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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交研〔2020〕33 号 

 

 

 

各学院（系、所）、部、处、直属单位： 

现将《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计划》予以印发，

望各有关单位认真执行，并在执行过程中提出意见与建议。 

特此通知。 

 

 

上海交通大学 

2020 年 6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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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是国民教育的最高端，是高等教育水平的重要标

志，是国家创新力和竞争力的基石，对我校“双一流”建设具有

重要的战略意义。2018 年 4月至 7 月，学校开展了教育思想大

讨论，2020 年 6月 1 日召开了学校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在对

过去 10年来我校研究生教育进行充分讨论和分析的基础上，厘

清问题，认识现状，总结经验，进一步明确了研究生教育的工作

思路，提出了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的八项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立德树人、服务需求、提高质量、追求卓越”为工作主

线，把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作为我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核

心任务；推进人才培养“院为实体”，激发院系研究生教育的内

生动力；完善健全质控体系，坚持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

发展道路，着力构建具有交大特色，世界一流的研究生教育体系。 

二、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计划 

（一）落实立德树人，强化导师考核  

1．明确导师职责：将“立德树人、教书育人”作为导师的

根本任务，强化导师岗位意识，树立导师的责任感、使命感，认

真履行育人职责。 

2．落实导师考核：扎实推进以“师德师风和育人质量”为



 

— 3 — 

核心的导师考核，实行师德失范一票否决制，对履职不力、培养

质量较差的导师，暂停或取消招生资格。严格选聘新晋导师，定

期清理离职、超龄或退休导师，形成规范合理、进退有序的动态

调整机制。 

（二）招生培养联动，提高生源质量  

1．完善招生计划：实现招生与培养联动，根据培养目标制

定招生标准，生源考核评价结合个性化、多元化的培养需求。根

据育人质量和高水平学术就业质量确定招生计划，招生指标向培

养质量高的导师倾斜。 

2．优化招生结构：提高本科直博与硕博连读比例，加强学

术型研究生硕博贯通培养。优化硕士生结构，以专业学位为主，

部分学院不再招收学术型硕士。对接国家战略，适度增加专业学

位博士生规模，加强应用人才的培养。 

（三）本博贯通培养，深化荣誉计划  

1．全面推进“本博”贯通培养：按照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

对本硕博课程进行全局规划，聚焦课程内涵建设。促进学生在贯

通培养模式下进行原创性科学研究，强化科研与教学的融合与相

互促进。  

2．深入推进“致远荣誉计划”：集聚校内外高水平导师全过

程联合培养，严控过程管理，基于国际同行评议，改革论文评价，

鼓励学术原创和行业革新，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和全球视野的拔尖

创新人才，促进“致远荣誉计划”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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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过程质控，保障培养质量  

1．加强核心课程考核，严格课程质量评估。严格落实博士

生的资格考试，设置暂缓通过率。 

2．规范开题报告，重点评价选题前沿性与研究可行性。全

面实施“论文指导委员会”制度，对博士生从论文开题到答辩全

过程给予指导与质量保障。 

3．强化学业预警，鼓励院系对不适合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

提前分流，通过分流退出名额补偿机制进行激励，提高博士生在

规定学习年限内的毕业率。 

4．全面推进博士生在读期间在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上进行

交流，提升博士生的国际视野与国际竞争力。  

（五）重构专业学位，对接社会需求 

1．加强校企联合培养：对接国家战略和行业需求，打造一

批优秀的工程实践基地，建立依托“校企联培基地”的专业学位

研究生的招生培养体系。支持院系开展专业学位硕士生入学第一

年不固定校内导师的试点，发挥行业导师在招生、培养、课程建

设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2．全面完善培养计划：加强实践类课程建设，建立有别于

学术学位研究生的课程体系，落实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环节，突

出学位论文的行业背景和实践特色。鼓励工程类博士生在校企导

师的联合指导下，开展企业技术攻关与发明创造，逐步建成具有

交大特色的工程类博士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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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进国际合作，扩大全球影响  

1．开展高水平国际合作办学：推动联合培养与学位合作，

与更多国际一流大学开展联授博士学位项目，争取百分之十的博

士毕业生到境外一流大学学术就业。 

2．提升国际研究生教育整体水平：坚持将生源质量作为招

生第一标准，通过实施国际通行的招生制度，保障国际研究生的

生源质量，促使近半数的博士留学生来自世界一流大学。进一步

落实国际研究生与中国研究生相同的培养质量要求，对于达不到

培养要求的国际博士生实施分流退出。  

（七）完善奖助体系，打造育人文化  

1．构建与世界一流大学接轨的博士生奖助体系：实行优秀

博士生荣誉奖学金制度，明晰“助教、助研、助管”的岗位职责

和定岗标准。对博士生在“资格考试”通过前后实行奖学金的差

异化资助，进一步激励优秀博士生。 

2．强化博士生的责任与担当意识，培养博士生的教学与科

研创新能力，打造“崇尚学术、追求卓越”的育人文化。  

（八）落实院为实体，创新治理体系  

1．推动“院为实体”的改革：建立健全多方参与、科学合

理的学院、学科研究生培养过程、培养质量评价体系，开展研究

生招生、培养、学位等事项的协议授权试点，赋予学院更大自主

权。鼓励学科交叉、学术共同体、学科群的协调发展，打造高水

平育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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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新治理体系：加强校院协同，推进研究生教育管理与

服务的信息化和智能化，促进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

现代化建设。 

 

上海交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0年 6月 29日印发 主动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