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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研究院学术讲座和沙龙组织管理暂行办法 

 

举办学术讲座和沙龙是促进学术交流、创造良好科研氛围、提升

科研品质的重要手段。为规范此类活动、合理使用经费、保证活动质

量和学科整体需要，特制定本法。 

1. 学术讲座 

1.1 定义 

学术讲座是指面向校内外正式发布通知的学术报告、工作坊等活

动。讲座题目应适合于较大的听众面。其主办场所应为至少能容纳

50 人的报告厅或会议室。原则上应发布海报。 

学术讲座主讲人应为特定领域的专家，有较大的学术影响力和良

好的演讲能力，原则上应具备副教授以上职称。能对本学科发展带来

长远影响的优先。 

1.2 举办程序 

本院研究员（含外籍专家）均可推荐学者来我校举办学术讲座。 

① 提出者应填写“举办学术讲座申请表”，提供讲座和主讲人信

息，并给出推荐理由、时间安排和经费预算。 

② 本学科学术委员会代表和行政负责人会商后，将对是否同意

和如何举办给出具体意见（以学术委员会主任、院长/副院长书面签

发的意见为准）。其中，学术委员会负责学术考察，行政负责人负责

经费和时间安排上的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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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对同意举办的讲座活动，推荐人负责专家联络、时间和场地

安排、接待方案确定等事宜，行政办应为其提供必要的帮助。 

④ 推荐人在整个邀请和实施过程中，需负责具体的接待、讲座

主持等，保证受邀专家工作、生活顺利。需要本院协助的，应在筹备

过程中提前告知。行政办应负责讲座现场的录像、拍照、供水、海报

制作和张贴等。 

⑤ 讲座结束后，推荐人应负责撰写活动报道，提供给行政办发

布和存档。行政办负责整理录像、图片资料，归类存档。 

2. 学术沙龙 

2.1 定义 

学术沙龙是指小范围的研讨活动。研讨题目有较强的针对性，或

者更强调参与者的互动，研讨内容未必是成熟的研究成果。其主讲人

/主持人既可以是学者，也可以是学生。为指导研究生而开办的研讨

也属此类。 

沙龙活动不一定对外发布通知，一般不制作宣传海报，举办场地

以小型会议室为主。 

2.2 举办程序 

本院研究员（含外籍专家）均可提议举办沙龙活动。 

① 以研究院名义举办的沙龙，提议者应向行政负责人提出举办

沙龙活动的建议，并就具体活动时间、方案等做出书面说明（正式申

请、字条或者电子邮件均可）。如需经费支持，还需提交预算方案。

系列沙龙活动，只需在首次举办之前提议和说明一次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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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个人或课题组名义举办的沙龙活动（如个人课题的研讨），如

果不涉及本院经费使用，无须正式申请，只需与行政办协商安排场地、

时间即可。 

② 本学科学术委员会代表和行政负责人会商后，将对是否同意

和如何举办活动给出具体意见（以学术委员会代表、院长/副院长书

面签发的意见为准）。其中，学术委员会代表负责学术考察，行政负

责人负责经费和时间安排上的统筹。 

③ 对同意举办的沙龙活动，提议者负责主讲人联络、时间和场

地安排、接待方案确定等事宜，行政办应为其提供必要的帮助。 

④ 提议者人在整个邀请和实施过程中，需负责具体的接待、主

持等。需要本院协助的，应在筹备过程中提前告知。行政办应负责现

场拍照、供水等。 

⑤ 活动结束后，提议者应负责撰写活动报道，提供给行政办发

布和存档。行政办负责整理录像、录音、图片资料，归类存档。 

3. 经费限额及使用 

考虑到各个研究员的方向、学科整体平衡、活动频率等实际情况，

本院对个人提议的、涉及公共经费使用的学术讲座及沙龙活动实行经

费限额管理。 

3.1 个人可支配经费 

每年研究院的各项公共经费明确之后，行政办依据当年经费情况

和总预算拨出学术交流活动总经费，总经费的 70%除以当年在职在岗

研究员人数后，即为当年度个人可支配的学术交流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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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经费包括邀请专家的所有费用（差旅、劳务、宴请、旅游、

礼品等），专款专用，并需符合学校的财务报销制度。 

当年未能使用或有结余的经费，可计入下一年度累积，仍由同一

研究员支配。经费使用总额应以个人可支配额度为上限。如有超出，

由研究员个人负责解决。 

3.2 行政可支配经费 

院学术交流活动总经费中预留的 30%，由行政负责人与学术委员

会协商支配。该经费可用于对个别活动补贴，或者用于举办其他有益

于学院发展的研讨、咨询类活动。 

3.3 基地、中心活动经费 

外语战略研究中心、社会调查中心的经费，需根据各中心的经费

管理办法预留学术交流经费。此类经费只能资助特定方向的活动，其

认定、使用应按照各中心的管理办法进行。这类经费可与 3.1、3.2

规定的经费叠加使用，也可单独使用。 

3.4 系列活动的经费 

为打造团队、培养研究生等目的开办的系列沙龙，应在最初设计

时提出经费预算方案，并拨专款，用于补贴研究员劳务、采买食品、

文具等。这类活动的经费应从学科建设、研究生教育或劳务补贴中分

类支出，原则上不计入学术讲座、沙龙活动的经费总预算中。 

3.5 补充说明 

为鼓励资源整合、方向凝练和相互协作，建议研究方向相关的研

究员尽量联合举办活动。对此类活动，本院在经费补贴上给予政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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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斜。 

为鼓励邀请学术水平高、声望度高、共享度高的专家，本院将尽

量将这类专家推荐给学校科研和学科部门，或者其他院系，争取其他

资助，以节约个人可支配的讲座经费。 

4. 提议人负责制 

    鉴于我院成员均为高素质的研究者，且方向众多、行政人员不足

等情况，本院的学术讲座、沙龙活动实行提议人负责制，即：由提议

活动者负责具体的联络、接待、宣传等方案制定和实施，由其他人协

助实施。具体内容见 1.2、2.2 中的有关说明。 

 

本办法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有关管理办法的补充与细化规则，如与

学校规定和安排有冲突或不一致之处，应按照校级管理办法执行。 

此项工作由主管学科、科研工作的院长/副院长总体协调，由行

政办协调组织。学术委员会负责学术和学科建设方面的内容审定。行

政办负责时间、接待、经费方面的协调。全体成员负责建议和监督。 

本办法经全体大会表决，获得全票通过。具体生效日期为 2012

年 5 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