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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党字〔2023〕88号

为适应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形势与要求，统筹和整合学科资

源，打破学科发展壁垒，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激发学术组织活力，

不断提升人才培养、学术团队、科研创新“三位一体”内涵发展

能力，加快硕士学位授权单位立项建设步伐，增强学校综合实力

和核心竞争力，探索全面深化改革新机制和新模式，特制定本方

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高

等教育分类发展的战略机遇，紧紧围绕建设高水平应用技术类型

本科高校的目标，紧密结合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需求，

立足学校办学实际，遵循学术发展规律，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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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以学科建设为核心，以内涵建设为主线，以体制机制创新为

着力点，探索学术机构组织运行新模式，完善学科交叉融合新机

制，构建学科交叉融合、学术协同创新、人才联合培养的一体化

学科建设新模式。

二、基本原则

（一）有利于发挥学科融合优势。以学科建设和硕士点培育

为核心搭建创新平台，按优势学科群、优势专业群组建学部，从

根本上打破原有学科之间的壁垒，促进学科交叉和融合，形成“拳

头效应”，发挥学科综合优势，更好地服务区域发展战略。

（二）有利于实现资源整合优化。学部改革首要任务是在学

部内形成根据学术发展需要，人力资源自由组合的宽松环境。做

好学部内财力、信息资源、仪器设备等资源共享共建,为教师开

展跨学院、跨学科的研究工作提供资源支撑和服务。创造学科发

展新契机，形成学科建设集群优势。

（三）有利于激发教师科研活力。学部有利于激发基层组织

和教师的创新活力，以综合性科研任务为纽带，凝聚学部内科研

资源，组成科研群组，利用人才汇聚、学科综合交叉的优势，提

高科研的整体效益和水平。

（四）有利于推进创新人才培养。在科学技术高度综合化、

社会系统日益复杂化的形势下，学部制改革有利于推进跨学科教

学，整合教育教学资源，改革人才培养机制，实现按学科大类培

养拔尖创新人才。

三、学部设置及职能

学部是学校学术分类管理和教授治学的重要组织形式，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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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领域发挥学术“规划、咨询、评议、协调”的作用。学部作

为开放式跨学科组织形态，受学校委托组织协调本学部的学术事

务。

（一）学部设置

1.学部设立。全校规划建设六大学部，包括：理学部、教育

学部、医学部、经济管理学部、工学部、人文艺术学部。

2.学部组织架构。实行“一部多院”制，即一个学部对应协

调多个学院。

3.学部组成。各学部成立学部委员会，设主任 1 名，委员若

干名。主任、委员实行任期制，一届 3 年，可以连任。各学部自

主设置办公室，配置兼职秘书 1 人，负责处理学部日常事务。

4.学部部务会议制度。学部部务会议由学部主任召集并主

持，讨论决定学部重要事项，原则上每 1-2 个季度召开一次，特

殊情况可以由学部主任动议，随时召开。部务会议议事规则由各

学部研究确定并认真执行。

5.学部设学术委员会。作为校学术委员会的分支机构，负责

学部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指导、科学研究、学术道德

等工作，承担相关领域的学术职责。

6.学部制下的学院。保持现有学院总体框架和职能，在学科

建设、专业建设、科学研究等方面接受学部的协调指导。

（二）学部职能

1.人才培养。根据学校人才培养整体规划，审核学院提出的

专业设置与调整方案，推动大类培养教学改革，审核确定本学部

学生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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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术规划。制定本学部发展规划，以学术为中心制定学科

建设、科学研究发展规划，审定下辖各学院学术发展规划。

3.学术评价。制定本学部学科领域内的学术评价标准和师资

评价标准，提出专业技术职务和岗位评聘推荐意见，认定学术相

关问题。

4.师资发展。组织协调下辖各学院制定人才规划和年度进人

计划，审核报批人才引进项目，推进学部内教学和科研师资队伍

建设。

5.平台建设。整合相关资源，凝练研究方向，搭建学科综合

交叉平台，统筹学部层面的重大科研项目，推进跨学院科研平台

建设。

四、学部制改革总体安排

（一）学部及组建情况

（见附件 2：新乡学院学部设置方案）

（二）时间安排

8 月底，召开全校学部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完成学部组建工

作。

五、学部制改革工作要求

学部制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政策性强、专业性高、

牵涉面广，事关学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为贯彻落实学校改革部

署，工作中要把握以下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学部要在校党委、行政的具体指导

下，结合学部实际，充分发挥干部教师的智慧和力量，大胆创新，

积极探索，深化改革，力求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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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思想认识。全校上下要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实施

学部制改革的重要意义，充分认识推进学部制改革的目标任务，

充分认识学部制改革的方法步骤，形成共识，进一步增强责任感

和使命感，以改革创新精神积极支持和参与改革。

（三）强化责任落实。各学部正式成立后，要做好学部的整

体规划，加强战略资源整合和优化重组。理顺学部与学院的关系、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完善学部运行机制，增强自主发展

能力，保证教学与科研的顺利开展，确保改革顺利实施。

（四）强化条件保障。发展规划处要会同组织部、人事处、

教务处、科研处、研究生处、财务处、国有资产管理处、后勤管

理处、实验实训中心等相关部门，加强协调配合，继续做好学部

运行的跟踪研究和政策保障工作，完善管理机制，健全相关政策

措施，实现学部的科学管理与有效运行。

附件：1.新乡学院各学部委员会第一届委员组成

2.新乡学院学部设置方案

中共新乡学院委员会

2023 年 8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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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一、理学部

主任：尹新明

委员：张艳芳（生命科学与基础医学学院）

周建伟（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河南省光电催化材料

与微纳应用技术院士工作站）

赵国喜（数学与统计学院）

常国锋（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孙国鹏（动物疫病分子诊断河南省工程实验室）

秘书：王书丽

二、教育学部

主任：宋 伟

委员：牛长海（教育科学学院、中小学教师校长研修院）

李艳叶（外国语学院）

李永刚（体育学院）

汪如磊（马克思主义学院）

秘书：张 婕

三、医学部

主任：王天云

委员：徐绍红（药学院）

王新科（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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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新（护理学院）

徐 彦（纳米碳修饰膜技术河南省工程实验室）

秘书：夏 然

四、经济管理学部

主任：杨 钧

委员：韩 楠（经济学院）

孙江超（管理学院）

周 斌（商学院）

秘书：李 蛟

五、工学部

主任：李文星

委员：贾 蒙（机电工程学院）

片春媛（3D 打印学院）

茹 蓓（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潘 林（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秘书：连黎明

六、人文艺术学部

主任：李金玉（人文学院）

委员：马东俊（新闻传播学院）

耿 聪（美术学院）

王风雷（音乐学院）

张伟锋（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办公室）

秘书：李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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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序号 学部名称 所辖学院 科研机构

1 理学部

生命科学与基础

医学学院

动物疫病分子诊断

河南省工程实验室

化学与材料工程

学院

河南省光电催化材料与微

纳应用技术院士工作站

数学与统计学院

物理与电子工程

学院

2
教育

学部

教育科学学院 中小学教师校长研修院

外国语学院

体育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3 医学部

药学院
纳米碳修饰膜技术

河南省工程实验室

医学院

护理学院

4
经济管理

学部

经济学院

管理学院

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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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学部

机电工程学院

3D 打印学院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

学院

土木工程与建筑

学院

6
人文艺术

学部

人文学院 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

新闻传播学院

美术学院

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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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新乡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8月 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