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大学 

“双一流”建设与综合改革政策解读（一） 

（发展规划部分） 

 

一、广西大学办学定位是什么？关于广西大学办学定位

的最终表述，是如何确定的？ 

广西大学的办学定位是“布局合理、特色鲜明的一流综

合性研究型大学”。2016 年 1 月，自治区党委书记彭清华视

察广西大学，对广西大学的办学定位明确确定为上述表述。

一流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是在原有“高水平区域特色研究型大

学”的基础上，增加了“双一流”的含义，比原来的定位有

了进一步拓展和提升，要求更高。 

二、学校“双一流”建设方案中，8 个重点建设一流学

科是如何确定的？ 

“双一流”建设方案中，初次选择土木工程、轻工技术

与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生物学、作物学、应用经济学（中

国-东盟区域发展）、畜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等 8 个一级学

科进行重点建设。上述学科遴选过程如下： 

2015 年下半年，自治区主要领导计划到校视察。学校

拟在自治区领导到校视察时汇报学校的学科建设情况，尤其

是一流学科的建设计划。为此，学校根据现有的重点学科，

初步遴选了土木工程、畜牧学、生物学、应用经济学、生态



学、轻工技术与工程、物理学、材料科学与工程、海洋科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兽医学、电气工程、作物学、机械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植物保护等 16 个作为一流学科备选学

科。 

上述 16 个学科包含我校的国家重点学科、广西优势特

色重点学科，具有博士学位授权点学科，具有国家级科研平

台学科，具有国家级高端人才学科，以我校为第一完成单位

获得省部级科技奖一等奖以上学科。 

16 个备选学科主要来源为：13 个广西优势特色重点学

科（包含了学校的国家重点学科、具有博士学位授权点学科）；

2 个广西重点学科（物理学和材料科学与工程。物理学具有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材料科学与工程具有省部共建国家重点

实验室培育基地，获得广西科技奖特别贡献奖）。另外 1 个

是新设学科（海洋科学，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015 年 9 月 27 日，时任校长赵艳林主持召开一流学科

工作会议，审议、确定了上述备选学科。 

2016 年 10 月，学校结合学科分布情况将拟纳入双一流

备选学科调整为 11 个（土木工程、轻工技术与工程、化学

工程与技术、生物学、作物学、应用经济学、畜牧学、生态

学、材料科学与工程、海洋科学、电气工程），其中工学 5

个，理学 3 个，农学 2 个，经济学 1 个。 

2016 年 12 月 28 日，自治区人民政府黄伟京副主席主



持召开广西大学建设专题会议，研究《建设方案》送审稿，

将备选学科进一步调整为 7个（土木工程、轻工技术与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生物学、作物学、应用经济学、畜牧学），

其中工学 3 个，理学 1 个，农学 2 个，经济学 1 个。 

2017 年 2 月，按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增加

了材料科学与工程为备选学科。即最终的 8 个学科（土木工

程、轻工技术与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生物学、作物学、

应用经济学、畜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其中工学 4 个，

理学 1 个，农学 2 个，经济学 1 个。 

关于双一流重点学科遴选，时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侯建

国同志指示：“广西大学的双一流学科怎么选择？不是广西

大学哪个学科具有优势就建哪个学科，而是国家战略需要和

广西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哪个学科就要建哪个学科。问题导向

和国家地方发展战略需要，是主要的思考逻辑。自治区那么

大的投入，就是要为国家、为广西，通过学科建设投入，急

广西之急，投广西所需。” 

三、目前没有进入一流重点建设学科建设范围的其他学

科，学校打算怎么支持？这些学科应该怎么做才能获得支

持？ 

进入一流重点建设范围的学科与其他学科均是广西大

学学科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宝塔尖和宝塔座

的关系，共同推动广西大学的整体发展。学校除了要建世界



一流学科外，还要建设自治区“双一流”建设方案中的 8 个

学科，也要建设若干支撑学科、基础学科和交叉协同的学科，

从而形成学科基础、学科高原、学科高峰。 

没有进入一流重点建设学科建设范围的其他学科，学校

将以“保基本”为原则，重点在自治区教育厅“强基计划”

资助范围内予以支持。另外，《广西大学推进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建设方案》设置了师资队伍建设、平台建设、公共服

务体系建设等 3 大类项目，25 个子项目。除了重点向一流重

点建设学科倾斜外，有一些子项目是面向全校性的，可以进

行竞争性配置。如师资队伍建设的人才引培、基本科研业务

费，平台建设中的系列教育提升计划、实验实践教学平台、

省部科研平台培育升级与产业化基地、哲学社会科学与智库

建设等。 

没有进入一流重点建设学科需要扎实做好基础建设。在

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争取取

得高水平成果，学校将依贡献引导投入。另外，学校将采取

动态调整的方式建设一流学科。《广西大学推进一流大学和

一流学科建设方案》中的 8 个学科是初次选定的，将根据建

设情况进行动态调整，其他学科都有进入一流学科建设学科

的机会。 

四、学校如何打造“东盟”“海洋”“亚热带”“多民族

文化融合”四大学科建设特色? 



打造“东盟”“海洋”“亚热带”“多民族文化融合”学

科特色，是学校党委经过反复研究总结而来的，这与学校的

所处区位和办学定位密切相关。 

在“东盟”方面，依托中国—东盟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

心和关联学科平台，依托国家“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工

程，开展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相关的政治、经济、安全、

社会、民族、宗教与人文等研究，形成以面向东盟和“一带

一路”开放合作的智库高地和中国-东盟高等教育交流合作

示范基地。 

在“海洋”方面，拓展南海及北部湾岛礁演变、吹填工

程与生态环境中关键科学技术问题研究，在军民融合、海洋

科学与工程、土木工程的协同交叉中形成独树一帜的新领域

新成果，支撑国家“一带一路海上合作设想”、中国（广西）

-东盟海洋经济合作。 

在“亚热带”方面，提升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农、林、动、

生命科学等学科优势及团队水平，加强热带亚热带生物多样

性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在以甘蔗、糖业等广西主要农作物及

加工为主的全产业链关键科学技术问题研究上取得国际水

平的突破。 

在“多民族文化融合”方面，由于广西各民族所处的环

境、文化联系的紧密度、文化变迁的轨迹及政治、经济的相

互关系的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文化系统。通过人文社会关



学科建设，推动广西各民族在保持自己传统的同时和平共存、

交流发展。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方法同样推广到一带一路相

关问题研究中。 

五、综合改革方案中，要求广西大学“建立健全学科管

理体系„„将学科建设的水平与绩效考评挂钩，形成学科专

业设置与预警退出的机制，树立‘产出引导投入’的贡献导

向。”学校的改革设想是什么？ 

以“综合改革”和“双一流”建设为契机，改革学科绩

效评价制度。构建理工、农科、人文社科，以及世界一流、

国内一流、基础支撑的“三类三层”学科体系，以贡献为导

向，采用第三方评价的方式建立分类分层学科评价制度及相

应的淘汰预警和动态调整机制，激发学科发展的内生动力。 

参照《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试行）》（学位【2017】

12 号）、《第四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及有关说明》、学位授权

点合格评估工作等的相关要求，结合学校的宏观需求与学科

的具体发展特点，构建“一科一策，一科一评，全面统筹”

的学科建设模式，营造公平竞争、争创一流的氛围，促进学

科的特色发展与公平出彩。 

六、综合改革方案中，建立学科的设置、培植、评估和

退出机制，实行第三方评价，学校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本

科专业调整的依据和原则是什么？ 

学科专业优化调整的依据和基本原则如下： 



（一）明确学科与学院的关系。学科专业优化要服务研

究型大学的建设目标，结合本次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

估专家组提出的意见，根据学校对学科建设规划思路要求，

原则上一个学院建设 1-2 个一级学科，同一个一级学科不要

跨越多个学院，本科专业设置原则上要有一级学科建设做支

撑。 

（二）注重学科内涵发展。学科专业优化要遵循学科发

展规律，要明确本学科的主流领域，参照《学位授权审核申

请基本条件（试行）》（学位【2017】12 号）、《第四轮学科评

估指标体系及有关说明》、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等的相

关要求开展学科专业优化，制定各一级学科发展规划。 

（三）控制学科总体数量。对水平低、效益不高、在学

科排名中靠后、缺乏一流学科带头人且学科团队结构不合理

的学科，通过整合学科资源，调整到同类或相似研究方向的

学科中，优化学科结构和布局。 

七、各二级机构（学院）发展规划和一级学科发展规划

中，其发展目标、建设任务是如何确定的？ 

“十三五”，学校的重点任务是“综合改革”和“双一

流”建设，要全面贯彻落实教育部批准的《一流学科建设高

校建设方案》和自治区印发的《广西大学综合改革试点方案》

《广西大学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方案》。各二级机

构（学院）的发展规划和一级学科发展规划要按照上述方案



和《广西大学“十三五”发展规划》确定发展目标和建设任

务。一级学科的发展目标要同时结合《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

本条件（试行）》（学位【2017】12 号）、《第四轮学科评估指

标体系及有关说明》的基本要求科学制定学科发展目标。 

八、作为唯一的人文社会科学入选学科，应用经济学一

级学科为什么规定（中国-东盟区域发展）为发展方向？是

如何确定的？是否打算围绕“中国-东盟区域发展”推动全

校人文社科研究特色再凝聚？ 

2016 年自治区主要领导彭清华书记、陈武主席相继视

察学校并召开现场办公会，都强调与东盟的合作、向东盟的

开放和东盟特色。学校党委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部署，

结合学校实际，确定“东盟”为学科特色之一，大力予以凝

练。应用经济学的“中国-东盟区域发展”方向在“东盟”

特色凝练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学校确定以“中国-东盟区域

发展”为应用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向，进一步彰显“东盟”

特色。同时，将围绕“中国-东盟区域发展”推动全校人文

社科研究向“东盟”聚焦，打造鲜明的“东盟”特色。 

九、土木工程和化学工程与技术纳入世界一流学科群建

设，上述学科本来也在 8 个重点建设学科范围内，上述学科

的建设重点会有调整吗？ 

上述二个一级学科和海洋科学一级学科（含中国-东盟

区域发展研究方向）已经整合进入“土木工程与先进材料”



学科群，作为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并报教育部批准。在教育部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建设方案》和自治区《广西大学推进一

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方案》中所确定的重点建设内容都要

予以重点保障和实施，在方案执行期内（2020 年之前）一般

不会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