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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记者 胡浩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简
称“双一流”） 建设高校及建设学
科名单 21 日公布，其中一流大学
建设高校 42 所，一流学科建设高
校 95 所。围绕为什么要实施“双
一流”建设、如何遴选认定等问
题，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有关负责人进行了权威解读。

“双一流”建设因何而来？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
策。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统筹
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总体方案》提出总体目标为：到2020
年，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
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
科前列；到2030年，更多的大学和学
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
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入
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
力显著提升；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
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
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

三部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双
一流”建设实施推进总的原则是稳
中求进、继承创新、改革发展，即
从建设基础出发，平稳开局，平稳
过渡，平稳推进，不搞全体发动、
推倒重来；充分考虑“211 工程”

“985 工程”等高等教育重点建设
基础，继承好已有建设成效，同时
创新建设管理模式，充分调动各方
面的资源和力量，促进高等教育区
域协调发展；以改革为动力，既坚
持竞争开放、动态调整，打破身份
固化，强化绩效激励，又强调改革
引领、深化综合改革，切实推动高
校内涵式发展、提高质量。

“双一流”建设高校及
建设学科如何遴选认定？

三部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双

一流”建设高校通过竞争优选、专
家评选、政府比选、动态筛选产
生，认定遴选程序主要分为四个步
骤：

第一步，根据国务院《统筹推
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
体方案》以及三部委《统筹推进世
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
法 （暂行）》，组建“双一流”建
设专家委员会，具体承担遴选认定
和审核建设方案的有关工作。

第二步，依托专家委员会，以
学科为基础，确定遴选认定标准，
产生拟建设高校名单及拟建设学
科。具体分为三个环节：综合考虑
有关第三方评价的权威性、影响力
及高校认可度，论证确定采用的第
三方评价结果；以中国特色学科评
价为主，特别是反映人才培养和学
科水平的评价，酌情参考国际评
价，统筹考虑国家战略、行业区域
急需、不可替代性等因素，论证形
成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认定标准；根
据认定标准，遴选产生 137所一流
学科建设高校建议名单，随之对应
产生了拟建设学科。

在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建议名单
基础上，综合评价论证提出 42 所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建议。此后，根
据专家委员会的建议，三部委审议
确定“双一流”拟建设高校及拟建
设学科名单。

第三步，确定拟建设高校的建
设方案。

第四步，三部委根据专家委员
会意见，研究确定一流大学、一流
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报国务
院批准。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为
何设立A、B两类？

据介绍，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
遴选，既要体现冲击一流的水平，
也要与我国国情国力相适应；既要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布局，也要与以
往重点建设项目平稳衔接。考虑到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整体建设任务

更重，示范效应更加明显，更需要
提升主动性和积极性，为打破身份
固化、激发建设活力，将一流大学
区分为 A、B 两类。这样做主要是
希望督促所有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加快改革、加快发展，并推动归入
B类的高校正视差距、奋起直追。

在具体工作中，将做到三个同
等，即同等重视、同等建设、同等
评价。

入选“双一流”意味着
什么？

“‘双一流’不搞终身制。”
三部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双一
流”建设以学科为基础，对建设过
程实施动态监测，实行动态管理。
建设过程中，将根据建设高校的建
设方案和自评报告，参考有影响力
的第三方评价，对建设成效进行评
价。根据评价结果等情况，对实施
有力、进展良好、成效明显的，加
大支持力度；对实施不力、进展缓
慢、缺乏实效的，提出警示并减小
支持力度。对于建设过程中出现重
大问题、不再具备建设条件且经警
示整改仍无改善的高校及学科，及
时调整出建设范围。建设期末，将
根据建设高校的建设方案及整体自
评报告，参考有影响力的第三方评
价，对建设成效进行期末评价。根
据期末评价结果等情况，重新确定
下一轮建设范围，有进有出，打破
身份固化，不搞终身制。

三部委有关负责人强调，此次
遴选认定所产生的是“建设”高校
及 “ 建 设 ” 学 科 ， 重 点 在 “ 建
设”，是迈向世界一流的起点，而
不是认定这些学校和学科就是世界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能否成为世
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还要看最终
的建设成效。下一步，“双一流”
建设进入新阶段，重心将从遴选建
设高校和建设学科转换到有效推进
实施上来，建设高校将从凝练学科
方向、编制建设方案转化到全面落
实上来。

如何选出？因何而设？意味什么？
——三部委有关负责人解读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

据新华社北京 9月 21日
电 （记者胡浩） 教育部、财
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21 日
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
科 （简称“双一流”） 建设
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双一
流”建设进入实施操作阶段。

根据三部委 《关于公布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
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
知》，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共计
42 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95
所。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中，A
类 高 校 36 所 ， 包 括 北 京 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
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
京 理 工 大 学 、 中 国 农 业 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
族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
学、大连理工大学、吉林大
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复旦
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
大 学 、 东 南 大 学 、 浙 江 大
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厦
门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海
洋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
技大学、中南大学、中山大
学、华南理工大学、四川大
学、重庆大学、电子科技大
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
业大学、兰州大学、国防科
技大学；B 类高校 6 所，包括
东北大学、郑州大学、湖南
大学、云南大学、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新疆大学。

42所一流大学
建设高校名单

9 月 21 日，G1 次“复兴号”
列车驶出北京南站。

9月21日9时整，G1次中国标
准动车组“复兴号”驶出北京南
站，瞬间提速。历经4小时28分的
飞驰，抵达上海虹桥站。

其疾如风！一路上，“复兴
号”最高时速达到 355 公里。350
公里时速的正式运营，标志着我国
成为世界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
国家。 （新华社发）

时速350公里高铁正式运营

北京到上海
4小时28分

据新华社北京 9月 21日电
（记者孔祥鑫） 记者 21 日从北京
市 住 建 委 组 织 的 保 障 房 项 目

“ 工 地 开 放 日 ” 活 动 上 获 悉 ，
由北京市保障房投资建设中心
建设的郭公庄一期公租房，是
北京第一个推行开放街区的公
租 房 小 区 ， 可 提 供 房 源 1418
套，2016 年 11 月进行了摇号预
分配，计划今年年底前竣工入
住。

2016年 2月印发的 《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

市 规 划 建 设 管 理 工 作 的 若 干 意
见》 提出，我国新建住宅要推广
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
小区。

北京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推行街区制，有利于改善城市
交通微循环，促进道路通畅，减少
大型城市的交通拥堵。开放街区打
破了传统封闭社区对城市的分割，
能有效促进绿地、广场、市政设
施、公共服务设施等城市公共资源
的共享，提供更多公共空间，打造
和谐宜居社区。

原则上不再建封闭住宅小区

北京首次推行开放街区

本报讯 （记者于明龙） 以
“一带一路·中国梦”为主题的
第十九届中国舟山国际沙雕节 9
月 20 日 在 舟 山 朱 家 尖 南 沙 开
园，一年一度的舟山国际沙雕盛
会再度启动。

每年一个主题的沙雕节始于
1999 年。每逢金秋时节，来自
世界各地的沙雕爱好者都会把
当届主题用沙子堆砌出来，吸
引数十万中外游客前来，观摩
沙雕作品、品味沙雕文化、领略
海岛风情。由此舟山朱家尖已成
为名副其实的“沙雕故乡、度假
天堂”。

今年的第十九届中国舟山国
际沙雕节主题为“一带一路·中
国梦”。来自中国、俄罗斯、荷

兰、比利时、捷克、加拿大等 6个
国家的 30 余名沙雕大师用近 20 天
的时间，创作完成了主题沙雕、中
国梦、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经济带等4个板块60余座
沙雕。

为使沙雕作品更具观赏效果，
进一步突破沙雕的静态局限，将沙
雕产业化项目融入沙雕区域内，让
旅客们能欣赏到一场“亦动亦静”
的视觉盛宴。比如在沙雕烽火台上
设置休闲吧等，游客边休息，边品
味咖啡，听涛声，赏沙雕，亦有一
番意境。首次引入的沙雕小火车，
则可以让游客坐着小火车游览“丝
路沿线国家”。

本届沙雕节作品将持续展示至
明年5月。

舟山国际沙雕节开园

据新华社首尔 9月 21日电
（记者姚琪琳 耿学鹏） 韩国政
府 21 日宣布，将通过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向朝
鲜提供价值 800 万美元的人道援
助。

韩国决定向朝鲜提供人道援助

据新华社北京 9月 21日电
（记者高敬）《关于深化环境监测
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意
见》 21 日正式对外公布。意见
提出，要坚决防范地方和部门不
当干预。研究制定防范和惩治领
导干部干预环境监测活动的管理
办法，重点解决地方党政领导干
部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利用职务
影响，指使篡改、伪造环境监测
数据等问题。

根据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的
《关于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
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意见》，到
2020 年，全面建立环境监测数
据质量保障责任体系，健全环境

监测质量管理制度，建立环境监测
数据弄虚作假防范和惩治机制，实
现两个“确保”，即确保环境监测
机构和人员独立公正开展工作，确
保环境监测数据全面、准确、客
观、真实。

对于环境监测机构的数据质量
责任，意见提出建立“谁出数谁负
责、谁签字谁负责”的责任追溯制
度。采样与分析人员、审核与授权
签字人分别对原始监测数据、监测
报告的真实性终身负责。

意见还提出严厉惩处环境监测
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并要求大力推
进部门环境监测协作、加快提高环
境监测质量监管能力等。

《关于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
数据质量的意见》公布

我国将为领导干部
干预环境监测戴上“紧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