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大学

2021 年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学位授权点名称： 药学

学位授权点代码： 1055

学位授予层次： 博士 □ 硕士 ☑

学位授予类型： 学术学位 □ 专业学位 ☑



一、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总体概况

本学位授权点遵循“健康中国 2030”战略要求，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密结合国家和上海的生物医药产业

发展战略，依托张江药谷国家级生物医药基地完善的产业

生态链，积极拓展与药物研发机构及跨国药企的合作，建

立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合作机制，充分发挥高校和企业的优

势，对专业学位研究生进行学术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从解

决实际问题出发，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和实验能力、能

够解决具有学术挑战性实践难题的高层次“应用学术型”

药学专业硕士人才，为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物医药创

新高地输送优秀人才。药学研究生教育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药学学科是复旦大学最具

优势的学科之一，是进入全球前 1‰的四大学科之一，2021

年 3 月已升至 49 位，首次进入全球前 50；QS 和 USNews 排

名分别位列全球 43 位和 20 位，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

本学位点目前开设“新药研究与开发”和“临床药学”

两个研究领域。在职专业学位导师 89 名，联合培养项目的

校外合作导师 46 人，专职思政辅导员队伍 5 人。

截止 12 月 31 日，在校专业学位硕士 184 人（含非全

日制 21 人）其中与中国医药工业研究总院联合培养的硕士

研究生为 30 人。获得学位的研究生总人数 35 人。1 人获得

本年度国家奖学金，2 人获评上海市优秀毕业生。就业率接



近 100%，获得用人单位广泛好评。

二、年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与改进措施

本学位点严抓研究生招生、培养和学位工作的全过程

监控与质量保证，严格规范研究生考试招生工作，确保招

生工作规范透明。在研究生入学教育时编制内容全面的研

究生手册，把学术道德、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作为必修内

容纳入研究生培养环节，持续加强学术诚信教育。2021 年

我校专门召开研究生教育督导工作会议，制定《复旦大学

研究生教育督导办法》，本学位点成立药学教育教学督导组，

秉承“强化监督、重在改进、致力发展、提高质量”的理

念，对研究生教育流程的各个重要环节进行督查。在制定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时，细化到每个二级领域有对应

的培养方案，使培养环节设计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同时

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严格把关学位论文研究工

作、写作发表、学术水平和学术规范性。建立和完善一系

列研究生教学管理相关规章制度、办事流程，严格规范培

养档案管理，确保涉及研究生招生录取、课程考试、学术

研究、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学位论文评阅、答辩、

学位授予等重要记录的档案留存全面及时、真实完整。强

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健全处置学术不端有效机制，

对学术不端行为坚持“零容忍”，一经发现坚决依法依规、



从快从严进行彻查。

改进思路、措施与建议：

1 招生方式

仍需加强招生宣传和各环节的培训和管理，同时积极

吸引国际留学生报考。

2 加强学位论文质量审核

增加专业学位论文双盲评阅比例，对涉嫌学术不端问

题或是论文质量低下的学位申请论文，即时终止其学位论

文申请。

3 加强导师队伍建设

每年定期开展导师培训和交流活动，就研究生培养过

程的指导工作要求、学位论文质量把关的各个环节的要求

对导师进行培训，确保学位授予质量。

4 改革评价方式

推动师生以新药成果服务健康中国战略，进一步修订

学位授予标准，改变衡量研究水平唯论文影响因子的不合

理状况，列入发明专利、临床研究、新药证书或生产批件

等评价指标，同时强化对学位论文内容和形式的要求，允

许纳入项目结题报告、高新技术应用总结等内容，引导师

生服务人民健康、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需求。

三、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举措



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和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

加强党建引领，建设研究生思政课程体系，开设《科研伦

理与学术规范》课程，致力于培养药学研究生科研底线意

识，强化科研学术规范，同时也作为学风建设宣传和思政

学习教育的有力辅助手段。落实破“五唯”学术评价标准，

在建设“药物发现-药物开发-临床研究-转移转化”四位一

体的新药研发创新链的人才培养体系中，改革研究生考评

方式，修订学位授予标准，改变衡量研究生学术水平“唯

论文”的状况，突出研究生科研能力、社会服务能力和成

果转化意识的培养。

充分利用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创中心的契机，

秉持“源头创新、持续创新、循环创新”的理念，以原创

新药研究为目标，切实提高国际化水平；秉持“科教相长、

协同育人、相得益彰”的宗旨，深化与中国医药工业研究

总院的战略合作，充分发挥上海市药物研发协同创新中心

“内联外引”促进成果转移转化的功能；秉持“医研联动、

以研促医、共荣共进”的方针，联手复旦大学各附属医院

和临床研究基地，实体化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临床药学中

心，筹建“新药创制国际联合研究中心”，服务国家科创中

心建设；秉持“通才教育与精英教育并举”的模式，着力

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高层次、复合型创新人才，积极推动



临床药学专业博士（Pharm.D.）学位教育的先行先试。

提高研究生日常管理与服务效能，加强教学改革，提

升研究生课程教学在人事考核、导师评聘、评优评奖中的

重要性，科学核算研究生课程教学的工作量和教学绩效。

对于取得教学成果奖、教学案例评选入库的教师，学院层

面增大绩效奖励，培育药学教学案例库。改进教学方式，

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授课方式，针对受疫情影响无

法到校的留学生或其他突发情况等，保证教学工作的平稳

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