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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总体概况

复旦大学化学学科始建于 1926 年，历经九十余年，目

前已成为我国培养一流化学人才和开展化学前沿研究的重

要基地之一。我们拥有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

物理化学、化学生物学和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六个二级学科，

2007 年以无机、分析、物化和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四个二级

国家重点学科为基础被认定为首批国家化学一级重点学科。

研究生培养除上述六个二级学科方向外，还设有化学工程

方向。

本学位点研究生的师资力量雄厚。目前共有博导 135

人，硕导 62 人，专职教师设有思政教师 20 多名。已有院

士 6 名，入选国家级人才项目教师 30 多名。

我们始终将培养高素质人才作为己任，建立了完善的

研究生培养、奖助、导师遴选等体系，突出培养研究生的

创新意识、责任意识、团队协作精神、独立工作能力及宽

阔的国际视野，重基础理论研究、重扎实实验技能。2021

年，在读博士生约 800 名，在读硕士生约 400 名，同时，

共有 221 名博士生和 92 名硕士生毕业。培养的优秀生源获

得了社会的肯定，其中，有 13 人签约党政机关，49 人签约

高等教育单位，有 4 人签约科研设计单位，有 103 人签约

企业，就业率 100%。



二、年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与改进措施

为了吸引优秀生源，鼓励青年导师到重点院校进行招

生宣传，积极举办夏令营和 9 月推免预选拔活动，在疫情

允许的情况下，开展线下活动，让其他高校的优秀大学生

能够实地考察化学学科优良的科研环境、切身体验化学学

科浓厚的科研氛围。同时，结合当下疫情不利出国的实情，

鼓励本学位点本科生直研或报考本本学位点硕士生。化学

学科博士生招生采用“申请-考核”制的方式招收统考生，

提升导师招收博士生的自主性，注重对考生的外语水平、

专业基础、学术能力、科研潜质、实验兴趣等多方面综合

考查，有利于选拔高质量的、更适合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

对于研究生招生，我们将进一步加大招生宣传，多渠道吸

引优秀的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来报考，继续提高研究生生

源质量。

本学位点非常重视课程设置的科学性。经过近几年梳

理整合，授课教师不断进行知识更新，逐步实现学生应该

学什么教师教什么，避免出现教师会什么让学生学什么的

现象。停止随意开设新课，由二级学科根据已有的课程大

纲，讨论、决定是否开设新课。2021 年，根据培养方案，

定期完成各年级培养环节。按专业分组，化学学科统一组

织直博生的资格考试，其中有 4 名同学因资格考试不合格

而转为硕士生。因近几年研究生人数增多，研究生培养过



程中不断出现新的挑战，在今后的工作中，将根据实际情

况，继续对培养各环节的工作方案进行修订和进一步的完

善。

在预答辩环节，为严格把关研究生毕业论文的质量，

自 2021 年春季开始，正式由学位点统一组织博士毕业生的

预答辩。研究生抽签决定预答辩委员会成员，预答辩委员

会根据研究生的书面材料和答辩汇报的内容，从研究生研

究工作的工作量和深度、研究水平、创新程度和研究成果，

按化学学科博士学位要求进行评定，必要时可要求调看学

生实验原始记录本。预答辩通过者方可继续进行学位论文

撰写和学位申请。因近几年研究生人数增多，研究生培养

过程中不断出现新的挑战，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将根据

实际情况，继续对培养各环节的工作方案进行修订和进一

步的完善。

三、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举措

化学学科作为培养一流化学人才和开展化学前沿研究

的重要基地之一，以全面提高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全面

提高研究生科研创新水平为目标，将培养高素质人才作为

己任，建立了完善的研究生培养、奖助、导师遴选等体系，

突出培养研究生的创新意识、责任意识、团队协作精神、

独立工作能力及宽阔的国际视野，重基础理论研究、重扎



实实验技能培养。

深化研究生课程改革，各二级学科通过梳理、合并，

大幅完善课程内容设置，以学生学什么老师教什么的原则，

建立了更为科学的研究生课程体系。完善全面的预答辩制

度，严把学位论文质量关，特别是博士生学位论文，严格

执行学校政策，在盲审的基础上，由学科分学位会委员领

衔，对学位论文进行再一次审查，终止质量偏低的论文的

答辩。作为科研的生力军，研究生平均每年发表高质量 SCI

论文 200 余篇。鼓励学生参与国内外高端会议。鼓励学以

致用，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培育科技创新与创业项目。

为拓宽研究生的知识面、提高其学术水平，化学学科

积极开展国际、国内学术合作和交流，并邀请国内外知名

同行专家来化学系做学科进展报告，在疫情允许的情况下，

每年都组织几十场线下学术讲座（疫情前每年 100 多场）。

同时，定期举行“近思、笃志”讲坛，邀请化学领域的杰

出科学家（如诺贝尔奖获得者、院士）为研究生做专题报

告。

注重培养学生的担当精神和家国意识。多名硕士和博

士生赴西部科研设计单位、高等教育单位、党政机关等就

业，多名毕业生参与西藏、四川、陕西、江西、广西等省

市选调生项目。毕业生工作情况和素质能力得到社会的充

分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