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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新一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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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受理审议议题 18 项，召开学术委

员会全体会议 7 次。现将 2019 年度校学术委员会运行和履职情况总

结报告如下： 

一、审议学校学科发展事项，推动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 

1.听取了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王政勋处长关于提请审议学科

首席专家和学科带头人遴选工作的报告。报告提请校学术委员会对赵

馥洁等 8位首席专家人选和杨宗科等 22位学科带头人人选进行审议。

会议同意学校聘任赵馥洁等 8 位教授为首席专家，杨宗科等 22 位教

授为学科带头人。 

2.听取了人事处董玮处长关于提请审议聘任李建伟等 4 人为我

校客座教授的报告。为加强我校学科队伍建设、提高科研创新能力，

经济法学院、新闻传播学院、人事处研究提出聘请中国政法大学李建

伟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徐涤宇教授、北京大学薛军教授、安徽日

报社许根宏高级记者为我校客座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审议同意聘请李

建伟、徐涤宇、薛军、许根宏四人为我校客座教授。 

3.评审人事处提交的我校第三批“长安学者”、“长安青年学者”

人选。根据《西北政法大学“长安学者”“长安青年学者”特聘岗位设

置与管理办法》规定，各单位初审、推荐、鉴定后，确定韩松、孙昊

亮、汪世荣、王政勋、杨建军、王胜利、张荣刚、闫晓君、付玉明符



合“长安学者”特聘岗位申报条件人员；徐梅、陈小勇、尚海洋、袁

震、曹燕、褚宸舸、张超汉、吕江符合“长安青年学者”特聘岗位申

报条件人员。其中首次申报人员需要进行学术答辩，校学术委员会对

候选人的学术水平、学术作风进行考察后，投票同意韩松等 9 人成为

我校第三批“长安学者”人选；同意徐梅等 9人成为我校第三批“长

安青年学者”。 

4.听取研究生院孙昊亮院长关于提请审议硕士生导师组组长调整

及遴选新增硕士研究生导师情况的报告。报告介绍了新增硕士研究生

导师人员所在专业情况和我校遴选硕士生导师的基本情况，拟调整李

明、郭明俊、曹燕为研究生导师组组长，拟新增张超汉、刘学文等 27

人为硕士研究生导师。经学术委员会审议并投票，同意李明、郭明

俊、曹燕为导师组组长，同意张超汉等 27人新增为硕士研究生导师。 

5.评审人事处提交的陕西省高校第三批“青年杰出人才支持计

划”推荐人选。人事处提请校学术委员会对彭瑞花等 14名候选人学术

水平进行审查，并评审我校第三批陕西省普通高校“青年杰出人才支

持计划”推荐人选。校学术委员会对 14名候选人的答辩进行点评和资

格审查后，经三轮投票通过郑文、李智福、刘红艳、郝佳、薛亮、井

凯迪、刘学文、蒋围、彭瑞花、丁雨此十人成为我校“青年杰出人才

支持计划”人选。 

二、审议和优化科研管理制度，提升科研创新能力 

1.听取科研处李瑰华处长关于提请审议修订《西北政法大学横

向科研项目管理办法》（修订稿）的报告。为进一步贯彻中省有关优

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的文件精神，提升广大教师承担横向科研

项目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拟删除《西北政法大学横向科研项目管理办



法》中第 18条有关提取 5%科研管理费的规定。经审议，学术委员会

委员一致同意删除。 

2.听取科研处李瑰华处长关于提请审议修订《西北政法大学科研

成果奖励办法》（修订稿）的报告。报告介绍了修订的必要性、修订过

程和修订的主要内容，并通报了 B、C类中文社科核心期刊目录调整方

案。修订内容主要涉及：SCI、SSCI、A&HCI、EI 等期刊论文、智库

类成果、著作类成果、报纸刊载论文的认定奖励；对获得科研成果

奖的奖励；缩小 C类成果与 D1类科研成果奖金差距等。经讨论，委

员们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建议结合所提意见作进一步修

改完善。 

3.听取科研处李瑰华处长关于提请审议《西北政法大学科研机

构管理办法》（草案稿）的报告。为加强我校科研机构建设、规范

科研机构管理，提高科研创新能力，科研处起草了《西北政法大学

科研机构管理办法》（草案稿）。经审议，学术委员会委员就科研

机构考核标准、管理经费等方面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建议结合

所提意见作进一步修改完善。 

4.听取科研处李瑰华处长关于提请审议《西北政法大学校级青

年科研项目管理办法》（草案稿）的报告。为进一步提升我校青年教

师的科研积极性与科研能力，拟恢复校级科研项目并制定了《西北政

法大学校级青年科研项目管理办法》（草案稿）。经审议，学术委员

会委员表示支持，并对资助项目数、奖励标准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可适当放宽条件，对青年教师人才的培养提供更大支持。 

5.听取科研处李瑰华处长关于提请审议《西北政法大学学术著

作出版基金资助管理办法》（草案稿）的报告。报告介绍了我校现



行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修订的思路和主要内

容。经审议，委员们对《西北政法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管理办

法》（草案稿）表示支持，并建议对考核时间及考核标准再作斟酌。 

6.听取研究生院孙昊亮院长关于提请审议《西北政法大学研究

生科研创新项目管理办法》（草案稿）的报告。为鼓励研究生积极开

展科学研究，为富有潜力的研究生打造优质的研究平台，研究生院

制定《西北政法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管理办法》。经讨论，委员

们对研究生创新项目管理中经费使用、项目奖励与学术道德作风方

面提出建议，建议对部分规定再作修改完善。 

7.听取研究生院孙昊亮院长关于提请审议《西北政法大学研究

生科研成果奖励办法》（草案稿）的报告。为鼓励研究生积极投身科

研活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和高层次学术型人才，研究生院根据我

校研究生教育工作实际情况制定《西北政法大学研究生科研成果奖

励办法》。经讨论，委员们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建议结合

所提意见对修订稿做进一步完善。 

三、积极履行学术评价职责，充分发挥教授治学作用 

1.评审科研处提交的 2019年度高校人文社科奖申报推荐成果。通

过科研处形式审核的成果共 59项，其中著作类成果 23项，论文类成

果 33项，调研报告类成果 3项。经学术委员会对申报材料和申报条件

进行评议讨论后，同意推荐全部 59项科研成果参评陕西高等学校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推荐至教育厅有 30项成果获奖。 

2.评审科研处提交的我校 2019年度陕西省高校青年创新团队申

报推荐团队。“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创新团队”带头人邱昭继、“先秦法

家思想与秦文化的当代价值创新团队”带头人钱锦宇 、“大数据时代



西北地区社会治理中的刑事法治创新团队”参加人谭堃分别代表各自

团队从团队组成人员、任务目标、研究计划、管理运行机制等方面分

别作了汇报。学术委员会委员对计划任务书进行了深入讨论，指出了

存在的不足，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具体修改意见和建议。学术委员会要

求各个团队参考学术委员会委员的建议，对各自团队的建设任务书进

行认真修改完善，经学术委员会秘书处审核后上报。 

3.评审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提交的我校 2019年度法学学科资助

出版著作。本次法学学科拟资助出版系列学术著作共 13项，分别是：

《立法法理学研究》（朱继萍）、《法律事实的解释》（杨建军）、《刑事

诉讼视野下的刑法建构》（陈京春）、《法治国时代的刑事执行与犯罪处

遇新探索》（冯卫国）、《刑法诠释学：刑法解释的方法论序说》（付玉

明）、《商事行为制度研究》（程淑娟）、《事实与规范双重视角下的人及

其对物的支配》（张翔）、《农民土地权利论》（袁震）、《吸毒管控法治

论》（褚宸舸）、《非传统安全领域中恐怖主义与食品安全犯罪研究》

（舒洪水）、《幸福生活与良法善治——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与

逻辑》（钱锦宇）、《从司法的技术关照到司法治理的展开——法律方法

的司法实践》（王国龙）、《地方金融法制研究》（强力）；经审议，委员

们一致通过资助出版该 13项学术著作。 

4.评审科研处提交的陕西省教育厅 2020 年度一般专项项目（人

文社科类）。经委员们对项目材料评审及两轮共五次投票，学术委员

会通过《唐律对古代日本的影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法治文化建

设及其经验启示研究》、《陕西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研

究》、《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电子数据取证规则研究》、《陕西省服刑人员

未成年子女权益保障与犯罪预防问题研究》、《网络众包模式下陕西省



高端装备制造业开放式创新研究》、《国际传播视角下西安城市品牌战

略研究与城市形象提升话语策略》、《临空经济发展模式及经济效应评

价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视域下我国网络主权的法律问题研究》、《CEO

解释水平对组织危机回应策略选择的影响机制研究》、《新时代西部乡

村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机制的社会学研究》、《预算监督过程中的宪法控

制》成为我校申报教育厅 2020年人文社科专项项目。 

四、建言学校全局战略，促进学校事业发展 

作为校内最高学术权力机构，学术委员会认真履行其在学校学

术事务中的职责，各位委员积极参加学校学科评估工作会议、二级

管理工作会议等关乎学校事业发展的各类重要会议，在学科、专业

建设，教师队伍建设，人才选拔及培养，科学研究等学术事务中充

分行使了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职权，发挥了学术委员会学术

权力，有效促进了学校学术发展。 

 

 

西北政法大学学术委员会 

2019年 12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