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研大讨论各专题讨论议题汇总 

专题一：“十四五”重大战略布局与重点任务研究 

1.如何更好地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体现浙大作为； 

2.如何更好地对接国家面向 2035 重大科技任务； 

3.学校“十四五”重大科技战略布局研究； 

4.学校“十四五”科技发展重点改革任务研究； 

5.未来重大领域的前瞻性谋划布局。 

专题二：七大学部联动与学科群发展研究 

1.探索学科板块和学科群联动攻关的运行机制； 

2.完善有利于学科板块和学科群联动发展的评价体系； 

3.多学科交叉卓越人才培养模式； 

4.学科板块和学科群联动发展的组织模式； 

5.学科板块和学科群联动引导基金的可行性。 

专题三：科研创新范式转型与科研组织模式改革 

1. 如何引导科研活动，形成契合国家科研环境和国际

发展趋势的科研创新范式； 

2. 如何改革科研组织模式，形成引领全国的“浙大方案”； 

3. 如何打破体制机制壁垒，探索形成新的科研业务管

理模式。 

专题四：基础研究组织体系改革与交叉融合创新机制探索 

1.以问题为导向，凝练前沿基础研究优势方向与团队，

提升国家基础研究重大任务承载能力，培育基础研究各梯队



创新团队，拓展基础研究多元化支持渠道； 

2.面向国家“十四五”科技规划与中长期发展纲要，聚焦

颠覆性创新研究，进一步凝练校内前沿研究发展规划，与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并轨； 

3.打造具有浙江大学特色的交叉研究路径，搭建各交叉

融合平台，组建交叉创新团队，稳步推进创新 2030 学科会聚

计划建设； 

4.推进基础研究学术特区建设，打造我校基础前沿领域

最具代表性的学术高峰； 

5.进一步完善基础研究及跨学科评价体系，构建适合基

础研究特点长周期考评机制，建立更为科学、灵活、多样的

交叉研究评价机制和成果认定机制。 

专题五：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重大创新平台能力建设 

1.未来关键核心技术的方向、领域、目标及实现路径; 

2.提升重大创新平台服务国家和区域战略需求能力; 

3.重大创新平台的谋划与优化布局、建设与运行保障; 

4.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模式与体制机制创新; 

5.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重大创新平台人才队伍建设; 

6.重大研究与试验设备的可持续高效利用问题。 

专题六：青年人才培养与新型创新团队建设 

1.骨干青年教师的领导能力培养； 

2.高层次人才的后备梯队建设和高层次人才传帮带作



用的发挥； 

3.青年人才的考评机制与成长路径； 

4.新型创新团队的组织模式和支持政策。 

专题七：服务区域创新发展与深化全球开放合作 

1.推进区域和全球创新服务体系战略布局； 

2.深化区域和全球创新服务体系体制机制创新； 

2.1 完善区域和全球创新服务评价体系建设； 

2.2 推进区域和全球创新服务文化建设； 

3.构建区域和全球创新服务体系要素保障研究； 

3.1 推进科研优势对外传播； 

3.2 重大科研平台开放共享； 

3.3 区域和全球创新服务中的法务保障； 

3.4 推进多部门多学科纵横联动。 

专题八：科研成果评价体系建设 

1.如何实行分类评价，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 

2.学校和院系联动的科研成果评价机制； 

3.建立科研评价系列改革委员会； 

4.设立浙大版优秀成果奖。 

5.探讨研发“中国学术综合索引系统”，引领学术评价话

语权。 

专题九：科教协同育人体系建设 

1.突出科学研究的育人功能，会聚多元化科研资源为人



才培养提供支撑，促进科研资源转化为教学资源，推进人才

培养与科技创新的互融发展； 

2.推进学科会聚与科教协同，以大团队、大平台、大项

目支撑高质量培养，重点依托多学科交叉人才培养卓越中心

建设，紧密结合学科会聚研究计划、重大交叉项目、跨学科

研究平台等措施，打破学科壁垒与界限，将高水平的跨学科

研究成果转化为交叉人才培养优势； 

3.促进学科建设与产业互动，布局产学研结合的研究基

地，深化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将区域经济优势、产业

优势转化为学科发展优势，使其反哺于专业学位研究生，实

现研究生培养与产业互动的有机统一； 

4.健全基础研究人才培养机制，建强强基计划，发挥数

理化、文史哲等基础研究对科技创新源头供给和引领作用，

鼓励取得重大开创性的原始创新成果，实现“从 0 到 1”的突

破，加快高层次人才培养。 

专题十：高端智库建设   

1.智库内涵建设与品牌影响力提升； 

2.智库建设与学科发展互动； 

3.智库人才队伍建设与评价体系改革； 

4.智库平台协同联动形成集群效应； 

5.理工农医学科智库建设； 

6.智库建设资源保障与拓展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