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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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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位点所在学科是教育部“双一流”建设学科。学

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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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市重大传染病与生物安全研究院、复旦大学极端天气/气候

事件与人体健康风险互联和治理国际卓越中心等平台，继

续推进重大疾病防控、环境与健康、卫生政策与管理 3 个

优势学科方向的建设。

设有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卫生毒理学、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6 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流行

病与卫生统计学、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营养与食品卫

生学、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卫生毒理学 5 个二级学科

博士学位授权点。目前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学位点在校研

究生 337 人，包括博士研究生 134 人，硕士研究生 203 人。

2021 年授予 20 人博士学位、27 人硕士学位。

学位点导师共 79 人，其中博士导师 42 人，硕士导师

37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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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全

球高被引科学家”、“中国高被引学者”等荣誉。学位点现



有专兼职辅导员 10 人，引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在党建、

团学、奖助、心理健康教育、就业与生涯发展指导等方面

以学生为本，服务青年。

2021 年，本学位点研究生就业率 100%。博士研究生毕

业后多数选择在高等教育单位从事博士后工作，20%选择各

类公司企业（以外资企业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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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部分学生选择升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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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选拔，不断提高生源质量。在国家统一招生制度

下，积极吸引、择优录取有培养潜力的优秀生源，学术学

位硕士生中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本科生源占比近 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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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取博士生比例由 2016 年 6.7%上升至 2021 年 12%，长学

制博士生占比 31%；硕士生推免招生比例近 70%。

严格全过程质量把关。校院两级教指委、学位委员会

对导师选聘、培养方案审定、学位授予标准制定等培养全

过程进行质量把关，压实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的

职责和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持培养过程督导、教学实



效考核、学生评教反馈，形成全链条闭环式质量保障体系，

根据培养质量评估结果不断优化各环节。落实课程思政要

求，实现课程育人。规范教材选用程序，严格引进教材管

理，加强教材审查与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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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环节、学位论文及其他培养环节

程序和要求。实现培养全过程评价制度，优化关键环节考

核方式与标准，充分发挥学位论文开题、中期答辩等关键

节点的考核筛查作用，前期严格考核，明确分流淘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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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首次成为中华预防医学会公共卫生教育分会主

委单位。参与制定起草教育部《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建设

指南》《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遴选标准》等重要文件。在双

一流学科建设方案专家论证会上，来自北京大学等兄弟院

校专家一致认为：复旦大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在上一轮

科学建设中，坚持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根本任务，理论

教学与实践教学并重，探索了“本-硕-博”贯通的培养模

式，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

未来，学位点将继续严格落实《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的若干意见》（学位〔2020〕19 号）



等文件相关要求，严抓培养全过程质量把关与监控，加强

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落实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

进一步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为国家输送更多公共卫生科

研型领军人才，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三、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举措

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完善基层党建组织，

推进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工程，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打

造“学科-教研室-课题组”和“导师-辅导员-研究生”双

链条，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强化导师作

为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的作用，切实履行立德树人职责，

教育引导研究生坚定理想信念，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组织“一门四代”主题教育，党史、学科发展史 ppt

设计大赛等，引导学生感悟学院历史，传承前辈精神，赓

续红色血脉。推进课程思政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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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行业领域专家及校外导师开展主题报告，

邀请“公卫战役者”分享抗疫先进事迹，激发公共卫生职

业荣誉感。获评上海高校“双带头人”党支部书记工作室；

博士生张天天获全国高校“百名研究生党员标兵”。

引育并举，建成创新型科研和教学师资团队。严格把

好师德关，多元化引进师资，全员常态化培训。首批 5 个



创新团队入选高水平地方高校创新团队并顺利通过考核。

2021 年获评新一轮 4 个上海市创新团队建设项目，包括特

大城市环境风险与人群健康创新团队、基于全人群队列的

重大慢性病精准防控创新团队、重大新发传染病的预测预

警与干预措施效果研究创新团队、健康中国决策支持创新

团队。妇幼与儿少健康研究导学团队获评复旦大学十佳

“三好”研究生导学团队。

依托科研创新高地，践行本硕博一体化培养模式。以

创新团队建设为支持，依托国家级学术与决策转化平台，

实现跨学科跨机构创新团队科研育人，将前沿科学理论与

最新研究课题纳入教学重要内容。通过持续增强本-硕-博

三阶段教学和人才培养的层递和进阶性，完善一体化拔尖

人才培养体系，持续提高长学制博士生在学术学位博士中

的占比。积极推进“卓博计划”，按照“优生优师优培”，

优选全面发展、具有科研潜力的本科生进入本研贯通培养

体系，实施个性化培养。建设与国际接轨的一流研究生课

程体系，强化全英文和双语课程建设(已开设 9 门)，开设

《全球健康领导力》等国际化视野培养课程，共享 U21、

APRU 联盟等世界顶尖高校课程资源。主办公共卫生教育研

讨会，来自国内外多所知名高校公共卫生教育专家参会，

共商在新时代新背景下，公共卫生教育面临的新模式、新

挑战以及多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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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