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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顶层设计，坚持统筹兼顾；

▪ 根据学科成长的周期性规律，落实分类指导，推进分层建设，加速学科
高峰形成；

▪ 分类指导，根据学科特点和发展状况给予个性化支持。

学科建设总体思路

重中之重学科
巩固

保持或冲击A+

重点突破学科
强化

保持或冲击A

重点培育学科
加强

保持或冲击A-

重点扶持学科
提升

保持或冲击B类

重点关注学科
监控

有上有下，动态调整C类

新兴交叉学科 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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鹦鹉型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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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数据分析：

▪ 师资队伍：

学科带头人偏弱；师资队伍结构不尽合理；……

▪ 人才培养：

人才培养质量偏低、用人单位满意度低；近五年

无教学相关获奖；……

▪ 科学研究：

国家级科研项目过少；近三年内无省部级及以上

科研获奖；学术论文等成果缺乏；……

▪ 支撑条件：

缺乏必要的基地、平台；学科声誉较差；……

鹦鹉型学科-动态调整、有序竞争

自我评估

动态撤销

动态增列专项评估

合格评估

统筹开展学位授权点
合格评估与动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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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调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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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

学位评定委
员会表决

后续
工作

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学校战略布局

▪ 十一五规划：提出学科准入和退出标准；

▪ 2008年：对拟撤销学科进行了预警提示；

▪ 2011年：撤销了第一批学位点；

▪ 2013年：撤销了第二批学位点；

▪ 2015年：制定《一级学科博士（硕士）点动态调整实施方案》。坚持科
学发展，坚持标准；

▪ 截至目前，已撤销14个一级学科学位点（含2个博士点和12个硕士点）；

▪ 2018年：拟调整撤销1个一级学科博士点、1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及4个工
程硕士领域。



重点扶持、增列审核：

 必须达到国家《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试行）》中对各一级学科

与专业学位类别提出的基本条件；

 符合学校增列基本条件（高于国家标准）：如学科带头人国内外影响与

人员规模有明显的优势；硕士生培养质量高（如学术论文发表高50%以

上）；

 综合考虑学科建设水平，优先支持C+以上的学科；

 优先考虑博士点院系布局；

 优先考虑对接国家重大需求、填补领域空白的学科。

大雁型学科-政策倾斜、持续攀登



▪ 有针对性地扶持和培育，在若干关键指标上取得突破，使其能快速跻身
国内前30%的行列：

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博士点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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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招生指标倾斜

办学经费投入增大

……

跨院系教师双聘制度

学术荣誉体系



▪ 借助国际排名、学科评估和国际评估等数据，进一步细分层次和目标；

▪ 加强重点指标的监控和考核；

▪ 重点加强学科能力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两大建设任务。

雄鹰型学科-分类指导、高端引领

QS ESI 学科评估



学科建设状态示意图

▪ 加强学科的过程管理，开展学科过程状态监测，保障学科建设在“高

铁”上运行:

人才计划：专家数量、四青人才占比；

科研基地：重点实验室、基地等；

科研获奖：国家级、省部级；

授予学位人数：办学规模；

论文质量：学位论文质量提升计划；

……



完善保障机制 扎实推进分类指导

基于建设目标
重点投入机制

大雁型学科

基于建设目标
资源分配机制

基于学科需求
经费使用机制

学校院系学科
建设责任机制

基于动态评价
学科调整机制

学科上下联动
协同推进机制

新兴学科弱势
学科支持机制

基于学科目标
人才引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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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质量评估指标体系

建立学科建设观测与评估指标体系

学科建设

▲ 师资队伍

▲ 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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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健全学科建设质量评估体系，

促进学科生态系统建设；

▪ 针对不同发展时期的学科，采取不

同的质量评估方式；

▪ 侧重不同的评估目的，评估主体、

评估内容、评估方法和评估结果。

与学科生命周期对应的质量评估体系

孕育期

生成期

成长期

发展期

成熟期

蜕变期

增列评估

专项评估

合格评估

水平评估

国际评估

撤销评估

学
位
点
撤
销



学科建设质量评估类别

序号 评估
类型

对应
周期 评估目的 评估内容 评估

结果

1 增列评估 孕育期 审查研究生培养准入资格 人才培养的基础和条
件

合格
与否

2 专项评估 生成期 检查研究生培养体系完备性 研究生培养过程 合格
与否

3 合格评估 成长期 保证研究生培养基本质量 研究生培养结果 合格
与否

4 水平评估 发展期 引导学科争先创优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排名

5 国际评估 成熟期 以国际标准衡量学科水平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排名

6 撤销评估 蜕变期 引领学科适应社会需求 学科建设与社会需求
匹配度

撤销
与否



▪ 2007-2013 年，第一轮，共18 个院系；

▪ 2013年，第二轮，首次将若干人文社

科院系纳入国际评估考评范围；

国际评估-找差距、做诊断、促发展

评估
内容

人才培
养质量

教师学
术表现

发展战
略规划

社会服
务能力

科学研
究水平



▪ 自我诊断式评估

强化学院、学科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主体意识；

完善学科动态调整机制，打破学位授权点终身
制，建立强制退出机制，促进学科结构不断优
化；

▪ 分类评估

学术学位授权点：突出人才创新能力和学术水
平情况（比如研究生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学
术荣誉与获奖情况）；

专业学位授权点：突出人才实践应用能力和产
学研结合情况；

 其他措施

 新增学位授权点培养方案论证机制

 院系研究生培养质量自评估

合格评估-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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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22个学科领域）

ESI（22个学科领域）

工科实现万分之一突破

千分之一学科5个

百分之一学科17个

THE（8个学科领域）

全球前50位学科7个

全球前100位学科19个

全球前200位学科25个

QS（46个学科）

软科（52个学科）

全球前50位学科17个

全球前100位学科22个

全球前200位学科34个

工程技术：全球53位

计算机科学：全球55位

艺术与人文：全球前200位

全球前50位学科5个

全球前100位学科7个

全球前200位学科16个

▪ 一级学科博士点42个，一级学科硕士点15个；

▪ 第四轮学科评估：整体水平位居全国第四，A类第四、优秀率第五；

▪ 17个学科被认定为国家一流建设学科，排名居全国第四；

▪ 国际一流学科数大幅增加。

学科布局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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