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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会会长杜玉波作工作报告。2．学会

副会长张大良主持会议。5．学会副会长、

秘书长姜恩来作财务报告。4．现场表决。

5．理事会现场。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七届理事会第九次会议于11月20日在郑州举行。中国

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出席会议并作工作报告。

学会副会长刘川生、姜斯宪、李元元、王树国、韩进、罗俊、张炜、刘炯天、姜

恩来，监事长孙维杰出席会议，学会副秘书长王小梅参加会议。会议由学会副会长、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原司长张大良主持。

杜玉波从六个方面总结了学会一年来取得的显著成绩。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

一年，学会事业发展于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第七届理事会全体同仁

同心同德，推动学会事业高质量发展。一是坚定信心主动作为，积极应对疫情严

峻考验。二是凝心聚力苦练内功，确立提升治理水平新思路。三是主动求变顺势

而为，探索创新强会新模式。四是精耕细作持续发力，品牌建设创新高。五是围

绕中心聚焦大局，服务能力再提升。六是立足新阶段适应新格局，规划新蓝图。

编制学会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杜玉波指出，2021年学会工作总体思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围绕教育部党

组中心工作，全面实施学会发展战略构想，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坚持问题导向

和目标导向，推动学会产出高质量研究成果、咨询意见，提升学会参与高等教育

治理能力和水平，促进学会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2021年拟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工

作：提高站位，全面加强党的领导t聚焦主业，提升服务国家和高等教育全局能力；

系统谋划，推动学会发展战略构想落实落地；久久为功，持续提升品牌质量；积

极应变，开拓国际交流合作新领域、新形式t规范办会，促进学会事业迈上新台阶；

谋篇布局，编制完成学会“十四五”事业发展规划。

姜恩来作理事会年度财务工作报告。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2020年财务收

入形势严峻，围绕开源节流， “盘活存量资金”的工作思路，力保学会各项J：作

顺利进行。

全体理事审议并通过了理事会E作报告和财务工作报告。张大良就《中国高

等教育学会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202l一2025年)》(征求意见稿)作r说明，

并请各位理事认真审阅，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本次大会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应到代表506人，现场参会代衷

346人，线上参会代表59人，实到代表超过全体代表的2／3，符合((中闺高等教

育学会章程》规定，会议有效。

来自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等教育学会代表列席会议。

与会理事普遍认为，本次理事会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胜利闭幕，“f‘四五”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明确部署之际召开，恰逢其时。会议认真总结学会一

年来的工作成效，扎实部署落实明年工作任务，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

为推进学会事、眦高质量发展规划了新蓝图。会后将认真贯彻落实学会领导讲话精

神，乘势而f：，为学会事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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