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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对研究生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做好

新时代研究生教育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全国研究生教育

会议深入分析了新时代研究生教育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全面部署

了新任务、新举措，为加快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

山东省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全国会议精神的贯彻

落实，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部署，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作出批

示，先后召开了全省研究生教育会议，印发了《关于推动新时代山东

省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了山东省新时代研究生教

育目标任务和改革举措，将以实施思想政治教育强基固本工程、急需

紧缺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开放融合协同育人工程、研究生素养能力

提升工程、导师队伍领航能力提升工程和质量监控体系优化工程等

“六大工程”为抓手，全面推进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到2025年，

在校研究生规模达到20万人，初步建成布局优化、质量过硬、支撑能

力强的研究生教育体系。到2035年，基本建成研究生教育强省。

一年来，山东省研究生教育坚持“立德树人、服务需求、提高质

量、追求卓越”工作主线，深入推进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建设，学位布局不断优化，导师队伍建设水平不断提升，人才

培养模式不断创新，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其中，新增博士学位授予高校1所，动态调整18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研究生招生总人数突破5万人，在校生数达到14.18万人，授予学位

3.48万人，研究生导师2.49万人；推动15所高校和中科院等12家高水

平科研院所开展科教融合协同育人，29所高校和83家具有较强实力和

较高知名度的行业企业开展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立项建设省级研究生

优质课程（案例库）440项、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重点培育项目156

项、产教融合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46个，评选省级优秀博士硕士



学位论文650篇、研究生成果奖500项；开展省级硕士学位论文抽检，

抽检合格率比上一年度提升1.03个百分点。

对照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与国家和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对高

层次人才的迫切需求相比，山东省研究生教育还存在一定差距和不

足。下一步，山东省将深入实施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六大工程”，

加快推进全省学位和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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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概况

（一）学位授予单位与授权点

1.学位授予单位。2020年，新增山东第一医科大学为博士学位授

予单位，山东省博士学位授予单位数量增至15个，均为高校（见表1）；

硕士学位授予单位有16个，其中高校13所（见表1），科研机构3所；

另有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单位4个，服务国家特殊需

求硕士人才培养项目单位3个；有学士学位授予单位67个。

表1 山东省博士硕士学位授予高校列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层次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层次

1 山东大学 博士单位 1 潍坊医学院 硕士单位

2 中国海洋大学 博士单位 2 山东建筑大学 硕士单位

3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博士单位 3 鲁东大学 硕士单位

4 山东农业大学 博士单位 4 烟台大学 硕士单位

5 山东中医药大学 博士单位 5 齐鲁工业大学 硕士单位

6 山东科技大学 博士单位 6 青岛农业大学 硕士单位

7 山东师范大学 博士单位 7 聊城大学 硕士单位

8 青岛大学 博士单位 8 山东艺术学院 硕士单位

9 青岛科技大学 博士单位 9 滨州医学院 硕士单位

10 曲阜师范大学 博士单位 10 山东体育学院 硕士单位

11 青岛理工大学 博士单位 11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硕士单位

12 济南大学 博士单位 12 山东工商学院 硕士单位

13 山东理工大学 博士单位 13 临沂大学 硕士单位

14 山东财经大学 博士单位

15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博士单位

2.学位授权点。2020年底，山东省有博士学位授权点180个，其

中一级学科博士点163个，二级学科博士点1个，专业学位博士点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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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有硕士学位授权点898个，其中一级学科硕士点520个，二级学科

硕士点47个，专业学位硕士点331个。（见图1）

图1 山东省高校学位授权点类别分布图

从学科门类分布看，在博士一级学科门类中，工学博士点57个，

理学博士点35个，医学博士点18个，分列前三位；在硕士一级学科门

类中，工学硕士点189个，理学硕士点89个，医学硕士点43个，分列

前三位。（见图2）

图2 山东省高校博士硕士学科门类分布图

（二）研究生规模与结构

1.研究生招生规模与结构。2020年，山东省研究生招生总数为

50518人（见图3），较上年增加9843人，增长24.20%；招生数占全国

研究生招生数的4.57%，位列全国第8位。

博士学位授权点类别分布情况 硕士学位授权点类别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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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16年-2020年山东省研究生招生数量趋势图

图3 2016年-2020年山东省研究生招生数量趋势图

2020年，山东省博士研究生招生3346人，较上年增长13.48%，招

生数量位列全国第13位。其中，学术学位研究生2789人，占总人数的

83%，较上年增加157人；专业学位研究生557人，占总人数的17%，较

上年增加167人。硕士研究生招生47172人，较上年增加9519人，增长

25.28%，招生数量位列全国第8位。其中，学术学位研究生16954人，

占总人数的36%，较上年增加2875人；专业学位研究生30218人，占总

人数的64%，较上年增加6644人（见图4）。

图4 2020年山东省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占比情况图

2.研究生在校生规模与结构。2020年，山东省研究生在校生数（包

含全日制、非全日制及在职硕士研究生，下同）为141783人（见图5），

较上年增加13182人，增长10.25%,在校生数占全国研究生在校生数的

4.52%，位列全国第9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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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16年-2020年山东省研究生在校生数量趋势图

其中，博士研究生在校生 13391 人，较上年增长 12.58%,在校生

数量位列全国第 13 位。其中，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 12195 人，占在

校生总人数的 91%，较上年增加 997 人；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 1196

人，占在校生总人数的 9%，较上年增加 499 人。硕士研究生在校生

128392 人，较上年增长 24.99%，在校生数量位列全国第 8 位。其中，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 44198 人（不含在职），占在校生总人数的

34.42%，较上年增加 3958 人；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73974 人（不含

在职），占在校生总人数的 57.62%，较上年增加 11491 人；在职研

究生 10220 人，占在校生总人数的 7.96%。

3.研究生毕业生规模与结构。2020年，山东省研究生毕业生总数

为32795人（见图6），较上年增加5155人，增长18.65%，占全国研究

生毕业生数的4.50%，位列全国第9位。

其中，博士研究生毕业生总数为1716人，较上年增长4%，毕业生

数量位列全国第14位。其中，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毕业1661人，占毕

业生生总人数的97%，较上年增加11人；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毕业55

人，占毕业生生总人数的3%，较上年减少7人。硕士研究生毕业总人

数为31079人，较上年增长19.87%，毕业生数量位列全国第8位。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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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毕业12499人，占毕业生生总人数的40%，较上年

减少23人；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毕业18580人，占毕业生生总人数的

60%，较上年增加5120人。

图 6 2016年-2020年山东省研究生毕业生数量趋势图

4.研究生学位授予规模与结构。2020 年，山东省研究生授予学

位总数为 34841 人，较上年增加 3716 人，增长 11.94%；占全国授予

学位数的 4.54%，位列全国第 8 位（见图 7）。

图 7 2016年-2020年山东省研究生学位授予数量趋势图

2020年，全省授予博士学位1736人，其中，学术学位1678人（占

97%），专业学位58人（占3%）。授予硕士学位33105人，其中，学术

学位12475人（占38%）、专业学位20630人（占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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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生导师规模与结构

2020 年，山东省普通高校共有研究生导师 24922 人，比上一年

度增加 1251 人。其中，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4259 人，博士研究生

导师 170 名，硕士研究生导师 20493 名。

导师队伍中，正高职称的有 11020 人，占导师总数的 44.22%；

副高职称的有 11005 人，占导师总数的 44.16%。年龄在 34 岁以下的

有 2445 人，在 35 岁-49 岁的有 14087 人，在 50 岁-59 岁的有 7779

人（见图 8）。

图8 山东省研究生导师年龄结构及职称分布图

二、学位授权建设和管理

（一）重点支持立项建设单位提升综合实力

聚焦“十强现代优势产业集群”调整优化学位授权结构布局，分

批次、有侧重地对学位授权立项建设单位和授权点进行重点支持、精

准培育。重点实施三项措施：一是省财政专项经费投入，重点支持4

所博士立项单位和4所硕士立项单位加强建设，帮助学校全面提升办

学实力。二是开展博士硕士学位授予高校与立项建设高校结对帮扶，

进一步扩大结对帮扶范围和专项招生计划，完善结对帮扶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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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导师互聘、科研合作、学生培养等管理流程，帮助立项建设单位

积累研究生培养经验，提升研究生导师指导水平。三是从现有硕士学

位点中遴选确定重点培育博士点，通过专家精准指导等方式，提升学

位点综合实力。

（二）完成2020年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推荐工作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开展2020年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

工作的通知》，山东省严格按照坚持标准、保证质量、程序规范、公

开透明、平稳有序的要求，组织完成省级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推荐

工作。经专家评审、省学位委员会会议审议、材料公示和异议处理等

相关工作程序，推荐3所高校申请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1所高

校申请新增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推荐新增博士学位授权点78个、

硕士学位授权点121个。

（三）组织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工作

积极发挥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指挥棒”作用，加强对动态调整

工作的统筹指导，推动学位授权点优胜劣汰，不断优化学科布局。2020

年，8个学位授予单位动态调整18个学位授权点，其中，撤销9个学位

点，增列9个学位点（见表2）。申请撤销的均为近几年生源不足、就

业率不高、学科特色不明显或省内已经布点较多的学科领域。

表2 2020年山东省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情况

（一）动态调整撤销的学位点

单位名称 学位授权点名称 学位授权点层次和类别

山东大学（5个）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一级学科硕士点

音乐与舞蹈学 一级学科硕士点

美术学 一级学科硕士点

保险 专业学位硕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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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 专业学位硕士点

中国海洋大学（1个） 统计学 一级学科硕士点

青岛理工大学（1个） 软件工程 一级学科硕士点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1个） 情报学 二级学科硕士点

山东体育学院（1个） 教育硕士 专业学位硕士点

（二）动态调整增列的学位点

单位名称 学位授权点名称 学位授权点层次和类别

济南大学（5个）

教育学 一级学科硕士点

城乡规划学 一级学科硕士点

社会工作 专业学位硕士点

工商管理 专业学位硕士点

旅游管理 专业学位硕士点

青岛理工大学（1个） 翻译硕士 专业学位硕士点

山东农业大学（1个） 数学 一级学科硕士点

曲阜师范大学（2个）
法学 一级学科硕士点

设计学 一级学科硕士点

（四）开展学士学位授予专业审批工作

2020年新增山东大学等47所学校的105个学士学位授予专业，全

省学士学位专业增加至5170个。新增列的学士学位授予专业涉及十个

学科门类，其中工学门类增加43个，管理学门类16个，文学门类11

个，理学门类11个，艺术学门类10个，经济学门类7个（见图9）。

图9 2020年学士学位授予专业学科门类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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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一）探索研究生思政教育工作新路径

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召开后，山东省积极探索新时代研究生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的新方法、新路径，实施“思想政治教育强基固本工程”，

进一步强化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包

括：进一步完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健全工作机制；加强队伍

建设，按照1：200配齐建强研究生专职辅导员队伍；强化考核评价，

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效纳入高校年度绩效考核和党委书记

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落实培养单位党委主体责任。通过系

列措施形成工作合力，把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研究生培养和管理的各

个环节，形成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的格局。

各高校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作为、主动创新，积极

探索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形式和办法，思想政治教

育成效明显提升。例如：中国海洋大学进行学生工作机构改革，构建

“大学工”工作体系，不断增强一体化育人合力；山东师范大学实施

“辅导员、德辅、导师”三维工作制，构建教育、管理、服务、发展、

培养“五位一体”德育工作体系；山东科技大学实施“研究生德育导

师制”，从党政管理干部、科技工作者、企业家、先进模范人物中选

聘120余名研究生德育导师，开展研究生思政教育；青岛农业大学建

立研究生思政课程、课程思政、科研思政、实践思政、习惯思政等多

途径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途径，构建三全育人格局。

（二）深化科教产教融合协同育人

1.科教融合协同育人。积极推动高校与高水平科研机构开展战略

合作。2020年7月，山东省教育厅与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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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大科学研究中心签订战略合作协议；10月，山东省教育厅分别与中

国科学院沈阳分院、山东能源研究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同时，中国

石油大学（华东）、齐鲁工业大学等8所高校分别与中国科学院沈阳

自动化研究所、金属研究所等7家研究单位签订16项战略合作协议。

合作各方围绕国家和山东省重大战略需求，通过组建“科学家+”

联合指导团队，共建高水平联合培养实践基地，教师、学生学术交流、

研讨，高端创新平台、科研平台开放共享和重大科研项目协同创新等

方式，开展战略合作，旨在借助科研院所强大的科技力量、一流的科

研平台和顶尖的人才团队，推动山东省高校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学科建设水平和科研创新能力，推动产出一批高水平教育教学成果和

科技成果。

为推进科教融合协同育人，山东省教育厅设立220余个博士、硕

士专项招生计划，支持13所高校与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中国科学院

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岸带研究所、山东高等技术研究院、山东

产业技术研究院、潍坊先进光电芯片研究院等6家科研院所开展研究

生联合培养。截至2020年，全省共有15所高校和12家高水平科研院所

参与科教融合协同育人，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研究生联合培养和科技协

同创新模式，为深化山东省高层次人才培养改革提供了可复制、可推

广的经验借鉴。

2.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产教融合是推动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创新

能力提升的有效途径，山东省教育厅积极探索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

制，推动行业、企业全方位参与人才培养。2020年9月，立项建设46

个省级产教融合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推动29所高校和阿里云计

算有限公司、鲁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83家具有较强实力和较高



— 11 —

知名度行业企业开展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协同育人坚持问题和需求导

向，建立产业（行业）导师制度，校企联合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围绕产业关键技术、核心工艺和共性问题开展实践研究，探索研究生

培养与行业企业统筹融合、良性互动的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提高专业

学位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

（三）实施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和创新计划

1.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计划。继续实施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计

划，立项建设山东省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220门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学案例库220个，遴选确定156项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进行重

点培育，深入探索研究生教育制度、教育管理运行机制创新，推动研

究生教育教学模式改革，努力建设规模结构适应需要、培养模式各具

特色、整体质量不断提升的研究生教育体系。

2．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继续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确定

山东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150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500篇，研究生优

秀成果奖500项。经过11年的实施，山东省已经建立起省、校两级创

新计划体系，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不断提高。

3．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山东省以实施博士研究生出国研修和参

加国际学术会议、支持研究生导师国外访学、立项建设双语课程等项

目为牵引，推动各高校推进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积极探索疫情形势下

的国际合作交流新机制。山东大学鼓励研究生参与海外线上培养，

2020年国家公派项目录取研究生12人，完成了海外在线入学注册，通

过参与外方机构或导师提供的线上课程、课题组会议、讨论班等方式

开启双线融合式培养新局；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组织开展“I享”

海外研修分享季系列活动，包括国家公派留学大型宣讲会、海外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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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分享、学术英语演讲比赛等活动，积极培育校园国际化软教育环

境；山东财经大学连续三年开设“国际发展合作”研究生创新实验班，

面向国际组织、驻外机构、跨国企业培养国际化人才；潍坊医学院探

索“专业教育+国际教育”模式，依托各学科专业开设研究生教育国

际化课程15门，将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有效融入教学科研全过程。

（四）启动研究生处(院)长抓高质量发展突破项目

为推动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创新和高质量发展，切实提升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山东省聚焦问题导向，针对研究生教育存在的突

出问题，启动实施“研究生处（院）长抓高质量发展突破项目”，以

突破项目为抓手破解制约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难点、痛点、堵点，共立

项突破项目34项，涉及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培养过程管理、科

教融合协同育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生国际化和学位论文质量提升

等多个领域。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围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找准突破

口和发力点，实施重点精准建设，项目实施成效显著，取得了一批改

革成果。例如：山东大学对标世界一流高校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在实

施的“研究生教学智慧化突破项目”中引入前沿研究生课程教育教学

理念，打造了一批内容国际化、形式现代化、手段智慧化的优质研究

生课程，进一步提高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山东农业大学以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培养为突破点，充分发挥联合培养、实践教学基地在研究

生培养过程中重要作用，紧密对接推动乡村振兴、决胜脱贫攻坚等国

家重大战略，围绕产教融合创新模式，打造专业学位研究生高质量发

展的“振兴菁英计划”模式，为现代农业发展培育了一批品学兼优的

新型农人；山东工商学院围绕研究生培养存在的人才培养模式单一、

专业学位研究生职业素养和实践创新能力不高等问题，发挥财经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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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办学优势，积极对接“十强”产业，提出专业学位研究生“产业

+专业+职业”的培养模式，探索建立了应用型人才培养新模式。

四、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

以完善导师培训体系为重点，构建省校两级导师培训体系。2020

年省教育厅委托清华大学等高校举办两期研究生导师能力提升培训

班，省内200名新聘研究生导师参加培训。逐步实现省级研究生导师

培训常态化、制度化，通过深度交流学习，切实增强研究生导师的责

任感与使命感，不断提升导师的政治素养、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山

东高校积极探索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的有效举措：

在导师选聘考核方面，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推进导师队伍建设

和管理信息化，加强导师队伍管理信息化建设，开发基于学校“信息

管理一张表”的导师遴选和招生资格审定系统，实现导师遴选与审定

工作线上线下相结合；青岛大学改革了研究生导师选聘标准和考评体

系，取消博士生导师遴选制度，提高了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上岗审

核标准；山东中医药大学实行二级学院评价、教学督导评价、研究生

评价和导师自我评价相结合的导师年度考核模式，建立科学、公平、

公正、公开的考核体系。

在构建师德师风长效机制方面，山东大学建立研究生导师荣誉体

系，每年开展“我心目中的好导师”“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评选，

对立德树人业绩突出的导师进行表彰和奖励，充分发挥优秀导师的示

范引领作用；山东师范大学每年评选研究生“五导”卓越导学团队，

强化导师德育意识，发挥好研究生导师“导学习”“导思想”“导人

生”“导科研”“导生活”的首要责任人作用；山东农业大学注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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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考核结果应用，实行师德考核“一票否决制”，将师德考核结果作

为各类评优树先的首要条件。

在研究生导师能力提升方面，山东大学举行2020年新任博士生导

师培训，培训中丰富了“课程思政”“学科交叉”“导学关系”“师

德师风”“政策解读”“指导方法”等内容，首次采用线上答题和线

上学习手段加深学习效果，加强培训考核；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举

办新晋导师素养提升线上专题培训班，围绕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教学科

研育人、课程思政、导学关系、线上教学、心理健康等内容进行专题

讲座；青岛科技大学建立导师团队与导师、导师团队之间、导师团队

与学院、学院与学院之间的沟通桥梁，通过新遴选导师“线上工作坊”、

举办科研沙龙、召开研讨会等方式，汇集不同学院的团队负责人，开

展学科交叉融合探索，推动科研发展，提高导师团队指导水平。

五、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

（一）组织做好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

以学位点专项评估工作为抓手，推动全省学位授权点内涵建设和

质量提升。2020年，全国共有345个学位点参加专项评估，山东省共

10所高校的20个学位授权点参评，包含7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1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7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和5个硕

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均通过评估。

表3 2020年山东省学位授权点参加专项评估汇总表

单位名称 学位授权点名称 学位授权点层次和类别

山东大学

社会学 博士一级学科

海洋科学 博士一级学科

地球物理学 博士一级学科

网络空间安全 博士一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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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学位授权点名称 学位授权点层次和类别

工程力学 博士二级学科

山东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博士一级学科

马克思主义理论 硕士一级学科

艺术 硕士专业学位

青岛大学

应用经济学 博士一级学科

纺织科学与工程 博士一级学科

网络空间安全 硕士一级学科

新闻与传播 硕士专业学位

青岛科技大学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硕士一级学科

齐鲁工业大学
数学 硕士一级学科

翻译 硕士专业学位

曲阜师范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士一级学科

聊城大学 数学 硕士一级学科

山东工商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硕士一级学科

山东建筑大学 工程管理 硕士专业学位

潍坊医学院 药学 硕士专业学位

（二）完善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工作

1．通报2019年度硕士学位论文抽检结果。2019年度，山东省硕

士学位论文抽检合格率为98.16%，比2018年度抽检合格率提高1.03

个百分点。抽检结果反馈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对存在问题论文的单位，

提出了整改要求并加大监管力度。对连续2年均有“存在问题论文”，

且比例较高或篇数较多的培养单位，进行了质量约谈。将学位论文抽

检结果作为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专项评估、培养质量和学校年度绩

效考核等的重要指标，作为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计划、创新计划、国

际化项目、教育教学成果奖、研究生招生计划等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

引导培养单位和导师进一步重视学位论文质量，加强论文过程管理。

采取随机抽查、现场督查或委托监督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学位论文质

量监管。

2.开展2020年度硕士学位论文抽检。2020年，山东省按照“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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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随机抽取、科学公正、突出重点、兼顾公平”的原则，对2019

年9月1日—2020年8月31日期间授予硕士学位人员的学位论文进行了

抽检，涉及全省研究生培养单位32个，论文3.4万篇，其中学术学位

论文1.3万篇，专业学位论文2.1万篇。进一步扩大抽检比例，改进抽

检办法，随机抽取送审硕士学位论文1697篇，总占比5%。抽检论文涉

及86个一级学科，279个二级学科，34个专业学位类别，114个专业学

位领域。

（三）组织发布年度研究生教育质量报告

发布《2019年山东省研究生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和各研究生培养

单位2019年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报告，系统总结和分析2019年全

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和质量情况。山东省省级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质量报告已连续发布4年，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

年度报告已连续发布5年，省、校两级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信息公

开体系日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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