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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工作总结 

 

2020 年，校学术委员会围绕学校的中心工作，结合学校

学术事务发展的实际，积极发挥教授治学作用，在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术评价和学风建设等事项上，公平、

公开、公正地履行职责，促进学校科学发展。 由于疫情影

响，本年度仅召开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 2次，线上会议 2次，

受理审议议题 9 项。现将 2020 年度运行和履职情况报告如

下： 

一、审议学校学科发展事项，推动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 

1.听取人事处董玮处长关于提请审定陈刚等 4 人为我校

客座教授的报告。为加强我校学科队伍建设，促进学术与研

究活动的对外交流，公安学院提出聘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陈

刚教授，新闻传播学员提出聘请北京邮电大学曾静平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杨琳教授、西北大学韩隽教授为我校客座教授。

人事处研究认为符合我校客座教授选聘办法的规定，提请学

术委员会进行评定。经审议，同意聘请陈刚、曾静平、杨琳、

韩隽为我校客座教授。 

2.听取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宁卫立副处长关于我校

更换、新增学科首席专家、学科带头人的报告。因年龄，张

周志教授、王周户教授不再担任所在学科带头人，需要增补。



我校设置了人权法学、国家安全法学、监察法学交叉学科，

需确立学科带头人。经学院推荐，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审

查，推荐山小琪教授担任哲学一级学科带头人、姬亚平教授

担任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二级学科带头人、钱锦宇教授担任人

权法学学科带头人、杨宗科教授担任国家安全法学学科带头

人、褚宸舸教授担任监察法学学科带头人，王周户教授担任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首席专家。经审议，通过发展规划与学科

建设处推荐人选名单。 

在讨论过程中，有委员就学科建设提出如下建议，供学

校决策参考：学科带头人和首席专家遴选中，要平衡好学科

建设与行政管理的关系，处理好学科带头人和学院院长的关

系，避免落实过程中出现行政化倾向；应将所有符合条件的

学科带头人和首席专家人选上报学术委员会进行评选，以确

保优秀学术人才当选，而不是仅由学术委员会审议通过推荐

名单；平衡好法学学科和法外学科的协调发展，建议设置法

外学科二级学科带头人和首席专家岗位。 

3.听取研究生院杨华副院长关于提请审议《西北政法大

学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聘任与考核办法》的报告。为增强博

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责任感，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研究生

院结合教育部规定制定了《西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指导教

师聘任与考核办法》。委员们对办法中导师的年龄限制、学

术能力评价标准、学术成果考核方法等进行了广泛讨论，建



议研究生院进一步修改完善。 

听取科研处李瑰华处长关于提请认定我校某些纵向科

研项目级别的报告。科研处为优化我校科研资源模式、激发

教师从事科研工作的动力，对我校现行的社科项目级别通过

制度提出三点建议。经审议，最后认为对科研处所提建议需

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二、积极履行学术评价职责，充分发挥教授治学作用 

1.听取科研处李瑰华处长关于提请我校某些纵向科研

项目级别认定的报告。为优化我校科研资源模式、激发教师

从事科研工作的动力，结合我校项目申报和立项情况，对我

校现行的社科项目级别认定提出三点修改建议。经审议，原

则通过项目认定的报告，建议作进一步的完善。 

2.听取科研处李瑰华处长关于提请评选第二届“满天星

学术贡献奖”人选的报告。参会委员按照《西北政法大学“满

天星学术贡献奖”评审办法》，对刘进田等四位候选人的申

报材料进行审议后，最终投票认定刘进田、何柏生为第二届

“满天星学术贡献奖”获得者。 

3.听取科研处李瑰华处长关于提请推荐我校申报陕西省

教育厅 2011 协同创新中心的报告。我校共申报四项：（1）

航空法治现代化协同创新中心，牵头人王瀚教授；（2）枫桥

经验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牵头人汪世荣教授；（3）新

时代西北边疆治理与社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牵头人宋海彬



教授；（4）西北地区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协同创新研究中心，

牵头人舒洪水教授。按照教育厅通知要求，我校可推荐上报

两项。会议听取了前述四个拟申报协同创新中心的情况汇报，

经投票推荐“航空法治现代化协同创新中心”“枫桥经验与

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申报陕西省教育厅 2011 协同创新

中心。 

4.线上审议科研处关于申报陕西省高校青年创新团队

材料。2020 年度共有宋海彬、彭涛、马成、袁震四个校级青

年创新团队申报陕西高校青年创新团队，经校学术委员会委

员线上审议申报材料后，同意推荐宋海彬等四个团队申报陕

西高校青年创新团队。 

5.线上审议科研处关于推荐我校三名教师参加陕西省

青年科技新星评选的报告。科研处严格按照申报要求拟定罗

岭、刘红艳、杨洁等三人为我校 2021 年度陕西省青年科技

新星候选人。经学术委员会委员评议，一致同意推荐罗岭等

三人参加陕西省青年科技新星评选工作。经省上主管部门评

审，杨洁被评定为陕西省青年科技新星。 

三、强化学术委员会自身建设，不断优化学术风气 

结合学术委员会会议议题的具体情况，穿插安排集体学

习《西北政法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西北政法大学学术委

员会议规则》等重要文件，强调会议纪律。增强委员履职能

力和水平。 



2020 年 11 月 16 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了

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中的指导地位。习近平

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理论创新重大成

果，是引领法治中国建设的思想旗帜，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

本遵循和行动指南。2020 年 11 月 24 日，学术委员会专门召

开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座谈会。主任委员韩松教授领学了中

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新闻通稿、陈一新：《学深悟透习

近平法治思想，做到“八个深刻把握”，达到“五个成效”》。

刘进田、汪世荣等教授进行了交流发言。 

2020 年 11 月，校学术委员会学术道德建设专门委员会

召开专门会议，会议听取科研处处长李瑰华有关学术不端行

为、学风道德建设工作的汇报。委员们建议科研处要加强师

生学术规范培训力度，进一步强化学术道德建设工作，不断

优化我校学术风气，科研处计划 2021 年开展有关规范学术

道德相关讲座，强化规范教育。 

作为校内最高学术权力机构，学术委员会运行规范有序，

各位委员认真履行职责，在学校学术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的一年，学术委员会继续围绕学校“双一流”建设目标，

以服务博士点申报和第五轮学科评估为工作重点，进一步提

升会议效能，群策群力，攻坚克难，推动学校学术事业再上

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