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关于编写〈一级学科(专业学位类别)

发展报告〉的通知

学位办 (2018 J 20 号

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

委员会: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有关决议，现将编写

《一级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发展报告}(以下简称《发展报告} )

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编写目的

编写《发展报告》是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快"双一流"

建设，促进实现研究生教育内涵式发展，推动学术学位和专业学

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编写的主要目的是:

l.系统梳理国内外学科发展现状，进一步研判学科发展趋

势和学术前沿，找准自身优势和不足，为提升学科水平奠定基础 O

2. 为研究生培养单位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提升人才培养

质量提供依据和参照，促进培养单位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优化

资源配置。



3. 为社会、教师、学生提供我国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发展

的内涵、特点、现状、趋势的详细介绍，便于增进其对研究生教

育的了解，为用人部门招聘、考生报考等提供依据。

二、编写要求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以下简称"学科评议组，，)和

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专业教指委，，)

要高度重视编写工作，按照以下要求组织编写 O

1.坚持正确方向 O 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强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

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牢把握意识形态的主导权。

2. 组织精干力量。应制定明确的工作计划和进度安排，学

科评议组召集人、专业教指委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要亲自组建

编写组，并参与编写工作和文稿审定。编写组可邀请学科评议组

和专业教指委之外的专家参与 O

3. 广泛听取意见。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编写《发展报告~，

并在成稿后广泛征求培养单位、导师、研究生、用人单位的意见

与建议。

4. 体现自身特色。应基本按照本文附件所列编写提纲开展

编写工作。根据各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实际情况，可适当调

整提纲的二级自录及以下内容 体现各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特

色 O 编写工作可参考已发布的一级学科简介、博士硕士学位基本

要求、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等。

5. 内容扼要准确 O 发展报告的内容应言简意贩、观点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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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读性强、有真实准确的数据支撑(以 2014-2017 年数据为准)，

篇幅 2 万字左右。

三、工作安排

为保证编写工作顺利开展，我办将于后期提供学位授权点合

格评估的自评报告、各学位授权点的办学数据供各学科评议组和

专业教指委参考，并给予编写工作必要的经费支持。

各学科评议组和专业教指委应将编写工作计划和进度安排

于 2018 年 5 月 31 目前以电子邮件形式反馈我办; {发展报告》

定稿原则上应于 2019 年 6 月底之前提交。 另外，为做好编写工

作的沟通联系请于 2018 年 5 月 16 日前将编写工作联系人回执

(附件 3 )以电子邮件形式反馈我办。

联系人及电话:马玲王统斌 66096746/7848

电子邮件 xueweichu@moe.edu.cn

附件: 1. { 一级学科发展报告》编写提纲

2. {专业学位类别发展报告》编写提纲

3. 编写工作联系人回执

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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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学科发展报告〉编写提纲

一级学科名称(代码头

一、学科概况

1.学科内涵

2. 历史沿革

3. 学科方向

二、学科基础

1.学科布局

学科点的数量、层次、地域分布等。

2. 师资队伍

规模、结构(年龄、职称、学缘、学历、海外经历等)、国

际学术组织任职等 O

3. 支撑条件

省部级以上科研教学平台、基地、实验室、国际合作教学研

究平台等。

三、人才培养

1.培养规模

在学及授予学位人数(境外留学生单独统计 )0

2. 培养模式

培养人才目标、学位授予要求、培养基本环节、课程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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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质量保证措施等。

3. 培养成效

研究生在学期间参与的科研项目、发表论著、科研获奖、文

化创作、国内外学术交流、创新创业等 O

4. 毕业去向分析

四、科学研究

1.整体进展

主要研究内容和学术前沿 0

2. 科研项目

纵向及国际合作科研项目与经费情况分析。

3. 科研成果

4. 学术交流

五、社会服务/文化传承

成果转化(含横向科研)、资政辅政、文化传承、科学普及等。

六、比较分析

1.国内比较分析

从水平层次、区域、结构等角度对本学科进行分析。

2. 国际比较分析

七、未来展望

1.学科发展趋势

2. 学科存在的优势、不足与挑战

3. 改革发展方向

八、编写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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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专业学位类别发展报告〉编写提纲

专业学位类别(代码):

一、概况

本专业学位类别的社会需求、目标定位、发展历程、主要领

域等 O

二、发展现状

1.培养单位

培养单位及学位授权点布局 O

2. 师资队伍

专任与行业导师数量、年龄、职称、行业工作经历等。

3. 实践基地

科研教学平台、校外培养(实训)基地、国际联合培养基地

平台等。

三、人才培养

1.培养模式

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基本要求、招生方式、培养基本环节、

课程建设及案例教学、实践训练、质量保证措施、改革进展及典

‘ 型案例等。

2. 培养规模

年度录取、在学研究生、授予学位数量结构等(境外留学生



J，.吧·

单独统计 )0

3. 培养成效

在学期间科研、创作、获奖、交流、创新创业等，毕业生就
业情况，以及培养与行业需求的契合度分析。

四、社会服务/文化传承

成果转化、资政辅政、文化传承等方面作出的贡献。
五、 比较分析与展望

1.比较分析

从水平层次、区域结构等角度对本专业学位类别进行分析O

2. 国内外行业及本专业学位类别发展趋势。

3. 本专业学位类别面临的挑战及未来改革发展方向 O

六、编写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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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编写工作联系人回执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办公电话

电子邮箱 手机号码
」

通讯地址

学科评议组(专业

教指委)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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