术

进入新校区以来， 通过十年发展和

探索实践， 中央美术学院的办学理念进

一步明确。

传统与现代并举

学校坚持传统与现代并举， 中国传

统艺术与西方引入艺术并举，造型专业与

设计专业并举，理论与实践并举。 特别是

“十一五”以来，中央美术学院从以造型艺

术为主、以小美术概念为统领的小型美术

学院，发展为以“造型—设计—建筑—人

文”等学科群相互支撑、相互影响的现代

形态美术教育学科结构，成为以大美术为

办学理念的综合性美术学院。

如今， 世界各国的美术与设计学院

都越来越注重适应市场和社会需要的实

际项目演练， 各校都尽力争取拿到大型

项目为学校树立品牌。 但由于最著名的

艺术家和设计师大都不在院校内任职，

所以欧美美术与设计院校拿到的项目

远不如大型设计事务所和独立的艺术

大师。 而在中国， 大艺术家和著名设

计师目前仍然还集中在美术学院中，

这是我们的有利条件， 加上学校的高

度重视， 自上而下的通力合作， 所以中

央美术学院可以在最大型的国家项目竞

争中脱颖而出， 做出令国际著名美术学

院钦佩的突出成绩。

国际化和自主性统一

中央美术学院以高度国际化与高度

自主性并重的姿态广泛推进国际间美术

教育交流， 与38所世界最著名美术院校

开展深入交流合作， 每年都有数百名世

界各国的教师来我院授课， 学校现有留

学生数为全国艺术院校之最。 学校多次

承担并出色完成如奥运会、 世博会、 大

运会、 世界设计大会等中国主办的重大

国际项目， 培养了一批在国内美术界具

有领导地位和国际重要影响的著名艺术

家和理论家。 设计学院和建筑学院是中

国第一个加入国际设计师联盟和欧洲建

筑教育联盟的学术单位。 2009年， 建立

不足十年的设计学院被美国 《商业周刊》

评为世界30所一流设计学院之一； “纽

约时报” 整版报道了中央美术学院。 中

央美术学院以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高水

平的教学质量和研究成果， 获得了国际

美术教育界同行的高度赞赏。

由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和美国芝加哥

美术学院院长共同发起主持的国际美术

学院校长网络， 是目前国际上唯一将世

界各大著名美术学院校长联系起来的国

际校长常设机构， 也是加强国际交流合

作的强大平台。 中央美术学院已经跻身

国际一流美术名校行列， 开始在国际美

术教育行业发挥重要影响。

中央音乐学院

推进拔尖艺术人才培养

学校学科专业齐全， 院系设置完备，

集音乐教学、表演、创作、研究、出版、社会

音乐教育为一体，形成了从附小、附中、本

科到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层次的完整

音乐教育体系，并拥有艺术类唯一的教育

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学校师生在国内外各项重要音乐赛

事中纷纷斩金夺银， 据不完全统计， 自

2007年以来共获得国际奖项374项， 全国

性奖项832项。 主持和承担了11项国家级

和省部级重大科研项目， 20项国家级本

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

注重时代与民族特色

作为全国专业音乐表演艺术的中心，

许多国内外的重要学术活动在中央音乐

学院举行。 一年一度的北京现代音乐节、

中央音乐学院室内乐音乐节、 世界音乐

周等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影响。

师生们有很多机会向来学校讲学的国际

知名专家教授面对面地学习。

作曲学科是学校具有国际水平的学

科之一，注重时代与民族特色，创作了一

大批在国内外具有影响的交响乐、室内乐

和民族器乐作品，推动了学科的发展。

多年来， 学校一直遵循“开阔的学

术视野， 广泛的对外交流” 这一基本的

办学原则， 十分重视国际音乐文化交流

工作， 聘请国际著名音乐家担任名誉教

授或客座教授， 其中包括作曲家潘德列

茨基、 指挥家小泽征尔、 祖宾·梅塔， 小

提琴家梅纽因、 斯特恩、 帕尔曼， 大提

琴家罗斯托洛波维奇、 马友友， 歌唱家

帕瓦罗蒂、 多明戈等， 他们定期或不定

期地来校访问， 举办大师班。

承办世界性学术活动

学校始终注重办学国际化， 先后与

30多所世界著名音乐院校签订了交流和

合作协议书，主办了“2008·相约北京———

世界顶级音乐学院交流活动”、“中外音乐

学院院长论坛”、“首届中国国际提琴制作

比赛”、“‘让音乐属于每一个中国人’———

音乐教育国际研讨会”、“梅纽因青少年国

际小提琴比赛”、“国际音乐大师班”和“纪

念肖邦诞辰200周年” 等重大国际性学术

活动。同时，学校还积极推动中国文化“走

出去”战略。2012年，与丹麦皇家音乐学院

联合建立了全球第一所音乐孔子学院；

中央音乐学院合唱团应邀赴美参加耶鲁

大学国际合唱节， 不仅提升了学校的国

际学术地位和影响力， 而且对传播和宣

传中国音乐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实施国际化战略工程

近年来， 学校全面贯彻落实 《国家

中 长 期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2010-2020）》， 以人才培养为中心， 以

学科建设为龙头， 团结和带领全校师生

员工， 改革创新， 开拓奋进， 在人才培

养、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和文化创新上

取得了重大突破。

科研教学取得突破

近年来， 学校科研成果质量和社会

影响力不断提升， 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

能力显著增强， 科研项目和论著发表数

量显著增加。 学校共获得纵向课题和横

向课题683项，科研经费大幅提高，获得国

家级与省部级课题326项， 位居全国同类

高校前列；每年有多篇研究报告被政府部

门、 企事业单位采纳，2011年共有10篇研

究报告在国家社科基金《成果要报》发表，

发表数量位居全国第一；科研团队建设取

得新进展，协同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

近年来， 学校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深

化， 人才培养质量明显提升。 成功申报

国家和北京市精品课程25门， 国家和北

京市优秀教学团队13个， 国家级双语教

学示范课程8门。 获得40个国家级质量工

程项目， 112个北京市级质量工程项目。

学校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推进“荣

誉学士学位项目” 和学制改革， 人才培

养质量明显提升， 社会知晓度和国际影

响力进一步扩大。

国际化办学特色鲜明

国际化是学校的“立校之本、 特色

之源、 发展之路”， 近年来， 学校不断强

化“特色立校” 的理念， 全面实施国际

化战略工程， 先后与200多个海外高校和

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 阿根廷总统克里

斯蒂娜、 欧盟理事会主席范龙佩、 欧盟

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等外国政要先后来访；

共创办6所孔子学院； 来华留学生规模和

质量始终稳居全国高校前列； 每年邀请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等国际知名学者

来校进行学术演讲； 举办了有影响力的

国际学术研讨会百余次； 大力推进学生

海外学习、 实习。

近年来， 学校高度重视绿色大学、

节约型校园建设。 截至目前， 学校共实

施了22个节能减排项目， 取得了很好的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教育效益。 学校

先后被教育部确定为第一批“节能减排

学校行动主题教育活动” 试点高校、 北

京市“节约型学校” 建设优秀案例 、

“2010年度全国高校节能管理先进院校”。

华北电力大学立足能源经济发展，

汇聚“大电力” 学科群， 以优势学科为

基础， 以新兴能源学科为重点， 以文理

学科为支撑， 加强非电学科与电力学科

的结合与渗透， 突出“大电力” 学科特

色。

实践教学全程贯通

学校构建了“四模块” 实践教学体

系：

基本实验模块： 包括一般的基础实

验、 专业基础实验和专业实验课等实践

教学环节。 实施分层次教学， 强化学生

实验能力， 夯实专业基础。

校内实践模块： 由工程训练、 课程

设计、 毕业设计等环节组成。 通过学生

的自主实践， 提升学生的创新与实践能

力。

仿真实践模块： 将仿真技术引入实

践教学， 建立了火电、 核电机组仿真，

电力系统仿真， 电网调度仿真等仿真系

统。

校外工程实践模块： 由认识实习、

生产实习、 毕业实习、 社会实践等实践

环节组成。 学校现有校外实习基地100

余个， 助推了校外工程实践的改革与创

新。

“人才强校” 战略实施

学校坚持以人为本， 深入实施“人

才强校” 战略， 坚持“用好现有人才、

引进急需人才、 培育未来人才”， 启动

“创新人才支持计划”、 “杰出人才引进

计划”， 坚持“个别引进” 与“团队引

进” 并举， 延揽了一批冲击学科前沿、

驰骋学科高地的重量级领军人物和精英

人才， 培养和引进了一批“千人计划”

获得者、 “长江学者”、 “国家杰出青年

基金获得者”、 “中科院百人计划” 等高

层次人才， 积极推进青年教师“博士化、

国际化、 工程化” 建设工程， 营造人才

成长的良好环境， 为学校发展提供了坚

实的智力资源保障。

学校积极参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优势学科达到国际先进、 国内领先水平， 大

力提升支撑学科的学术原创力和特色竞争

力， 进一步提高科研质量， 扩大学术研究的

影响力。 在能源资源开发、 新能源及可再生

能源、 安全高效的核电、 特高压及智能电

网、 节能环保、 新材料等产业核心技术上进

行科技创新与重大项目攻关， 科学研究实现

了“质” 与“量” 的同步提升。

学校通过大学生社会实践等方式， 鼓励

大学生发扬“爱祖国、 爱家乡、 爱专业” 的

精神， 在实践当中锻炼成长， 开展了“把绿

色电力送到雪域高原” 等品牌项目， 为服务

国家能源发展做出了贡献。

华北电力大学

突出大电力学科特色

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学生在课堂上。

学校与电力企业合作开展科技创新， 在节能减排、 西电东送等国家重大建设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精品课 “台词” 课堂。

2011

年

12

月

11

日，对外经贸大学举行《中国

融入世界：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纪念中国入世十

年学术研究论文集》新书发布会。

中央音乐学院学生在成都市金苹果新蒙特梭利幼稚园开展实验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