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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生教育的目标定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建设人才强国的伟大目

标，研究生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顶端，是培养高层次人才和释放人

才红利的主要途径，是国家人才竞争和科技竞争的重要支柱，是科技第

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是实施科教兴

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整

体发展战略中既有关键的工具性意义，也有全局性、长期性、决定性的

目标意义。 

高等学校是人才培养特别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主力军，是创新型国

家建设和人才强国战略实施的主体力量。高质量的研究生教育，是世界

一流大学的基础性标志。研究生教育作为学校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高端构

成部分，在学校学科建设、科学研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

决定性的支撑作用，是一流大学建设的生力军和重要引擎，培养高质量

的研究生也是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目标体现。 

“为天下储人才，为国家图富强”是山东大学的办学宗旨，家国使

命、天下担当是山大人的精神传统。作为学校“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内

容，研究生教育是实现学校内涵发展的强校之路，始终结合着国家战略

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扎根中国大地汲取力量，厚植齐鲁沃土回馈社会，

服务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伟大事业。 



 

二 规模与结构 

2.1 学位授权点 

学术学位 

山东大学现有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44个，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 1个；硕士

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10个，涉及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

工学、医学、管理学和艺术学 11个学科门类。 

在 2017年底教育部学位中心公布的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中，数学、马克思

主义理论、中国语言文学排名进入前 5%。 

 

★博士学位授权点    ☆硕士学位授权点 



 

*该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工程力学”具有博士学位授权（表注） 

6 月份完成目录外二级学科“党的建设”的自主设置工作，成为第一家在全国

设立该专业的高校。 

专业学位 

山东大学现有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 3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 27个，其中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具有 23个授权领域。 

 

★博士学位授权点 

☆硕士学位授权点 

 

 

 



 

2.2 导师队伍 

2017 年通过年度招生资格审核的导师共计 2655 人，其中硕士生导师 1723 人，

博士生导师 932人。 

学科结构 

在硕士生导师中（不含博士生导师），人文社科 443人，理学 283人，工学 461

人，医学 536人。 

 

在博士生导师中，人文社科 237人，理学 233人，工学 295人，医学 167人。 

 

 

类型结构  

在 1723 名硕士研究生导师（不含博士生导师）中，学术和专业型导师 765 人，

学术型导师 561人，专业型导师 39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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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博士生导师 932人，其中同时招收全日制博士专业学位导师 175人。 

 

职称结构 

在 1723 名硕士研究生导师（不含博士生导师）中，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

568人，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 943人，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 212人。 

 

在博士研究生导师中，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 841 人，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人员 9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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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结构  

在硕士研究生导师 1723人中（不含博士生导师），40岁及以下 579人，41岁～

50岁 621人，51岁～60岁 510人，60岁以上 13人。  

 

在博士研究生导师 932人中，40岁及以下 153 人，41岁～50岁 329人，51岁～

60岁 392人，60岁以上 5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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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招生录取 

2017年共录取研究生 7523人，其中博士研究生录取 1011人，招生规模较 2016

年增加 8.3%；硕士研究生录取 6512 人，由于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统筹招生，

硕士生招生规模增加 30.7%，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与去年基本持平。 

1. 博士研究生 

在博士研究生招生方面，积极探索多元化的博士研究生招生模式，形成了公开

招考、硕博连读、本科直博、“申请-考核”四位一体的博士生招生体系。 

 

2. 硕士研究生 

录取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中，学术型 2691 人，专业学位 2300 人，学术型与专

业学位硕士生的比例为 1.17:1；按录取硕士研究生总量计算，学术型与专业学位的

比例为 0.70:1。专业学位在硕士生招生总规模中的比例进一步扩大。 

 

2.4 在校研究生 

 



 

 

学术型研究生学科门类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类别 
专业学位类别名称 人数 专业学位类别名称 人数 

金融 396 工程 2517 
应用统计 100 临床医学 1230 
税务 59 口腔医学 105 

国际商务 66 公共卫生 154 
保险 29 护理 110 

资产评估 17 药学 142 
审计 25 工商管理 1228 
法律 704 公共管理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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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 166 208 338 0 362 170 924 1243 657 221 0

硕士生 169 518 605 44 648 185 1501 2395 990 473 75

在校研究生共 20194 人，

其中博士研究生 4425 人，硕

士研究生 15769 人。 

 



 

社会工作 85 会计 167 
体育 17 图书情报 19 

汉语国际教育 48 旅游管理 4 
翻译 215 工程管理 147 

新闻与传播 106 艺术 126 
文物与博物馆 72   

 
 

 

2.5 学位授予 

2017年共授予 1104人博士学位，其中授予 682人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博士学位、

授予 394人博士专业学位、授予 28名以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人员博士学位；授予

硕士学位 5452人，其中授予 2124人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硕士学位、授予 3204人硕

士专业学位；授予 124人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硕士学位。 

2017 年授予博士、硕士学术学位情况  

学科门类  博士  硕士  合计  

哲学  15  49  64  

经济学  38  145  183  

法学  28  214  242  

教育学  —  16  16  

文学  44  242  286  

历史学  14  53  67  

理学  186  346  532  



 

工学  201  606  807  

医学  153  385  538  

管理学  31  167  198  

艺术学  —  26  26  

合计  710  2223  2933  

  

2017 年授予博士、硕士专业学位情况  

专业学位类别名

称  

人

数  

专业学位类别

名称  
人数  

金融  66  文物与博物馆  13  

应用统计  26  工程  1396  

税务  16  临床医学  465  

国际商务  20  口腔医学  55  

保险  8  公共卫生  99  

资产评估  7  护理  33  

审计  10  药学  44  

法律  295  工商管理  294  

社会工作  31  公共管理  127  

体育  8  会计  34  

汉语国际教育  27  图书情报  4  

翻译  55  工程管理  20  



 

新闻与传播  20  艺术  32  

合计  3205  

 

2.6 奖励资助 

坚持规范管理、持续创新，不断完善研究生奖助贷体系。2017年共发放各类研

究生奖助贷资金 2.77 亿元，惠及 20543名研究生。以 2017年 9月人数计算，2014

级-2017级奖助学金发放人数占在校研究生人数 89.8%。 

 

 



 

 

 



 

三 制度保障与探索创新 

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为核心，为定高目标、立严规则、奖好成果、塑优环境

等目标实现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在生源质量、课程体系、导师队伍、学位论文、思

政教育等方面进行了不断的探索。 

3.1 生源质量 

◆制度举措 

为提高研究生生源质量，优化研究生生源结构，山东大学通过举办优秀大学生

夏令营、参加多渠道的研究生招生宣传、设立优秀生源奖学金基金、完善优秀二志

愿生源调剂制度、探索多元化的博士研究生招生模式等方式进行招生拓展，研究生

生源质量进一步提高。 

  

 

 

凡是在学校规定时间内

录取的推免生，都可获得奖

励。2017 年发放优秀生源奖

励基金约 620万。 



 

 

◆硕士研究生 

按录取总规模计算，2017 年录取的硕士生毕业于“双一流”高校的生源 2993

人，占硕士录取总规模的 46%；其中录取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双一流”高

校的人数为 2580人，占全日制硕士生录取总规模的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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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 

本年度录取的博士研究生硕士毕业于“双一流”高校的生源共 814 人，占博士

录取总规模的 81%；本科毕业于“双一流”高校的生源共 449 人，占博士生录取总

规模的 44%。 

 

3.2 课程管理 

1.课程建设 

以教育部研究生课程建设试点为契机，全面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按照高标准、

重基础、促交叉、扣前沿的原则，夯实学位课程的基础性地位，完善研讨类课程与

公共选修课程建设，实现研究生课程体系的升级改造。目前共开设硕士生课程 3173

门，博士生课程 758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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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管理 

完善教学管理制度，修订《山东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管理办法》，全面规范研究

生课程学的全过程，提升教学质量。 



 

 

整顿课程教学秩序，研究生课程正常开课率达到 95%以上，从根本上扭转了不重

视研究生课程，尤其是博士研究生课程教学的局面，构建起良好的教学环境。 

 

打破学科、院系选课壁垒，改革完善选课系统，增强研究生选课自由度，为研

究生构建个性化的培养计划和完备的知识结构创造条件。 

 

3.3 分类培养 

积极探索凸显专业学位培养特色的研究生分类培养模式，着力解决专业学位、

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的同质化问题，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 

1. 以提升职业能力为导向修（制）订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强化实习实践

环节，专业实践设置为 8学分。 

 

2. 根据共建共享原则在 28个培养单位启动案例库建设，要求每个案例库至少

包含 10个教学案例，以期三年内完成山东大学各专业学位类别（领域）的案例库建

设。2016-2017年，19个案例库入选山东省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案例库建设项目 



 

 

3. 搭建实践平台，拓展培养空间，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工作站建设，5个基地

入选山东省研究生教育联合培养基地建设项目。 

 



 

3.4 学位点现代化工程 

出台《山东大学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方案（2014-2018）》，组织学位授权点合格

评估自评环节。全校博士一级学科 40个，博士二级学科 1个；硕士一级学科 10个；

专业学位类别共 7 个，其中博士授权专业类别 1 个（临床医学），硕士授权类别 6

个（工程类别内参评领域 21个）参加。学校将根据此次学位点评估结果和学科评估

结果，对于后 20%的学位点进行调整。 

 

 

3.5 导师队伍建设 

为提高导师队伍的整体水平，优化博士生导师队伍的年龄结构，在招生博导审

核中，学校继续执行招生最低科研成果和项目经费条件，以及新、老博导按同一条

件进行审核；坚持总量控制，按需设岗，各培养单位认定招生博导数不能超出近三

年博士生招生的平均数。同时鼓励青年教师上岗招收博士生，40岁以下达到上岗条

件的可不受单位导师上限数的限制。自 2015年推行导师遴选机制改革以来，建设年

轻化导师队伍取得明显成效。  

落实导师在论文指导、评阅、答辩等各个环节的监督把关责任。对导师同意申

请答辩的学位论文连续出现评阅不合格或答辩未通过的，对指导论文在国务院学位

办、山东省学位论文抽检中出现问题的，对指导研究生发生学术不端行为的、对于



 

在学研究生达到一定数量或延期毕业研究生较多的导师，根据相关规定，视情节轻

重，暂停或取消其研究生招生资格。2017年，其指导论文出现问题的导师，暂停研

究生导师招生资格 10人，取消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 2人。 

 

强化新任导师培训，将培训效果落在实处。在 2017年度博士生导师培训工作中，

在政策解读和优秀导师报告环节外，增加了分组座谈，老师们就关心的招生、培养

等问题展开充分的交流和对话。 

 

3.6 考核分流 

全面实施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改革，限定优秀比例不超过考核基数的 20%，暂缓

通过及终止攻读博士学位比例不低于 15%，逐步形成一套分流退出与激励创新相结

合的过程评价机制，不断完善培养过程环节的质量控制。 

8.7 9.3
14.3 17.5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40岁以下博士生导师占总数比

例（%）



 

 

 

3.7 学位论文质量保障 

为强化培养单位的质量意识和导师的责任意识，完善学位论文匿名评审制度，

建立学位论文质量责任追究，对相关问题论文的指导教师、培养单位给予暂停招生、

扣减博士生招生指标与岗位津贴等处理。近年来，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答辩的不

通过率逐年降低，确保了学位授予的质量。  

完善学位论文匿名评阅制度。  

2017年全部博士学位论文、部分硕士学位论文委托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

展中心进行匿名评阅，全年评阅博士学位论文 1224篇，114篇未通过，占评阅总数

的 9.3%；抽评硕士学位论文 407篇，11人未通过评阅，占 2.7%。  

2017年教育部共抽检我校博士学位论文 86篇，没有“存在问题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匿名外审制度建设取得成效。  

严肃处理学位论文作假行为。 

对于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学校一经查实将对相关人员进行严肃处理。2017年度

因学位论文作假撤销博士学位 4 人，撤销硕士学位 3 人，取消硕士学位申请资格 6

人。  

 



 

 

3.8 高端培育 

1. 优秀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提升计划 

对愿意继续深入开展科学研究且科研成果已达到毕业、申请学位要求并有望进

一步取得重要成果的优秀博士生给予每年 10万元的经费资助，鼓励和引导博士生接

受更严格的科研训练，支持博士生开展基础性、战略性、前沿性科学研究。2017年

首批资助了 8位优秀博士生。 

2.研究生优秀学术成果奖 

研究生优秀学术成果奖以宁缺毋滥、重奖高水平成果为原则，对研究生发表的

高水平成果进行不同程度的奖励。该奖项自 2014年开始已连续评选四届，总计评选

出特等奖 4项，一等奖 87项，二等奖 236项，三等奖 882项，投入经费 998万元。

2017年评选出优秀学术成果奖 215项，其中一等奖 22项，二等奖 74项，三等奖 119

项，共奖励金额 238.3万元。 

 

 



 

3.博士研究生高端学术讲坛 

为研究生拓宽学术视野、交流学术思想、启迪研究智慧而搭建的校内高水平学

术交流平台，由研究生院和相关培养单位联合主办。2017年共资助 26个培养单位

举办高端学术论坛 27个，投入经费 137万元，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 612人。全校约

43000 人次参加并听取高端学术报告和演讲 616场。 

 

4. 研究生暑期学校 

研究生院专项经费支持，由各承办学科具体组织实施，聘请海内外知名学者讲

授课程或做系列学术报告。在校研究生均可申请参加，可获得 2-4个学分。2017年

共资助暑期学校项目 11项，开设相关课程 95门，举办学术报告 13场，参加项目人

员 400余人，聘请校外专家 60余人。 

 

 



 

 
 

 

3.9 国际化举措 

山东大学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是一种基于提升自身教育质量的全面的国际化努

力，既包括在校内实施的一系列旨在达到国际水准的教育努力，也包括大力推进中

外联合培养以及鼓励支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一系列举措 

1．培养方案 

各学科结合自身特色、发展需求与人才培养定位，以国际排名前 50的同类学科

为参照，建立本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比较体系。 

2.  全英语教学课程体系 

在 16个学科（专业）建成全英语教学课程系列，开设全英语课程 150余门，先

后投入经费近 800万元。 

3.  教学队伍 



 

大力引进留学归国人员，多渠道吸引海外知名学者来校主讲课程或开设短期课

程，提升研究生教学队伍的国际化水平。 

4. 管理制度 

修订《山东大学研究生出国（境）管理暂行规定》，全面规范各类出国（境）形

式的管理要求；制订《山东大学研究生校外学习课程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管理办法》，

实现中外合作的有效对接。 

5.中外联合培养 

依托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积极选派优秀研究生赴高水平大

学联合培养，获资助人数一直位列全部协议高校前列。设立“山东大学研究生海外

留学基金资助”专项，资助研究生赴海外高水平大学进行中长期联合培养。迄今累

计派出中长期联合培养研究生 1300 多名，攻读学位人员 500 多名。2017 年累计公

派留学研究生 190人。 

 
6. 资助国际学术会议 

设立“研究生海外学术交流基金”，支持鼓励研究生出境参加高水平国际学术会

议，加强国际学术交流，拓展国际视野。2017 年共资助高水平国际会议 135 人次，

资助经费 9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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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氛围营造 

充分发挥各种文化载体的育人功能，营造有利于拔尖创新人才健康成长的文化

氛围，促进研究生全面发展。 

《山东大学研究生学志》是创刊于 2001 年 10月的综合性学术季刊，主要刊发

研究生优秀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目前已发行 64期，在全国高校同类刊物中具有较

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2017 年，依托《山东大学研究生学志》，山东大学正式成为

教育部主管的《中国研究生》杂志编委会单位，郭新立书记担任副主任。 

 

“稷下风”研究生学术讲坛和“海右”博士生学术论坛是研究生特色学术活动

品牌。2017年共举办 “稷下风”研究生学术讲坛 74期、校级“海右”博士生学术

论坛 43期和全国“海右”博士生学术论坛 2期。 

 

研究生合唱比赛、篮球赛、啦啦操大赛、师生羽毛球赛等文体活动，丰富了研

究生的文化生活。 

 



 

 

与山东金融交易中心等单位合作建立研究生实践基地，发挥校企双方各自优势，

为研究生打造高水平的社会实践平台。29 支研究生实践团队，开展红色基地学习、

实践基地实习、研究生媒体交流等实践活动。 

 

 



 

 



 

四 培育成效 

科创竞赛 

优秀学位论文 

2017 年，共有 31 篇博士学位论文、44 篇硕士学位论文被评为山东大学“优秀

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有 27篇博士学位论文、19篇硕士

学位论文获 2017年山东省优秀博士、硕士论文。 

其中，山东省共评选出 2017年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共 50篇，27篇获奖博士学

位论文含人文社会学科 5篇、理学 6篇、工学 8篇、医学 8篇。 

 

山东省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奖 

2017年山东省共评选出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奖 100项，山东大学有 14

项成果获奖，其中一等奖 1项，二等奖 3项，三等奖 10项。 

 

科技创新成果 

2017年评选出山东省研究生优秀科技创新成果奖共计 18项，其中一等奖 4项，

二等奖 5项，三等奖 9项。 

 

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 

在第十四届中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中，荣国家获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7 项、

三等奖 17项，成绩在全国 437个参赛单位中名列前茅，连续第九届获得“优秀组织

奖”。在中国石油装备大赛中获国家三等奖 1项，在中国研究生未来飞行器创新大赛

获国家优秀奖 1项。 



 

 

 
 

育才撷英 

儒学高等研究院 2014 级博士生郭超颖 

第一作者发表 CSSCI 论文 6 篇，其中发表在本领域顶级刊物《中国经学》上的

论文，比较好地解决了《仪礼》学上该类型问题的历代纷争，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走在了国际礼学研究的前沿。 

化学与化工学院 2015 级博士生鹿可 

第一作者发表 SCI论文 11篇，总引用次数 110余次，累计影响因子大于 80，H

指数为 7。其中发表在影响因子为 12.124的国际顶级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s》

的论文，首次报道了一种新型无金属碘碳全电池，实现了碘的氧化还原与碳材料离

子插层机制的平衡统一。 

生命科学学院 2015 级博士生陈才华 

第一作者在顶级综合类期刊美国科学院院刊 PNAS 上发表论文，影响因子为

9.661，首次提出了蜕皮激素通过细胞膜受体和细胞核受体共同调控昆虫变态发育的

基本模型，是昆虫发育领域研究中具有特殊意义的研究成果。 



 

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4 级博士生张梦华 

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论文 9篇，授权发明专利 7项。其中发表在中科院一区 top

期刊《Mechanical Systems and Signal Processing》的论文，首次从理论上解决

桥式吊车系统存在初始负载摆角的问题，且所设计的轨迹可用于执行不同的运输任

务。 

临床医学院 2015 级博士生秦小腾 

第一作者在胃肠疾病领域的权威期刊《Gastroenterology》上发表文章一篇，

影响因子 16.825。该研究对于阐明肠道平滑肌疾病的发病机制具有重要价值，同时

对深入理解血管平滑肌的功能及其异常也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此外，硕士生获奖者中也有较为突出的科研成果。如物理学院 2016级硕士生李

子琦，第一作者身份发表的论文，影响因子为 13.667；化学与化工学院 2015 级硕

士生谭肖，第一作者身份发表的论文，影响因子为 13.858。 

 



 

就业去向 

 



 

 



 

五 改革路上 

山东大学研究生教育坚持以提升培养质量为核心，走内涵发展的道路，以回应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重大需求，服务山东经济社会发展，立足科学技术前沿为行动指引，以年轻化、高水平

导师队伍建设和学位点现代化工程建设为抓手，通过分类培养、学科交叉、培养过程优化和质

量标准建设等主要通道，健全内部竞争机制，加强对外开放合作，实现济南、青岛、威海校区

资源共享和协同发展，全面大幅提升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和国际化视野，稳步实现研究生培养质

量水平提升。 

“固、舍、合、创、引”，规划建设学位点现代化工程 

以双一流建设为目标，通过固（传统优势学科）、舍（老旧落后学科）、合（碎散学科）、

创（新兴、交叉）、引（搭外部便车、国际化），凝练学位点建设方向，打造山东大学学位点升

级版。 

接轨国际、统一标准，推出新一轮培养方案修订计划 

推出新一轮培养方案修订计划，努力实现全校相同专业执行一个培养方案的目标，完成新

一轮学位委员会换届工作。 

顶天立地、对标一流、领军行业，逐步落实分类培养 

全面落实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分类培养基本要求，积极探索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

践教学新模式。学术学位研究生以培养成一流科学家为目标，专业学位研究生以培养成行业领

袖为目标。 

三地一体、加强交流，打造研究生培养利益共同体 

以服务学生为中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目标，匹配好学校、培养单位、导师和学生的责权

利，形成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利益共同体。 

共同规划、协同服务，建立新型奖助系统 

建立新型研究生奖助体系,一体设计规划，一体推进工作，一体服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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