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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的实践与思考 ①

———以湖南科技大学为例

高文华，刘俪?
（湖南科技大学 研究生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学位点动态调整是在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的背景下，研究生培养单位优化学科结构，实现研究生教育“服务
需求、提高质量”的重要举措。在分析湖南科技大学学位点布局与结构的基础上，介绍该校２０１６年动态调整工作的具体
做法，并就学位点建设与学科建设的关系和动态调整过程中的共性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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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我国很多高校把学位授权点的数量
作为学校的实力来体现，超越办学基础盲目扩大

学位点规模，重申报轻建设，导致学位点设置与市

场脱节，与学校发展的主要方向脱节，形成了高校

学位点师资力量薄弱、培养的人才逐渐无法适应

市场需求等局面。２０１３年以来，国家陆续颁布了
一系列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的文件，标志着新一

轮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拉开序幕。２０１３年３月，
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深

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

见明确指出我国研究生教育要“基本稳定学术学

位授予单位和学位授权学科总体规模，建立学科

动态调整机制，鼓励学科交叉与融合，进一步突出

学科特色和优势”［１］。为了贯彻落实改革意见的

文件精神，切实推进研究生教育的内涵发展，２０１４
年教育部先后下发了《关于开展博士、硕士学位

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试点工作

的意见》《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授

权类别动态调整办法》，允许在总量不变的前提

下，撤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学位授权点的

同时，可以自主增列其他学位授权点［２］。２０１６年
第一轮全国范围的学位点动态调整实施后，共有

２５个省份的１７５所高校撤消了５６７个学位点，２５
个省份的１７８所高校增列了３６６个学位点［３］。国

务院学位办把相关权力下放至省级学位委员会和

研究生培养单位，在加强省级统筹的同时，扩大了

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对于研究生培养单位，此次

改革给予了高校重新审视自我的机会，同时也是

对自身学科进行优化布局的重要契机。

湖南科技大学从２０１６年起，组织开展了学位
点动态调整工作，为了更好的总结经验，为同类院

校开展相关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笔者在介绍学

校动态调整实践工作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进行

探讨。

１　湖南科技大学学位授权点布局与结构
现状

在开展２０１６年学位点动态调整之前，学校共
有４个一级学科博士点，２４个一级学科硕士点，
另有９个二级学科硕士点，４种专业学位授予权
（２６个专业领域招收研究生），涵盖哲学、经济学、
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

艺术学１０个学科门类。学校拥有３个国防特色
学科，１个省级优势特色重点学科，８个省级重点
学科。

学校学科门类较为齐全，学位点覆盖面广，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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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要素分散，综合性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学位点

布局有待进一步优化。代表学校学科最高水准的

８个省级重点学科，研究生培养的特色还不够鲜
明，优势尚不明显，与国家一流学科还有明显的差

距。在“双一流”建设和第四次学科评估的大背

景下，学校作为一所地方院校，想要一步跨到“一

流大学”，不现实，只能从争创“一流学科”做起。

其次，在主动服务经济社会、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的今天，我校专业学位点的种类和数量

严重偏少。２０１５年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与《博士、硕

士学位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办

法》发布时间接近，办法中要求的“服务需求”主

线与方案一流学科建设要求高度契合。学校要推

进一流学科建设进程，必须以学位点动态调整为

契机，服务需求、提高质量，努力塑造特色学科，发

展优势学科，打造交叉学科。

２　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工作的实践
２．１　学位点动态调整工作的原则

根据国家和湖南省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工作

有关通知精神，学校２０１６年上半年制定了《湖南
科技大学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工作实施方案》

（科大政发［２０１６］１９号），利用学校启动的院系
设置及学科专业布局调整工作契机，开展了学位

授权点动态调整工作。学校成立学校院系设置及

学科专业布局调整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工作

领导小组），统筹此次动态调整工作。学校方案

要点是：撤销一个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学位

点可以等额自主增列一个其他学位点，增列的数

量不得超过主动撤销数量。撤销方式上采取学校

政策导向和鼓励主动撤销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学

校从政策导向撤销需求不足或水平不高或达不到

合格评估标准的学位点，鼓励主动撤销不符合办

学目标定位的学位点，在不超过撤销学位点数量

的前提下，经专家论证，增列符合学校学科发展规

划的学位授权点。学校动态调整工作原则与国家

文件精神提出的“撤销需求不足，水平不高，或不

符合学位授予单位办学目标定位要求的授权学

科”［２］高度契合。

２．２　学位点动态调整工作的程序与要求
第一，工作领导小组依据文件精神列出建议

撤销和建议保留学位点名单。对于学位点的拟撤

销，学校分两类情形处理，第一类是“预评估撤

销”，在此轮动态调整工作开展之前，学校依据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

办法》等相关文件精神和要求，邀请校外专家对

参评学位点进行了诊断式预评估。预评估的结果

为学校开展学位点动态调整提供了重要依据。对

于此次预评估结果为“较差”的学位点授权点，属

于第一类“预评估撤销”，列入拟撤销名单。第二

类是“优化撤销”，优化撤销又分别按照学位点近

３年招生数和主动申请撤销学位点两类执行。学
校按照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专业学位类别）

和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专业学位授权领域）

分别统计近３年招生总人数，对于排名后３位的
学位点列入学位点拟撤销名单；对于预评估结论

为“好”或“一般”的学位点，所在学院也可以主动

申请撤销学位点。预评估撤销和优化撤销两类名

单汇总为拟动态调整名单，经工作领导小组结合

学位点发展现状和学校学科发展规划论证后提出

“建议保留”和“建议撤销”名单，报校学位评定委

员会审议。

第二，与拟撤销学位点充分沟通。学校与学

位点进行沟通，充分说明撤销的初衷和理由，同时

听取和征求学院、学位点和导师的意见。在召开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之前，我校所有拟撤销学位点

均与学校意见达成一致。

第三，学校审定拟动态调整名单。研究生院

汇报《拟动态调整名单》及调整理由，报校学位评

定委员会审议并投票表决。撤销的学位点由学校

统筹，各学院均可申报。

第四，拟增列学位点上报申报材料、专家评

议、学校审定。学校组织校外专家对申请增列的

学位点进行评议，结合撤销学位点数量和情况对

符合增列条件的学位点提出了优先增列建议名

单。优先增列建议名单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

通过。

第五，校内公示并上报。学校将动态调整的

结果挂学校网站公示１５个工作日后无异议，上报
湖南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

２．３　学位点动态调整的结果
经过上述调整，２０１６年，学校主动撤消了 ２

个一级硕士点，３个二级硕士点、工程硕士的１个
专业领域，同时增列了２个硕士一级学位点和４
种专业学位（见表１），调整力度位居湖南省属高
校首位。调整后，我校一级硕士点为２５个（包括
另从湖南省获得的一个新增一级点），另有６个
二级硕士点，专业学位种类达８个。

通过此轮学位点动态调整，学校进一步优化

了学位授权点存量结构和专业类型，整合了学科

资源，为实现我校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目标之一

的“扩大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规模”奠定了良好

基础，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符合学校学科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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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对推进学校研究生教育事业发展有着积极 的意义。

表１　湖南科技大学２０１６年度动态调整基本情况汇总表

撤销学位点名单

序号 专业名称 学位点类别 学科门类

增列学位点名单

序号 专业名称 学位点类别 学科门类

１ 世界史 一级硕士点 历史学 １ 生物学 一级硕士点 理学

２ 统计学 一级硕士点 理学 ２ 测绘科学与技术 一级硕士点 工学

３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二级硕士点 理学 ３ 金融硕士 硕士专业学位

４ 农业经济管理 二级硕士点 管理学 ４ 法律硕士 硕士专业 学位

５ 中共党史 二级硕士点 法学 ５ 体育硕士 硕士专业 学位

６ 项目管理 工程硕士 ６ 艺术硕士 硕士专业学位

３　问题与思考
学校的动态调整工作整体上开展顺利，但是

在工作开展中也遇到了一些共性问题，比如，调整

工作方案中，怎样与合格评估工作有效结合；怎样

避免调整过程中的功利性“错杀”；调整之初，部

分拟撤销学位授权点拒绝调整，如何应对。为此，

学校做了一些工作和尝试，并取得了有效进展。

第一，学位点合格评估结果是开展学位点动

态调整的重要依据。学校通过探索实践，将合格

评估与动态调整工作有机结合，实现了两项工作

的“双赢”。

依据国务院、教育部合格评估相关文件精神，

学校组织开展了合格评估工作。为了摸清家底，

学校先于２０１６年３月组织开展了参评学位点校
内预评估工作，结论为“好”的学位点直接进入下

一轮自我评估，“一般”的学位点整改一年后参加

自我评估，“较差”的学位点列入２０１６年拟动态
调整名单。２０１６年预评估结果为“较差”的４个
学位点，除专门史二级硕士点学校根据学科发展

规划建议保留外，其余３个点均予以撤销。预评
估后学校分两批开展自我评估。计划２０１８年上
半年，所有参评学位点完成自我评估。评估结论

将作为２０１８年学位点动态调整的重要依据。
依据我校动态调整和合格评估相关经验不难

看出，学位点动态调整必须基于学位点自我评估，

学位点动态调整特别是撤销调整是学位点合格评

估结果的利用，即合格评估结果“较差”或“不合

格”都应该进入拟撤销的名单。学位点合格评估

指标体系设计在基于国家抽评要素的基础上，要

与学校动态调整相关原则有机结合，才能实现两

者的制度联动。

第二，动态调整不只是合格评估结果的简单

运用。对于学位点的撤销调整应该进行前瞻性和

综合性的评价，学科发展水平、社会需求和学校学

科发展规划布局都是应综合考虑的因素。

我校的这次学位点动态调整，学校决策层意

识到并不只是简单的保留合格评估过程中的强势

学科，清除弱势学科，在工作领导小组论证过程

中，对于目前基础比较薄弱，招生数不理想，但是

属于学校学科发展规划不可或缺的学位点或基础

性学科，学校建议保留，避免了调整过程中的功利

性“错杀”。比如预评估中评价结果不理想的专

门史二级点，尽管同时也属于优化撤销一类，招生

人数在二级点内排名靠后，但是因为学校规划

２０１７年的学位授权审核工作将中国近现代史和
专门史升为中国史一级点，同时作为学校人才培

养所必须的人文类基础性学科，学校最终建议保

留，加大建设力度。同时，对于合格评估结果较差

又暂未撤销的学位点，学校应施加压力，让其在规

定期限内进行整改，如果发展良好，拟撤销学位点

可以进入正常建设序列，若发展还是不理想，则可

以在下轮动态调整中予以撤销。

第三，充分认识与拟撤销学位点沟通的重要

性。对于学校而言，想要撤销一个学位点，就意味

着要跟一个利益共同体进行博弈。调整之初，部

分发展态势不理想的学位点不能顺应国家导向和

学校政策，拒绝调整，这就需要学校与学位点的多

次沟通。一方面，依据《关于开展学位授权点合

格评估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如果一些发展状

态不理想的学位点拒绝调整，一旦在合格评估中

结果不理想，就会面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被动

撤销的窘境，主动调整可能还能重组进一个理想

的学科，被动调整则将彻底失去进退的主动性；学

校与学位点进行沟通，充分说明撤销的初衷和理

由，同时听取学院、学位点和导师的意见。做好撤

销学位点的后续工作，实现学位点撤销后的平稳

过渡。

第四，正确认识学位点建设与学科建设的关

系。学科日益成为了大学中集科学研究、人才培

养、服务社会于一体的最小组织单位［４］。学科建

设与学位点建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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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是学位点发展的基础，只有学科发

展到一定程度且具备培养研究生的能力，才能申

报并获得学位点授权，开展研究生培养工作。我

国的学位授权审核制度正是对学科发展水平能否

胜任研究生培养的检验。学位点建设也为学科建

设提供了有力保障，学位点建设和学科建设的关

键都是师资队伍建设，学位点导师取得的丰硕教

学科研成果和研究生撰写的科研论文，能拓展新

的研究方向，助力学科发展。

同时学位点的建设要契合学校学科建设目

标，高校不能片面追求学位点数量的增加和层次

的提高，在实践中，要有效对接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结合学校学科发展目标，资源现状和学科布局

需要，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最终实现办学水平

的提高。

考核评价学位点发展水平的重要手段是专项

评估和合格评估，它重点考察的是研究生培养体

系的完备性［５］。而考核学科发展水平的重要手

段是学科评估，它重点考察的是师资队伍与资源、

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水平、社会服务声誉。这

就要求高校要正确处理好学科建设与学位点建设

之间的关系，逐步推动学科建设回归人才培养

本位。

第五，充分认识学位点动态调整的重要意义。

随着新一轮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实施，高校学位点

建设逐步由学位点数量的扩展向提升内涵转

变［６］。根据教育部文件精神，学位点动态调整将

进入常态化，这是优化学位点结构、促进研究生教

育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同时，动态调整也是对

学校有限内部资源的重组。被撤销学位点的资源

并入相关学位点，促进了学科交叉与融合，能拓展

新的研究方向，促进交叉学科的人才培养，助力交

叉学科的特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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