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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医学院 

2015 年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报告 

 

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概况 

学校 1958 年开始本科教育，1986 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1998 年

获留学生招生资格，2008 年，学校以优秀成绩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

作水平评估。2012年获批为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单位，

2013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2014年，预防医学专业被批准列入本科

第一批次录取新生。学校是山东省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建设单位，

全国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项目试点高校，山东省卓越工程师教育培

养计划立项学校，山东省高等学校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单位，建有国家

级临床医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现有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 1 个；有基础医学、临

床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药学、生物学、护理学 6 个硕士学位

授权一级学科，52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有应用心理学、临床医学、公

共卫生、口腔医学、护理 5 个专业学位授权类别，21 个专业学位授权

领域。在校全日制博士、硕士研究生 1222人。 

学校不断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中国工程院院士谢立信、于

金明为名誉院长。学校聘有泰山学者 1 人，泰山学者海外特聘专家 5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0人。有全国模范、优秀教师 8人，省

级教学名师 8人，省市级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32人，有博士、硕士研究

生导师 596 人。有省级教学团队 5 个。应用药理学科研创新团队是山

东省高校优秀科研创新（培育）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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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位授权学科、专业情况 

1．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分布及结构 

（1）博士学位授权点。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博士人才培养项目自

2013年开始招生。2015年 12月，在校博士生 7人。 

（2）硕士学位授权点。有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

医学、药学、生物学、护理学 6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52 个二

级学科硕士点；有应用心理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口腔医学、护

理 5个专业学位授权类别。硕士学位授权点分布情况见表 1-1，表 1-2。 

2．授权学科建设情况 

学科建设是高等学校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它代表着学校的实

力、特色和水平，也是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根本。学校有省级重点学科

（重点实验室）8个。外科学、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影像医学与核

医学、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是省高校“十二五”重点学科，其中，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是省“泰山学者”设岗学科，外科学为特色重

点学科。整形外科学、眼科学是山东省学科带头人设岗学科。整形与

显微修复技术实验室是山东省重点实验室，应用药理学实验室、免疫

学实验室、临床检验诊断学实验室是省高校“十二五”重点实验室，

其中，应用药理学实验室为强化建设重点实验室。学校有医院统计学、

卫生管理学等省医药卫生重点学科 2 个，临床麻醉实验室、生物药物

实验室等省医药卫生重点实验室 9 个，省中医药重点学科（重点实验

室）2 个，省临床重点专科 11 个，省中医药重点专科 1 个。“健康山

东”重大社会风险预测与治理项目为山东省高等学校协同创新中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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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培育建设项目。 

3．学科评估 

“整形与显微修复技术”省级重点实验室通过省科技厅评估验

收。为落实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

教育部《关于开展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的通知》精神，切实做好

我校学位授权点建设和合格评估各项工作，学校制定了《潍坊医学院

硕士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方案》，确定了工作目标，召开了学校

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会议，启动了评估准备工作。 

4．学士学位授权专业分布及结构 

学校有学士学位授权专业 24个，涵盖了医学、理学、管理学、法

学、教育学、工学、文学 7 大学科门类，形成了以医学为主体，医学

及医学相关学科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学士学位授权体系。学士学位

授权专业分布见表 2。 

三、研究生招生及规模情况 

1．研究生招生及生源 

学校高度重视研究生招生工作，严格执行招生规章制度。通过研

究生招生信息网、校园网、学校官方微信平台等发布招生信息，在院

报发布招生专刊，举办考研经验交流会、考研政策宣讲会，向有关综

合性医院发放招生宣传材料等措施，加强招生宣传。根据教育部、省

教育招生考试院的有关文件精神，修定了 2015年博士、硕士研究生招

生复试及录取工作方案。在研究生招生工作中，加强组织领导，严格

复试环节管理，落实招生工作责任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监督制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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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视制度、信息公示制度、异议问题复议制度、回避制度。2015年，

硕士研究生一志愿报考 1286人，生源来北京、重庆、江苏、山东、安

徽、福建、河北、湖北、吉林、黑龙江、青海、内蒙古等 12个省市。

第一志愿报考和录取比为 8.9:1。 

2．研究生规模及结构 

2015年录取博士研究生 3人；录取硕士研究生 460人，其中男生

172人，占 37.39%，女生 288人，占 62.61%。录取专业学位研究生 258

人，占硕士招生总人数的 56.1%，学术学位 202人,占硕士招生总人数

的 43.9%。录取的硕士研究生中，本科生 455人，占招生总人数的 98.9%,

同等学历考生 5人，占招生总人数的 1.1%。2015年各专业录取硕士研

究生人数及学位类型见表 3-1，表 3-2。 

四、研究生培养过程 

1．研究生教育教学资源与条件 

（1）教学科研用房。学校有虞河和浮烟山 2 个校区，占地面积近

120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630325 平方米，2015 年学校教学科研及辅助

用房 262728 平方米，其中，实验室、实习场所 110305 平方米，专用

科研用房 9056 平方米。学校教学科研用房设施完善，管理制度健全，

有力保障了研究生教育教学活动和科学研究的开展。 

（2）仪器设备。至 2015 年 12 月，学校拥有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

值 33577.70 万元。整形与显微修复技术实验室、应用药理学实验室、

免疫学实验室、临床检验诊断学实验室、临床麻醉实验室、生物药物

实验室等省重点实验室、省高校重点实验室等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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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全，为研究生教学和科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支撑条件。 

（3）图书文献。学校图书文献资源丰富，形成了以生物医学文献

为重点，涵盖文、史、哲、政、经、法、教育、管理等学科的综合馆

藏体系，馆藏文献资源总量达 265 万册。其中电子图书 126 万册，中

文电子图书 1183500 余种，外文电子图书 76500 余种。有中外文数据

库 17 个。 

（4）实验（实训）室。学校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中心、公共卫生实

验教学中心和临床技能综合训练中心是山东省高校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学校设有 7 个基础课教学实验室和 15 个专业实验室，数字化互动

实验室和虚拟实验室达 44 个，为不同专业的研究生教学、实验技能训

练、科学研究等提供了平台。 

（5）信息资源。校园网万兆核心、千兆主干，校区之间高速互联，

分别采用千兆链路同中国教育与科研计算机网（CERNET）、中国联通、

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高速互联，出口总带宽达 5000M，校园网覆盖全

校所有教学、科研、办公、学生公寓及附属医院等。至 2015 年，信息

点数量 16122 个，数字电子图书资源量达 175TB，为研究生通过网络

获取科研等信息资源提供了条件。 

2．研究生教育经费投入情况 

2015年学校获得各类科研经费1094.5万元，学校投入匹配经费

552.96万元。2015年学校资助研究生科研经费149.6万元，研究生奖助

学金投入1424.27万元。有力支持了学校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激励研

究生科研创新，提升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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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生课程建设、案例教学和联合培养基地建设情况 

（1）课程建设。学校重视研究生课程建设，鼓励教师编写适合专

业研究生教学需要的教材、讲义，出台了《潍坊医学院研究生教材、

讲义编写暂行规定》。2015年，重点进行了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博士研

究生和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课程建设。按照公共卫生危机

管理博士研究生培养目标要求，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增设了《国际视

野下应对灾难的社会心理学》《健康保障体系及其创新》等，加强了

《预警与危机管理》《公共卫生政策》等与培养目标相契合的专业课

和专业基础课的教材遴选与教学。2015年，学校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全部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接轨，为使学位课程设置既

符合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要求，也符合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考核

的要求，在课程设置上，学位公共课增加了《执业医师法》等法律法

规及《临床思维与人际沟通》等人文课程；学位基础课设置了《临床

免疫学》《临床药理学》《临床病理学》《临床流行病学》《临床肿

瘤学》《影像医学理论与应用》《循证医学与临床科研》《重点传染

病防治知识》等供不同学科临床专业学位研究生选修学习。 

（2）案例教学和联合培养基地建设。学校鼓励教师改革教学手段，

结合专业特点进行案例教学。学校注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的建设与

管理，至2015年12月，学校有研究生培养基地25个，其中，国家级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6个，省教育厅批准的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10

个，为各专业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提供了平台，特别是为临床医学、

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接轨工作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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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 

4．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实施及成效 

近年来，为提高学校研究生培养质量，推动具有创新能力的高层

次人才的培养，促进学校研究生教育的更大发展，学校全面贯彻和落

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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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山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等文件精神，大力营造研究生教育

创新环境和氛围。学校先后出台了《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评选办法》《研

究生优秀科技创新成果评选与奖励暂行办法》《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

项目立项与管理暂行办法》等管理措施，对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成绩

的导师和研究生进行表彰奖励。2015 年，学校获评山东省优秀研究生

指导教师 2 人，获省级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立项课题 7 项，省优秀学

位论文 2篇，省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奖 2项。 

5．导师队伍规模及结构情况 

建立一支富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导师队伍是研究生创新教育

的基础。学校不断加强导师队伍建设，每三年进行一次导师遴选，每

年进行一次招生资格审核，定期进行导师培训。2015 年，举办了新增

研究生导师培训会暨导师聘任仪式，特别邀请了国内知名研究生教育

管理专家、博士研究生导师分别就《我国临床医学教育综合改革的探

索和创新-“5+3”模式的构建与实践》《科学精神与学术规范》等进行

了专题讲座，为学校研究生培养提供了有益经验。 

（1）导师队伍规模。至 2015年 12月底，学校聘有研究生导师 596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6人。 



 

 8 

    （2）导师队伍结构。年龄结构：596名导师中，35岁及以下导师

10 人，占 1.7%；36-45 岁导师 202 人，占 33.9%；46-55 岁导师 359

人，占 60.2%；56岁及以上导师 25人，占 4.2%。性别结构：男性导师

403 人，占 67.6%；女性导师 193 人，占 32.4%。职称结构：正高级职

称 356人，占总数 59.7%；副高级职称 240人，占总数 40.3%。学历结

构：研究生学历 369人，占 61.9%；本科学历 227人，占 38.1%。学位

结构：具有博士学位导师 259人，占导师总人数的 43.4%；具有硕士学

位导师 224人，占导师总人的 37.6%。 

（3）生师比情况。至 2015年 12月底，学校共有博士研究生导师 6

人，博士生 7 名，博士生师比为 1.17:1，硕士研究生导师 596 名，硕

士生 1215，硕士生总体生师比为 2:1。 

（4）杰出人才队伍情况。学校聘有泰山学者 1 人，泰山学者海外

特聘专家 5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0人。有全国模范、优秀教

师 8 人，省级教学名师 8 人，省市级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32 人。2015

年有 2人获山东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荣誉称号。 

6．研究生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基本情况 

（1）加强入党积极分子培训。举办了研究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

安排讲座等形式的授课、社会实践 42 学时，参加培训的研究生 70 余

人。培训内容包括学习党章、党的基本知识、观看历史文献记录片等。

通过培训，研究生入党积极分子进一步明确了党的性质、纲领、指导

思想、宗旨、组织制度、纪律和作风，了解了入党条件、党员的权利

和义务，熟悉了党的基本知识。举办了 2015届毕业生党员宣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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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展特色主题教育活动。通过研究生新生入学教育等形式，

对研究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崇尚学术道德教育、乐

学爱校教育，医德教育、安全教育、毕业生离校教育。举办了“危机

管理名家讲坛”，“百家争鸣，知行合一”研究生学术沙龙，主办了“榜

样力量，科研争先”为主题的研究生学术讲坛；以“潍医正青春”为

主题，承办了校第三届“青春聚焦”摄影比赛。 

（3）强化榜样的教育示范作用。在研究生思想教育工作中，注重

激励先进，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2015年，有 26名同学获得国家奖学

金，8 名同学获得校长奖学金，18 名同学获得省级优秀毕业生称号，

22名同学获得市级优秀毕业生称号，36名同学获校级优秀毕业生称号；

有 107 人次被评为省级优秀学生、十佳大学生、优秀班干部、模范团

干部、三好学生、优秀团员；发展党员 19人。 

7．研究生培养特色及改革案例 

（1）博士研究生培养。紧紧围绕服务国家特殊需求，确定了“四

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相结合、多学科导师相结合、个性培养与

重点培育相结合、国内与国外相结合）的综合培养模式，构建了“公

共与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实验与实践课程、创新性课程”

四大模块于一体的新型课程体系，采用系统性理论学习、探索性科学

研究、综合性专业实践“三位一体”的培养方式进行系统培养；同时，

为更好地满足国家有关部门对博士人才的特殊需求，针对培养目标，

结合博士研究生个体特点、学习背景、知识架构，为每位博士生制定

了个性化培养方案并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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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硕士研究生培养。从实现培养目标出发，就课程设置、临床

能力培养、学位论文要求、质量评价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构建了“课

程设置丰富实验内容，突出职业性；专业培养强化技能训练，突出实

践性；学位论文注重问题导向，突出应用性；质量评价定性定量结合，

保证全程性”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该模式在学校专业学位研

究生培养实施过程中，取得了较好的实践效果。 

2014 年，学校在省内率先开展“四证合一”临床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模式改革，推进专业研究生培养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接轨，制

定实施了《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总体方案》，筛选了 72

名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进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使培养对象在

毕业获得毕业证、学位证的同时，也能够获得执业医师资格证和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实现“四证合一”。2015年，学校所有临床医

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均纳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范围。 

五、学位授予及研究生就业情况 

1．学位授予情况 

（1）全日制研究生学位授予情况。2015 年，全日制研究生申请学

位人数 367 人，其中学术型研究生 176 人，专业型研究生 191 人。通

过学位论文答辩并授予硕士学位 366人，占学位申请总人数的 99.7%，

因学位论文未通过答辩审核，未授予学位 1 人，占学位申请总人数的

0.3%。2015年全日制研究生硕士学位授予情况见表 4-1。 

（2）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学位授予情况。2015 年，以同

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 195 人，资格审查合格并提交学位论文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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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中有 5 人因学位论文未通过学术不端检测，而被取消论文答辩

资格。参加答辩的 167 人（学术学位 163 人，专业学位 4 人），全部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并在答辩前通过了学位课程考试，通过了同等学

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国家外语水平考试、学科综合水平考试，临床专

业学位申请人员同时通过了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第一阶段考核。

通过答辩的 167人全部授予硕士学位，占申请学位总人数的 84.8%。 

（3）学士学位授予情况。2015年授予全日制本科生学士学位 3941

人，授予成人教育申请学位人员学士学位 455 人。各专业学士学位授

予情况见表 4-2，表 4-3。 

2．研究生毕业及就业状况 

学校高度重视研究生就业工作。利用研究生就业服务信息平台，帮

助毕业研究生了解就业政策、就业技巧、就业信息等，通过校园招聘

会、QQ 群、微信等形式公布用人单位信息，促进用人单位和毕业生对

接；与用人单位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广开研究生就业择业渠道。至 2015

年 12 月，2015 届毕业研究生共有 355 人实现了就业，总体就业率

96.99%。 

（1）按学科门类统计。各学科门类毕业生的就业率对比如表 5-1

所示，其中，教育学、管理学、理学门类的总体就业率均达到 100%。 

表 5-1 不同专业大类就业情况 

序号 专业门类 生源人数(人) 就业人数(人) 就业率(%) 

1 教育学 5 5 100 

2 管理学 9 9 100 

3 理学 1 1 100 

4 医学 351 340 9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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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专业统计。学校 2015届毕业生共分布于 32个二级学科，

18个专业学位领域。至 2015年 12月，各专业的就业情况见表 5-2，

5-3。 

（3）按性别统计。学校 2015届研究生中，女生 183人实现就业，

总体就业率 96.88%，男生共 172人实现就业，总体就业率 97.18%，男

生就业率高于女生 0.35个百分点。 

（4）就业方式。按照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毕业生就

业方式的统计标准，学校 2015届毕业生就业方式统计情况如表 5-4。

至 2015年 12月，全校共有 11名研究生未就业，其中，10人正在求职，

1人自愿暂时不就业，待就业率 3.01%。 

 

表 5-4  2015 年毕业研究生就业方式及就业率 

序号 就业方式 就业人数（人） 就业率（%） 

1 劳动合同就业 101 27.6 

2 协议就业 124 33.88 

3 基层项目 2 0.55 

4 应征入伍 2 0.55 

5 升学 8 2.19 

6 灵活就业和其他方式就业 118 32.22 

合计 355 96.99 

 

六、研究生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及成效 

1．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制度建设及成效 

学校不断加强研究生管理方面的制度建设与管理体制建设。在总

结既往经验、广泛调查研究、借鉴学习其他高校经验的基础上，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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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实际，先后制定、修订了《博士研究生复试及录取工作方案》

《硕士研究生复试及录取工作方案》《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及管理办

法》《潍坊医学院研究生管理规定》《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优

秀硕士学位论文评选办法》《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立项与管理暂

行办法》《研究生优秀科技创新成果评选与奖励暂行办法》《研究生

创新基金项目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意见》

《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管理暂行规定》《关于对研究生学位论文

进行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的实施意见》《硕士学位论文专家审核办法》

《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实施细则（试行）》等一系列有关研究生管

理的规章制度，并在 2015年新增列导师培训会前汇编了《潍坊医学院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手册》，形成了一套完整健全的规章制度。 

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制度的建设和完善，规范了研究生招生、培

养、学位授予、就业指导等管理环节，调动了导师和学生教与学的积

极性，对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起到了保障作用。 

2．学位论文盲审及抽检情况 

学校制定了学位论文校内专家审核制度、学位论文学术不端检测

制度、论文盲评和校外专家评阅制度、毕业论文随机抽评等制度，以

保障学位论文质量。在学位论文开题环节，引入校内专家审核制度，

对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依据、创新性，设计方案的合理性、可行性，

研究目的与意义等进行审核。研究生论文定稿后，交由校内审核专家，

对论文的数据统计分析方法、论文规范性等进行审核，提出修改建议，

对论文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审核合格后的论文，进入学术不端检测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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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所有申请答辩的研究生论文，均须进行学术不端检测。检测合格

者，按 10%的比例随机抽取论文，送外单位同行专家评阅。2015 年，

校内盲评论文的抽取比例提高到 20%。积极参与国务院学位办委托山东

省教育厅组织的学位论文质量抽查工作。2015 年学校被抽查论文 30

篇，优良率占 65.7%，未出现“存在问题论文”。 

3．研究生教育管理与服务情况 

在研究生教育管理体制和机制方面，学校实施校、院（系）二级

管理，要求研究生处和各研究生培养二级管理单位认真执行党和国家

的教育方针、有关研究生教育的法律、法规和学校研究生教育的有关

管理文件，实行依法办学。研究生处是学校主管研究生工作的职能部

门，在学校领导下负责研究生教育的总体规划、宏观指导、统筹协调、

质量监控等职能，二级管理单位在学校文件规定的权限内，负责本单

位研究生招生、培养、学位授予、学生管理、经费管理等各教育环节

的组织实施与管理工作。 

在研究生教育管理手段方面，学校引进和使用山东省研究生教育

管理系统，构建畅通的研究生信息高速公路，推进了管理的信息化。

导师管理、学生信息管理、学位课程成绩填报、各类证明的出具等均

可通过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完成，为各二级培养单位、导师、任课教

师、学科秘书、学生提供了良好的服务。 

4．研究生资助体系建设情况 

学校十分重视研究生资助体系建设。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关于

印发<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省财政厅、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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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奖助政策体系的通知》精神，先后出台了《潍

坊医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管理办法（试行）》《潍坊医学院研

究生奖助学金实施办法（试行）》，完善了奖助体系。学校研究生奖

助学金分为：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研究生三助（助

教、助研、助管）岗位津贴、校长奖学金、贫困生助学金、优秀考生

奖励、国家助学贷款等项目，各类奖学金每年评选一次。 

国家奖学金、校长奖学金用以奖励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科研成果

特别显著、公益活动特别突出的研究生，其中国家奖学金奖励额度为

博士每生 30000 元，硕士每生 20000 元。校长奖学金奖励额度为博士

每生 20000 元，硕士每生 10000 元。学业奖学金覆盖面为 100%，根据

研究生思想道德、学业成绩、科研成果、社会服务等因素统筹评定。

奖励额度为博士研究生一等奖 18000元，二等奖 12000元，三等奖 10000

元；硕士研究生一等奖 12000 元，二等奖 8000 元，三等奖 5000 元。

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为博士研究生每年 12000 元，硕士研究生每年

6000元。 

2015年，研究生奖助学金奖助2395人次，金额1424.27万元。其中

国家奖学金52万元、学业奖学金648.6万元、校长奖学金9万元、研究

生“三助”岗位津贴19.49万元、国家助学金691.98万元、优秀考生奖

励3.2万元，有力支持了学校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激励研究生科研创

新，提升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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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2015年研究生各类奖助学金情况统计 

5．研究生论文发表、科研获奖及社会服务情况 

研究生年度发表论文 500余篇，其中 SCI收录论文 15篇。在 2015

年山东省首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应用心理学研究生

赵云飞的参赛项目“音乐治疗”、康复医学和理疗学专业研究生高强的

参赛项目“悦得康复 O2O”分获实践类银奖和创意类铜奖。 

外科学研究生刘兴龙的《小睑裂综合征相关基因 Foxl2对 Hela和

Siha的生物学作用》、药理学研究生孙磊的《Gab2-ARK5信号通路影响

胶质瘤侵袭的探讨》被评为 2015年山东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药理学

冯占芹的《基于喷雾干燥技术的壳聚糖载药微球给药系统的构建与应

用》，获 2015 年山东省研究生优秀科技创新成果奖。影像医学高琪敏

的《与急性胰腺炎 CT评价和预后评估相关的肾前筋膜间平面影像解剖

学研究》、外科学李斐的《小睑裂综合征基因筛查、基因诊断的研究》、

肿瘤学李肖燕的《结肠癌患者术后化疗联合自体级联诱发免疫细胞治

疗近期疗效和生活观察》获 2015年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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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服务方面，临床专业研究生发挥专业优势，通过暑期“三

下乡”社会实践等形式，积极开展健康科普宣传和义诊活动。 

七、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情况 

学校加大研究生教育的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开展与研究生培养有

关的国际联合培养、科研合作与学术交流。学校鼓励研究生到国外交

流和学习，出台了奖助措施。研究生出国研修时间 6-12个月的，给予

5000元补助，一年以上的给予 10000补助。2015年，内科学、肿瘤病

学专业聘任国外兼职研究生导师 2人，并开展了研究生联合培养工作。

年度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4人次。 

八、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1．生源质量有待进一步改善。近年来，报考我校的一志愿考生中，

本科毕业院校为 211、985大学的考生较少。部分基础学科一志愿上线

人数尚不能满足招生计划需要。 

2．创新能力培养需不断加强。随着国家研究生教育内涵发展的转

变，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措施需要进一步完善。省级优秀学位论文

入选的数量有待增加，学位论文抽检的优秀率需进一步提升。 

3．导师队伍水平需进一步提高。随着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的

扩大、培养工作的需要，学生在培养基地进行培养的时间在延长，培

养基地导师占学校总导师的比重在增加，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的建设

需不断加强，导师队伍的整体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以更好的适应研

究生教育发展的需要。 

九、研究生教育进一步改革与发展的思路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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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入探索研究生分类培养机制。要不断完善以提高创新能力为

目标的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建立以提升职业能力为导向的专业

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重视发挥课程教学在研究生培养中的作用，完

善课程体系改进、优化机制。要尊重和激发研究生兴趣，注重培育独

立思考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全面提升创新能力和发展能力；要以社会

需求为导向，加快调整优化研究生教育结构，稳步扩大专业学位研究

生招生规模。当前，要结合实施新修订的临床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

案，对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扎实做好“四证合一”专业学位研究

生培养，确保培养质量。 

2．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生源质量。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

需求，切实做好研究生招生宣传工作。要加大招生宣传力度，制定对

优秀考生的激励和奖助措施；要加强学位点内涵建设，提升研究生培

养的国际化水平和培养质量，提升学科和导师的知名度，提高社会对

我校毕业研究生职业素养、科研能力、实践能力等方面的认可度，多

方吸引优质生源，提高生源质量，促进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 

3．突出专业特色，加强学位点建设。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学科的实力与水平。要以人才队伍建设为重点，提高导师

的整体水平。要以人才需求为导向，根据学校发展规划，及时对学位

授权点进行动态调整。要突出研究生培养特色，推进学位授权点规范

化建设。要加强创新平台建设，为研究生提供广阔的创新空间，支持

和鼓励研究生投身于科学研究，培养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

创新能力，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要进一步完善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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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养项目个性化培养方案，做好博士人才培养项目建设。 

4．加强导师队伍建设，提升指导水平。要重视研究生导师在研究

生培养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健全以导师为第一责任人的责权机制，

坚持导师权利与责任的统一，全面提高导师指导水平。要鼓励导师们

积极投身学术研究，无私奉献，创造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要严格导

师遴选和考核，建立研究生导师“动态管理、能上能下”机制。要完

善导师岗培训制度，加大对导师培养、培训力度。要加强师风建设，

提高师德水平，发挥导师对研究生思想品德、科学伦理的示范和教育

作用。 

 

潍坊医学院 

2016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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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潍坊医学院硕士学位授权学科目录 

一级学科代

码及名称 
编号 二级学科代码及名称 所属院系 

二级学科 

批准时间 

一级学科

批准时间 

0402  

心理学 
1 040203 应用心理学 心理学系 2003年 / 

0710 

生物学 

2 071003 生理学 基础医学院 2000年 

2011年 

3 071005 微生物学 生物与科学技术学院 2011年 

4 071006 神经生物学 基础医学院 2011年 

5 071007 遗传学 基础医学院 2011年 

6 071008 发育生物学 生物与科学技术学院 2011年 

7 071009 细胞生物学 生物与科学技术学院 2011年 

8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基础医学院 2006 

9 071011 生物物理学 基础医学院 2011年 

1001 

基础医学 

10 100101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基础医学院 1993年 

2011年 

11 100102 免疫学 基础医学院 1993年 

12 100103 病原生物学 基础医学院 2003年 

13 100104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基础医学院 2003年 

14 100105 法医学 基础医学院 2011年 

15 100106 放射医学 医学影像学系 2011年 

1002 

临床医学 

16 100201 

内科学（含:心血管病学、血液病

学、呼吸系病学、消化系病学、内分

泌与代谢病学、肾脏病学、风湿病学、

传染病学） 

附属医院（临床学院） 2000年 

2011年 

17 100202 儿科学 附属医院（临床学院） 1998年 

18 100203 老年医学 附属医院（临床学院） 2011年 

19 100204 神经病学 附属医院（临床学院） 2006年 

20 100205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附属医院（临床学院） 2011年 

21 100206 皮肤病与性病学 附属医院（临床学院） 2011年 

22 1002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医学影像学系 1998年 

23 100208 临床检验诊断学 医学检验学系 2011年 

24 100210 

外科学（含:普通外科学、骨外科

学、泌尿外科学、胸心血管外科学、

神经外科学、整形外科学、显微重建

外科学、烧伤外科学、野战外科学） 

附属医院（临床学院）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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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学科代

码及名称  
编号 二级学科代码及名称 所属院系 

二级学科批

准时间 

一级学科

批准时间 

1002 

临床医学 

25 100211 妇产科学 附属医院（临床学院） 2003年 

2011年 

26 100212 眼科学 附属医院（临床学院） 1986年 

27 100213 耳鼻咽喉科学 附属医院（临床学院） 2000年 

28 100214 肿瘤学 附属医院（临床学院） 2006年 

29 100215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附属医院（临床学院） 2011年 

30 100216 运动医学 附属医院（临床学院） 2011年 

31 100217 麻醉学 麻醉学系 1996年 

32 100218 急诊医学 附属医院（临床学院） 2006年 

33 105127 全科医学 附属医院（临床学院） 2012年 

34 1002Z1 临床心理学 心理学系 2011年 

35 1002Z2 重症医学 附属医院（临床学院） 2012年 

1003 

口腔医学 
36 100302 口腔临床医学 

口腔医学院（口腔医

院） 
2006年 / 

1004 

公共卫生与

预防医学 

37 1004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公共卫生学院 1996年 

2011 

38 100402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公共卫生学院 2011年 

39 100403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公共卫生学院 2011年 

40 100404 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 公共卫生学院 2011年 

41 100405 卫生毒理学 公共卫生学院 2011年 

42 1004Z1 公共卫生与社区管理 管理学院 2011年 

1006 

中西医结合 
43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附属医院（临床学院） 2006年 / 

1007 

药学 

44 100701 药物化学 药学院 2011年 

2011年 

45 100702 药剂学 药学院 2011年 

46 100703 生药学 药学院 2011年 

47 100704 药物分析学 药学院 2011年 

48 100705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药学院 2011年 

49 100706 药理学 药学院 1993年 

1011  

护理学  
50 101100 护理学 护理学院 2006年 2011年 

1204 

公共管理 
51 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管理学院 200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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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潍坊医学院硕士专业学位学授权类别和专业领域目录 

专业学位类别代码 
专业学位类别名

称 
专业领域代码 专业领域名称 

批准时间 

454 应用心理   2014年 

1051 临床医学 

105101 内科学 

2000年 

105102 儿科学 

105103 老年医学 

105104 神经病学 

105105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105106 皮肤病与性病学 

1051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105108 临床检验诊断学 

105109 外科学 

105110 妇产科学 

105111 眼科学 

105112 耳鼻咽喉科学 

105113 肿瘤学 

105114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105115 运动医学 

105116 麻醉学 

105117 急诊医学 

1052 口腔医学   2014年 

1053 公共卫生   2014年 

1054 护理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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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潍坊医学院学士学位授权专业目录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所属院系 专业类别 培养层次 学制 

临床医学 100301  临床医学院 医学 本科 五年 

眼视光学 100306W  临床医学院 理学 本科 四年 

康复治疗学 100307W  临床医学院 理学 本科 四年 

运动康复 040206T  临床医学院 理学 本科 四年 

麻醉学 100302  麻醉学系 医学 本科 五年 

护理学 4 101101  护理学院 理学 本科 四年 

护理学 100701  护理学院 医学 本科 五年 

口腔医学 100401  口腔医学院 医学 本科 五年 

劳动与社会保障 110303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管理学 本科 四年 

公共事业管理 110302  管理学院 管理学 本科 四年 

法学 030101  管理学院 法学 本科 四年 

市场营销 110202  管理学院 管理学 本科 四年 

食品质量与安全 081407w  公共卫生学院 工学 本科 四年 

卫生检验与检疫 101007  公共卫生学院 理学 本科 四年 

预防医学 100201  公共卫生学院 医学 本科 五年 

统计学 071601  公共卫生学院 理学 本科 四年 

医学影像技术 101003  医学影像学系 理学 本科 四年 

医学影像学 100303  医学影像学系 医学 本科 五年 

英语 050201  外语系 文学 本科 四年 

运动康复与健康 040206s  基础医学院 理学 本科 四年 

生物技术 070402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理学 本科 四年 

生物医学工程 080607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工学 本科 四年 

生物制药 083002T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工学 本科 四年 

应用心理学 071502  心理学系 理学 本科 四年 

医学检验 100304  医学检验学系 医学 本科 四年 

医学检验技术 101001  医学检验学系 理学 本科 四年 

药学 100801  药学院 理学 本科 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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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潍坊医学院 2015 年招收科学学位硕士研究生分专业人数统计 

一级学科代码 一级学科名称 二级学科代码 二级学科名称 招生人数 

0402 心理学 
040203 应用心理学 5 

045400 应用心理 6 

0710 生物学 

071003 生理学 2 

071005 微生物学 1 

071007 遗传学 1 

071008 发育生物学 1 

071009 细胞生物学 1 

1001 基础医学 

100101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2 

100102 免疫学 2 

100104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11 

100106 放射医学 1 

1002 临床医学 

100201 内科学 23 

100202 儿科学 4 

100203 老年医学 3 

100204 神经病学 4 

100206 皮肤病与性病学 1 

1002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5 

100208 临床检验诊断学 4 

100210 外科学 20 

100211 妇产科学 5 

100212 眼科学 4 

100214 肿瘤学 6 

100215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1 

100216 运动医学 4 

100217 麻醉学 3 

100218 急诊医学 2 

1002Z1 临床心理学 1 

1002Z2 重症医学 2 

1003 口腔医学 100302 口腔临床医学 14 

1004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1004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3 

100402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1 

100403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1 

100404 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 1 

100405 卫生毒理学 1 

1004Z1 公共卫生与社区管理 4 

1006 中西医结合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4 

1007 药学 

100701 药物化学 2 

100702 药剂学 4 

100704 药物分析学 3 

100705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1 

100706 药理学 4 

1011 护理学 101100 护理学 12 

1204 公共管理 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10 

合计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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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潍坊医学院 2015 年招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分专业人数统计 

一级学科代码 一级学科名称 二级学科代码 二级学科名称 招生人数 

1051 临床医学 

105101 内科学 62 

105102 儿科学 19 

105104 神经病学 12 

105105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5 

105106 皮肤病与性病学 4 

1051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16 

105108 临床检验诊断学 4 

105109 外科学 56 

105110 妇产科学 12 

105111 眼科学 16 

105112 耳鼻咽喉科学 7 

105113 肿瘤学 14 

105114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2 

105116 麻醉学 18 

105117 急诊医学 2 

105127 全科医学 2 

1052 口腔医学 105200 口腔医学 7 

1053 公共卫生 105300 公共卫生 5 

1054 护理 105400 护理 7 

合计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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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潍坊医学院2015年统招研究生硕士学位授予情况一览表 

序号 专业名称 科学学位人数 专业学位人数 总人数 

1 应用心理学 5 0 5 

2 细胞生物学 1 0 1 

3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3 0 3 

4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7 0 7 

5 法医学 2 0 2 

6 放射医学 1 0 1 

7 麻醉学 8 12 20 

8 儿科学 4 6 10 

9 老年医学 2 3 5 

10 神经病学 3 10 13 

11 皮肤病与性病学 1 1 2 

12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7 10 17 

13 临床检验诊断学 2 5 7 

14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1 1 2 

15 肿瘤学 5 7 12 

16 妇产科学 8 12 20 

17 眼科学 3 8 11 

20 运动医学 1 2 3 

21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9 0 9 

22 急诊医学 1 3 4 

23 全科医学 0 2 2 

25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3 0 3 

26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2 0 2 

27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1 0 1 

28 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 1 0 1 

29 卫生毒理学 1 0 1 

30 药物化学 1 0 1 

31 药剂学 1 0 1 

32 药理学 1 0 1 

34 中西医结合临床 0 2 2 

43 耳鼻咽喉科学 0 2 2 

44 外科学 26 62 88 

45 护理学 19 0 19 

46 口腔临床医学 16 0 16 

47 内科学 29 43 72 

合计 175 191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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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潍坊医学院2015年本科生学位授予情况一览表 

序号 专业名称 
应届本科 

毕业生数 

获得毕业证书的 

应届本科生数 
毕业率(%) 

获得学士学位

证书人数 

学位 

授予率(%) 

1 法学 66 66 100.0 65 98.5 

2 公共事业管理 114 114 100.0 114 100.0 

3 护理学 319 319 100.0 319 100.0 

4 口腔医学 234 234 100.0 233 99.6 

5 劳动与社会保障 80 80 100.0 79 98.8 

6 临床医学 1821 1821 100.0 1820 99.9 

7 麻醉学 257 257 100.0 257 100.0 

8 生物技术 100 100 100.0 99 99.0 

9 食品质量与安全 35 35 100.0 35 100.0 

10 市场营销 141 141 100.0 140 99.3 

11 统计学 44 44 100.0 44 100.0 

12 药学 145 145 100.0 145 100.0 

13 医学检验 154 154 100.0 154 100.0 

14 医学影像学 98 98 100.0 98 100.0 

15 应用心理学 101 101 100.0 99 98.0 

16 英语 112 112 100.0 112 100.0 

17 预防医学 88 88 100.0 88 100.0 

18 运动康复与健康 40 40 100.0 40 100.0 

合计 3949 3949 100.0 100.0 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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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潍坊医学院2015年成人教育学士学位授予情况一览表 

序号 校内专业名称 
应届毕业 

本科生数 

获得毕业证书 

本科生数 

毕业率 

（%） 

获得学位证书本

科生数 

学位授予率

（%） 

1 法学 4 4 100.0 1 25.05 

2 公共事业管理 25 25 100.0 4 16.0 

3 护理学 922 922 100.0 220 23.9 

4 口腔医学 42 42 100.0 5 11.9 

5 临床医学 615 615 100.0 97 15.8 

6 麻醉学 59 59 100.0 20 33.9 

7 药学 200 200 100.0 51 25.5 

8 医学检验 74 74 100.0 22 29.7 

9 医学影像学 108 108 100.0 20 18.5 

10 预防医学 26 26 100.0 3 11.5 

11 中西医临床医学 50 50 100.0 12 24.0 

合计 2125 2125 100 100.0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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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潍坊医学院2015年不同专业学术学位研究生就业情况统计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生源人数(人) 就业人数(人) 就业率(%) 

040203 应用心理学 5 5 100 

071009 细胞生物学 1 1 100 

100101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3 3 100 

100104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7 7 100 

100105 法医学 2 2 100 

100106 放射医学 1 1 100 

100202 儿科学 4 4 100 

100203 老年医学 2 2 100 

100204 神经病学 3 3 100 

100206 皮肤病与性病学 1 1 100 

1002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7 7 100 

100208 临床检验诊断学 2 2 100 

100211 妇产科学 8 8 100 

100212 眼科学 3 3 100 

100214 肿瘤学 5 5 100 

100215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1 1 100 

100216 运动医学 1 1 100 

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9 9 100 

100218 急诊医学 1 1 100 

1004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3 3 100 

100402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2 2 100 

100403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1 1 100 

100404 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 1 1 100 

100405 卫生毒理学 1 1 100 

100701 药物化学 1 1 100 

100702 药剂学 1 1 100 

100706 药理学 1 1 100 

100210 外科学 26 25 96.15 

101100 护理学 19 18 94.74 

100302 口腔临床医学 16 15 93.75 

100201 内科学 29 27 93.1 

100217 麻醉学 8 6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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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  潍坊医学院2015年不同专业专业学位研究生就业情况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生源人数(人) 就业人数(人) 就业率(%) 

105116 麻醉学 12 12 100 

105114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1 1 100 

105113 肿瘤学 7 7 100 

105127 全科医学 2 2 100 

105115 运动医学 2 2 100 

105117 急诊医学 3 3 100 

105126 中西医结合临床 2 2 100 

105103 老年医学 3 3 100 

105104 神经病学 10 10 100 

105106 皮肤病与性病学 1 1 100 

1051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10 10 100 

105108 临床检验诊断学 5 5 100 

105109 外科学 62 62 100 

105110 妇产科学 12 12 100 

105111 眼科学 8 8 100 

105112 耳鼻咽喉科学 2 2 100 

105101 内科学 43 40 93.02 

105102 儿科学 6 5 83.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