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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主

办的“清华大学2022年十大新闻评选”活

动日前结束，经网友投票和专家评议，

入选的“清华大学2022年十大新闻”如下

（按照新闻发生时间排序）：

1.支撑服务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2.授予阿根廷总统阿尔韦托·费尔南

德斯名誉教授学衔，主办一系列高水平

国际论坛，持续开展高水平国际交流与

合作，不断提升国际化办学能力和全球

声誉。

3.邱勇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王希勤

任校长。

4 .清华师生荣获“感动中国年度人

物”等重要荣誉。

清华大学 2022 年十大新闻揭晓

5.召开第26次教育工作讨论会，成立

为先书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6 .首次包揽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

（CUBA）男女篮冠军，在高水平体育赛

事上斩获佳绩。

7.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第十五次党员

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8.清华师生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

9.集成电路学院成果入选2022年国内

十大科技新闻，医学院成果入选2021年度

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全年取得多项重要科

研成果。

10.同舟共济度时艰，众志成城战疫情。

2023年2月24日，校长王希勤率队赴

广东省调研。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等与王

希勤一行在广州交流座谈，双方就深化省

校合作，强化教育、科技和人才支撑保障

进行深入交流。

王希勤介绍了清华大学的发展历史及

近年来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

等方面的改革发展情况，并对广东省一直

以来对清华大学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

王希勤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教

育、科技、人才进行统筹谋划一体部署。

清华大学希望全面加强与广东省的合作，

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的

要求，把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

校长王希勤一行赴广东调研  深化省校合作

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更好结合起

来；持续加大人才培养与输送方面的合作

力度，向广东省输送更多优秀人才；合作

建设科技创新载体，共同建设好粤港澳大

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清华大学深圳国

际研究生院等重要合作平台，推动产学研

深度融合，加快优秀科研成果在粤落地转

化，为服务国家战略落地落实、推动广东

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黄坤明代表广东省委省政府感谢清华

大学长期以来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

贡献。他说，当前广东正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推进广东现代化建设、实

现高质量发展，教育、科技、人才是基础

性、战略性支撑。希望与清华大学持续加



今日清华

清华校友通讯8

强校地沟通，共同落实好全面深化战略合

作协议，积极探索产业科技高效结合的新

路径，更好助力广东建设科技创新强省、

制造强省。同时积极开展合作办学和校际

交流，加强学科共建，帮助广东不断提升

高等教育发展质量和水平。欢迎引荐推动

更多清华毕业生来粤创新创业，广东将加

大政策支持力度，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

为各类人才在粤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座谈会后，王希勤听取了粤港澳大湾

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筹建情况汇报，肯定

了国创中心筹建以来所做的工作与进展成

效，并希望国创中心立足新发展阶段，充

分发挥校地两方优势，以基础研究与科技

创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国家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清华大学和广东省委相关部门负责人

参加调研。                                （田姬熔）

2月18日，首届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

治理学术年会在清华大学举行。清华大学

校长王希勤、教育部副部长吴岩、北京市

副市长刘宇辉、学术年会主席团主席江小

涓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纽约大学教授、诺

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等来自

国内外的50余位专家学者在年会上进行了

主题发言和交流。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作

大会总结。

王希勤表示，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

对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

作出战略部署，在此背景下，讨论数字经

济视域下的理论发展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

意义。他代表清华大学发出倡议，希望专

家学者们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要

重视数字技术可能导致的数字鸿沟，防止

数字经济可能带来的马太效应，并将其作

为重要的命题加以关注和研究。他表示，

清华大学将以年会为平台，大力引进数字

经济与数字治理领域的战略科学家，积极

培养学科带头人和中青年学术骨干，以实

际行动提升我国数字经济领域的教学和研

究水平。

首届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治理学术年会
在清华大学举行

吴岩、刘宇辉、江小涓就推进教育数

字化、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及加强

中国数字经济和数字治理学术理论水平的

提升先后作了发言。50余位专家学者共话

数字经济发展和治理领域的学术研究前沿

与学科建设构想，对着力构建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学术平台，促进全球范围研究合

作，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完善数字治

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彭刚在总结讲话中表示，本次年会的

成功举办，标志着中国数字经济学术理论

体系化的建设与高水平的合作共识达到了

全新的高度。清华大学将持续努力将年会

打造成品牌性活动，继续加强对数字治

理领域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长期稳定的支

持，与各发起单位一起，努力为推动我国

数字经济领域的学术创新和学科发展作出

更多贡献。

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

科学院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代表

共400余人出席线下会议。年会还在大会

官网等多个视频平台上同步直播，观看人

次超过10万。                        （公管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