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位授权点名称： 中西医结合 

学位授权点代码： 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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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学科历史底蕴深厚，其起源可追

溯至 20 世纪 50 年代。作为我国中西医结合领域的先驱

力量，本学科是国内首批设立中西医结合硕士点与博士点

的单位之一，也是最早成立博士后流动站的单位之一，在

学科发展历程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2007 年，中西医结合

一级学科荣膺国家重点学科称号；2015 年，成功跻身上海

市高峰学科行列；2016 年，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院正

式成立，并且整体成为世界卫生组织（WHO）传统医学合作

中心，极大地提升了学科的国际影响力；在 2017 年和 

2022 年，更是连续两轮入选国家 “双一流” 建设学科，

2019 年又顺利进入上海市地方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学科范

畴。在科研成果方面，2024 年成功获得 16 项国家级科研

项目和 6 项省部级项目，彰显出强劲的科研实力。在学科

建设方向上，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学科不断深化拓展。重

点聚焦于中西医结合基础理论及应用研究、中西医结合治

疗重大及疑难疾病研究、针刺效应机制研究、中国传统医

学架构研究、中西医结合转化医学研究等领域，致力于打

造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学科群，推动中西医结合学科的

全面发展。 

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本学位点汇聚了一批高水平的

导师团队，现有博士生导师 13 人，硕士生导师 35 人。其



中，包含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 首

席科学家 1 名，岐黄学者 2 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1

名，上海市人才计划入选者 5 人。这些优秀的师资力量为

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提供了坚实保障。同时，学科硬件设

施完备，拥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实验室 4 个，上海市

重点实验室 1 个，为开展高水平科研工作创造了良好条件。

在研究生培养与就业方面，2024 年本学位点招收博士研究

生 9 人，硕士研究生 9 人，研究生招生规模较以往有所缩

减。当年毕业并授予学位的博士研究生有 8 人，硕士研究

生 15 人。从就业去向来看，博士毕业生主要签约单位类

型为医疗卫生单位（2 人）、高等教育单位（1 人）、三资

企业（1 人）；硕士毕业生的签约单位类型较为多样，涵盖

升学（5 人）、医疗卫生单位（2 人）、国有企业（3 人）、

高等教育单位（1 人）以及党政机关（1 人）等，毕业生

就业呈现多元化态势，且在各领域都发挥着积极作用。 

二、年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与改进措施 

学位点积极响应国家和学校的相关政策要求，全方位

优化研究生培养体系，致力于为学生提供更加优质、多元

的教育。在培养方案上，深度优化课程体系建设，强调学

科交叉融合，鼓励学生跨越学科边界，激发创新思维，力

求培养具有跨学科视野与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在师资

队伍建设方面，进一步完善师德师风长效机制，以 “钟扬



式好老师” 评选活动为引领，树立优秀教师榜样，同时严

格落实导师招生资格年度审核制，确保导师队伍的高质量。

新导师岗前培训实现 100%全覆盖，并强化 “课程思政” 

与 “导学关系” 专题研修，提升导师的育人水平与思政

教育能力 。在科研育人环节，大力推进科教融合，成效显

著。目前，硕士生和博士生参与国家级课题的比例高达

100%，学生在科研实践中提升专业素养与科研能力。同时，

构建全流程闭环监控体系，严格把控学位论文质量，确保

学术规范相关政策落实到位，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在奖

学金与荣誉方面，成绩斐然，1 名同学荣获博士研究生国家

奖学金，2 名同学斩获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国际化培

养也是学位点工作的重点方向。积极拓展国际交流渠道，

支持学生参与国际学术项目。2 名学生成功入选国家建设

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1 名学生入选国外合作项目，

拓宽了国际视野，提升了国际竞争力。目前，学位点有在

读留学生博士 1 人、硕士 1 人，为促进多元文化交流与

学术合作注入新活力。学科建设方面，持续发力推进中西

医结合学科与临床医学、基础药学、药学、公共卫生等学

科的深度交叉融合创新，积极探索跨学科研究生培养新模

式，为培养中西医结合领域的创新型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未来，学位点将进一步拓展与国外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交流

合作，不断增加国际交流研究生培养数量，提升学位点的



国际影响力。 

三、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举措 

在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我们始终将加

强党的领导置于首位，时刻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

心使命。通过多种举措，全力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信念坚

定的教师队伍。积极组织教师参与学校举办的学术诚信与

道德规范讲座，以及“复旦人的国之大者”校园参访等活

动，持续深化教师和学生在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方面的培

养。同时，选派导师参加研究生导师国际发展中心成立大

会暨 2024 年新聘导师培训会、2024 年导师沙龙 ——

“导师巴林特小组活动”等专业培训，助力导师提升综合

素养。在师生群体中积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尤其

注重少数民族地区研究生的培养工作。这一努力取得了显

著成效，董竞成教授被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称号，为民族团结教育事业树立了榜样。在国际交流合作

方面，我们积极拓展版图。一方面，不断巩固与世界卫生

组织以及欧美国家在中西医结合领域的传统优势合作，推

动交流合作向纵深发展，确保合作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另

一方面，大力开拓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地区机构

的合作渠道。目前，与马来西亚沙捞越市就合作成立联合

研究中心的事宜正紧密洽谈，并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为中

西医结合领域的国际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注重



培养师生的国际化视野与能力，助力他们在国际舞台上展

现风采。在学生管理与服务方面，强化研究生日常管理，

定期召开周会，及时了解学生思想动态，倾听学生需求。

积极拓展资源，举办新进展培训班，为学生提供系统科学

的训练，促进学生全面成长。厚植学生爱党爱国情怀，鼓

励学生积极投身社会实践。一名研究生在喀什地区开展

“三下乡”喀什健康行志愿服务活动中表现优异，荣获上

海市“知行杯”二等奖。 

展望未来，我们将进一步加大教师培训力度，强化教

师使命感，引导学生坚定文化自信，提升高水平对外交流

能力。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推动各项事业稳步前行，

为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