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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科大学学术委员会
2022 年度工作报告

重庆医科大学学术委员会是学校最高学术管理机构，依

法统筹行使对全校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权,

在教学改革、学位评定、学科建设、学术评价、教师发展和

学风建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学位评定委员会

（一）学位授予工作

全年共召开 5 次会议，其中 4 次涉及学位评定，授予博

士学位 318 人，硕士学位 1751 人，学士学位 4050 人。经校

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最终评选出校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30

篇、校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139 篇。推荐 2022 年重庆市优秀

博士学位论文 13 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14 篇。

（二）导师遴选工作

2022 年 7 月，根据国家“破五唯”精神及研究生导师队

伍建设有关要求，在全面调研主要省部共建医科高校，广泛

征求学校主要职能部门、学院分管领导、部分学位委员、学

科评议组专家及青年学者意见基础上，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通讯评议、校长办公会审定，学校修订印发了《重庆医科大

学硕士生导师遴选办法》（重医大发〔2022〕177 号）和《重

庆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遴选办法》（重医大发〔2022〕178 号）。

2022 年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最终遴选出校内博士生

导师 44 人（含国科大重庆学院 1 人）；聘任兼职博士生导师

2 人。硕士生导师 238 位（含国科大重庆学院 4 位）；遴选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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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硕士生导师 37 人。遴选专业学位研究生行业导师 91 人，

涉及公共卫生、应用统计、中药、翻译、药学专业。2022 年

学校引进人才评定研究生导师资格 10 人的具体情况，其中

博士生导师 2 人、硕士生导师 8 人。

此外，在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指导下，对外发布了《研

究生教育发展质量年度报告》和《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

告》。组织我校 18 个学位点，完成学位授权点基本状态信息

填报。经重庆市学位办动态调整，我校获批增列中药学一级

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二、学科建设委员会

2022 年，教育部向高校一对一发布了第五轮学科评估及

专业学位水平评估结果，我校第五轮学科评估稳中有升，目

前已将第五轮学科评估结果与第四轮进行了初步比较。

经过 2 年建设，重庆市教委在 5 月组织开展了首轮重庆

市人工智能+学科群建设终期验收工作中，我校智慧医学学

科验收结果为“优秀”。9 月，在第二轮重庆市人工智能+学

科群遴选工作中，我校获批智慧医学、智慧公共卫生、智慧

仪器 3 个学科群。

根据《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配合做好市属本科

高校财政专项资金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研

究生院全面分析了 2017 年以来学校“双一流”建设和相关

财政资金使用的主要成效、经验及主要问题，明确了学校“双

一流”建设的主要方向举措，并就“双一流”建设积极向市

级部门提出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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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指导委员会

（一）深入推进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教学指导委员会以重庆市高校本科“四新”建设为引领，

积极推进“新医科”建设，围绕学校学科专业建设、课程和

教材建设等内容，深入推进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为更好的做

好 2023 年本科专业认证工作，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积极发

挥指导作用，参与推进工作，参与、指导自评陈述报告撰写、

支撑材料准备、学院（附属医院）专项检查、加强宣传学习

等工作，按照工作方案高质量推进认证各项工作。

高度重视培养计划修订工作，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集体

参加了 2021 版本科培养计划审定。以 2021 版专业培养计划

修订指导意见为蓝本，由教学指导委员指导，教务处牵头组

织各学院修订最新版课程教学大纲和实习大纲。以教学指导

委员会成员为基本构成成立教材指导委员会，规范和加强了

我校教材管理，切实提高教材建设水平。

（二）积极提升教师教育教学能力

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参与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评审、

指导工作。最终我校 12 名教师参加 2022 年重庆市高校教师

教学创新大赛，取得 3 个一等奖、8 个二等级、1 个三等奖，

学校获优秀组织奖佳绩。积极参与各类教学奖项评审工作，

宣传优秀教师典型，营造良好教风。2022 年 4 月，参与了重

庆市 2022 年“教书育人奖”、“教学新星奖”校级推荐名单

评审工作。2022 年８月，参与了 2022 年教师节评选优秀教

师、优秀教学辅助、优秀教学团队评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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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师聘任委员会

（一）融合多项举措，扎实推进师德师风建设

教师聘任委员会不断修订完善师德师风建设制度体系，

初步建立工作体制机制，通过严格落实师德第一标准，加强

师德监督管理、构建教师荣誉体系等多项工作，有序推进师

德师风建设。整体上构建了党委集中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

管，教师自我约束的师德师风建设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此

外，坚持内培外引，着力优化高层次人才体系。

（二）做优人才储备，强力推动博士后工作新发展

2022 年共招收博士后 203 人，在站规模达 516 人。博士

后培育质量不断提升，2022 年获各级各类项目资助 453 项，

获资助经费 5501 万元。博士后平台建设亮点纷呈。国家级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建设取得新突破，附属第二医院、附属儿童

医院、附属第三医院获批设立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重

庆医学中心博士后创新创业园”获得授牌。

（三）规范教师聘用，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

教师聘任委员会从顶层设计入手，完善教师聘任管理机

制。在教师聘任委员会的积极倡导、主动参与、切实推动下，

学校先后出台《重庆医科大学“十四五”一流师资队伍建设

方案》和《重庆医科大学教师聘任管理办法》，以学科建设

为龙头，做好师资队伍整体设计，完善教师聘任管理。2022

年，经本人申报，教师聘任工作小组考核推荐，共 5272 人

申请教师聘任，对进一步厘清教师身份，明确教师职责，规

范师资管理，协调推动师资队伍建设，充分调动教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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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性，整体上增强教师队伍活力起到重要作用。

五、学术评价与学术道德专委会

（一） 学术评价工作

1.论证审议咨询工作

2022 年在学术评价与学术道德专委会指导下，积极开展

相关政策、项目咨询审议工作，为建设重师德师风、重真才

实学、重质量贡献的人才评价和引进导向提供政策建议和咨

询服务。一是修订了预算调整、结余经费管理、间接经费管

理、间接经费绩效支出、横向科研经费管理等 5 个文件，

进一步扩大院系和项目负责人科研经费管理和使用自主权。

二是制定《重庆医科大学关于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

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试行）》。三是组织开展

重庆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论证工作，对学院组织架构和职

责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等提出了建议和意见。

2.科研项目论证评审和科研平台建设管理工作

2022 年科研项目论证评审过程管理精准有效，学校多次

邀请校内外专家对项目申报书、进入答辩环节项目进行论证

评审。共进行线上、线下论证评审工作 50 余次。组织学校

各院系对申报项目进行论证 80 余次。对各类科研平台的推

选、评审及验收进行严格把关，科研平台建设与运行管理工

作成效显著，顺利完成省部共建超声医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

室和国家儿童健康与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年度或绩效评

估工作；3 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及生殖与发育教育部国际合

作联合实验室顺利通过教育部定期评估或验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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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术道德与学风建设工作

1.加强学术诚信宣传教育

学校采取切实举措加强科学道德与诚信建设，营造风清

气正的学术生态环境。承办科技部“弘扬科学家精神、系好

学术生涯‘第一粒扣子’”全国首站宣讲活动；采用线下线

上为新师资及医院医生、研究生进行多场科研诚信宣讲；制

定《重庆医科大学学术论文发表管理办法（试行）》，规范

论文发表行为，强化监管责任，坚决遏制医学科研学术不端

行为频发的态势，将科研诚信与作风建设贯穿于科研业务、

管理的日常工作。

2.学术不端调查处理情况

2022 年，学校查处从速从快查处 10 余起上级部门或公

开曝光的学术不端案件，并根据《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

不端行为办法》、《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

等相关规定进行调查处理并反馈上级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