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济研函〔2018〕15号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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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

办法》（学位〔2017〕9 号）等文件要求，我校制定了《同济大

学自主审核增列学位点论证报告编写提纲》。现随函报送贵办，

请审核备案。 

特此函报 

 

附件：同济大学自主审核增列学位授权点论证报告编写提纲 

 

 

同 济 大 学 

2018 年 10 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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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新增学位点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1.必要性分析 

简要介绍拟增列学位点的基本情况，结合同济办学定位和现

有学科专业状况及发展规划，根据科技发展趋势，面向服务国家

重大战略和上海市重大社会经济需求，对比目前上海市已有学位

点状况，分析增列学位点的必要性，并分析其与我校现有学科或

专业的关系。 

2.可行性论证 

从国内、国际两方面，对增列该学位点的可行性进行论证，

分析该学科或专业在国际、国内和上海地区的设置优势、特色与

发展情况，分析该学位点基础条件和发展趋势，结合我校特色，

阐述我校发展该学科或专业的优势和制约因素。 

二、新增学位点的建设目标 

阐述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思路

举措。 

阐述拟增列学位点的短期、中期与长期建设目标，明确五年

后该学位点在国内外的整体水平，学位点水平应达到全国同类学

科专业的前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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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增学位点的学科或专业方向 

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制定的《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

要求，分别介绍拟新增学位点的每个学科或专业方向。 

四、教师队伍 

分析本学位点师资梯队的构成与结构，分别介绍各学科专业

方向的带头人、教师骨干的学术成就和研究生培养经验等。提出

师资队伍建设计划。 

五、人才培养 

1.人才培养目标 

介绍该学位点的人才培养目标。 

2.招生计划与生源分析 

明确生源要求，对未来五年生源情况进行预估，提供分析依

据，提出未来五年年度招生计划。 

3.课程体系和培养环节 

阐述该学科或专业的必修、选修课程体系及其内在逻辑关

系，提供相关课程的任课教师名单、相关领域课程建设现状与未

来规划；明确培养过程的各个环节及基本要求。 

4.就业前景分析 

分析国内和上海地区同类学科或专业的研究生就业情况，对

增列该学位点的毕业生未来就业前景进行详实的调研和数据分

析。 

六、科学研究 

全面介绍本学位点的科研情况和科研对研究生培养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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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七、资源需求与配备措施 

分析发展该学科或专业的资源需求，包括政策支持、经费支

持、人力资源、教学空间、实验设备、国际交流、实习基地等方

面，在此基础上具体明确我校未来五年每年对该学位点建设的具

体资金额度投入和资源配备计划。 

八、质量管控与评估 

明确我校学位点建设过程中的具体质量管理与控制措施。 

 

论证报告应附培养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