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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今年发布的《2012-2013 年度上海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报告》是上海大学首次向社会公开

披露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年报。 

2012-2013 学年度，学校在研究生教育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包括： 

1. 加大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力度，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与行业对接； 

2. 适度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在校研究生总数首次超过 1 万名，研究生占在校生比例为 26.8%，

较去年同期（25%）增加 1.8 个百分点； 

3. 打破传统学科界限，培育新的学科发展增长点，建设多个跨学科研究平台； 

4. 学校以人才培养为目标的多项科研成果获得奖励，科学创新研究实现新突破； 

5. 与多个海外院校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开展实质性合作，推进研究生培养国际化。 

根据本年度研究生教育质量状况，学校向社会报告的基本事项如下： 

（一） 研究生教育基本状况 
学校目前共有博士后流动站 17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 20 个（二级学科博士点 79 个），一级学科

硕士点 42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 174 个），专业学位种类 13 个（其中含工程硕士 18 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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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现有各级重点学科 20 个，其中，国家级重点学科 4 个，市级重点学科（第三期）9 个，教

委重点学科（第五期）7 个。 

截止到 2012 年 12 月底，学校在编在岗研究生指导教师导师共有 1479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为

335 人，占比为 22.65%。 

学校在校研究生的规模已经达到 10,237 人，其中，博士生在校人数为 1475 人，在校全日制硕士

研究生为 7831 人（女生 3592 人）。 

建立各类研究生培养实践基地总数为 131 个，其中，市级实践基地 15 个，院校两级共建的实践

基地 110 个；上海市校企联合培养基地 6 个。 

2012 年，685 名研究生获得学校及社会捐赠奖学金资助，总金额达 635.85 万元；全校 6398 人次

获得学校津贴及补助，总金额达 273.36 万元。 

（二） 生源与录取情况 
2013 年，第一志愿报考人数为 10932 人，录取人数为 3309 人，其中，按照第一志愿录取人数为

2143 人。第一志愿的报考和录取比例为 5.1:1，为近四年最高。 

学校 2012 年招收的直升推免人数为 361 人，招收通过参加入学考试的本校生源人数为 261 人，占

当年度总招生人数（3309 人）的比例为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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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生培养情况 
培养方案制定兼顾不同层次研究生的培养要求。课程总学分的要求是博士不低于 15 学分，硕士

不低于 40 学分。研究生课程开设的总门数为 1440 门，其中包括面向全校研究生开放的公共平台课程

10 余门。本年度，学校开设的课程门次数为 1947 门次。 

在科研训练与实习方面，学校本年度共举行学术讲座 1150 次。同时，学校在 2012 年度投入的学

术创新计划经费总数为 113 万元，鼓励在校研究生积极参加各种创新活动。截止到 2012 年底，已建成

市级研究生实践基地共 15 个。校外实践基地的导师人数已达到 400 多人。 

2012 年，学校立项 31 个暑期社会实践项目，分赴全国 10 余个省市，其中有 1 个市级重点项目、 

2 个校级重点项目、4 个校级一般项目。学校近两年组织的暑期社会实践项目 55 项。 

在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本年度学校研究生共有 169 人获得国家和学校资助，赴国外学习。其中，

32 人为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录取派出人员，137 人参加国际会议、短期访学、海外实习等支持项目。 

（四） 研究生培养结果 
2012-2013 学年共授予博士学位 196 人，其中按照正常学制授予博士学位的博士生人数为 53 人，

占比为 27.04%；授予硕士学位 2712 人，按照正常学制授予硕士学位的人数为 2219 人，占比为 81.82%。 

截止到 2012 年 9 月，学校 2012 届研究生的平均就业率为 97.37%，比 2011 届研究生的去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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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86%）上升 3.51 个百分点。 

     2012 年，学校获得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 10 篇，优秀硕士论文 27 篇，有 1 篇博士论文获得全国

优秀博士论文提名。 

（五） 党建与思政工作 
2012 年，上海大学共参与学术道德方面的市级层面宣讲活动 1 次，举办校级宣讲活动 2 次。全校

师生参加宣讲教育活动总人次数为 8718 人次，其中研究生参加 8540 人次；新上岗研究生导师 21 人

参加，占新上岗研究生导师的 16.5%。 

在思政教育方面，学校以党建和队伍建设为核心，搭建以“认知教育”、“励志教育”和“就业教育”

为核心的“三大教育”平台，创新以研究生“学术节”、“体育节”和“艺术节”为载体的“三大节”交流平台，

坚持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特色的“三自工作”培养模式，以服务每个研究生的终身发

展为目标，积极探索研究型高校建设过程中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有效促进研究生的全面发展。 

（六） 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学校本年度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面临许多挑战，主要包括：招生计划与办学资源配置存

在不平衡；培养模式与学科建设联动改革不到位；部分院系的研究生课程与实践能力培养脱节；专业

学位研究生的培养与行业对接度不高；研究生培养的质量保障体系需要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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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面临的挑战，学校提出了有针对性的举措，主要有：以科研为导向

进一步完善研究生招生名额调控机制；立足学科建设，推进研究生培养模式的综合改革；改革研究生

课程体系和结构，注重实践能力培养；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行业的实质性对接；完善以质量提

升为目标的研究生质量保障体系等。 

在此基础上，学校将继续通过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建设，形成具有上大特色的研究型大学

人才培养模式；形成对接国家和区域发展需求、比较优势明显、交叉融合渗透的学科发展布局；形成

“组织、策划、服务、管理”四位一体的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体系，为进一步实现学校国内一流、特色

鲜明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目标而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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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本信息 

一、 学位点建设 

1.  学位点分布与结构 

学校的学科点分布与结构如表 1-1 所示。 

表 1-1 学科点分布与结构 
学科点类型 数量 

博士后流动站 17 

一级学科博士点 20 

二级学科博士点 79 

一级学科硕士点 42 

二级学科硕士点 174 

专业学位种类 13（其中含工程硕士 18 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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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点学科 

 学校现有各级重点学科 20 个，其中，国家级重点学科 4 个，市级重点学科（第三

期）9 个，教委重点学科（第五期）7 个。 

表 1-2 上海大学重点学科一览表 

类型 国家重点学科 市重点学科（第三期） 教委重点学科（第五期） 

1 钢铁冶金 中国现当代文学 数学科学与技术 

2 流体力学 传播学 纳米材料化学 

3 社会学 电影学 高可信计算与智能信息处理 

4 机械电子工程 运筹学与控制论 电路与系统 

5  无线电物理 电影学 

6  固体力学 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史 

7  材料学 传播学 

8  通信与信息系统  

9  环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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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校研究生情况 

1. 在校研究生的规模与结构 

截止到 2012 年底，在校研究生的规模已经达到 10,237 人，其中，在校博士生为 1475
人，在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为 7831 人（女生 359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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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在校研究生的规模与结构对比 



2012‐2013年度上海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报告（简版） 

  ‐ 4 ‐

2. 研究生培养的奖助体系 

2012 年，学校除覆盖全体研究生的普通奖学金外，685 名研究生获得学校及社会捐

赠奖学金资助，总金额达 635.85 万元；全校 6398 人次获得学校津贴及帮困补助，总金

额达 273.36 万元。全年除普通奖学金外，共资助 7406 人次，总金额达 1176.16 万元。

学校设立的校级奖学金如表 1-3 所示。 

表 1-3 上海大学校级奖学金设置一览 

设奖名称 面向范围 金额（元/人） 人数 总金额（万元） 

校长奖学金 全校 在职研究生：5000;非在职全日制：10000 10 10 

国家奖学金 全校 硕士：20000（189 人）;博士：30000（55 人） 244 543 

蔡冠深奖学金 全校 在职博士生：5000;非在职全日制：10000 10 10 

光华奖学金 全校 博士一等：2000；博士二等：1500；硕士一等：

1500；硕士二等：1000 
230 28.5 

宝钢奖学金 全校 特等 10000; 优秀：5000 4 2.5 

总计 5 项   498 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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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师资队伍 

1. 导师队伍规模与结构 

截止到 2012 年 12 月底，学校在编在岗研究生指导教师共有 1479 人，其中，博士

生导师为 335 人，占比为 22.65%。图 1-2 和 1-3 列出了导师的年龄结构和职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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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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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研究生导师年龄结构                       图 1-3 研究生导师职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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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杰出人才队伍情况   

截止到 2012 年底，学校共有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以及“千人计划”入选者等 29
人，具体比例结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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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讲座教授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图 1-4 学校各类杰出人才的比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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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培养基地 
学校建立各类研究生实践基地共 131 个，其中，市级实践基地 15 个，院校两级共

建的实践基地 110 个；上海市校企联合培养基地 6 个。 
 

11%
5%

84%

市级实践基地

校级实践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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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研究生实践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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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生生源质量 

一、 研究生生源情况 
截止到 2013 年 7 月，2013 年招生第一志愿报考人数为 10932 人，按照第一志愿

的录取人数为 2143 人。第一志愿的报考和录取的比例为 5.1:1，为近四年最高。图 2-1
列出了学校近四年的第一志愿报考和第一志愿录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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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上海大学研究生第一志愿报考和录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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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在 2013 年招收研究生的录取总人数为 3309 人，其中，调剂录取 1166 人，

调剂录取的人数占比为 35.24%。 

图 2-2 列出了学校近四年第一志愿录取和调剂录取的统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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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上海大学研究生招生的录取和调剂录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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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校生源的录取情况 

学校 2012 年招收的直升推免人数为 361 人，招收通过参加入学考试的本校生源人

数为 261 人，占当年度总招生人数（3309 人）的比例为 18.8%。 
图 2-3 列出了上海大学研究生招生近三年的本校生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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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上海大学研究生招生的本校生源录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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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培养过程质量 

一、 培养过程与课程体系 

（一） 培养方案 

为拓宽研究生培养口径，有博士点的硕士学科设置课程时，应统筹安排硕士、博

士两个培养阶段。凡学校有博士点的专业和在一级学科内包含较多的二级学科，均按

一级学科口径打基础，按二级学科口径进行培养提高。 

以建设研究生课程体系为目标，合理设置研究生课程。课程体系要有足够的宽广

度和纵深度，并具有前沿性和前瞻性，同时应更重视学位课程的建设和作用；学位课

程必须含有学术研讨课这一具有启发式、研讨式、参与式教学方式特点的课程；学位

课程内的专业课既要适度考虑面向不同研究方向的选择，又要考虑国务院学位办关于

学科专业水平统考的知识范畴。 



2012‐2013年度上海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报告（简版） 

  ‐ 12 ‐

（二） 课程体系 
学校目前招生的研究生层次主要是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的招生，其中，全日制硕士

研究生分为学术型和专业学位硕士两种。研究生课程体系如表 3-1 所示。 

表 3-1 上海大学研究生课程体系 

学位类型 学术型博士 学术型硕士 全日制专业学位 在职专业学位 

公共课 
思政类 2 3 1-2 1 

外语类 4 5 2-4 5 

学位课 基础课 
专业课 4-8 8-12 24 ≥12+5 注 2 

文献阅读研讨课 
（或专业选修课） X 注 1 24 ≥9 ≥20 

学术研讨课 
（或专业实践课） 5 2 5 3 

总学分 ≥15-19 ≥42 ≥41 ≥46 

注 1：外语课和政治理论课选修课，均可根据学生兴趣自行选修，不纳入培养计划，但记成绩。其中，外语选修课计

入总学分，政治理论选修课不计入总学分。   
    注 2：在职专业学位需选修基础理论类课程 5 学分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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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课堂教学与质量保障 

（一） 研究生课程开设情况 

2012-2013 学年，研究生课程开设的总门数为 1440 门（含公共平台课 10 余门），开

设的课程门次数为 1947 门次。近三年，研究生课程开设情况对比如图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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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研究生课程开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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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课堂教学评价 

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以学校组织的同行专家进行课堂评价为主，每五周作为

一轮反馈到办学单位。图 3-2 列出学校近三年研究生课堂教学的同行评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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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上海大学近三年研究生课堂教学的同行评价情况 

（数据来源：上海大学教育质量年度状况白皮书数据库，截止到 2013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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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科研训练与实习实践 

（一） 学术讲座 

2012 年，上海大学研究生举行学术讲座 1150 次。2012 年 10 月，上海大学研究

生部、上海大学经济学院承办了由上海市学位委员会主办的 2012 年上海市研究生学术

论坛，并有来自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多所学校的学术作品参与。 

下表为 2012 年度学校举办学术讲座的情况。 

表 3-2  2012 年度研究生举办学术讲座情况 

校外专家讲座 校内教师学术讲座 学生学术讲座 总数 

550 300 300 1150 

（二） 学术创新计划 

为鼓励在校研究生积极参加创新活动，引导研究生选择富有挑战性的基础研究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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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研究课题，加强研究生科研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上海大学特设立研究生创新

基金。截止 2012 年，创新基金共投入 7,563,000 元，其中，2012 年度投入的学术创新

计划经费总数为 1,133,000 元。表 3-3 列出了最近六届的创新计划立项情况。 

表 3-3 学校学术创新计划最近六届的立项情况 

对象 金额（元/人） 人数 总金额（万元） 备注 

全校非在职全

日制研究生 
4550-20000 78 122.13 第一届 

全校非在职全

日制研究生 
8000-30000 95 154.48 第二届 

全校非在职全

日制研究生 
硕士：6000；文科博士：10000；

理工科博士：15000 
425 313.30 第三届 

全校非在职全

日制研究生 
文科硕士：6000；理工科硕士：8000；文

科博士：10000；理工科博士：15000 489 427.00 第四届 

全校非在职全

日制研究生 
5000-15000 439 334.90 第五届 

全校非在职全

日制硕士生 文科：6000；理工科：8000 157 113.30 第六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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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校内外实践情况 

截止到 2012 年底，已建成各级实践基地共 131 个，其中，学校申报的 15 个专业学

位研究生实践基地全部获准上海市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项目立项，校、院两级共建

的研究生实践基地共 110 个，校企联合实践基地 6 个。 

表 3-4 列出了学校研究生参加校内外实践的情况。 

表 3-4 学校研究生校内外实践情况 

市级专业学位实习基地 校院校外实习基地 实习基地导师 可实践教学学生数 

15 110 400 1≦ 万 

（四） 暑期社会实践 

2012 年，学校立项 31 个暑期社会实践项目，分赴全国 10 余个省市，其中有 1
个市级重点项目、 2 个校级重点项目、4 个校级一般项目。学校近两年组织的暑期社

会实践项目 55 项，具体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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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学校研究生近两年的暑期社会实践情况 

学年 项目数 团队人数 备注 

2012 学年 31 264  

2013 学年 24 225 公益类 6 项；调研类 18 项 

合计 55 489  

四、 论文发表与科研成果 

（一） 论文发表 

1. 硕士生发表论文情况 

 图 3-3 列出了学校硕士研究生近三年发表学术论文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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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硕士研究生发表核心期刊以上的科研论文情况（按生均数计算） 

（数据来源：上海大学学位论文数据库） 

     说明：（1）研究生发表的论文只统计当年申请学位的学生为第一作者以及学生为第二作者、导

师为第一作者的情况，统计范围为核心期刊及以上刊物发表的论文。 

          （2）生均数计算为院系研究生发表论文总数与当年申请学位研究生人数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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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博士生发表论文成果 

图 3-4 列出了学校研究生近三年发表学术论文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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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博士研究生发表核心期刊以上的科研论文情况（按生均数计算） 

（数据来源：上海大学学位论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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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1）研究生发表的论文只统计当年申请学位的学生为第一作者以及学生为第二作者、导

师为第一作者的情况，统计范围为核心期刊及以上刊物发表的论文。 

           （2）生均数计算为学院研究生发表论文总数与当年申请学位研究生人数的比值。 

（二） 科研成果 

截止到 2013 年 7 月，学校硕士研究生已经获得授权的专利数为 293 项，博士研究

生已经获得授权的专利数为 45 项。 

五、 国际交流与境外合作 

2012-2013 学年度，学校研究生共有 169 人获得国家和学校研究生部的资助，赴国

外学习。其中，32 人为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录取派出人员，137 人获得

研究生部资助赴世界各国参加国际会议、短期访学、海外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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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际交流与合作情况 

图 3-5 列出学校近四年的公派留学生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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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研究生近四年的公派留学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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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短期出国交流项目 

近三年短期出国访学及参加国际会议资助情况如图 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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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研究生近四年的短期出国交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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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党建与思政工作 

一、 学术道德与诚信教育 

学风是大学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教书育人的本质要求，是高校的立校之本、发展之

魂。上海大学高度重视学术道德和诚信教育工作，并将之作为学校研究生教育重点工作

实施。2012 年，学校共参与市级层面宣讲活动 1 次，举办校级宣讲活动 2 次。 

学校师生参加宣讲教育活动总人次数为 8718 人次，其中研究生参加 8540 人次，达

到在校生总人数的 92.64%；新上岗研究生导师 21 人，占新上岗研究生导师的 16.5%。 

通过本年度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工作，学校师生更加强化了学术研究的热

情，形成了对学术规范的自觉意识。对于违反学术规范的不良行为主动进行制止，2012
年，学校没有一位学生因为学术道德问题受到纪律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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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党建特色工作 

根据学校研究生教育工作的实际，在思政工作中以党建和队伍建设为核心，搭建“三
大教育”平台，创新 “三大节”交流平台，坚持“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三自

工作”培养模式，以服务每个研究生的终身发展为目标，积极探索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

方式，有效促进研究生的全面发展。 

1. “三大”教育 

学校在不断完善“三大教育”平台基础上，充分发挥主题教育的抓手作用，强化思政

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表 4-1 学校研究生“三大教育” 

学年 2010-2011 学年 2011-2012 学年 2012-2013 学年 

秋季学期 
认知教育 精彩世博·激情奉献 “回忆峥嵘校史、秉承钱老

遗训、做自强不息上大人”
“开启求知新门，坚守学术道

德，做全面发展上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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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学期 
励志教育 “怎样做研究” “规范学术研究、坚守科学

道德” “如何做好研究” 

春季学期 
就业教育 

认清自己，把握机遇，开

创未来—大学校长谈就业 “规划当下，赢在未来” “扬帆梦想，启航希望——青

年企业家与研究生谈职业人生” 

2. “三大节” 

学校以活跃思维、加强交流、提高修养、丰富文化、打造精品为主线，做好 “学术

节”、 “体育节”和 “艺术节”互为依托的“三大节”校园品牌基础上，开创了更加具有时代

感与新颖性的活动项目，丰富研究生思政工作的内容，积极提高广大研究生同学综合素

质。下表列出了近三年学校研究生“三大节”的主题。 

表 4-2 学校研究生“三大节” 

学年 秋季学期学术节 冬季学期体育节 春季学期艺术节 

2010-2011 学年 “至诚至博，励学敦行” “博乐强身，武动青春” 礼赞流丹九十年，音谱艺

韵开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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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2 学年 “厚德崇仁，明理求真” 运动追逐梦想，青春自强不息 清音报春晖，红歌诵党恩 

2012-2013 学年 “伟学睿思、长德尚行” 舞动青春，乐博人生” “九十年舞动青春激昂，十

八大畅想音韵华章” 

3. “三自”工作 

在创新 “三自工作”的自主培养模式方面，学校着力打造面向研究生“自我教育”、
“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三支队伍建设，即：院系研究生专兼职委员队伍，党总支副

书记、研究生会、研究生团委、社区自管会等学生干部队伍以及研究生就业、创业助管

志愿服务队伍等。 

以研究生就业助管为例，学校在 2008 年 12 月组织首创了由来自不同学院、不同专

业的二年级研究生组成的研究生就业工作助管员队伍，迄今已历经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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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培养结果质量 

一、 毕业论文 
2012 年，学校获得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 10 篇，优秀硕士论文 27 篇，有 1 篇博士

论文获得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图 5-1 列出了近四年的优秀论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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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学校近三年优秀博士、硕士论文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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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学位授予情况 

学校 2012-2013 学年共授予博士学位 196 人，其中按照正常学制授予博士学位的博

士生人数为 53 人，占比为 27.04%；授予硕士学位 2712 人，按照正常学制授予硕士学

位的人数为 2219 人，占比为 81.82%。 

图 5-2 和 5-3 列出了近三年学位授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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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学校近三年博士学位授予情况（按学科大类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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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学校近三年硕士学位授予情况（按学科大类统计） 

三、 就业情况 

截止到 2012 年 9 月，学校 2012 届研究生的平均就业率为 97.37%，比 2011 届研究

生的去年同期（93.86%）上升 3.5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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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列出了学校近三年毕业研究生的就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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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学校近三年研究生就业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