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位授权点名称：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学位授权点代码：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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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点所在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入选

国家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并在教育部第五轮学科评估获

得优异成绩；获 2项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本学科作为一流学

科建设已经成功构建了 5大高水平研究院和 1个交叉共享实

验平台，在公共卫生卓越人才培养、创新师资队伍建设和

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建设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性突破。 

学位点以立德树人为本，围绕国家公共卫生安全战略

需求，培养知识面宽厚，具有扎实基础理论知识和高水平

科研创新能力，胜任社会与卫生发展需求，掌握科研及成

果转化应用以及循证决策等公共卫生核心能力，具有中国

情怀和国际视野的公共卫生科研型领军人才。设 6个二级学

科硕士学位授权点，5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现有公共卫生预防医学全职专任教师 116人，国家级人

才计划入选者 21人次，国家级青年人才 16人次，建成以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医学专业学位教指

委委员、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等高端人才引领，以优秀

学科带头人等高级骨干教师为中坚力量，以省级人才计划

入选者为后备力量的成长型团队。2024 年，本学位点共有

在校研究生 432 名，其中：本科直博生 21 人，学历博士生

150人（含 1名港澳台学生），学历硕士生 261人（含 1名港

澳台学生，3 名留学生）。2024 年本学位点共授予学位 102



人。 

2024年，本学位点研究生去向落实率 92.4%。博士研究

生毕业后 41.6%选择高等教育单位就职或从事博士后工作，

35.4%选择医疗卫生单位。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多数选择直接

就业，以医疗卫生单位就业为主，选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就业的比例为 44.3%，选择升学的比例为 7.1%，以本校继续

深造为主。 

二、年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与改进措施 

2024 年，本学位点学术学位硕士生中的一流大学建设

高校本科生源占比近 80%，学术学位博士生中的一流大学建

设高校本科生源近 90%。同时，拓宽本科直博生的培养路径，

落实“卓博计划”，吸引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的优秀学生留

校直接攻博，本科直博生占当年录取的全日制博士生比例

为 8.8%，长学制博士生占比 27.8%。2024 年度，学位点盲

审通过率为 94.9%。一人的博士论文获评本年度“复旦大学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3 名学生通过学校遴选入围中国科协

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博士生专项。 

通过制定本学位点的授予学位标准，明确的学位论文

规范，包括论文的格式、内容、引用文献等方面的要求。

建立核查机制，在开题、中期、预答辩、学院预审、答辩

各个阶段都严格把关，组织专家对学位论文进行核查。核

查内容包括论文的原创性、学术不端行为等方面，确保真



实性和学术诚信。通过专家的意见反馈及时发现和解决问

题。加强对学位论文规范、评阅规则和核查办法的执行情

况的监督和检查，确保学生和导师认真遵守相关规定，保

证学位论文的质量和学术水平。 

学位点注重培养全过程的监控与质量保证，强化培养

的科学性、规范性。对标国家标准，规范学分要求、课程

设置、学位论文及其他培养环节程序和要求，执行严格的

开题-中期-预审-答辩制度，实现培养全过程评价制度。优

化关键环节考核方式与标准，充分发挥学位论文选题、开

题报告、中期检查、论文答辩等关键节点的考核筛查作用，

前期严格考核，明确分流淘汰措施。博士生在完成学位核

心课程学习后，由导师及导师组对学生进行综合性评价、

学科组对学生进行专业知识及语言能力考核，考核博士生

是否具有开展创新性研究工作的能力。 

以选题为导向，以专业互补为原则，选优配备导师组，

全程参与学生开题、中期、预答辩和答辩等重要环节，发

挥督促指导作用，为人才培养保驾护航。同时，学位点优

化博士、硕士研究生毕业标准，鼓励学生整理成果发表具

有科学意义和社会价值的高水平论文，坚决克服唯分数、

唯论文的顽瘴痼疾，使其更好地指导学生培养和质量保证

工作。 

三、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举措 



始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加强思想文化引领。专

业课程教学过程中，围绕爱国情怀、四个自信、使命感和

责任感、批判性思维、尊重科学与严谨的治学精神等方面

厚植思政教育元素。2 门课程入选研究生课程思政标杆课程。

创新科研思政模式，通过学术沙龙形式，强化学术道德培

养，提升学科素养，树立创新精神。邀请院长、书记为研

究生讲授新生第一课，开展研究生学术规范教育，引导全

体新生扣好入学“第一粒扣子”。 

依托公共卫生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国家卫健委卫

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和 WHO卫生技术评估合作中心等，以

重大疾病防控、环境与健康、卫生政策与管理为优势方向，

以 40万全生命周期队列和全球健康研究中心为“两翼”，建

设“科研高地”，强化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2022 级直

博生陈志元以第一作者在 Science发表论文，发现了 COVID-

19 大流行前中后季节性流感的全球时空传播动态及驱动机

制，为制定流感全球防控措施提供了重要依据；2023 级博

士生赵晋以第一作者在 Nature 发表论文，发现养殖毛皮动

物携带具有人畜共患传播潜力的病毒，为“人病兽防”提

供早期预警。2024 级博士生邢家宝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

年学生基础研究项目（博士研究生）资助。 

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高水平公共卫生科研人才。举办

以“基于全球卫生视角的应对非传染性疾病之路”为主题



的 U21健康科学组织国际暑期学校，拓宽国际公共卫生视野。

访问坦桑尼亚和南非，携手构建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为

全球公共卫生的发展和人才培养提供高水平的交流平台。

与香港中文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国内外高水平大学

共同举办交流学习活动。 

提升服务效能，有力支撑学位点建设。持续加强研究

生教学管理人员和研究生专职辅导员队伍建设，显著提升

服务学位点建设的效能和水平，支撑学位点整体良性和高

效发展。深化融洽导学关系，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导师及

辅导员能及时关注个体成长和思想状况，关爱身心健康。

畅通研究生意见与建议反馈渠道，在校研究生满意度较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