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大学学术委员会 2018 年工作总结 
及 2019 年工作计划 

 

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厦门大学章

程》《厦门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等文件精神及相关规定，

厦门大学学术委员会充分发挥学术组织作用，认真履行决策、

审议、评定和咨询等工作职能，通过扎实的工作较高质量地

完成了 2018 年的各项任务，具体总结如下: 

一、全面落实《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等相关文件

精神 

教育部《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是高等学校学术委

员会运行的纲领。厦门大学学术委员会全面贯彻文件精神，

遵循学术规律，尊重学术自由，倡导学术平等，鼓励学术创

新，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

和学风建设等事项上的重要作用，完善学术管理的体制、制

度和规范，积极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统筹行使学术事

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职权，保障学术委员会在教

学、科研等学术事务中有效发挥作用，促进学术发展和人才

培养，提高学术质量，推动学校科学发展。 

二、充分发挥学术组织作用，有效履行学术委员会职责 

（一）审议通过部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换届方案 

2018 年 6月，校学术委员会审议了化学化工学院和数学

科学学院学术委员会换届方案；2018年 8月，审议了法学院、

教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换届方案。根据《厦门大学学术委员



会章程》第十二条规定：“学院（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由 9-

11 人组成，应有一定数量的、符合条件的中青年教学、科研

骨干参加。学院（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设主任 1名，根据工

作需要设副主任 1-2 名。主任由学院（研究院）学术带头人

担任，委员以教授为主。学院（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的组成

由学院（研究院）提名，报校学术委员会审批。”经审查，四

个学院符合学校相关文件的规定要求。校学术委员会审议通

过四个学院的换届方案。 

（二）审议通过敦聘阿肯巴赫教授为厦门大学名誉教授 

为推进大学国际化战略，促进我校教学、科研、学科建

设、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校学术委员会一直以来高度重视

海外高层次人才审议推荐工作，2018 年 5月，校学术委员会

组织对敦聘阿肯巴赫教授为厦门大学名誉教授进行了通讯

评议。阿肯巴赫教授是力学和超声无损检测领域的国际顶级

专家，是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

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受聘后工作主要包括航空航天学院

相关学科的发展规划指导、学术项目的咨询及指导、协助指

导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学术科研工作。敦聘阿肯巴赫教授为厦

门大学名誉教授，将提升我校仪器科学与技术学科的综合实

力和影响力。 

（三）审议社会与人类学院成立方案 

为了进一步加强厦门大学社会学一级学科建设，发扬社

会学、人类学悠久的历史底蕴，把我校社会学建成国内一流、

国际知名的学科，经学校研究决定，学校将成立社会与人类



学院。2018 年 11 月，校学术委员会审议了《关于厦门大学

社会与人类学院的成立方案》，并就该学院的建院目标、学

科方向、学术机构、学术团队建设、人才引进等方面提出了

相关建设性意见。 

（四）审议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软件学院优化重组事

宜 

为优化重组我校有关学科资源，整体提升计算机和人工

智能学科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助力“双一流”建设，经

学校研究决定，拟优化重组“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和“软

件学院”。2019年 1 月，校学术委员会审议了《关于信息科

学与技术学院、软件学院优化重组的建议（讨论稿）》，并

就两院重组顶层设计、学科建设、队伍建设、机构设置等方

面提出了相关建设性意见。 

（五）严格把握学术标准，积极做好人才推荐、重大平

台、重大项目及奖励申报的审查推荐工作 

校学术委员会向来对人才推荐、重大平台、重大项目及

奖励申报的推选和评审进行严格把关，坚持学术标准，确保

推荐质量。2018年，配合科技处、社科处，完成国家杰出青

年基金、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国家级创新群体、福建省

高校新世纪优秀人才、福建省高校杰青人才培育计划、福建

省重点实验室申报、高校优秀成果奖等审查推荐工作。  

（六）审议通过增补《旅游学刊》为一类核心刊物 

2018 年 3月，校学术委员会组织对管理学院申请将《旅

游学刊》增补为我校人文社科一类核心学术刊物进行了通讯



评议。我校旅游学科在国内旅游教育中名列前茅并具有较大

的影响力，然而没有一本一类核心学术期刊，我校旅游学科

发展迫切需要一个专业学术平台与阵地。纵观国内旅游学术

研究期刊，《旅游学刊》的影响因子排名第一，学术水平最

高，影响力最大，是当前国家公认最好的旅游学术期刊，也

是具有国际影响力与很高学术影响力的人文社科核心期刊，

因此增补《旅游学刊》为我校人文社科一类核心学术刊物对

我校旅游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积极开展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严惩学术不端行为 

（一）发挥学风委员会的监督指导作用 

学校高度重视学风建设，于 2007 年成立厦门大学学风

委员会，作为厦门大学学术委员会的下设专门机构。2018年，

厦门大学学风委员会认真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会议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强化学风意识，推行学术规

范，严格培养过程，不断强化学术精神；完善学风建设专门

网站，邀请专家学者开展学风宣讲及相关学术诚信教育宣讲，

将学术道德规范教育作为学生入学教育及专业教育的重要

内容，积极营造校园良好学术风气；积极推广我校学风建设

的典型经验，对科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学术道德和学术风气

进行全面监督、指导，稳步推进和落实学风建设各项具体工

作。 

（二）审议《厦门大学学术不端行为处理暂行办法》修

订方案 

2018 年 8月，校学术委员会对我校《厦门大学学术不端



行为处理暂行办法》（厦大综〔2015〕45 号）进行了修订。

修订工作开展期间，校学风委员会秘书处曾多次向学术规范

领域专家、法学领域专家征求意见，与学校法律事务办公室

就修订方案进行逐条讨论。修订后，办法将进一步深入贯彻

落实国家关于加强学风建设的有关规定，大力弘扬优良学风，

营造我校风清气正的学术生态与诚信严谨的学术风气，促进

教学科研和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 

（三）将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渗透到师生教育培训 

2018年，学校组织全校师生代表集中收看 “全国科学道

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视频直播。报告会是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同志关于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的重

要指示精神的重要宣讲。报告强调了科学道德、学术风气在

科学研究、大学教育甚至民族复兴中的重要作用，引导广大

青年学子和科技工作者遵守学术规范、坚守学术诚信、完善

学术人格、维护学术尊严，摒弃学术不端行为，努力成为优

良学术道德的践行者和良好学术风气的维护者，为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而继续奋斗。  

（四）强化学术诚信对师生学术道德的自我教育 

为引导全校师生自觉学习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的各项

要求，学风委员会于 2018 年 7 月编制完成《厦门大学学术

规范手册》并发放到全校师生手中。手册将《高校预防与处

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



《教育部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进一步加强学术道德建

设的意见》等 11 个国家和学校的学术规范相关规章制度汇

编成册，通过解读规章制度，倡导学术规范，引导学校教师、

学生和科研人员自觉遵守学术道德，坚守学术操守。同时，

手册例举了近年来我校考试作弊、论文抄袭等 40 余个学术

不端行为的典型案例，通过总结典型学术失范、不端案例，

使广大师生引以为戒，增强自律意识，做到防患于未然。此

外，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和《高等学校科

学技术学术规范指南》两本学术规范指南制作成电子版文件，

公布在研究生院主页供学生下载、学习。 

 

（五）以“零容忍”态度严肃查处学术不端行为 

一直以来，校学风委员会按照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原

则，及时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形成了教育宣传、制度建设、

不端行为查处等完整的工作体系，对学术不端行为采取“零

容忍”态度和“一票否决”制，一经查实，严肃处理、绝不

姑息。在认真独立调查、取证的基础上，委托同行专家进行

学术判断，由学术委员会提出学术处理意见，由校长办公会

做出决定后执行，并督促相关单位加强教育，切实发挥惩治

学术不端案例的警示作用。2018年，学风委员会共受理 5 起

学术不端行为相关举报(4起已办结，1起基本办结，)。 

四、存在的问题与 2019年度工作计划 

（一）存在的问题 

1.学术管理体制有待进一步健全。学术委员会与下设专



门委员会及二级单位学术委员会相关管理制度有待健全，三

者之间交流协作机制有待加强，学术管理模式仍需探索，管

理机制创新不足。学术委员会缺乏学校日常经费投入。 

2.学术委员会工作职能有待进一步发挥。学术委员会与

学部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等学术组织的职

责存在重叠，学术委员会及下设专门委员会在相关职能事务

中所发挥的作用尚小，学术决策、审议、评定、咨询及指导

等职能需进一步落实。 

3.部分委员参与学术事务的热情不高。部分委员存在对

学术委员会工作认识不到位，责任感不强等问题，或因日常

学术行政事务繁忙、退休或年龄较大等原因，导致委员参与

学术事务的积极性、热情度不高。同时，对委员的激励机制

不足。 

（二）2019 年度工作计划 

总体而言，2018年度学术委员会工作运行情况良好。在

现代大学制度中，赋予了新职能的学术委员会肩负重任，各

项工作都处于探索之中。从建立、运行到成熟，需要有一个

发展过程。今后校学术委员会将继续围绕学校学术工作，不

断加强自身建设，完善学术管理体制、制度和规范，积极探

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努力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

发展和学风建设等学术事务上发挥更大作用，积极推动学校

学术繁荣和发展。 

1.优化运行机制，提高工作科学化水平。理顺学术委员

会、专门委员会及二级单位学术委员会的关系，厘清教学委



员会、学风委员会、学科建设委员会和人才队伍建设委员会

工作职责，健全和完善其工作条例，推进我校教育教学、学

风建设、学科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工作的开展；设立二级单

位学术委员会，制定工作办法，建立二级单位学术委员会与

校学术委员会的正常沟通机制与工作协调机制。 

2.发挥学术委员会职能作用，服务学校全局战略。学术

委员会作为我校最高学术机构，统筹行使学术事务的决策、

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职权。校学术委员会将进一步贯彻党和

国家的重大教育方针，依规行使职权，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

的职能作用，把握学术发展方向，为学校事业发展提供决策

咨询，为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厦大风格”的一流大

学建设建良言献实策。  

3．开展学习调研，加强与国内高校学术组织的沟通交流。 

深入了解国内高校学术委员会运行情况，加强与国内高

校学术组织的沟通交流。赴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

大学、吉林大学等学术组织建制成熟的高校开展学习、调研，

并形成调研报告，查找差距，取长补短，推进厦门大学学术

委员会制度和实践的创新。 

4.开展厦门大学学术委员会换届工作。为完善学校内部

治理结构，保障学术委员会在学校学术事务中有效发挥作用，

根据《厦门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的相关规定，开展厦门大

学学术委员会换届工作，并召开新一届学术委员会聘任仪式

暨 2019年第一次全体会议。 



5.推进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积极营造良好学术环境。

坚决贯彻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的态度，严肃处理经查

实的学术不端行为；继续发挥导师的重要作用，将科学道德

和学风建设工作纳入课堂教学、导师培养环节中，培育和弘

扬优良学风；继续开展丰富多彩、喜闻乐见的科学道德和学

风建设宣传教育活动，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