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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帮你智能刷牙

本报电 据爱活网报道，虽然牙
刷与通信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不断
发展的蓝牙技术已经悄悄爬进了你的
嘴里，之前报道过的欧乐 B 蓝牙牙刷
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以往人类发展
史上，刷牙都是件亲力亲为的事。你有
没有想过让智能手机亲自教你刷牙？
这就是欧乐 B 蓝牙牙刷 SmartSeries
7000的职责。

它的意义在于，通过定制的应用
连接智能手机，让它成为你第二个专
属牙科医生。当你拿起牙刷准备刷牙
时，智能手机就会出现一个计时器，
并且显示一个口腔立体图。刷牙过程
中应用会告诉你对某一特定部位进行
持续清洁。当然，你或你的牙医可以
对时间表进行自定义安排，强化某一
部位的清洁工作。

刷完牙后，应用会自动生成一个
图表，显示刷牙过程中收集的一些信
息。通过这些资料，牙医可以帮助你
改善刷牙方式，并在刷牙过程中实时
指点，确保你获得最有效的刷牙效
果。

这款蓝牙牙刷兼容任何欧乐B刷
头，在尺寸和重量上与其他产品没什
么区别。 （珏 晓）

责编：张保淑 邮箱：beijing2008@people.cn

2014年3月1日 星期六 科教观潮

取消国家重点学科审批 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

教育简政放权“壮士断腕”
张保淑 张 薇

国家重点学科审批，不仅关乎高校办学能力评价，而且涉及学科财政投入分配，历来
为各高校所高度重视。因此，当取消“国家重点学科审批”赫然出现在国务院近日出台的
相关文件中时，人们深切地感到，教育领域内的简政放权进入一个全新阶段。该文件的出
台标志着相关政府部门主动放弃延续了20多年的国家重点学科审批大权，教育改革朝着

“管”、“办”、“评”分离方向迈出重要一步。
在为大刀阔斧的改革举措鼓与呼的同时，我们也需要理性思考此项改革背后的逻辑以

及将由此催生的积极变化，研判简政放权所释放出来的中国高等教育进一步改革发展的空
间，并为此作好充分准备。

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啃硬骨头，教
育领域的简政放权更是如此，只有持
之以恒地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
气，才能不断向前。从这个角度上
说，取消“国家重点学科审批”是一
个里程碑，更是一个新开始。

熊丙奇期待教育简政放权继续深
入推进。在他看来，只有在招生、培
养、学位授予等领域进行更大范围的
简政放权，让大学切实拥有办学自主
权，才能真正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

出的教育管办评分离目标，使教育回
归教育，学术回归学术。

关于教育领域的放权改革，教
育 部 部 长 袁 贵 仁 曾 指 出 有 两 个 方
向，一是使省级政府有更大的教育
统筹权；二是政府向学校放权，扩
大办学自主权特别是高等学校办学
自主权。人们从取消“国家重点学
科审批”这一举措，能够清晰地看
到一股自上而下的改革力量在释放
出日益强大的活力。

1 传统审批管评不分

作为高校学科建设的重要一环，其国家重点学科评估一
直起着风向标的作用，其评价主体和适用标准在一定意义上
决定着高校管理的方向选择。近30年来，我国一直由国家教
育行政部门来具体实施该项职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高等
教育的发展。但是这种由教育主管部门审批确定国家重点学
科的方式具有浓重行政色彩，可能导致背离教育和学科发展
规律的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教育资源分配过程中的权
力寻租的恶果。

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有些大学
为申报成功，罔顾学科建设规律，采取急功近利手段，如高
薪引进所谓领军人才，或者从其他高校挖来某个团队，甚至
采取‘弹性引进’、‘柔性引进’等方式招揽一批院士和海
归，公然违反国家人才引进政策，弄虚作假屡见不鲜。不仅
如此，教育行政部门僵化地用统一标准审批各类型学校的重
点学科，导致学校都追求高大全，失去个性。”

对国家教育行政部门主导审批制度导致的各种扭曲，复旦
大学中国经济研究
中 心 主 任 张 军 指
出，指望重点学科
评定后获得应有的
教育经费支持，从
而获得更好发展，
愿望是好的，但结

果可能事与愿违，获得
的资金很容易被学校挪
用挤占。从根本上来说，
传统审批方式是计划经
济的产物，事倍功半。对
其进行大力改革，是适
应市场经济的必然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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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学科及其审批

国家重点学科是国家根据发展战略与重大需求，择优
确定并重点建设的培养创新人才、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基
地，在高等教育学科体系中居于骨干和引领地位。其作用
是，满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需求，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高层次人才和智力支撑，充分体现
全国各高校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实力和水平。

国家重点学科审批始于1985年。这年5月27日颁布
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为增
强科学研究的能力，培养高质量的专门人才，要改进和
完善研究生培养制度，并且根据同行评议、择优扶植的
原则，有计划地建设一批重点学科。重点学科比较集中
的学校，将自然形成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
心。”原国家教委于1986年在全国高等院校中首次开展重
点学科评选。到目前，共组织过3次重点学科评选。

国家重点学科应具备的
基本条件

学科方向：对推动学科发展、科技
进步，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
和国防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学术队伍：有在所在学科学术造诣
高、有一定国际影响或国内公认的学术
带头人，有结构合理的高水平学术梯队；

人才培养：培养博士生的数量和质
量位居全国同类博士点前列；

科学研究：已形成有较大影响的学术
特色，取得一定数量较高水平的研究成
果，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
献，且承担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
究项目；

条件建设：教学、科研条件居全国
同类学科先进水平，具有较强的与相关
学科相互支撑的能力和获取国内外信息
资料的先进手段；

学术气氛浓厚，国际、国内学术交
流活跃。

教育部对申请国家重点学科的要求

申请学科须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且至少已正式招收
一届博士生，并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申请学科应属“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期间教育部
批复预审的原“211工程”学校中的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的组
成部分。

申请学科在“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期间曾获得省
部级二等奖（含二等奖）以上教学科研奖励。

申请学科为国家或省部级重点实验室、社科研究基
地、工程中心等的重要组成部分。

申请学科所在一级学科已获得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
予权。

我科学家提出建电子对撞机

据新华社电（记者吴晶晶） 被称
为“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粒子发现
后，基础物理学将向何处发展？这是
国际物理学界面临的问题。中国科学
家提出建造下一代环形正负电子对撞
机并适时转为质子对撞机的方案，以
期更深入地揭开“上帝粒子”的奥
秘，从而找到基础物理学未来的方
向。

这是记者近日从中科院高能物理
研究所举行的未来环形正负电子对撞
机研讨会上获悉的。在此前的开幕式
论坛上，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菲尔
兹奖获得者在内的8位世界顶尖物理
学家也对此进行了讨论。

“希格斯粒子发现后，中国获得
了一个机会，就是利用我们成熟的环
形加速器技术可以建造下一代环形正
负电子对撞机。只有研究清楚了希格
斯粒子的性质，才有可能了解粒子物
理未来的方向。”中科院高能物理研
究所所长王贻芳说。

王贻芳说，下一代环形正负电子
对撞机计划能量是目前运行中的北京
正负电子对撞机的 60 倍。从长远来
看，它可以改造为大型质子对撞机，
其能量比正在运行的欧洲核子中心的
大型强子对撞机大7倍。

“金无踪”助力土壤修复

本报电（记者李有军） 在日前召
开的“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应用
技术”科技成果专家评议会上，一款
微生物产品“金无踪”获得评议委员
会一致好评，该产品能改变土壤中重
金属的离子形态，降低其活性，消除
其对农作物的毒害，降低农产品重金
属含量。

经检测，在中轻度污染的稻田土
壤上，“金无踪”对稻米镉含量降低
幅度可达 23%到 57%，达到国家食品
卫生标准，有效解决了部分稻米产区
的镉污染问题。

据介绍，“金无踪”出自广东佛
山金葵子植物营养有限公司。这是一
家集科研、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国家
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设有广
东省土壤重金属微生物修复剂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广东省农业科技创新中
心、佛山市环保与农业生物工程技术
研究开发中心等研发机构，长期从事
环境保护与生物修复研发，自主研究
开发出多项现代生物技术成果，并获
得多项发明专利。

本报电 2月24日，太阳发出很
大的太阳耀斑，美国宇航局太阳动力
学观测站观测到不同波长下的太阳耀
斑，并将其制作成对比图像。

NASA太阳耀斑图像发布

2 改革举措对症下药

教育简政放权小档案

2012年 10月，国务院关于第六批行政审批项目取
消和调整中，涉及教育取消的有3项：高等学校设立、
撤销、调整研究生院审批，中小学国家课程教材编写
核准，举办国际教育展览审批。

2013年1月，根据《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
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和《教育部关于做好高等学校
副教授评审权授予工作的通知》，从2013年起，高等学
校副教授评审权的审批工作由教育部下放到省级人民
政府教育行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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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全面对接市场经济的改革举措，除了需要勇于担当的魄力，还
需要审慎的配套制度安排，既要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又要准确评估和
应对可能出现的新情况。

“国家重点学科审批”取消了，对那些已经获批的现有国家重点学科
该如何处理呢？那些由地方政府主导的不同层级的重点学科如“省重点
学科”审批是否也该取消呢？熊丙奇说，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明确规
定。不过，在他看来，这些毫无疑问都应该“一刀切地彻底取消”，如果
允许已获批的继续维持，那么在新的环境下，已经评上的学科会不当得
利，对别的学校和其他学科就有失公平。与“国家重点学科审批”存在
的问题相比，地方政府主导的重点学科评审制度导致的问题可能更多，
因此其改革也要提上日程。

取消“国家重点学科审批”真正做到在学科建设上简政放权，就意味着
把对高校学科水平的评价让位给真正专业的评价机构如国内外相关专业
协会，由他们的专家团队以专业的视角、科学的标准，站在超脱的位置上，
对各大学的学科打分，获得更加真实客观的评价结果。教育管理机构、受教

育者等就可以根据这些结果，采取相应的政策或者作出自己的选
择。实际上，一些高校早已主动引入诸如基本科学指标数据（ESI，当
今国际普遍用以评价高校、学术机构、国家/地区国际学术水平及影
响力的重要评价指标工具之一）作为衡量本校学科建设的标杆。

熊丙奇强调，改革贵在彻底，否则，学科行政审批的格局就
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教育行政放权改革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他
担心此项审批彻底取消之后还可能出现一个令人忧虑的倾向：用
其它类型的准行政审批来替代已经取消的政策。他说，高校一级
学科评定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进行整体水平评
估，虽然制定了自愿申请参评的原则，强调专业评价，但由于评
估机构的政府背景，评估的权威性由行政授予，实质还是行政评
价。如果出现用一级学科评估来代替重点学科审批，等于换汤不
换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