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是强基计划？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全国教育
大会精神，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加强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
养，教育部在深入调研、总结高校自
主招生和上海等地高考综合改革试
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出台了《关于
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
试 点 工 作 的 意 见》（也 称“ 强 基 计
划”）。在确保公平公正的前提下，
积极探索多维度考核评价模式，逐
步建立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选拔
培养的有效机制。2020年起，原有
高校自主招生方式不再使用。

强基计划选拔
什么样的人才？

强基计划指导思想和原则是服
务国家战略，招收一批有志向、有兴
趣、有天赋的青年学生进行专门培
养，为国家重大战略领域输送后备
人才。主要选拔有志于服务国家重
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或基础
学科拔尖的学生。

强基计划招生
专业范围有哪些？

强基计划突出基础学科的支撑
引领作用，重点在数学、物理、化学、
生物、力学、基础医学、育种及历史、
哲学、古文字学等相关专业招生。
聚焦高端芯片与软件、智能科技、新
材料、先进制造和国家安全等关键
领域以及国家人才紧缺的人文社会
科学领域。高校会结合自身办学特
色，合理安排招生专业，并建立学科
专业的动态调整机制，根据新形势
要求和招生情况，适时调整强基计
划招生专业。

强基计划
试点院校范围有哪些？

强基计划起步阶段，在部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范围内遴选高校
开展试点。

高校向教育部申请并提交相关专业的招生和人才培养一体化方
案。教育部组织专家综合考虑高校的办学定位、人才培养质量、科研项
目及平台建设情况、招生和人才培养方案等因素，按照“一校一策”的原
则，研究确定强基计划招生高校、专业和规模。

试点高校名单：
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

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
学、大连理工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
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
学、中南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电子科技
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兰州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东北大
学、湖南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强基计划报考流程
3月底至 4月，简章公布，网上报名。
6月，考生参加统一高考。
高考后、7月 4日前，各省（区、市）提供高考成绩；高校确定考核名

单并组织考核。
7月 5日前，高校折算综合成绩，择优录取。

（日程安排如有变动，请以高校公布的最新信息为准）

强基计划的
录取方式是怎样的？

强基计划在保证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探索建立多维度考核评价考
生的招生模式。这里提到了两种模式：

一是高校依据考生的高考成绩，按在各省（区、市）强基计划招生名
额的一定倍数确定参加高校考核的考生名单。考生参加统一高考和高
校考核后，高校将考生高考成绩、高校综合考核结果及综合素质评价情
况等按比例合成考生综合成绩（其中高考成绩所占比例不得低于
85%），根据考生填报志愿，按综合成绩由高到低顺序录取。

二是对于极少数在相关学科领域具有突出才能和表现的考生，高
校制定破格入围高校考核的条件和破格录取的办法、标准，并提前向社
会公布。考生参加统一高考后，由高校组织相关学科领域专家对考生
进行严格考核，达到录取标准的，经高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定，报生
源所在地省级高校招生委员会核准后予以破格录取。破格录取考生的
高考成绩原则上不得低于各省（区、市）本科一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合并录取批次省份应单独划定相应分数线）。

通过强基计划录取
后，高校如何培养？

高校对通过强基计划录取的学生单
独制定培养方案，采取导师制、小班化等
培养模式。建立激励机制，增强学生的荣
誉感和使命感。畅通成长发展通道，对学
业优秀的学生，高校可在免试推荐研究
生、直博、公派留学、奖学金等方面予以优
先安排。探索建立本—硕—博衔接的培
养模式。推进科教协同育人，探索建立结
合重大科研任务的人才培养机制。通过
强基计划录取的学生入校后原则上不得
转到相关学科之外的专业就读。

强基计划和原自主
招生有哪些区别？

“强基计划”是教育部在深入调研、总
结高校自主招生十六年试点经验，充分借
上海等地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成果的基础
上，制定出台的。与以往自主招生相比，
强基计划取消论文、专利等作为入围高校
考核条件的做法，将以往自主招生的“降
分录取”改为“基于统一高考的多维度考
核评价”，按综合成绩重新排序、择优录
取。

对此，教育部高校学生司负责人明确
解释，强基计划和原自主招生计划有五个
方面的区别：

一是选拔定位不同。自主招生主要
选拔“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学生”，
而强基计划主要选拔“有志于服务国家重
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或基础学科
拔尖的学生”。

二是招生专业不同。自主招生未限
定高校招生专业范围；强基计划突出基础
学科的支撑引领作用，重点在数学、物理、
化学、生物及历史、哲学、古文字学等相关
专业安排招生。

三是入围校考的依据不同。自主招
生的入围依据主要是考生的申请材料；强
基计划的入围依据是考生高考成绩，极少
数在相关学科领域具有突出才能和表现
的考生，有关高校可制定破格入围高校考
核的条件和办法，并提前向社会公布。

四是录取方式不同。自主招生采取
降分录取的方式，最低可降至一本线；强
基计划将考生高考成绩（不低于 85%）、高
校综合考核结果和综合素质评价等折算
成综合成绩，从高到低顺序录取，体现对
学生更加全面的考查。

五是培养模式不同。相关高校对自
主招生录取的学生在培养方式上未作特
殊安排；强基计划录取学生将实行小班
化、导师制，并探索本—硕—博衔接的培
养模式，畅通学生成长发展通道，实现招
生培养良性互动。

来源：学习强国

2024年强基计划

报考流程及常见问答
2020年 1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决定自2020年起，

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也称“强基计划”。“强基计划”主要选拔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且综合素质优秀或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聚焦高端芯片与软件、智能科技、新材料、先进制造和国家安全等关键
领域以及国家人才紧缺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重点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力学、基础医学、育种及历史、哲
学、古文字学等相关专业招生。2022年在此前36所强基计划试点高校基础上，增加东北大学、湖南大学、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等三所高校开展强基计划试点，招生规模、专业、考核方式等也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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