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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链接 

我国交叉学科发展大事记 

近年来，作为前沿科学研究与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培养重要动能，

学科交叉融合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

次强调，要推进学科交叉融合与交叉学科建设。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中国科学院第十

八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

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科研院所要根据世界科技发展态势，优化

自身科技布局，厚实学科基础，培育新兴交叉学科生长点。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强调，要下大气力组

建交叉学科群和强有力的科技攻关团队，加强学科之间协同创新，加

强对原创性、系统性、引领性研究的支持。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

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开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要强盛、

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

创新高地。 

2017年，《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

行）》明确指出，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经济社会主战场，

面向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突出学科交叉融合和协同创新，鼓励高校发展

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自此，“交叉学科”频繁见诸教育部等部委的

重量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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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进

一步明确，要优化学科布局，打破传统学科之间的壁垒，整合相关传

统学科资源，促进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交叉融合，在前沿和交叉学科

领域培植新的学科生长点，通过学科组织模式创新，加强学科协同交

叉融合。 

202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第三部分“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指出，要“优化学科布局和研发布局，推进学

科交叉融合”，从而将加快学科交叉融合提升至国家战略层次。 

2020 年 11 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正式设立交叉科学部，

标志着学科交叉融合与交叉学科建设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维度全

面上升为国家战略。 

2020 年 12 月 30 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正式设置第十

四个学科门类——“交叉学科”，并于该门类下新设“集成电路科学

与工程”“国家安全学”两个一级学科。  

2021 年 8 月，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公布了学位授予

单位（不含军队单位）自主设置交叉学科的名单，共涉及 455所高校，

5669个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其中，自设二级学科 5053个，交叉学

科 616个。 

2021年 1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

法（试行）》，首次明确界定了交叉学科的内涵，建立了交叉学科放



- 3 - 
 

管结合的设置机制和调整退出机制，明确了交叉学科学位授予和基本

要求，构建了交叉学科的质量保证体系。 

2021年 12月，《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

（征求意见稿）》中，“交叉学科”下设了“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国家安全学”“设计学”“遥感科学与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

“区域国别学”等六个一级学科。 

2022 年 1 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深

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到，要推动学

科交叉融合。以问题为中心，建立交叉学科发展引导机制，搭建交叉

学科的国家级平台。以跨学科高水平团队为依托，以国家科技创新基

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支撑，加强资源供给和政策支持，建设交叉

学科发展第一方阵。创新交叉融合机制，打破学科专业壁垒，促进自

然科学之间、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交叉融合，围绕人工智能、

国家安全、国家治理等领域培育新兴交叉学科。完善管理与评价机制，

防止简单拼凑，形成规范有序、更具活力的学科发展环境。 

2022年 2月 8日，教育部官网发布《教育部 2022年工作要点》，

其中在“提升高等教育服务创新发展能力”提到：试点建设一批学科

交叉中心。 

 专家观点 

徐青森：推动学科交叉融合 促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 

https://author.baidu.com/home?from=bjh_article&app_id=166502438708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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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

述精神，按照教育部党组的统一部署，社科司会同有关司局和单位正

在研制《面向 2035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简称

《行动计划》）。《行动计划》对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做出了专门设计，

提出了系列具体举措，强调要突出问题导向，开展新兴领域研究，加

强新技术方法手段运用，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哲学社会科

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交叉融合。下面结合《行动计划》研制和社科科

研工作，谈几点认识体会。 

一、研究和解决重大现实问题是促进学科交叉融合的重要基础。

以重大问题为主攻方向的跨学科、跨领域的协同攻关既有利于有效解

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有利于推动社科理论创新和学

科体系的完善。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首先要推动社科研究深

入社会实践，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

题，不断根据新的实践推动理论创新，用创新理论更好地指导实践发

展。这就对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 

二、有组织科研是促进学科交叉融合的重要途径。从单兵作战到

协同攻关、从单一学科研究到组织跨学科研究、从高校自主研究到政

产学研相结合，已经成为攻克重大问题的有效科研组织模式。现在还

有不少问题和阻碍，比如，如何有效破解体制机制障碍，实现科研资

源的共建共享？如何建立有效的评价机制，调动参与各方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如何更好地聚焦主攻方向，发挥协同优势，产出 1+1大于 2

的成果，避免简单的成果拼盘？等。我们将结合启动实施哲学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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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重大研究专项、动态调整重点研究基地体系、组建跨学科创新团队

等工作，着力探索科研组织管理的新机制、新模式。在推动产出重大

理论成果的同时，以有组织的科研促进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 

三、方法创新是促进学科交叉融合的重要手段。2021 年教育部

启动了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设立了首批试点实验室。目的就是

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为社科领域的研究

提供数据和方法等方面的支撑，开展探索性文科实验。社科实验室本

身就是学科交叉、文理融合的产物，希望实验室可以在新兴交叉领域

问题的研究方面，发挥探索者、引领者、支撑者的作用，由此培育和

催生新的学科和学术增长点。 

四、改进科研评价是促进学科交叉融合的重要保障。进一步完善

评价标准，既重视对单个成员的评价，也重视对团队的整体评价，建

立有利于跨学科合作、团队协同攻关的评价体系。进一步完善同行评

价机制，为跨学科研究成果的脱颖而出提供条件。进一步强化质量和

贡献的评价导向，更加注重理论创新的贡献度、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

度、推动科研方法创新的引领度。（作者系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 

   （摘编自《大学与学科》2022年第 2期） 

韩启德：学科交叉成功的五个要素   

一是科研志向。是有志于盖新房，还是仅仅增砖添瓦？“盖新房” 

就是去做从 0到 1的原始创新的研究，只有有志于盖新房时，才会大

大增强学科交叉的动力；是自己创造方法，还是仅仅采用现成的方法？

本领域的老大难问题跨界从别的学科获取研究方法和技术，就容易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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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研究的突破；是精益求精，还是见异思迁？跨学科不是见异思迁，

根本在于对自己从事的研究内容和所用方法精益求精。最后，最重要

的是把科学当作自身的追求，还是仅仅当作求名求利的敲门砖？二是

知识结构。一定要把数理化生的地基打好，地基的厚度决定将来交叉

学科跨越的广度和科研成就的高度。特别强调学习科学史的重要性。

三是政策导向。国家在制定科技规划和设置科研项目时，要充分考虑

到学科交叉，加强鼓励和引导。要完善学科交叉的同行评议。要完善

教师学术评价机制，对教师学术水平的评价要从学科高度和是否具有

原创性来进行评估，要给学科交叉研究成果更大权重。要完善研究生

毕业论文与发表论文的要求。交叉学科的学生发表论文更难。四是组

织管理。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有必要建立专门的独立的交叉科研机构

并且给予重点扶持。交叉科研机构要处理好虚体和实体的关系，要设

置独立的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要完善兼职教授、双聘教授制度。

做好研究生的管理服务。建设与用好公用研究设备平台。五是文化和

土壤。培育追求真理、讲求品味的氛围。推崇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的

氛围。建立合作交流、平等互利的氛围。传播优秀经验，创造舆论。

学科交叉是否成功还取决于几个方面：第一、地基打的好不好？第二、

要提出好的问题，好的问题是成功的一半。第三、要善于借助于其它

学科的方法，甚至于自己建立新方法。（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发

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院长） 

     （摘编自北京大学新闻网 202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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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研究 

我国高校学科交叉的类型与模式 

我国高校学科交叉主要有下列几种类型：一是“强强联合”型。

如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人工智能”交叉学科，其“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数学、控制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在第四轮学科

评估中均获评为 A类学科。二是“以强带弱”型。华南理工大学的“绿

色能源化学与技术”交叉学科涉及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与

技术、环境科学与工程”均为 A类学科，化学则为 B类学科。三是融

合自身优势特色学科型。如上海外国语大学在“外国语言文学、工商

管理和政治学”学科的基础上设置“语言数据科学与应用”交叉学科。

除此之外，不少高校通过建立各种学科交叉研究中心，大力发展通识

教育等各种方式推进新兴交叉学科建设。如北京大学成立的前沿交叉

学科研究院、浙江大学成立的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武汉大学探

索博士研究生跨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验区等，主动寻求交叉学科

发展新路径。 

从学科的交叉模式上，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聚焦本学科问题的

“引进模式”。引进模式是指以解决本学科（A学科）关注的问题为

导向，引进他学科（B学科等）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促进本学科的

发展。通常表现为引进现代信息技术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来

促进相对传统学科的发展（见图 1）。如北京师范大学汉字研究与现

代应用实验室、电子科技大学数字文化与传媒研究中心、鹏城实验室

计算金融院士工作室、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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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均是引进现代信息技术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技术来促进本学科发展

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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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聚焦他学科问题的“输出模式”。输出模式是指以解决他学

科（B 学科等）关注的问题为导向，输出本学科（A 学科）的理论、

方法和技术，为解决他学科问题服务（见图 2）。 

 

如华东师范大学统计交叉科学研究院和大连理工大学大数据与

智能决策研究中心是采用输出模式开展学科交叉研究的典型（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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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聚焦多学科共同问题的“合作模式”。合作模式是指多个学

科（A、B、C等学科）围绕社会发展中某一特定领域的重大问题协同

攻关、交叉融合。与引进模式和输出模式不同，合作模式并不以解决

单一学科关注的问题为导向，而是鼓励多个学科聚焦共同问题，并基

于解决问题的逻辑建立起联系，为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建言献策

（见图 3）。 

 

如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和复旦大

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均是采用合作模式开展学科交叉研究的典型

（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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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伟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教授；王轶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教授；杨东系中国人民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教授） 

  （摘编自教育部学位中心网站 2022-03-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