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学科专业目录将迎重大调整。6月 14日，教育部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新版目录即将印发实施。

文件中提到决定设置“交叉学科”门类，新一轮学科专业目录新增了网络空间安全、集成电路科学

与工程、国家安全学、中医等一批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工程专业学位类别由 1个调整为 8

个，形成了涵盖 14个学科门类、113个一级学科、47个专业学位类别的学科专业目录。另外会上

透露，学科专业目录调整周期由 10年缩短为 5年，放权 32所高水平大学自主设置学科专业，赋予

所有单位学科专业动态调整和二级学科自主设置权限。

2. 2021年度国家级和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名单公布。近日，教育部办公厅下发《关于公布 2021

年度国家级和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的通知》（教高厅函〔2022〕14号），教育部认定了

3730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5069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其中部分农林类高校国家

级入选情况：中国农业大学：（入选 13个国家级，目前共 36个）、华中农业大学（入选 8个国家

级，目前共 31个）、东北农业大学（入选 6个国家级，目前共 24个）、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入选

11个国家级，目前共 23个）、福建农林大学（入选 5个国家级，目前共 23个）、湖南农业大学

（入选 6个国家级，目前共 21个）、安徽农业大学（入选 7个国家级，目前共 17个）、山东农业

大学（入选 2个国家级，目前共 16个）、青岛农业大学（入选 5个国家级，目前共 14个）、浙江

农林大学（入选 3个国家级，目前共 14个）。

3. 2022年最新自然指数公布。近日，自然指数网站更新了 2022年最新的自然指数排名（统计时间

节点为 2021.3.1—2022.2.28）。我校位列省属高校第 8和农林高校第 9。山东高校排名情况（TOP200）：

山东大学（15）、山东师范大学（39）、青岛科技大学（65）、青岛大学（80）、中国海洋大学（8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104）、曲阜师范大学（135）、齐鲁工业大学（139）、聊城大学（149）、

烟台大学（161）、青岛农业大学（172）、山东农业大学（192）、山东第一医科大学（196）；全

国农林高校排名情况：中国农业大学（6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75）、南京农业大学（85）、华

中农业大学（88）、福建农林大学（109）、南京林业大学（115）、华南农业大学（125）、北京

林业大学（159）、青岛农业大学（172）、东北林业大学（188）、山东农业大学（192）。

4. 《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农业农村部令〔2022〕第 4号发布。为了防范和应对外来入侵物种

危害，保障农林牧渔业可持续发展，保护生物多样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6月

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海关总署令 2022年 第 4号《外

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予以公布，自 2022年 8月 1日起施行。

相关链接：http://www.moa.gov.cn/govpublic/KJJYS/202206/t20220615_64025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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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北京大学实行交叉学科招生计划单列。6月 14日，在教育部召开的第四场“教育这十年”“1+1”

系列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龚旗煌表示北大在全国最早成立了交叉学科研究院：区域

与国别研究、临床医学+X、碳中和核心科学与技术、数智化+，促进学科交叉研究。同时，利用学

位授权的自主审核，设置了纳米科学与工程、整合生命科学、数据科学与工程、人工智能、国家安

全学等交叉学科。另一方面，深化体制机制创新，支持不以“署名文章”和“到院项目”进行绩效

考核，成立了交叉学科的学位分会，理顺了交叉学科学位授予的体制机制；实行交叉学科招生计划

单列，保证了交叉学科人才培养规模。

6.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进行院系大调整。6月 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社

会与民族学院、文学院、哲学院、历史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命名重组大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

告厅召开。学校在现有国际关系学院、社会学院等六个学院基础上，按照学科归属或学科关联度，

整合之前未进入科教融合学院的 14个学系及其所属学科，重新组建国际政治经济学院、社会与民

族学院、哲学院、文学院、历史学院和政府管理学院。

7. 华南农业大学与巴西、墨西哥高校合作共建“中文+农业科教发展中心”。6月 15日，在教育部

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的指导和支持下，华南农业大学与墨西哥查平戈自治大学、巴西马托格罗索

联邦大学签约共建中拉“中文+农业科教发展中心”。三方将进一步加强在农学、动物科学、农业

工程、生物多样性等领域的科技合作，为进一步提升中国和拉丁美洲文化和农业合作水平作出更大

的贡献。

8. 哈尔滨工业大学成立现代农业研究院。6月 8日上午，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 扎根黑土服务龙

江”为主题的哈工大现代农业研究院揭牌仪式暨现代农业协同创新大会召开。研究院紧跟国家政策

导向和规划布局，深入调研黑龙江省农业需求和学校技术储备，布局 10个研究方向，已先行启动

智能农机装备、基因编辑生物育种和智慧农业 3个研究方向。会上，由哈尔滨工业大学、省农科院、

北大荒集团、省农投集团等单位共同倡议发起的黑龙江现代农业技术创新联盟（筹）举行发起仪式。

9. 上海交通大学成立海洋碳通量研究中心。6月 11日，上海交通大学海洋碳通量研究中心成立揭

牌仪式暨学术研讨会在线上召开。中心主任由海洋学院院长周朦担任。海洋碳通量研究中心未来将

围绕与碳通量、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相关的基础科学问题，开展海洋方面的物理、化学、生物和地

质过程研究。

10. 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大合作在《Science》发表论文。2022年 6月 17日，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

学卓越创新中心林鸿宣研究团队与上海交通大学林尤舜研究团队合作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科学》

上发表题为 “A genetic module at one locus in rice protects chloroplasts to enhance thermotolerance”

的研究论文。该成果首次揭示了在一个控制水稻抗热复杂数量性状的基因位点（TT3）中存在由两

个拮抗的基因（TT3.1和 TT3.2）组成的遗传模块调控水稻高温抗性的新机制和叶绿体蛋白降解新

机制；同时发现了第一个潜在的作物高温感受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