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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degree and postgraduate education in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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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页 This paper reviews the practices and achievements of 45 years of development and reform in degree and
postgraduate education at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UNCM). Specifically, over the past 45 years, HUNCM has witnessed a
progressively refined degree-granting system and the gradual emergence of a new "Medicine+" discipline development model. It has
promoted the categorized development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and continuously deepened reforms in collaborative medical and
educational talent cultivation. Significant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entorship team and enhance
the quality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A new pattern of scholarship and financial aid system has been established to support the
cultivation of high-level talents. A comprehensive quality assurance and monitoring mechanism has been established to effectively
guarantee the quality of dissertations as well as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existing issu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degree and postgraduate education have been analyzed, and directions for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s have been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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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81 年国家颁布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曳
以来袁我国学位制度改革不断推进袁并于 2024 年 4
月表决通过了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曳遥 今年正值

湖南中医药大学建校 90 周年袁自 1979 年学校恢复

研究生教育以来袁历经几代湖中大人的共同努力袁如

今湖南中医药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已走过了四十

五载遥学校深入贯彻落实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袁
以立德树人尧追求卓越为主线袁在中医药领域取得了

显著成就遥 学校建设有多个国家级和国家局级重点

学科尧专科袁为国家培育了大批高水平的中医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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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人才袁对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显著

贡献遥 在过去的 45 年中袁湖南中医药大学的学位授

予体系日益完善袁野医学+冶学科发展新模式逐渐形

成袁分类培养逐见成效袁导师队伍建设水平显著提

高袁奖助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袁质量保障和监控体系

逐渐完善袁学位论文质量得到保障袁人才培养质量持

续提升遥
1 健全学位授予体系袁探索野医学+冶学科发展

新模式

湖南中医药大学是全国首批招收中医药研究生

的单位之一袁拥有博士尧硕士学位授予权遥 伴随着改

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袁教育部发布了叶关于高等学校

1978 年研究生招生工作的安排意见曳袁我国研究生教

育于 1978 年正式恢复招生袁湖南中医药大学自1979
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遥 1981 年 10 月袁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通过首批硕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 [1]袁湖南

中医药大学获批首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袁同时获批

首批中医基础理论尧中医临床基础渊伤寒论曰金匮要

略冤尧中医医史文献渊中医医学史冤尧中医内科学尧中药

学硕士学位授权点遥 随着我国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学

位条例曳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曳
的颁布实施袁我校通过改革完善学位制度袁使学位

授予体系逐步健全遥 1986 年袁学校获得博士学位授

予权袁并取得在职人员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授

予权袁并于 1987 年开展在职人员以同等学力申请硕

士学位的工作遥 1994 年袁学校取得招收国外留学生

的资格袁同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层次的国外留学生和

港尧澳尧台研究生遥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调整

学科目录后袁学校中医学尧中西医结合尧中药学 3 个

一级学科先后于 2003 年尧2018 年获得博士学位授

予权袁并全面覆盖相关各二级学科遥1999 年袁学校获

得中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袁开始接收博士后进站

工作曰2010 年袁学校获得优秀本科生推荐免试攻读硕

士研究生资格遥 此后袁经过历次学位授权审核袁学校

学位授权点数量不断增加袁学位点布局不断优化遥
截至 2024 年 9 月袁湖南中医药大学已拥有博士

后科研流动站 3 个尧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3 个尧
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1 个袁建设有一级学科硕士学

位授权点 9 个尧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10 个袁形成了

基本覆盖中医药的主要领域袁布局较为合理尧满足需

求尧立足省内尧各方资源充分参与的学位点格局遥
十多年来袁国家出台多项政策促进学科交叉融

合袁推动跨学科建设遥 2009 年叶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

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曳明确要求袁高校可根据国

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袁结合本单位实

际袁在已有的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调整二级学科和

按二级学科管理的交叉学科袁标志着二级学科设置

权全面下放给高校遥
湖南中医药大学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野卡

脖子冶技术等关键领域袁积极主动把握学科发展态

势袁结合自身学科优势与特色袁推进基础学科与应用

学科尧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尧中医传统优势学科

与工科学科尧现代先进技术之间的交叉融合袁以国家尧
区域尧地方人才需求为导向袁探索野医学+冶学科发展

新模式遥 2011 年袁学校自主设置并备案中医肿瘤学尧
中医亚健康学尧中医药膳学尧中医药信息学尧中西医

结合护理学尧中西医结合精神病学尧医药经济与管

理尧中药制药工程尧中药生物工程 9 个二级学科袁涉
及一级学科 4 个曰2013 年袁学校自主设置中医心理

学尧临床中药学尧中西医结合影像医学尧中西医结合

康复医学尧中药保健食品研究与开发 5 个二级学科遥
2013 年袁叶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曳提

出通过跨学科途径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遥 为主动拥抱

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与挑战袁探索符合新

时代需求的野新医科冶人才培养体系袁对于医学教育

改革至关重要遥 2014 年袁学校自主设置中医文化学尧
中医管理学尧中西医结合检验医学 3 个二级学科遥为
加快野双一流冶建设袁培养创新型复合型人才袁突出学

校中医药护理的优势特色袁2024 年自主设置中医护

理学二级学科渊详见表 1冤遥
2 推进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袁医教协同深化

人才培养改革

改革开放之初袁中国研究生教育主要是为国家

培育顶尖的科研人才袁以适应国家科技进步和现代

化建设的需要遥 这一时期的研究生教育重点放在基

础理论研究上袁教育体系主要采用单一的学术型学

位制度袁以确保培养出能够从事深度研究的专业人

才遥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袁
国家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袁国家开始对研

究生学位授予制度进行改革遥 这包括陆续出台针对

工商管理尧医学尧建筑学等专业学位的政策[2]遥 2014
年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了叶中医专业学位设置方

案曳袁中医专业学位正式从临床医学专业学位中分离

出来袁中医药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正式开始[3-4]遥
湖南中医药大学为适应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需

要袁积极开展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工作袁不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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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湖南中医药大学自主设置二级学科情况

Table 1 Situation of independently established secondary
disciplines at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一级学科

中医学

中西医结合

药学

中药学

自主设置二级学科

中医肿瘤学

中医亚健康学

中医药膳学

中医药信息学

中医心理学

临床中药学

中医文化学

中医管理学

中医护理学

中西医结合护理学

中西医结合精神病学

中西医结合影像医学

中西医结合康复医学

中西医结合检验医学

医药经济与管理

中药制药工程

中药生物工程

中药保健食品研究与开发

设置年份

2011
2011
2011
2011
2013
2013
2014
2014
2024
2011
2011
2013
2013
2014
2011
2011
2011
2013

学位点类别

博士尧硕士

博士尧硕士

博士尧硕士

博士尧硕士

博士尧硕士

博士尧硕士

博士尧硕士

博士尧硕士

博士尧硕士

硕士

硕士

硕士

硕士

硕士

硕士

硕士

硕士

硕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遥 学校自 2009 年被批准

为中医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后袁不断推进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工作袁于 2014 年获批口腔医学尧护理硕

士专业学位授权点袁2015尧2016尧2018 年先后获批临

床医学尧公共管理尧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渊2019
年根据国家要求调整为电子信息硕士专业学位授权

点冤袁2020 年设置生物与医药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遥
经过 45 年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袁学校形成了覆

盖学士尧硕士尧博士三级学位和学术学位尧专业学位

两类学位类别的野三级两类冶学位体系遥
学校不断推进研究生分类培养袁按照一级学科

和专业学位类别以及不同学位层次袁科学修订培养

标准和方案尧建设课程体系尧开展质量评价等袁完善

以提高创新能力为目标的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模

式袁健全以提升职业能力为导向的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模式袁于 2017 年出台叶湖南中医药大学博尧硕士

研究生申请学位发表论文的规定曳袁对博士尧硕士不

同学位级别袁学术学位尧专业学位不同学位类别予以

差异化要求遥促进课程学习和科学研究的有机结合袁
强化创新能力培养袁探索形成各具特色的培养模式遥
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与实践袁彭清华教授团队的叶野四
位一体冶能力导向的中医学研究生传承创新人才培

养 43 年探索与实践曳和陈偶英教授团队的叶红专并

进尧双轨共振要要要护理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创

新与实践曳获得 2023 年高等教育渊研究生冤国家级

教学成果奖二等奖遥 此次获奖是全国中医药类高校

中唯一一所在该届国家级研究生教学成果奖中获得

两项奖励的单位遥
为进一步提升医学研究生的临床能力袁满足社

会对高层次应用型临床医学人才日趋强烈的需求袁
2015 年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叶关于印发临床

医学尧口腔医学和中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

培养方案的通知曳袁开启了临床医学类专业学位研

究生培养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渊以下简称住培冤
相结合袁双轨并行培养卓越医师的新探索[5]遥 双轨并

行培养显著提高了临床培训的标准化尧规范化水平袁
提升了学生的岗位胜任能力[6-7]袁但也在实施过程中

出现了临床轮转计划安排与研究生培养需要衔接不

畅甚至脱节的问题[8]遥
学校在中医专硕住培实践中袁始终以立德树人尧

服务需求尧提高质量尧追求卓越为主线袁面向全面建

设野健康中国冶的中医药人才需求袁锚定中医卓越临

床人才的培养目标遥 自 2018 年起袁在湖南省中医药

管理局的支持下袁学校在叶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标准曳的框架范围内袁对中医专硕培养模式进行改

革袁修订叶中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曳袁对
中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临床轮训内容及时间安

排进行调整袁增加本专业的轮训时间袁本专业轮训

时间达到住培总时间的 42.42%[9]曰并针对湖湘中医

特色的学习与实践袁切实提高中医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的临床思维能力遥 通过改革实践袁学校中医住培

质量得到了显著提高袁不仅提高了住培医师诊断专

科疾病的能力和专业实践操作技能袁又保持了中医

各科轮训的特色袁培养了住培学员的中医临床思维袁
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考试通过

率位居全国前列袁毕业生得到用人单位的一致认可袁
为全国各高校中医专硕培养改革提供了参考和借鉴遥
3 切实加强导师队伍建设袁着眼提升研究生

培养质量

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教育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袁
负有多方面的教育责任遥 1981 年袁我国开始由国家

统一遴选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袁先后共审核了 5 批

博士研究生导师[10]遥 为适应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需要

并扩大学位授予单位的自主权袁1995 年袁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决定改革研究生指导教师的审核办法袁颁布

了叶关于改革博士生指导教师审核办法的意见曳袁我
国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遴选审批从野集中评审袁分
散管理冶走向了更科学的发展道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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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中医药大学自 1996 年开始自主开展研究

生导师遴选工作袁先后共开展了 16 次导师遴选工

作遥 学校坚持通过制定合理的量化标准来进行制度

化的研究生导师遴选袁定期修改导师遴选标准遥截至

2024 年 1 月袁学校拥有博士研究生导师 165 人尧硕
士研究生导师1 033 人遥 1996要2023 年新增导师人

数详见表2遥通过多年努力袁学校形成了一支素质高尧
能力强袁年龄尧学历与职称结构合理的研究生导师

队伍袁开拓了众多新研究领域袁活跃了学术思想袁促
进了高层次创新性人才的培养能力不断增强遥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领导下袁国家对研究生教育改革给予了极大

关注遥 为了提升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和效率袁教育行

政部门发布了多项政策文件袁包括叶深化研究生教

育改革指导意见曳叶全面加强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

责的意见曳 以及叶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的通

知曳等遥同时袁习近平总书记也对研究生教育工作提

出了重要指示袁全国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也对相关

工作进行了深入讨论遥 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施袁旨在

完善研究生教育体系袁确保培养出更多高质量的研

究生人才遥
湖南中医药大学致力于推动新时代研究生教育

高质量发展袁强化研究生导师在人才培养中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遥 结合学校的发展目标和教育实践中遇

到的具体问题袁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引领下袁学校先

后制定了叶湖南中医药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

法曳叶湖南中医药大学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

职责实施细则曳袁进一步明确和强化研究生导师在研

究生政治品质尧道德修养尧专业能力等方面的第一

责任人职责遥 通过校际交流尧导师互聘尧柔性引进等

多种方式和途径袁促进兼职/合作导师联合培养研

究生工作袁出台叶湖南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兼职指导

教师管理办法曳袁建立开放的研究生培养体系遥 这些

制度构成了一个系统化尧成熟的研究生导师制度框

架袁确保了研究生的培养质量遥
学校近年来不断完善研究生导师选拔与培养体

系袁根据叶湖南中医药大学博士尧硕士研究生指导教

师遴选办法曳叶湖南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导师招生资格

认定办法曳袁将导师招生名额与其培养条件渊科研经

费冤尧培养成绩渊发表论文尧学术成果冤等挂钩袁引导教

师关注研究生培养质量曰依据招生规模尧导师队伍

规模和梯队结构合理设置岗位袁限制每位导师每年

的指导人数袁以优化导师队伍结构曰新遴选的导师

须经过野新导师岗前培训冶袁学习叶研究生导师手册曳
叶研究生培养方案曳以及导师工作相关职责及兼职

导师相关文件后方可招生曰定期表彰和宣传优秀导

师个人及团队袁通过优秀引领达到示范尧感召和带

动作用遥
45 年来袁学校通过增加投入和出台相应政策

相结合的方法袁引培领军型人物和创新能力强的学

术团队袁使师资队伍水平逐步提高遥 目前袁学校拥有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2 人尧教育部野长江

学者奖励计划冶特聘教授 1 人尧岐黄学者 1 人尧国家

万人计划教学名师 1 人尧第三批野全国高校黄大年式

教师团队冶1 个等袁在学科建设尧创新人才培养尧科学

研究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遥 随着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事业的稳步推进袁导师队伍的层次也明显提高袁
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导师占 77.9%袁其中具有博士学

位者占 35.5%遥 学校已形成一支素质好尧 业务能力

强尧学术水平高的导师队伍袁为不断提升研究生培养

质量提供坚实保障遥
4 打造奖助育人新格局袁助力高层次人才培养

奖助育人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抓手袁亦是

提升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手段遥 改革开放之

初袁我国人均受教育程度和接受高等教育比例都非

常低遥为了保障推进各领域的现代化建设袁国家实行

研究生公费教育制度袁即研究生学习尧生活经费均

表 2 湖南中医药大学 1996要2023 年新增研究生导师人数

Table 2 Number of newly added postgraduate supervisors
in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from 1996 to

2023
年度

1996 年

1998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4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10 年

2012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7 年

2019 年

2021 年

2023 年

新增博士研究生导师/人
要
要
要
7
10
要
32
16
26
34
3
10
35
26
30

新增硕士研究生导师/人
17
25
12
要
要
118
要
76
84
122
42
176
210
186
187

注院本表按照湖南中医药大学实际开展导师遴选工作的年度进

行统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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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公共财政负担遥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

扩大袁研究生教育的公共财政支出显著增加袁国家

对研究生进行分类管理袁享受公费待遇的研究生比

例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扩大而降低遥 2013 年国务

院常务会议确定院自 2014 年秋季学期起袁取消公费

研究生计划袁向所有纳入国家招生计划的新入学的

研究生收取学费遥 自此袁我国全面取消研究生公费

制遥 与此同时袁以动态激励为导向的研究生资助制

度开始逐步走向成熟袁其在保障研究生基本学习尧生
活需求的基础上袁激发研究生内在发展潜力袁提高

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遥
湖南中医药大学根据国家有关研究生奖助政

策袁加强研究生奖助育人工作的顶层设计袁进一步

梳理尧完善了研究生奖助制度建设袁出台并多次修订

了叶湖南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奖助体系实施办法曳叶湖
南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管理办法曳叶湖南中医

药大学研究生评先评优管理办法曳叶湖南中医药大学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实施细则曳叶湖南中医药大学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实施细则曳叶湖南中医药大学

研究生学术之星奖学金评审实施细则曳袁并为适应新

时期研究生生活新常态袁在研究生培育全过程中加

大资助力度遥 目前袁学校研究生资助的制度体系已

经相对稳定袁包括国家财政资助和各种社会资助袁
基本实现了基本保障和激励竞争的结合遥 其中袁国
家财政资助的研究生资助形式主要有两类院一是保

障各类研究生都能正常学习的基本服务制度袁有研

究生国家助学金制度尧助教助研和助管的岗位津贴

制度袁以及国家贴息的助学贷款政策曰二是激励研究

生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竞争性奖学金制度袁有研

究生国家学业奖学金制度尧学业奖学金制度尧学术

之星奖学金以及研究生培养单位内部设立的各类

奖优制度[11]遥 研究生的社会资助来源主要有 3 类院一
是来自教育公益基金会等各类社会公益组织捐赠曰
二是来自公司企业捐赠袁如东健奖学金尧启迪古汉奖

学金尧康尔佳奖学金尧一方研究生创新课题等曰三是

来自校友尧社会个人等捐赠遥 奖助学金评比发放建立

了透明尧公开尧公平的奖助学金评价体系袁最大限度地

发挥了其奖优助困尧激励上进尧保障学业的作用[12]遥
5 加强质量保障和监督体系建设袁有力保证

研究生教育质量

培养质量是研究生教育的生命线袁研究生教育

质量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乃至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

质量袁关系到国家未来的核心竞争力遥 提高培养质

量是研究生工作的第一要务[13]遥 进入 21 世纪袁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

才的需求愈加迫切袁研究生教育担负着野创新升级冶
野人才升级冶的双重使命遥 研究生质量保障体系是实

现研究生培养目标袁提高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的

保障遥 2020 年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尧教育部印发叶关
于进一步严格规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的若

干意见曳袁明确了部尧省尧校三级质量保障体系袁为解

决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导师治学不严谨尧研究生学习

动力不足等问题提出解决之策[14]袁对保障和提升研

究生教育质量意义重大遥 因此袁强化研究生质量保

障体系袁才能有效控制和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袁为国

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输送优秀的人才遥
湖南中医药大学积极探索并不断完善研究生教

育质量保障和监督体系的建立袁逐步建立健全质量

保障制度体系袁颁布了叶湖南中医药大学学位论文专

家评阅办法曳叶湖南中医药大学博士尧硕士学位论文

抽检办法曳叶湖南中医药大学优秀博士尧硕士学位论

文评选办法曳等文件袁加强学位论文过程管理袁规范

研究生学位论文实验研究尧调查等的记录管理袁从学

位论文开题尧中期考核尧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到学位论

文答辩环节进行全过程质量监控袁对未通过野学术

不端冶系统检测的学位论文执行延期毕业制度曰规
范论文评阅和抽查工作袁采用校外专家评阅为主袁校
内专家评阅为辅袁加强盲评和抽查结果的运用遥对学

位论文抽检中存在问题的单位袁做出质量约谈尧减少

招生计划尧停止招生直至撤销学位授权的处理袁从而

强化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袁保证学位论文质量

水平遥
通过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袁湖南中医药

大学研究生的生源质量尧培养质量尧学位论文质量

等人才培养整体质量均实现明显提升渊详见表 3冤遥
渊1冤生源质量逐年提升院通过实施野申请要考核冶制录

取的博士生的科研创新能力显著提升袁其在硕士期

间人均发表高水平论文数由 1.42 篇提升至 2.17 篇曰
渊2冤培养质量逐年提升院博士研究生人均发表高水平

学术论文由 0.79 篇增长到 2.45 篇曰学术学位硕士生

人均发表核心期刊论文由 0.42 篇增长到 1.43 篇曰
渊3冤学位论文质量稳步提升院省级优秀学位论文获奖

数逐年攀升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数由 1 篇提升至 3
篇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由 6 篇提升至 22 篇遥
6 结语

在过去的 45 年中袁湖南中医药大学以追求卓

越为主线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遥但
是袁必须清醒地看到学校研究生教育与同类院校相

比仍存在一定差距袁自身发展也存在不足袁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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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以下几个方面遥 一是服务需求和提高质量虽已形

成共识袁但学位点动态调整机制尚未完善袁研究生培

养质量还存在薄弱环节袁教育体系和方法需要持续

创新遥 二是创新能力培养亟待加强袁研究生在开辟

新研究领域尧运用新视角新方法尧提出独创性见解等

原始创新方面存在明显不足遥 三是分类改革和机制

创新的驱动不足遥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仍需进

一步完善曰导师作为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的认识

和研究生学习的积极性有待进一步提高曰研究生的

国际化视野有待加强遥 这些问题是影响学校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遥
新时代下袁湖南中医药大学应深入分析袁深化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足功夫遥
一是把服务需求和提高质量作为发展主线遥 面向国

家和区域发展战略袁面向国际科技前沿袁超前谋划尧
协调部署袁建立结构合理尧适应需求尧特色鲜明的高

水平野新医科冶研究生教育体系袁充分发挥研究生教

育适应尧支撑尧引领作用遥 二是把寓教于研尧激励创

新作为根本要求遥 遵循研究生教育规律袁把促进研

究生成才成长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袁以学生为主体袁
以教师为主导袁充分激发研究生从事科学研究和实

践创新的积极性尧主动性遥 积极探索研究生教育科

研育人尧实践育人尧创业育人新模式袁促进科研优势

资源尧行业优质资源与研究生人才培养的深度融合袁
科教协同尧产学结合培养高层次创新型尧复合型尧应
用型人才袁实现高层次人才培养供给侧与战略需求

侧尧产业需求侧结构要素全方位融合遥 三是把分类

改革尧机制创新作为主要驱动遥 健全分类体系袁实行

分类管理和指导袁分类改革研究生人才选拔方式与

培养模式袁促进相关学科的有效链接与联动袁建立研

究生教育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自主调节机

制遥 根据不同层次尧不同类型研究生培养要求袁分类

改革选拔方式和培养模式遥 四是高度重视研究生教

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遥积极拓展国际优质教育资源袁
加大研究生培养国际化力度袁不断提高培养质量袁培
养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遥

综上所述袁以湖南中医药大学建校 90 周年尧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 45 周年为契机袁学校要充分发挥国

家级研究生教学成果奖引领作用袁不断进取袁把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到全面提高学

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具体任务上袁推动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向内涵式发展转型袁实现教育质量的

提升袁开启研究生教育的新篇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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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湖南中医药大学研究生教育质量成效情况渊2014要2023 年冤
Table 3 Effectiveness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quality at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渊2014要2023冤

类别

生源质量

培养质量

学位论文质量

具体内容

野申请要考核冶制录取博士生在硕士期间人均发表高水平论文数/篇
博士生人均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数/篇
学术学位硕士生人均发表核心期刊学术论文数/篇
湖南省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数/篇
湖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篇

2014 年

要
要
要
1
6

2017 年

要
0.79
0.42
1
6

2020 年

1.42
1.37
1.21
2
15

2023 年

2.17
2.45
1.43
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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