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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二 动态调整学位点的探索

一 建立自律机制的重要性

三 博士论文质量监控体系的完善

2



国家层面
2013年1号文件：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

►建立以培养单位为主体的质量保证体系

►强化培养单位质量保证的主体作用

2014年3号文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
关于加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
建设的意见》

►学位授予单位是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的主体

►增强质量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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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自律机制的重要性



学校层面
上海交通大学章程

►依法自主办学，自主开展人才培养

►根据社会需要和办学条件，依法自主设置和调整

学科、专业

综合改革方案
►“强化自律保障”作为指导思想之一

►建立内部管理约束机制和具有社会公信力的自律

办学机制

►完善自主自律的大学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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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自律机制的重要性



自律：
是学校内涵发展的内生驱动

自我要求的内在发展

是学校追求卓越的信念坚守
自我管理的主动意识

是学校深化改革的基本保障
自我反省的约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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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自律机制的重要性



轮次
排名

第一轮
学科数量

第二轮
学科数量

第三轮
学科数量

排名第一 2 3 3

排名前三 5 6 9

排名前五 13 13 15

排名前十 14 23 29

16个学科进入ESI全球前1%，社会科学首次入选
22个学科入选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学科评估：前三名学科增至9个，前十增至2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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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

二、动态调整学位点的实践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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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覆盖面广，学科数量多
优质学科还不够多，优质学科所占比例较小

忧

二、动态调整学位点的实践

序号 学校

在建
一级
学科
数

覆盖
率

一级
学科
博士
点数

博士
点精
度

排名
前十
学科
数

排名前
十比率

1 北京大学 54 49.1% 48 88.9% 44 81.5%
2 清华大学 65 59.1% 54 83.1% 38 58.5%
3 复旦大学 43 39.1% 35 81.4% 24 55.8%
4 浙江大学 79 71.8% 58 73.4% 41 51.9%
5 南京大学 57 51.8% 40 70.2% 27 47.4%
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40 36.4% 27 67.5% 14 35.0%
7 哈尔滨工业大学 45 40.9% 27 60.0% 19 42.2%
8 西安交通大学 49 44.5% 27 55.1% 11 22.4%
9 上海交通大学 69 62.7% 36 52.2% 29 42.0%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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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学位点的时间节点

二、动态调整学位点的实践

2008年：对拟撤销学位点进行了预警提示

2011年：撤销了第一批学位点

2013年：撤销了第二批学位点

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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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位点进行数据分析

二、动态调整学位点的实践

对水平不高的学位点进行数据分析

标杆学校

对学位点状况进行科学判断
学科分类：预警学科/拟撤销学科

与拟撤销学位点进行沟通交流

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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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评定委员会投票表决

二、动态调整学位点的实践

对撤销学位点达成一致意见的：研究生院汇报

未达成一致意见的：学科负责人汇报

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待批

教师转入相关学位点
在校研究生仍在原有学科进行培养

有的学院还做了撤销整个系的决定

操作流程

做好撤销学位点的后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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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学位点的基本情况

二、动态调整学位点的实践

序号 学科门类 学位点名称 学位点层次 硕士授权时间
1 理学 系统科学（系统理论） 二级硕士点 1998
2 工学 光学工程 一级博士点 1998
3 工学 水利工程（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二级硕士点 2000
4 工学 农业工程 一级硕士点 2011
5 农学 作物学（作物遗传育种） 二级硕士点 2000
6 农学 植物保护 一级硕士点 2003
7 农学 兽医学（预防兽医学） 二级硕士点 2000
8 医学 中医学（中医基础理论、中医骨伤科学） 二级硕士点 1986

9 医学 中药学 一级硕士点 2006
10 军事学 军队指挥学（密码学） 二级硕士点 2003
11 管理学 农林经济管理（农业经济管理） 二级博士点 2000
12 管理学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一级硕士点 1996
13 艺术学 戏剧与影视学 一级硕士点 2003

实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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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了学科布局

二、动态调整学位点的实践

在建学科56个

学科门类 学科数量

工学 22

理学 8

医学 7

管理学 3

法学 3

文学 3

教育学 3

经济学 2

农学 2

历史学 1

艺术学 1

哲学 1

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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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了学科建设意识

二、动态调整学位点的实践

在建学位点获得更多资源支持

撤销学位点对在建学科有极大的震慑作用

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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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交叉学科发展

二、动态调整学位点的实践

撤销学位点的教师到了新的学科，会促进
新学科的交叉和融合

研究生与导师的知识背景更加丰富

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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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了学校内涵发展

二、动态调整学位点的实践

自我发展/自我要求/自我管理

坚守：质量/标准/改革/自律

存量改革/减法改革/“能上能下”动态调整

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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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接国家政策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动态调整学位点的实践

《学位点动态调整试点工作的意见》

学位点合格评估/专项评估

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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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博士论文质量监控体系的建设

学位论文质量监控是自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学位点合格评估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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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博士论文质量监控体系的建设

1999年，实施保障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八项制度”

优秀博
士学位
论文奖
励制度

在学期
间发表
学术论
文制度

学位论
文抽样

检查制
度

学位申
请一次
不通过
率制度

学位论文
通讯评议
（创新性）
一票否决
制度

学位论
文预答
辩制度

学位论
文中期
考核制
度

开题报
告（查
新）制

度

八项
制度

预答辩

双盲评审

论文发表

后10%
重点审议

√
√

√

√



三、博士论文质量监控体系的完善

2011年，建立学校-学部-学院三级学位评定体系

成立了6个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

学位评定权力授权于学部

保障学术权利的科学运行

严格执行博士论文质量监控

暂缓人数：30人/年



三、博士论文质量监控体系的完善

2011年，探索博士论文海外评审与国际答辩

国际惯例和国际标准

境外专家的批评意见更加深刻

促进论文质量提升

为博士生尽快融入国际学术圈
提供机会

严

要求

有

淘汰

高

标准

海外评审
国际答辩

四个学院

境外专家

国际学术标准



三、博士论文质量监控体系的完善

2012年，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监控

学位论文送审前需进行论文重复率检测

预答辩、论文评审、答辩等过程管理信息及时网
上公布

提交利用教育部学位中心“论文网审平台”进行
学位论文网上评审

授予博士学位人员公示信息更加全面

发表论文情况

答辩情况



三、博士论文质量监控体系的完善

2013年，改革博士论文评价指标体系

提升博士论文评价标准

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

改革评价指标

细分评价指标

调整评价指标权重：“科研创新”占到50%

统一总体评分算法

消除“不合格”评判漏洞



三、博士论文质量监控体系的完善

下一步，以国际视野完善博士论文质量监控体系

一方面：过程控制重心前移

资格考试

开题报告

另一方面：开展学位论文后评估

学位论文抽查

学位论文国际比较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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