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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2023年学术委员会工作报告 

 

2023年学术委员会围绕学校党政重点工作部署，依据《重庆

人文科技学院学术委员会章程》相关规定，认真履行职能作用。

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校、院两级学术管理制度优势，在科研平台

建设、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等事项中发挥学术评价、

学术咨询、学术管理等切实作用，促进学校科研事业改革与发展

取得长足发展，本年度完成的主要工作如下： 

一、2023年度校学术委员会主要工作回顾 

（一）组织机构调整 

根据《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学术委员会章程》相关规定，按照

整体安排，增补 1 名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审议并确定各二

级学院分学术委员会名单和工作量。 

（二）加强内部治理，提升管理水平 

1.立足新阶段的机遇与挑战，积极完善二级学院分学术委员

会组织建设，分学术委员会工作量认定工作，结合学校应用型发

展定位和 2035 中远期建设目标，为学校“十四五”事业发展规

划及专项规划提出意见建议。 

2.完善科研管理制度，修订《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学术委员会

章程》，制定《重庆人文科技学院成果转化管理办法》。推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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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工作手册》和《产学研服务指南》的制定，加强了学术制度保

障，进一步规范管理工作，提高服务水平，提升科研管理效率。

审议《科研平台管理办法（修订）》，优化科研平台团队建设、

督促平台内部学术管理制度等建设，推进科研平台的有效运行。 

（三）认真履责，发挥学术评价与指导作用 

1. 科研平台建设。结合学校实际，一是为大数据与网络信

息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成渝地区乡村文化产业研究基地建

设等校级重点实验室（研究基地）提供智力支持。积极支持学科

专业建设与学科优化，鼓励交叉研究与应用研究，为大数据与网

络信息安全、软件供应链信息安全、乡村振兴等工作建言献策。

二是审议学校科研平台建设推进情况，包括 2019 年以来第一批

科研平台的验收工作，对现有平台进行考核后撤销 2 个，整合 1

个科研平台。开展第二批科研平台建设答辩工作，并积极推进建

设第二批校级科研平台 4 个。三是推进市级科研平台的建设工

作，获批建设九三学社重庆市委员会助力乡村振兴创新实践基地、

重庆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两个市级科研平台，取

得市级科研平台建设新突破。 

2. 科研项目审议。发挥学术委员会学术咨询作用，指导评

审 2023年学校各类各级项目 200余项，2023年学校共计立项省

部级项目 19 项。包括重庆市教委人文规划项目 8 项、重庆市教

委科技项目 6项、重庆市社科联年度规划项目 3项、重庆市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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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局专项 1项，并首次在省部级科技项目申报立项中取得重庆

市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立项 1项的突破。立项校级年度规划项

目 36 项，正在推进年度专项项目 15 项的立项工作，共计资助经

费 100余万元。获得横向项目 17项，合同经费 242.12 万元，已

到校经费 115 万元，30 万元以上单项项目超过 3 项。审议 2023

年各级各类科研成果及奖励，预计发放科研奖励 120 万元。审议

2023年学校科研平台建设期验收工作，审议 2023年教师科研工

作量考核工作。 

3. 学术活动。指导并协调各部门共同开展“五进校园”活

动和“行知大讲堂”学术活动平台打造。共计完成 83 余场学会

交流活动和学术讲座。邀请包括西南大学、重庆大学、武汉大学、

中国音乐学院、中科院重庆学院等高校教授举办学术讲座 81场，

共计 5000 余师生参与。学校教职工参加国内学术讲座 37 场次，

参会人次达 60 人次。学校师生反响强烈，学术交流活动成果明

显。 

4. 对外合作。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对外合作中的指导作

用，一是与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汉葭街道办事处、彭水苗族土

家族自治县润溪乡人民政府、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润溪乡白果

坪村村民委员会、合川区草街街道等开展校地合作；二是与西南

大学、成都东软学院开展校校合作；三是与中民国合国际教育有

限公司、重庆科大讯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开展校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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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与重庆市企业人才发展研究会开展校会合作。 

2023 年，共签订校地合作协议 3 份、校校合作协议 2 份、

校企合作协议 6份；共建产学研基地 8个，共建技术创新中心 3

个。 

5. 人才培养。推进二级学院分学术委员会在职称评审、人

才选留、各类人才选拔、科研项目及科技奖项推荐等学术事项上

的积极作用。督促二级学院分学术委员会树立客观科学的学术评

价导向，健全综合性评价、代表性成果评价，构建符合学术发展

规律与人才成长规律的分类评价体系。 

6. 学风建设。进一步加大学术监管力度，配合校内纪检部

门调查学术不规范行为，积极协调处理与学术道德和学术不端行

为的相关问题，充分发挥了校学术委员会在学风建设、学术评价、

学术发展中的重要的作用。2023年无学术道德，科研伦理问题反

映。 

（四）落实主体责任，明确评估整改科研任务 

根据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复评”工作要求，落实各

学院科研工作责任主体。要求各学院学术委员会就制度完善、科

研项目申报立项、科研平台建设、科研团队组建、产学研基地等

方面狠抓落实。督促二级学院学术分委员会根据本科教学工作合

格评估整改责任清单要求，量化科研任务指标，做到责任清晰、

目标明确、任务具体。 



 
 

 5 / 5 

 

二、2024年工作思路 

（一）主要工作思路 

2024 年是学校稳步推进十四五事业发展的关键之年，是本

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整改决战之年。校学术委员会将持续高度重

视学校学术组织机构建设，积极履行学术委员会职责，紧紧围绕

学校的重点学术事务，加快推进学术委员会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建设，促进学术治理体系和行政治理体系的衔接贯通，加强学术

与行政的沟通配合，确保学术咨询建议能够在行政决策中得到有

效贯彻落实，形成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协同运作的良好促进态势，

推动学术和行政治理体系共同实现现代化。 

（二）其他涉及学术事务相关工作 

2024 年，校学术委员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不忘初心、夯实基础，遵循学术规律，尊重学

术自由、学术平等，鼓励学术创新，促进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

提高学术质量。公平、公正、公开地履行职责，保障教师、科研

人员和学生在教学、科研等活动中充分发挥主体作用，为全面推

进学校发展，建设特色鲜明的应用技术型民办本科高校而努力奋

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