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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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位点下设新药研究与开发、临床药学 2个研究方向。

在职硕士生导师 97 名，拥有国家级高层次人才 8 名、国家

级青年人才项目入选者 10 名、上海市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

12名、省部级高层次人才 57人次。2024年新增国家级高层

次人才和国家级青年人才各 1 人，东方英才计划青年项目 1

人。2024 年新增校外合作导师 5 人，新增专业学位行业导

师 6 人。在校硕士生 217 人。授予硕士学位 66 人。2024 年

毕业生就业率为 90%。 

2024 年，新增并获批了 1055 药学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进一步完善了复旦大学药学专业学位授权体系，实现了学

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并重的发展格局，提升了药学学科的整

体实力，也为培养高层次应用型药学人才、服务国家战略

和社会需求提供了重要支撑。这一举措将推动药学学科的

高质量发展，提升复旦大学在国内外药学领域的竞争力和

影响力。 

二、年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与改进措施 

(一)生源情况 

本授权点总体生源情况良好。2024 级招生人数 70 人，

与去年基本持平。推免生中本校生源占 64.7%，双一流高校

生源占比 70.59%。 

未来，计划扩大招生规模，优化生源结构。随着 1055



专业学位博士点的获批，本学位点将逐步扩大招生规模，

建立更完善的联合培养机制，在招生选拔上更侧重于实践

能力的考察，优化专业学位研究生生源结构。 

(二)培养情况 

深化课程建设：本授权点 2024 年修订药学专硕的培养

方案，贴近专业学位培养目标，优化课程体系，新开设校

企合作课程《药品研发与注册》。积极建设思政标杆课程、

专业学位核心课程、特色课程及精品课程。本年度获得全

国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项目立项 2项，获得复

旦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核心课程、特色课程建设项目立项 1

项。 

推进教学案例库建设：积极建设药学专业学位课程案

例教学库，本年度 3个案例入选第七届全国药学专业学位优

秀教学案例。 

重视学生国际交流：组织推荐 3名研究生（郝文婧、李

何鸿晔、杨汶玉）申请复旦大学研究生 CSC公派留学项目，

全部获得资助。 

加强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本年度举办了 2024 创新技

术驱动的新药创制暨拔尖人才培养论坛，并围绕各行业对

产教融合人才的需求和培养主题展开了圆桌讨论，探讨构

建适应新时代需求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同时，本学位

点积极拓展并加快优质实践基地建设。本学位点与国内顶



级药物研发机构中国医药工业研究总院、华润集团和上海

医药联合培养药学专硕，加强学校-研究所-企业的互动培

养，提升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依托新药创制产业学院，

推出校企联合课程和讲座。目前本学位点已有 10 余个实践

基地，未来将努力打造国家级示范基地。2024 年，重点新

建“艾博生物”实践基地。 

根据目前医药行业发展的形势，本授权点拟加强人工

智能与新药开发的相关课程建设，进一步完善研究生课程

体系建设，为人工智能药学培养高层次人才；在临床药学

与管理药学领域加大精准医疗与个体化用药、药品质量与

市场监管方面等方面课程的建设，为高层次临床和管理药

学人才的培养提供前沿知识。 

(三)学位论文抽检情况 

导师、学科专家组、答辩委员会、督导组和学位评定

分委会依据培养方案，对开题报告、中期考核、预答辩、

论文评阅、论文答辩和学位评定等环节全程监控，严把学

位论文的质量关。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校组织的学位论文抽

检，抽检比例一般不低于 50%,年均盲审一次通过率为 96.2%。

从 2024 级开始，鼓励专硕以研究性论文、发明专利、研究

成果报告等多种形式发表科研成果。 

三、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举措 

（一） 重视研究生学风建设 



入学初签署《研究生遵守管理规定与学术规范承诺书》，

邀请学院书记、院长作学术道德讲座。不定期组织研究生

观看科研伦理相关讲座，开展“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

宣传月”、“名师忆师”校风学风传承系列等活动。强调课

程思政，在授业解惑的同时，传授学生“敬佑生命、救死

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医者精神。 

（二） 党建引领、师德典型示范文化引领见成效 

构建多层次网格状思政教育体系，坚持理论学习与社

会实践相结合，加强轮岗挂职，促进教师政治素质和业务

能力双提升。以“互联网+”形式，评选毕业生心目中的好

老师/导师，选树师德师风先进个人，树立优秀典范，宣传

育人事迹。将师德要求内嵌到学院事业发展各环节,党支部

考核评价，分党委审查把关，党政办建立师德师风档案，

全过程记录教师在校期间师德表现。 

（三） 产教融合助力人才培养 

本学位点计划依托新药创制联合研究中心，引进具有

丰富产业经验和转化成果的杰出专家，提升师资队伍的产

业转化水平。依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临床研究中心，破

除医院和学校的人才壁垒，高质量发展临床药学师资队伍。

依托上海市新药创制产业学院，充分利用张江药谷优势，

积极拓展与张江药谷各药物研发机构以及跨国企业的合作，

校企联合，资源共享，在实践中提升行业经验和教学能力。 



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对研究

生教育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切实落实教育部关于研

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要求，推动药学专业学位案例的开发

与教学，本学位点未来计划继续围绕新药研究与开发、临

床药学、管理药学三个方向建设药学教学案例库，充分反

映创新药物研发转化、临床精准用药以及药物全过程科学

监管等领域方向的新要求、新趋势和新问题，充分指向药

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目标及课程教学需要，进行教学案

例编写，构建开放共享的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库，推进药学

专业学位网上教学课程教学案例建设。 

同时，研究生通过导师指导、参与实习实践、国内外

学术交流及培养全过程质量监督管理等进行指导训练。 

（四） 各司其职的管理和社会服务意识 

本学位授权点高度重视管理服务水平提升和对学位点

工作的支撑作用。设有教学管理工作人员 3名，设有专职思

政和学工管理人员 5 名，兼职辅导员 10 名，负责研究生教

学管理工作、思想政治教育、日常班级事务管理等工作。

同时，本学位点还积极致力于社会服务领域的拓展与实践，

建设了多个具有影响力的平台与机构，具体如下。 

上海市药物研发协同创新中心集聚相关行业领域的顶

尖专家智囊，构建自主、独特和权威的医药健康产业竞争

技术情报与发展战略研究专业智库，聚焦生物医药产业发



展趋势、政策环境、研发战略及创新生态研究，发表了生

物医药行业年度展望、高质量研究论文和咨询报告等一系

列研究成果，持续服务生物医药行业的创新转型发展。 

衢州复旦研究院围绕衢州市生物医药领域赋能需求,结

合复旦大学在科研、人才、成果转化等方面优势,充分发展

与延伸“基础科研在复旦、成果转化在衢州”的合作模式，

立足“创新药物孵化器、药物研发服务器、医药产业加速

器”的发展定位，积极与地方政府、企业及高校开展交流

合作，加速推进科研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助推衢州生物医

药产业高质量。 

《中国临床药学杂志》旨在为我国广大临床药学和医

学工作者提供一个学术交流、信息传递和了解国内外临床

药学及相关学科发展情况的窗口与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