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位授权点名称： 药学 

学位授权点代码： 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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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位点下设二级学科药物化学、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药理学、药剂学、生药学和药物分析学。其中药剂学科为

国家重点学科，药物化学和药理学科为上海市重点学科。

复旦大学“药理学与毒理学”学科 2018 年首次进入 ESI 世

界排名前 1‰后，排名稳步上升，截止到 2024 年 9 月的世

界排名为第 22 位，中国第 5 位。在 U.S. News & World 

Report 的最新排名为世界第 3位，中国第 1位。 

本学位点拥有克服递药屏障高端制剂全国重点实验室、

教育部免疫炎症疾病原创药物基础研究创新中心、智能化

递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市药物研发协同创新中心、

上海免疫治疗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上海市生物医药放

射性专业服务平台、《中国临床药学杂志》杂志社、卫生部

上海市临床药学培训中心等机构。 

在职博导 67名、硕导 96名。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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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新增博导 3人，新增校外合作导师

3 人。2024 年招收博士 100 人，硕士 52 人，授予博士学位

64 人，硕士学位 42 人。现在校博士生 336 人，在校硕士生

154 人。2024年毕业生就业率为 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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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博士招生人数较

去年高约 47%，硕士招生人数与去年基本持平。全国优秀大

学生夏令营活动是本授权点招收推免生的主要渠道，推免

生中科硕仍旧是主力军。推免生中本校生源超一半，双一

流高校生源占比超 70%，博硕推免生占比各比去年高 7 个和

9 个百分点。博士生中长学制生占比约 1/3，硕士生中推免

生占比超 2/3，为 69.23%，本科为高水平高校的硕士生源在

总硕士人数中的占比较去年上升 10.2%。 

本年度继续实施“优生优师优培”的卓博计划招生项

目。注重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贯通培养，创新拔尖人才培

养模式。此外，本授权点有中文授课博士招生项目和硕士

招生项目两个长期招生的留学生项目，涵盖药学领域多个

研究方向，2024级招收 2 名药学专业博士留学生。 

在研究生招生上，本授权点长学制博士生占比较低，

未来计划通过增加硕博连读人数来提升长学制占比。同时，

将建设留学生英文授课项目提升本授权点国际化生源。 

(二)培养情况 

本年度制订并完善了研究生开题、中期实施细则，卓

博学员学年考核工作细则，通过对开题、中期、预答辩、

论文评阅、答辩和学位评定等环节全程监控，严把培养质



量关。 

本年度通过对硕士各二级学科的培养方案和课程进行

了全面的修订和调整，整合成一级学科的培养方案，同时，

停开了部分知识体系陈旧、内容重复的课程，新开设 5门全

英文课程，完成了课程知识体系和大纲的更新。 

同时，积极组织博士研究生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本年度 2名博士生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立项资助。重

视研究生的国际学术交流，1 名研究生获 CSC 公派留学项目

获得资助。鼓励拔尖学生参加各类竞赛，包括互联网+、挑

战杯、药苑论坛、实验技能大赛等科创以及教学竞赛，并

积极为参与学生配备指导教师。2024 年荣获中国国际大学

生创新大赛 (上海赛区)铜奖和第十四届“挑战杯”上海市

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铜奖各 1项。多名研究生获第十六届全

国大学生药苑论坛创新成果二等奖、三等奖和优秀壁报奖。

推进研究生核心课程建设，2 门课程获复旦大学研究生核心

课程建设项目立项。10 名研究生获上海市优秀毕业生称号，

20 名研究生获复旦大学优秀毕业生称号。 

后续将继续对博士各二级学科的培养方案和课程进行

全面的整合和梳理。 

(三)学位论文抽检情况 

本年度双盲评审 73 篇博士论文，一次通过率 90.4%。

双盲评审（抽检）16 篇硕士学位论文，一次通过率 100%。



获复旦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2篇。 

2024 年本学位点建设了线上评审系统，优化博士论文

院盲审核机制，根据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要求，不断完善

学位授予标准，严格把关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写作发表、

学术水平和学术规范性。对学术不端行为坚持“零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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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党建引领，形成系统有效的师德师风建设体系，

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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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实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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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举措促使育人能力显著提升，近五年获评上

海市劳模创新工作室 1个、课程思政示范团队 1个；钟扬式

教学团队 1个、钟扬式好老师 1名；校三八红旗手 1项、巾

帼创新奖 2项。 

（三） 多举措助力人才培养全过程 

鼓励教师创新教学方法，更新教学内容。学位课程和

选修课程多采取小班化的研讨型教学方式，以科学问题为

中心，引导研究生追踪和把握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组织

并鼓励导师参加师风师德、正谊导师学校等培训，提高教

学质量，加强经验交流。 

制定年度研究生招生名额分配方案，落实科研项目博

士招生改革，在招生名额向高水平师资和重大项目等倾斜

的同时兼顾学科均衡发展，促进导师积极获取优质资源、

提高导师招生成本意识。年度举办夏令营选拔提升研究生

招生质量；完善博士生招生“申请-考核”选拔机制，加强

复试管理，推进分类选拔。研究生通过导师指导、参与实

验、国内外学术交流及培养全过程质量监督管理等进行科

研训练。通过暑期学校的形式，邀请国外专家为学生做主

题讲座，加强学生国际交流能力。建设 7门全英文研究生课

程，探索高水平留学生培养方案。组队前往国外重要生源

地进行留学生招生宣讲，达到招收优秀留学生生源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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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莫西”学生讲师团，发挥专业优势，鼓励学生为

人群服务，招募 84 名学生，开发 4 大课程板块 50 余门课

程，开展科普宣讲 70 余场，覆盖受众超 1 万人次。利用融

媒体网络媒介，原创漫画视频，目前已产出《药言妙道》

《法莫西小课堂》等趣味科普作品 16 个，累计阅读量超 1w

次。多次获评校五星级分团，并获省部级荣誉 2次及各类校

级荣誉 10余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