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位授权点名称： 公共卫生 

学位授权点代码： 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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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选国家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建设高校，在全国专业学位水

平评估中，取得优异成绩。学位点始终以行业需求为导向，

服务健康中国建设。 

学位点目前设有疾病预防与控制、环境医学、妇幼与

社区保健、卫生事业管理、全球卫生、卫生应急管理、健

康管理 (复旦大学-中国人保公共卫生硕士学位项目)、复旦

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培养公共卫生硕士双学位项目 8 个

方向，培养专业基础扎实、职业素养优秀、恪守学术道德，

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团队协作精神，能够整合公共卫生

相关多学科知识解决复杂的公共卫生政策和实践问题，具

备将知识转化为推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变革的能力的高

层次公共卫生应用型专门人才。2024 年，学位点在读研究

生 756人，全日制 MPH研究生 506 名、非全日制 MPH研究生

250 名。2024年授予 161 人公共卫生专业硕士学位。 

学位点现有导师 114 人，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 21 人

次，国家级青年人才 16 人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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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行业应用型资源优势，聘任多方向行



业导师 72人。现有专兼职辅导员 15人，在思想引领、需求

服务及党建等方面成效显著，确保学院安全稳定。 

2024 年，MPH 研究生去向落实率为 93.9%。87.1%直接

就业，就业单位主要包括各类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公司企

业及党政机关等，其中 57.7%前往各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

医院工作。剩余学生选择国内升学，多数在本校继续攻读

博士学位。 

二、年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与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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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大多来自双一流建设高校及重点医

科类院校。2024年，报名全日制专业学位专硕人数共计 384

人，其中应届生 236 人，共计录取 129 人，录取比例为

33.6%。为保证生源质量，学位点设立严格的招生标准，从

学术成绩、专业背景和研究兴趣等方面设定明确要求，确

保录取的学生具有扎实的学术基础和发展潜力。组织夏令

营，帮助优秀学生深入了解学院和专业，增强认同感。通

过多样化的奖学金和资助政策，吸引优秀生源，并激励学

生在学业上追求卓越。 

学位点注重培养全过程的监控与质量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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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环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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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发挥学位论文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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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严格的论文评审制度，确保学位论文的质量

和学术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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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选题和综述要求、学位论文形式和规范要求、水平

要求等方面，对学位论文严格规范标准，保证论文的规范

性和科学性。强化专业学位论文的应用导向，要求论文应

密切结合公共卫生工作实际和现场实践。明确学位论文可

以是专题研究论文、质量较高的公共卫生现场调查报告，

或是科学合理的卫生政策分析报告或典型案例分析报告；

选题应紧密结合公共卫生相关领域工作的实际需要；结果

应对公共卫生实际工作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和指导意义；

结论应注重实用性以及对公共卫生工作具有指导意义，体

现应用价值或一定的新见解，有助于解决公共卫生实际问

题。 

未来，学位点将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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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特色鲜明、质量优

良的公共卫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体系，为国家培养更多

高素质、应用型的公共卫生人才，为保障人民健康、建设



健康中国做出更大贡献。 

三、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举措 

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围绕爱国情怀、四个自信、使

命感和责任感、批判性思维、尊重科学与严谨的治学精神

等方面厚植思政教育元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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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门课程入选研究生课程思政标杆课程。筑牢学术规

范底线，邀请院长、书记为研究生讲授新生第一课，开展

研究生学术规范教育，引导全体新生扣好入学“第一粒扣

子”。通过学生党总支统筹引领，以高质量党建推动发展，

鼓励党员学生发挥专业优势，践行公卫使命，组建“枫帆”

科普宣讲队，开展健康科普公卫行等多项优秀社会实践项

目。 

以培养高层次公共卫生人才应用能力为导向，推进重

点课程和学科交叉课程的建设工作。基于“流行病学原理”

“流行病学方法”和“肿瘤流行病学”3 门理论课程，辅以

配套的实践课程，构建流行病学知识（原理）、技能（方

法）、应用（肿瘤防控）和实践（案例解析）相互链接的课

程群。新增出版《医院管理学教学案例集》。 

与联合培养基地共同探讨 DrPH 教育模式、基地建设和

行业导师队伍建设，中青年教师挂职市、区两级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培育“双师型”人才。拓展实践教学平台，与



云南省妇幼保健院、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贵州省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资助应用型创新实践

种子基金研究，项目负责人围绕“DrPH 人才培养的国际进

展研究”“以培养高层次公共卫生人才应用能力为核心的流

行病学课程群建设”“公共卫生人才的生物信息核心技术应

用能力建设研究”等开展研究。 

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高水平应用型公共卫生人才。举

办以“基于全球卫生视角的应对非传染性疾病之路”为主

题的 U21健康科学组织国际暑期学校，拓宽国际公共卫生视

野。访问坦桑尼亚和南非，携手构建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

为全球公共卫生的发展和人才培养提供高水平的交流平台。

与香港中文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国内外高水平大学

共同举办交流学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