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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学术委员会 2019 年度报告

2020 年 3月 23 日

上海交通大学学术委员会以《上海交通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为

履行职能的基本准则和依据，行使对学校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

定和咨询等职权，积极为学校发展建言献策。2019 年，学术委员会

组织召开了春夏学期和秋季学期两次例会，制定和发布了《上海交通

大学院（系）学术委员会规程》，通讯评议了“双一流”学科建设中

期自评报告，开展了筹建校科技伦理委员会等一系列工作。

一、2019 年春夏学期学术委员会会议

3 月 25 日下午召开了春夏学期学术委员会会议。会议进行了学

术委员会部分委员增补，自然更替丁奎岭院士为职务委员，投票增选

设计学院阮昕教授担任本届委员。会上审核了《上海交通大学院（系）

学术委员会规程》，并对学校的一流本科建设、博士生培养质量、内

涵质量建设等工作进行了评议。

2018 年 11 月 19 至 22 日，教育部审核评估专家组 14 位专家在

上海交通大学考察学校的本科教学工作。专家组考察后认为，上海交

通大学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以本为本、固本强基，教育教学理

念先进，人才培养体系完备，教学改革措施得力，人才培养成效显著，

代表着当今中国本科教育教学的一流水平。

从我校 2018 年博士毕业生去向来看，存在学术就业率偏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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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重点院校科研院所比例较低、博士后数量和质量均不够高等问题。

改革将从顶层突破、总体提升、底线控制三个方面进行突破。

经过 10多年的不懈奋进，我校已成为国内一流的高校，但在学

科建设、人才培养、师资队伍、科学研究等方面距离跻身世界一流大

学的目标仍有一定的距离，需要针对提升学科水平、打造人才成长体

系、成就栋梁之才、追求品质贡献等内涵质量工作切实努力。

会上，委员们主要就学校的办学定位、博士生招生和培养、跨学

科平台建设、校园文化和人文环境营造、学生培养和书院建设、顶尖

人才引进和青年教师成长等议题发表了意见和建议。

二、2019 年秋季学期学术委员会会议

9 月 30 日下午召开了秋季学期学术委员会会议。会议投票表决

同意将王旭东委员更替为陈谦斌教授，审议并投票通过了上海交通大

学科技伦理委员会筹建方案，评议了学校学科布局调整、“双一流”

中期评估、全面提升论文质量、“十四五”发展规划思考等报告。

2018 年，我校获批成为学位点自主审核单位。动态调整新增航

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和海洋科学 2个一级学科博士点；自主审核新增中

国语言文学和设计学 2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动态调整撤销软件工程和

中西医结合临床 2个学术学位点。目前，学校一级学科博士点 45个，

一级学科硕士点 56个。

2017 年 9 月，学校被认定为“双一流”建设高校，17 个学科被

认定为“双一流”建设学科。2019 年 5 月，教育部通知开展“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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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建设中期自评。学校随即制订了中期自评工作方案。中期自评以

自我诊断评估为主，检视建设过程，及时发现问题，提出改进措施。

在委员们的共同努力下，高质量按时完成“双一流”建设中期自评工

作。

基于对学位论文、奖学金、职称等评价政策的分析，学校层面将

采取一系列措施提升论文质量，提高学术品位。

在“十三五”渐近尾声之际，如何研究形成学校“十四五”发展

的基本思路和规划纲要，形成精确可行的发展战略蓝图和策略举措，

是学校亟需推进的重点工作，学术委员会委员听取了“十三五”规划

实施情况、面临的外部机遇与挑战、“十四五”未来发展思考的汇报。

委员们对学校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和在“双一流”建设中取得的成

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主要就学科发展方向、未来布局和评价体系，

发挥我校多学科综合优势推动学科交叉，提高研究水平和论文质量，

提升学校软实力等开展了热烈讨论和交流。

三、通讯评议一流学科建设中期自评报告

2019 年 7 月 18 日至 8 月 15 日，学校邀请校学术委员会委员、

各学科群负责人等 77位专家通讯评议了一流学科建设中期自评报告，

回收评议表 54份。专家从“符合度”“达成度”“学科交叉”“标志性

成效”“问题与改进”等方面对学科进行分项评价，并给出了整体评

价结果。根据专家提出的意见建议，各学科群进行了认真整改落实。

2019 年 9 月 15 日，学校提交了中期自评报告和 6个特色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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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院（系）学术委员会建设

为进一步完善学校内部治理体系，加强院系学术委员会建设，促

进院系学术事务的科学决策和民主管理，根据《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

规程》《上海交通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学校制定《上海交通大学院

（系）学术委员会规程》，在广泛征求了校内各院系和学术委员的意

见和建议修改、完善的基础上，2019 年 3月 25 日经校学术委员会审

议通过。该《规程》由总则、职责、人员构成、运行制度和附则等五

个部分组成，共二十三条。

截至 2019 年底，全校 31 个院系中，19 个院系已将学术委员会

委员名单备案。13 个院系已经制定了本院系的学术委员会章程，个

别院系暂不制定本院系学术委员会章程，依照学校规程执行。

五、收集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建议，梳理委员履职

2019 年 12 月，学术委员会秘书处通过网上调查的方式，邀请 35

位选举委员对改进校学术委员会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委员们肯定了

学术委员会的运作，并从多个不同角度对改进学术委员会的工作提出

了宝贵意见和建议。

学术委员会秘书处梳理汇总了学术委员会 2016 年成立以来 9 次

例会和 3 次审议中所有委员的履职情况，并向张杰主任、姜斯宪书记

和林忠钦校长汇报了现任 47位委员的履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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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筹建校科技伦理委员会

2018 年以来，国家在多个重要会议和文件中提出加强科学伦理

审查和监管。2019 年 7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组建方案》。目前，英美一流大学校一

级伦理审查、教育思考和布局已经较为成熟，国内部分兄弟院校也在

积极采取行动。我校目前有多家二级单位建立了伦理委员会，但存在

无集中统一归口平台，管理权限分散、审查标准不一等问题；且仅有

生物医学领域的伦理审查已不能满足研究伦理审查的现实需要。2019

年春夏学期学术委员会提议，研究我校是否针对科学伦理建立相应章

程、设立相应机构。此后，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人力资源处、文科

建设处、资产管理与实验室处、转化医学研究院、Bio-X 研究院、规

划发展处等相关部门组成工作小组，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后认

为交大应该积极主动行动起来。

2019 年秋季学期学术委员会会议上，委员全票通过了上海交通

大学科技伦理委员会组建方案，校学术委员会体系变成 1+8 的组织架

构。2020 年上半年，校科技伦理委员会将完成组建正式运行。

七、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

1. 学位评定委员会

组织实施博士学位论文“双盲”通讯评议及国际评审与答辩。全

面启动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质量抽检。开展博士、硕士、学士学位授

予审核相关工作。开展教师招收研究生资格审核、博士生导师考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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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调整工作。审议有关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动态调整与增列。

审议调整工程类博士及硕士学位的成果要求。修订研究生教育的相关

文件，讨论通过授予学士学位的规定。审议涉嫌学术不端查处情况。

组织开展上海交通大学 2018 年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

2019 年 6月 24 日召开了全体会议。会上审议了学位授权点增列

与调整、涉嫌学术不端查处情况、工程类博士及学术型硕士学位成果

要求、学位授予情况以及申请授予学士学位的规定，通报了博士学位

论文校内抽检情况和导师考核及动态调整情况。

2. 学风与学术道德委员会

受理了多项个人举报以及教育部、基金委和学校研究生院转来的

涉嫌学术不端事件调查，完成了全部调查并反馈给相关单位。与学指

委共同组织千余名师生收看由中国科协、教育部等单位主办的以“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

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为主题的“2019 年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

宣讲教育报告会”。与党委教工部共同研究拟定《上海交通大学师德

失范行为负面清单及处理办法（试行）》。完成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

讲教育总结材料和明年计划的报送。

2019 年 7月 19 日，召开年度学风与学术道德委员会会议。2019

年 9月 26 日，举办了科学诚信宣讲会暨第十一期教师沙龙。

3. 实验室建设委员会

全年完成改善办学条件仪器设备项目评审、实验室规范化运行项

目审议、大型仪器设备维修维护基金分配情况审议、上海市大型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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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研发平台奖励分配情况审议、实验室安全工作绩效考核情况审议

等工作。实验室建设委员会下设的实验动物管理、学术、伦理与使用

工作委员会，开展两次管理审查及设施检查工作，每月审核实验动物

研究计划，开展实验动物相关基金项目的伦理审查，完成委员会换届

工作。

2019 年 1月 10 日和 2019 年 7月 12 日，实验动物管理、学术、

伦理与使用工作委员会召开了半年管理审查及设施检查会议。2019

年 5月 9 至 13 日和 2019 年 6 月 25 至 27 日，两次邮件征询全体委员

针对专项事务的审议意见。2019 年 6 月 4 日，召开实验动物管理、

学术、伦理与使用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2019 年 6 月 5日，召开 2020

年度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资金设备资料购置类项目校内

评审会议。2019 年 12 月 19 日，召开 2019 年实验室建设委员会全体

会议。

4. 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委员会

2019 年 7月，召开了年中工作会议，主要就 2019 年上半年度校

内长聘体系、首席研究员岗位评聘/晋升、优秀青年教师破格晋升、

长聘教职引进与晋升以及常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认定等议题进行了

投票、审议与备案。2020 年 1 月，召开了 2019 年度会议，主要就 2019

年度下半年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与聘任、长聘体系岗位引进与晋升、

常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认定等议题进行了投票、审议与备案。

5. 教学委员会

贯彻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本为本将振兴本科作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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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任务，秉承“四位一体”育人理念，围绕“学在交大”建设，对增

设本科专业、拓展专业方向、以及建设辅修专业等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与审议，为学校教学的顶层设计和规划管理提出建议，从学术、管理、

执行等多角度咨询并指导学校教学工作开展。

2019 年 7月 4日，召开上海交通大学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9

年工作会议，会上审定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新增“机器人工程”专业，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暂停“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审定国际与公

共事务学院新增“政治学与公共行政”与“城市管理”专业方向，审

定海洋学院新增“海洋科学”与“海洋技术”专业，审定凯原法学院

新增“知识产权”辅修专业，审定人文学院新增“哲学”辅修专业。

6. 人文社会科学委员会

2019 年 3 月 18 日召开 2019 年度春季学期工作例会，表决通过

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校级推荐名单，

并对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近期工作进行专题交流讨论。

2020 年 3月 11 日，召开上海交通大学学术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

专门委员会 2020 年度第一次工作例会，听取 2019 年度上海交通大学

文科建设工作整体情况及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

社会科学）公示情况汇报，并就下一步上海交通大学文科建设工作进

行专题交流讨论。

7. 科学技术委员会

2019 年 1月 18 日，召开 2019 年第一次科研工作会议。2019 年

4月 25 日，举办第 122 期大师讲坛暨第十期源创论坛。201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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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举办第四期“上海交大 CNS·咖·沙龙”。2019 年 12 月 6日，

召开 2020 年国防军工类科技成果奖励申报工作培训交流会。2019 年

12 月 19 日，召开科技工作改革思路征求意见座谈会。2019 年 12 月

24 日，召开 2020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宣讲与交流会。

八、校学术委员会秘书处 2020 年工作计划

1. 继续通过例会和其他方式，履行校学术委员会的职责；

2. 本届学术委员会将于 2020 年底到届，根据章程启动换届工作；

3. 完善科技伦理委员会的建设和运行，进一步加强和督促各院系

学术委员会的建设和运行；

4. 修订校学术委员会章程；

5. 与校学术委员会相关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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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

2020 年 3 月

主 任：张 杰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文江 丁奎岭 王风平 王如竹 毛军发

孔海南 过敏意 朱向阳 刘念才 江 帆

阮 昕 孙麒麟 苏 冰 李 侠 杨振斌

吴冲锋 何伟文 沈红斌 张 杰 张中良

张国良 陈 捷 陈代杰 陈国强 陈谦斌

陈锡喜 陈赛娟 林 冈 林忠钦 季向东

郑成良 赵立平 赵金城 段登平 夏伟梁

顾 锋 徐学敏 奚立峰 唐克轩 黄 震

曹树基 章 璞 蒋 炜 程浩忠 廖世俊

颜德岳 潘 军 戴尅戎

秘书处单位：规划发展处

秘书长：陈建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