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高等学校高水平人才交叉培养

“双培计划”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 

京教高〔2015〕6号 

各有关高等学校： 

现将《北京高等学校高水平人才交叉培养“双培计划”实施指导

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学校实际认真贯彻落实，确保计划稳步推

进。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2015年 6 月 2 日 



北京高等学校高水平人才交叉培养“双培计划”实施指导意见 

 

根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高等学校高水平人才交叉

培养计划的通知》（京教高〔2015〕1号）要求，为进一步推进北京

地区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做好北京高等学校

高水平人才交叉培养计划中“双培计划”（以下简称“计划”）实施

工作，结合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和北京市高等教育特点与实际，提出

以下指导意见： 

第一条 “计划”紧密契合国家和北京建设需求，积极深化北京

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推进高校之间交流合作和优质资源共享，创新人

才培养机制，培养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急需的高水平人才。“计划”

由北京市统筹规划，市属高校与在京中央高校（以下简称“央属高

校”）具体共建实施。 

第二条 交流学生主要通过市属高校招生计划定向投放方式产

生。目前主要采用“3+1”和“1+2+1”培养模式，即前 3 学年在央属

高校，第 4 学年在市属高校，或第 1学年和第 4 学年在市属高校，第

2、3学年在央属高校培养。 

第三条 “计划”选取的专业（方向）应为国家与北京市经济社

会发展急需的专业（方向），专业培养应口径适度。市教委根据各高

校学科特点与社会需求，对“计划”中的专业（方向）进行动态调整。 

第四条 专业（方向）建设由央属高校牵头组织，对口市属高校

参与建设。“计划”共建高校双方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急需人才所应



具有的知识、能力与素质，联合相关行业企业，共同制定专业（方向）

的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标准，构建与之相匹配的专业培养计划，包括

专业核心课程体系，实践能力培养体系和素质提升体系，培养基础扎

实、专业过硬、能力突出的高素质人才。 

第五条 “计划”共建高校要从人才培养工作实际出发，共同组

建虚拟教研室，形成由共建高校双方专业负责人、专业教师、中青年

教师、企业导师组成的专业教学团队，共同负责并实施培养计划，包

括课程教学、实践教学、学生指导、质量评价等工作，共享双方优质

教学资源，确保人才培养工作顺利开展。市教委鼓励和支持“计划”

共建高校加大对虚拟教研室、教学团队的支持力度，提高教学团队专

业建设、教学和科研水平。 

第六条 “计划”中央属高校相关部门（教务处）按照与市属高

校共同认可的培养计划，明确两校课程、学分、学时对应关系，指导

学生确定每学期应修最低学分标准，组织教学、课程考核和成绩记载。

每学期向对口市属高校相关部门提供学生按规定所学习课程的纸质

盖章成绩单、电子版成绩单及对应的学分。对口市属高校以学期（学

年）为单位，对学生进行学分认定和毕业生资格审核，为成绩合格学

生颁发毕业证书与学位证书。央属高校为成绩合格学生颁发写实性修

业证明。 

第七条 市属高校根据“计划”专业（方向）、名额以及学习年

限，招收本科生，并按对口央属高校新生入学时限派遣到央属高校。

央属高校负责交流学生的学习、生活、管理等工作。 



市属高校为学籍管理主体单位，对口央属高校为交流学生建立临

时学籍，为教育、教学、教务、临时学籍管理实施单位。交流学生每

学期按照央属高校要求报到注册，央属高校及时将交流学生注册信息

送达市属高校，作为市属高校学籍管理依据。如果发生交流学生未按

照央属高校要求按时报到注册等情况，共建高校应及时沟通解决。 

第八条 央属高校应为“计划”学生建立学期学业预警机制。交

流学生按央属高校学业预警机制执行，央属高校应按学期向市属高校

通报学生的学业预警情况，如交流学生规定时间内因故不能继续在央

属高校学习（例如，未达到央属高校学期学习成绩要求，因身体原因

不能继续在央属高校学习，或需要休学半年以上），共建高校应进行

协商，交流学生回到市属高校继续学习，相应学期成绩要求及学籍管

理按市属高校执行。 

第九条 参加“计划”的交流学生在央属高校学习期间不得转入

央属高校其他专业学习。交流学生可以按照央属高校规定选修其所在

专业以外的课程、修读辅修专业或双学位，所发生费用自理。交流学

生在央属高校应征入伍时，由市属高校按相关要求办理征兵手续，退

役后继续在原央属高校原专业学习。若交流学生入伍退役后不适合在

原央属高校原专业学习，交流学生回到市属高校，按有关文件执行。 

第十条 交流学生参加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由学生所在

市属高校按规定组织开展推免工作，同等条件下，可优先被推荐。央

属高校可优先考虑录取参加“计划”的市属高校学生。 



第十一条 交流学生的国家奖学金名额由市属高校划定，评定由

央属高校完成。双方高校可根据实际情况，为交流学生提供其他专项

奖学金。央属高校学生工作部门定期为市属高校学生工作部门提供学

生在央属高校学习期间的表现和鉴定评语。 

第十二条 交流学生的党、团组织关系应在进入央属高校时转入

央属高校，按照央属高校规定进行管理，由组织关系所在校做好交流

学生党员发展工作。交流学生按照央属高校要求参加党团活动、社团

活动、英语“四六级”考试、学科竞赛、创新创业活动、第二课堂活

动等。交流学生在央属高校学习期间获得一切成果及奖励为双方高校

共同培养成果。 

第十三条 交流学生违纪处理主体单位为市属高校。交流学生在

央属高校期间须遵守央属高校校规校纪。如发生违反校规校纪行为，

央属高校应及时通报市属高校并提出处理意见，双方协商后，做好相

关后续处理工作。对于学生退出计划的情况，不再增补新的学生。 

第十四条 交流学生按市属高校规定向录取高校交纳学费、住宿

费，不需要向央属高校缴纳，其他费用按双方高校协议规定执行。市

属高校负责为家庭困难的交流学生办理国家助学金和助学贷款手续。 

第十五条 交流学生在央属高校学习期间，由央属高校为其办理

临时医疗证，所发生医疗费用按市属高校的规定执行并由市属高校负

责报销。央属高校组织学生办理意外伤害保险，费用自理。如遇意外

伤害，双方学校都应积极进行救助。所发生费用按各自学校的有关规



定，由责任人（单位）、本人承担。需市属高校承担的费用，按市属

高校规定办理。 

第十六条 共建高校要建立校级层面协调领导小组，要由一名校

领导牵头，教务处、学生工作和招生等相关部门、以及相关院系领导

组成。从学校层面协调“计划”的专业建设、教师团队建设、教学运

行、学生管理以及后勤保障等事宜。 

第十七条 共建高校双方教学管理部门要指定专人负责交流学生

教学运行、学生成绩、学籍管理等工作的沟通协调；共建高校双方学

生管理部门要指定专人负责学生思政工作与管理，定期沟通协调交流

学生管理情况；共建高校双方相关院系要指定专人负责协调专业、教

学团队、课程教学工作，指定辅导员和班主任，负责交流学生思想、

学习、身心状况的沟通与管理。 

第十八条 共建高校双方应根据本指导意见在交流学生进入央属

高校学习之前，在“平等互利、职责明晰”原则基础上签订协议书，

约定本指导意见未尽事宜。合作双方宜可根据需要，与学生本人签定

三方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