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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湖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科历史悠久，源自 1950 年成立的湖南

大学植物病虫害系。李凤荪、陈寊、陈常铭、罗宽等许多国内外知名

科学家先后在本学科进行教学和科研，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奠定

了本学科在国内外同类学科具有一定影响和快速发展的基础。本学科

1979 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农业昆虫及害虫防治、植物病理学、农药

学分别于 1984 年、1986 年和 1999 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植物病

理学 2000 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2005 年获植物保护一级学科博士

学位授予权，2007 年设立植物保护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在植物保护

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下，包括植物病理学、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农药学，以及自主增设的生物信息学，共 4 个二级学科博士点。 

植物保护学科作为湖南农业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建立了完整的

学士、硕士、博士和博士后人才培养体系。多年来培养了中国科学院

院士 1 人（谢道昕），中国工程院院士 1 人（柏连阳）及美国微生物

科学院院士 1 人（周集中）、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 1 人（刘建国）、

国家千人计划 3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4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

者 7 人、973 首席科学家 1人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人才。 

植物病理学科为湖南省“八五”至“十一五”重点学科，植物保

护学科为湖南省“十二五”重点学科。植物保护专业为国家特色专业

和国家拔尖创新型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建设专业。本学科是国

家植物功能成份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3 个国家级科研教学平台

的主要依托学科之一，具有 5 个省部级科研教学平台、2个厅级科研

教学平台和 1 个昆虫标本馆。在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等知名

企业共建了 2 个校外研究生实践基地。湖南省植物病理学会、湖南省

昆虫学会挂靠本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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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在水稻、油菜、柑橘、茶树、烟草等湖南省重要农作物有

害生物的发生流行规律、绿色防控和抗性分子机理方面形成了较强的

优势与特色。在水稻细菌性病害、稻瘟病抗病分子机制，稻田-害虫-

天敌生态系统，水田杂草高效安全防控，油菜菌核病生物防治，烟草

病虫害预测预报，柑橘无毒苗体系建设，有机茶生产，除草剂安全剂，

生物诱抗剂等方向研究处于国内领先水平。2011 年来，获国家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 2项，获省部级科技奖一等奖 3项，二等奖 9 项，三等

奖 3 项，这些成果的推广和应用产生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64 项、实

用新型专利 8 项，发表 SCI/EI/ISTP收录论文 157 篇，其中 2 篇高被

引 ESI 论文，为我校动植物科学领域、农业科学领域的 ESI 学科排名

进入全球前 1%作出了重要贡献。 

1. 目标与标准 

1.1 培养目标 

（1）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

发展观；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遵纪守法，品德优良，具有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

严谨的治学态度，恪守学术道德行为规范，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服务。 

（2）在业务上，要求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

门知识，全面了解植物保护学科的发展方向、国际学术研究前沿和动

态，具有扎实的病虫害生物学、病虫害流行学、植物抗性遗传学、植

物与有害生物互作、基因组学、细胞与分子生物学等基础理论知识和

系统深入的植物保护及相关学科专业知识，具备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

作的能力，并在科学理论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新性的成果，具备较强

的生产管理、资源配置、仪器分析、田间试验与数理统计分析等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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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技术研发能力；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

的外文资料，具有一定的外语写作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3）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身体健康。 

1.2 学位标准 

获得植物保护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应全面了解植物保护学科的发

展方向、国际学术研究前沿和动态，具有坚实宽广的植物保护学及相

关学科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具备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

作的能力，并在科学理论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新性的成果。植物保护

学科博士生在学习年限允许范围内申请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在读期间

须以第一作者或指导教师为第一、本人为第二，湖南农业大学为第一

作者单位和通讯作者单位发表论文（含已正式接收，对于学术论文接

受函原件，由指导教师签字确认后可参加学位论文送审和答辩），且

满足以下任一要求：在 JCR 二区及以上 SCIE/SSCI 收录期刊上发表学

术论文 1 篇；在 JCR 三区 SCIE/SSCI 收录期刊发表 1 篇学术论文或

在学校公布的顶级期刊发表 1 篇学术论文，同时在 CSCD 核心库来源

期刊上发表 2 篇学术论文；如以并列第一作者前二位出现，须发表在

JCR 二区及以上 SCIE 收录期刊影响因子 5 以上（含 5）的学术论文；

以并列第一作者前三位出现，须发表在 JCR 二区及以上 SCIE 收录期

刊影响因子 10 以上（含 10）的学术论文。 

详见《湖南农业大学研究生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要求》（湘

农大发〔2020〕117号）。 

二、基本条件 

2.1 培养方向 

（1）植物病理学（090401） 

主要研究方向为分子植物病理学、植物与微生物相互作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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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学。 

（2）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090402） 

以昆虫生态学、昆虫分类、资源昆虫的保护和利用、有害生物综

合治理为主要研究方向。 

（3）农药学（090403） 

主要研究农药对环境中非靶标生物损伤的分子毒性机制，并在此

基础上研究农药的安全使用技术；研究新农药残留分析方法的建立及

一些新农药的环境化学行为和毒理；从分子水平改造与创制新农药；

挖掘与利用微生物源农药和植物源农药。 

（4）生物信息学（0904Z2） 

发展高维特征选择、多变量关联分析、生物动力学等复杂生物数

据分析新算法，应用于高通量序列数据、基因表达数据的基因功能解

析与调控网络分析；研究多基因控制的作物复杂性状的遗传；研究大

数据时代复杂数据的分析运算方法。 

2.2 师资队伍 

目前，本学位点有全职专任教师 52 人，教授 17 人，副高职称

21 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 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1 人，湖南

省芙蓉学者特聘教授 1 人，湖南省新世纪 121人才工程 4 人，湖南省

学科带头人 3 人，另有双聘院士 1人，百人计划特聘教授 1 人，神农

学者特聘教授 7人；学院共有博士生导师 33人（含兼职导师 10人），

硕士生导师 56 人（含兼职导师 14 人）。 

年度亮点：2021 年新增湖湘英才 1 人，第十一届湖南省青年科

技奖 1 人，新增“芙蓉学者”特聘教授 1 人，中国植物保护学会中国

科协第七届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被托举人 1人，湖南省优秀研究生

导师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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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保护学科专任教师一览表 

姓名 
出生年

月 

性

别 
职称 学位 学科方向 

刘二明 195908 男 正高 博士 植物病理学 

戴良英 196206 男 正高 博士 植物病理学 

易图永 197104 男 正高 博士 植物病理学 

陈武 197704 男 副高 博士 植物病理学 

周倩 197712 女 正高 博士 植物病理学 

唐前君 197810 男 副高 博士 植物病理学 

王运生 197901 男 正高 博士 植物病理学 

朱宏建 197911 男 副高 博士 植物病理学 

任佐华 198105 女 副高 博士 植物病理学 

罗坤 198203 男 讲师 博士 植物病理学 

李魏 198309 男 正高 博士 植物病理学 

刘敬 198501 女 讲师 博士 植物病理学 

钟杰 198701 男 副高 博士 植物病理学 

周泽华 199112 男 讲师 博士 植物病理学 

阳祝红 199010 女 讲师 博士 植物病理学 

袁哲明 197109 男 正高 博士 生物信息学 

周玮 197709 女 副高 博士 生物信息学 

张永生 198007 男 讲师 博士 生物信息学 

李兰芝 198108 女 副高 博士 生物信息学 

代志军 198604 男 讲师 博士 生物信息学 

陈渊 198705 男 讲师 博士 生物信息学 

胡媛 198901 女 讲师 博士 生物信息学 

张莹钧 199307 女 助教 硕士 生物信息学 

曾爱平 196207 男 正高 博士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刘劲军 196406 男 副高 本科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李有志 197009 男 正高 博士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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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文 197608 男 讲师 硕士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贺华良 197706 男 副高 博士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黄国华 197706 男 正高 博士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王星 197711 女 副高 博士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杨中侠 197806 女 正高 博士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谭琳 198003 女 副高 博士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薛进 198003 男 讲师 博士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丁文兵 198308 男 副高 博士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于欢 198707 女 副高 博士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邱林 198709 男 副高 博士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王玉生 198910 男 讲师 博士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廖晓兰 196202 女 正高 博士 农药学 

何可佳 196402 男 副高 硕士 农药学 

丁中 196902 男 正高 博士 农药学 

李晓刚 197002 男 正高 博士 农药学 

杨海君 197210 男 正高 博士 农药学 

刘祥英 197705 女 正高 博士 农药学 

胡利锋 198001 男 副高 博士 农药学 

张亚 198011 男 副高 博士 农药学 

刘开林 198012 男 副高 博士 农药学 

刘双清 198307 男 副高 博士 农药学 

叶姗 198508 女 讲师 博士 农药学 

刘敏 198603 男 讲师 博士 农药学 

石力 198902 男 副高 博士 农药学 

陈功 198905 男 副高 博士 农药学 

潘浪 199102 男 正高 博士 农药学 

2.３ 科学研究 

2021年度，新增各类科研项目 52 项，其中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

目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 项、湖南省重点研发计划 1 项、湖南省

自然科学基金 7项、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 8 项、其他厅局级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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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11项和横向项目合同 21 项。新增 1项创新人才（十一届湖南省青

年科技奖）和 1 项创新团队（湖南省科技创新团队）。年度到位科研

经费 1295.89 万元。科技奖励：本年度获得科技成果奖励 3 项，其中

参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第七），参与获得湖南省科技进

步二等奖 1 项（第三），参与获得湖南省自然科学三等奖 1项（第二）。

申请专利 4 个，授权专利 6 个。收录学术论文：发表 SCI 论文 59篇。

单篇影响因子最高是 11.2。       

年度亮点：李有志教授主持获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资助，是

湖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首次以项目负责人身份获得该类项目资

助；黄国华教授获聘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岗位科学家，为目前我

院首位国家岗位专家。 

2.４ 教学科研支撑 

植物保护学位授权点拥有植物病虫害生物学与防控湖南省重点

实验室、湖南省生物农药与制剂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植物疾病控

制与利用湖南省高校重点实验室、湖南省农业大数据分析与决策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农业有害生物防控与预警湖南省工程研究中心等科研

平台，是作物种质创新与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国家级

植物科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南方粮油作物 2011 协同创新中心、国

家植物功能成分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的主要成

员单位。还包括研究生校级实践基地 1 个。2021 年新增 2 个省级研

究生实践基地。 

学院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6000 余万元、教学科研用房 11000

平米。学科仪器设备总值达 5000多万元，其中大型精密仪器设备（价

格≥10 万元）共 52台（套），如高效液相色谱仪、超速冷冻离心机、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高性能计算机服务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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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精密仪器。 

2.５ 奖助体系 

构建了以国家奖助学金和导师科研津贴为主，以企业和个人设立

专项奖学金（如先正达奖学金、北美校友奖学金、深圳银来奖学金、

尚农奖学金、必达奖学金等）为辅助的助学体系。除国家奖学金外，

学校设立了优秀干部奖学金、学业奖学金、科研成就奖学金等。学校

制定了《湖南农业大学学业奖学金评审办法》、《湖南农业大学研究

生学费收费政策和奖助体系改革方案》、《湖南农业大学研究生科研

成就奖学金评定办法》、《湖南农业大学经济贫困研究生助学金评定

办法》等。每位研究生都获得了奖学金的资助，资助率为 100%。 

三、人才培养   

3.1 招生选拔 

学位授权点博士研究生主要采取硕博连读和申请-审核制 2 种方

式，硕士研究生主要采取普通招考、接收推免生 2 种方式。 

建立了完善的招生宣传方案，成立了招生宣传小组，通过学校、

学院网站宣传，赴多所高校进行招生宣传咨询，以及派发宣传资料等

形式进行招生宣传，效果好，录取的硕士研究生中，有南京农业大学

等 211 高校毕业的本科生。 

尽管省属院校博士研究生规模整体偏小，但植物保护博士招生指

标近 5 年稳定在 10人左右，年报考人数 25人左右。作为“南方粮油

作物协同创新中心”的主要成员，有 1-2 个专项指标，进行申请-审

核制招生。有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报考。 

3.２课程教学 

植物保护学位点在充分调研、分析和比较国内外高校研究生教育

的基础上，根据学校的统一部署，本着有利于学科发展和宽口径、创

新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方针，优化了课程结构。在课程体系结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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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按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相结合的原则，形成了四大模块：即公共

基础课程+一级学科专业基础课程+二级学科特色课程+学科研究方向

的专业选修课程。（1）基础英语、专业英语课程。植物保护专业英

语为 20 学时，讲授教师全部由具有多年出国留学经历的专家教授组

成，采取双语授课。（2）一级学科专业基础课程：以植物保护一级

学科为基础，打破二级学科的专业壁垒，博士生开设病虫害生物学课

程，硕士生开设了高级植物保护学，促进高水平研究生核心课程体系

的建设。（3）二级学科特色课程：植物保护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

建设了 1-2 门特色专业必修课程，突出专业特色，主要包括研究方法

类、实践技能类、研讨类等课程；（4）学科研究方向的专业选修课：

选修课程为二级学科研究方向内开设的选读课程，在保证课程授课质

量的前提下，选修课尽量以 16 学时/学分为标准的小学分课程为主。

相关内容见培养方案。 

为保证课程教学质量，植物保护学科建立了规范、严格的研究生

课程审查机制：首先，学位点根据课程开设标准，规范开课和选课程

序，对新开课程组织相关专家进行全面论证与审查后方可正式开课。

对于首次参与研究生教学的教师，通过试讲合格后才能进行上课，严

格上课程序。其次，严格按照学科专业培养方案制定相对稳定和较为

详细、系统的教学大纲，并组织相关专家对每门课程的教学大纲进行

了审定。再次，定期、定量对授课教师的课程教学计划完成情况、课

程教学纪律进行检查，严格执行研究生课程听课制度。并将听课情况

作为研究生课程审查、精品课程、示范课程推荐评选及教师考核、评

奖、职称评定的重要依据。最后，建立研究生教学质量评价标准和切

实可行的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奖优罚劣”的课程激励

机制，实行学生网上评价课程方式，评价结果将作为研究生课程设置、

研究生优秀教学质量奖、教学名师的评选工作、学校目标管理考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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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依据之一。2021 年度学位点新增 1门省级思政课程。 

3.３导师指导 

指导教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博士研究生培养实行以科

研为主导的导师负责制和导师组集体指导相结合的方式，指导小组由

指导教师提名邀请本学科或相关学科 2-3 名校内外正高职称专家组

成，负责指导博士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的制定与实施，督促和检查博

士研究生课程学习、文献阅读、开题报告、学术活动、中期考核和学

位论文研究工作等环节的完成情况。指导教师既要指导博士研究生的

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又要全面关心博士研究生的成长。 

植物保护学位点研究生指导教师的选聘工作严格按《湖南农业大

学研究生导师选聘与考核办法》执行，并且新遴选的老师必须经过学

校的岗前培训，获证后才能持证上岗，保证导师队伍的整体水平。全

职的 42 位导师中，41 位具有博士学位，18位具有国外留学经历。 

为客观公正地评价和全面了解植物保护学科研究生导师的德才

表现、学识水平和履行职责情况，不断提高学科研究生培养质量，学

科严格按照《湖南农业大学学术型研究生指导教师选聘与考核办法》

对聘期满 3 年的导师进行考核，全面综合考核导师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应履行的职责及聘期内的工作实绩。首先由导师依据本人聘期内德才

表现、学识水平和履行职责情况进行个人总结及自评。然后由院学术

委员会对导师的述职内容、自评总结进行认真审核。最后由校学位评

定委员会进行复核和综合评价，确定考核等次。 

3.４学术训练 

植物保护学科严格执行学校关于博士研究生、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关于学术活动考核的相关规定，加强研究生学术训练。要求博士研究

生文献阅读的数量至少在 100 篇以上，国外文献达 40%以上；在读期

间必须参与科研项目 1 项以上；在读期间必须参加 10 次以上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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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并提交学术报告心得体会。要求硕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数量至

少在 60 篇以上，国外文献达 20%以上；在读期间必须参加 10 次以上

的学术讲座，并提交学术报告心得体会。 

学科与中扶大地（湖南）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深圳诺普信农

化股份有限公司一起建立了植物保护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

与湖南省植物保护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深圳华大基

因科技有限公司等 10 多家单位建立了校外实践基地或专业实践场所，

能够满足研究生实习实践要求，且有专门教师承担实践指导。 

3.５ 学术交流 

植物保护学科鼓励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短期访学、国内

外合作研究等学术交流活动。对于研究生参与国外学术交流活动，学

科给予全额资助；到国内外知名高校、实验平台进行合作研究，学科

进行补助。 

2021 年，学位点新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 1

个，教师（学生）参加重要学术会议 15 人次。研究生参加国际杂草

科学大会、中国植物病理学会年会、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年会、中南昆

虫学会年会、亚太地区杂草学术会议等国内外学术会议。此外，学院

举行年度科研团队考核及研究生学术报告会，增强各团队之间的交流，

并拓宽了研究生的学术视野。 

3.６ 分流淘汰 

本学位点严把研究生培养质量。第一学期，制定科学合理的培养

计划，满足研究方向要求所需的基本知识和理论。第二学期，针对自

己的研究方向，确定研究题目，制定研究计划和内容，并进行开题答

辩。开题答辩不合格的博士生，需根据答辩专家的建议按要求改进后

重新进行开题答辩。第三学期，进行中期考核，考核合格的博士进入

下一阶段研究，考核不合格的博士，需按要求改进后重新进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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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７ 论文质量 

为进一步提高植物保护学科学位论文质量，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措

施严把论文质量关。①导师初审和学位点其他导师评审并提出修改意

见。②学术不端行为检测：所有资格审查合格者的学位论文由学院按

照学校有关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要求进行学术不端行为检测，

检测合格者方可进入学位论文评阅阶段。③预答辩评审并提出修改意

见。④校外盲评并根据反馈意见进行论文修改与实验补充。⑤答辩专

家评阅、提出问题与修改意见。⑥毕业后两年再抽评。经以上几种措

施的实施和验证效果良好。对于湖南省和国家抽查不合格的学位论文

作者，取消学位，其导师需进行整改并暂停两年招生。 

2021 年获评湖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1 篇，湖南省优秀硕士论

文 2 篇。 

3.８ 学风教育 

坚持立德树人，强化研究生各培养环节的管理，培育“崇尚科学，

追求真理”的科研精神。加强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引导研究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加强研究生科学道

德与学风建设，以多元的校园学术文化活动为载体，强化科学道德和

优良学风的培养，完善科学道德失范行为的监督机制。研究生参与学

术道德教育覆盖率达 100%。研究生入学后人手一本“实验记录本”，

要求所有实验数据如实记录，研究生不抄袭、剽窃、侵吞和篡改他人

学术成果；不伪造或者篡改数据、文献；不捏造事实、伪造注释等。 

植物保护学科通过举办科学道德和学生规范教育专题讲座，对所

有学位论文进行学术不端行为检测，杜绝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 

3.９ 管理服务 

植物保护学科研究生管理机构健全，按学校规定配备研究生教学

秘书和研究生辅导员，有专人管理，职责明确。严格执行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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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计划及有关教学管理规定；教学质量监控、反馈与评估制度落实；

学位论文指导、检查各环节落实，论文审查与答辩管理规范；教学方

案和计划变动遵循规定程序。研究生学籍、培养方案、论文开题报告、

中期考核登记表、论文答辩记录等教学和学位申请文件规范且齐全。 

对不同年级博士、硕士研究生，采用问卷调查法、座谈会等方法，

从“个人发展”、“导师评价”、“奖学金体系”、“学校环境”、

“学校服务管理”、“学习满意度总体评价”等方面对学院、学校满

意度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表明，研究生满意度 95%以上。 

3.10 就业发展 

2021 年植物保护学科毕业研究生就业情况进行统计，硕士研究

生总体就业率为 100%，其中签就业协议、劳动合同的为 100%，国内

升学的为 2.1%。博士就业率总体为 100%，其中签就业协议、劳动合

同的为 100%，其他就业形式（定向培养、博士后）的为 58.3%。 

近年来，植物保护学科通过用人单位意见反馈，了解用人单位对

毕业生总体质量评价情况，绝大数用人单位均反映学科培养的研究生

基础知识扎实、工作认真踏实，开拓创新能力强，总体满意度达 95%

以上。另外，学科还以问卷的方式，对学科毕业研究生发展质量进行

了调查分析，发现毕业生对母校认可度较高，认为在母校学习期间最

大的收获是学到扎实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对学校学风、导师教书

育人、学科的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普遍认可。 

四、服务贡献  

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 

科研成果转化 2项（10万元）；开展送科技下乡、技术咨询、

培训和科普活动累计 100 次以上，培训人数 5000人次，推广应用技

术 3 项；取得农业部农药登记田间药效试验资质。 

五、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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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缺乏领军人才 

植物保护学科在湖南省教育厅、科技厅等单位的资助下，近年来

发展比较迅速。但一直缺乏院士、“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获得者、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等领军人才。 

5.2 教学科研基地有待加强 

植物保护学科校内仅有东沙古井一处教学科研基地，基地功能不

完善。校外只有 1个省级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 

5.3 教育教学改革相对滞后 

在教育理论改革和教学方法研究方面比较欠缺，暂时没有国家级

教学成果奖。学术专著较少。 

5.4 生源单一，优秀生源偏少 

植物保护学科录取的硕士研究生主要来自于本校的学生，占 80%

以上；录取的博士研究生，也主要是本校毕业硕博连读的硕士生。 

六、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6.1 进一步加强青年学术带头人培养和人才引进力度 

要进一步加强青年教师的培养，尤其是对优秀青年基金和杰出青

年基金人才的培育工作，建立适合促进青年人才成长的机制。力争在

下一次学科评估中，实现优秀青年基金和杰出青年基金的突破。同时，

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争取引进国家千人计划、长江学者等人才。 

6.2 进一步加强研究生招生宣传工作力度 

通过政策，减免优秀生源的学费，吸引优秀学生报考。同时，加

大宣传力度，扩大学院的影响，鼓励优秀学生报考。 

6.3 加大对外交流，提高学位授权点的国际化程度 

鼓励、支持青年教师出国作博士后、访问学者，积极加大与国外

高校研究生交流的力度。 

6.4 总结教学科研经验，申报成果、撰写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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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支持教师参与教学改革，积极申报教学成果奖励。总结科

研，撰写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