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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理工大学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二级学

科自主设置实施办法 

校研〔2011〕47号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下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

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学位〔2009〕10号，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教育部办公厅下发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

养研究生的二级学科自主设置实施细则》（教研厅〔2010〕1号，

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关于

做好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二级学科自主设置工作

的通知》（学位办〔2011〕12号）精神，为进一步优化学科结构，

推动创新人才培养，促进新兴交叉学科发展，结合我校实际，特

制订本办法。 

一、二级学科设置与调整的原则和范围 

二级学科的设置与调整应遵循学科发展规律，与国家经济建

设和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相适应，与学校学科建设与发

展规划相适应，有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有利于学科特色的形成。 

各学院可在我校具有博士学位授权的一级学科下，申请设置

与调整授予博士学位的二级学科；在具有硕士学位授权的一级学

科下，申请设置与调整授予硕士学位的二级学科。在同一一级学

科下，申请增设的目录外二级学科数量一般不超过 2个。 

二、二级学科设置与调整的分类 

1．目录内二级学科的设置与调整。在一级学科学位授权权限

内，增设或撤销目录内二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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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录外二级学科的设置与调整。在一级学科学位授权权限

内，增设或更名目录外二级学科。 

3．交叉学科的设置与调整。拟设交叉学科应是跨学科门类或

多个一级学科的交叉学科。申请设置授予博士学位的交叉学科，

所涉及到的一级学科均须已获得博士学位授权；申请设置授予硕

士学位的交叉学科，所涉及到的一级学科均须已获得博士或硕士

学位授权。申请增设或更名交叉学科按照增设或更名目录外二级

学科的程序进行论证。交叉学科按照目录外二级学科管理，挂靠

在学生所授学位的一级学科下进行教育统计。 

三、二级学科设置的基本条件 

目录外二级学科、交叉学科申请设置授予博（硕）士学位，

应具备相应的基本条件（见附件 1、附件 2），方可作为申请学科

点参加审核。 

四、二级学科设置的审核程序 

（一）组织申报材料 

申请设置和调整目录内二级学科，应依据学科调整的必要性

和可行性，撰写相应论证报告，报送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

申请增设或更名目录外二级学科、交叉学科，应按照《管理办法》

和《实施细则》的规定，从学科概况、必要性和可行性、人才培

养方案、学科建设规划四个方面，撰写《自主设置目录外二级学

科论证方案》（样表见附件 3）或《自主设置交叉学科论证方案》

（样表见附件 4）。经拟挂靠的一级学科所在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审核同意后，报送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 

（二）校外同行专家评议 

根据申请增设或更名目录外二级学科、交叉学科的所涉及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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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组织（或授权有关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组织）

相关专家，成立相应的学科评议小组进行评议。每个评议小组由

9 人组成，其成员应是校外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的博士生导师。评

议小组组长一般由培养博士生经验丰富的专家担任。 

学科评议小组召开评审答辩会，在审核材料、听取答辩和充

分评议的基础上，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获得评议小组全体成员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者，作为通过。根据票决结果，向校学位评定

委员会提出建议设置的目录外二级学科、交叉学科名单。 

（三）申报材料公示及异议处理 

学校将目录外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增设或更名方案、专家评

议意见表（扫描图片，样表见附件 5、附件 6）等材料，提交到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指定的信息平台公示，接受同行专家及其

他学位授予单位为期 30天的评议和质询。公示期间若有异议，由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进行调查、处理。 

（四）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会议对各评议小组提出的名单逐个审

核后，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通过拟设置的目录外二级学科、交

叉学科名单。获得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全体成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作为通过。 

（五）审核结果及相关材料报送 

学校于每年 12月 31日前，将本年度拟设置的目录内二级学

科名单，拟设置的目录外二级学科、交叉学科的论证方案、专家

评议意见表、备案表（样表见附件 7、附件 8）以及本年度各二级

学科（含目录内二级学科、目录外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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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在校学生数、授予学位数和毕业生就业率等基本情况（样表

见附件 9），报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五、申请增设二级学科的学科代码 

申请增设的目录外二级学科的学科代码为 6位，前 4位为该

学科所在的一级学科代码，第 5位为“Z”，第 6位为顺序号（从

“1”开始顺排）。申请增设的交叉学科的学科代码为 4位，前 3

位为“99J”，第 4位为顺序号（从“1”开始顺排）。 

六、撤销已设置二级学科的程序 

根据社会需求、学科发展和创新人才培养的变化，学校可撤

销已设置的二级学科。要经过学科申请、提交论证报告、同行专

家评议，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并表决通过后，做出撤销已设

置的二级学科的决定。 

 

附件：1.申请设置目录外二级学科的基本条件 

2.申请设置交叉学科的基本条件 

3.自主设置目录外二级学科论证方案 

4.自主设置交叉学科论证方案 

5.自主设置目录外二级学科专家评议意见表（样表） 

6.自主设置交叉学科专家评议意见表（样表） 

7.自主设置目录外二级学科备案表（样表） 

8.自主设置交叉学科备案表（样表） 

9.学科基本情况年度报表（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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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申请设置目录外二级学科的基本条件 

 

（一）该二级学科与所属一级学科下的其他二级学科有相近的理

论基础，或是所属一级学科研究对象的不同方面。 

（二）该二级学科具有相对独立的专业知识体系，已形成 2

个以上明确的学科方向，并且能够反映学科发展的新趋势。 

（三）社会对该二级学科有一定规模的人才需求。 

（四）该二级学科已建成一支知识、年龄和专业技术职务结

构合理、团结协作、学风良好、具备持续开展较高水平的教学和

研究工作的学科队伍。申请增设授予博士学位的二级学科，学科

队伍中至少有 3名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和 3名具有副高级专

业技术职务的教师，其中至少有 2位为博士生导师（或具有博士

生导师同等学术水平认定资格）；申请增设授予硕士学位的二级

学科，学科队伍中至少有 2名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和 3名具

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 

（五）能够开设高水平的培养研究生所需要的系列课程及专

题讲座。 

（六）申请增设授予博士学位的二级学科，近 5年来取得较

多高水平的科研成果，目前承担相关研究领域的国家级科研项目；

申请增设授予硕士学位的二级学科，近 5年来取得一定数量的较

高水平的科研成果，目前承担相关研究领域的省部级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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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申请设置交叉学科的基本条件 

 

（一）该学科应跨学科门类或多个一级学科，其基础理论、研究

方法已经超出一级学科的范围，并且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将促进新

的理论形成和发展或产生新的研究方法。 

（二）该二级学科已经形成 2个以上明确的研究方向，并且能够

反映国内外学科发展的最新趋势。 

（三）该二级学科已建成一支知识、年龄和专业技术职务结构合

理、团结协作、学风良好、具备持续开展较高水平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的学科队伍。申请增设授予博士学位二级学科的，学科队伍中至少有

3名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和3名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

其中至少有 2位为博士生导师（或具有博士生导师同等学术水平认定

资格）；申请增设授予硕士学位二级学科的，学科队伍中至少有 2名

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和 3名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 

（四）能够开设高水平的培养研究生所需要的系列课程及专题讲

座。 

（五）申请增设授予博士学位的二级学科，近 5年来取得较多高

水平的科研成果，目前承担相关研究领域的国家级科研项目；申请增

设授予硕士学位的二级学科，近 5年来取得一定数量的较高水平的科

研成果，目前承担相关研究领域的省部级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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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ᵣ ԍ ᵣ Е                               ᵣ ԍ ᵣש Е  

二级学科名称  二级学科代码  

所属一级学科 

代  码 名  称 学位授权级别 

  博士  □       硕士  □ 

接 受 质 询 

联 系 电 话 
 

接 受 质 询 

电 子 邮 箱 
 

注：1.请填写相关项目，并在相应的“□”划“√”； 

2.各单位自主设置目录内二级学科可参照本提纲进行论证； 

3.本方案将上网公示。 

 

 

                                                  XXXX 年 XX 月 X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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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该学科基本概况 

（一）学科内涵 

（二）国内外设置该学科的状况和发展情况 

（三）该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向及研究内容 

（四）该学科的理论基础 

（五）该学科与其相近二级学科的关系 

【重点说明与其相近学科的区别】 

二、设置该学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社会对该学科人才的需求情况 

【重点说明社会对该学科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情况】 

（二）设置该学科的目的 

【重点说明设置该学科与本单位发展目标和学科特色形成

的关系】 

（三）本单位设置该学科已具备的基础 

【从师资队伍、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等方面分别说明】 

（四）该学科的发展前景 

三、该学科的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二）生源要求和选拔方式 

【重点说明学习者应具备的基础知识、基本素质、能力等】 

（三）课程体系的设计方案及依据 

（四）培养和学位的基本要求 

【培养环节的设置与要求，质量保证的措施，学位论

文的基本要求等】 

四、该学科的建设规划 

【从研究方向、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术交流、教学科

研基本条件、经费保障等方面分别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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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ᵣ ԍ ᵣ Е                              ᵣ ԍ ᵣש Е 

交叉学科名称  交叉学科代码  

所涉及一级学科 

代  码 名  称 学位授权级别 

  博士    □    硕士    □ 

  博士    □    硕士    □ 

  博士    □    硕士    □ 

  博士    □    硕士    □ 

  博士    □    硕士    □ 

接 受 质 询 

联 系 电 话 
 

接 受 质 询 

电 子 邮 箱 
 

注：1.请填写相关项目，并在相应的“□”划“√”； 

2.本方案将上网公示。 

                                      XXXX 年 XX 月 X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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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该学科基本概况 

（一）学科内涵 

（二）国内外设置该学科的状况和发展情况 

（三）该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向及研究内容 

（四）该学科的理论基础 

（五）该学科与其相近学科的关系 

【重点说明与其相近学科的区别】 

二、设置该学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社会对该学科人才的需求情况 

【重点说明社会对该学科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情况】 

（二）设置该学科的目的 

【重点说明设置该学科与本单位发展目标和学科特色

形成的关系】 

（三）本单位设置该学科已具备的基础 

【从师资队伍、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等方面分别说明】 

（四）该学科的发展前景 

三、该学科的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二）生源要求和选拔方式 

【重点说明学习者应具备的基础知识、基本素质、能力等】 

（三）课程体系的设计方案及依据 

（四）培养和学位的基本要求 

【培养环节的设置与要求，质量保证的措施，学位论

文的基本要求等】 

四、该学科的建设规划 

【从研究方向、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

术交流、教学科研基本条件、经费保障等方面分别论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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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ᵣ ԍ ᵣ Ѓ ЄЕ                       ᵣ ԍ ᵣש Е 

 

二级学科名称  二级学科代码  

所属一级学科 

代  码 名  称 学位授权级别 

  博士□   硕士□ 

专家组评议意见（重点说明学科设置的必要性，该单位设置该学科是否可行，培养

方案是否合理、是否同意设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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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专家姓名 工作单位 签字 

   

   

   

   

   

   

   

注：本表将上网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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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ᵣ ԍ ᵣ Ѓ ЄЕ                       ᵣ ԍ ᵣש Е 

 

交叉学科名称  交叉学科代码  

所涉及一级学科 

代  码 名  称 学位授权级别 

  博士  □      硕 士  □ 

  博士  □      硕 士  □ 

  博士  □      硕 士  □ 

  博士  □      硕 士  □ 

  博士  □      硕 士  □ 

专家组评议意见（重点说明学科设置的必要性，该单位设置该学科是否可行，培养

方案是否合理、是否同意设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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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专家姓名 工作单位 签字 

   

   

   

   

   

   

   

注：本表将上网公示。 



- 15 - 

附件 7. 

 

               年   月   日 

学位授予单位名称  单位代码      

二级学科代码 二级学科名称 

      

中文  

英文  

所属一级学科代码 所属一级学科名称 所属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级别 

     □ 博士          □ 硕士 

学科概况简要描述（主要包括学科内涵、研究内容） 

 

 

 

 

 

 

 

 

 

 

 

该学科学术带头人和学术梯队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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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学科培养方案（含培养目标、课程体系、主要培养环节及学位论文要求） 

 

 

 

 

 

 

 

 

 

 

 

 

 

 

 

 

 

 

 

 

 

 

 

 

 

 

 

 

学位评定委员会意见 

 

               

 

注：本表可另加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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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年   月   日 

学位授予单位名称  单位代码      

交叉学科代码 交叉学科名称 

    
中文  

英文  

所涉及一级学科 

代  码 名  称 学位授权级别 

     □ 博士          □ 硕士 

     □ 博士          □ 硕士 

     □ 博士          □ 硕士 

     □ 博士          □ 硕士 

     □ 博士          □ 硕士 

学科概况简要描述（主要包括学科内涵、研究内容） 

 

 

 

 

 

 

 

 

该学科学术带头人和学术梯队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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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ᵣ ԍ ᵣ Е                             ᵣ ԍ ᵣש Е 

学科代码 学科名称 

招生数 在校学生数 授予学位数 
毕业生 

就业率(%) 

硕士 博士 硕士 博士 硕士 博士 硕士 博士 

          

          

          

          

          

          

          

          

          

          

          

          

          

          

注：本单位本自然年度所有学科（含目录内二级学科、目录外二级学科、交叉学科、不分设二级学科的一级学科）

的基本情况均需按学科代码顺序填入此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