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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科大学 

研究生教育发展质量年度报告（2021 年） 

 

2021 年，重庆医科大学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全国研究生教育会

议精神，以“立德树人、服务需求、提高质量、追求卓越”

为主线，深化医学研究生教育改革，积极推进“双一流”建

设，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绩。 

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有关通知，我校获批生物学一级

学科博士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点和中药学专业

学位硕士点。至此，学校共拥有一级学科博士点 8 个，一级

学科硕士点 13 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3 个，硕士专业学

位授权点 11个。 

（二）学科建设情况 

根据科睿唯安 2021 年 11 月数据，我校化学学科入选

ESI 全球前 1%。至此，我校共 7 个学科入选 ESI 前 1%，分别

是：临床医学、药理学与毒理学、神经科学与行为学、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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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生物化学、免疫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化学。我校

临床医学 ESI 排名为全球前 1.14‰。 

经重庆市教委评审，我校 12 个重庆市“十三五”市级

重点学科验收全部合格。同时，我校获批重庆市“十四五”

市级重点学科 16 个，其中学术学位 13 个、专业学位 3 个，

覆盖学校所有一级学科，相比“十三五”增加 4 个。 

经过两年建设，重庆市教委组织开展了重庆市人工智能

+学科群建设中期检查工作。经现场答辩、专家评审、市教

委审核，全市 23 个建设项目中的 7 个评为优秀，9 个良好，

7 个合格（限期整改），我校智慧医学学科评审结果为良好。 

（三）研究生招生基本情况 

研究生招生计划实现新突破，共录取 376名博士研究生，

其中专业学位 156 名；录取 2222 名硕士研究生，其中专业

学位 1298 名。招收在职医师申请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人

员 339 人，在职申请硕士学位人员 253 人，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学员申请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人员 165 人。 

（四）研究生学位授予基本情况 

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严谨规范，共授予博士学位 249人、

硕士学位 1679 人；评出校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32 篇、硕士

学位论文 143 篇；推荐重庆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13 篇、优

秀硕士学位论文 14 篇。 

（五）研究生在读、毕业及就业基本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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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12 月，我校在校研究生共计 10235 人，其

中全日制研究生 7121人，分布在 23个研究生培养单位。2021

届研究生共有毕业生 1878 人，其中博士毕业生 229 人，硕

士毕业生 1649 人；研究生总体就业率为 93.66%，其中博士

毕业生就业率 95.20%，硕士毕业生就业率 93.45%，实现了较

高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 

（六）研究生导师状况 

遴选 26 位博士生导师、40 位兼职博士生导师，遴选 189

位硕士生导师、41 位兼职硕士生导师、47 位专业学位行业

导师。现有博士生导师 400 余名，硕士生导师 2400 余名。

孙晓川等 10 位博士生导师和吴盛德等 5 位硕士生导师被评

为 2021 年重庆医科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持续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一是探索开展

“我心目中的好导师”等活动，积极推动构建导师、学生关

系和谐发展，构建师生相宜、和谐发展的重医特色导学文化。

二是抓好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全年针对二级院系研究生

辅导员开展就业、心理、安稳等三次全覆盖培训。调研并出

台《重庆医科大学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的

实施办法》。三是深入指导各级研究生组织工作，强化目标

管理，推进研究生组织改革，设立示范党支部 8 个，优化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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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研究生党支部 24 个，开展党支部培训 5 次，做到支委干

部培训全覆盖。设立团支部 35 个，涵盖 23 个研究生培养单

位。顺利召开第三届研究生代表大会。 

（二）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多种形式深入开展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结合研究生特点，以党史学习和百年建党为契机，重点

以“爱党、爱国”为内涵开展教育活动，深化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以建校 65 周年纪念活动、毕业授

位、建党 100 周年、“开学第一课”等重大节庆节点为契机，

以“感恩”、“成才”、“西迁”、“导学关系”、“科研”

为重点，多种途径开展专题活动 30 余场；以党员权责义务

为内容，在研究生党支部中开展专题宣讲 25 场。 

（三）校园文化建设 

积极探索提升研究生校园文化的学术内涵。打造五位一

体的专业化、人性化、系统化文化育人体系，提升研究生思

想政治教育实效，全年共开展 30 余场活动，覆盖研究生 7000

余名，积极营造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氛围，开拓研究生学术

创新视野，培育研究生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的实践育人土壤。 

（四）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助力优秀研究生在全国研究生群体中展现风采。2019

级第一临床学院博士党支部书记徐小明荣获第二批全国高

校“百名研究生党员标兵”称号。重庆医科大学第 21 届暑



5 
 

期“三下乡”博士生医疗服务团荣获重庆市暑期“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团队”称号。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一）课程建设与实施情况     

1.健全研究生课程思政体系 

推动各类课程与思政教育形势协同效应，发挥育人功

能，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到研究生教育教学全过程，贯彻大

健康理念，培养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卓越医学人才。专业

课结合自身内容和特点，在教学大纲中明确课程思政育人要

素，开展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充分发挥课程的思政教育功能，

提炼专业课中蕴含的思政教育、文化基因和价值元素。 

2.构建符合专业特色的课程体系 

根据院系专业特色，对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出版

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开设相应的专业课，

并对已开设的专业课进行梳理和修改。 

3.全面推进研究生在线教学 

继续采用超星网络教学平台开展校级、院级研究生课程

线上教学模式。为推进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在 2020 年开展

校级研究生课程思政专项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工作的基

础上，2021 年开展首次校级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项目申报立

项工作，评选出《医学研究生方法与统计设计》等 10 门研

究生课程为首批校级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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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导师选拔培训、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2021 年，强化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考核，我校共遴

选 26 位博士生导师、40 位兼职博士生导师，遴选 189 位硕

士生导师、41 位兼职硕士生导师、47 位专业学位行业导师，

评选出孙晓川等 10 位博士生导师和吴盛德等 5 位硕士生导

师为 2021 年重庆医科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 

因新冠疫情影响，研究生院组织的全校研究生导师培训

会未能如期开展。分学院组织研究生导师参加线上研究生导

师培训会，如儿科学院 170 余名研究生导师参加了清华大学

导师研修项目，采用“在线教学+云端论坛+团队学习+任务

驱动”的形式开展，为期三周。 

（三）学术训练情况、学术交流情况 

开展首届研究生“暑期学校”及“与大咖面对面”系列

活动。为拓宽课程思政育人平台，突破课堂教学形式，开展

了研究生“暑期学校”活动。先后邀请 3 名中国工程院院士

等国内医学领域专家通过线上线下开展学术交流活动近 50

场，为研究生提供交流平台的同时，激发他们的创新热情，

树立科研奉献精神。 

（四）研究生奖助情况 

完成 2021 年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单项

奖学金、创先争优等奖学金的评审发放工作；做好研究生国

家助学金、研究生助学贷款、“三助”岗位助学金、河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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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慰问、春节留校研究生补助、临时困难补助等资助工作；

进一步改革完善研究生奖助体系；强化各类奖助学金对研究

生成长的育人激励作用，通过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等环节，

以标兵巡讲、风采展示、学术交流等形式，打造了“优秀研

究生分享会”、“国奖大咖说”、“优秀研究生访谈”等精

品文化项目，开展榜样教育，营造良好学风。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一）人才培养 

贯穿“分类培养”理念，完善“分类培养”中各环节的

评价标准。构建符合专业特色的课程体系，发挥行业企业和

专业组织的作用，健全分类评价体系。首次组建校、院两级

研究生教育督导工作组，印发《重庆医科大学研究生教育督

导管理办法（试行）》。 

专业学位研究生职业能力稳步提升，培养管理不断规

范。全年分别对国科大重庆学院、我校非直管附属医院开展

研究生培养专项检查、各直属附属医院开展临床轮转抽查。

加强建设成果考核，不断规范研究生联培基地管理。参加重

庆市规培结业考试的 2021届研究生 1031名，通过率为 95%，

连续 5 年保持高通过率。 

研究生“新锐人才”联合培养项目不断完善。为提升我

校研究生培养质量，为学校未来 10-20 年贮备优秀青年后备

人才，2019年起启动博士研究生“新锐人才培育计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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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完成 4 个年度共计 39 个项目的选拔。为深入“新锐

人才”联合培养项目研究生在外学习科研情况，研究生院领

导联合人事处赴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与卓越创新中心

与导师、项目管理负责人以及研究生进行深入沟通交流，并

根据联合培养导师和研究生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完善项

目，推进项目长期稳定发展。 

（二）教师队伍建设 

规范重庆市研究生导师团队建设项目管理。根据市教委

要求，对现有 20 项市级研究生导师团队建设项目开展中期

检查工作，所有建设项目中期考核均为优秀；对 2018 年获

批的市级导师团队建设项目开展验收，验收结论均为优秀。 

规范兼职博士生导师申报程序。明确兼职博士生导师的

立德树人职责，院系须对申请者的政治素质、师德师风、育

人能力、指导经验和培养条件等方面进行把关。 

（三）科学研究 

研究生已成为科学研究的主力军，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数量稳步增长。2021 届毕业研究生共发表论文 1905 篇，其

中 SCI 收录论文 739 篇，其中影响因子≥3.0 的论文数量 394

篇。 

（四）传承创新优秀文化 

进一步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量。一是加强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重点建设青春重医微信公众号，进一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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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新媒体平台的舆论引领作用及教育辐射功能，全年发布新

闻 108 篇，粉丝数量近万人，研究生群体全覆盖。二是继续

做好先进典型宣传表彰工作，讲好先进故事、发挥先进作用，

全年直接培育、推荐全国百优共产党员 1 人，“七一”表彰

研究生 7 人，重医年度人物 2 名、提名奖 3 人。 

（五）国际合作交流 

研究生参加国际国内合作与交流数量保持稳定。2021

年，我校获批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资助 9 人。通过校际联合培养项目派至国外平台

或实验室人数 4 人，国内平台或实验室人数 8 人。 

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一）学科自我评估进展及问题分析 

1.学科自我评估进展 

5 月，学校制定了 2020—2025 年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

作方案，报国务院学位办备案。 

6 月，学校召开专题会议，下发了《重庆医科大学关于

开展 2020—2025 年学位授权点周期性合格评估工作的通

知》，正式启动本次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 

2022 年 1 月，研究生院再次下发《关于推进 2020—2025

年学位授权点周期性合格评估工作的通知（第二轮）》，进一

步明确了合格评估的有关要求。 

2.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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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自我评估中的主要问题是由于评估工作周期较长，

部分学位点重视程度不够。研究生院已要求各学位点报备了

责任领导及工作人员名单，后续将进一步加强督促落实。 

（二）学位论文抽检情况及问题分析 

1.学位论文抽检情况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抽检我校 2018-2019 学

年授予博士学位的论文 19 篇，其中 18 篇合格，1篇认定为

“存在问题学位论文”。重庆市教育委员会抽检我校

2020-2021学年授予硕士学位的论文 81篇，其中 78篇合格，

3 篇认定为“存在问题学位论文”。学校高度重视，制定了详

实的学位论文质量提升整改方案，目前正在全面推进中。 

2.问题分析 

目前学位论文抽检中的主要问题是持续出现“存在问题

学位论文”。力争通过 2022 年全面整改，切实提升学位论文

质量。 

六、改进措施  

（一）推进我校研究生课程思政体系建设工作。实现校

级与市级质量工程项目接轨管理。 

（二）加强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建设管理。完善专业学

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遴选、考核、管理等办法。 

（三）规范管理研究生外出做课题。出台符合我校实际

的研究生外出做课题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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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管理，尤其是博士学位

论文质量管理。 

（五）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修订完善研究生导师

遴选标准，开展研究生导师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