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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位： 

为进一步优化学位点建设机制，筑牢卓越研究生教育基础，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印发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

（2022 年）》《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学位〔2022〕

15 号）、《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学位〔2021〕21

号）、《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办法》（学位〔2017〕9 号）、《关于

高等学校开展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工作的意见》（学位〔2018〕17

号）等相关文件精神，学校制订了《华东师范大学学位点增设工

作暂行办法》，现予以下发，请遵照执行。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2023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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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优化学位点建设机制，筑牢卓越研究生教育基础，

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学位点增设的总体原则 

坚持“服务国家战略急需、契合学校发展定位、具备良好学

科基础、体现明显优势特色、重视学科前沿交叉、建设目标预期

良好”原则，开展学位点的增设工作。学位点增设实行总量控制

与差额竞争，重点向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急需的新兴学科、交叉学

科倾斜，重点增加博士层次专业学位类别。 

（二）学位点增设的基本条件 

1.新增学位点以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急需为首要标准。 

2.新增学位点应具备高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相关学科评议组

及各专业学位全国教指委制定的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应

具备一定影响力的学科负责人及一支独立的高水平师资队伍。 

3.增设交叉学科学位点应形成相对独立的理论、知识和方法

体系，具有结构合理的高水平教师队伍。 

4.增设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应拥有一支高水平专兼职（行业产

业导师）教师队伍，应建设有一定数量产教融合（实习/实践）基

地；增设博士层次专业学位类别的，应具备良好的产教融合培养

基础，并建设有高水平的产教融合（实习/实践）基地。 

5.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应具有相对独立的专业知识体系，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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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级学科、专业学位类别下，原则上不重复设置相同或相近的

二级学科、专业领域。 

（三）学位点增设的程序 

1.研究生院组织专家于每年 5 月底前完成拟申请增列学位点

校级层面的答辩、评审及排序工作。主责院系在每年 3 月底前向

研究生院提出申请。 

2.研究生院会同发展规划部、科技处、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

院、人事处、国有资产管理处、实验室与装备处、财务处、国际

合作与交流处、后勤保障部等职能部门建立学位点建设联席工作

机制，对拟增设学位点进行基本条件前期论证，获得通过后进入

下一工作程序；拟申请增列交叉学科学位点的，还需征求与交叉

学科相关的其它学位授权点意见。 

3.主责院系成立工作小组，撰写论证报告、简况表，制定培

养方案。 

4.学校学科专业调整专家组对论证材料和建设方案进行审

议。 

5.研究生院组织各相关单位于 5 月中旬前对拟新增学位点进

行论证。同行专家从校级专家库中遴选。同行专家中校外专家不

少于 1/2，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或全国专业学位

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不少于 2 人。 

6.相关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设有学部的还需报学部学位评定

委员会审议）对拟新增学位点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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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会议对拟新增学位点进行审议和逐

一表决，获得全体参会委员 2/3（含）以上同意的方为通过。 

8.对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的新增学位点进行校内公

示。 

9.新增学位点经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后报校党委常委会批

准。 

10.每年 10 月 31 日前，将审议通过的新增学位点申报材料按

规定上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 

（四）强化对新增学位点质量监管 

杜绝学位点“重申报、轻建设”现象，加强对学位授权点的

质量管控与跟踪管理。 

对照学位点的建设与发展目标，实施新增学位点年度建设审

查制度。完善退出机制，对在一个建设周期内未达到预期目标的

学位点，经过校内评估后，采取“关、停、减、转、并”等调整

措施。 

 

 

 

 

 

 

    

  华东师范大学学校办公室                    2023年 5 月 29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