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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查组提出以下建议：一
是健全公平的选人用人政策
体系。建议教育、组织、人社、
公安、国资等部门加强协同，
落实“非全日制”研究生与全
日制研究生在就业招聘、人才
选录上的平等地位，并建立投
诉和纠纷解决机制。

二是持续完善“非全日

制”研究生招生、培养模式。
针对“非全日制”教育特点，实
行更有针对性的招生选拔、教
学和课程设置方式，增强教育
的包容性，在发放奖学金、参
加学术交流等方面制定平等
的规则，完善高质量的“非全
日制”研究生教育机制。

（据新华社）

近年来，我国平台经
济快速发展，在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平
台企业发展不规范等问
题。

赵志国说，在前期
App专项治理等工作基
础上，工信部在今年7月
启动为期半年的互联网
行业专项整治行动，聚焦
扰乱市场秩序、侵害用户

权益、威胁数据安全、违
反资源和资质管理规定
等四方面进行集中整
治。屏蔽网址链接是本
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问
题之一。

赵志国说，无正当理
由限制网址链接识别、解
析、正常访问，影响了用
户体验，损害了用户权
益，扰乱了竞争秩序。工
信部正按照互联网行业

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安排，
指导相关互联网企业开
展自查整改。同时，也要
求企业能够按照整改要
求，务实推动即时通信屏
蔽网址链接等不同类型
的问题分步骤、分阶段得
到解决。下一步，工信部
将聚焦重点问题，加强行
政指导、加强监督检查、
强化依法处置。

（据新华社）

未享受与全日制研究生同等待遇

部分“非全日制”研究生求职仍受限制
近日，有群众在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反映“非

全日制”研究生在就业中遭遇不平等对待。

根据线索，国务院第八次大督查第十一督查组在广

西壮族自治区发现，“非全日制”研究生遭到不平等对待

的现象的确存在，需要多方共同努力营造平等环境。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
育采用全日制和“非全日制”
教育形式。发展“非全日制”
研究生教育，是促进我国终身
教育发展的重要举措。2016
年，为推进全日制和“非全日
制”研究生教育协调发展，教
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统筹全
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管理工
作的通知》，明确自2017年起，
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由
国家统一下达招生计划，考试
招生执行相同的政策和标准，
培养质量坚持同一要求，学历
学位证书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和
相同效力。

“非全日制”研究生与全
日制研究生学历类型同为普
通高等教育，区别在于，“非全
日制”只是采取了灵活授课时
间，学习方式不同，在考试、录
取、论文、答辩等方面的要求
与全日制研究生完全一致。
正因为“非全日制”更加灵活
的授课时间，受到许多职场人
士青睐。

2020 年 2 月，教育部、
中组部、人社部、公安部、国
资委等五部委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做好非全日制
研究生就业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级公务员招录、事业
单位及国有企业公开招聘
中，对不同教育形式的研究

生提供平等就业机会，不得
设置与职位要求无关的报
考资格条件。

督查组发现，在部分省
份，“非全日制”研究生与全日
制研究生相比，在就业中仍存
在不同待遇：

——部分事业单位、企业
招聘只青睐全日制研究生。
广西某高校“非全日制”研究
生小吴告诉记者，他在求职时
发现不少岗位自己不能报考。

督查组发现，2021年广
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等招
聘公告明确要求“全日制大学
本科及以上”。

同时，来宾市人民医院等
在招聘编外人员公告中明确
要求应聘者须是全日制研究
生。

对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一位处长解释称，
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编制外人
员招聘不需通过上级单位审
核，不在其监管范围内。

——一些地区“非全日
制”研究生待遇不及全日制研
究生。在广西钦州市、北海市
面向全国的招聘公告中，明确
规定一些补贴只给全日制研
究生；桂林市、南宁市、玉林市
则以内部文件的形式，将一些
补贴限制在全日制研究生范
围内。

问题出现有多重因素

督查组认为，造成问题的
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

——部分用人单位不认
可“非全日制”研究生学历“含
金量”。广西某企业负责人告
诉记者，许多高校的全日制和

“非全日制”在录取方式上有
差异，两种研究生的“含金量”
不一样。不少用人单位认为，

“非全日制”研究生在学业水
平上不及全日制研究生。

——有关政策没有规
定。根据2013年财政部、教

育部《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
暂行办法》，国家学业奖学金
范围覆盖全国研究生招生计
划内的全日制研究生，该办法
没有提及“非全日制”研究生
奖学金相关事项。

督查组发现，有高校不给
“非全日制”研究生提供平等
的出国交流机会。例如，某高
校官网上公开的文件显示，对
出国交流资助的要求为，“同
等条件下，优先资助全日制博
士研究生。”

建议多方共同努力营造平等环境

汽车缺“芯”怎么补、5G发展怎样提速？
——工信部回应热点话题

如何化解我国产业基础薄弱问题？怎样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水平和竞争力？全球

汽车芯片短缺，我国产业如何应对？下一步，5G发展怎样提速？在13日国新办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工信部有关负责人一一作出回应。

使产业基础薄弱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
的重要基础。确保重点
领域、重点行业关键时候

“不掉链”，至关重要。
工信部部长肖亚庆

说，要聚焦科技自立自
强，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
和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

工信部总工程师田
玉龙在会上说，要着力实
现“点”上的突破，力争实
现一批重要标志性基础
产品和技术取得工程化

产业化突破；着力增强
“线”上的韧性，既要改造
提升传统产业链，也要打
造好新兴产业链；着力加
快“面”上的升级，把握好
数字化发展、制造业绿色
低碳转型机遇；着力培育

“系统”上的优势，重点实
施产业链供应链生态建
设工程。

工信部明确，继续布
局建设国家和省级制造
业创新中心，实施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工程，着力突

破“卡脖子”技术瓶颈，打
牢核心基础零部件及元
器件、关键基础软件、关
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
艺等基础工作，力争使产
业基础薄弱的问题得到
进一步解决。

同时，工信部还将统
筹“补短板、锻长板”，开
展产业链强链补链行动，
分行业做好产业链供应
链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
不断提高产业链供应链
的稳定性和韧性。

提升汽车芯片供给能力

2020年下半年以来，
全球集成电路制造产能
持续紧张，汽车“缺芯”成
为摆在全球汽车厂商面
前的难题。

田玉龙说，全球疫情
持续使得芯片制造企业
普遍放缓产能扩充计划，
疫情的反复也迫使一些
国家和地区关停芯片生
产线，造成特定品类芯片
供应中断，这是全球诸多
行业陆续面临“缺芯”问
题的主要原因。

他说，工信部组建汽
车半导体推广应用工作
组，加强供需对接和工作
协同，推动提升汽车芯片
供给能力。同时，在保障
安全的前提下简化审批
程序，使替代芯片尽快推
广应用。

“目前来看，问题得
到一定程度缓解，但全球
集成电路供应链稳定性
依然面临严峻挑战。”田
玉龙说，工信部将加强协
调力度，加强供应链精准

对接，推动提升芯片供给
能力。

这里面，包括积极扶
持芯片制造企业加快提
升供给能力，加快替代方
案投入运行使用；加快充
换电基础设施建设，持续
开展好新能源汽车下乡
活动，加速智能网联汽车
产业发展进程；加强与各
国在技术创新、国际贸易
等领域的开放合作，共同
维护汽车供应链稳定和
畅通等。

新基建提速，5G终端连接数近4.2亿

会上发布的数据显
示，我国累计建成5G基
站103.7万个，已覆盖全
国所有地市级城市、95％
以上的县城城区。截至
2021年 8月底，5G终端
连接数近4.2亿。

5G 产业加快发展，
我国企业声明5G标准必
要专利数、国产品牌5G
系统设备出货量、芯片设
计能力等具备领先优

势。5G手机产品加速渗
透，今年 1 至 8 月，国内
5G 手机出货量 1.68 亿
部，同比增长80％。

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
局局长赵志国说，以5G为
代表的新基建提速，推动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进程，新业态新模式不断
涌现，为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我们将坚持适度超

前，全面推进5G网络建
设，加快向乡镇覆盖延
伸。”他说，将加快交通枢
纽、商业中心等重点区域
网络覆盖。面向新型信
息消费、实体经济、民生
服务三大领域，再培育一
批5G融合创新应用。同
时，推进面向行业应用的
5G芯片、模组、终端等产
品研发与产业化，推进
5G创新发展。

重点整治屏蔽网址链接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