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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一、封面中学术学位授权点的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

部 2011年印发、2018年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填写，只有二

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的，授权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育

委员会 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

填写；专业学位授权点的类别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 2011

年印发的《专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填写；同时获得博士、硕士学位授权

的学科，授权级别选“博士”。

二、本报告采取写实性描述，能用数据定量描述的，不得定性描述。定量数

据除总量外，尽可能用师均、生均或比例描述。报告中所描述的内容和数据应确

属本学位点，必须真实、准确，有据可查。所填报各项与时间相关的内容均截至

2021年 12 月 31日。

三、本报告中涉及的人员均指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在编人员以及与本单位

签署全职工作合同（截至 2021 年 12月 31 日合同尚在有效期内）的专任教师（含

外籍教师），兼职人员如需填写应注明。同一人员原则上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

或不同专业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写。

四、本报告中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励、教学成果奖励等）

应是署名本单位，且同一人员的同一成果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业学位

点重复统计或填写。引进人员在调入本校之前署名其他单位所获得的成果不填

写、不统计。

五、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一律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处理后编写。

六、本报告文字使用四号宋体，字数不超过 8000字，另附 2021 年度培养方

案。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内蒙古大学 1971 年设立哲学专业，1978 年设立哲学系，1998 年

获批科学技术哲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点、2002 年获批马克思主义哲

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点，2008 年成立哲学学院，2010 年获批哲学一

级学科硕士学位点。目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

科学技术哲学 4 个主干方向上招生。

内蒙古大学哲学学科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凝练学科方向、总结

经验。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人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专业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儒道哲

学；外国哲学专业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宗教哲学与俄罗斯哲学；科学技

术哲学专业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生态哲学和技术哲学。

学院在儒道哲学研究和生态哲学研究上取得了优势特色。儒道哲

学研究聚焦元代理学、易学等，挖掘其实践品格、思想史贡献及其在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生态哲学研究在生产力

概念的生态维度、生态哲学基本范畴、生态史观演变等方面取得了系

列重要成果。

2022 年度，全院教师共发表高水平论文 22篇，其中被人大复印

资料全文转载 1 篇；国际期刊论文 3篇；出版专著 3本；在研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 5 项，新增省部级项目 6 项。

二、目标与标准

（一）培养目标

培养通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观点，系统掌握中外哲学基本



理论，把握哲学发展趋势，了解哲学研究前沿，掌握哲学研究基本方

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具备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能

力，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具有广阔的国际学术视野的高

层次哲学专业人才,能够在国家机关、高校院所、新闻出版、文化部

门以及各种企事业单位从事管理、教学、科研、宣传等工作。

（二）学位标准

（1）应掌握的基本知识

具有比较扎实系统的哲学基础知识，熟悉哲学和相关学科的经典

著作，较全面地把握本专业的研究方法和前沿问题。掌握一门外国语，

能够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较强的听说和写作能力。

（2）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学术素养：具有良好的理论素养、较强的逻辑思维和写作能力，

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运用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思考和研究

问题；

学术道德：尊重他人劳动成果，遵守诚信严谨的学术道德，熟悉

并自觉遵守学术界公认的学术规范。

（3）应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

获取知识能力：掌握查询搜索专业文献的工具、途径和技术手段，

具有在本学科最新科研成果和必要的相关学科知识的基础上自主获

取知识的能力；科学研究能力：掌握从事科学研究基本方法，发现有

研究价值的学术问题，运用概念分析和逻辑论证方法，得出具有说服

力的正确论断；实践能力：掌握社会调查的基本方法，具有撰写调研



报告、分析社会问题和组织学术活动的能力，能清晰而准确地表述学

术思想，能通过明晰的判断和严谨的论证进行学术讨论。

（4）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学位论文须严格遵循教育部硕士生学位论文写作规范要求，观点

明确、结构完整、内容翔实、论证充分；应是反映本研究领域或方向

的新成果，有较为深刻的见解，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5）毕业要求

修完本专业培养方案所规定的课程，获得本专业毕业要求的学

分，外语达到学校规定要求。论文撰写符合学校规定，外审合格，通

过答辩。

本学位点在培养学生过程中，严格执行上述要求。

三、基本条件

（一）培养方向

本学位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和科学技术哲

学四个主干二级学科方向上招收和培养硕士研究生：

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和国外马克思主

义哲学。前者立足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文本，围绕人的本质、

存在方式和历史演进等问题，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多重向

度；后者主要研究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国

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流派的经典理论及其哲学思想史发展规律。

中国哲学主要研究儒道德性论、元代哲学等。儒道德性论方向立

足中国古代哲学典籍，吸收海内外汉学最新研究成果，围绕中国传统



儒家与道家伦理思想以及二者之比较展开深入的学术研究。元代哲学

方向围绕元代理学、易学、佛学等方面的重要哲学问题展开深入研究，

分析论证元代哲

学在中国哲学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挖掘元代哲学在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外国哲学主要研究西方宗教哲学和俄罗斯哲学。西方宗教哲学深

入研究西方尤其是西欧宗教哲学的思想史演变及其内在发展的逻辑

与规律；俄罗斯哲学重点研究俄罗斯近现代主要哲学家的哲学人学、

宗教哲学的经典理论及其思想史发展规律。

科学技术哲学主要研究生态哲学、技术哲学等。生态哲学方向深

入研究生产力概念的生态维度及其多重向度，探讨生态哲学的基本范

畴，生态史观的思想史演变以及生态文明发展规律等。技术哲学方向

围绕技术的复杂性、意向性和风险性等问题展开深入研究，探讨风险

社会中技术的本质、作用和规律等。

（二）师资队伍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向的学术带头人为张吉维教授，盛立民教授、

卢艳芹教授、张海燕副教授和邹海燕副教授。其中，具有正高职称人

数 3人，副高职称人数 2 人；具有博士学位人数 4 人；博士生导师 1

人，硕士生导师 3人；教育部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 人。

中国哲学方向的学术带头人为杨泽副教授，学术骨干为白延辉副

教授、张志强副教授、曹成双副教授、吴畏博士、张宇心博士。其中，

具有副高职称人数 4 人；具有博士学位人数 6人；硕士生导师 2 人。



外国哲学方向的学术带头人为景剑峰教授，学术骨干为潘兆云副

教授、王强博士、王惠灵博士、王希博士、刘诗韵博士、张楠博士、

王运豪博士。其中，具有正高职称人数 1人、副高职称人数 1人；具

有博士学位人数 8人；博士生导师 1人、硕士生导师 2 人；取得海外

博士学位及具有留学背景 2 人。

科学技术哲学方向的学术带头人为包庆德教授，学术骨干为李笑

春教授、包红梅副教授、曹叶军副教授、刘剑博士、徐旭博士、Jorge

Luis 博士。其中，具有正高职称人数 2人、副高职称人数 2人；具

有博士学位人数 7人；博士生导师 2人、硕士生导师 3 人；具有海外

留学背景 3人。

从总体规模来看，哲学学院共有 26名教师，其中具有正高职称

人数 6 人，具有副高职称人数 9人；具有博士学位人数 25人；博士

生导师人数 4 人，硕士生导师人数 10人；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或具

有海外留学背景人数5人；教育部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1人。

（三）科学研究

2022 年，本学位点在研科研项目共计 26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 5 项、省部级项目 21项（其中新增省部级项目 6 项）；发表学

术论文 22篇，其中，CSSCI 期刊论文（含扩展）7 篇，被人大复印资

料全文转载 1 篇；国际期刊论文 3 篇；出版专著 3 部。

2022 年，哲学学院教师申报的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根据公示，荣获一等奖 1项，二等奖 4项。（最终结

果暂未下发）。



（四）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科现有 2个校级科研平台：中国系统哲学研究中心（国内首

家）、内蒙古生态文明与社会发展研究基地；2个文科学术创新团队：

“哲学人学”文科学术创新团队、“生态哲学”文科学术创新团队；

1个校级实验室：内蒙古大学哲学思想实验室。

学校培养哲学研究生所需的文献资源丰富。现有专业期刊 86种，

图书 12 万册，专业电子文献 180 万册（篇）。

（五）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建立了健全的奖助体系制度，制订了《内蒙古大学哲学

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自治区奖学金、学业奖学金评选办法》《内

蒙古大学哲学学院研究生校内奖学金评选办法》《内蒙古大学哲学学

院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评选办法》《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研究生临时困

难补助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

2022 年度，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奖励金额为

20000 元/生/年、自治区奖学金奖励金额为 10000 元/生/年、学业奖

学金奖励金额为 8000 元/生/年、校长励学奖学金奖励金额为 20000

元/生/年、乌兰夫奖学金奖励金额为 10000 元/生/年、乌可力奖学金

奖励金额为 20000 元/生/年、笹川良一奖学金奖励金额为 20000 元/

生/年、丸山奖学金奖励金额为 2000 元/生/年。

2022 年度，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覆盖率为

100%，奖学金覆盖率为 38%。

四、人才培养



（一）招生选拔

2022 年度，第一志愿报考 89 人，第一志愿上线 22人，录取 20

人；调剂 7 人，录取 5 人；第一志愿录取率 21.5%，第一志愿上线者

录取比率为 90.9%；调剂生录取比率为 71.4%；录取总人数为：25 人。

录取生中，本科来自于“双一流”高校 11人，本科为哲学专业

12人。

学院多策并举，保证生源质量：首先，加大学科宣传和招生宣传

力度；其次，不招收同等学力学生；制定优质生源计划，积极吸引和

接纳推免生；第三，按哲学一级学科命制初试试题，在复试环节进行

哲学综合考试，加大专业面试和外语面试力度。

（二）思政教育

哲学学院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人才培养过

程中的指导地位，培养和训练硕士生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立场和方

法，并以之指导学术科研工作，帮助学生们型塑科学世界观、人生观

与价值观。学院开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和《马

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学院注重“课程思政”的育人功效，是内蒙古大学“课程思政”

试点示范学院，注重引导教师探索专业课的课程思政建设。

学院注重研究生辅导员建设工作，2022 年，学院有研究生专职

辅导员 3 人，分别是学院党总支书记、党总支副书记和研究生专职辅

导员。



学院通过定期开展的“爱党 爱国 爱家乡”主题团日活动、青年

志愿者活动、“青年大学习”、“爱智之旅”哲学经典读书会、“信

仰•航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读书报告竞赛和读书分享会等多种方

式和手段在研究生中开展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取得

良好效果。

学院重视发展研究生党员工作，设有研究生党支部 1 个，2022

年，学院共有研究生 69人，研究生党员 34人，其中正式党员 28人，

2022 年新发展预备党员 6 人；学院以研究生党支部为单位，定期开

展党支部的组织生活。

（三）课程教学

本学位点开设的专业课分为专业学位课和专业选修课两大类，具

体情况如下：

专业学位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张吉维教授）、“西方

哲学原著”（景剑峰教授）、“方法论研究”（全体导师）、“中国

哲学原著”（白延辉副教授）、“科学哲学原著”（曹叶军副教授）。

专业选修课：

1.马克思主义哲学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研究”（张

吉维教授）、“认识论专题研究”（卢艳芹教授）、“政治哲学”（邹

海燕副教授）、“西方马克思主义专题研究”（张海燕副教授）、“文

化哲学”（盛立民教授）。

2.中国哲学方向：“儒家哲学”（张志强副教授）、“道家哲学”

（白延辉副教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白延辉副教授）、“《周



易》与易学哲学”（杨泽副教授）、20世纪中国哲学（张志强副教

授）。

3.外国哲学方向：“古希腊哲学研究”（潘兆云副教授）、“德

国古典哲学研究”（王强博士）、“西方宗教哲学研究”（景剑峰教

授）、“后现代哲学研究”（王惠灵博士）、“海德格尔哲学研究”

（潘兆云副教授）。

4.科学技术哲学方向：“生态哲学”（包庆德教授）、“科学思

想史”（包红梅副教授）、“科技传播与社会”（包红梅副教授）、

“生态思想史”（包庆德教授）、“技术哲学”（曹叶军副教授）。

5.跨专业方向：“语言哲学”（王惠灵博士）、“古希腊语基础”

（潘兆云副教授）、“专业英语”（Jorge Luis 博士）。

学院会采取学院领导听课、教授委员会听课、同行评价以及学校

教学督导抽查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方式对研究生课程的授课质量进

行审查，以确保课程的质量和水平。

（四）导师指导

为了进一步加强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建设，学校制定了《内蒙古

大学关于制定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办法的指导意见（修订版）》

（内大发[2020]30 号）；对新聘任研究生指导教师，学校和学院在

2021 年各组织了 1场专项培训，主要涉及师德师风、科研与学术规

范、指导学生开展科研工作的方法和技巧等。

《内蒙古大学哲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明确规定，导

师是硕士生培养第一责任人，负有对研究生进行学科前沿引导、科研



方法指导和学术规范教导的责任。导师须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培养高

尚道德情操，将教学、科研与育人相结合，积极调动研究生主动性和

创新性，培养研究生在学习和科研方向的独立工作能力，提高研究生

综合素养与能力。导师要指导研究生在入学初制定培养计划，鼓励研

究生进行科研实践活动，指导研究生制定研究计划、准备中期考核、

完成学位论文。

（五）学术训练

按照《内蒙古大学哲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哲

学学院研究生在培养过程中，实行科教结合的培养模式。将课程学习

与科研训练相结合，课堂教学主要采取讲授与课程研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重视课题研究、专题研讨、学术报告等训练环节，充分发挥研

讨方式在促进学生的自主性学习和研究性学习中的作用。重视经典文

献阅读在学科基础知识把握和科研能力提高方面的重要作用，建立读

书报告制，有计划、有步骤地督促、引导学生阅读本专业必读书籍，

并将文献阅读纳入考试范围或通过读书报告等形式进行检查。

根据《内蒙古大学哲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要求，研

究生学习期间须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并填写学术活动记录表，记录学

术活动内容和收获。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学习期间，应积极参加学

院组织的学术沙龙、学术讲座、读书活动，要求硕士生参加校内外专

家开展的前沿学术讲座不少于 10次，撰写并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书

面评论或读书报告 5 篇（经过导师签字后留存，申请答辩前交学院研

究生管理办室记载成绩，1 学分），至少做一次学术报告。



2022 年，学院共有 3名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获批内蒙古大学

研究生科研创新资助项目 1 项，学校为相关工作的各个环节提供经费

支持。

（六）学术交流

2022 年，哲学学院研究生共参加国内学术会议 10 人/次；学院

邀请复旦大学专家做“爱智云讲堂”讲座 9 场 ；与中国社科院哲学

研究所联合承办”2022 全国哲学博士后论坛“。

在国际合作交流方面，学校与英国威尔士三一大学、德国慕尼黑

大学等大学签订了合作协议，学生可以申请相应的项目进行学术交

流；内大研究生院设立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创新能力提升项目-国（境）

外交流项目实施方案（2018-2020）》，学院研究生均可以申请。

（七）论文质量

学位论文严格依照《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34号）《内蒙古自治区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实施细则》（内学位[2014]19

号）《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工作办法》（内大发

[2020]28 号）《内蒙古大学关于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的若

干规定》等要求，严把论文质量关，实行双盲审制，2022 年共送审

论文 27人/次，25 人通过评审。

（八）质量保证

对研究生培养全过程实施质量监控，重点把控开题报告、中期检

查、论文质量检测与学位论文答辩四个环节；按照《内蒙古大学硕士、

博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试行）》《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



规程》（2020）等文件要求和规定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坚

持指导教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制。在开题报

告、中期检查、论文盲审与学位论文答辩四个环节严把质量关，进行

分流淘汰。2022 年，学院严格要求、导师严格把关，所有同学在开

题报告、中期检查、学位论文答辩等环节全部通过。

（九）学风建设

哲学学院非常重视研究生学风建设，严格执行《学位论文作假行

为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34 号）和《内蒙古大学硕士、博士学位

授予工作细则（试行）》《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工作

暂行办法》《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与管理条例》（内大发〔2019〕31

号）等文件的要求，定期开展针对本学科研究生及导师的学术道德及

学术规范教育，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科研工作和学术行为。2022

年并未发现研究生存在学术不端行为。

（十）管理服务

1.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情况

哲学学院为学院研究生配备专职辅导员，其中党总支副书记

1名，学院团总支副书记、学工办副主任 1名，研究生班主任 1名。

2.加强研究生权益保障

哲学学院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内蒙古大学研

究教育工作手册》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研究生培养实际，



开展研究生管理服务工作，明确研究生管理人员的职责与研究生的权

利与义务。

3.开展研究生学习满意度调查

哲学学院为适时掌握研究生培养情况，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等多

种方式，从研究生培养及条件保障、专业课程体系、中期考核、开题

报告、导师指导、专业学习和科研环境等方面对哲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的学习满意情况进行调查。

（十一）就业发展

2022 年，哲学学院研究生初次就业率为 86.95% 。其中，升博 5

人，考取公务员、事业单位 6 人，企业就职 6 人。

哲学学院毕业生具有良好的批判和反思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

出和解决问题能力以及文字表达能力，深受用人单位好评。

五、服务贡献

（一）科技进步

【科研成果转化、促进科技进步情况】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转化或应用

序

号
成果名称 成果类型

主要

完成人
转化或应用情况（限 100 字）

1

《建设蒙晋冀

（乌大张）生态

经济区的战略

构想》

研究咨询报告

李 俊

白延辉

陈小明

该咨询报告收入《北疆智库》（2017 年）

和《成果要报》（2017 年）。2017 年被乌兰察

布市政协批示采纳。2019 年被内蒙古自治区社

会科学界联合会批示采纳。

2
《探索“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
研究咨询报告 张海燕

2022 年提交至内蒙古大学“内大智库”获

得采纳并给予回复。



意识”的内蒙古

游学新模式》

3

《关于提高满

洲里教育质量

的建议》

研究咨询报告 卢艳芹
2018年提交至满洲里市教育局获得采纳并给

予回复。

4
《学习讲义：

青年学生篇》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分众化通俗学习宣

讲读物

盛立民

潘兆云

2019 年受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委托，学院参

加了《学习讲义：青年学生篇》的撰写工作。

该读物紧扣青年学生的关注点和兴奋点，对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分众

化、通俗化解读。

5

“信仰·航标”

——马克思主

义经典著作读

书分享系列活

动

其他原创性成果

盛立民

邹海燕

潘兆云

张海燕

2017-2021 年共举办 10 期活动，校内外参

加活动人数累计 500 余人次。该活动引导广大

青年学生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原著、

读原文、悟原理，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6

“爱智之旅”哲

学经典原著

读书会

其他原创性成果

景剑峰

盛立民

杨 泽

张志强

曹叶军

2011 年以来，学院连续举办“爱智之旅”

读书会。近 5 年举办 48 期读书会，在普及哲学

经典、传播哲学智慧方面取得良好效果，《内

蒙古日报》（2016.7.21）进行了专题报道，2018

年被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评为自治区德育创新实

践项目。

7
哲学思想

实验室
其他原创性成果 王惠灵

2017 年 6 月成立哲学思想实验室至今，支

持开展了25余期哲学思想实验、哲学咨询活动、

7 场哲学话剧编排和展演，邀请海内外哲学名家

25 人次举办相关哲学活动，并与韩国、台湾等

海内外高校合作开展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经济发展



本学位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向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研究

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态哲学研究方向为将内蒙古建设成为我国北

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中国哲学研究方向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哲学方向的研究支持。

（三） 文化建设

哲学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开展哲学研究、培养哲学人才，就

是在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做贡献。2022 年，学院共有 1篇文

章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六、培养方案另附



内蒙古大学

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专业学位 2022年度）

责 任 学 院

（学院公章）

学院名称：经济管理学院

负责人：杜凤莲

专 业 学 位

授 权 类 别

名称：金融硕士

代码：0251

授 权 级 别
□ 博 士

 硕 士

2023 年 3 月 31日



编 写 说 明

一、封面中学术学位授权点的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

部 2011年印发、2018年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填写，只有二

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的，授权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育

委员会 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

填写；专业学位授权点的类别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 2011

年印发的《专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填写；同时获得博士、硕士学位授权

的学科，授权级别选“博士”。

二、本报告采取写实性描述，能用数据定量描述的，不得定性描述。定量数

据除总量外，尽可能用师均、生均或比例描述。报告中所描述的内容和数据应确

属本学位点，必须真实、准确，有据可查。所填报各项与时间相关的内容均截至

2022年 12 月 31日。

三、本报告中涉及的人员均指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在编人员以及与本单位

签署全职工作合同（截至 2022 年 12月 31 日合同尚在有效期内）的专任教师（含

外籍教师），兼职人员如需填写应注明。同一人员原则上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

或不同专业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写。

四、本报告中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励、教学成果奖励等）

应是署名本单位，且同一人员的同一成果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业学位

点重复统计或填写。引进人员在调入本校之前署名其他单位所获得的成果不填

写、不统计。

五、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一律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处理后编写。

六、本报告文字使用四号宋体，字数不超过 8000字，另附 2022 年度培养方

案。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简要介绍本学位点总体情况、获批时间、优势特色、研究领域、

国内外影响力等，一般在 500字以内】

（一）总体情况和获批时间

内蒙古大学金融硕士（MF）教育项目获批于 2010 年 12 月。截至

2022 年底，金融专硕在校生 90人，其中 2022 年新招学生 45人，授

予学位 44人。现有专任教师 36人，其中，教授占比 19.4%，副教授

占比 33.3%，博士生导师占比 13.9%，学术硕士生导师占比 30.6%；

专业硕士导师 13 人，行业导师 18人。

（二）优势特色

1.聚焦于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过程中企业的投融资需求与金融

风险管理研究。基于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新路径、构建现代化产业体

系等目标，形成了丰富的教学和研究成果，为培养熟悉投融资业务与

风险管理、具备本土产业发展意识的高素质应用型金融人才奠定了基

础。

2.聚焦于边疆地区对外贸易发展中跨境金融的制度与业务研究。

立足“向北开放桥头堡”的区域优势，培养熟悉国际金融专业知识、

能够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的高层次国际化金融人才。

3.注重专业特色与时代特色的有机结合。侧重金融理论、金融市

场需求、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有机结合。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国融证

券合作开设“融 e学堂”、制作教学案例等对接市场需求，举办区块

链技术、绿色金融等系列讲座，开拓学生的前沿视野，培养兼通传统

金融知识和现代金融科技的复合型、创新型金融人才。

（三）研究领域

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公司金融、金融风险管理、跨境金融和绿色金

融方向。

1.公司金融方向



本方向以现代金融理论和公司理论为基础，要求学生熟悉公司经

营及其各类金融活动，掌握相关理论模型和方法，能够分析公司价值、

投融资决策和利润分配等问题。毕业生主要面向企事业单位的财务、

金融市场部门与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就业。

2.金融风险管理方向

本方向以金融工程理论为基础，主要培养学生利用金融工程和精

算技术解决金融风险管理的基本技能，熟悉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

险公司等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流程，并能解决相关领域现实问题，毕业

生主要面向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就业。

3.绿色金融方向

本方向以现代金融理论和产业理论为基础，要求学生熟悉绿色金

融政策和绿色金融工具，能够运用相关理论与方法分析绿色金融政策

和产品如何促进产业转型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毕业生主要面向能源电

力、环保、建筑等实体企业，咨询机构和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

构。

4.跨境金融方向

本方向以现代金融理论为基础，要求学生熟悉跨境金融领域的制

度法规、政策内涵、市场建设和主要工具等，能够解决相关领域现实

问题，成为能够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的高层次国际化金融人才。

（四）国内外影响力

本学位点已成为内蒙古金融专硕教育思想的重要传播者和实践

者，培养毕业的学生主要留在内蒙古或远赴其他中西部地区就业，并

主要就职于金融服务行业，已成为内蒙古等边疆地区高层次金融专业

人才的输出基地，得到用人单位的高度评价和普遍认可，并形成良好

的社会声誉。

二、目标与标准



（一）培养目标

【本学位点研究生培养的目标定位，限 300字】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根边疆，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秉承

“突出特色，教研结合，强化基础，注重实践”的教学方针，旨在培

养熟悉国情区情，系统掌握金融专业知识，具有创新意识、跨学科知

识、国际化视野和高度社会责任感，能在金融行业、政府金融管理部

门和企业财务管理及资金运营部门解决当地实际问题的优秀从业人

员与管理者等高层次人才。

（二）学位标准

【符合本专业学位特点，与本单位办学定位及特色相一致的学位

授予质量标准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按照全国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全国金融硕士专

业学位（MF）指导性培养方案》的文件精神，依据内蒙古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的办学经验和实际条件，成立专业学位专家委员会，经由专家

委员会研究讨论，并酌情采纳学生对课程设置的反馈意见与求知诉

求，制定授予质量标准。具体标准及执行情况如下：

1.基本学制和申请学位最长年限

基本学制一般为 2 年，申请学位最长年限为 5年，即自研究生入

学之日起到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通过其学位论文的时间为 5 年。采

用全脱产全日制培养方式，实行弹性学分制。

2.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根据《内蒙古大学金融硕士（MF）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课程设置包括公共学位课、公共选修课、专业学位课、专业选修课（含

跨学科课程）和专业实践五类。要求学生在规定的学制年限内，累计

修满不少于 40学分。其中，公共必修课 5学分，公共选修课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14学分，专业选修课不少于 16 学分，专业实践不少于 4

学分。



3.专业实践

根据《内蒙古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实践方案》规定，实习时间不少

于 6个月，专业实践 4学分。同时专业实践结束后需提交《内蒙古大

学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考核登记表》，完成 1 篇不少

于 5000 字的专业实践总结报告，并在本专业（职业）领域内进行交

流。学位专家委员会选聘相关领域的校内外专家，组成专业实践考核

小组，根据学生的专业实践工作量、综合表现及实践单位的反馈意见，

按“优、良、中、及格和不及格”五个等级评定专业实践成绩。合格

者记 4 学分，不及格者不计学分，需重新参加专业实践环节。

4.学位论文

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最晚于第 1 学期末制定好研究方向

和研究计划，于第 2 学期伊始进行开题答辩，于第 3 学期末进行中

期考核（即预答辩），论文撰写时间不少于 8 个月。论文选题一般

应与金融实践环节紧密结合，论文类型包括案例分析、调研报告、

产品设计等，字数不得少于 3 万字。学位论文通过开题答辩、预答

辩后方可进入论文匿名评审环节，匿名评审通过者进行最终答辩。

学位论文的答辩等环节实行“三三制”，即校内导师、校外导师和

行业部门的专家参加答辩。2022 年严格按上述制度执行。

三、基本条件

（一）培养领域及特色

【本学位点的主要培养领域及特色简介】

培养领域主要包括公司金融方、金融风险管理、绿色金融与跨境

金融方向。

1.公司金融。本领域以金融学和管理学相关理论与方法为基础，

主要培养学生利用各类分析工具规划管理公司的投融资、财务等业

务。



2.金融风险管理。本领域主要培养学生甄别和管理不同类型的商

业或金融风险。

3.绿色金融。立足于资源区域产业转型与现代化产业构建中企业

的金融需求，侧重培养熟悉绿色金融政策和产品，服务于当地传统能

源企业绿色转型的综合型人才。

4.跨境金融。立足于边疆地区跨境金融行业发展需求，侧重培养

熟悉国际金融专业知识，能够从事满洲里、二连浩特国家开发开放试

验区和中蒙俄合作先导区等金融业务。

（二）师资队伍

【骨干教师及师资队伍规模、结构情况，导师队伍结构和总体规

模、专任教师及行业教师情况】

1.骨干教师。公司金融领域学术带头人梁斌副教授、金融风险管

理领域学术带头人苏木亚教授、跨境金融带头人崔新蕾教授和绿色金

融带头人杨琳教授。这些学术带头人均有一项国家级或省部级在研项

目，近五年在相关学科领域的重要期刊发表论文人均超过 4 篇，均具

备指导硕士研究生的水平、能力和经验。

2.师资队伍规模与结构。与本学位点共有专任教师 36 人，高级

职称占比达 53%，具有海外留学经历的教师占比达 42%，学缘结构明

显优化。

3.导师队伍结构和总体规模。本学位点现有专业导师 13 人，具

有博士学位者 10 人，高级职称 5 人。其中，财政学教育教学指导委

员会成员 1人，自治区 321 人才工程 1层次入选者 1人、3层次入选

者 1 人，35 岁以下导师占比达 40%以上。本学位点现有行业导师 18

人，主要分布在大型金融机构、研究智库和证券业机构，均具有 5年

以上行业经验。

（三）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主要应用性科研成果或科研项目、学术论文、著作及

获奖情况】

本学位点在研国家级或省部级项目 27项，发表学术论文 20篇，

出版专著 7 部，撰写研究报告 4 篇。2022 年度本学位点主要科研项

目、学术论文等情况如下表所示：

代表性在研省部级以上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主持人 备注

1 中国股票市场参与者有向加权网络的关联性

与系统性风险的相关关系
苏木亚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

2
产权激励还是围栏陷阱？草原确权颁证对牧

户草场管护、投资与流转的影响评价研究
侯建昀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

3
时间分配视角下城市规划对个体人力资本投

资影响研究
梁斌

教育部人文社科

基金

4 年报语调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研究 赵宇亮
内蒙古自然博士

基金

5 人口负债与人口红利对内蒙古经济增长研究 侯建昀

内蒙古社科基金

2022年度委托项

目

6 基于在线健康社区的慢性病自我管理研究 李玉梅
内蒙自然青年基

金项目

7
利好信息和利空信息对中国股票市场系统性

风险的非对称影响及其机制
苏木亚

内蒙古自然面上

项目

代表性高水平学术论文

序号 学术论文 作者 备注

1 How significant a role can China’s forest sector
play in decarbonizing its economy? 侯建昀 SSCI

2
Does ethnic diversity always undermine

pro-social behavior?Evidence from a laboratory
experiment

梁斌 SSCI

3 子女性别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梁斌 CSSCI
4 巨灾经历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梁斌 CSSCI

5 客户集中度对企业避税的影响机制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王宇、赵

宇亮
CSSCI

6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The impact of
postdoctoral workstations on labor investment

efficiency
伊克夫 SSCI

7 An improved maximum information coefficient
based on K- Medoids clustering 张雅丽 SCI

8 全球视野与中国经验——第三届中国企业史研

究 workshop综述
周莹 CSSCI



9 高速铁路对城市群经济发展格局的影响及其作

用机制
张雪薇 CSSCI（扩展）

（四）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位点支撑研究生案例教学、实践教学的软硬件设施、联合

培养基地建设情况】

1.本学位点支撑研究生案例教学、实践教学的软硬件设施。依托

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内蒙古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

研究基地、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创新平台——内蒙古自治区新型能

源经济战略研究智库联盟、自治区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经济管理

综合实验中心、内蒙古自治区地缘经济数据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内蒙

古自治区人口战略研究智库联盟、大数据分析技术工程实验室、教育

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团队和内蒙古大学企业案例研究中心等 8

个科研平台，科研设备总价值接近 1935万。购买了：JSTOR 等 11个

期刊数据库；万德等 11 个专业数据库；Arcgis、SAS 等 40 个应用软

件；智能同步实验教学控制系统。学院图书资料藏书量总计 6.26 万

册。本学位点支撑研究生学习、科研的平台建设对研究生的专业实践

能力和科研水平的提升提供有力的保障。

2.联合培养基地建设情况。联合建设校外专业实习实践基地，产

学研用一体化协同育人，支撑学生职业能力培养。依托中国建设银行，

上海证券交易和国融证券等金融行业实体，签署“中国建设银行内蒙

古自治区分行与内蒙古大学合作办学框架协议”和“上交所推动投资

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工程”协议，与中国建设银行建设建行大学，

持续开展“金智惠民——乡村振兴”万名学子暑期实践活动；与上海证

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内蒙古监管局和国融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合作开展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工程。截至目前，共建

有专业实习实践基地 10个。经过与培养基地的实习实践，2022 届 44



名毕业生中，有 22人就职于银行、2人就职于银保监会、1人就职于

证券公司、1人就职于保险公司，培养基地效果显著。

重要信息如下表所示：

教学科研支撑

国家级、自治区级重点（培育）学科

序

号

名称 批准单

位

批准时间

1 金融学（国家一流本科专业） 教育部 2021年

2 金融学（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研究方向之

一）

教育部 2017年

国家级、自治区级重点实验室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研究中心、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文献中心等）

序

号

名称 批准单位 时间

1 内蒙古自治区地缘经济数据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 2016年

2 大数据分析技术工程实验室 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2016年

3 中俄行为经济学联合实验室 内蒙古大学-乌拉尔联邦大学 2017年

4
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研究基地—
内蒙古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基地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2019年

5 内蒙古自治区人口战略研究智库联盟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

合会

2020年

6 内蒙古新型能源经济战略研究智库联

盟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

合会

2020年

7 时间利用调查与研究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 2021年

专业（案例）实验室、实践基地

序号 实验室名称 等级 面积（m2）
台（套）数

总值(万元)
总数 万元以上

数1 管理决策实验室 院级 51.64 26 26 31.2

2 经济学室验室 院级 51.64 31 31 34.1

3 管理专业实验室 院级 51.64 36 0 20.7

4 企业案例研究中心 院级 29 8 6 7.3

5 案例讨论室 院级 32 9 5 7.0

序号 实践基地名称 共建单位
基地

性质

建立时

间

1 中国建设银行实践基地
中国建设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

行
院级 2018



2
中国建设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金智惠民乡村振兴”暑期社会

实践基地

中国建设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

行
校级 2018

3
广东佛山联创工程研究院（广东

顺德创新设计研究院）
广东顺德创新设计研究院 校级 2019

4
内蒙古华才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

实践基地

内蒙古华才会计师事务有限公

司

院级
2019

5
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实践

基地

实践基地

北方联合电力有限公司
院级

2020

6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实践基地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院级 2020

7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实践基

地

内蒙古监管局实践基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内蒙古监管局

院级
2020

8 上海证券交易所实践基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院级 2020

9 牛津奥利尔学院暑期访学项目 英国牛津大学奥利尔学院 院级 2020

10
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培养创新实践

项目基地

中科浩博国际教育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

校级
2021

可用于培养研究生的主要仪器设备、软件情况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

量

单价

（万

元）

国别、厂家

1 服务器 IBM-System x3850 X5企业级 8 9.8 美国、IBM

2 投影机 EPSON EB-C2080XN 11 0.78 爱普生（中国）有限公

司
3 图形工作站S30

ThinkStation S30 Intel Xeon
四核处理器，E5-2609

31 1.1 中国、联想

4 台式计算机 Think-center8400t i5-4GB-1T 45 0.54 中国、联想

5 软件 Arcgis 软件 1 126.7
2

美国，Esri

6 软件 企业竞争模拟 1 14
中国，北京金益博文

有限公司

7 软件 国际结算 1 8 中国，南京步惊云

8 软件
智能同步实验教学控制系

统
1 49.5 中国,联想

9 软件 同花顺金融终端 1
9.8/
年

中国，同花顺

图书资料情况

类别 合计 学校图书馆 院系图书馆（资料室）

本学科藏书量（万

册）

中文 6.26 5.5 0.76



外文 0.24 0.2 0.04

本学科期刊拥有量

（种）

中文 229 129 100

外文 20 4 16

本学科电子资源

（数据库）数量（种）

中文 8 6 2

外文 3 3 0

特色数据库

序号 名称 性质 年份

1 中国时间利用调查数据 自有知识产

权

2017年、2020 年

（五）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制度建设、奖助水平、覆盖面等情

况】

1.本学位点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制度建设。根据《研究生国家奖学

金管理暂行办法》（财教〔2012〕342 号）、《内蒙古大学奖助学金

工作条例（试行）》（内大发〔2016〕54 号）、《内蒙古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研究生奖助金评审细则》等文件要求，结合学校实际，制定

了完备的研究生奖助体系制度。

2.奖助水平。研究生奖助体系由研究生奖学金、助学金两部分组

成。研究生奖学金包括国家奖学金、自治区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小

米奖学金、宝钢奖学金、丸山奖学金等 10余种；研究生助学金包括

国家助学金、助研、助教、助管（简称“三助”）岗位助学金，特殊

困难救助金和国家助学贷款等。（1）国家助学金范围覆盖全国研究

生招生计划内的全日制研究生（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本学位点

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8000 元。（2）国家奖学金对硕士生奖励标准为

每生每年 20000 元。（3）内蒙古自治区奖学金硕士生奖励标准为每

生每年 10000 元。国家奖学金与内蒙古自治区奖学金不重复享受。（4）

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8000 元。

3.覆盖面。MF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覆盖率达到 33.7%，学业助学金

覆盖率达到 100%，其他奖助学金覆盖面达到 34.83%。

四、人才培养



（一）招生选拔

【学位授权点研究生报考数量、录取比例、录取人数、生源结构

情况，符合专业学位特点的招生选拔机制，以及为保证生源质量采取

的措施】

1.本学位点研究生报考数量、录取比例、录取人数、生源结构情

况。2022 年报考本学位授权点考生人数 330 人，招生计划 45人，报

录比为 7.18%。从生源毕业高校来看，区内高校 28 人，占录取总人

数的 62.2%，区外高校 17人，占录取总人数的 37.8%。其中，区内毕

业高校人数排名前三名为内蒙古大学 13 人（28.9%）、内蒙古财经

大学 6 人（13.3%）、内蒙古工业大学 5 人（11.1%）；区外毕业高

校包括中央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郑州大学、山东大学、东

北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高校。从生源毕业专业来看，文科类 34 人

（75.6%），理工科类 11人（34.4%）。

2.符合专业学位特点的招生选拔机制。（1）在国家规定的分数

线上，采用 1：1.2 的比例划定复试分数线与参加复试的名单，并予

以公布。（2）改革初试内容。着重考查考生的金融思维和表达能力、

基本金融业务知识能力、合理应用金融技术手段能力等。（3）强化

复试考核。在初试考核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考生职业素质和金融业

务知识的深入考查。（4）加强监督管理。严格落实研究生招生录取

信息公开要求，招生单位要准确、规范、充分、及时向社会公开招生

计划、招生章程、复试录取办法、复试录取名单及咨询申诉渠道等招

生工作重要内容，确保招生录取工作公平公正。

3.保证生源质量采取的措施。（1）争取推免生。鼓励本校优秀

推免生继续留校深造；加强校际间硕士研究生招生的交流与合作，大

力吸引校外推免生。（2）吸引第一志愿报考生。加大学科优势宣传、

增加学科补助力度、资助参加学术会议等政策，吸引高校优秀毕业生

积极报考。2022 年多次举办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说明会。（3）调剂



生的选择。合理把握调剂政策，如初试专业代码、考试科目及报考专

业与本专业要求的一致性，促进优秀生源调剂流入。

（二）思政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课程思政、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理

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生党建工作等情况】

1.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

本学位点开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

程充分吸收借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

究成果基础上，力求全面反映这一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和基本

要求。有助于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深入人心、落

地生根，引导普通高校硕士研究生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

2.课程思政

（1）提升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意识和能力。2022 年，本学位点

组织和资助教师参加课程思政培训和研讨会 8 次。（2）鼓励教师将

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学建设中。2022 年，实现课程思政在教学体系

中的全覆盖。

3.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

学院成立师德师风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由行政办公室牵头，学院

工会学生工作办公室、专业学位教育中心、研究生教务办公室、本科

教务办公室、学科办公室等共同负责日常工作,形成齐抓共管机制。

4.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相继组织全体师生观看二十大开幕会、热议“学习二十大 永远

跟党走”等主题活动，坚定师生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在教学案

例建设中，将中国故事、中国文化、中国精神有机融入其中。全部课

程实现课程思政立项建设。将课程思政由课堂拓展为教、学、社会实



践全过程。课程思政空间从教室扩展至第二课堂和田间地头，教学主

体由教师扩展至学生和社会榜样，构建了思政教育新体系。

5.研究生党建工作

（1）设置专职研究生党务秘书、党建联络员保证研究生党建日

常工作管理的条理化、模块化。

（2）严把入口，将思想政治素养作为首要考核。在金融硕士招

生工作中，始终严把生源入口关，严格执行教育部研究生招生的相关

政策与规定，秉持宁缺毋滥的原则，绝不为了扩大招生数量而放松对

考生德育标准的要求。对考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进行严格细致地

考核，内容包括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道德品质、遵纪守法、

诚实守信等方面。考核结果采用一票否决制，凡不合格者取消录取资

格。

（3）严抓过程，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根本目标。通过政治理论

基础课程，讲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和历史沿革，引导金融

硕士学生建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和认同。通过研读国内

外涉及商业道德的案例，充分掌握和熟悉国际通行、符合国家政策的

商业道德准则，帮助学生树立基本的商业道德观。强调学术研究的伦

理与底线，鼓励学生踏实向学、恪守学术道德、树立诚信理念。同时

根据学校的相关要求，每年对研究生进行心理健康筛查，保证研究生

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三）课程教学

【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课程教学质量和持续改

进机制、教材建设情况】

1.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



通过开设专业选修、特色专题、人文素养和专业实践等模块课程，

将提高学生应用能力和职业能力的培养融入到课程体系中。具体情况

如下表所示：

类别 课程名称
周学时

总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职称）

公共

必修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32 2 第一学期 马列学院选派

英语 3/48 3 第一学期 外语学院选派

专业

必修课

管理经济学 3/48 3 第一学期 王建军副教授

金融理论与政策 3/48 3 第一学期
廉桂萍教 授

周 莹讲 师

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 2/32 2 第一学期
张 彻副教授

赵宇亮讲 师

公司金融 3/48 3 第一学期
牛草林副教授

宋云玲副教授

专业

选修课

财务报表分析 3/48 3 第二学期
米 莉副教授

袁学英副教授

管理思维 1/16 1 第一学期 郭晓川教 授

管理沟通 2/32 2 第一学期 史增震副教授

商业伦理与社会责任 1/16 1 第二学期
贺 立副教授

李静薇讲 师

金融衍生工具 2/32 2 第二学期
梁 斌副教授

秦 虎讲 师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2/32 2 第二学期
秦志宏教 授

张 彻副教授

国际金融 2/32 2 第二学期
吴晓华讲 师

李婵娟讲 师

私募股权投资 2/32 2 第二学期 徐瑞彬讲 师

颉茂华教 授
战略管理 2/32 2 第二学期 王锋正教 授

公司治理 2/32 2 第二学期 姜 涛教 授

计量经济学 2/32 2 第二学期 乔世君副教授

投资学 2/32 2 第二学期
杨云峰讲 师

吴金燕讲 师

金融风险管理 2/32 2 第二学期 苏木亚教 授



公共

选修课
学术规范与创新创业 1/16 1 第二学期 研究生院选派

专业
实践 金融专业实践 4/64 4 第三学期 企业实践导师

2.课程教学质量和持续改进机制

（1）动态调整培养方案，响应社会行业发展需求

围绕培养兼具本土情怀和国际视野的高层次金融人才的目标，立

足区域金融人才需求，于 2021 年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内蒙古证监局

和国融证券签订校企合作，并于 2022 年成功举办“融 e 学堂”系列

讲座，由行业专家讲授证券市场理论与实务；拟开设绿色金融、金融

科技、数据挖掘等课程，动态响应行业人才需求。

（2）改革教学评价方式

实施师生互评的教学评价方式，将学生对教师的教学评价结果纳

入年终津贴分配方案，充分激发教师的教学热情。

3.教材建设情况

一方面，本学位点采取了学院教授委员会教材审核措施，对开设

课程使用教材进行严格审核，优先选择“马工程教材”，其次为国家

级规划教材。另一方面，将开发高质量教材设为教师工作考核之一，

形成薪酬激励。目前，已有企业管理出版社出版的《财务会计教学案

例研究》和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管理会计实践典型案例研究》

两本研究型案例教材，配合课程教材使用。

（四）导师指导

【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情况，行业产业导师选聘，研究

生双导师制情况，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度要求和执行情况】

1.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情况

（1）选聘情况。本学位点依据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大学关于制

定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办法的指导意见》，结合本学位授权点的



特点和发展规律，制定了《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指导

教师遴选办法》，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教授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严格执行。2022年 11 月有 3 位申请金融专业硕士（MF）导师，均

满足学校文件要求的遴选条件，学校目前已发文公布。（2）培训情

况。学校组织收看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暨新增导

师培训会，加强对新增导师的指引。学院分学科组织新聘任研究生导

师培训与交流会，将有丰富指导经验的导师与新增导师组成团队进行

学生指导的方式，帮助新增导师尽快成长。学校鼓励全体研究生导师

积极参与其它培训。（3）考核情况。2022年金融专业硕士导师尽心

尽力投入指导，及时督促指导研究生完成课程学习、科学研究、专业

实习时间和学位论文写作任务。所有研究生均按照培养计划提交毕业

论文并顺利毕业。

2.行业产业导师选聘

依据《内蒙古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行业导师聘任及管理办法（试

行）》文件，在聘行业导师 18人。

3.研究生双导师制情况

双导师制以校内导师为主，校外导师为辅。校内导师主要负责学

生的课程学习和学位论文，包括学位论文撰写和学术问题指导等方面

的指导工作；校外导师主要负责实践过程、项目研究，参与课程、论

文或实践报告等环节的指导工作。

4.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度要求和执行情况

《内蒙古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试行）》明确规定了研

究生指导教师履行的职责、暂停研究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以及取消研

究生指导教师的任职资格。《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实

施办法》明确论文检测、评审及抽检评议关键环节导师及学院问责办

法。本学位点依据现有校内导师和行业导师的背景专长，围绕现行三



个培养方向，遵照“内外+新老”相结合原则，探索组建理论实务高

度结合、方向培养、主题聚焦的“导师组”。新任导师首次指导学生

数不超3名，且须导师组内成熟导师协助指导。2022年研究生论文检

测、评审及抽检评议均未出现追责问题。

（五）实践教学

【专业学位研究生参与实践教学，产教融合培养研究生成效，包

括制度保证、经费支持，行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情况等】

1.制度保证

（1）专业实践的整体设计。围绕塑造职业道德、夯实职业素养

和提高综合素质的培养目标，本专业学位培养方案设有包括实践时

间、导师配备、资源条件、方式内容、考核评定等在内的完整专业实

践体系。专业实践时间不得少于 6 个月。

（2）实践导师配置管理与实践方式内容。本专业学位已建实践

基地均配置了专业实务能力强的从业者担任导师，并由合作单位管

理。采取基地实践+学院推荐并举的方式，结合校内导师科研课题和

实践导师工作重点，确定学生的具体实践内容，实践期间的管理以实

践导师为主。

（3）实践管理与考核。依据学生提交的标准化专业实践报告，

选聘校内外行业专家组成专业实践答辩考核组，对专业实践的工作

量、综合表现及实践反馈意见等给予等级评价，合格者得 4学分，否

则重新实践。专业实践报告及成绩报校研究生院备案存档。

2.经费支持

根据《内蒙古大学金融专业硕士实践教学制度》规定，专业学位

实践教学实施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指标控制的原则。在学校的统一

领导下，根据学校教学工作的需要统筹安排和使用各项教学经费，且

在保证总量的前提下实现逐年增长。2022 年学校投入的专业学位实

践教学经费为当年收取学费总额的 9.1%。



3.行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情况

依托与区内外金融机构和投行公司签订建设的 10 个实践基地，

构建起本专业学位金融专业人才联合培养机制。其中，联合中国建设

银行内蒙古分行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等机构，通过融入新金融人才产教

融合联盟和上交所推动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工程等，为提升

专业应用和职业能力、培养新时代金融人才提供了平台基础。

（六）学术交流

【研究生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的基本情况，国际合作交流等方

面的改革创新情况】

1.研究生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的基本情况。本学位点研究生参

与学术交流的主要形式为参加学院举办的学术交流会议，2022 年总

计参与 11次，学生受益匪浅。

2.国际合作交流改革创新情况。积极推动国际合作，现有国际合

作科研平台“中蒙俄经济研究院”、“中美生态、能源及可持续性科学

研究中心”和“中日共同GIS应用与地域经济产业研究中心”。

（七）论文质量

【体现本专业学位特点的学位论文类型（如调研报告、规划设计、

产品开发、案例分析、项目管理、艺术作品等）规范、评阅规则和核

查办法的制定及执行情况，强化专业学位论文应用导向的情况。本学

位点学位论文在各类论文抽检、评审中的情况和论文质量分析】

1.本专业学位特点的学位论文类型规范、评阅规则和核查办法的

制定及执行情况

（1）论文类型规范。根据《内蒙古大学金融硕士（MF）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方案》和《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实施办法》

的规定，学位论文选题要体现专业学位特点，突出学以致用，须直接面

向金融领域相关现实问题，注重解决实际问题。论文类型一般应采用案

例分析、调研（调查）报告、专题研究、实证研究等。学位论文应能体

现学生已系统掌握金融理论、专业知识和研究方法，具备综合运用金融

http://zmejjyjy.imu.edu.cn/
http://leml.asu.edu/SUCCESS/
http://leml.asu.edu/SUCCESS/
https://jjxy.imu.edu.cn/info/1170/4372.htm


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方法，分析和解决金融实际问题的能力，具

有创新性和实用价值。根据《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格式要求》，

对学位论文格式、撰写规范和打印装订进行了规定，研究生在提交论文

前进行自查、互查与导师审核，严格执行相关制度规定。

（2）评阅规则。内蒙古大学研究生院制定了《内蒙古大学研究生

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工作办法》，学院严格执行研究生院评审工作办法，

实行全面“双盲评审”（简称“盲审”），评阅专家具有副高级及以上

专业技术职务。

（3）核查办法。学位论文通过评阅后，学院要求送检论文必须导

师同意并签字确认方可提交。2022年，金融专业硕士学位论文机检重

复率均低于20%，通过率100%。

2.强化专业学位论文应用导向的情况

金融专业硕士论文强调问题导向、应用导向。2022 年，金融专业

硕士论文选题均以金融行业为研究目标，对金融实践中所遇到的现实问

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可行的应对方案或建议。

3.本学位点学位论文在各类论文抽检、评审情况

2022年，金融专业硕士研究生经指导老师同意共计提交论文44篇，

44位学生论文全部通过查重、盲审与论文答辩。

4. 评审中的情况和论文质量分析

所有学位论文均需参与匿名评审，每篇论文由两名外审专家匿名

打分。经统计，所有论文都通过匿名评审，平均得分介于 80-90 分之

间的论文占比达 45.95%，介于 70-80 分之间的占比达 48.65%，介于

60-70 分之间的占比达 5.41%。

学位论文整体质量较高，均达到了金融专业硕士学位论文水平和要

求。（1）论文选题符合专业要求，从实际问题出发，运用金融学理论

知识和工具对选题所确定的实际问题展开应用分析，提出切实可行的政



策建议，具有很好的应用价值。（2）论文对研究理论进行回顾，选取

文献具有代表性、前瞻性，梳理脉络清晰，理论基础扎实，对论文的分

析论证有很好的支撑，对所提问题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3）论文的

研究目标明确，研究方法恰当，研究路线比较清晰、严密。论文章节结

构合理，详略适中，逻辑性较强，论据可靠，有自己的新见解。解决问

题的建议实用性较强、针对性较好。

（八）质量保证

【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

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分流淘汰机制等情况】

1.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

本学位点围绕培养目标，建立贯穿 MF 教育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

量保证体系。

（1）在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创新方面，陆续开设并逐步充实、

完善与地方优势产业和特色经济相适应的课程。强化管理思维、领导

力开发等提升学生综合管理能力和软技术方面的课程。聘请具有企

业、行业专家开设讲座或承担部分课程，借助金融行业实践教学基地，

使教学现场化、教学模拟化。2022年共组织相关主题讲座 20余场。

（2）在课程教学与评估方面，形成了 MF教学督导管理制度、MF

助教工作职责、MF 教学档案管理制度、教师“立德树人”职责规定

等制度和要求；实行了 MF 教师教学效果自评表、授课效果学生评价

表、授课效果督导评价表等质量评价。形成了 MF项目工作人员职责、

考核薪酬办法以及学生评价表。

（3）在学生管理与服务方面。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设立了

专业学位教育中心，由专业学位教育中心主任和办公室职员全面组

织、协调 MF教育项目相关事宜。MF教育项目为每个班配备班主任，

同时组建班委会。



（4）在经费支持方面。内蒙古大学通过两种经费渠道支持专业

学位的建设：综合性经费投入和专业学位学生学费在学校、学院学费

分成。在 MF 教育项目学生学费分成方面，执行《内蒙古大学学费分

配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5）在网络平台保障方面。本学位点通过“内蒙古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专业学位教育中心”网站平台发布相关信息。同时，“内蒙古

大学经济管理仿真实验中心”可供 MF 开展实验教学活动，为金融专

业师生提供金融软件、财务和审计实训教学平台。

2.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

依据《内蒙古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工作办法》，形成了《经

济管理学院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办法》，依据《内蒙古

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工作暂行办法》、《内蒙古大学研究生

学位论文质量监控实施办法（内大发 2015-52 号）》，制定了《经济

管理学院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论文指导教师管理条例》、《经济管理

学院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实施办法(2015)》，详细

规定了学位论文指导教师条件、申请聘用程序、指导教师职责、学位

论文指导流程、学位论文指导问责办法。参照内蒙古大学学位论文学

术不端检测制度、学位论文撰写规范要求、学位论文答辩制度等制度，

通过对论文指导老师选择、论文开题论证、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学位

论文匿名评审、论文答辩等环节的层层把关，从过程严格把控毕业研

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

3.分流淘汰机制

依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我校关于研究生学

位论文的管理规定，对没有按期完成学习和研究任务的同学，实行延

期毕业、留级学习、退学等方式。这样保证了培养质量和培养标准，

达不到要求的不能答辩、不能毕业。



（九）学风建设

【本学位点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学术不端行为处

理情况】

1.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

（1）通过召开主题班会、主题党日等方式，动员所有的研究生开

展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的大讨论，认真学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

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意见》（学位

〔2010〕9号）、《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教

社科〔2009〕3 号等文件，主题可以选择“学术失范存在的原因与危

害、应当如何加强学术道德培养、我对学术规范的了解、我该怎么做”

等。

（2）立足“第一课堂”，将职业道德与金融伦理素养提升融入

教育教学。把职业道德与金融伦理教育纳入培养方案，开设选修课程；

定期邀请相关从业人员进校园开展专题讲座，利用课堂开展职业道德

与金融伦理教育。拓展“第二课堂”，将职业道德与金融素养提升融

入实习实践。大力建设专业实习、社会实践基地，引导学生进行专业

实习、社会调研，在实践中提高职业操守水平和行业规范需求的能力。

2.学术不端行为处理情况。2022年未发现本学科研究生和导师有

违背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的行为。

（十）管理服务

【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情况，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情况，在学

研究生满意度调查情况等】

1.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情况

本学位点成立了专业学位教育中心，配备 4 位专职管理人员对专

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进行日常服务和管理。

2.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情况



第一,学生手册上明确规定了学生在校期间依法享有的权力。第

二，学校成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负责受理学生对处理或者处分决

定不服提起的申诉。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由学校相关负责人、职能部

门负责人、教师代表、学生代表、负责法律事务的相关机构负责人等

组成，聘请校外法律、教育等方面专家参加。

3.在学研究生满意度调查情况

本学位点以课程质量为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高度重视课程教学

质量，每年对 15 门专业课程进行满意度调查。2022 年相关核心课程

的学评教平均分达到 97.98 分，得到了学生和研究生教学督导组一致

的好评。

（十一）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人才需求与就业动态反馈机制建立情况，人才需求和

就业状况报告发布情况，用人单位意见反馈和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情

况】

1.人才需求与就业动态反馈机制建立情况

本专业学位 64%以上的毕业生留在本地或远赴边疆地区就业，

59.09%的毕业生选择金融服务行业就业，已经成为内蒙古及边疆地区

高层次金融专业人才的输出基地。本学位点构建了较完善的就业动态

反馈机制。学院研究生学生工作办公室对于往届毕业会进行回访，掌

握学生的就业状况，对于应届毕业生则通过班级群、一对一沟通了解

掌握学生的就业信息。

2.人才需求和就业状况报告发布情况

目前，2022 届毕业人数 44 人，就业人数 35 人，毕业生供职于

国有企业 21人，占比 60%；党政机关 5人，占比 14.30%；民营企业

3人，占比 8.57%；事业单位 4 人，11.28%；三资企业 1人，2.88%；

高等教育单位的人数 1 人，2.88%。

3.用人单位意见反馈和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情况



用人单位对本专业毕业生满意度情况如下表所示：

用人单位对本专业毕业生满意度调查表

题目/选项 很满意 比较满意 不太满意 非常不满意

综合素质 30（85.71%） 5（14.29%） 0（0.00%） 0（0.00%）

职业道德 35（100.00%） 0（0.00%） 0（0.00%） 0（0.00%）

专业素质 30（90.00%） 5（14.29%） 0（0.00%） 0（0.00%）

团队合作 32（91.43%） 3（8.57%） 0（0.00%） 0（0.00%）

工作态度 35（100%） 0（0.00%） 0（0.00%） 0（0.00%）

能力提升 29（82.86%） 6（17.14%） 0（0.00%） 0（0.00%）

五、服务贡献

（一）科技进步【科研成果转化、促进科技进步情况】

充分发挥科学研究正外部性，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2022

年，本学科专任教师获批横向课题《内蒙古自治区火电行业能效水平

分析及优化路径研究》；获批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创新团队发展计

划课题《时间利用调查与研究创新平台建设》；撰写研究报告《建立

绿色金融示范区支持能源电力产业发展的建议》并被自治区党委和政

府采纳；撰写研究报告《关于提前做好应对老龄化的建议》并被自治

区党委和政府采纳。

（二）经济发展【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

1. 数名专任教师参与研究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课题《宏观经济

政策外溢性风险研究》（2022.5-7）、内蒙古自治区区域经济合作局

课题《内蒙古自治区中欧班列运行“补短板”》（2022.5-7）、内蒙

古乡村振兴局课题《关于实现脱贫人口和监测人口持续增收的研究》

（2022.9-2023.9），为内蒙古自治区宏观经济发展、向北开放桥头

堡建设、乡村振兴建设等重点经济领域建言献策。

2.依托中国建设银行，上海证券交易和国融证券等金融机构，落

实“中国建设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与内蒙古大学合作办学框架协



议”和“上交所推动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工程”。在建行大

学“金智惠民 乡村振兴”实践活动中，学生深入田间宣讲金融知识、

贡献智慧。2022 年，“金智惠民 乡村振兴”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在 2022

年内蒙古大学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中荣获“优秀团队一等奖”，一人获得“下乡实践优秀学子奖”，一

人获得“社区惠民优秀服务奖”，一人获得“普惠金融优秀服务奖”。

（三）文化建设【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情况】

1.通过“逗趣经济初体验”公众号，学生主笔撰稿，教师指导修

改，发挥了教师学术视野广阔、学生思维活跃的比较优势。

2.举办“桃李讲堂”，邀请业内专家和优秀校友围绕《股票市场

的改革与发展》、《证券市场分析实务》、《注册制专题》等行业热

点进行解读；举办“知行讲堂”，邀请领域专家就《基于概率分布的

信息熵对股票时间序列的分析》、《量化投资/需求、供给与均衡价

格理论》等主题进行分享；举办“修远讲堂”，学生主讲分享成长经

历和学术前沿，教师点评反馈，促进了学生自我成长和教师知识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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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一、封面中学术学位授权点的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

部 2011年印发、2018年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填写，只有二

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的，授权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育

委员会 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

填写；专业学位授权点的类别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 2011

年印发的《专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填写；同时获得博士、硕士学位授权

的学科，授权级别选“博士”。

二、本报告采取写实性描述，能用数据定量描述的，不得定性描述。定量数

据除总量外，尽可能用师均、生均或比例描述。报告中所描述的内容和数据应确

属本学位点，必须真实、准确，有据可查。所填报各项与时间相关的内容均截至

2022年 12 月 31日。

三、本报告中涉及的人员均指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在编人员以及与本单位

签署全职工作合同（截至 2022 年 12月 31 日合同尚在有效期内）的专任教师（含

外籍教师），兼职人员如需填写应注明。同一人员原则上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

或不同专业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写。

四、本报告中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励、教学成果奖励等）

应是署名本单位，且同一人员的同一成果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业学位

点重复统计或填写。引进人员在调入本校之前署名其他单位所获得的成果不填

写、不统计。

五、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一律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处理后编写。

六、本报告文字使用四号宋体，字数不超过 8000字，另附 2022 年度培养方

案。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育理念指导下，本学位点培养

了大量德才兼备的高素质社会主义法治人才。本学位点1993年获批，

是自治区最早获批的法学硕士学位授权点。2010 年获得法学一级学

科硕士学位授予权，目前是自治区唯一的法学硕士一级学科授权点。

经过近 30年的发展，现已成为内蒙古自治区高素质法律人才的培养

基地和法学学术研究中心。2019 年法学专业获评成为首批国家级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同年，设立由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教育厅和学

校合作共建的内蒙古大学党内法规研究教育中心，并于 2020 年开始

招收该专业方向硕士研究生。目前，法学硕士点也是自治区唯一培

养党内法规方向硕士研究生的学位授权点。经过长期建设与积累，

在自然资源保护、开发与利用、民间文学艺术传承与发展、中蒙俄

国别研究、北方少数民族法律史料挖掘整理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法治保障等领域形成了优势特色，逐渐凝练为理论法学、民

商事法、刑事法、宪法与行政法、国际法和党内法规六个研究方向，

为各级各类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法务部门及律师事务所等法律服

务单位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创新型法治人才。法学院为内蒙古自治区

各高校法学专业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自治区范围内超过 60%的法学

专任教师毕业于本学位点，并逐渐成长为骨干教师，对内蒙古自治

区的法学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目标与标准

（一）培养目标

法学研究生培养的核心目标是立足国家和地区对法律高层次人

才的现实需求，培养热爱祖国、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定“四个自信”、遵纪守法，法学理论知

识和法律实务技能并重，德法兼修的高素质法治人才。具体包括以

下四个方面：（1）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具有坚定的社会

主义法治理念，有社会责任感，具备良好的学术素养和高尚的职业

操守；（2）具有独立的学术人格和科学精神，掌握本学科理论研究

现状和发展趋势，具有独立获取知识、从事法学研究的创新能力；

（3）掌握本专业的基本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基本的法律实

务技能，具备分析法律实务案例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4）有较

宽的知识面，掌握一门外国语。

（二）学位标准

1.思想政治素质

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等基本理论，具有坚

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热爱祖国，遵

纪守法，品行端正，学风严谨，身心健康；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奉

献精神，积极为法治中国建设服务。

2.能力水平考核要求

本学位点能力水平考核要求具体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1）掌

握坚实的法学专业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2）掌握基本的法

律实务技能；（3）了解本专业范围内学科发展的现状和趋势；（4）

具有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使用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开展学术研究、交流和论文撰写的创新能力，掌握一

门外国语。



3.培养过程审核标准

法学硕士及法学硕士党内法规方向课程总学分均为 32学分。包

括公共学位课、公共选修课、专业学位课、专业选修课 4 大类。对

于本科阶段非法学专业的学生，根据导师要求，须补修法学专业 1-2

门核心课程。

导师向学生提出文献阅读要求，指导研究生至少听 4 次学术讲

座，参加不少于 1 次学术报告活动，研究生文献阅读与综述（或读

书报告）完成情况、参加学术活动情况纳入中期考核。

各研究方向研究生应在第四学期开题之前做选题报告，学位论

文选题报告情况纳入研究生中期考核。

研究生应完成社会调查、科研实践、专业实习等工作，工作量

累计不少于 3 个月。实践活动一般在第二学年或第三学年第一学期

进行。

4.学位论文要求

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开题一般应在第四学期结束前完成，具

体开题工作由各专业方向研究生导师组承担，开题通过后方可进行

论文撰写。

开题前须提交书面开题报告，开题报告的内容包含选题意义、

研究现状综述、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拟解决的关键问题、论文的

基本内容、论文工作计划与时间安排等，并应有与该选题有关的参

考文献。具体要求和写作规范参见《内蒙古大学法学院硕士学位论

文开题、写作与答辩规范》。

论文开题通过后方可撰写学位论文，学位论文由研究生在导师

指导下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独立完成，字数不少于 3 万字；论文需



要经过学校的查重检测、外审评阅合格后，通过论文答辩。

三、基本条件

（一）培养方向

本学科设理论法学、宪法与行政法、刑事法、民商事法、国际

法、党内法规六个培养方向。

1.理论法学

本方向涵盖法学理论和法律史两个领域。法学理论包括法理学、

法社会学和比较法的内容，重点研究法律在国家与社会治理中的运

行模式和实效，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为学生毕业后从

事立法、执法、司法以及法律服务等工作奠定理论基础。法律史包

括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法制史以及外

国法制史和西方法律思想史内容，通过对中国和外国各历史时期法

律制度的变迁、各历史时期重要人物的法律思想梳理，揭示中外法

律制度演变的一般规律和可供借鉴经验。本研究方向具有跨学科特

点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在研究生培养过程注重理论法学方向学生知

识面的横向拓展，以扎实的法学理论学习为主，辅以中外哲学、史

学、社会学、逻辑学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坚实的人文社会科学综合

研究方法，增强解决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能力。结合地方特色和研究

生选题旨趣，在少数民族法制古籍文献整理、蒙古族法制史研究、

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比较法律文化研究、挖掘少数民族法律文化

中的法理方面具有学科特色和培养优势。

2.宪法与行政法



本方向包括宪法学、行政法学和行政诉讼法学两个领域。宪法

学包括宪法的产生发展，宪法的基本理论，国家权力的配置、运行

及其规范与控制，公民权利保障的现状与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多党合作与民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选举制度等内容；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主要包括行政法概论，行政主体、行政行为、

行政程序、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行政补偿等原理、行

政法律制度及实务等内容。本方向要求学生系统扎实地掌握宪法学、

行政法学和行政诉讼法学的研究方法、理论、制度、实务及学术前

沿，具有系统的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知识结构体系，具备运用所学理

论知识分析、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和学术研究能力。由于内蒙

古自治区地处祖国北疆，是“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中蒙俄

经济走廊”建设的核心地区，本方向还要求学生具备运用所学理论

知识分析、研究、解决区域具体法律问题的能力。

3.刑事法

本方向包括刑法学、犯罪学和刑事诉讼法学等内容。刑法学主

要培养学生全面系统地掌握中国刑法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制度，熟

悉中国刑事立法、司法现状，了解外国刑法、国际刑法的相关理论

知识。犯罪学主要培养学生系统了解犯罪学主要流派学说，掌握犯

罪学主要理论与实践等基本知识。刑事诉讼法主要以现代诉讼理念

为基础，关注国内外刑事诉讼立法动态，结合中国国情、注重刑事

诉讼前沿理论、诉讼实务研究。本方向旨在培养学生掌握刑事法基

本理论制度、学术研究能力和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分析解决法律实务

问题的能力。

4.民商事法



本方向包括民法学、商法学、知识产权法学和民事诉讼法学。

民法学方面培养学生全面掌握中国民法典的基本制度和基本理论，

熟悉中国民事立法、司法现状，了解国外民事立法、司法基本情况。

商法学方面培养学生全面掌握中国商法的基本制度和基本理论，熟

悉中国商事立法、司法现状，了解国外商事立法、司法基本情况。

知识产权法学方面培养学生全面掌握中国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制度和

基本理论，熟悉中国知识产权立法、司法现状，了解国外知识产权

立法、司法基本情况。民事诉讼法学方面培养学生全面掌握中国民

事诉讼法和仲裁法的基本程序和基本理论，熟悉中国民事诉讼和仲

裁程序运行现状，了解国外民诉和仲裁立法、司法基本情况。本方

向旨在培养学生掌握民商事法基本理论和制度，具备运用所学理论

知识分析解决民商事问题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5.国际法

本方向主要涵盖国际公法学、国际经济法学和国际私法学三个

领域，国际公法学包含国际法基本原则、国际法主体、国家领土法、

国际组织法、国际条约法、国际环境法、国际争端解决法等主要内

容，重点研究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国际组织法等

方面的内容。国际经济法学包含国际货物买卖法、国际贸易管理与

世界贸易组织法、国际投资法、国际货币金融法、国际税法、国际

经济贸易争端解决等主要内容，重点研究世界贸易组织法、国际投

资法、国际经济贸易争端解决等方面的内容，国际私法学包含冲突

法、统一实体法、国际民事诉讼法、国际商事仲裁法等方面的内容，

重点研究冲突法、国际民事诉讼法、国际商事仲裁法等方面的内容。

国际法方向要求学生系统扎实掌握国际法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以及基



本研究方法，了解国内外学术前沿理论及实务动态，培养学生分析

和解决法律实务问题的能力。通过本学科的学习，使学生具有基本

的学术研究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

6.党内法规

党内法规研究领域聚焦于党内法规一般原理、依法治国与依规

治党关系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重点围绕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的

衔接协调机制、党内法规制定技术规范、党内法规实施评估、地方

党内法规建设等开展研究。本研究方向获批内蒙古社科规划重点项

目等研究课题，承担了多项内蒙古党委办公厅等单位委托的横向研

究课题。本研究方向教师在《党内法规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

等学术刊物发表数篇论文。

（二）师资队伍

现有专任教师 51 人，每个学科方向 7-15 人。专任教师中教授

12人，副教授 24人，高级职称教师占 70.58%；有博士学位教师 39

人，占专任教师的 76.47%；教师中 45 岁以下的教师 21人，占专任

教师的 41.18%。

现有学科带头人 5 人，博士生导师 3 人，入选自治区“草原英

才”工程 3 人；有硕士生导师 29人，14 人担任国家或自治区级法学

类研究会的常务理事、理事，27人具有完整培养法学硕士研究生的

经验。

表 1：本学位点专任教师研究方向分布统计表

研究方向
教师数

合计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博士 博导 硕导

理论法学 8 1 4 3 8 1 4

宪法与行政法 7 2 4 1 5 0 6



刑事法 9 4 4 1 8 1 6

民商事法 15 4 9 2 11 0 10

国际法 12 1 3 8 7 1 3

合计 51 12 24 15 39 3 29

（三）科学研究

1.本学位点主要科研项目

2022 年度共承担科研项目 16项，获批经费总额 318.65 万元，

其中包含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般项目、自治区社科规划项目

等纵向课题 10 项，获批经费 193 万元，占比 60.5%。；横向项目 6

项，获批经费 125.65 万元，占比 39.5%。师均科研经费 6.25 万元。

自本学位点设立至今，本学位点教师承担包括《国家治理背景

下内蒙古草原牧区项目化治理的转型研究》《三权分置背景下集体

土地所有权实现的法律问题研究》《农地“三权分置”背景下建设

现代草原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研究》《我国法律制度的自然演化与理

性建构的法社会学研究》国家级课题共 13项，承担司法部、教育部、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内蒙古自治区社科规划项目、内蒙古自治区

社科联项目、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等省部级课题共 93项，承担内蒙

古自治区土地调查规划院、内蒙古自治区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内蒙

古自治区民政厅等委托项目共 26项。

2.学术论文

2022 年本学位点专任教师在《政法论坛》《中国人口•资源与环

境》《刑事法评论》《内蒙古大学学报》《山东行政学院学报》等

国内外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发表 10篇论文。自本学位点设立至今，

国内外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共 613 篇，其中刊载核心期刊



论文共 155 篇，占比 25.2%。

3.著作

2022 年本学位点专任教师出版著作 4部。自本学位点设立至今，

学位点专任教师共出版著作共 103 部，其中学术专著 39 部，占比

37.9%，编著、译著、工具书等共 64部，占比 62.1%。

4.获奖情况

自本学位点设立至今，本学位点研究成果省部级获奖共 63项，

其中，《深化内蒙古公安改革应当把握的重大问题研究》《13-19

世纪蒙古法制沿革史研究》分别荣获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政府奖二等奖和第四届全国民族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

奖。

（四）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位点所在单位图书馆是省级中心馆，法学类中英文图书文

献资料共计 14余万册，中文期刊 108 种，涵盖国内公开出版的主要

法学期刊；购买中国法学教学案例全库、北大法宝-中国法律资源总

库、北京法意等中文数据库 11个，外文数据库 9 个。

本学位点拥有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教育厅和内蒙古大学合作共

建的“内蒙古大学党内法规研究教育中心”、内蒙古高等学校人文

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民族自治地方法制建设与社会发展研究基

地”等科研教学平台，支撑研究生开展科研创新项目训练，2021 年

资助研究生参加国内学术研讨会、论坛等学术活动 20余人次。

（五）奖助体系

研究生奖助体系由《内蒙古大学奖助学金工作条例》《内蒙古

大学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自治区奖学金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制度规范予以规定，学院设立奖

助学金评定委员会对奖助学金评选及发放予以审定，班级成立奖助

学金评定小组对申请奖助学金的同学进行初步核查。奖学金主要包

括国家奖学金、自治区奖学金、学业奖学金等 10余种，资助水平为

3000 元-20000 元不等，获各种奖学金研究生比例达到 40%以上。助

学金包括绿色通道入学补助、国家助学金、助研、助教、助管岗位

助学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以及特殊困难救助金等，国家助学

金资助水平为每人每年 8000 元，助学金覆盖率 100%。

四、人才培养

（一）招生选拔

为吸引优秀学子报考，保证本学位点研究生生源质量，我们采

取组织线上线下宣讲、赴相关高校走访等多种途径开展招生宣传工

作。2022 年法学专业硕士报考人数为 287 人，录取 30 人，录取比例

为 10.45%，自治区内生源 93.33%，自治区外生源 6.67%，生源充足，

本校报考人数明显提升，生源质量逐步改善。

（二）思政教育

本学位点开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

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等思想政治理论课。

作为全校课程思政试点示范学院，本学位点研究生专业学位课、

选修课等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习近

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2022 年组织全体

辅导员、班主任参加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教育厅、

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等开展的“青春领航”专题分享会，深



入实施“石榴籽”育人工程，扎实推进青少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教育，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形有感有效。在中国共产党第二

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组织全院师生以不同方式观看大会直播，

并在会后多次组织会议精神的深入学习，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德法兼修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本学位点现有研究生专职辅导员 1 人、兼职辅导员 1 人，建立

了辅导员+班主任+研究生导师共同工作模式，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

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聚焦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本学位点建立了院党委书记、院长、导师、辅导员、班主任等

多环节人员组成的研究生思政教育工作团队，组织指导研究生开展

“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等主题教育活动，积极参与模拟法庭

剧、法律文书写作大赛等丰富多彩的专业活动，将理想信念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其中，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巩固校

园文化根基。

法学硕士研究生党支部持续深入推进基层党建工作，坚持做好

“三会一课”制度。作为自治区青年普法志愿者总队单位，在支部

党员的带领下，常年承担为中小学、社区、企事业单位的普法宣传

任务，受到广泛好评与赞誉。通过参与本学位点与自治区高级人民

法院的党建融合活动，学生真正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实际司法

活动中的具体运用，真正体会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

到公平正义的崇高价值，进一步增强了作为共产党员的责任感与使

命感。

（三）课程教学

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情况如下：



法学专业

课程名称 教师姓名 专业技术职称 学分

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 丁鹏、杜建明 教授、副教授 1

法理学专题 程延军、萨其荣桂 副教授、副教授 2

宪法学专题 赵珺瑛、周珩 副教授、副教授 2

民法学专题 刘银良、祝只舟 教授、副教授 3

刑法学专题 龙长海、张秀玲 教授、副教授 3

法学专业（党内法规方向）

课程名称 教师姓名 专业技术职称 学分

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 丁鹏、杜建明 教授、副教授 1

法理学专题 程延军、萨其荣桂 副教授、副教授 3

宪法学专题 赵珺瑛、周珩 副教授、副教授 2

政治学专题 任维德、孙凯民 教授、教授 2

党的建设专题 孙凯民、张力均 教授、副教授 3

党章专题 傅锁根、陈智 教授、教授 1

党内法规理论专题 周珩、昌永岗 副教授、讲师 2

法学方法与论文写作 萨其荣桂、戴双喜 副教授、副教授 2

本学位点以建设高水平研究生课程体系为目标，课程设置注重

基础性、前沿性。注重对学生问题意识、研究方法以及实践能力的

训练。根据学科发展的前沿动态方向和社会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需

求，定期修订和完善法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优化课程体系。鼓



励教师不断改革课程教学模式，创新课程教学方法和手段，推进研

讨式教学、案例式教学等方法的应用，全面提升研究生学术创新能

力。

建立并不断完善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建立学位点负责人、教

学督导听课制度，学生评教反馈、导师培训、业务学习等制度，持

续改进教学质量。

教材选用的基本原则是：新版、权威、适用。教材选用的程序

是：任课教师向教授委员会提出申请，经教授委员会审核确定。凡

是开设有马工程重点教材相应的课程，都要求任课教师将马工程重

点教材作为指定教材优先使用。

（四）导师指导

本学位点建立了严格的硕士研究生导师选聘制度及在岗考核制

度。在导师选聘方面，按照学校的相关要求，每年定期组织符合条

件的教师参与硕士研究生导师遴选。对于新选聘的硕士研究生导师，

要求其参加研究生院组织的导师培训。在导师考核方面，本学位点

严格执行《内蒙古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对

研究生指导教师履行职责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和抽查，综合评议其教

学、科研及研究生培养成果，对于考评不合格的，将限制或减少其

招生名额，直至按有关程序撤销其导师资格。

本学位点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同时成立导师组，

建立协作培养模式。严格执行教育部制定的《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

准则》，坚决落实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的基本要求，坚持

正确思想引领、科学公正参与招生、精心尽力投入指导、正确履行



指导职责、严格遵守学术规范、把关学位论文质量、严格经费使用

管理、构建和谐师生关系。

（五）学术训练

本学位点制定的培养方案中对学生参与学术训练提出了明确要

求。在第一和第二学期，由导师向学生提出文献阅读的基本任务，

研究生须认真阅读导师指定的文献，并根据导师的要求完成文献综

述（或读书报告）。鼓励学生参与导师科研项目，撰写研究报告和

学术论文，支持学生独立进行课题研究。2022 年度共有名研究生申

报获批 5 项校级科研创新项目，资助经费合计 1.5 万元。

（六）学术交流

2022 年本学位点有 4 位研究生参与了武汉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

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山东省法

学会网络法学研究会、鄂尔多斯市北疆生态文明法治研究院等单位

主办的学术活动，提交了会议论文并进行大会发言，锻炼了学术创

新能力。2022 年 12 月，本单位举办《北疆法制大讲堂系列讲座》第

一讲，校内外师生、社会人士约 300 余人参与线上讲座并发言交流。

此外，本学位点与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签订

了合作协议，形成研究生交流的固定机制。

（七）论文质量

为保证学位论文质量，本学位点严格按照《内蒙古大学关于加

强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的若干规定》实行开题答辩、复制比检

测、双盲评审等制度。研究生第四学期进行开题答辩，通过答辩的

学生方可进行论文写作，未达到要求的学生参加第二次开题答辩并

延期毕业。通过查重检测的学生方可参加论文送审，本学位点毕业



论文全部实行校外双盲审制度。论文答辩规范公开，符合本专业学

术评价要求。

针对学位论文抽检结果存在不合格的评价意见的毕业论文，要

求存在“不合格”评价意见学位论文的指导教师对抽检意见进行深

入研究，对照查找问题，认真总结问题根源，明确具体整改措施，

并严格落实《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实施办法》中对

导师的责任追究规定。

（八）质量保证

强化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确保各培养环节和培养主体

落实责任。培养环节设计合理，学制、学分和学术要求切实可行，

明确课程考核、中期考核和论文考核不合格的分流、淘汰机制，对

没有达到考核要求的学生进行学业预警，告知其后果是延期毕业、

不能获得硕士学位甚至退学。

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实行严格的论文复制比检测制

度，按照学校规定，研究生学位论文复制比检测比例应小于 20%，

方可申请论文送审和答辩，论文复制比在 20%~35%之间，经导师和

学院教授委员会审核同意后修改，再次检测复制比降到 20%以下方

可再次送审和答辩，论文复制比大于 35%的研究生直接延期毕业。

实行严格的论文双盲评审制度，只要有一位评审专家认为论文不合

格，该研究生直接延期毕业。

为了强化指导教师责任，保障论文质量，对论文复制比检测超

标、抽检评议出现问题的论文，根据不同情形对该论文指导教师采

取暂停招生资格 2年或取消导师资格等惩戒措施，直至追究学位点

的相关责任。



（九）学风建设

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是研究生从入学到毕业的常规教育内

容。在每年举办的研究生入学教育中，组织新生认真学习《内蒙古

大学研究生手册》《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等规

章制度。论文开题前，组织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的专题讲座，强化

学术诚信教育。同时，把学术道德、学术伦理以及学术规范内化于

导师的日常指导、课程讲授中，提升学生对学术不端行为的防范意

识。目前，未发现研究生有学术不端问题。

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同样是研究生导师的必修课，本学位

点严格执行《内蒙古大学学术不端行为查处实施细则》，明确教师

在学术活动中应当遵守的学术道德要求，坚持预防为主、教育与惩

戒相结合的原则，不断强化教师恪守学术规范和道德的良好品行，

未发现导师有学术不端行为。

（十）管理服务

本学位点配备专职党委副书记 1 人，专职辅导员 1 人，聘任制

助管人员 3 人，专职管理人员与研究生导师、班主任等既分工协作

又密切配合，共同承担研究生管理工作。同时，根据《内蒙古大学

关于研究生课程教学要求》的规定，要求任课教师对所讲授课程的

全部教学环节负责，任课教师如果无故缺课或课程教学不认真、不

负责任，造成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的，将视其情节按教学事故予以

处理，切实维护研究生权益。

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有效的将课堂上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实

践应用能力，达到学用结合、学以致用的效果，本学位点积极联系

相关单位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机会，与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



法院、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内蒙古自

治区党委办公厅等单位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实习基地，满足学生的实

践教学需求。

本学位点也注重充分发挥研究生的主体作用，在学位点党团组

织的指导下，研究生会通过举办活动、社会实践、结对互助等途径，

有效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三自”教育功能，在

学研究生整体满意度在 90%以上。

（十一）就业发展

2022 年本学位点毕业人数为 22人，初次毕业去向落实 8 人，毕

业去向落实率约为 36.36%。其中，7 名同学进入司法机关、金融机

构、企事业单位法务部门或者律师事务所等法律实务单位工作，占

比 87.5%。1名同学考取博士研究生，进入吉林大学法学院攻读博士

学位研究生，占比 12.5%。

从用人单位对本学位点毕业研究生的意见反馈来看，对研究生

的总体印象良好，认为他们专业基础扎实，综合素质较高，能够胜

任所在岗位或单位发展要求；团队合作意识、工作责任意识、工作

适应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和开拓创新能力较强，毕业生职业发展状

况良好。同时，用人单位也提出强化培养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度，加强学生文字功底的培养和训练等建议。

五、服务贡献

（一）科技进步

本学位点充分依托部区合建高校平台这一独特优势，积极与自

治区有关单位沟通联络，主动提供社会服务。先后接受自治区民政



厅、科技厅、自然资源厅及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等单位委托，承担起草论证地方性法规、为疑难复杂案件提供专家

咨询意见、主持地方党内法规实施评估等工作，将法学理论知识与

地方法治实践需求有机结合，为提高地方立法的科学性、司法审判

的公正性提供智力支持，为法治内蒙古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二）经济发展

本学位点深度参与国家和地区法治建设，发挥法学专家智库作

用。多篇研究报告、咨询报告被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内蒙古

自治区纪委监委、自治区政协提案委员会以及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

等单位采纳，为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

（三）文化建设

本学位点在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内蒙古建设中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为依托，积极服务于社会主义法治

文化建设，广泛参与普法宣传活动；通过社会服务，发挥文化传承

创新作用，助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发挥专

家智库作用，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建言献

策；发挥法学专业人才聚集作用，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提供专业解读，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本学位点也被评为全国普

法工作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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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面中学术学位授权点的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

育部 2011年印发、2018年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填写，只

有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的，授权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

家教育委员会 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

目录》填写；专业学位授权点的类别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

部 2011年印发的《专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填写；同时获得博士、硕士

学位授权的学科，授权级别选“博士”。

二、本报告采取写实性描述，能用数据定量描述的，不得定性描述。定量

数据除总量外，尽可能用师均、生均或比例描述。报告中所描述的内容和数据

应确属本学位点，必须真实、准确，有据可查。所填报各项与时间相关的内容

均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

三、本报告中涉及的人员均指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在编人员以及与本单

位签署全职工作合同（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合同尚在有效期内）的专任教师

（含外籍教师），兼职人员如需填写应注明。同一人员原则上不得在不同学术

学位点或不同专业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写。

四、本报告中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励、教学成果奖励

等）应是署名本单位，且同一人员的同一成果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

业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写。引进人员在调入本校之前署名其他单位所获得的成

果不填写、不统计。

五、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一律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处理后编写。

六、本报告文字使用四号宋体，字数不超过 8000字，另附 2022年度培养

方案。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是内蒙古大学重点

建设的学位授权点，先后入选内蒙古大学“211工程”一、二、三期重

点建设学科、教育部“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重点建设学科、

自治区重点建设一流学科建设项目。

2003年获得民族史方向博士学位授权点和民族学、民族史方向

硕士学位授权点。2011年获得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和硕

士学位授权点，2019年获批民族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本学位授权

点涵盖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中国少数民族史、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民族社会学、世界民族研究等六个研究方向。

与国内同类学科相比，内蒙古大学民族学学科聚焦北方地区各民族

历史文化、社会治理与经济建设以及自治区“两个基地”“两个屏

障”“一个桥头堡”等相关研究领域，尤其在北方地区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民族志研究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和优势。

内蒙古大学民族学学科在全国第五轮学科评议中取得了 B+的

成绩，民族学专业和社会学专业成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获批民族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完善了人才培养与筹备体系。学位

点支撑平台有中央四部委联合设立的内蒙古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国家民委“一带一路”国别研究中心、自治区

四委厅联合设立的内蒙古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自治

区重点研究基地——“蒙古国研究中心”和自治区协同创新中心

——“蒙古及北方多民族文化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自治区级爱

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呼和浩特市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内蒙

古大学民族博物馆等。



学位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立

德树人，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

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为一体，为祖国北疆实现高质量

发展、促进各民族大团结和“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作

出重要贡献。

二、目标与标准

（一）培养目标

学位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社

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面向北方民族地区，符

合国家和民族地区需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立德树人，培

养具有社会责任感、人文精神、科学理念和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智力支撑的创新型人才。

该学位点培养的研究生应该达到以下要求：

第一，要求学生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与方法，能够

独立从事民族学调查与研究，独立从事民族学各方向科研教学工作，

也能够胜任相关的社会文化服务或管理工作。

第二，要求学生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遵纪守

法，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和学术修养，具有关怀社会和献身科学的

精神。

第三，要求学生系统掌握民族学专业知识和相关理论，熟悉学

科发展前沿动态，熟练掌握并能运用当代民族学理论与研究方法进

行社会问题研究，熟悉人类学、社会学、史学、经济学、政治学、



法学等相近学科的理论方法，能够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以及实

际工作能力。

第四，要求学生至少熟练掌握一门外语或少数民族语言，具备

听、说、读、写的基本能力。

（二）学位标准

1.获得本学位点博士学位应正确把握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

本国情，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民族政

策为指导，具备系统的民族学专业知识训练，熟悉民族学理论与方

法，深化人类社会民族现象的客观发展规律研究，树立科学民族观，

积极探索和推进民族理论中国化研究。

2.获得本学位点博士学位应热爱祖国、热爱民族学研究，以民族

学专业知识和学术成就服务党和国家民族工作，以科学精神努力探

索，具备观察、认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秉持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民族、宗教、文化领域的法律法

规，尊重田野点各民族风俗习惯。论文写作严谨抄袭、剽窃，严守

学术道德。

3.获得本学位点博士学位应熟练掌握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熟练掌

握学术前沿动态，具备学术鉴别能力、科学研究能力、学术创新能

力、田野调查能力、学术交流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4.民族学学科全日制博士生基本学制为 4年，最长年限为 6年。

硕博连读生的基本学制为 5 年（含硕士阶段 2 年），在职生为 4-6

年。博士生需满足课程学习、学术训练、社会实践及学位论文的要

求方可授予博士学位。在学术训练方面，应参加不低于 10次的前沿

讲座、学术会议、专题报告等学术活动，计入选修课成绩；作为必



要的学术训练，应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与学生学术研究计划相

关的学术论文。在社会实践方面，应根据各研究方向的特点进行实

践，其中民族学方向博士生必须进行 12个月以上的田野调查工作。

在学位论文方面，应通过预审查、预答辩等环节，保证论文质量。

三、基本条件

（一）培养方向

学位点下设民族学、中国少数民族史、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

民族政策、民族社会学、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世界民族研究等六个

研究方向（见表 1）。

表 1 民族学学位点各研究方向及主要研究领域、特色与优势
学科方
向名称

主要研究领域、特色与优势

民族学

（1）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田野调查为主要研究方

法，主要进行北方各少数民族在文化、社会、经济、精神等各方面

交往、交流与交融的实证研究；

（2）研究北方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现状以及所存在的问题；

（3）研究北方民族地区的口承传统、民间文学、民间艺术等各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

（4）研究北方民族地区干旱地带的生态环境与生计关系，着重关注

北方草原牧区少数民族生活环境与生计模式的相互适应关系。

中国少数民族史

（1）研究历史上蒙古各部族的迁徙和融合、近代内蒙古的形成和发

展、近代以来蒙古民族和内蒙古地区的民主运动以及蒙古高原历史

地理等内容；

（2）研究北方民族文化史，包括历史文献、风俗习惯等精神文化发

展史和衣食住行等物质文化发展史，也包括蒙古族与汉、满、藏等

相邻民族之间的文化互动关系；

（3）当代内蒙古地区社会、政治、民族及文化等方面发展变迁的历

史和现状研究。

马克思主义民族

理论与民族政策

（1）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研究我国现代化进程

中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2）立足北方民族地区，通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角，研究北方

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牧区现代化、边疆地区社会治理

与文化繁荣发展等问题；

（3）开展理论与实践研究，为祖国北疆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各民



族大团结和“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作出重要贡献。

民族社会学

（1）民族关系与社会变迁：主要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对北方民族

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状况和民族地区社会结构与文化模式变迁

进行研究；

（2）生态环境与社会发展：主要将北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等发

展的重要问题与生态资源与环境保护联系起来，探讨民族地区可持

续发展的路径；

（3）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主要对乡村振兴和农村牧区现代化、城

镇化和工业化、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等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

问题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

中国少数民族经

济

（1）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实践与理论问题；

（2）研究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内蒙古少数民族贫困地

区可持续发展、内蒙古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及其优化问题等；

（3）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牧区经济发展模式与策略；

（4）研究中蒙俄经济合作现状及前景,包括中蒙跨境旅游合作、国际

贸易以及蒙古国草原畜牧业、矿产开发等其它前沿问题研究；

（5）研究蒙古族、鄂温克族等北方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史、经济制度

史。

世界民族研究

（1）蒙古国政治、外交研究，蒙古国国家体制、政党及政党思想、

价值观演变轨迹以及蒙古的外交政策、对华影响等；

（2）蒙古国经济贸易、“一带一路”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中的理论

和实践问题；

（3）聚焦蒙古社会思潮中影响大众的文学作品及其对我国可能产生

的影响；

（4）蒙古国社会文化研究，对蒙古国社会热点、重点问题进行动态

跟踪研究。

（二）师资队伍

柔性引进 1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和 2名“长江学者”做资

深教授；2021年续签聘用奥地利籍学术带头人 1名；2022年引进了

骏马计划 B1岗 1名，“青年英才”1名，学术骨干教师 2名。2022年

新增教授 3名、副教授 3名、3名硕士研究生导师。民族学学位点专

任教师 60人，其中教授 20人（33.3%）、副教授 20人（33.3%）、

讲师 20 人（33.3%），现有民族学学科师资队伍中博士比例达到

94.9%。



学位点师资队伍中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1人、

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人、“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

学领军人才 1人、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1人、国家百千万人

才工程人选 2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人、中宣部宣传思想文

化青年英才 1人。拥有教育部创新团队 1个，自治区“草原英才”创

新团队 1个。

（三）科学研究

学位点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北方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研究、北疆安全屏障机制建设研究、流动公共服务与边疆民族地

区社会治理研究、北方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草原牧区生

态文明建设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2022年度获批的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专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北部边疆安全建设

机制研究”，承担《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内蒙古卷》编

纂工作，深入挖掘与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重要论述以及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内蒙古提出的“守望相助”的话语

体系的理论依据、基本内涵和实践路径，挖掘内蒙古民族团结成功

经验，优化内蒙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2022年出版的

专著有《守望相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丛书（三册，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22）、《语同音·书同文·人同心——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知识普及宣传手册》（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22）、《改

革开放以来北方牧区政策及其效应研究》（人民出版社，2022）等；

学术论文有“内蒙古牧区多民族乡村社区互嵌研究——以罕乌拉嘎

查为例”（《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2-3）、“中华民族共同体建

设语境下的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历程考察”（《中华民族共同体研



究》，2022-6）、“民俗文化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中华

民族共同体研究》，2022-6）、“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战国时期内

蒙古地区各民族的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2022-3）、“尽忠报

国：宋朝一位蕃官的仕宦与文化认同”（《西北民族研究》，2022-5）、

“康熙年间附牧于察哈尔扎萨克旗的喀尔喀部众及其归宿”（《中国

边疆史地研究》，2022-4）、“论长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促进

与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2022-1）等；高水平理论文章有“深

刻把握二十大会议精神，高校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内蒙古日报》，2022年 11月 28日）、“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

系——访内蒙古大学党委书记刘志彧代表”（《光明日报》，2022

年 10月 20日）、“刘志彧代表：坚持党的领导 发挥‘最大优势’”（《人

民日报客户端内蒙古频道》，2022年 10月 23日）、“建设让党放心

人民满意的一流大学”（《内蒙古日报》，2022年 10月 19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中国民族报》，

2022年 4月 6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中

国民族报》，2022年 1月 4日）等。新立项的科研项目包括国家社

科基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项重大项目 1项、国家社科

基金重点项目 1项、国家部委项目 1项、自治区民委铸牢专项 1项

等。

（四）教学科研支撑

学位点支撑平台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于2020年获批中央统

战部、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国家民委四部委联合设立的国家级首

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2021年 8月，中心又被

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党委宣传部、教育厅、民委联合命名为内蒙古



自治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学位点不断加强自治区

重点研究基地——“蒙古国研究中心 ”和自治区协同创新中心

——“蒙古及北方多民族文化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建立“蒙

古国国情数据库”，为党和政府外交政策提供咨询服务。2020年，蒙

古国国情研究中心成功入选国家民委“一带一路”国别研究中心。

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整体改造工程项目顺利进行，作为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支撑平台、自治区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呼和浩特市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始终注重体现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通过提升，发挥了更大的社会服务作用。

2021-2022年，投入 200万元，与内蒙古安达文化传媒等数字文化旅

游领域专业机构合作建设北方民族历史文化信息平台（文创中心），

开展内蒙古文化旅游资源挖掘、数字化处理、文旅产品研发、产业

体系化咨询服务等方面工作。建设内蒙古文化旅游资源服务平台，

“红色旅游在线服务平台”已基本建成。开展“中国北方民族地区社会

文化数据库建设项目”工作。在呼和浩特市舍必崖村、鄂温克旗、鄂

托克旗、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医院等

地建立大学生实习实践基地 6个。

（五）奖助体系

内蒙古大学具有完备的研究生奖助体系及其管理制度，同时学

位点制定了研究生奖助学金实施细则，按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实施评奖评助。研究生奖助体系由研究生奖学金、助学金两部分组

成。研究生奖学金包括国家奖学金、自治区奖学金、学业奖学金、

乌可力奖学金、校长励学奖学金、笹川良一奖学金、光华奖学金、

丸山奖学金等奖项（覆盖率达到 40%）；研究生助学金包括国家助



学金（全日制博士生覆盖率达 100%）、“三助”（助研、助教、助管）

岗位和国家助学贷款等。本学位点根据民族学专业的特色，在大额

奖学金的评选过程中设置了答辩环节，而且将把研究生田野调查工

作视为学术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纳入在评审体系中。

四、人才培养

（一）招生选拔

本学位授权点研究生报考人数逐年增加，生源结构不断优化和

多样化。近两年博士研究生报考人数年均为 50人以上，录取人数年

均为 8-10人，录取比例为 20%。除了普通招生考试以外，本学位点

还积极实施“硕士推免生制度”“硕博连读制度”和“申请—考核制度”

等政策，保证了研究生的生源质量。

（二）思政教育

学位点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取得一系列成绩。习近平总书记

在内蒙古大学考察时，包高娃等优秀学生向总书记汇报学习成长情

况，得到总书记亲切勉励。2021-2022年学位点有 2名研究生获得“自

治区优秀毕业生”、2人获得“自治区优秀学生干部”、2人获得“自治

区三好学生”荣誉。

第一，课程思政改革。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成为内蒙古大学首

批课程思政试点示范学院；《民族区域自治法规与民族政策》等 26

门专业课获批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1人在内蒙古大学第一届思政

课程和课程思政教学技能大赛中获二等奖。



第二，社会实践。学生参加社会调研活动，已建立 120个村（嘎

查）4000余户农牧民的案例资料库；学生对区情国情的认识和把握

更加客观具体，爱国主义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得到进一步提升。

第三，意识形态阵地管理。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成为中央

统战部、中央宣传部、国家民委和教育部批准建设的“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举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培训

和学术会议，为国家决策机构提交咨询报告；蒙古国国情研究中心

成为第三批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国家民委第三批“一

带一路”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其提交的“内蒙古大学助力习近平治

国理政思想成功走进蒙古国”案例被评为 2019 CTTI智库最佳实践案

例；往年民族博物馆年均接待参观的各界人士 1万人左右，充分发

挥了作为呼和浩特市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自治区级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和科普教育基地的重要作用。

第四，基层党组织建设。民族学学科教职工党支部被评为校级

“最强党支部”样板支部；党务负责人 2次荣获“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

称号。

第五，思政队伍建设。1个团支部获得自治区优秀团支部荣誉；

1人获得校级“最美教师”荣誉称号；1人获得“三全育人”先进个人荣

誉。“大学生成长工作坊”为 10多名学生进行心理辅导和学业辅导，

开展多次以学业成长为主题的讲座；获批第三批自治区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名师工作室”和内蒙古大学首批立项建设的北疆辅导员工作

室各 1个。

（三）课程教学



本学位点根据教指委的指导方针和民族学学科的专业特色，制

定了目标明确、特色鲜明的民族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

每门课程按照统一模式制定了完善的教学大纲，设置了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教学要求、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等内容。各二级方向的

核心课程教学安排合理，打破了民族学、民族社会学、民族历史、

民族经济等各方向界限，实现了优质课程资源的共享。

在教学管理方面，严格执行内蒙古大学实行两级管理，研究生

院和相关学院分别制定研究生教学管理相关制度和文件。这些制度

在实践中均得到了严格执行。本学位点在任课教师选用方面要求严

格。在教学方式上，本学位点采用课程讲授、案例研讨和专业实习

等多种形式。本学位点的教学档案门类清楚，材料齐全。各种教学

计划有序运行，学时饱满。

为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学校建立了教学

质量、反馈与评估制度。每学期由教务处、研究生院等管理部门进

行研究生教学情况检查，组织督导专家随机听课，评估教学效果，

并将意见及时反馈给任课教师，督促其及时改进教学工作。问卷调

查显示，本学位点博士生对课程设置满意率为 95%，教学质量满意

率为 96%。

此外，本学位点任课教师还积极开展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活动。

近五年，学位点获得自治区教学成果一等奖 1人次、三等奖 1人次，

自治区第七届民族教育优秀成果一等奖 1人次，学校教学成绩奖一

等奖和二等奖各 1人次。

（四）导师指导



依据教育部和学校相关文件精神，本学位点制定了《民族学学

位点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实施细则》，高度重视研究生导师

选聘、培训、考核等环节，不断完善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和提高导

师队伍水平，建立了完善的制度体系，执行严格。在导师的选聘方

面，研究生院设有专门的研究生导师遴选、培训和考核制度，民族

学学科也制定了导师指导研究生的一系列制度。在导师培训方面，

研究生院每年组织针对新聘任研究生导师的培训，这为导师们全面

了解研究生教育的相关政策、明晰自身职责以及工作方法具有重要

意义。在导师考核方面，学位授权点积极鼓励研究生导师在国内外

参加学术会议和访学等相关项目，并将其作为职称评定的资质之一

进行考核。学位授权点还要求研究生指导教师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以

“土而根河”系列讲座的形式开展学术讲座，并将其纳入年终绩效考

核。

（五）学术训练

学位授权点发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蒙古

国研究中心、民族博物馆等平台优势，努力营造严谨治学、刻苦钻

研、勇于创新、善于思考的人才培养学术氛围和环境，注重培养研

究生自我钻研和独立开展科研工作的能力。学位点鼓励学生在学期

间发表学术论文，并将其纳入评奖评优、博士生“申请—考核”和“硕

博连读”考核体系。“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获奖 2人次；研

究生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6篇。2022年有 2篇博士论文被评为自治

区级优秀博士论文。2022年本科生获批自治区“挑战杯”大赛三等奖

2项。

（六）学术交流



民族学学科有良好的学术交流传统，每年为研究生和相关研究

人员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做多场学术报告。主办国内、国际学术会议

10次。本学位点还与英国剑桥大学、蒙古国国立大学、日本国立民

族学博物馆、德国波恩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

兰州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国内外院校机构建立密切的学术交流关

系。另外，本学位点还积极鼓励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要求在读博

士生、硕士生每年至少参加一次学术会议。对于博士研究生参加学

术会议，本学位点给予适当资助。

派遣博士生和硕士生赴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蒙

古国等国家开展海外田野工作，撰写海外民族志。

（七）论文质量

本学位点学位论文的质量监控以制度化程序严格把关，通过平

常的论文指导、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中期检查、论文重复率检查、

论文匿名评审、论文答辩等环节，对论文进行严格审查，保证了学

位论文的质量，杜绝了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有 2篇论文获得自治

区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励。

（八）质量保证

本学位点在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制定了详尽的有关学位论文

开题、中期考核、学术活动、实践环节的规定，实施未达到培养要

求的博士研究生的分流和淘汰制度。

在课程学习和教学实践环节上，学位点进行成绩考核。如有专

业学位课补考一门后仍不及格、两门以上专业学位课不及格，未能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达到发表论文要求者，按照研究生院相关规定



进行分流淘汰。在学位论文环节方面，本学位点对申请博士学位论

文进行预答辩、预审核等环节，保障论文质量的提升。

（九）学风建设

内蒙古大学研究生院制定了专门的学术道德及学术规范管理条

例，对学术不端行为进行处罚。民族学学位点也非常重视学风教育，

每年 9月份开学之际由资深教授对研究生进行入学教育，系统讲述

民族学研究伦理和田野调查伦理知识，以及硕士生、博士生学习和

研究规划制定方法。此外，本学位点还结合教育部、教育厅关于落

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各类指导意见，组织导师和研究生学

习、贯彻和落实研究生导师教书育人的各种责任、义务和研究生权

益保障内容。本学位点坚持对问题论文零容忍原则，实施论文指导

终身追责制度，每年对研究生毕业论文进行定期抽查。近年来，本

学位点研究生和导师没有发生过违背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的行为。

（十）管理服务

在管理机构方面，内蒙古大学研究生院管理规范、治学态度严

谨，从招生计划、学籍管理、教学运行、实践教学、学术交流到论

文选题、论文答辩及学位授予，均制定和完善了相关的规章制度。

本学位点依托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研究生教学指导委员会进行日

常运作，配备教学秘书 1名。

在学生服务方面，研究生院为保护研究生合法权益，制定了各

项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此外，研究生院还通过研究生入学教育等

多种方式对研究生宣传，保证研究生免遭不公平待遇，创造了平等、

自由的学习环境。本学位点设有 1名专职研究生辅导员从事研究生



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生日常管理、就业指导、心理健康以及学生党

团建设等方面的工作。

（十一）就业发展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就业率 62.5%，2022 年硕士研究生就业率

33.33%，2021-2022年博士研究生就业率均达到 100%。从就业去向

来看，硕士研究生的就业去向整体上集中在考博（升学）、出国深

造、参加公务员考试、参加选调生考试、参加事业单位考试、银行

就职、企业就职、地方创业等形式。博士研究生的就业去向则为高

校和科研院所，2021、2022 年博士毕业生 100%就业于高校和社会

科学研究机构。

五、服务贡献

（一）科技进步

2020～2022年，学位点研究成果被自治区各委、办、厅、局和

盟市党委、政府采纳的咨询报告 53篇。《警惕我区边境“空心化”风

险，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被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军

区领导做肯定性批示并采纳；《关于民族领域法律法规问题的研究

报告》，被全国政协民族与宗教委员会采纳；《蒙古总统访华亮点

及中蒙战略对接新成果》被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采纳。

蒙古国国情研究中心整合全校蒙古学研究资源和力量，围绕蒙

古国经济、政治、外交、宗教、语言文学、历史文化、新闻传媒以

及中蒙关系、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等领域开展研究，为国家和自治

区党委、政府决策和外交关系话语权提供科学依据和智力支撑。为

庆祝中蒙建交 70周年，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蒙古国外交部、

中国外文局、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主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一卷）》和《摆脱贫困》西里尔蒙古文版首发式暨中蒙治国理政研

讨会中，承担了中蒙治国理政研讨会，组织完成中蒙合作“生态文明

建设”、“脱贫攻坚”课题研究。

（二）经济发展

学位点始终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以服务国家战略为主要任

务，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为依托，不断凝聚学科

力量，发挥学科优势，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服务国际交流和服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开展行业人才

培养培训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影响深远的社会服务。

充分发挥智库作用。学位点教师所提交的咨询报告分别被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自治区政府及职能部门采纳，另有 1篇

咨询报告被国务院参事室通讯收录，积极为政策法规和战略规划制

定建言献策；组织“中国北方民族地区社会调查资料库”等社会调查

项目的实施以及相关数据库的建立建设，为地方政府在有关北方民

族地区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相关决策提供了坚实的数

据支撑，提高了民族学学科的决策服务和成果转化能力。

（三）文化建设

学位点一直与英国剑桥大学、德国波恩大学、美国印第安纳大

学、蒙古国立大学、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等国际知名高校和科研

机构保持良好学术交流与合作。举办国际国内重要会议论坛十余场，

助力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成功走进蒙古国，与蒙古国联合开展“燕然

山铭摩崖与相关遗迹调查”并取得重要研究成果。2021年蒙古国研究

中心申报的《助力习近平思想成功走进蒙古国》已入选中国教育国

际交流协会《“一带一路”教育国际交流优秀案例》。



对接地方文化旅游产业，红色旅游数字平台建设投入使用。牵

头对接自治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工作，推动文化产业化试点工作及

文化旅游产业链服务的开展，增进了国际间的互信互荐互赏，促进

了国际国内以及各民族和地区的文化交流与合作，铸牢了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传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内蒙古红色旅

游文化和地方民族文化，提升了地方文化知名度和影响力，推动了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与文化产业、教育事业等的发展。

六、培养方案

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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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一、封面中学术学位授权点的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

育部 2011 年印发、2018 年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填写，只

有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的，授权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

家教育委员会 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

目录》填写；专业学位授权点的类别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

部 2011年印发的《专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填写；同时获得博士、硕士

学位授权的学科，授权级别选“博士”。

二、本报告采取写实性描述，能用数据定量描述的，不得定性描述。定量

数据除总量外，尽可能用师均、生均或比例描述。报告中所描述的内容和数据

应确属本学位点，必须真实、准确，有据可查。所填报各项与时间相关的内容

均截至 2022 年 12月 31 日。

三、本报告中涉及的人员均指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在编人员以及与本单

位签署全职工作合同（截至 2022年 12 月 31日合同尚在有效期内）的专任教师

（含外籍教师），兼职人员如需填写应注明。同一人员原则上不得在不同学术

学位点或不同专业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写。

四、本报告中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励、教学成果奖励

等）应是署名本单位，且同一人员的同一成果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

业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写。引进人员在调入本校之前署名其他单位所获得的成

果不填写、不统计。

五、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一律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处理后编写。

六、本报告文字使用四号宋体，字数不超过 8000字，另附 2022年度培养

方案。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育理念指导下，本学位点培养

了大量德才兼备的高素质社会主义法治人才。本学位点2005年获批，

是内蒙古自治区最早获批的法律硕士学位授权点。经过17年的发展，

现已成为内蒙古自治区高素质法律人才的培养基地和法学学术研究

中心。2019 年法学专业获评成为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同年，设立由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教育厅和学校合作共建的内蒙古

大学党内法规研究教育中心，并于 2020 年开始招收该专业方向硕士

研究生。2021 年 3月由自治区纪委监委和内蒙古大学共同筹建成立

内蒙古大学监察官培训学院。2021 年 9月开始招收法律硕士法律（法

学）专业纪检监察方向研究生。经过长期建设与积累，在自然资源

保护、开发与利用、民间文学艺术传承与发展、中蒙俄国别研究、

北方少数民族法律史料挖掘整理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治

保障等领域形成了优势特色，逐渐凝练为理论法学、民商事法、刑

事法、宪法与行政法、国际法和纪检监察六个研究方向，为各级各

类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法务部门及律师事务所等法律服务单位培

养了大批政治立场坚定、职业品格高尚的高素质创新型法治人才。

此外，本学位点为内蒙古自治区各高校法学专业建设作出了重大贡

献，自治区范围内超过 60%的法学专任教师毕业于本学位点，并逐渐

成长为骨干教师，对内蒙古自治区的法学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目标与标准

（一）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是以满足国家及区域法治建设人才需求为导向，为法

律服务行业和立法、司法、行政执法、企事业单位法律事务等领域

培养具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德法兼修的高

层次、复合型、应用型法律人才。具体包括以下方面：（1）以习近

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有社会责

任感，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高尚的职业操守；（2）树立社会主义

法治理念，掌握法学基本原理，具备从事法律职业所要求的法律知

识、法律思维、法律语言、法律方法、法律职业技术、法律职业伦

理和操守等素养；（3）能够综合运用法律和相关岗位所需的其他专

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法律职业实务工作的能力，具备特定法律职

业任职资格；（4）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阅读专业外语资料。

（二）学位标准

法律硕士的学位标准须符合以下两方面的要求：

1.思想政治素质

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等基本理论，具有坚

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热爱祖国，遵

纪守法，品行端正，学风严谨，身心健康；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奉

献精神，积极为法治中国建设服务。

2.能力水平考核要求

本学位点能力水平考核要求具体体现为以下六个方面：（1）全

面掌握法律专业知识；（2）能够运用法律思维分析和解决法律实务

问题；（3）熟练运用法律方法，具备在具体案件中进行法律推理的



能力；（4）掌握诉讼主要程序，熟练从事法律事务代理和辩护业务；

（5）熟练从事非诉讼法律实务以及相关事务的组织和管理工作；（6）

熟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作法律文书、从事法律实务工作，掌

握一门外国语。

3.培养过程审核标准

法律硕士法律（法学）课程总学分为 56 学分，法律硕士法律（非

法学）课程总学分为 75 学分，法律硕士法律（法学）专业纪检监察

方向总学分 55学分，均包括公共必修课、公共选修课、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实践教学与训练 5大类。

各研究方向研究生应当在开题之前做选题报告，学位论文选题

报告情况纳入研究生中期考核。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根据培养方案要求，与导师一同制订

专业实习计划，列出专业实习的具体内容，在本学位点统一组织下，

按照可供选择的五种实习方式择其一进行专业实习，时间不少于 6

个月，在第二学年完成。专业实习结束后需提交《内蒙古大学全日

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考核登记表》，完成 1 篇不少于 5000

字的专业实践总结报告，并在本专业（职业）领域内进行交流。

4.学位论文要求

法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论文

内容应当着眼实际问题、面向法律事务，重在反映学生运用所学知

识综合解决法律实务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能力。

论文开题前须提交书面开题报告，开题报告的内容包含选题意

义、研究现状综述、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拟解决的关键问题、论

文的基本内容、论文工作计划与时间安排等，并应有与该选题有关



的参考文献。具体要求和写作规范参见《内蒙古大学法学院硕士学

位论文开题、写作与答辩规范》。学位论文具体开题工作由各专业

方向研究生导师组承担，开题通过后方可进行论文撰写。

法律硕士学位论文应以法律实务研究为主要内容，提倡采用案

例分析、研究报告、专项调查等形式，由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以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独立完成，字数不少于 2 万字。论文需要经过学校

的查重检测、外审双盲评阅（外审评阅三位专家中至少有一名法律

实务部门专家）合格后，通过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五名组成人员

中至少有一名法律实务部门专家）。

三、基本条件

（一）培养领域及特色

本学位点设理论法学、宪法与行政法原理与实务、刑事法原理

与实务、民商事法原理与实务、国际法原理与实务及纪检监察原理

与实务六个培养领域。

1.理论法学

本研究领域涵盖法学理论和法律史两个研究领域。法学理论包

括法理学、法社会学和比较法的内容，重点研究法律在国家与社会

治理中的运行模式和实效，为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为研究生毕业后从事立法、司法、执法以及法律服务等工作奠定理

论基础。法律史包括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北方少数

民族法制史以及外国法制史和西方法律思想史内容，通过对中国和

外国各历史时期法律制度的变迁、各历史时期重要人物的法律思想

梳理，揭示中外法律制度演变的一般规律和可供借鉴经验。在少数



民族法律古籍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蒙古族法制史研究、比较法视野

下汉蒙藏族法律文化的交流交融史及游牧社会法理研究方面具有特

色和优势。具有特色和优势。比较法视野下汉蒙藏族法律文化的交

流交融史及游牧社会法理研究方面具有特色和优势。

2.宪法与行政法原理与实务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包括宪法学、行政法学与行政诉讼法学两个

研究领域，主要研究宪法学、行政法学在新时代面临的新问题。以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立足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结合内蒙古自治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

程，以及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中的法学

理论和实践课题，重点研究民族区域自治地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法治保障路径、党规与国法的衔接协调、草原生态保护及补偿

等问题，形成了《各族人民当家作主——内蒙古政治建设七十年》

《法治内蒙古建设的重点与难点研究》《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矿产资

源开发生态补偿研究》等一系列兼具理论与实践价值的代表性成果。

3.刑事法原理与实务

刑事法原理与实务领域涵盖刑法、犯罪学和刑事诉讼法学的基

本内容，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犯罪构成理论、罪过理论、无期徒刑、

个人信息犯罪、极端主义犯罪、证据法基本问题、破坏草原生态案

件刑事司法制度等方面，形成了理论研究与实务研究并重，实体法

研究与程序法研究交叉融合发展的特色优势。

4.民商事法原理与实务

本研究领域包括民法、商法、知识产权法和民事诉讼法，主要

研究领域涵盖上述方向涉及到的财产法律制度。民法领域主要研究



自然资源权属与保护问题，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土地统一经营、

草原权属与草原资源利用与保护、矿业权与矿产资源管理研究方面

特色明显。知识产权领域以商标权和著作权为主要研究内容，在网

络版权与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保护传承方面形成一定特色。本学科的

研究以乡村振兴战略、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等重大国家战略的实施需

求为指引，以国家和自治区社科课题为依托，突出问题意识，运用

案例分析和社会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展开研究，力求发现社会现实

中的重大问题并从理论和实务层面提出解决的对策建议。

5.国际法原理与实务

本研究领域主要聚焦于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制度以及中蒙俄区域

合作的法律问题两个方面。在世界贸易组织法领域，主要研究贸易

与环境、贸易与国家安全的关系等问题，出版了环境贸易措施与世

界贸易组织规则的专著，发表了若干相关学术论文，承担了以贸易

与国家安全关系问题为主题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以环境与贸

易关系为主题的国家社科基金西部课题；在中蒙俄区域合作法律问

题研究方面，聚焦中国与蒙古国经济合作中的法律问题，出版了中

蒙经济合作法律问题的著作，还承担了以中蒙经济合作中的法律问

题研究为主题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6.纪检监察原理与实务

纪检监察学是围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理论、制度和实践

问题所形成的新兴学科，其研究领域既包括党内监督，也包括国家

监察。本研究方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以夯实纪检监察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建

设发展基础，凸显纪检监察学鲜明的中国特色为目标。为此，着重



研究纪检监察学学科体系、理论范畴、运行规律、制度规范等基础

性问题；同时，解决纪检监察实践中的“法法衔接”和“纪法贯通”

问题，从而形成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具有直接实践指导意义的研究

成果。

（二）师资队伍

1.师资队伍能够满足法律硕士培养要求

本学位点现有专任教师 51人，均具有主讲教师资格，其中教授

12人，副教授 24人，讲师 15 人，高级职称教师占 70.58%；教师中

35 岁及以下的 3 人，36 至 45 岁的教师 18 人，46 至 55 岁的教师 21

人，45 岁及以下的教师占 41.18%；具有外校学缘的教师 43 人，占

84.31%；教师中有研究生学位的教师 47人，占 92.16%，其中有博士

学位的 39人，占 76.47%；现有博士生导师 3人，专业学位研究生指

导教师 42人。师资队伍能够满足法律硕士培养的需要。

2.“双师型”教师承担法律硕士的主要课程

本学位点有“双师型”教师（教师资格和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

格）有 37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75.51%，除一些理论法学课程外，

“双师型”教师承担了法律硕士的大部分课程。尤其是案例研习、

模拟审判训练、法律谈判、部门法实务等课程均安排“双师型”教

师作为任课教师。同时，鼓励任课教师与法律实务部门教师合作授

课，组织学生研讨交流。

3.行业教师在法律硕士培养中发挥重要作用

本学位点与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有紧密的

共建关系，分别共建了自治区级法律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和国

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与自治区律师协会和相关律师事务



所有良好的合作关系。目前学院聘任的法官、检察官、律师、立法

机关、行政执法机关、企业法务部门的实践导师 64人，主要与专任

教师共同承担法律职业伦理、案例研习、模拟法庭训练等实务课程

的教学工作。还承担实务性专题讲座以及法律硕士学位论文指导、

评阅及答辩工作。实务部门专家在法律硕士培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表 1：本学位点专任教师研究方向分布统计表

研究领域
教师数

合计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博士 博导 硕导

理论法学 8 1 4 3 8 1 7

宪法、行政法原理与实务 7 2 4 1 5 0 7

刑事法原理与实务 9 4 4 1 8 1 8

民商事法原理与实务 15 4 9 2 11 0 15

国际法原理与实务 12 1 3 8 7 1 5

合计 51 12 24 15 39 3 42

（三）科学研究

1.主要应用性科研成果或科研项目

2022 年度本学位点教师共承担科研项目 16 项，科研总经费

318.65 万元，师均科研经费 6.25 万元。其中，纵向科研项目 10项，

总经费 193 万元，占比 60.5%。横向科研项目 6 项，总经费 125.65

万元，占比 39.5%。

自本学位点设立至今，本学位点教师承担包括《国家治理背景

下内蒙古草原牧区项目化治理的转型研究》《三权分置背景下集体

土地所有权实现的法律问题研究》《农地“三权分置”背景下建设

现代草原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研究》《我国法律制度的自然演化与理



性建构的法社会学研究》国家级课题共 13项，承担司法部、教育部、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内蒙古自治区社科规划项目、内蒙古自治区

社科联项目、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等省部级课题共 92项，承担内蒙

古自治区土地调查规划院、内蒙古自治区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内蒙

古自治区民政厅等委托项目共 26项。

2.学术论文

2022 年本学位点专任教师在《政法论坛》《中国人口•资源与环

境》《刑事法评论》《内蒙古大学学报》《山东行政学院学报》等

国内外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发表 10篇论文。自本学位点设立至今，

国内外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共 379 篇，其中刊载于核心期

刊论文共 92 篇，占比 24.3%。

3.著作

2022 年本学位点专任教师出版著作 4部。自本学位点设立至今，

学位点专任教师共出版著作共 76 部，其中学术专著 35部，占比 46%，

编著、译著、工具书等共 41部，占比 54%。

4. 获奖情况

自本学位点设立至今，本学位点专任教师研究成果省部级获奖

共 54项，其中，《论破坏草原生态案件刑事程序运行》《草原生态

保护法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几点完善建议》分别荣获第七届“中

国·民族区域法治论坛”一等奖、二等奖。

（四）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位点拥有教育部首批确认的国家“西部基层卓越法律人才”

教育培养基地、内蒙古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民族

自治地方法制建设与社会发展研究基地”，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



察院共建国家级“法学专业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与自治区

高级人民法院共建“法律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与自治区党

委办公厅、教育厅和内蒙古大学合作共建“内蒙古大学党内法规研

究教育中心”、与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共建内蒙古大学监察官培

训学院。以上联合培养基地建设，有力支撑了研究生的案例教学和

实践教学。

此外，本学位点建有规范的模拟法庭、司法检验实验室，为法

律诊所教学提供了必要的用房和设备。其中，司法检验实验室占地

270平方米，有 75台（套）价值 270万的实验设备。上述实践教学

场所及软硬件设施为研究生的案例教学和实践教学提供了有力保

障。

本学位点所在单位图书馆是省级中心馆，法学类中英文图书文

献资料共计 14余万册，中文期刊 108种，涵盖国内公开出版的主要

法学期刊；购买中国法学教学案例全库、北大法宝-中国法律资源总

库、北京法意等中文数据库 11个，外文数据库 9个。上述图书资料

平台为法律硕士培养提供了有力的教学科研支撑。

（五）奖助体系

研究生奖助体系由《内蒙古大学奖助学金工作条例》《内蒙古

大学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自治区奖学金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制度规范予以规定，学院设立奖

助学金评定委员会对奖助学金评选及发放予以审定，班级成立奖助

学金评定小组对申请奖助学金的同学进行初步核查。奖学金主要包

括国家奖学金、自治区奖学金、学业奖学金等 10余种，资助水平为

3000 元-20000 元不等，获各种奖学金研究生比例达到 40%以上。助



学金包括绿色通道入学补助、国家助学金、助研、助教、助管岗位

助学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以及特殊困难救助金等，国家助学

金资助水平为每人每年 8000 元，助学金覆盖率 100%。

四、人才培养

（一）招生选拔

为吸引优秀学子报考，保证本学位点研究生生源质量，我们采

取组织线上线下宣讲、赴相关高校走访等多种途径开展招生宣传工

作。2022 年法律硕士专业学生报考人数共计 4220 人，录取 230 人，

录取比例为 5.45%，自治区内生源 70.87%，自治区外生源 29.13%，

生源充足，生源质量较高。

（二）思政教育

本学位点开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等思想政治

理论课。

作为全校课程思政试点示范学院，本学位点研究生专业学位课、

选修课等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习近

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2022 年组织全体

辅导班主任参加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教育厅、共青

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等开展的“青春领航”专题分享会，深入实

施“石榴籽”育人工程，扎实推进青少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教育，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形有感有效。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组织全院师生以不同方式观看大会直播，并

在会后多次组织会议精神的深入学习，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德法兼修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本学位点现有研究生专职辅导员 1 人，班主任 8 人，建立了辅

导员+班主任+研究生导师共同工作模式，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到人

才培养的全过程，聚焦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本学位点建立了党委书记、院长、导师、辅导员、班主任等各

环节人员组成的研究生思政教育工作团队，组织指导研究生开展“永

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等主题教育活动，积极参与模拟法庭剧、

法律文书写作大赛等丰富多彩的专业活动，将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其中，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巩固校园文

化根基。

法律硕士研究生党支部持续深入推进基层党建工作，坚持做好

“三会一课”制度。作为自治区青年普法志愿者总队单位，在支部

党员的带领下，常年承担为中小学、社区、企事业单位的普法宣传

任务，受到广泛好评与赞誉。通过参与本学位点与自治区高级人民

法院的党建融合活动，学生真正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实际司法

活动中的具体运用，真正体会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

到公平正义的崇高价值，进一步增强了作为共产党员的责任感与使

命感。

（三）课程教学

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情况如下：

法律（非法学）专业

课程名称 教师姓名 专业技术职称 学分

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 丁鹏、杜建明 正高级、副高级 1

法律职业伦理
专任教师、法官、检察官、

律师、公证员等
正高级等 2



法理学 程延军、萨其荣桂 副高级、副高级 2

中国法制史 那仁朝格图、王旭 正高级、副高级 2

宪法学 赵珺瑛、周珩 副高级、副高级 2

民法学 刘银良、祝只舟 正高级、正高级 4

刑法学 龙长海、张秀玲 正高级、副高级 4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丁鹏、程建 正高级、副高级 2

民事诉讼法学 高芙蓉、付冬梅 副高级、副高级 2

刑事诉讼法学 周宝峰、塔娜 正高级、正高级 2

国际法学 鄂晓梅、牛文军 正高级、副高级 2

经济法学 青格勒图、马建霞 副高级、中级 2

法律（法学）专业

课程名称 教师姓名 专业技术职称 学分

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 丁鹏、杜建明 正高级、副高级 1

法律职业伦理
专任教师、法官、检察官、

律师、公证员等
正高级等 2

民法与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 祝只舟、高芙蓉 正高级、副高级 4

刑法与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 龙长海、塔娜 正高级、正高级 4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原理与实务 程建、戴双喜 副高级、副高级 2

法律（法学）专业（纪检监察方向）

课程名称 教师姓名 专业技术职称 学分

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 丁鹏、杜建明 正高级、副高级 1

纪检监察学导论 赵力 中级 1

监察法专题 塔娜、周珩 正高级、副高级 2

党规党法导引 赵珺瑛、杜建明 副高级、副高级 2



政治监督专题
孙凯民、

纪检监察实务专家
正高级等 2

审查调查原理 塔娜、纪检监察实务专家 正高级等 2

纪检监察案件审理原理 邢娜、张秀玲 副高级、副高级 2

宪法专题 周珩、戴双喜 副高级、副高级 2

刑法与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 龙长海、周宝峰 正高级、正高级 4

本学位点以建设高水平研究生课程体系为目标，课程设置注重

基础性、前沿性。注重学生职业伦理和法律思维的培养，强化实践

能力的提升。根据学科发展的前沿动态方向和社会相关领域的人才

培养需求，定期修订和完善法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优化课程体

系。鼓励教师不断改革课程教学模式，创新课程教学方法和手段，

推进研讨式教学、案例式教学等方法的应用，全面提升研究生实务

操作能力。

建立并不断完善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建立学位点负责人、教

学督导听课制度，学生评教反馈、导师培训、业务学习等制度，持

续改进教学质量。

教材选用的基本原则是：新版、权威、适用。教材选用的程序

是：任课教师向教授委员会提出申请，经教授委员会审核确定。凡

是开设有马工程重点教材相应的课程，都要求任课教师将马工程重

点教材作为指定教材优先使用。

（四）导师指导

法律硕士导师包括校内导师和法律实务部门实践导师，校内导

师是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第一责任人。本学位点建立了严格的校内导

师选聘制度及在岗考核制度。在导师选聘方面，按照学校的相关要



求，每年定期组织符合条件的教师参与硕士研究生导师遴选。对于

新选聘的硕士研究生导师，要求其参加研究生院组织的导师培训。

在导师考核方面，本学位点严格执行《内蒙古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对研究生指导教师履行职责情况进行定期

检查和抽查，综合评议其教学、科研及研究生培养成果，对于考评

不合格的，将限制或减少其招生名额，直至按有关程序撤销其导师

资格。

根据《内蒙古大学法律硕士实践导师遴选基本要求》的规定，

实践导师主要通过法律实务部门组织推荐与学院审核相结合共同选

任，一般应具有高级职务等级、副处级以上司法职务或行政职务，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法律实务经验。

本学位点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同时成立导师组，

建立协作培养模式。严格执行教育部制定的《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

准则》，认真落实研究生双导师制相关要求，坚持正确思想引领、

科学公正参与招生、精心尽力投入指导、正确履行指导职责、严格

遵守学术规范、把关学位论文质量、严格经费使用管理、构建和谐

师生关系。

（五）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的重点是提升法律硕士研究生的实践能力。针对法律

硕士的培养要求，本学位点制定了五项优化专业学位研究生参与实

践教学的相关措施：一是设置方向性实务课程，开设行政、刑事和

民商事案例研习课，系统培养学生解决具体法律实务的能力；二是

注重实践课程建设，法律诊所课程与自治区法律援助中心合作，为

学生在学校学习期间提供参与法律援助的机会，同时通过实践课程



培养学生掌握法律文书写作技能，锻炼沟通表达能力；三是充分发

挥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作用，进一步拓展学生参与实践教学的方式

和途径；四是注重发挥行业导师的作用，通过行业导师参与实践课

程建设、案例研习和实务课教学，提升行业导师在培养学生实践能

力方面的作用；五是加大集中实习的安排与考核力度，要求法律硕

士研究生校内导师和行业导师共同制订专业实习计划，明确专业实

习的具体内容，时间不少于 6 个月。专业实习结束后组织考核小组

根据研究生的专业实习工作量、综合表现及实习单位的反馈意见等

评定成绩。本学位点实践教学经费支持到位，2022 年度共有三十余

名行业导师参与人才培养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六）学术交流

2021 年本学位点研究生积极参与导师科研项目及相关学术交

流，并通过申请参加《内蒙古大学自治区级和校级研究生科研创新

项目》《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创新能力提升项目-国际交流项目》等途

径，进一步扩大学术交流范围。

（七）论文质量

本学位点论文注重强化应用导向，要求法律硕士学位论文应以

法律实务研究为主要内容，提倡采用案例分析、研究报告、专项调

查等形式。为保证学位论文质量，本学位点严格按照《内蒙古大学

关于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的若干规定》实行开题答辩、复

制比检测、双盲评审等制度。研究生按照培养方案要求时间进行开

题答辩，通过答辩的学生方可进行论文写作，未达到要求的学生参

加第二次开题答辩并延期毕业。通过查重检测的学生方可参加论文

送审，本学位点毕业论文全部实行校外双盲审制度，论文答辩规范



公开，符合本专业学位评价要求。行业导师积极参与本学位点毕业

论文指导，学生毕业论文不经过行业导师的指导和同意，不能进行

论文评阅和答辩。学位论文至少应有 1 名法律实务部门的专家参与

评阅；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中，至少有 1 名法律实务部门的专

家。

针对学位论文抽检结果存在不合格的评价意见的毕业论文，要

求存在“不合格”评价意见学位论文的指导教师对抽检意见进行深

入研究，对照查找问题，认真总结问题根源，明确具体整改措施，

并严格落实《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实施办法》中对

导师的责任追究规定。

（八）质量保证

强化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确保各培养环节和培养主体

落实责任。培养环节设计合理，学制、学分和学术要求切实可行，

明确课程考核、中期考核和论文考核不合格的分流、淘汰机制，对

没有达到考核要求的学生进行学业预警，告知其后果是延期毕业、

不能获得硕士学位甚至退学。

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实行严格的论文复制比检测制

度，按照学校规定，研究生学位论文复制比检测比例应小于 20%，

方可申请论文送审和答辩，论文复制比在 20%~35%之间，经导师和

学院教授委员会审核同意才允许修改，再次检测降到 20%以下才能

再次送审和答辩，论文复制比大于 35%的研究生直接延期毕业。实

行严格的论文双盲评审制度，只要有一位评审专家认为论文不合格，

该研究生直接延期毕业。



为了强化指导教师责任，保障论文质量，对论文复制比检测超

标、抽检评议出现问题的论文，根据不同情形对该论文指导教师采

取暂停招生资格 2年或取消导师资格等惩戒措施，直至追究学位点

的相关责任。

（九）学风建设

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是研究生从入学到毕业的常规教育内

容。在每年举办的研究生入学教育中，组织新生认真学习《内蒙古

大学研究生手册》《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等规

章制度。论文开题前，组织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的专题讲座，强化

学术诚信教育。同时，把学术道德、学术伦理以及学术规范内化于

导师的日常指导、课程讲授中，提升学生对学术不端行为的防范意

识。目前，未发现研究生有学术不端问题。

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同样是研究生导师的必修课，本学位

点严格执行《内蒙古大学学术不端行为查处实施细则》，明确教师

在学术活动中应当遵守的学术道德要求，坚持预防为主、教育与惩

戒相结合的原则，不断强化教师恪守学术规范和道德的良好品行，

未发现导师有学术不端行为。

（十）管理服务

本学位点配备专职党委副书记 1 人，专职辅导员 1 人，聘任制

助管人员 3 人，专职管理人员与研究生导师、班主任等既分工协作

又密切配合，共同承担研究生管理工作。同时，根据《内蒙古大学

关于研究生课程教学要求》的规定，要求任课教师对所讲授课程的

全部教学环节负责，任课教师如果无故缺课或课程教学不认真、不



负责任，造成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的，将视其情节按教学事故予以

处理，切实维护研究生权益。

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有效的将课堂上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实

践应用能力，达到学用结合、学以致用的效果，本学位点积极联系

相关单位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机会，与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

法院、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内蒙古自

治区党委办公厅等单位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实习基地，满足学生的实

践教学需求。

本学位点也注重充分发挥研究生的主体作用，在学位点党团组

织的指导下，研究生会通过举办活动、社会实践、结对互助等途径，

有效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三自”教育功能，在

学研究生整体满意度在 90%以上。

（十一）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重视研究生就业工作，党委书记、院长以及教务办、

学工办组成工作专班经常性开展访企拓岗活动，利用出差、调研等

机会对毕业生进行回访，了解人才需求和就业状况。学位点微信公

众号、就业工作微信群等及时发布人才招聘信息和就业报告情况，

建立起人才需求与就业动态反馈机制。

2022年本学位点毕业人数为 170人，毕业去向落实 109人，毕

业去向落实率约为 64.12%。其中，50人进入公、检、法、教育等公

务员、事业编单位就职，占比 45.87%；59人进入国企、私企等企业

法务部门就职，占比 54.13%。有 2名同学考取博士研究生，前往河

海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继续学习深造。



从用人单位对本学位点毕业研究生的意见反馈来看，对研究生

的总体印象良好，认为他们专业基础扎实，综合素质较高，能够胜

任所在岗位或单位发展要求；团队合作意识、工作责任意识、工作

适应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和开拓创新能力较强，毕业生职业发展状

况良好。同时，用人单位也提出强化培养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度，加强学生文字功底的培养和训练等建议。

五、服务贡献

（一）科技进步

本学位点充分依托部区合建高校平台这一独特优势，积极与自

治区有关单位沟通联络，主动提供社会服务。先后接受自治区民政

厅、科技厅、自然资源厅及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等单位委托，承担起草论证地方性法规、为疑难复杂案件提供专家

咨询意见、主持地方党内法规实施评估等工作，将法学理论知识与

地方法治实践需求有机结合，为提高地方立法的科学性、司法审判

的公正性提供智力支持，为法治内蒙古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二）经济发展

本学位点深度参与国家和地区法治建设，发挥法学专家智库作

用。多篇研究报告、咨询报告被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内蒙古

自治区纪委监委、自治区政协提案委员会以及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

等单位采纳，为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

（三）文化建设

本学位点在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内蒙古建设中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为依托，积极服务于社会主义法治



文化建设，广泛参与普法宣传活动；通过社会服务，发挥文化传承

创新作用，助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发挥专

家智库作用，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建言献

策；发挥法学专业人才聚集作用，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提供专业解读，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本学位点也被评为全国普

法工作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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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一、封面中学术学位授权点的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

育部 2011 年印发、2018 年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填写，只

有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的，授权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

家教育委员会 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

目录》填写；专业学位授权点的类别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

部 2011年印发的《专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填写；同时获得博士、硕士

学位授权的学科，授权级别选“博士”。

二、本报告采取写实性描述，能用数据定量描述的，不得定性描述。定量

数据除总量外，尽可能用师均、生均或比例描述。报告中所描述的内容和数据

应确属本学位点，必须真实、准确，有据可查。所填报各项与时间相关的内容

均截至 2022 年 12月 31日。

三、本报告中涉及的人员均指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在编人员以及与本单

位签署全职工作合同（截至 2022 年 12月 31日合同尚在有效期内）的专任教师

（含外籍教师），兼职人员如需填写应注明。同一人员原则上不得在不同学术

学位点或不同专业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写。

四、本报告中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励、教学成果奖励

等）应是署名本单位，且同一人员的同一成果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

业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写。引进人员在调入本校之前署名其他单位所获得的成

果不填写、不统计。

五、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一律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处理后编写。

六、本报告文字使用四号宋体，字数不超过 8000 字，另附 2022 年度培养

方案。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内蒙古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授权点获批于 2014年，2015年开

始招收研究生。截至 2022年 12月，学位点已为内蒙古自治区乃至

全国培养了 223名社会工作专业硕士人才。学位点定位于内蒙古及

北方民族地区，充分发挥师资队伍素质较高、生源质量较好、教学

实践并重等优势，在民族社会工作实务与方法、民族地区社会服务

与社会治理、民族地区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等领域深耕厚植。学位

点已成为国内北方民族地区培养社会工作高级专业人才的重镇。

二、目标与标准

（一）培养目标

学位点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弘扬“求真务实”校训精神，

培养以具备“以人为本、助人自助、公平公正”的专业价值观，掌

握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熟悉我国社会政策和民族政策法规，具备

较强社会服务策划、执行、督导、评估和研究能力，胜任针对不同

民族、人群及领域的社会服务与社会治理的社会工作专业领域高层

次人才为目标。

（二）学位标准

学位点标准以国家学位办和全国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

导委员会颁布的《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指导性培养方案》、《全

国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 (MSW)教学基本要求》等纲领性文件为

依据，经过与校外专家、行业专家反复调研修改而成型。具体包括



培养目标、培养方式及学习年限、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专业实践

和学位论文要求等内容，目标设定合理。学位点在办学过程中严格

执行上述标准。

三、基本条件

（一）培养领域及特色

学位点现有民族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民族地区社会服务与社

会治理、民族地区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等三个清晰的培养领域。学

位点具有三方面的特色。第一，教学突出民族地区特点。课程设置

在充分吸收国内外社会工作前沿理论和方法基础上，使学生较好的

掌握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现状的背景知识，为

培养针对民族地区基层的应用型高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提供知识储

备；第二，科研转化能力较强。自学位点创立以来，学位点教师共

主持国家级及省部级项目 19项，研究生撰写的论文大多与学位点教

师主持的研究工作相关，如课题“内蒙古牧区地方病互助体系之行

动研究”即产出硕士学位论文 14篇；第三，整合资源协同育人。学

位点多方吸纳各种校外资源参与学位点建设，经常聘请国内外学者

及行业专家来校进行讲座；学位点已在区内外建立 19家专业实习基

地，领域涵盖医务社会工作、牧区社会工作、农村社会工作等多种

领域。

（二）师资队伍

学位点现有 19名校内教师和 4名校外行业导师。校内教师队伍



有教授 4人，副教授 9人，硕士研究生导师 14人；其中 17人拥有

博士学位；具有海外留学和访学等科研交流经历教师 7人；有中级

社会工作师 5名，其中有 3人兼任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理事长；

有 1人入选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有 2人为内蒙古草原英才

团队项目组成员。本年度学位点新增教授和副教授各 1人，有 1人

入选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青年科技英才”支持计划。

（三）科学研究

在科研能力方面，本年度学位点专任教师成员获批科研项目 4

项，发表论文 5篇，出版专著 1 部。详情参见表 1。

表 1 2022 年学位点主要科研成果

论文

1.《高校教师创办社会工作机构的困境研究》载《American Journal of Social and Educational Sciences》2022
年第 6 期；

2.《小组社会工作介入家庭教育中父亲“角色缺失”的实务研究》载《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Research》
2022 年第 6 期；

3.《社会空间视角下内蒙古牧区隔代陪读的困境与社会工作介入路径探究》载《西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22 年第 10 期；

4.《国家监护下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社会融入研究——以 H 市未成年人保护中心为例》载《玉林师范学院学

报》2022 年第 2 期

5.《韧性社区视域下脱贫牧民返贫风险成因及规避路径——以内蒙古 A 嘎查的脱贫攻坚实践为例》载《北

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6 期

项目

1.《生态文明视阈下的牧区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内蒙古高校人文社科重点项目）

2.《乡村振兴背景下内蒙古牧区脱贫牧户返贫阻断机制研究》（其他项目）

3.《新文科理念下内蒙古高校社会工作专业硕士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内蒙古高教学会重点项目）

专著

1.《社会联动与基层社会治理--内蒙古自治区的社会治理创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年

（四）教学科研支撑



学位点在 2021年扩建了社会工作实验室。实验室采购了国内领

先的案例库平台，该案例库围绕“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

三大方法进行开发的案例资源支撑平台，内容涵盖了儿童案例素材、

青少年案例素材、老年案例素材、妇女案例素材、残疾人案例素材、

婚姻案例素材、司法案例素材、医务案例素材等。学位点在 2022年

采购了 36万元的社会工作 TRP融合云平台、社区工作实训软件、实

习管理软件。学位点的专业课教师均将案例教学作为主要教学手段，

在授课过程中积极使用案例。

（五）奖助体系

学校不断完善研究生荣誉评价体系，大力推进研究生“三助一

辅”和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形成了包括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

国家助学金、困难补助在内的研究生综合奖助体系。学位点成立了

研究生奖助工作小组，由学院党委书记、分管研究生工作副院长，

研究生导师代表、研究生辅导员、研究生代表为成员，负责学位点

研究生奖助政策细则的制定、奖助学金评审，以及奖助学金统筹发

放及资金落实监督等工作。本年度学位点奖助项目及覆盖率见表 2。

表 2 2022 年度学位点奖助项目及覆盖率

奖助贷项目名称 资助水平(元) 资助对象 覆盖比率

国家奖学金 20000 2021 级社会工作专硕 1 人 2.43%

研究生奖学金（含自

治区奖学金）
8000（10000） 2021 级社会工作专硕 15 人 36.6%

研究生助学金 8000 2021 级社会工作专硕 41 人 100%

研究生贫困补助 2000 2021 级社会工作专硕 10 人 24.4%

研究生奖学金 8000 2022 级社会工作专硕 17 人 34%



研究生助学金 8000 2022 级社会工作专硕 49 人 98%

四、人才培养

（一）招生选拔

在招生情况方面，学位点研究生的选拔采用普通招考。考生要

符合《内蒙古大学研究生招生简章》规定的报考条件及相关要求。

考生入学考试分初试和复试两部分。复试（综合考核）内容包括对

考生思想政治素质、学术水平考查和品德考核及体格检查等。学术

水平考查主要考察考生综合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实务的能力、

科研创新能力、对本学科前沿知识及最新研究动态掌握情况等并进

行外国语听力口语测试。本年度报考本专业的人数为 274 人，实际

录取为 50 人，招录比例为 18.2%。生源大多来自于内蒙古大学、内

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工业大学等区内学校。考

生生源充足且质量良好。

（二）思政教育

学位点认真贯彻《内蒙古大学“三全育人”工作实施意见》，

围绕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的成长需要和培养侧重点，按照“十大育

人”要求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人才培养各环节。学位点现有辅导员 1

名，辅导员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学风管理等发挥

重要作用。学位点高度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以及社会服务能力，本

年度通过医务社会工作、困境儿童服务等专业实践培养学生良好的

社会责任感和服务社会的意识，实现了教书和育人的有机结合，专



业教育与素质教育的深度融合。学位的党支部从思想建设、学风建

设、活动方式以及加强积极分子培养等四个方面入手开展工作，充

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三）课程教学

学位点所有课程教学大纲完善，每门课程按照统一模式设置教

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要求、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等内容，学时

饱满。教学方式采用课程讲授、案例研讨和专业实习等多种形式（详

见表 4）。学位点根据内蒙古地区发展实际，开设了牧区社会工作、

民族社会工作等特色专业课程。本年度学位点有 1名教师获得内蒙

古大学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及内蒙古自治区教育教学成果奖三等

奖。

表 4 本专业开设的核心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周学时

总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职称）

专业

必修

课

社会工作理论 3/48 3 1 刘强（讲师）

民族社会工作 2/32 2 1 张群（教授）

社会政策 2/32 2 1 赵宝海（讲师）

宏观社会工作实务 2/32 2 1 吕霄红（副教授）

社会工作研究方法 3/48 3 2 乌云毕力格（副教授）

社会工作伦理 2/32 2 2 孙丽敏（讲师）

专业

选修

课

牧区社会工作 2/32 2 2 张群（教授）

生态社会工作 2/32 2 1 王鹏（讲师）

社会福利制度 2/32 2 1 娜荷芽（讲师）



社区工作专题研究 2/32 2 2 李娟（副教授）

学位点建立了日常教学质量监控机制，将评教工作深入推进到

日常教学工作中，采用微信群等通信手段及时与学生沟通交流，以

便及时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学院领导还随机听取学位点课堂教

学，召开教师座谈会讨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和意见。

（四）导师指导

基于有利于学位点建设和研究生培养的原则，学位点认真履行

研究生导师遴选材料审核和评审推荐的职责。研究生院每年对导师

进行岗位培训，强化导师学生培养的第一责任意识。学院将师德师

风建设作为教育教学质量督导评估重要内容，构建学校、教师、学

生、家长和社会多方参与的师德师风监督体系；建立健全师德师风

年度评议、师德师风状况调研、师德师风重大问题报告和师德师风

舆情快速反应制度。学位点严格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

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内蒙古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内

蒙古大学教师师德失行为负面清单及处理办法》等文件对导师进行

管理，强化导师学生培养的第一责任意识，实施导师年审制和师德

师风一票否决制。学位点从未出现过违反师德师风的现象。

（五）实践教学

学位点根据全国社会工作教学指导委员会要求，制定了详细的

专业实习实践计划。学位点本年度新增 2个实践实训基地，签约基



地学生均不超过 4人/届。学位点有专门的实习经费保障学生 800小

时的专业实习，本年度为学生提供实习经费 10万元，人均 2440元。

受疫情影响，本年度专业实习以学生分散实习为主。学生与实习单

位均签订了实习协议，在实习活动结束后均上交了内容完整、与社

工专业实习相符的实习记录、实习报告、影像或录音等资料。在社

会服务方面，学位点通过困境儿童服务、社会治理、医务社会工作、

司法社会工作等专业实践培养学生良好的社会责任感和服务社会的

意识。

（六）学术交流

学位点与英国剑桥大学、日本名古屋大学、日本一桥大学、蒙

古国立大学等国外知名高等学府在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研究等领域

保持着良好的学术交流合作关系。本年度学位点主办“土尔根河”

学术讲座 5次（参见表 5）。本年度有 9人考取了助理社会工作师证

书，有 1人在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 2022年年会暨第四届研究生论

坛硕士组获得三等奖，有 1人获得第十四届中国社会工作大学生论

坛暨第七届研究生论坛征文大赛硕士组三等奖。

表 5 本年度举办的学术讲座

主题 主讲人 时间 地点

正确党史观的当代建构 徐成芳 2022-04-28 腾讯会议

论甘肃各民族共创共有中华文化及

其符号

徐黎丽 2022-05-11 腾讯会议

构筑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型

感效”路径

纳日碧力戈 2022-05-19 腾讯会议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张涛 2022-07-18 腾讯会议

共生社会:人类学中的植物研究与 杨博 2022-09-27 腾讯会议



多物种智慧

（七）论文质量

学位点硕士论文主要立足于民族地区社会工作发展议题，围绕

社会工作实务研究、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项目设计与评估、社会政

策与社会福利研究论文等三个方向开展应用性研究，部分学位论文

重在聚焦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热点议题研究，亦有部分针对民族地区

社会工作组织的发展研究等。本年度学位点将全部定稿论文送至中

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南昌大学等双一

流高校的具有高级职称的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进行评审，

研究生院亦按照一定比例抽取论文盲审，盲审合格率为 85.1%，答辩

合格率为 100%。多数学位论文均提出了解决实际问题的可行有效政

策措施建议，行业应用价值明显。

（八）质量保证

在管理机构方面，内蒙古大学研究生院管理规范、治学态度严

谨，从招生计划、学籍管理、教学运行、实践教学、学术交流到论

文选题、论文答辩及学位授予，均制定和完善了相关的规章制度。

学位点依托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研究生教学指导委员会进行日常

运作，有教学秘书 1 名。本学位点的招生、考试、教学、实习、答

辩等各种档案门类清楚，材料齐全，各种教学计划有序运行。

（九）学风建设

学位点高度重视学风建设，将学风建设作为学位点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本年度学位点认真组织学位点教师学习《教育部关于加

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

为的通知》《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学风建设的实施

意见》等有关学风建设等文件精神并坚持“教育引导、制度规范、

监督约束”的工作原则积极开展学风建设工作。本年度学位点未出

现学术不端行为。

（十）管理服务

在管理机构方面，内蒙古大学研究生院管理规范、治学态度严

谨、从招生计划、学籍管理、教学运行、实践教学、学术交流到论

文选题、论文答辩及学位授予均制定了相关的规章制度。学院为学

位点设立了社会工作硕士教育中心，目前有专职人员 2名。

在学生服务方面，学位点坚持实行“立德树人，以人为本”的

育人方针，保障实现全方位育人，将研究生权益保护工作贯穿研究

生科研和生活全过程。学位点设有 1名专职研究生辅导员从事研究

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生日常管理、就业指导、心理健康以及学生

党团建设等方面的工作。经调查，本年度在学研究生对学院管理服

务满意度为 97.80%。

（十一）就业发展

在就业方面，学位点非常重视社会工作专业研究生的就业发展

情况。针对本学科的学科和学制特点，学院从入学伊始就对研究生

进行就业发展方面的思想教育，培养学生端正的就业态度。学位点



本年度聘请相关教师进行免费的考公辅导讲座，为旨在考公的学生

提供学习机会。为了让学生迅速把握各种就业机会，学院指派专人

采集就业信息并利用微信平台实时发布本专业领域相关就业信息。

本年度已毕业的 2022届级专业硕士研究生初次就业率为 35.71%，毕

业生多在区内外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就业。

五、服务贡献

本年度学位点学生在儿童社会工作、、司法社会工作、社会治

理等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实践。在儿童社会工作方面，有 12 名同

学在呼和浩特、乌兰察布市等地从事困境儿童帮扶工作；在司法社

会工作领域，有 4 名学生在呼和浩特、浙江省瑞安市等地从事未成

年人帮教服务；在社会治理服务方面，有 3名学生在广东省深圳市、

内蒙古阿拉善盟等地从事社会治理专业实践。学生们通过服务不仅

培养了自己的专业实践能力，而且也得到了实习机构的一致好评。



内蒙古大学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1.政治目标

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能够自觉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秉持坚持真理的科学品质和社会工作专

业伦理，有较强的事业心和风险精神，能够积极为民族地区社会稳

定和社会建设服务。

2.专业目标

本专业研究生侧重于培养民族地区高层次应用型专业人才。结合

内蒙古大学发展目标和人才培养定位，充分发挥师资与生源优势，



培养具备“以人为本、助人自助、公平公正”的专业价值观，掌握

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熟悉我国社会政策和民族政策法规，具备较

强社会服务策划、执行、督导、评估和研究能力，胜任针对不同民

族、人群及领域的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的高层次应用型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

3.就业目标

能在自治区内外党政机关、社会团体、教育科研机构、医疗卫生

部门、以及工会、青年、妇女等社会组织、其他社会福利、服务和

公益团体等机构就业，从事社会行政管理、社会保障与保险、心理

健康、社区发展与管理、社会服务、评估与操作等工作。

二、培养方向

1.民族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

2.民族地区社会服务与社会治理

3.民族地区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

三、培养方式和学习年限

1.培养方式

（1）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学生必须通过学校组织的规定课程的

考试，成绩合格方能取得该门课程的学分；修满规定的学分方能撰

写学位论文；学位论文经答辩获得通过可按学位申请程序申请社会

工作硕士专业学位。



（2）教学方式采用课程讲授、案例研讨和专业实习等多种形式，

重视实践教学。实务课程和方法类课程安排在多媒体教室、社会工

作实验室和实践实训基地进行。

（3）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全程负

责研究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学术能力和实践能力培养。校内专职教

师与校外有实际工作经验和研究水平的优秀社会工作人才共同组成

导师组，共同指导学生专业课程的学习、实习、论文写作和就业。

2.学习年限

学制为 2年。研究生因故未能按期完成学业，可申请延长修业年

限，每次申请延期时间最长为 1 年。延期期间，不享受奖学金。延

期期间不得申请休学。

四、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类别 课程名称

周学时

总学

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职称）

公共

必修

课

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 2/32 2 1

外语 3/48 3 1

专业

主干

课

社会工作理论 3/48 3 1 吴英杰（讲师）

民族社会工作 2/32 2 1 张群（教授）

社会政策分析 2/32 2 1 赵宝海（讲师）

宏观社会工作实务 3/48 3 2 吕霄红（讲师）

社会工作研究方法 3/48 3 2 刘强（讲师）

社会工作伦理 2/32 2 2 孙丽敏（讲师）



专

业

选

修

课

微观社会工作实务 2/32 2 1 乌云毕力格（副教授）

社会统计分析 2/32 2 1 李娟（副教授）

社会福利制度 2/32 2 1 娜荷芽（讲师）

医务社会工作 2/32 2 1 赵美荣（讲师）

生态社会工作 2/32 2 1 王鹏（讲师）

社会服务管理 2/32 2 1 张笑会（副教授）

民族社会学专题研究 2/32 2 1 温都日娜（副教授）

牧区社会工作

（行业前沿知识模块）
2/32 2 2 张群（教授）

社会问题研究 2/32 2 2 娜荷芽（讲师）

社区工作专题研究 2/32 2 2 李娟（副教授）

前沿阅读与论文写作 2/32 2 2 赵宝海（讲师）

社会工作与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研究
2/32 2 2 何生海（教授）

总学分和各类别课程学分要求：课程总学分为 36 学分，其中公共必修课 5 学分，专业必修

课 15 学分，专业选修课（含行业前沿知识模块）8 学分。专业实践 5 学分，毕业论文 3 学

分。

五、专业实践

社会工作专业实践 6学分。学生实习时长不低于 800小时。实习

类型包括同步实习和集中实习，在三个学期内完成。具体内容如下：

1．同步实习。课程同步实习与专业主干和专业选修课程教学同

步进行。实习安排和实习督导，由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实习委员会规

划，由专业教辅员安排。同步实习在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完成，大

概为 100小时。

2．集中实习。集中实习在第二学年暑假和第三学期进行，不低

于 700小时。在机构督导和专业教师的共同指导下，综合运用所学



社会工作知识和方法为机构提供服务。实习单位或机构由社会工作

硕士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负责遴选并做出计划安排，由教辅老师负

责联系安排。

六、学位论文

1. 毕业论文为 3 学分。学位论文选题要兼顾社会工作学科发展与

民族地区的现实需要，论文可以是项目设计与评估、实务研究或政

策研究等。

2. 研究生需要在阅读大量专业文献后并对学位论文选题意义、研

究内容和研究方案等方面充分论证后，进行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须

在第三学期专业实践结束后完成。开题报告经评议小组通过后方可

进入论文撰写阶段。开题报告未通过，可在 3 个月后再次申请进行

开题报告；因故不能按时进行开题报告者，经导师和主管领导同意，

可以申请延期开题。未办理申请延期手续或申请未准而不按时参加

考核者，认定开题报告未通过。开题报告通过后，在论文研究过程

中，如论文选题发生重大变化，需更换论文选题，应重新做开题报

告。更换选题的申请必须在开题报告 4 个月后才能提出，且只能更

换 1 次。重新进行开题报告的研究生，答辩申请时间和毕业时间顺

延。

3. 研究生论文在开题结束后 4 个月进行论文中期检查。如论文写

作未能按计划进行或者是论文质量未能达到中期检查要求，研究生

应申请延期毕业。



4.全面完成专业培养计划规定的各个项目，经考核合格，完成学

位论文撰写，经导师推荐，研究生院审核批准，可进入学位论文答

辩阶段。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授予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颁发

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七、专业阅读文献

1．专著类

序

号
书 名 作 者 出 版 社 出版年月

01 社会工作导论（第 10 版） 王思斌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02 社会学教程（第 2 版） 王思斌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03 现代社会工作理论
马尔科姆·佩恩著

徐永祥等译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5

04 社会学 吉登斯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05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郝大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06 社会研究方法（第 10 版）
艾尔·巴比著

邱泽奇译
华夏出版社 2005

07 社会研究的统计应用 李沛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08
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

（第 2 版）
王瑞洪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7

13
转型时期的社会政策：问题

与选择
李迎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14 社会政策概论 关信平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15 理解社会政策 希尔 商务印书馆 2003

16
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导论

（第 7 版）

查尔斯·H·扎斯特罗著

孙唐水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17 社会保障概论（第 3 版） 孙光德、董克用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18 社会工作本土化之路 王思斌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9
优势视角——社会工作实践

的新模式

Dennis Saleebey 著
李亚文、杜立婕译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4

20
践行社会正义——社会工作

价值与伦理研究
罗肖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21 社会工作概论（第 11 版）
法利、史密斯等著

隋玉杰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22 社会工作督导（第 4 版）
阿尔弗雷多·卡杜山等

著 寇浩宁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23 社会工作实务应用与提高
查尔斯·H·扎斯特罗等

著，晏凤鸣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24
社会工作：一体多面的专业

（第 10 版）

莫拉莱斯、谢弗著

顾东辉等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
2009

25 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
哈德凯瑟等著

夏建中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26
社会工作实务案例分析

（第 3 版）

里瓦斯等著

李江英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27
宏观社会工作实务

（第 3 版）

埃伦内廷等著

刘继同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28
社会工作伦理实务工作指南

（第 7 版）
隋玉杰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29 社会工作评估—原理与方法
Leon H.Ginsberg 著

黄晨熹译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5

30
社会工作行政—动态管理与

人际关系（第 3 版）

斯基德莫尔著

张曙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31
社会工作实践——认识自我

与沟通技巧

梁传孙、伍锐明、

吴敏洁
商务印书馆 2008

2．期刊类

序号 刊名 出版单位

01 China Journal of Social Work 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

02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03 社会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04 民族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05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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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一、封面中学术学位授权点的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

育部 2011 年印发、2018 年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填写，只

有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的，授权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

家教育委员会 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

目录》填写；专业学位授权点的类别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

部 2011年印发的《专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填写；同时获得博士、硕士

学位授权的学科，授权级别选“博士”。

二、本报告采取写实性描述，能用数据定量描述的，不得定性描述。定量

数据除总量外，尽可能用师均、生均或比例描述。报告中所描述的内容和数据

应确属本学位点，必须真实、准确，有据可查。所填报各项与时间相关的内容

均截至 2022 年 12月 31日。

三、本报告中涉及的人员均指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在编人员以及与本单

位签署全职工作合同（截至 2022 年 12月 31日合同尚在有效期内）的专任教师

（含外籍教师），兼职人员如需填写应注明。同一人员原则上不得在不同学术

学位点或不同专业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写。

四、本报告中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励、教学成果奖励

等）应是署名本单位，且同一人员的同一成果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

业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写。引进人员在调入本校之前署名其他单位所获得的成

果不填写、不统计。

五、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一律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处理后编写。

六、本报告文字使用四号宋体，字数不超过 8000 字，另附 2022 年度培养

方案。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内蒙古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从 1962 年起培养研究生，1981 年获得二级学

科硕士学位授予权，1984 年获得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中国少数民族语言

文学二级学科 1986 年成为自治区重点学科，1988 年成为国家重点学科，2001

年和 2007 年再度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学科。2000 年设立了“中国语言文学”博士

后科研流动站。2011 年获得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重点建设

文艺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中国古代文学、比较

文学与世界文学、汉语言文字学六个学科方向。

本学位点在中国古典文学、现代蒙古语及其方言研究、蒙古语族语言研究、

中古蒙古语、阿尔泰学研究等方面的研究水平均处于国内,国际优势地位。北方

民族古文字研究方面处于国内外领先地位。近年来，蒙古语文信息处理、实验

语音学研究成果丰硕、成绩斐然。胡仁乌力格尔研究，蒙藏文学关系研究、《江

格尔》研究、元明清蒙汉文学交融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华多民族谚语整理与研

究、蒙古文论挖掘与研究等方面均处于国内外领先地位。此外，蒙古族现当代

文学研究以及蒙汉文学关系研究成绩卓著，影响巨大。

本学位点方向鲜明、队伍强大、重点突出，涵盖面全、人才培养目标明确，

培养措施得当，在国内外同类院校中起着引领和带动作用，为国家建设具有地

区和民族特色的学位授权点提供了参考模式。

二、目标与标准



（一）培养目标

本学位点培养的研究生,专业基础知识扎实、全面，综合素质优秀，了解中

国语言文学学科前沿动态和发展趋势，具有独立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和独立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的研究生具备较高的外语水平和计算机知识，具有很高

的文学修养、较强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在学术领域取得一定的成绩，具备进

一步深造和从事相关工作的能力。本学科硕士学位获得者既能攻读高一级学位，

也能从事本学科及相近学科教学科研工作，适合各级政府机构及企事业单位相

关工作。本学科博士学位获得者应具有很强的创新思维，具备在高等学校和科

研机构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能力，也能适应其他相关领域的工作。

（二）学位标准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现和提出具有学术价值和意义的研究问题。立足

于中国语言文学的事实，综合利用、积极吸收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理论

方法取得有价值的科研成果。注重国际视角和多元文化背景中开展研究，在科

学研究方面有所深化、有所突破，取得创新性成果。

对中国语言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有充分的了解，对本学科基础理论有深刻理

解。系统阅读和掌握有关文献资料，准确把握本学科的重点和疑难问题。学位

论文应以独立思考和自主研究为基础，体现作者宽广的理论知识和敏锐的思维

能力。

恪守学术伦理和学术道德规范，遵守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学术界公认的学

术道德以及本学科专业共同遵守的诸多方面的规范。具备较高的获取知识能力、

学术鉴别能力、科学研究能力、学术创新能力、学术交流能力。

学习期间共修完 17 学分的课，其中公共学位课 7学分，专业学位课 6学分，

专业选修课 4学分。博士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做到文献资料、



研究方法、学术观点的统一，论点鲜明，思路清晰，文字流畅，结构合理，内

容系统完整，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准，并对推动中国语言文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

乃至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进步有一定价值。

三、基本条件

（一）培养方向

1.文艺学

以文艺学基本原理、文艺美学理论、蒙古族文学批评为主要研究对象，突

出民族特色和地区特色，以蒙古族历代文论、民族文艺美学、比较文艺学研究

为主要内容，挖掘整理蒙古族历代文艺理论遗产，全面掌握民族文艺理论发展

态势和理论前沿，推进民族文艺学发展。本方向是内蒙古自治区重点培育学科，

在全国民族文艺学领域和国际蒙古学界均有重要影响。

2.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主要研究现代蒙古语及方言学、蒙古语族语言和阿尔泰语系语言研究、中

古蒙古语及北方民族古文字研究、蒙古族古代文学及民间文学、蒙古族及其他

少数民族现代文学等，在蒙古语言文学各领域研究方面属世界领先地位。中国

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是国家重点学科，近五年在北方民族古文字研究、蒙藏

文学关系研究、《江格尔》研究、现代蒙古语研究、民国时期蒙古文学研究等

方面在全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界产生重要影响。先后建立“蒙藏文学研究中心”

“《江格尔》研究中心”“北方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心”等研究中心和“蒙古族

文学馆”等研究平台。组建 1个国家级教学团队，1个自治区级教学团队，1个

自治区创新创业人才团队，1个自治区草原英才创新团队。

3.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具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并重、民族特色和地

区特色相结合的鲜明优势。包含蒙古文信息处理、实验语音学、社会语言学等

研究方向，设有省部共建实验室--“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语音实验室、机

器翻译实验室、社会语言学实验室，拥有自治区草原英才创新团队，承担完成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等各类项目近百项，在计算语言学、语料

库语言学、实验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研究等领域有诸多学术创新，产出国际和

国家标准规范、多语种真实语料库、电子出版系统、语音识别系统、语音合成

系统、电子词典、机器翻译系统等应用产品，占据着这一领域的制高点，成为

蒙古语言文字科学研究与产业化应用在新时代发展的新增长点，在民族语言文

字现代化、信息化、规范化、标准化、国际化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4.中国古代文学

以中国古代作家、作品、思潮为主要研究对象，着重研究古代文学与文化

的内在规律、底蕴。在古代北方地域文学、民族文学研究方面形成鲜明的学科

方向与特色。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方向，校注名典，发掘先秦两汉作家与作品的

精美风范与价值；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的研究方向，开发北方游牧文化、丝绸

之路文化与与中国文学的结构关系和深层内蕴；元明清文学研究方向，研究这

一时期的文学智慧和题材新变，着重研究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学，并基于此探

讨中华多民族的文化融合与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建构。

5.比较文学及世界文学

以印藏汉蒙文学比较研究、蒙古族文学与国外文学比较研究、中国文学与

蒙古国文学比较研究为主要内容。旨在培养具有开阔的视野，丰富的中外文学

知识和较好的理论基础的专门人才。是全国高校唯一一家在中国文学与蒙古国

文学、印藏汉蒙文学关系研究方面培养博士生的学位点。

6.汉语言文字学



我校汉语言文字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位授予与人才培

养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所属二级学科，是教育部和自治区选定建设的国际一

流学科。汉语言文字学硕士学位点于 1996 年获批，1997 年开始招生，博士学位

点于 2011 年获批，2012 年开始招生。汉语言文字学学科包括现代汉语和古代汉

语 2个研究方向，现代汉语方向侧重文化语言学和汉语语汇学、谚语俗语研究；

古代汉语方向侧重汉语史、训诂学、音韵学研究。本学科在文化语言学和汉语

词汇史领域形成了鲜明的学科特色。

培养具有扎实的语言学基础理论和系统的文字学知识体系，了解汉语言文

字学的历史和现状，全面掌握本学科的学术前沿动态，具备独立从事汉语言文

字学或相关学科教学、科研及文化工作的能力，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专门人才。

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的学位学术水平。应具有全面、扎实的

专业基础知识，优秀的综合素质，具有较强的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富于创新

精神。学位获得者可在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也可在文化

宣传、新闻出版、行政管理以及其他部门工作，为自治区和国家社会文化与经

济建设服务。

（二）师资队伍

我学科 6 个培养方向均至少有 2 名教授和 4 副教授支撑建设。学科带头人

均为教授、博导，均培养和指导了 3届以上博硕士研究生。

我学科现有专职教师 101 人，其中教授 29 人，占 29%；副教授 31 人，占

31%；讲师 41 人，占 40%。职称结构方面基本保持平均分布状态。学历结构方面，

博士学位 92 人，占 91%；硕士学位 6人，占 6%。具有博士学位人员远超国家博

士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年龄结构方面，40 岁以下 13 人，占 13%；41~50



岁教师 37 人，占 37%；51~60 岁教师 43 人，占 43%；60 岁以上教师有 8人，占

7%。

（三）科学研究

2022 年获批 12 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其中有 2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汉蒙语接触视域下蒙古语语音变异调查研究》和《歇后语研究》，1项国家

社科规划冷门绝学专项《道经特殊文字符号研究》，6项《蒙古语语音资源数据

库构建与语调相关问题深度研究》和 2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印度<百

藏丛书>梵藏蒙汉满多语种蒙古学文献整理研究》。2022 年所有纵向项目共到账

项经费 450.5 万。

2022 年发表学术论文 137 篇。其中，中文核心 13 篇；国外学术论文 41 篇；

蒙古文核心论文 33 篇。论文发表情况呈现正太分布状态。

2022 年出版专著共 24 部。其中，一类出版社出版物 6部；二类出版社出版

物 13 部；国外出版社出版物 5部。

（四）教学科研支撑

1.国家级、自治区级重点（培育）学科

序号 名称 批准单位 批准时间

1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自治区级重点学科）

自治区

教育厅
1986 年

2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蒙古语言文学学

（国家级重点学科）
教育部 1988 年

3
蒙古语言文学专业

（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
究基地）

教育部 1995 年

4 蒙古语言文学学
（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学科）

教育部 1997 年

5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自治区 2008 年



（自治区级重点培育学科） 教育厅

6
文艺学

（自治区级重点培育学科）

自治区

教育厅
2008 年

7
蒙古语言文学专业

（国家级特色专业）
教育部 2008 年

8 蒙古语言文学专业
（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教育部 2009 年

2.国家级、自治区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研究中心、人文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文献中心等）

序号 名称 批准单位 批准时间

1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

（国家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教育部百所所

重点研究基地）

国家教育部 2000 年 12 月

2 国家教育部民族学科蒙古学文献信息中心 国家教委 1994 年 12 月

3 蒙古族及北疆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培

育中心
国家教育部 2015 年 12 月

4 民族博物馆

（内蒙古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内蒙古教育厅 2008 年 12 月

5 蒙古国研究中心 内蒙古大学 2016 年 3 月

6 东北亚语言资源中心 内蒙古大学 2019 年 8 月 18 日

3.专业（案例）实验室、实践基地专业实验室

序号 实验室名称 等级
面积

（m2）

台（套）数
总值

(万元)总数
万元以
上数

1
应用语言学实验室 中央与地方共 182 45 3 80.5460



建高校优势特

色学科实验室

2
蒙古族文学馆 89.23 24 4 44.8581

4.实践基地

序号 实践基地名称 共建单位
基地
性质

建立
时间

1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与内蒙古青

少年杂志社实习基地
内蒙古青少年杂志社

校与行业机

构合作

200804

2 蒙古语言文学专业（文理综合）

本科实践教育基地

内蒙古蒙科立软件有限

责任公司
校企合作

200806

（2021）

3 实习基地 内蒙古电台蒙古语台
校与行业机

构合作
200904

4 内蒙古电视台文学实践教育基地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校与行业机

构合作
201006

5 蒙古宗教、历史、文化研究基地 库伦旗人民政府 校地合作 201009

6 蒙古语言文学专业基里尔蒙古文方

向本科生实践教学基地
索龙嘎新闻中心

校与行业机

构合作
201204

7 鄂尔多斯历史文化研究基地
乌审旗人民政府 校地合作 201412

8 斯拉夫蒙古文新闻出版社人才培养

基地

内蒙古新闻出版社广电

局
校企合作 201412

9 内蒙古日报社实践教育基地 内蒙古日报社
校与行业机

构合作
201507

10 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大

学生校外实习基地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学校与行业

机构合作
202008

11 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大

学生校外实习基地

内蒙古档案局档案教育

与研究中心

学校与政府

机构合作
202009

12 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协同创

新学研基地

内蒙古实践杂志社 学校与政府

机构合作
201909

13 内蒙古元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基地 内蒙古社会科学界联合 学校与政府

机构合作
2019006



会

14 内蒙古大学学生“双实”“双业”基

地

赤峰市巴林 左旗人民

政 府，内蒙古大 学

学校与政府

机构合作
201808

（五）奖助体系

1.奖助体系制度建设

我校中国语言文学学位点研究生奖助学体系比较健全。近几年，学校先后

修订完善了“内蒙古大学奖助学金工作条例（试行）”、“内蒙古大学研究生

国家奖学金、自治区奖学金管理办法”、“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

办法”、“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办法”、“内蒙古大学优秀研究

生奖学金评选办法”、“内蒙古大学研究生特殊困难补助管理办法”等规章制

度，蒙古学学院结合学科特点制定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

审细则(试行)”。奖助学金分别有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自治区奖学

金、学业奖学金、光华奖学金、笹川良一优秀青年奖学金、丸山奖学金、生源

地信用助学贷款、三助岗位津贴、研究生特殊困难补助等。

2.奖助额度、水平：

奖助项目 资助标准（元/生年）

国家奖学金 博士 30000

硕士 20000

国家助学金 博士 12000

硕士 8000

自治区奖学金 博士 20000

硕士 10000

自治区学业奖学金 博士 10000

硕士 8000

笹川良一优秀青年奖学金 博士、硕士 8000

光华奖学金 博士、硕士 3000

丸山奖学金 博士、硕士 200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博士、硕士 高限 12000

内蒙古大学三助岗位津贴 博士、硕士 800——12000

研究生特殊困难补助 博士、硕士 1000——5000

3.覆盖面情况：

2022年共 721人，获各类奖学金 205人，获国家助学金 490人,分别占研究

生总人数的 61%和 90 %。

四、人才培养

（一）招生选拔

1.2022 年招生基本情况

2022 年报考学科博士研究生升学考试 60 人，录取 9人，录取比例 15%；报

考硕士研究生统一考试 141 人，录取 26 人，录取比例为 18%。生源分析如下：

招生层次 报考人数

报考人数及比例

高校毕业生 企事业单位 科研机构 社会考生

博士研究生 60 26（43%） 12（20%） 2（3%） 20（33%）

硕士研究生 141 86（61%） 12（9%） 36（26%）

2.2021 年为保证生源质量采取的措施

①加强宣传力度，积极拓展考生来源

积极开拓生源，在北方地区相关高校和具有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的八省区高

校进行宣传，推进优秀毕业生报考本学位点硕士生。



②严把招生录取关

录取分数线根据招生计划以及报考情况而定，不能随意下调。以全国统一

分数线为准，依据民族地区高校特色适当调整，但绝不能随意改变招生计划。

③强化复试环节，注重能力素质选拔

复试按笔试和面试两个步骤进行，通过初试、复试（笔试、面试）充分发

现学生的能力素质和发展潜能。

④改进推免工作，扩大接受优秀推免生比例

逐年增加推免生比例，尽量把本校优秀毕业生顺利升为本校硕士研究生。

⑤逐步推行“申请-考核”制度，保证博士生生源质量。

（二）思政教育

中国语言文学学位点注重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生硕士生开设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等公共课程，学院

层面有课程思政领导小组，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为课程思政示范学院。教师在

专业课程授课中坚持思想育人，将爱国主义、责任感、使命感贯穿在全过程。

注重研究生辅导员建设，在课业学习、人生规划、生活起居等方面关心研究生

的成长。每学期均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鼓励学生胸

怀天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研究生建立了党支部，认真开展形式多

样的主题党日活动，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蒙古语言文学系研究生

党支部被评为学校“最强党支部”，博士生党员通过学院“学术沙龙”定期分

享学术研究成果，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三）课程教学



【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

课程名称/编号
周学时/

总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姓名

课程

性质

培养

对象

中国语言文学概论

422200103
3/48 3 2 李树新、米彦青 学位课 博士研究生

清代诗词文研究

422200203
3/48 3 1 米彦青 学位课 博士研究生

理论语言学

422200303
3/48 3 3 李树新 学位课 博士研究生

中国民族民间文学研

究专题 422214503
3/48 3 1 冯文开 学位课 博士研究生

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

践 422212903
3/48 3 1 魏莉 学位课 博士研究生

中外比较文学史

422218003
3/48 3 1 魏莉 学位课 博士研究生

当代语言学 2/32 2 1
白音门德、巴达

玛敖德斯尔
学位课 博士研究生

现代蒙古语及其方

言研究
2/32 2 1

斯琴巴特尔、图

门吉日嘎拉
学位课 博士研究生

蒙古语族语言及阿

尔泰语系诸语言比

较研究

2/32 2 2 照日格图 学位课 博士研究生

中期蒙古语及北方

民族古文字
2/32 2 1 吴英喆 学位课 博士研究生

语言信息技术 2/32 2 1 那顺乌日图 学位课 博士研究生

语音信号处理 2/32 2 1 白音门德 学位课 博士研究生

语言与社会文化 2/32 2 2 巴达玛敖德斯尔 学位课 博士研究生

认知语言学 2/32 2 2
白音门德

巴达玛敖德斯尔
学位课 博士研究生

蒙古族文学史料研

究
3/48 3 1

乌日斯嘎拉、塔

亚、额尔很巴雅

尔

学位课 博士研究生

蒙古族古代文学史

研究 3/48 3 1
额尔很巴雅尔、

塔亚
学位课 博士研究生



蒙古族现当代文学

史研究
3/48 3 1

乌日斯嘎拉、丁

玉龙
学位课 博士研究生

蒙古族历代文论研

究
3/48 3 1

额尔很巴雅尔、

额尔敦哈达
学位课 博士研究生

语言文学方法论

423200503
3/48 3 1 刘志中、姜德军 学位课 硕士研究生

语言文学经典研读

423200603
3/48 3 2 赵延花、许晋 学位课 硕士研究生

中国文学史专题

423200703
3/48 3 1 米彦青 学位课 硕士研究生

中国现当代文学思

潮 423200803
3/48 3 1 崔荣 学位课 硕士研究生

理 论 语 言 学

423200903
3/48 3 2 李树新 学位课 硕士研究生

中 西 比 较 诗 学

423201003
3/48 3 2 刘志中、孙书敏 学位课 硕士研究生

现代文艺学 3/48 3 1
乌日斯嘎拉，额

尔敦哈达，宏伟
学位课 硕士研究生

中西文论 3/48 3 2
额尔敦哈达，额

尔敦巴雅尔
学位课 硕士研究生

蒙古族历代文论 3/48 3 2
额尔很巴雅尔，

宏伟，树林
学位课 硕士研究生

民族文艺美学 3/48 3 1
额尔敦哈达，宏

伟
学位课 硕士研究生

现代蒙古语 3/48 3 1

图门吉日嘎拉、

玉荣、额尔敦朝

鲁

学位课 硕士研究生

语言学理论与方法 3/48 3 1
照日格图、达胡

白乙拉、包文成
学位课 硕士研究生

中期蒙古语 2/32 2 2 正月、希日胡 学位课 硕士研究生

北方民族古文字 2/32 2 2 吴英喆、正月 学位课 硕士研究生

蒙古语族语言 2/32 2 2

照日格图、哈申

格日勒、其布尔

哈斯、姜根兄

学位课 硕士研究生

现代文艺学 3/48 3 1
乌日斯嘎拉、额

尔敦哈达、宏伟
学位课 硕士研究生



比较文学导论 3/48 3 2

乌日斯嘎拉、额

尔敦巴雅尔、丁

玉龙

学位课 硕士研究生

东西方文学研究 3/48 3 2
额尔敦巴雅尔、

丁玉龙
学位课 硕士研究生

蒙古族文学比较研

究
3/48 3 1

塔亚、乌日斯嘎

拉、哈斯巴特尔
学位课 硕士研究生

2.课程教学质量和持续改进机制

课程教学改革

（1）本学科以人才培养质量放在工作首位，确定“立德树人”的培养宗旨。

2016年对 6个二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进行修改，增加思政课程，将更多的马

克思主义人文社会科学原著列入研究生必读文献。

（2）重视课程教学改革，夯实学科专业基础。本学科课程注重吸收前沿性

教学研究内容，探索专题讲座、研讨课和论文写作指导等多样性的教学方法和

教学考察方法。在新培养方案中，继续推进专业课建设，优化专业课程设置，

夯实专业课知识基础。扩大选秀课程的数量，打通了相近专业之间共享选修课

程的渠道，研究生培养质量得到明显提升。扩大交换留学机会，逐渐增加研究

生的出国访学率，开阔学生视野。

质量督导方面：

（1）实施生源选拔机制，确保学科优良生源。通过“申请—考核”制和硕

博连读制，积极贯彻落实优秀硕士研究生晋升博士研究生激励政策，采取各种

奖学金的激励措施来确保优良生源。

（2）严格把关教学环节和学位论文指导，保证教学效果和论文质量。在研

究生培养过程设置论文选题、开题、中期检查、预答辩、双盲审和答辩等环节，

研究生学位论文实施了全程质量监督。本学科采用在线督导、在线教评、个别



指导等方法，提高研究生教学质量。在疫情期间，通过钉钉、腾讯会议等网络

教学平台采用“随机在线听课与后台数据查阅”相结合的方式，对课堂教学过

程、课程资源、学生修读进度等情况进行督导。

（3）重视实践实习指导和教师队伍建设，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利用“双

一流”学科建设资金，全面推进实践教学，保证研究生参加社会实践和田野调

查等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学生科学研究能力和创新水平。本学科一贯强调教师

教书育人的首要职责，注重教学成果的输出与同行评价效应，多次选派任课教

师参加高级别的教学竞赛，加强同行间的交流与合作。

3.教材建设情况

2022年，我学科正在组织相关老师编写 8部教材，暂未到出版地步。

（四）导师指导

根据教育部、内蒙古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和《内蒙古大学博士研究生指导

教师遴选工作实施细则》，结合学位点的实际情况，建立了严格的研究生导师

选拔制度和考核制度，对导师实行动态管理。

首先，严把导师遴选关。将师德师风作为遴选导师的首要考察因素，对于

违反师德者实行一票否决制。在此基础上注重科研水平和教学水平的考察，对

项目和经费提出相应要求。

其次，对导师实行动态化的管理。每年制定招生计划前，要对导师进行考

核，考核不合格者不列入下一年度招生计划，或减少招生名额。

第三，实行新老教师传帮带。为使新聘任教师尽快进入导师角色，学校建

立了导师组制度，由资深导师结对帮扶新导师，并实行为新导师提供进修机会

的办法。



第四实行研究生与导师双向选择的录取办法，不作平均分配。推行竞争上

岗机制，促使导师在研究生指导工作中更加尽心尽责。

（五）学术训练

要求博士研究生参加导师科研项目、本人申请科研项目、从事论文写作、

实地考察、开讨论课等形式加强学术训练。

所有博士研究生都必须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完成一定比例的项目工作任

务，并申请各类、各级别的科研项目。博士生在校期间必须发表两篇核心期刊

论文。要求博士研究生做一定的田野调查，提高实践能力。在导师的指导下参

加讨论课，加强学术训练。本学科近五年共申请到自治区和校级研究生科研创

新项目共 75项。

（六）学术交流

我院 2022 年共有 3 名研究生在外进行学术交流。1 人在澳大利亚高校，2

在欧洲高校交流学习，交流学习期限为一年。

（七）论文质量

本学位点严格执行《内蒙古大学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试行）》

《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工作暂行办法》等相关规章制度，抓好

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的各个环节。从开题、中期考核、预答辩、论文检测、论

文评审、答辩到最后的学位授予，都做到严谨而规范。同时要求导师加强论文

指导，严格把关，确保论文质量。在博士硕士培养方面，本学位点采取“导师指

导、集体培养”的模式，发挥集体的力量，且让研究生加入到导师的科研项目中，

从项目定选题，有利于导师指导，也可以促进问题意识的形成。一般硕士论文



的写作时间不少于 12个月，博士论文的写作不少于 18个月，导师会定期检查

写作进度，对写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讨论，提出建设性指导意见。论文完成后，

在预答辩前要进行重复率检测，超过规定比率不能进行答辩，要延期毕业。通

过检测和预答辩的论文，全部送到外省区进行匿名评审。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关于印发〈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

的通知》、《内蒙古自治区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2022年

未收到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对往届毕业生学位论的抽检结果。

（八）质量保证

按着《教育部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的意见》和《内蒙古大学研

究生教育手册·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暂行方法》、《内蒙古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研究生培养工作暂行规定》等相关文件、条例的规定严格实行筛选和淘汰工作。

探索建立课程学习综合考核制度。根据学校、学科、博士和硕士层次的实

际情况，结合研究生中期考核或设立单独考核环节，对研究生经过课程学习后

知识结构、能力素质等是否达到规定要求进行综合考核。对于综合考核发现问

题的，指导教师和培养指导委员会要对其进行专门指导和咨询，针对存在的问

题进行课程补修或重修，确有必要的应对培养计划做出调整，不适宜继续攻读

的应予分流或淘汰。

凡综合考试未通过的博士生，可在半年诶申请重考一次，仍未通过者，是

硕士起点的博士生应终止学业，其他类的博士生由导师提出转读硕士学位或终

止学业的建议，经学院同意，报研究生院审批。

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基本合格者，须延学一年，参加下一年度的中期考核。

经过考核不合格者，终止学业，发给肄业证书。中期考核不合格者，终止学业，

发给肄业证书。

（九）学风建设



本学位点重视对研究生进行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的教育，每届学生入学教

育都把学术规范问题作为核心内容加以强调，同时安排研究生参加全校开设的

《学术规范与学术写作》课程学习，树立优良学风，培养创新意识，杜绝抄袭。

对于研究生在读期间发表论文和撰写学位论文，都按照国家规定的学术规范加

以要求。学位论文全部交由研究生院进行重复率检测，博士学位论文小于 15%

为合格，硕士学位论文小于 20%为合格。对于超过这一限度的，做延期毕业处

理。

（十）管理服务

1.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情况近年来，本学位点进一步优化研究生管理服务工

作。相关学院设有教务科研办公室，有 2名专职人员负责研究生教学和科研工

作的管理和服务。学院党委、团总支、研究生辅导员负责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

和日常管理工作，专职党建工作者 3 人、专职辅导员 2 人、兼职辅导员 3 人。

研究生导师队伍主导研究生的学习、科研和实践过程。

2.研究生权益保障方面：

①学校制定的各类规章制度为研究生权益的实现提供了保障。我校现有研

究生权益保障制度有《内蒙古大学学生管理规定》《内蒙古大学奖助学金工作

条例》（试行）《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自治区奖学金管理办法》《内

蒙古大学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办

法》《内蒙古大学优秀研究生奖学金评选办法》《内蒙古大学研究生特殊困难

补助管理办法（试行）》等。这些制度从不同角度明确了研究生权益保障，比

如在《内蒙古大学学生管理规定》第二章中，明确了学生的权利与义务；第六

章中明确了学生对取消入学资格、退学处理或者违规、违纪处分的申诉程序。

《内蒙古大学奖助学金工作条例》第二章“工作机构与职责”中明确规定各二



级学院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中必须有学生代表。学位点相关学院严格按照学校

的规定，保证研究生的合法权益。

②听取学生各方面诉求和意见建议。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会、信箱邮件等

多种形式倾听研究生在学习生活方面的诉求，征求关于学术、科研、教学、实

践、管理、党建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及时回应学生的诉求，满足学生的需求。

为回应学生的诉求，自 2019 年开始，学位点每年开展一届研究生学术论坛，每

月开展一期研究生学术讲座，每周组织一次教师学术讲座，为研究生提供学术

交流的有效平台。举办研究生趣味运动会，提高学生的身心健康水平。

③增强研究生权益维护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

《普通高等学校管理规定》《职业教育法》等与自身息息相关的法律文件是研

究生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律依据。学位点通过学院研究生会搭建了学院与学

生之间的桥梁纽带，保障研究生的合法权益。通过运营学院公众号，搭建师生

沟通交流的网络平台，向研究生普及法律知识，唤醒研究生的权益意识。

3.研究生学习满意度调查情况

面向在学研究生，采用问卷调查、个案访谈、座谈交流等方面，围绕教育

教学、实习实践、学习环境、导师评价、管理服务、学习成果、学习满意度总

评等七个方面，进行满意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本学位点研究生的学习满意

度较高，大多数研究生对所选专业的兴趣和热情较高，教育教学、实习实践、

学习环境、管理服务、导师指导较满意，认为在校期间自身学习能力、实践能

力、科研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均得到大幅度提升，成长目标明确，成才预期较

高，就业质量较好。学生表示，对学术氛围的营造、学术交流平台的搭建和课

外体育锻炼活动方面有更大的需求。



（十一）就业发展

1.就业率

2022 年，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共毕业 260 人，其中硕士研究生 238 人，

博士研究生 238。2022 年我学科初次就业率达 79.86%。

2.就业去向分析

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就业去向主要集中在教育单位、党政机关和企业

单位。

毕业年份
毕业生

人数

已就业

人数
就业率

教育

单位

党政机

关、事业

单位

企业或其

他单位
部队 升学

2021 年 27 19 70% 5 5 3 1 5

2022 年 57 45 79.82 27 10 2 6

3.用人单位意见反馈和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情况

从用人单位对本学位点毕业研究生的意见反馈来看，对我们研究生的总体

评价很高，毕业生职业发展状况良好。下面总结如下：

用人单位认为，本学位点研究生专业知识扎实，科研能力较强，综合素质

高，能够胜任所在岗位或单位发展要求；团队合作意识、工作责任意识、社交

沟通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工作适应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和开拓创新能力较强。

与此同时，用人单位对本学位点研究生培养提出一点意见和建议。主要有以下

几条：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端正就业观；增强毕业生心理素质和敬业道德教育；

加强学生文字功底或公文写作能力。

4.为推进就业工作，院领导开展访企拓岗行动共 15 次，解决了近 40 人的就业

岗位。

五、服务贡献



（一）科技进步

2022年 4月 15日，我院相关工作人员一行 5人赴锡林郭勒盟公

安局签订“蒙古文笔记检验联合实研究验室”和“蒙古语声纹检验

联合研究实验室”协议。蒙古文笔迹检验和蒙古语声纹检验是打击

违法犯罪、侦破案件的重要手段。通过签约合作，双方将共同致力

于蒙古语文字和语音的研究应用，并加强在完善蒙古文笔迹行业标

准、蒙古语声纹语料库建设、刑侦语音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的

深度交流协作，为全盟打击刑事犯罪提供科学准确的技术支持。

（二）经济发展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在协同育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服务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开展科学普及等方面取得良好业绩。坚持“学+

教+创新实践体验”三元支撑的新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打造学生社

会实践平台，推进内蒙古社科联、内蒙古档案馆和内蒙古大学出版

社等实践基地建设，全力推进素质教育。萧乾文学馆以培养和提升

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全区群众人文素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为主

题开展各项线上线下社科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在自治区党委宣

传部支持下，内蒙古大学第十期文研班暨乌兰牧骑文艺创作人员研

修班顺利结业，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培养模式，举办系列讲座

和论坛，为内蒙古乌兰牧骑文艺创作人才队伍建设和内蒙古文艺事

业繁荣贡献了力量。

（三） 文化建设



2022年 7月 22日，由我校蒙古学学院举办的《契丹文字研究百

年成就展》在辽文化核心地带巴林左旗林东镇顺利开展。展览以契

丹文字的创制、契丹文字的使用、契丹文字的发现、契丹文字研究、

内蒙古大学的契丹文字研究学科五大部分组成，全面系统且生动展

现了中外学术界契丹文字研究百年的成就。通过展陈把史料中的记

载立体地展示给大众，把小众冷门的学科以图文并茂、实物与文字

相结合的方式介绍于观众，让社会大众对神秘的契丹文字有进一步

的了解和认识。本次布展不仅彰显了契丹文字研究发展的学术价值

和学术意义，也是推动校地合作、促进高校社会服务的有效抓手，

更是契丹文字研究成果产业化发展的重要体现。



附件 2-1

内蒙古大学

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学术学位 2022年度）

责 任 学 院

（学院公章）

学院名称：外国语学院

负责人：李满亮

授 权 学 科
名称：外国语言文学

代码：0502

授 权 级 别
□ 博 士

 硕 士

2023 年 3 月 31 日



编 写 说 明

一、封面中学术学位授权点的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

育部 2011 年印发、2018 年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填写，只

有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的，授权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

家教育委员会 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

目录》填写；专业学位授权点的类别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

部 2011年印发的《专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填写；同时获得博士、硕士

学位授权的学科，授权级别选“博士”。

二、本报告采取写实性描述，能用数据定量描述的，不得定性描述。定量

数据除总量外，尽可能用师均、生均或比例描述。报告中所描述的内容和数据

应确属本学位点，必须真实、准确，有据可查。所填报各项与时间相关的内容

均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

三、本报告中涉及的人员均指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在编人员以及与本单

位签署全职工作合同（截至 2022 年 12月 31日合同尚在有效期内）的专任教师

（含外籍教师），兼职人员如需填写应注明。同一人员原则上不得在不同学术

学位点或不同专业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写。

四、本报告中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励、教学成果奖励

等）应是署名本单位，且同一人员的同一成果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

业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写。引进人员在调入本校之前署名其他单位所获得的成

果不填写、不统计。

五、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一律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处理后编写。

六、本报告文字使用四号宋体，字数不超过 8000 字，另附 2022 年度培养

方案。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简要介绍本学位点总体情况、获批时间、优势特色、研究方

向、国内外影响力等，一般在 500 字以内】

本学位点始于 1978 年成立的内蒙古大学外语系，形成集本科、

硕士层次教育于一体的教学体系和教学科研并举的学科格局。1993

年获得“翻译理论与实践”硕士学位授权点。2010 年获批“外国语

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设有“英语语言文学”、“俄

语语言文学”、“日语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四个二级学科方向。学位点现已凝练打造出四个研究方向，即以类

型学视角下的外语与汉语对比研究、英语文学中的社会主义思潮研

究、内蒙古文献资料多语种对外话语翻译研究与数据库建设、俄日

蒙等国与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学文化比较为优势特色。近五年培养

毕业生 182 人，学源结构合理，生源质量良好；在国外大学交流学

习一学期以上的学生占 21.2%，发表高水平论文约 40 篇；累计考取

博士 10余人，就读于南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莫

斯科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专任教师 54 人，教授 11 人，有博士

学位者 39人，有国际化教育背景者 46人；承担国家级课题 16项，

入选国家社科文库成果 1项，其他各类课题百余项，科研经费近 600

万元，获得自治区社会科学哲学政府成果奖 11项。学位点依托“外

国语言文学基地”等 10个科研平台，在为内蒙古地方经济建设及应

用服务中积极与相关学科交叉，发挥了引领和辐射作用，积极推进

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事业高质量发展。



二、目标与标准

（一）培养目标

【本学位点研究生培养的目标定位，限 300 字】

2022 年，为适应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对外语人才的迫切

需求，完善外语人才培养体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根据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深入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

的意见》(教研[2013]3 号)和内蒙古大学研究生院《内蒙古大学关于

修订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2021 年）》的相关规定,特修订内

蒙古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培养拥护党

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品行端正、身心健康且具有家

国情怀、国际视野、献身科学教育事业的敬业精神和科学道德，能

够从事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教学、翻译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培养

具备外国语言文学方面坚实的语言文学基础理论、广博的专业知识

和文化素养；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理论功底，能够运用所学

理论知识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和较强的

实践能力、良好的学术道德和科学精神，了解本学科在国内外学术

领域研究的最新动态，并具有娴熟的外语口语表达能力和较强的外

语应用能力。具有刻苦钻研的精神、严谨的科研态度、高尚的学术

道德、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掌握 1 门第二外国语，具有熟练运用

计算机和互联网进行研究和工作的能力。

（二）学位标准



【符合本学位点特点，与本校办学定位及特色相一致的学位授

予质量标准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

例暂行实施办法》，《内蒙古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修订稿）》

和《内蒙古大学申请博士、硕士学位学术成果基本要求》等文件精

神，结合本地区和本校实际特点，注重与本校优势学科相结合制定

了《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标准》。学位授予严格按

照《标准》执行，硕士学位申请人应具有坚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和系

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业务技术工

作的能力，能够比较熟练地运用外语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有

一定的应用能力，并按培养方案、教学计划完成相关课程并修满学

分，毕业论文质量达到要求并通过论文答辩，可授予学位。

三、基本条件

（一）培养方向

外国语学院拥有四个二级学科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方向设

有英国文学、美国文学、加拿大文学、澳大利亚文学为主的英语国

别文学和文化的专业课程及相关研究方向。俄语语言文学方向主要

针对俄语词汇学、句法学、修辞学和俄罗斯现当代文学，兼顾研究

俄汉互译的翻译理论和方法。日语语言文学方向涵盖日语语言、日

本文学和日本文化三个研究领域，针对语言学流派以及日语的语法、

词汇、语音、教学法、日本语教育史及中、蒙、日多语种间语言现

象比较等领域进行系统研究。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方向已形成



较为完备的学科群，审视语言的类型学和本土化研究，现有系统功

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用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社会语言学、

加的夫语法和二语习得等研究方向。

（二）师资队伍

2022 年度师资队伍建设质量

师资队伍基本情况

（一）专任教师队伍结构

专业技

术职务
合计

35 岁

及以下

36 至

45 岁

46 至

55 岁

56 至

60 岁

61 岁

及以上

博士学

位人数

具有境外

经历人数

博导

人数

硕导

人数

正高级 11 0 0 7 4 0 9 9 3 9

副高级 31 0 13 12 6 0 15 20 0 26

其他 12 9 3 0 0 0 15 7 0 2

总计 54 9 16 19 10 0 39 46 3 37

学缘

结构

最高学位获得单位

(人数最多的 5 所)
北 京 外 国

语大学

内 蒙 古 大

学
南开大学

中 央 民 族

大学

人数及比例 6（11.1%） 6(11.1%) 2（3.7%） 2（3.7%）

生师比
在校博士生数 0 在校硕士生数 105

专任教师生师比 0 研究生导师生师比 2.83：1

（三）科学研究

学位点新增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3 项、内蒙古自治区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1 项、“内蒙古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年度外

语专项 4 项、2022 年内蒙古教育厅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重点

项目 1项、2022 年内蒙古自治区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常规项目

4 项、内蒙古自治区教育科学研究“十四五”规划 2021 年度规划课



题一般项目 1项、内蒙古自治区高等教育学会 2022 年高等教育研究

立项课题一般项目 1项。发表学术论文 31篇，其中 CSSCI（集刊）2

篇、国外学术期刊 18 篇，其他学术期刊 11 篇。主编教材 2 本、参

编 1本、译著 1 部。获内蒙古大学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4项、

第二届内蒙古大学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第二届内蒙古自治区高校教

师教学创新大赛选拔赛副高组二等奖 1 项和第四届全国高校混合式

教学设计创新大赛 “设计之星”奖 1项。

（四）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位点支撑研究生学习、科研的平台情况】

学位点现有“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基地”等 10个科研平台，集教

学、科研、智库、文化交流为一体，坚持理论与实践、教学与科研、

成果与培养人才相结合的宗旨，以四个优势研究方向为显著特色，

从服务国家和自治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战略需求出发，依托“部

省共建”机制，深度整合资源，打通高校与政府、翻译之间的合作

通道，形成富有张力的语言服务人才培养模式；打造具有国家竞争

力的教学科研团队、创新体制和机制，带动学院快速协调发展，成

为外国语言文学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现已建立较成熟的校级交流

与合作，开设国别文学文化研究相关课程，推荐研究生赴国外长短

期访学、项目调研和参会，并举办线上线下学术讲座、语言文化活

动及学术交流，将学术研究和课程建设与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有机

结合，助力学科发展。2022 年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举办讲座十多次，



包括清华大学庞红梅教授、上海理工大学杜勤教授、同济大学刘晓

芳教授、人民网日文版日籍专家玄番登史江女士、日本九州外国语

学院马越雪夫理事长、加拿大职业口译员苏日古嘎等。

中文藏书 23.85 万册, 外文藏书 9.28 万册, 订阅国内专业期刊

621 种,订阅国外专业期刊 69种,中文数据库数 47个,外文数据库数

55个,电子期刊读物（1080 种）。仪器设备总值 838.12 万元，实验

室总面积总计 1463 平米，最大实验室面积 398 平米。

（五）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制度建设、奖助水平、覆盖面等

情况】

学位点对研究生的奖助按照“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

理办法”、“内蒙古大学国家奖学金管理办法”、“内蒙古大学助

学金管理办法”和“内蒙古大学三助一辅岗位管理办法”、《外国

语学院学生奖助学金管理工作条例（试行）》等进行评选。2022 年，

学术型硕士共有 48 人获得奖学金，占获奖总人数比例 28%（共计 170

人），其中获笹川良一奖学金 1 名，国家奖学金 3 名，自治区奖学

金 2名，自治区学业奖学金 36名，小米普通奖学金 1名，丸山奖学

金 5名；累计奖学金 40.3 万元。学术型研究生各项助学金总获资助

人数为 25人，总资助金额为 2.56 万元。其中，绿色通道入学 1人，

临时困难补助 2 人，特困补助 1 人；贫困建档共获资助 21人，其中

特别困难 2人，比较困难 7人，一般困难 12人。



四、人才培养

（一）招生选拔

【本学位点研究生报考数量、录取比例、录取人数、生源结构

情况，以及为保证生源质量采取的措施】

本学位点为了保证生源质量在研究生招生选拔中按照笔试+面

试方案，改革招生宣传方式，加大宣传力度。通过现场咨询、讲座、

论坛、网络宣传等多种宣传方式宣传学校、学院的优势和特色，不

断提高学校、学院在考生中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学校、学院始终重

视复试环节，严格把关，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学位点不断完善复

试把关环节，确保优秀生源脱颖而出。依据实际情况和学科特点，

学位点设计和安排复试科目，加强面试环节，加强对考生综合素质

的考核；实行 120%的差额复试，提高合格生源的复试比例，扩大选

拔的空间；复试环节全程录音、录像，确保复试环节公平、公开、

公正。提高调剂生源质量，优化生源结构。根据当年国家划定的分

数线，进行分数测算，及时公布调剂基本条件及信息；加大调剂生

复试比例，规范调剂程序，合理安排调剂报名时间及复试工作，及

时公布调剂考生录取结果。

表 1 2022 年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硕各方向学生情况一览表

方向

类别

毕

业

人

数

报

考

人

数

录

取

人

数

录取

比例

来源于

区内

高校

来源于

区外

高校

来源于

“211”双

一流及以

上高校

来源于

普通

院校

来源于

外语

专业

来源于其

他专业

英语语言文学 11 79 10 1：7.9 6 4 2 8 10 0

俄语语言学文学 3 6 3 1：2 0 3 0 3 3 0

日语语言文学 7 21 7 1：3 4 3 2 5 7 0



外国语言学及应

用语言学
15 44 14 1：3.1 9 5 2 12 14 0

合计 36 150 34 1；4.4 19 15 6 28 34 0

（二）思政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课程思政、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

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生党建工作等情况】

学位点组织师生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

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学

校党委要求和《外国语学院“三全育人”建设实施细则》等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及时落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工作，获批在自治区级

重点项目“课程思政”示范课 1 门。研究生党支部设有支部书记 1

人，党支部副书记 1 人，组织委员 1 人，宣传委员 1 人，纪律检查

委员 1人，青年委员 1 人。待转正预备党员 25人，发展党员 30人，

入党积极分子 78人。组织各党支部累计学习沿着必由之路夺取新的

更大胜利——习近平总书记 2022 年全国两会重要讲话》、《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习近

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讲话》《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迎接党的二十大”

专题研讨班的重要讲话和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师范大学“优师计

划”师范生重要回信精神等讲话 54次。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研究生党支部通过党课学习、集体学习、个人学习、党



小组形式进行系统学习，另开展“党支部书记讲党课”、“学习二

十大”主题党日和“晒晒我的二十大学习笔记”等活动履行好新时

代使命任务。开展党小组共同学习形式，通过相互讨论研究，坚定

不移用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成工作

学习创新发展的思路举措和实际成效。大学外语党支部被评为校级

“最强党支部”，其中有导师 4人。

（三）课程教学

【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课程教学质量和持续

改进机制，教材建设情况】

学位点根据培养方案与学科发展需求开设了一系列课程，其中

核心课程授课教师具有高级以上职称比例为 100%，每门课程可以授

课教师数量在 2 人以上。教学管理规范，教学管理文件完善，教学

档案、试卷等资料装订、保存完好。教学课堂秩序良好，依据问卷

调查，学生总体满意度达到 90%以上。教学秩序良好，学生到课率平

均达到 95%以上。2022 年课程建设注重“三进”工作和阐释二十大

精神入课堂工作。以《理解当代中国》系列教程和《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四卷为核心教材，课程思政为导向，通过对语言学（翻译、

外国文学）经典理论构建、关键问题突破和前沿研究进展的案例式

教学等方式。加强对研究生课程学习的支持服务，构建研究生课程

学习支持体系，为研究生提供个别化的学习咨询和有针对性的课程

学习指导，开展各类研究生课程学习交流活动，加强教学服务平台

和数字化课程中心等信息系统建设，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与外语教



学融合发展创新实践”等跨学科、跨学院合作。学位点大力开展思

政元素融入课程讲义、PPT 等工作，已经有 3门课程编写课程教材。

2 门课程正在筹备成为线上课程，加紧建设。

（四）导师指导

【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情况，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度

要求和执行情况，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制度建设和落实情况】

本学位点的导师队伍选聘严格按照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关于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内蒙古大学关于制定

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办法的指导意见（修订版）》、《外国语

学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实施办法（学术）》等文件精神执行，

重视师德师风。实施高素质师资队伍建设和培养全过程管理，导师

每年各类培训人均 2次，每次 16 学时。2022 年拟新增学术点硕士导

师英语语言文学方向 2 人，日语语言文学方向 1 人。每年按照师德

考核和年度考核实施方案及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和学院实际情

况,进行考核工作安排。学院制定了导师指导研究生工作对照清单和

时间表，严格落实和监督指导环节。

（五）学术训练

【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及科教融合培养研究生成效，包括制度

保证、经费支持等】

搭建研究生参与科学研究的平台，设立各种创新项目，把研究

和参与过程作为硕士研究生培养的主要途径。对研究生进行严格、

完整和系统的科研训练，研究生通过“助教、助研、助管”等方式

参与科研及教学活动，2022 年起学院设立院级科研项目资助金。研



究生通过主持自治区和校级创新项目、留学基金委项目，立足学术

需求，广泛参加到各种学术活动中。研究生参加导师科研项目及获

得其他渠道资助的科研项目达 20 多项，参与率较高。获批 2022 年

度校级研究生（学硕）科研创新资助项目 5 项，院级研究生科研创

新资助项目 4项。本年度举办了首届“硕士研究生学术论坛”和“《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翻译大赛”，另有学科前沿讲座、优秀成果奖励、

创新竞赛、展览等活动。30 余人次参加各专业国际、国内线上线下

学术会议，并宣读论文。发表论文 20余篇，多人次获得语言类大赛

奖项。

（六）学术交流

【研究生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的基本情况，国际合作交流等

方面的改革创新情况】

受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资助，2021级日语语言文学 6名学生赴

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神奈川大学高校交换学习，占比 100%（2018-22

年累计派出学生 25人）；俄语语言文学 1 名学生赴俄罗斯普希金语

言学院交流学习，占比 33%。内蒙古大学与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国

立大学学术交流与合作基地到目前已接受 20 多名实习实践学生参

加国内各类会议线上线下发言交流 30余人次。与英国杜伦大学、美

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联系建立海外硕士联合培养

基地。

（七）论文质量



【体现本学位点特点的学位论文规范、评阅规则和核查办法的

制定及执行情况。本学位点学位论文在各类论文抽检、评审中的情

况和论文质量分析】

学位点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印发《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

管理办法》、《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规程》、《内蒙古

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格式要求》、《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双

盲评审工作办法》等文件精神，制定了学位论文写作规范、评阅规

则和核查办法。在论文完成过程中坚决执行，实行零容忍制度，强

化学术性学位论文的科学性和理论应用价值。增加研究生学业考核

环节步步监督，延长考核链条，推行学术论文撰写、期中考核、期

末考核、实习实践、社会服务评价、行业评价等方式。教学质量监

控实行学校教学督导、学院教授委员会、系部导师组、导师、辅导

员和班主任共同参与的“六位一体”闭环式质量监控体系。建立区

外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下专家评审库，包括 29个单位的百余名知名专

家，从选题到开题、外审、预答辩和答辩进行全程监督。评委提交

反馈报告，每年 7月进行工作总结。本学位点学位论文截至 2022 年

在教育部和教育厅各类论文抽检中尚未发现问题论文。论文外审采

用双向匿名评审制度，论文质量较好，获得 2022 年度校级优秀毕业

论文 2 篇（史菲菲、张兴）、2021 年度自治区优秀硕士毕业论文 1

篇（田颖）。

（八）质量保证

【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

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分流淘汰机制等情况】



本学位点为保证学位授予质量，加强指导教师队伍建设与管理，

完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

于加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建设的意见》（学位

〔2014〕3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印发〈博士硕士学

位论文抽检办法〉的通知》（学位〔2014〕5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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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学位〔2014〕

2 号）等文件的规定，结合我校和本学位点实际，制定了导师指导研

究生工作相应制度、对照清单和时间表，严格落实和监督指导环节。

完善学位质量保障和监督体系，落实导师负责制与强化导师组的责

任，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从选题开始实现分流淘汰机制，

减少或杜绝“存在问题学位论文”。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

完善学位论文预答辩、答辩和答辩后强制修改制度。实行学位论文

答辩后二次管理制度，并由导师和导师组长负责监督落实的制度。

拒不修改论文的，导师组有权拒绝提交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

（九）学风建设

【本学位点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学术不端行为

处理情况】

本学位点从促进学风建设的角度，一是设立学校、教师、学生

“三位一体”的学风建设方针；二是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加强学

术道德建设。学校制定的相关制度主要包括《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

术不端行为处理办法》、《内蒙古大学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

实施细则》和《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原创性检测暂行办法》

等。上述规定为本学位授权点的学位论文管理工作引领了方向，本



学位授权点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实施学位论文管理工作，层层把关，

保证学位论文质量，尚未发现学术不端行为。

（三）管理服务

【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情况，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情况，在

学研究生满意度调查情况等】

学位点严格按照《内蒙古大学全日制研究生管理规定》《内蒙

古大学学生申诉处理暂行办法》等规章制度加强管理，保障研究生

的权益。22 年学院设学位点分管副院长 1 人，教学秘书、专职辅导

员、班主任和助管共 13人。各级管理机构和人员配备齐全，责任明

确。学位点建有档案专柜，研究生培养过程信息完备、档案管理合

理。学院设有院级奖学金评定委员会，学生会设有权益保障部，其

下设奖学金部，助学金部以及就业部，完成毕业证发放等环节工作，

并定期召开毕业生座谈会。22 年与后勤处协调，建立疫情下保障学

生学习和生活的救济制度。12月 9 日发布对外国语学院研究生权益

保障情况问卷调查，得到有效反馈 206 份，统计结果比较满意占比

超 75%，非常满意占比 20%以上，不满意情况占比不足 5%。12 月 27

日发布外国语学院在校研究生满意度调查问卷，得到有效反馈 205

份，统计结果比较满意占比 45.61%，非常满意占比 27.51%，一般满

意占比 23.42%，不满意仅占比 2.18%。

（四）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毕业研究生的就业率、就业去向分析，用人单位意

见反馈和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情况】

本学位点认真贯彻落实人社部印发《关于做好 2021年全国高校

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稳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12/24/content_5463595.htm


就业工作的意见》和本校等诸多相关政策的指示，将毕业生就业作

为工作重中之重。学位点人才需求与就业动态反馈机制的建立，主

要依靠校内外多方合力。校内由校领导带队开展“访企拓岗”，学

院党政领导、导师班主任、辅导员结成包联制度，对毕业生进行即

时追踪调查，通过毕业生反馈行业前景及风险等信息。校外则建立

用人单位跟踪反馈机制，及时了解单位对毕业生的满意度，另外引

入第三方专业机构辅助校内校外进行毕业生就业的跟踪反馈，提高

反馈过程的效率和反馈结果的准确性。对于人才需求和就业状况报

告发布，学院领导、导师和研究生班主任定期组织工作会、信息调

度会、就业动员会召开会议对就业进行相关指导与服务，通过班级

QQ群、微信群、学院公众号及时发布就业信息。2022 届学硕学生共

计有 36人，截止到 2022 年 12 月 1日，各学硕班级的就业率为 58%，

其中考取博士 1 人（俄罗斯喀山联邦大学），主要分布在区内外各

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从事语言教学、服务等工作约占 76%左右，

其他毕业生分布在国企，其他事业单位以及国家基层项目约占 14%，

企业单位约占 10%，签约单位性质较为集中，主要集中于教育系统和

其他事业单位。签约单位地域分布也较集中，在自治区约占 71%以上，

东部地区占 19%左右，中西部地区较少。

学位点一直重视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培养质量的反馈，将用人单

位作为毕业生质量测量主体，定期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了

解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评价。从反馈的结果看，用人单位对本学位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12/24/content_5463595.htm


点培养的毕业生的满意度为 90%以上，认为该学位点的毕业生在知识

综合运用能力、教学技能以及适应能力等方面具有优势，自我表现

能力和应变能力有待加强。

毕业生质量

总体就业情况

就业情况统计（人数及比例）

类别
毕业
生总
人数

学位
授予
人数

就业
未就
业

初次就
业率

（系统
生成）

从事本专业学位
相关工作的情况

签订
协议

升学
自主创
业

其他
学校
填报

问卷调
查

全日制
硕士研
究生

36 36
17(47%

)
1(2%) 0 3(8%)

15(42%
)

58%
14(39
%)

-

毕业生就业单位类型分布（人数及比例）

类别 机关 事业单位 企业单位 其他单位

全日制
硕士研
究生

1(4%） 16（76%) 2(10%) 2(10%)

毕业生主要去向

就业单位名称（支撑信息填报生成）

中国共产党
内蒙古自治
区委员会组
织部

包头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
教育体育局

内蒙古自治区教
育厅

呼和浩特市回民中学

五、服务贡献

（一）科技进步

【科研成果转化、促进科技进步情况】

（二）经济发展

【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



（三） 文化建设

【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情况】

本学位点服务自治区“打造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发展战略，

服务于“一带一路” 和民族文化发展战略，突出“会语言、通国家、

精领域”的创新型国际化外语人才。同时，蒙古学与中国语言文学

等交叉学科，发挥学术队伍研究特长，为中国边疆形象在海内外的

正面建构贡献文化软实力和锐实力，从跨学科、跨文化理解与沟通

角度为构建和谐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献言献策。依托“部省合

建”计划，与复旦大学等对口高校实施师资提升计划，融合民族地

区研究优势，新设立内蒙古文化海外传播研究中心，与本校国家级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蒙古学研究中心”和“蒙古族及北方

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合作，积极转型在“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突出成果，形成较好的科研创新体系，也为

本学科社会服务与学科发展提供了新的科研增长点。具体成果有：

一是突破性翻译成果，服务国家需求。全部完成“内蒙古档案

馆日侵档案资料翻译与校对” 四期项目，对于揭露日本侵华行径具

有不可辩驳的史学价值，累计横向科研经费约 300 万元。二是发挥

智库作用，服务国家民族语言战略。研究报告《中国院校重建指挥

外语教学的探索及思考----以海外孔子学院构建的国际中文智慧教

育体系为鉴》一文被教育部采用，完成内蒙古自治区“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理论研讨会”征文活动，获奖报道“脉准文化自

信，拓宽演进路径，深构内蒙古‘亮丽北疆’新形象”。完成教育

厅委托“十四五”翻译人才培养《内蒙古大学翻译人才队伍建设 2022

年工作总结和 2023 年工作计划，内容包括中译外高端翻译人才培养



的重要举措和实施办法。《方案》建议内蒙古外事系统与高校深度

合作，统筹全区翻译力量长效合作机制，建设全区翻译人才交流共

享和调配平台，建立动态区内外资深翻译专家和知名学者构成的专

家委员会和高端翻译人才库。

三是创办学术期刊，转化科研成果落地。承担国际学术期刊《内

陆亚历史文化研究》翻译和编译亚洲国家相关的论文。新增承担教

育部高等教育司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4项，3篇研究报告被内大智

库采纳。四是服务西部民族边疆，培养高端翻译人才。新增内蒙古

自治区高校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 1人，担任中国译协理事单位、

世界翻译联盟办事处单位、内蒙古翻译工作者会长单位，与日本九

州外国语学校、卡尔梅克大学等俄美日国家的多所高校与机构建立

合作关系，选送优秀学生赴海外翻译培训与实习。学硕获批“内蒙

古大学硕士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3 项。五是科研与服务地方经济相

结合，以创新创业项目成果助力地区发展。毕业生有继续攻读博士

学位或毕业生就业单位有内蒙古党委组织部、内蒙古教育厅、内蒙

古农牧厅、包头贸易促进处等部门，在实际工作中服务国家和地区

经济发展。在实际工作中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六是结合我校

地处北疆，开展俄日蒙临近国家与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学文化比较

研究、蒙古族与美加澳少数族裔土著文化比较研究，以东北亚语言

文化为基础的多语言文化接触研究，中西诗学背景下的翻译跨文化

接触与传播研究，出版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1部、译著 2部。



附件 3-1

内蒙古大学

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学术学位 2022年度）

责 任 学 院

（学院公章）

学院名称：文学与新闻传播

负责人：米彦青

授 权 学 科
名称：新闻传播学

代码：0503

授 权 级 别
□ 博 士

☑ 硕 士

2023 年 3 月 31 日



编 写 说 明

一、封面中学术学位授权点的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

育部 2011 年印发、2018 年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填写，只

有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的，授权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

家教育委员会 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

目录》填写；专业学位授权点的类别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

部 2011年印发的《专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填写；同时获得博士、硕士

学位授权的学科，授权级别选“博士”。

二、本报告采取写实性描述，能用数据定量描述的，不得定性描述。定量

数据除总量外，尽可能用师均、生均或比例描述。报告中所描述的内容和数据

应确属本学位点，必须真实、准确，有据可查。所填报各项与时间相关的内容

均截至 2022 年 12月 31日。

三、本报告中涉及的人员均指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在编人员以及与本单

位签署全职工作合同（截至 2022 年 12月 31日合同尚在有效期内）的专任教师

（含外籍教师），兼职人员如需填写应注明。同一人员原则上不得在不同学术

学位点或不同专业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写。

四、本报告中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励、教学成果奖励

等）应是署名本单位，且同一人员的同一成果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

业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写。引进人员在调入本校之前署名其他单位所获得的成

果不填写、不统计。

五、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一律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处理后编写。

六、本报告文字使用四号宋体，字数不超过 8000 字，另附 2022 年度培养

方案。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简要介绍本学位点总体情况、获批时间、优势特色、研究方

向、国内外影响力等，一般在 500字以内】

内蒙古大学新闻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于 2004 年获批，新

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于2010年获批。学位点获批以来，

已为内蒙古自治区及国内外新闻媒体、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培养

毕业生 400 余人，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较

好成绩，是民族地区传媒研究和传媒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

本学位点特色：本学位点以民族地区媒体改革和传播实践为研

究对象，关注新闻传播与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在“民族地区新闻传

播与国家认同”“民族地区舆情研判与舆论引导”“民族地区区域

形象传播”“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史”“新

时代北疆民族文化交融与传播”等方面开展学术研究，服务于民族

地区传媒发展和北疆文化建设。

本学位点的优势：

1.在民族地区传媒研究和对俄对蒙传播研究方面成果突出。

2.新闻学专业是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新闻采访与写作”

是国家级一流课程，教学成果获内蒙古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拥有自治区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习基地。

本学位点研究方向：新闻学、传播学、数字传播与民族地区社

会发展。



本学位点在西部地区具有一定影响，在国内学科生态中发挥重

要作用。

二、目标与标准

（一）培养目标

【本学位点研究生培养的目标定位，限 300字】

本学位点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培养具备良好政治素质

和学术素养，具有现代新闻传播理念与国际化视野，深入了解中国

基本国情及内蒙古自治区区情，熟悉民族政策和新闻传播规律，具

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科研创新能力，掌握现代传播技术的新闻传播

研究人才和高层次传媒应用人才。

（1）掌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基本理论与方法。

（2）掌握人文社科跨学科知识，掌握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具

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和研究问题能力。

（3）熟练掌握新闻传播基本原理，具备从事新闻传播及相关职

业所需要的专业素养。

（4）能够胜任信息时代新技术变革对新闻传播工作提出的新要

求，具备全媒体传播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5）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广泛阅读各类文献。

（二）学位标准

【符合本学位点特点，与本校办学定位及特色相一致的学位授

予质量标准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基本学制为 3年，申请学位最长年限为 5

年。严格执行学校学位授予质量标准。

1.课程要求：修习规定课程，完成相应学分。

2.学位论文要求：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的写作，

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杜绝抄袭剽窃。选题应具有理论价

值与实践意义，要运用新闻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解决问题，提出独

立见解。论文字数不少于 3 万字，参考文献不少于 100 篇，其中外

文论文不少于 10篇。

三、基本条件

（一）培养方向

【本学位点的主要培养方向简介】

主要培养方向为新闻学、传播学、数字传播与民族地区社会发

展。

1.新闻学

以新媒体时代民族地区传媒业转型发展为研究对象，围绕民族

地区传媒业发展策略、民族地区舆情研究与媒体舆论引导、民族地

区媒介生态与新闻传播力、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发展等问题，开

展学术研究。

2.传播学

以民族文化交融和民族文化传播为研究视角，围绕互联网与社

会治理、媒体传播与国家认同、危机传播与风险社会、对俄对蒙传



播等与本地区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开展研究；关注民族地区印

刷出版事业的传播轨迹，探究其传播规律、传播特点及历史贡献；

关注北疆民族文化交融与传播的历史演变与新时代特点。

3.数字传播与民族地区社会发展

开展民族地区舆情研究、区域形象传播研究，关注民族地区传

媒产业发展趋势，探索数字传播语境下媒体的社会动员机制，关注

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现代科技带来的社会变化，将数字传播

的理论成果与内蒙古地区的社会发展相结合，从社会治理、文化传

播等方面研究传播科技与民族地区社会变革的关系。

（二）师资队伍

【各培养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主要师资队伍情况、导师队

伍结构和总体规模】

本学位点共有教师 40人。其中，正高级职称 8人，占比 20%；

副高级职称 8人，占比 20%；中级职称 24人，占比 60%。博士学位

33 人，占比 78%；有海外经历的 8 人，占比 21%；最高学位非本单

位授予者 24人，占比 69%，多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

厦门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大学等国内知名

院校。

授课教师的专业背景包括新闻传播学、文学、哲学、计算机科

学等，多学科背景的师资队伍符合媒介融合环境对新闻传播专业人

才培养的需求。



新闻学方向带头人张丽萍，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

地区新闻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 项。获省级社科政府奖一等

奖、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全国宝钢奖优秀教师称号、省级人才

计划入选者。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20余篇，出版专著 2部。本方向

学术骨干 12人，其中教授 2人、副教授 4人，讲师 8人。

传播学方向带头人郭志菊，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

形象传播、民族地区舆情，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 项。在《新闻

大学》等期刊发表论文 20 余篇，出版专著 1 部。获省级社科优秀成

果政府奖二等奖 1项，三等奖 1项。本方向学术骨干 13人，其中教

授 2人、副教授 3 人、讲师 7 人。

数字传播与民族地区社会发展方向带头人张君浩，教授，主持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项，发表论文 20余篇，出版专著 2部。本方向

学术骨干 12人，其中副教授 1人、讲师 9人。

（三）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主要科研项目、学术论文、著作及获奖情况】

本学位点围绕内蒙古新闻传播史、媒介融合与民族地区传媒发

展、民族地区形象传播、民族地区舆情研判、民族文化传播等领域

展开学术研究。2022 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 项，在研国家社科

项目 8项；发表论文 10余篇，其中 CSSCI 来源论文 2篇；出版专著

2 部。

（四）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位点支撑研究生学习、科研的平台情况】

本学位点形成了从教育部、国家民委到校级的不同级别的科研

训练平台，如 2020 年国家民委批准的蒙古国国情研究中心、“一带



一路”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等。与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内蒙古中

心合作成立“大数据舆情智库暨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网技术（中

国）有限公司合作成立“政务新媒体学院内蒙古分院”，与腾讯公

司合作建立“企鹅新媒体学院内蒙古分院”，与内蒙古日报社合建

了自治区级研究生联合培养实践基地，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共建产学研合作基地“内蒙古媒体融合研究中心”，这些平台既是

实训基地，也为研究生学术训练中的数据获取、论文写作等提供了

支撑。

（五）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制度建设、奖助水平、覆盖面等

情况】

本学位点根据《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工作管理手册》《内蒙古大

学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奖助学金评审要求》，结合本学位点实际，制

定了《研究生奖助体系实施意见》等多项管理制度。

本学位点奖助体系由研究生奖学金、助学金两部分组成。研究

生奖学金包括国家奖学金、自治区奖学金及学业奖学金，还有若干

专项（社会资助）奖学金，具体包括：校长励学奖学金、乌克力奖

学金、宝钢奖学金、笹川良一奖学金、光华奖学金、丸山奖学金、

孝廉奖学金等。研究生助学金包括国家助学金、研究生“三助”津

贴、研究生特殊困难补助等。

本学位点奖助学金的覆盖面达到 100%，其中国家奖学金、自治

区奖学金占比 10%；学业奖学金占比 30%，专项（社会资助）奖学金



占比 15%；研究生助学津贴占比 100%，助研和助管等“三助”津贴

为 15%。

四、人才培养

（一）招生选拔

【本学位点研究生报考数量、录取比例、录取人数、生源结构

情况，以及为保证生源质量采取的措施】

2022 年，本学位点研究生报考数量为 45 人，录取 14 人，录取

比例 31.1%。生源结构上，省外 7%、省内 93%。

为进一步提高生源质量，从源头上保障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学

校学院采取了多种措施：第一，通过座谈、政策讲解等措施，鼓励

本校学生报考。第二，接受各校推免生，通过笔试和面试提早锁定

优秀生源；第三，加强初试、复试筛选，把更适合研究生学习的学

生选拔出来；第四，接受外校调剂生，高分调剂生成为保障生源质

量的又一途径。

（二）思政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课程思政、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

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生党建工作等情况】

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

究》。积极推进课程思政改革，加强课程思政的育人作用。成立课

程思政工作领导小组，积极组织导师申报课程思政改革试点示范课，

选派教师参加校内外各类课程思政集中培训，及时落实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工作。做好意识形态网络阵地建设，



成立融媒体中心和网络思政工作室，依托学院官网、官微平台，讲

好师生励志故事，提高网络思政育人成效。

2022年本学点开展的典型性的思政教育情况

时间 主讲人 主题

2022 年 11 月 10

日
人民日报姜洁、薛原等

新时代新征程：记

者的使命与创新

担当（2022 年“中

国新闻传播大讲

堂”）

2022年9月18日

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

学院党委书记张丽萍、新闻

系主任刘寒娥

“铭记历史、同心

筑梦”主题党日及

爱国主义教育活

动

学位点配有 2名专职辅导员，负责研究生日常的生活、学习、

奖助学金的评定等工作。对专职辅导员进行到岗培训，使其充分了

解研究生辅导员的职责和岗位重要性。

通过研究生的入学教育、课程教育和日常讲座及活动，强化研

究生的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每年开展入学教育，

审核开展的研究生论坛及各类学术讲座、活动有 30余场，通过各类

活动，有效的增强了研究生的理想信念。

加强研究生党建工作。新闻系研究生党支部扎实稳定推进基层

党建工作，在各个方面取得了进步。在坚持“三会一课”制度方面，



新闻系研究生党支部推进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创新，多次

组织参与了关于“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的党课活动，例如党史知识竞

赛、党史小课堂等，同时定期召开支委会、党员大会、党小组会议；

扩大党内基层民主方面，党支部积极推进党务公开，畅通党员参与

党内事务、监督党的组织和干部、向上级党组织提出意见和建议的

渠道，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并进行党员和党员干部的批评与自我批

评；党员同志积极履行党员义务方面，党支部多名党员干部及党员

自愿积极参加社区疫情防控志愿活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新闻系研究生党支部将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

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

堡垒。

2022年新闻支部共有学生党员 31人，新发展学术研究生党员 1

人，转正 2人。

（三）课程教学

【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课程教学质量和持续

改进机制，教材建设情况】

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情况如下：

课程名称 教师姓名 专业技术职称 学时

新闻传播理论研究 郭志菊、乌云 教授、教授 48

新闻传播史研究 张丽萍、敖特根白乙拉 教授、教授 48

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 塔娜、马强 副教授、副教授 48

新闻采写研究与实践 刘寒娥、冬叶 教授、教授 48

媒介伦理与法规 高炜、乌兰 教授、教授 48



本学位点以建设高水平研究生课程体系为目标，课程设置注重

基础性和前沿性。注重对学生问题意识、批判性思维、研究方法以

及实践能力的训练。根据学科发展的前沿动态和社会相关领域的人

才培养需求，定期修订和完善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培养方案，优化课

程结构。鼓励教师不断改革课程教学模式，创新课程教学方法和手

段，推进研讨式教学、案例式教学等方法的应用。全面提升研究生

学术创新能力。

建立并完善了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建立了研究生课程教学辅

助案例库。建立课程跟踪评价体系，持续改进教学质量。强化了学

生的学术训练，注重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建设。

教材选用审核方面严格把关，建立健全教材全流程把关机制，

建立完善教材管理工作机制，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

相关制度：

1．内蒙古大学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基本要求

2．内蒙古大学新闻传播学研究生主干课教学大纲

3．内蒙古大学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近三年每学期课程表

4．内蒙古大学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的要求

5．内蒙古大学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课程学习考核管理办法

（四）导师指导

【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情况，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度

要求和执行情况，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制度建设和落实情况】

本学位点建立了严格的硕士研究生导师选拔制度及在岗考核制

度。在导师选拔方面，按照学校的相关要求，每年定期组织符合条



件的教师参与硕士研究生导师遴选，从科研项目、学术论文、学术

著作和科研奖励等方面衡量教师的研究生导师申报资格。对新选拔

出的硕士研究生导师要求其必须参加由学校研究生院组织的入职导

师培训。

严格要求研究生导师，至少每两周对研究生进行一次系统指导，

每个月至少填写一次指导过程记录。导师在指导研究生过程中，主

要侧重以下几方面内容:引导研究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指导研究生制定科学、严密的个人培养计划和科学研究计划。

研究生导师指导学生实行过程管理，并按要求认真填写《内蒙古大

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导师指导学生过程记录手册》。学院

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调研导师指导学生过程的实际情况;定期抽查

指导过程记录手册填写情况，并将抽查结果予以公布。

在导师考核方面，学位点定期组织专家对在岗导师进行评审，

综合评议其科研、教学及研究生培养成果，对于考评不合格的，将

限制或减少其招生指标。目前已经制定了内蒙古大学新闻传播学学

术学位硕士课程教师教学评价方案、内蒙古大学新闻传播学一级学

科硕士点工作方案等相关工作制度。

本学位点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同时成立导师组，

建立协作培养模式。本学位点严格执行教育部制定的《研究生导师

指导行为准则》，严格落实“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肩

负着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崇高使命”要求，严格要求导师遵循“精

心尽力投入指导”“正确履行指导职责”等要求。本学位点根据教

育部的规定制定了《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指导教师条例》等

规章制度，并细化条例。



相关制度：

1.内蒙古大学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

2.内蒙古大学新闻传播学研究生课程教师教学评价办法

（五）学术训练

【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及科教融合培养研究生成效，包括制度

保证、经费支持等】

本学位点研究生全部参与导师的各类学术项目研究，通过学校

搭建的各类学术平台进行学术创新训练，学校设有研究生创新研究

项目，并提供一定的研究经费支持，人文社科类资助标准为 0.3万元

/项，积极鼓励支持学生写作与发表学术论文，2022年因疫情原因，

没有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2021年有如下成果：

2021 年本学位点学生参与学术训练情况如下：

姓名 成果类型 获得时间 成果名称

郭欣阳

2019 级全日制学术学

位硕士
学术成果

2021 年 4 月
论文：《叙事学视域下主流媒体的疫情表

达》发表于《新闻论坛》

2021 年 8 月

论文：《嵌入基层、连接情感：公共领域

视角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发展探析》发表于

《视听》

2021 年 4 月

校级研究生创新项目：“从机构融合迈向

社会融合：县级融媒体中心内容生产特征

与发展路径研究”

于然

2019 级全日制学术学

位硕士

学术成果

2021 年 8 月
论文：《转场与突破：县级融媒体中心内

容生产转型路径研究》发表于《视界观》

2021 年 4 月

校级研究生创新项目：“《内蒙古日报》

乌 兰 牧 骑 报 道 的 话 语 变 迁 研 究

（1957-2020）”



相关制度：

内蒙古大学关于实施 2020年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资助的通知

（六）学术交流

【研究生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的基本情况，国际合作交流等

方面的改革创新情况】

2022年因疫情原因没有学生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交流，2021年本

学位点共有 6 人参加学术会议交流活动 8 次。其中，国家级会议 6

次，发表高水平报告论文 6 篇；省级会议 2 次，发表高水平报告 2

篇。在这一过程中，研究生提高了创新能力，拓展了专业视野，提

升了学术研究能力。

（七）论文质量

【体现本学位点特点的学位论文规范、评阅规则和核查办法的

制定及执行情况。本学位点学位论文在各类论文抽检、评审中的情

况和论文质量分析】

为保证学位论文质量，本学位点严格实行开题答辩、预答辩、

双盲审等制度。第三学期进行开题答辩，通过答辩的学生方可进行

论文写作，未达到要求的学生参加第二次开题答辩并延期毕业。第

五学期进行预答辩，通过的学生方可参加论文送审。本学位点毕业

论文全部实行校外双盲审制度，通过校外盲审的论文方可参加答辩。

肖弘波

2019 级全日制学术学

位硕士

学术成果

2020 年 6 月
论文：《互动仪式链视角下的直播带货现

象分析》发表于《新闻论坛》

2021 年 4 月
区级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早期共产党人

恽代英的新闻生涯”

张学智

2021 级全日制学术学

位硕士

学术成果 2021 年 2 月
论文《<小村故事>系列报道：记者“四力”

提升的典型教材》发表于《新闻论坛》



2022年本学位点申请毕业学生 14人，论文全部通过外审，全部

通过答辩顺利毕业。

相关制度：

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规程

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工作办法

（八）质量保证

【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

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分流淘汰机制等情况】

强化全过程培养，确保各培养环节和培养主体落实责任。根据

学科发展要求和本校办学特色，制定学位授予质量标准；按实际情

况和需求修订培养方案，培养环节设计合理，学制、学分和学术要

求切实可行，明确课程考核、中期考核和论文考核不合格的分流和

退出标准，并严格实施。严格执行培养方案和培养计划，于关键时

间节点进行考核。教学督导深入课堂，与学生评价和教师自评形成

教学评价体系，保障对研究生教学全过程和教学效果进行监督和评

价。

加强学位论文管理。学位论文需经过开题、预答辩、导师审核

及校外匿名评审合格才能进入答辩环节，答辩要求严格，把好最后

培养关口。答辩合格的论文需提交学校学位委员会审定，通过后方

可授予学位。

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组织导师学习《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

准则》文件精神，落实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对

新上岗导师进行培训，连续上岗的导师实行定期培训，确保研究生

https://gs.imu.edu.cn/info/1036/3181.htm
https://gs.imu.edu.cn/info/1036/3180.htm


各项培养政策、制度和措施及时在指导环节中落地见效。导师参与

到研究生的课程学习到论文指导的全过程培养之中。

分流淘汰机制。第一，严格执行研究生中期考核制度。对思想

品德有问题，学习成绩差、学习态度不端正，研究计划不明确的学

生，实行延期开题。对长期不达标的学生实行延期毕业或不毕业，

以此方式强化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第二，实行开题答辩制度，学术

研究生在二年级秋季学期开题答辩，通过开题答辩的学生才可以开

始进行学位论文的写作，未达到要求的学生延期后参加二次开题答

辩。第三，实行严格的论文复制比检查制度，论文复制比超过学校

要求比例的，直接延期毕业。第四，实行严格的论文双盲审评审制

度，本学位点硕士研究生论文全部实行校外双盲审制度，且只有导

师同意外审的论文才能进入外审环节，导师对论文质量进行源头把

关。外审出现不合格情况，要求学生进行修改后重新送审，对再次

送审不合格的论文直接延期毕业。

相关制度：

1.内蒙古大学关于专业学位教育管理的规定

2.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工作暂行办法

3.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学位论文格式

4.研究生申请学位论文答辩流程

5.内蒙古大学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暂行办法

6.内蒙古大学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九）学风建设

【本学位点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学术不端行为

处理情况】



学风教育被纳为本学位点教书育人的重要内容，是研究生入学

的首要教育环节。在日常工作中，学院通过加强学术道德教育端正

学术行为。

每年举办研究生入学教育，组织学习研究生手册。把学术道德、

学术伦理以及学术规范内化于导师的日常指导、课程教授和日常讲

座中。

在学生和教师的学术行为方面，本学位点严格按照《内蒙古大

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工作暂行办法》监督学术不端行为、提

高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和学位授予质量。

为建立良好的学风，促进研究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保证研

究生培养质量，本学位点严格按照《内蒙古大学硕士研究生中期考

核暂行办法》中的要求对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坚持党的

基本路线、遵守国家政策法规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等方面的思想状

况和行为表现进行思想考核。

在师德师风要求上。严格执行把师德师风作为导师选聘的第一

标准，落实师德师风一票否决的制度。

相关制度：

1. 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工作暂行办法

2. 内蒙古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

3. 内蒙古大学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暂行办法

（十）管理服务

【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情况，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情况，在

学研究生满意度调查情况等】



学位点配有专职研究生教务管理人员 2名和专职辅导员 2名。

建立毕业生就业包联工作机制，由学院书记、院长牵头，以研究生

辅导员和导师为主体，与一般教师联动，调动各类资源帮助研究生

就业。

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有：一是各类助学金保障研究生的学习和

生活。包括国家助学金，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等；二是对研究生家

庭经济困难情况进行认定，并根据困难等级进行补助。在读期间，

若家庭发生变故，还可申请研究生临时困难补助。有家庭经济困难

新生绿色通道入学及资助。学校对家庭经济困难新生资助学费、路

费和短期生活费，缓解家庭经济困难新生暂时学习和生活困难；三

是培养设施完善，拥有自治区级教学实验中心，满足研究生的各种

实训需求；四是图书馆馆藏丰富、数据库资源充足，食宿条件较好，

每年进行在校研究生满意度调查，近两年调查满意度为 100%。

（十一）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毕业研究生的就业率、就业去向分析，用人单位意

见反馈和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情况】

2022年本学位点授予学位人数为 14人，初次就业率约为 64%。

在企事业单位签约 4人，占比 29%；灵活就业 4人，占比 29%，升

学 1人，占比 7%。

从用人单位对本学位点毕业研究生的意见反馈来看，对我系研

究生的总体印象良好，评价很高，毕业生职业发展状况良好。用人

单位认为，本学位点研究生专业知识扎实，综合素质高，能够胜任

所在岗位或单位发展要求；团队合作意识、工作责任意识、社交沟



通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工作适应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和开拓创新

能力较强。

五、服务贡献

（一）科技进步

【科研成果转化、促进科技进步情况】

在科技进步方面，本学位点发挥智库作用，为政策法规和战略

规划制定建言献策。张丽萍教授主持提交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观点明确，论证充分，具有较高的学术应用价

值，已被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内蒙古自治区关于推动媒体深

度融合发展的认识及思路》项目所采纳，助力政府部门提升治理能

力。委派教师就报台合并工作进行调研，调研报告《关于兴安盟、

阿拉善盟、乌海市报台合并工作前期调研情况的汇报》被内蒙古自

治区党委宣传部采纳，并被吴振清副部长批示。张丽萍教授主持提

交的《内蒙古自治区 2020 年“两会”期间传统媒体及新媒体发稿情

况统计分析》数据详实，分析合理，相关成果已被内蒙古自治区党

委宣传部采纳，为媒体改革提供智力支持。

（二）经济发展

【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

在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方面，本学位点积极整合政府与媒

体资源，助推政产学研融合发展。依托“部校共建”机制，深度整

合政府与媒体资源，打通高校与政府、媒体之间的合作通道，与新

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内蒙古日报社、清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建立

产教协同育人基地。深度参与媒体各项活动，以“寻根红色新闻”



为主题，走进红色新闻现场，追寻红色历史，组织策划新闻报道，

营造积极健康舆论氛围。

（三）文化建设

【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情况】

在文化建设方面，本学位点举办高端学术研讨，服务学术共同

体。2021年 6月承办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年

会，参会代表 100人。推动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与社会实践的

结合，注重新文科背景下复合型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助推政产学

研融合发展、双赢共赢，对培养卓越新闻人才的新闻传播教育起到

一定的指引作用，不断提升学院新闻传播类学科社会服务效能。

附件 2-2

内蒙古大学

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专业学位 2022 年度）

责 任 学 院

（学院公章）

学院名称：外国语学院

负责人：李满亮



专 业 学 位

授 权 类 别

名称：翻译

代码：0551

授 权 级 别
□ 博 士

 硕 士

2023 年 3 月 31 日

编 写 说 明

一、封面中学术学位授权点的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

育部 2011 年印发、2018 年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填写，只

有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的，授权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

家教育委员会 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

目录》填写；专业学位授权点的类别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

部 2011年印发的《专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填写；同时获得博士、硕士

学位授权的学科，授权级别选“博士”。

二、本报告采取写实性描述，能用数据定量描述的，不得定性描述。定量

数据除总量外，尽可能用师均、生均或比例描述。报告中所描述的内容和数据

应确属本学位点，必须真实、准确，有据可查。所填报各项与时间相关的内容

均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

三、本报告中涉及的人员均指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在编人员以及与本单

位签署全职工作合同（截至 2022 年 12月 31日合同尚在有效期内）的专任教师



（含外籍教师），兼职人员如需填写应注明。同一人员原则上不得在不同学术

学位点或不同专业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写。

四、本报告中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励、教学成果奖励

等）应是署名本单位，且同一人员的同一成果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

业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写。引进人员在调入本校之前署名其他单位所获得的成

果不填写、不统计。

五、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一律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处理后编写。

六、本报告文字使用四号宋体，字数不超过 8000 字，另附 2022 年度培养

方案。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简要介绍本学位点总体情况、获批时间、优势特色、研究领

域、国内外影响力等，一般在 500字以内】

本学位点是国内第二批获批翻译硕点单位，2010年获批。同年，

英语口笔译方向招生，2015 年日语口笔译、俄语笔译方向招生，已

涵盖英、俄、日三个语种，是内蒙古自治区设立最早、招收语种方

向最全的单位。学位点重在服务国家中蒙俄经济走廊、东北亚经济

文化交流和“一带一路”建设等需求，依托内蒙古文化海外传播研

究中心，国家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蒙古学研究中心”和

“蒙古族及北方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等学术、行业

平台，采用产学研联合培养模式，致力于培养具有扎实的口笔译基

本功、宽阔的国际化视野、专业化的人文与科学知识与素养的复合

型翻译服务人才。学位点在“学以致用”、“服务地方”等指导思

想下注重专业实训及职业素养培养，与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内蒙古

文旅厅、内蒙古档案馆、内蒙古电视台和草原文化国际会展有着长

期良好的合作关系，建立与内蒙古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翻译内容

相接轨的导向型翻译教学与实践模式。设有 MTI 翻译教育中心，依

托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点，汇聚了一批翻译和跨文化研究的

学者和翻译专家。近五年培养毕业生 729 人，学源结构合理，生源

质量良好。专任教师 54人，教授 11人，有博士学位者 39人，有国

际化教育背景者 46 人；承担国家级课题 16 项，其他各类课题百余

项，科研经费近 600万元；获得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政府成果奖 11

项。学位点作为第八届中国译协理事单位和内蒙古翻译工作者协会



会长单位，依托科研与实践平台，积极与相关学科交叉，发挥了引

领和辐射作用，积极服务国家和区域的翻译事业建设。

二、目标与标准

（一）培养目标

【本学位点研究生培养的目标定位，限 300字】

2022 年，为适应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对外语人才的迫切

需求，完善外语人才培养体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根据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深入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

的意见》(教研[2013]3 号)和内蒙古大学研究生院《内蒙古大学关于

修订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2021 年）》的相关规定,特修订内

蒙古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本学位点明

确以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能满足中外文化交流、外交、外贸

等领域所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性、跨文化交流型翻译口笔

译人才。培养目标以翻译中华优秀文化与国际传播为核心，翻译职

业需求为导向，以翻译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产学结合为途径，

建立与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与自治区各项文化、科

技事业需求相匹配，具有内蒙古地方特色的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养模式。新方案进一步完善了翻译方向地域文化翻译课程体系。培

养目标特别强调建立与内蒙古地理地貌、地缘政治、历史文化、政

治经济、外宣外交、商业贸易、法律、医学等翻译内容相接轨的导

向型翻译教学与实践模式。人才培养适合于文化交流、外事外贸、

国际合作、出版教育、大众传媒等行业的工作，能够胜任自治区党



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对外交流与合作中的各项翻译工作，服务于自

治区深化改革和提高竞争力的需要。

（二）学位标准

【符合本专业学位特点，与本单位办学定位及特色相一致的学

位授予质量标准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学位点根据《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深入推进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意见》、《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

（2020-2025）》、《专业学位类别（领域）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

求》、《内蒙古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修订稿）》和《内蒙

古大学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管理办法（暂行）》等文件

精神，经过学位点起草、学院审核、研究生院学位办审核批准，制

订了《内蒙古大学翻译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标准》并予以执行。学位

授予严格按照《标准》执行，重点考查申请人是否具有坚定的政治

立场，坚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和实践技能知识，具有从事口笔译科学

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翻译业务工作的能力，并按培养方案、教学计

划完成相关课程并修满学分和翻译实践量，通过实践答辩，毕业论

文质量达到要求并通过论文答辩，并无其他不良记录等，方可授予

学位。

三、基本条件

（一）培养领域及特色

【本学位点的主要培养领域及特色简介】

学位点紧密结合自治区特点，以发展学生翻译实践能力为中心，

制定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从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



学方法与手段、教学实践以及教学管理等方面提高教学质量，培育

民族地区英日俄口笔译高端翻译人才。学位点紧紧围绕专业方向规

划，强化专业内涵建设，尤其突出阐释二十大精神“中华优秀文化

外译与国际传播”团队建设和教学科研成果建设，继续加强内蒙古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红色翻译项目接轨、为翻译实践储备人

才的专项型翻译教学模式。课程设置与内蒙古农牧特产推介、特色

文化输出、旅游景点对外宣传、大型能源化工产业等相结合，开设

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汉英翻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口译工作

坊”、“时政翻译”、“内蒙古文化外译”、“非物质遗产项目笔译坊”、

“中国古典文学俄译评析”、“俄罗斯法律法规翻译”、“中俄语言文化

比较与翻译”、“中俄传媒翻译”等课程和工作坊，满足二十大之后自

治区和国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对高端翻译人才的最新要求。

（二）师资队伍

【骨干教师及师资队伍规模、结构情况，导师队伍结构和总体

规模、专任教师及行业教师情况】

2022 年度师资队伍建设质量



师资队伍基本情况

（一）专任教师队伍结构

专业技

术职务
合计

35 岁

及以下

36 至

45 岁

46 至

55 岁

56 至

60 岁

61 岁

及以上

博 士 学

位人数

具 有 境

外 经 历

人数

博导

人数

硕导

人数

正高级 11 0 0 7 4 0 9 9 3 9

副高级 31 0 13 12 6 0 15 20 0 26

其他 12 9 3 0 0 0 15 7 0 2

总计 54 9 16 19 10 0 39 46 3 37

学缘

结构

最高学位获得单位

(人数最多的 5 所)
北京外国语

大学
内蒙古大学 南开大学

中 央 民 族

大学

人数及比例 6（11.1%） 6(11.1%) 2（3.7%） 2（3.7%）

生师比
在校博士生数 0 在校硕士生数 334

专任教师生师比 0 研究生导师生师比 9.03：1

现有行业导师 13 名，其中 2 名就职高校外事部门，1 名在日本

九州大学，其他 10名均就职于企事业单位和语言服务公司。

（三）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主要应用性科研成果或科研项目、学术论文、著作

及获奖情况】

2022 年学位点新增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3项(“基于飞

译人机合译平台的翻译硕士实践基地建设研究”等）、内蒙古自治

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1 项（“语料库批评译学视域下《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四卷）英文版中国家形象的构建与传播”）、“内

蒙古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年度外语专项 4 项、内蒙古教育厅本科教

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重点项目 1 项（“虚拟仿真技术协同翻译类课

程思政示范课的构建与实施”）、内蒙古自治区研究生教育教学改



革项目常规项目 4 项（“内蒙古大学俄语笔译专业学位论文写作方

法研究与实践”、“基于翻译技术的内蒙古文化外译课教学改革研

究”、“TBL 与 CIM 联动构建的翻译硕士教学模式研究”）、内蒙古

自治区教育科学研究“十四五”规划 2021 年度规划课题一般项目 1

项、内蒙古自治区高等教育学会 2022 年高等教育研究立项课题一般

项目 1 项。发表学术论文 31 篇，其中 CSSCI（集刊）2 篇、国外学

术期刊 18 篇及其他学术期刊 11 篇。主编教材 2 本、参编 1 本、译

著 1 部。获得内蒙古大学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4 项。获得第

二届内蒙古大学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第二届内蒙古自治区高校教师

教学创新大赛选拔赛副高组二等奖 1 项、获得第四届全国高校混合

式教学设计创新大赛“设计之星”奖 1项。

（四）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位点支撑研究生案例教学、实践教学的软硬件设施、联

合培养基地建设情况】

学位点通过申请立项的方式，设立案例开发引导资金，鼓励任

课教师把科研成果转化为案例教学成果，开发采编教学案例。2022

年新开发专用教学案例 3 篇，内容以内蒙古地区历史文化翻译和企

事业单位应用翻译为主，新增《中国古代元朝科技史》（汉英）、

《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日汉）、财经类畅销书《商业战略》（英

汉）和《蒙古法典研究》（日汉）等案例库建设。依据自主开发采

编的本土案例，择优选送特色教学案例，参加全国性翻译硕士教学



研讨会进行交流。继续筹建学院案例库建设整体分为两大板块：“教

师翻译实践案例”和“学生翻译实践案例”，累计翻译量约 200 余

万字的文字翻译材料，视频及音频翻译材料。翻译案例库建设具有

一定搜索功能，建立翻译语料库，拟实施政产学研各方资源全面对

接，围绕翻译课程案例库建设的核心要素，即案例库框架设计、标

准设立、共享机制、编写要求、评价体系等，充分发挥经典翻译案

例在人才培养体系中的作用。重点工作有“三进”工作案例库建设

思路、翻译技术案例库教学、日/俄/英汉互译案例编写，翻译课程案

例（库）编写的内容、标准、规范性等方面和建库经验。校外行业

导师开设《科技翻译》和《外贸翻译》专业选修课，参加学生实践

答辩，参与学位论文指导工作。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举办讲座十多

次，包括人民网日文版日籍专家玄番登史江女士、日本九州外国语

学院马越雪夫理事长、加拿大职业口译员苏日古嘎等。

学位点与区内外外事部门和翻译公司已建立实习实践基地 7家，

新增意向合作基地 2 个（内蒙古尚贤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翻译中心和

今朝外国语学校多语翻译中心），完成译著《我们的领袖》，并与

今朝外国语学校多语翻译中心联合实训基地建成后预计开展英日俄

德法等语种翻译合作，为提升专硕学生提供实习实践新平台。

（五）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制度建设、奖助水平、覆盖面等情

况】

学位点按照“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办法”、“内蒙古



大学国家奖学金管理办法”、“内蒙古大学助学金管理办法”和“内蒙古

大学三助一辅岗位管理办法”、《外国语学院学生奖助学金管理工作

条例（试行）》等进行评奖评优。2022 年共计 170 名学生获得奖学

金，占总人数比例为 38.8%，其中专硕学生获国家奖学金 3名，自治

区奖学金 4 名，自治区学业奖学金 113 名，丸山奖学金 2 名，共计

122名专业硕士获得奖学金，占获奖总人数比例 72%，总计奖学金金

额 100.8万元。2022年外国语学院专业研究生各项助学金资助情况，

总资助人数为 70人，总资助金额为 7.10万元；其中贫困建档专硕学

生共获资助 50人，其中特别困难 10 人，比较困难 15人，一般困难

25人，共资助 7.10 万元。

四、人才培养

（一）招生选拔

【学位授权点研究生报考数量、录取比例、录取人数、生源结

构情况，符合专业学位特点的招生选拔机制，以及为保证生源质量

采取的措施】

本学位点为了保证生源质量在研究生招生选拔中采取了笔试+

面试方案，改革招生宣传方式，加大宣传力度。通过现场咨询、讲

座、论坛、网络宣传等多种宣传方式宣传学校、学院的优势和特色，

不断提高学校、学院在考生中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学位点始终重视

复试环节，不断完善复试把关环节，严格把关，营造公平竞争的环

境，确保优秀生源脱颖而出。依据实际情况和学科特点设计和安排



复试科目，加强面试环节，特别是加强对考生综合素质的考核，实

行 120%的差额复试，提高合格生源的复试比例，扩大选拔的空间。

复试环节全程录音、录像，确保复试环节公平、公开、公正。提高

调剂生源质量，优化生源结构。根据当年国家划定的分数线， 进行

分数测算，及时公布调剂基本条件及信息；加大调剂生复试比例，

规范调剂程序，合理安排调剂报名时间及复试工作，及时公布调剂

考生录取结果。

表 1 2022 年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专硕各方向学生情况一览表

方向

类别

毕业

人数

报考

人数

录取

人数

录取

比例

来源于

区内

高校

来源于

区外

高校

来 源 于

“211”双

一流及以

上高校

来 源

于 普

通

院校

来 源 于

外语

专业

来源于

其他专

业

英语笔译 90 719 66 1：10.8 36 30 4 62 56 10

英语口译 47 108 30 1：3.6 20 10 1 29 24 6

日语笔译 33 126 36 1：3.5 6 30 3 33 29 7

俄语笔译 24 97 25 1：3.9 12 13 9 16 25 0

合计 194 1050 157 1：6.7 74 83 17 140 134 23

（二）思政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课程思政、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

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生党建工作等情况】

学位点组织师生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

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学

校党委要求和《外国语学院“三全育人”建设实施细则》等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及时落实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工作，获批在自治区级重点

项目“课程思政”示范课 1门。研究生党支部设有支部书记 1人，党支

部副书记 1人，组织委员 1人，宣传委员 1人，纪律检查委员 1人，

青年委员 1 人。待转正预备党员 25 人，发展党员 30 人，入党积极

分子 78人。组织各党支部累计学习沿着必由之路夺取新的更大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 2022 年全国两会重要讲话》《习近平：在庆祝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习近平在中共中

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讲话》《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习

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的

重要讲话和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师范大学“优师计划”师范生重要回

信精神等讲话 54次。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生

党支部通过党课学习、集体学习、个人学习、党小组形式进行系统

学习，另开展“党支部书记讲党课”、“学习二十大”主题党日和“晒晒

我的二十大学习笔记”等活动履行好新时代使命任务。开展党小组共

同学习形式，通过相互讨论研究，坚定不移用理论武装头脑。指导

实践，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成工作学习创新发展的思路举措和

实际成效。大学外语党支部被评为校级“最强党支部”，其中有导师 4

人。

（三）课程教学

【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课程教学质量和持续

改进机制、教材建设情况】

本学位点开设核心课程共有 15 门，主讲教师共计 40 余名。根

据培养方案与学科发展需求开设了一系列课程，其中核心课程授课

教师具有高级以上职称比例为 100%，每门课程可以授课教师数量 2



人以上。教学方法灵活多样，注重运用现代教学手段，多媒体授课

比例达到 90%。教学管理规范，教学管理文件完善，教学档案、试

卷等资料装订、保存完好。教学课堂秩序良好，依据问卷调查，学

生总体满意度达到 90%以上。教学秩序良好，学生到课率平均达到

95%以上。

自 2022 年秋季学期至 2023 年春季学期，英日俄三个专业和辅

修专业本科课程中全面推开《理解当代中国》系列教材的融合使用，

19 门课程中根据课程建设特色、学生学情和教情，有步骤、有层次

地融入《理解当代中国》英/日/俄语翻译类系列教材和《英/日/俄语

读写教程》、《汉英/日/俄翻译教程》和《日语读写教程》的部分内

容。硕士研究生开启《理解当代中国》系列教材分类、分批进课堂

进教学，《翻译概论》《内蒙古文化外译》《外交翻译》等 8 门课

程加入《理解当代中国》教材，开设专门类课程《<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专题翻译实践》和《<理解当代中国>口译工作坊》；《翻译通论》

《时政翻译》《翻译文本分析》《文体与翻译》等 9 门课程拟融合

《理解当代中国》日语翻译类系列教材的部分章节；跨专业考生，

部分融合面向日语专业本科生编写的《日语演讲教程》《汉日翻译

教程》的内容。俄语语言文学和翻译硕士俄语笔译方向有《俄语口

译》《时政文献俄译》等 4 门课程拟融合《理解当代中国》俄语翻

译类系列教材的部分章节，并兼顾融合使用《俄语演讲教程》《俄

语读写教程》。

在推广和使用《理解当代中国》系列教材的过程中，收集《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4卷本中涉及内蒙古的特色翻译语料、分析翻译案

例、积累本地区高校和翻译行业的翻译教学案例，通过我院的校企



合作基地的行业翻译案例，兼顾案例教学结合翻译人才培养和教师

自身发展，建立校企合作的中译外口笔译案例库，力争出版本地区

的行业口译笔译案例库。教学和科研，申报了 2022 年“阐释二十大

精神”自治区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

（四）导师指导

【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情况，行业产业导师选聘，研

究生双导师制情况，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度要求和执行情况】

学位点的导师队伍选聘严格按照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关于加

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内蒙古大学关于制定硕

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办法的指导意见（修订版）》、《外国语学

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实施办法（学术）》等文件精神执行，

重视师德师风。实施高素质师资队伍建设和培养全过程管理，导师

每年各类培训人均 2次，每次 16学时。按照师德考核和年度考核实

施方案并根据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和学院实际情况,进行考核工

作安排。学院制定了导师指导研究生工作对照清单和时间表，严格

落实和监督指导环节。实践基地实行“校内导师+行业产业导师”双师

型联合培养机制，日语采用“国外实践”以及俄语采取“顶岗实习”的模

式。2022 年拟新增硕士导师 2人，内蒙古尚贤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行

业导师 6人。

（五）实践教学

【专业学位研究生参与实践教学，产教融合培养研究生成效，

包括制度保证、经费支持，行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情况等】



学位点资助支持学生参加各类实践、实训，参加各类学术会议。

在行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方面，实行“实践+就业”的创新模式，使

翻译硕士获得了实践训练；部分学生留在了合建单位工作，同时解

决了翻译实践实习与就业。实践教学密切结合产教融合培养，采取

以“基地实践”+“学院推荐”为主的多途径并举的实践方式，在实

践基地或学院推荐单位的实践导师指导下开展专业实践，已建基地

均配备了专业实务能力强的行业企业参与人才担任实践导师。通过

答辩严把专业实践关。针对学生提交印有签章的标准化专业实践报

告，选聘校内外行业专家组成专业实践答辩考核组，对专业实践的

工作量、综合表现及实践单位反馈意见等给予等级评价，并将专业

实践成绩备案存档。6 位校外行业导师参加学生实践答辩并参与学位

论文指导工作。

学生翻译实践和应用能力显著提高，累计 113 人次在 2022 年参

加 CATTI翻译资格考试、第三十四届韩素音国际翻译大赛、中外传播

杯全国大学生英语翻译大赛、“映山红杯”全国红色经典翻译大赛、

全国大学生英语翻译挑战赛、首届“理解当代中国”多语种国际翻

译大赛、第十届（2022）FASIC 全国澳大利亚研究翻译比赛、第一届

全国青年创新翻译大赛、2022“新·榕城杯”公示语翻译大赛、

2022CATTI 杯全国翻译大赛初赛（口译）、第十一届全国口译大赛（英

语）等赛事中获得证书和奖项。获批 2022年度校级研究生（专硕）

科研创新资助项目 5项，院级研究生科研创新资助项目 9项。

（六） 学术交流

【研究生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的基本情况，国际合作交流等

方面的改革创新情况】



学位点大力鼓励学生通过线上学习等方式进行学术、实践交流

与研究，1人赴海外学习交流项目，参加国内各类会议线上线下发言

交流 20余人次。内蒙古大学与日本九州大学、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

国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与合作基地到目前已接受 30 多名实习实践学

生，毕业后能直接胜任跨国公司的业务，为进一步的考博学习深造

以及跨国公司的就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七）论文质量

【体现本专业学位特点的学位论文类型（如调研报告、规划设

计、产品开发、案例分析、项目管理、艺术作品等）规范、评阅规

则和核查办法的制定及执行情况，强化专业学位论文应用导向的情

况。本学位点学位论文在各类论文抽检、评审中的情况和论文质量

分析】

本学位点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印发《学士学位授权与授

予管理办法》、《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规程》、《内蒙

古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格式要求》、《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

双盲评审工作办法》等文件精神，制定了学位论文写作规范、评阅

规则和核查办法；在论文完成过程中坚决执行，实行零容忍制度，

强化学术性学位论文的科学性和理论应用价值。增加研究生学业考

核环节步步监督，延长考核链条，推行学术论文撰写、期中考核、

期末考核、实习实践、社会服务评价、行业评价等方式。教学质量

监控实行学校教学督导、学院教授委员会、系部导师组、导师、辅

导员和班主任共同参与的“六位一体”闭环式质量监控体系。建立区外

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下专家评审库，包括 29个单位的百余名知名专家，

从选题到开题、外审、预答辩和答辩进行全程监督。评委提交反馈



报告，每年 7 月进行工作总结。论文外审采用双向匿名评审制度，

学位论文以应用导向的翻译实践报告为主，少量研究性论文和试验

型论文，完成质量较高，尚未出现问题论文。

（八）质量保证

【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

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分流淘汰机制等情况】

本学位点为保证学位授予质量，加强指导教师队伍建设与管理，

完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

于加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建设的意见》（学位

〔2014〕3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印发〈博士硕士学

位论文抽检办法〉的通知》（学位〔2014〕5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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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学位〔2014〕

2号）等文件的规定，结合我校和本学位点实际，制定了导师指导研

究生工作相应制度、对照清单和时间表，严格落实和监督指导环节。

完善学位质量保障和监督体系，落实导师负责制与强化导师组的责

任，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从选题开始实现分流淘汰机制，

减少或杜绝“存在问题学位论文”。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

完善学位论文预答辩、答辩和答辩后强制修改制度。实行学位论文

答辩后二次管理制度，并由导师和导师组长负责监督落实的制度。

拒不修改论文的，导师组有权拒绝提交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

（九）学风建设

【本学位点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学术不端行为

处理情况】



本学位点从促进学风建设的角度，一是设立学校、教师、学生

“三位一体”的学风建设方针；二是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加强学

术道德建设。学校制定的相关制度主要包括《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

术不端行为处理办法》、《内蒙古大学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

实施细则》和《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原创性检测暂行办法》

等。上述规定为本学位授权点的学位论文管理工作引领了方向，本

学位授权点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实施学位论文管理工作，层层把关，

保证学位论文质量，尚未发现学术不端行为。

（十）管理服务

【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情况，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情况，在

学研究生满意度调查情况等】

学位点严格按照《内蒙古大学全日制研究生管理规定》《内蒙

古大学学生申诉处理暂行办法》等规章制度加强管理，保障研究生

的权益。22 年学院设学位点分管副院长 1 人，教学秘书、专职辅导

员、班主任和助管共 13人。各级管理机构和人员配备齐全，责任明

确。学位点建有档案专柜，研究生培养过程信息完备、档案管理合

理。学院设有院级奖学金评定委员会，学生会设有权益保障部，其

下设奖学金部，助学金部以及就业部，完成毕业证发放等环节工作，

并定期召开毕业生座谈会。22 年与后勤处协调，建立疫情下保障学

生学习和生活的救济制度。12月 9 日发布对外国语学院研究生权益

保障情况问卷调查，得到有效反馈 206 份，统计结果比较满意占比

超 75%，非常满意占比 20%以上，不满意情况占比不足 5%。12 月 27

日发布外国语学院在校研究生满意度调查问卷，得到有效反馈 205



份，统计结果比较满意占比 45.61%，非常满意占比 27.51%，一般满

意占比 23.42%，不满意仅占比 2.18%。

（十一）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人才需求与就业动态反馈机制建立情况，人才需求

和就业状况报告发布情况，用人单位意见反馈和毕业生发展质量调

查情况】

本学位点认真贯彻落实人社部印发《关于做好 2021年全国高

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

稳就业工作的意见》和本校等诸多相关政策的指示，将毕业生就业

作为工作重中之重。学位点人才需求与就业动态反馈机制的建立，

主要依靠校内外多方合力。校内由校领导带队开展“访企拓岗”，

学院党政领导、导师班主任、辅导员结成包联制度，对毕业生进行

即时追踪调查，通过毕业生反馈行业前景及风险等信息。校外则建

立用人单位跟踪反馈机制，及时了解单位对毕业生的满意度，另外

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辅助校内校外进行毕业生就业的跟踪反馈，提

高反馈过程的效率和反馈结果的准确性。对于人才需求和就业状况

报告发布，学院领导、导师和研究生班主任定期组织工作会、信息

调度会、就业动员会召开会议对就业进行相关指导与服务，通过班

级 QQ 群、微信群和学院公众号及时发布就业信息。2022 届外国语

学院专硕毕业生共计 194 人，截止到 2023 年 3 月 21 日，各专硕方

向毕业生就业率为 62.9%左右，初次就业率达到 55%。去往国家机关

及事业单位的毕业生人数占学院全体毕业生 2%左右，企业单位约占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12/24/content_5463595.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12/24/content_5463595.htm


5.5%，其他各个单位约占 14.4%。调查显示我院毕业生签约主要集中

于教育系统和事业单位，地域分布也较集中，选择在自治区就业的

人数最多，约占 65%以上；东部地区占 20%左右；在中西部地区就

业的人数较少。毕业生都愿意选择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日语笔

译以及俄语笔译的大部分学生就业集中于与本专业相关的翻译公

司，部分学生分布在国有企业，私有企业以及三民企业，剩余少部

分学生选择自主创业。

学位点一直重视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培养质量的反馈，将用人单

位作为毕业生质量测量主体，定期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了

解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评价。从反馈的结果看，用人单位对本学位

点培养的毕业生的满意度为 90%以上，认为该学位点的毕业生在知

识综合运用能力、教学技能以及适应能力等方面具有优势，自我表

现能力和应变能力有待加强。

毕业生质量

总体就业情况

就业情况统计（人数及比例）

类别

毕

业

生

总

人

数

学位

授予

人数

就业

未就业

初次

就业

率

（系统

生成）

从事本专业学

位

相关工作的情

况

签订协

议
升学

自主创

业
其他

学校

填报

问卷

调查

全日制

硕士研

究生

194 190
86

(44.2%)
0

24
(12.3%)

12
(6.2%)

72
(37.1%)

55%
53

(27.2%
)

0

毕业生就业单位类型分布（人数及比例）



类别 机关 事业单位 企业单位 其他单位

全日制

硕士研

究生

12（6.1%） 37（18.9%） 11(5.5%) 28(14.4%)

毕业生主要去向

就业单位名称（支撑信息填报生成）

鄂尔多斯市

东胜区教育

体育局 5
（2.5%）

鄂尔多斯市

康巴什区教

育体育局 5
（2.5%）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组织部 3（1.5%）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

司 3（1.5%）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

2（1%）

毕业生职业发展情况（人数及比例）

类别 岗位晋升情况（问卷调查） 创业情况（问卷调查）

全日制硕士

研究生
无 无



五、服务贡献

（一）科技进步

【科研成果转化、促进科技进步情况】

（二）经济发展

【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

（三） 文化建设

【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情况】

本学位点从内蒙古在中蒙俄经济走廊、东北亚经济文化交流和

“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所处特殊的地缘政治战略布局出发，积极发

挥多语言服务优势。依托“部省共建”机制，深度整合翻译资源，

打通高校与政府、翻译之间的合作通道，形成富有张力的语言翻译

服务模式，积极转型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突出成果，

形成较好的科研创新体系，服务国家和自治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

战略需求，在促进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方面，做出如下

贡献：

一是突破性翻译成果，服务国家需求。完成“内蒙古档案馆日

侵档案资料翻译与校对”四期项目，对于揭露日本侵华行径具有不

可辩驳的史学价值。二是发挥智库作用，服务国家民族语言战略。

研究报告《中国院校重建指挥外语教学的探索及思考——以海外孔

子学院构建的国际中文智慧教育体系为鉴》一文被教育部采用，完

成内蒙古自治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理论研讨会”征文

活动，获奖报道“脉准文化自信，拓宽演进路径，深构内蒙古‘亮

丽北疆’新形象”。完成教育厅委托“十四五”翻译人才培养《内

蒙古大学翻译人才队伍建设 2022 年工作总结和 2023 年工作计划，



内容包括中译外高端翻译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和实施办法。《方案》

建议内蒙古外事系统与高校深度合作，统筹全区翻译力量长效合作

机制，建设全区翻译人才交流共享和调配平台，建立动态区内外资

深翻译专家和知名学者构成的专家委员会和高端翻译人才库。三是

加强翻译研究与实践的产学研转化能力。新增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产

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4 项，其中“基于飞译人机合译平台的翻译硕

士实践基地建设研究”重在开展 MTI 教学课程体系改革及协同产学

研人才培养。四是服务西部民族边疆，培养高端翻译人才。学位点

是中国译协理事单位，并担任世界翻译联盟办事处单位、内蒙古翻

译工作者会长单位，与日本九州外国语学校、卡尔梅克大学等俄美

日国家的多所高校与机构建立合作关系，选送优秀学生赴海外翻译

培训与实习。五是学位点将科研与服务地方经济相结合，以创新创

业项目成果助力地区发展。2022 年新增教育部产学研项目 3 项，自

治区级本科教改重点项目 1 项（虚拟仿真技术协同的翻译思政课程

示范课建设），自治区级研究生教改一般项目 3 项，自治区教育科

学研究“十四五”规划课题“助力一流英语专业建设：学生考核评

价体系与反拨作用研究”。我院与北京鑫锐诚毅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开发合作的一流虚拟仿真课程“一带一路背景下虚拟仿真多语种跨

境翻译实务模拟与智能评测”教学模块 I“联合国库布齐沙漠论坛生

态科创口笔译志愿者实训”的课程软件，融入了党的二十大报告关

于生态文明建设多段中文视频关键词和语料翻译，详细地追溯了自

十七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在内蒙古科技治沙的成果。学位点与内蒙

古运筹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文旅厅等企业机构合作，以实习

基地的方式，一方面锻炼培养人才、提升学生专业应用能力和职业



能力，同时服务有关企业部门，促进地区发展。毕业生就业单位有

内蒙古党委组织部、内蒙古教育厅、内蒙古农牧厅、包头贸易促进

处等部门，在实际工作中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七是服务文化

建设，重视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通过承担国家社科中华文化外译

项目和自治区社科项目过合作翻译国内外优秀作品的方式，向外宣

传我国优秀文化作品。中华文化外译项目《东胡史》入选中华外译

项目选题名单并完成申报材料递交，是继《匈奴史》后冲击中华文

化外译第二项潜力课题，另有 3 个翻译项目已与出版社签订协议，

如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作品汉译英《中国元朝科技史》等课题。同时

引进翻译并出版了国外优秀成果《商业战略》等，为繁荣和发展社

会主义文化做出贡献。



附件 3-2

内蒙古大学

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专业学位 2022年度）

责 任 学 院

（学院公章）

学院名称：文学与新闻传播

负责人：米彦青

专 业 学 位

授 权 类 别

名称：新闻与传播

代码：0552

授 权 级 别
□ 博 士

☑ 硕 士

2023 年 3 月 31 日



编 写 说 明

一、封面中学术学位授权点的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

育部 2011 年印发、2018 年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填写，只

有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的，授权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

家教育委员会 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

目录》填写；专业学位授权点的类别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

部 2011年印发的《专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填写；同时获得博士、硕士

学位授权的学科，授权级别选“博士”。

二、本报告采取写实性描述，能用数据定量描述的，不得定性描述。定量

数据除总量外，尽可能用师均、生均或比例描述。报告中所描述的内容和数据

应确属本学位点，必须真实、准确，有据可查。所填报各项与时间相关的内容

均截至 2022 年 12月 31日。

三、本报告中涉及的人员均指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在编人员以及与本单

位签署全职工作合同（截至 2022 年 12月 31日合同尚在有效期内）的专任教师

（含外籍教师），兼职人员如需填写应注明。同一人员原则上不得在不同学术

学位点或不同专业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写。

四、本报告中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励、教学成果奖励

等）应是署名本单位，且同一人员的同一成果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

业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写。引进人员在调入本校之前署名其他单位所获得的成

果不填写、不统计。

五、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一律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处理后编写。

六、本报告文字使用四号宋体，字数不超过 8000 字，另附 2022 年度培养

方案。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简要介绍本学位点总体情况、获批时间、优势特色、研究领

域、国内外影响力等，一般在 500字以内】

内蒙古大学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2010 年获批，是全

国首批 48个授权点之一。学位点立足内蒙古，辐射周边国家和地区，

针对传媒行业发展的最新动态，以职业需求为导向，面向新闻媒体

及其他社会机构，培养高层次、应用型新闻传播专门人才，为中俄、

中蒙经济合作发挥新闻舆论及人才培养方面的积极作用。

本学位点优势特色：立足民族地区传媒发展及国际化传播需求，

探索民族地区新闻传播教育的特殊规律，把握理论前沿和行业动态，

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满足民族地区新闻传播方面的高层次人才需

求。采取学校和实习基地联合培养的方式，通过行业前沿讲座、专

题实践教学、案例教学、专题理论研讨等突出强化学生创新能力、

实战能力培养。实行双导师制，聘请资深媒体专家参与研究生培养

的各个环节，参与课程教学，开展前沿讲座，主导专业实习的指导

工作。

本学位点设 3 个研究领域：（1）新媒体与社会发展；（2）新

闻理论与实践；（3）民族文化传播。

本学位点在西部地区具有一定影响，在国内学科生态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二、目标与标准



（一）培养目标

【本学位点研究生培养的目标定位，限 300字】

本学位点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培养具备良好政治思想

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具有现代新闻传播理念与国际化视野，深入

了解中国基本国情及内蒙古自治区区情，熟练掌握新闻传播技术，

熟悉新闻宣传政策法规，能够在新闻机构、党政机关、互联网公司

及其它大型企事业单位从事新闻宣传、公关策划、文化创意以及全

媒体运营等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二）学位标准

【符合本专业学位特点，与本单位办学定位及特色相一致的学

位授予质量标准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基本学制为 2年，申请学位最长年限为 5

年。严格执行学校学位授予质量标准。

1.课程要求：修习规定课程，完成相应学分。

2.学位论文要求：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严格遵守学术规

范和学术道德，坚决制止抄袭剽窃。学位论文选题必须来自实践领

域，致力于解决传媒行业的现实问题，体现聚焦行业动态的特点。

论文字数不少于 3万字，参考文献不少于 40篇。

3.专业实践要求：依托校外实习基地，在校内外导师的共同指

导下，由学院统一组织学生到实习基地进行为期 6个月的专业实践。

结束后需提交《内蒙古大学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考

核登记表》，完成 1篇不少于 5000 字的专业实践总结报告。



三、基本条件

（一）培养领域及特色

【本学位点的主要培养领域及特色简介】

主要培养领域为新媒体与社会发展、新闻理论与实践、民族文

化传播。

（1）新媒体与社会发展

开展民族地区舆情研究、区域形象传播研究，关注民族地区传

媒产业发展趋势，探索数字传播语境下媒体的社会动员机制，关注

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现代科技带来的社会变化，将数字传播

的理论成果与内蒙古地区的社会发展相结合，从社会治理、文化传

播等方面研究传播科技与民族地区社会变革的关系。

（2）新闻理论与实践

以新媒体时代民族地区传媒业转型发展为研究对象，围绕民族

地区传媒业发展策略、民族地区舆情研究与媒体舆论引导、民族地

区媒介生态与新闻传播力、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发展等问题，开

展学术研究。

（3）民族文化传播

以民族文化传播为研究视角，对民族地区印刷出版事业进行全

面梳理，对蒙古族传播观念进行系统总结，为汉蒙媒体的语言互译

提供学术规范，在民族文化传播研究方面提供具有特色的理论见解。

（二）师资队伍



【骨干教师及师资队伍规模、结构情况，导师队伍结构和总体

规模、专任教师及行业教师情况】

本学位点师资队伍由学界教师和业界教师共同构成。学界教师

为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专职教

师；业界教师来自内蒙古自治区主流媒体，包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内蒙古日报传媒集团、内蒙古出版集团、内蒙古党委宣传部等媒体

单位和媒体管理机构。70名专、兼职教师中，40人有媒体工作经历

或实践经验，占教师总数的 64%。师资队伍中，学界专职教师 40人，

占导师人数的 57%；业界兼职教师 30人，占教师人数的 43%。校内

教师陆续通过媒体挂职、媒体实习等方式提高业务能力。业界教师

在上岗前，必须接受关于师德师风及研究生培养目标、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培养质量等方面的专门培训。

学界教师中教授共有 8 人，占学界教师人数的 20%，副教授 8

人，占学界教师人数的 20%。中级职称 24人，占教师人数的 60%。

不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基本拥有博士学位。此外，聘请的业界教师

全部具有高级职称，都是各单位的业务骨干。

师资队伍中，学界专职教师拥有博士学位的 26人，占学界教师

人数的 65%；硕士学位的 10人，占学界导师人数的 25%。学界教师

中，45岁以下的教师全部拥有博士学位；55岁以下教师全部拥有硕

士及以上学位，且多毕业于国内知名院校，包括中国人民大学、中

国传媒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大

学等。师资队伍中，硕士导师 22人。

业界教师都是业务能力突出、担任管理职务的资深媒体人，整

体年龄在 50岁左右，全部具有本科以上学历，部分业界导师毕业于



中国传媒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等国内知名新闻院校。业界导

师都是知名媒体人，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我区乃至全国媒体行

业中拥有较高知名度。业界导师业务素质较强，大部分主持过行业

重要项目。

（三）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主要应用性科研成果或科研项目、学术论文、著作

及获奖情况】

本学位点围绕新媒体与内蒙古地区社会发展、媒介融合与地方

传媒发展、民族地区形象传播、民族地区网络舆情研判、内蒙古民

族优秀文化传播、数字出版研究等领域展开学术研究。2022年获批

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项，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8 项；发表论文

10余篇，其中 cssci论文 2篇；出版专著 2部，教师获得国内外奖项

3项。

教学成果《一元贯通 多维互嵌：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创

新与实践》2022年获自治区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2022年成功申请教育部虚拟教研室试点建设项目“新闻学专业

虚拟教研室”。

2022年成功申请内蒙古教育厅高校美育公共艺术教育培育课程

“新媒体艺术与数字美学”。

（四）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位点支撑研究生案例教学、实践教学的软硬件设施、联

合培养基地建设情况】

本学位点形成了从教育部、国家民委到校级的不同级别的科研

训练平台，如 2020 年国家民委批准的蒙古国国情研究中心“一带一



路”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等。与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内蒙古中心

合作成立“大数据舆情智库暨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网技术（中

国）有限公司合作成立“政务新媒体学院内蒙古分院”，与腾讯公

司合作建立“企鹅新媒体学院内蒙古分院”，与内蒙古日报社合建

了自治区级研究生联合培养实践基地，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共建产学研合作基地“内蒙古媒体融合研究中心”，这些平台既是

实训基地，也为研究生学术训练中的数据获取、论文写作等提供了

支持。

（五）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制度建设、奖助水平、覆盖面等

情况】

本学位点根据《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工作管理手册》《内蒙古大

学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奖助学金评审要求》，结合本学位点实际，制

定了《研究生奖助体系实施意见》等多项管理制度。

本学位点奖助体系由研究生奖学金、助学金两部分组成。研究

生奖学金包括国家奖学金、自治区奖学金及学业奖学金，还有若干

专项（社会资助）奖学金，具体包括：校长励学奖学金、乌克力奖

学金、宝钢奖学金、笹川良一奖学金、光华奖学金、丸山奖学金、

孝廉奖学金等。研究生助学金包括国家助学金、研究生“三助”津

贴、研究生特殊困难补助等。

本学位点奖助学金的覆盖面达到 100%，其中国家奖学金、自治

区奖学金占比 10%；学业奖学金占比 30%，专项（社会资助）奖学金



占比 15%；研究生助学津贴占比 100%，助研和助管等“三助”津贴

为 15%。

四、人才培养

（一）招生选拔

【学位授权点研究生报考数量、录取比例、录取人数、生源结

构情况，符合专业学位特点的招生选拔机制，以及为保证生源质量

采取的措施】

2022 年，本学位点研究生报考数量为 550人，录取 82 人，录取

比例 15%。生源结构上，省外 8%、省内 92%。

为进一步提高生源质量，从源头上保障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学

校学院采取了多种措施：第一，通过座谈、政策讲解等措施，鼓励

本校学生报考；第二，接受各校推免生，通过笔试和面试提早锁定

优秀生源；第三，加强初试、复试筛选，把更适合研究生学习的学

生选拔出来；第四，接受外校调剂生，使高分调剂生成为保障生源

质量的一个途径。

（二）思政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课程思政、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

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生党建工作等情况】

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

究》。积极推进课程思政改革，加强课程思政的育人作用。成立课

程思政工作领导小组，积极组织导师申报课程思政改革试点示范课，

选派教师参加校内外各类课程思政集中培训，及时落实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工作。做好意识形态网络阵地建设，



成立融媒体中心和网络思政工作室，依托学院官网、官微平台，讲

好师生励志故事，提高网络思政育人成效。

2022年本学点开展的典型性的思政教育情况

时间 主讲人 主题

2022 年 11 月 10

日
人民日报姜洁、薛原等

新时代新征程：记

者的使命与创新

担当（2022 年“中

国新闻传播大讲

堂”）

2022年9月18日

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

学院党委书记张丽萍、新闻

系主任刘寒娥

“铭记历史、同心

筑梦”主题党日及

爱国主义教育活

动

学位点配有 2名专职辅导员，负责研究生日常的生活、学习、

奖助学金的评定等工作。对专职辅导员进行到岗培训，使其充分了

解研究生辅导员的职责和岗位重要性。

通过研究生的入学教育、课程教育和日常讲座及活动，强化研

究生的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每年开展入学教育，

审核开展的研究生论坛及各类学术讲座、活动有 30余场，通过各类

活动，有效的增强了研究生的理想信念。

加强研究生党建工作。新闻系研究生党支部扎实稳定推进基层

党建工作，在各个方面取得了进步。在坚持“三会一课”制度方面，

新闻系研究生党支部推进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创新，多次



组织参与了关于“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的党课活动，例如党史知识

竞赛、党史小课堂等，同时定期召开支委会、党员大会、党小组会

议；扩大党内基层民主方面，党支部积极推进党务公开，畅通党员

参与党内事务、监督党的组织和干部、向上级党组织提出意见和建

议的渠道，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并进行党员和党员干部的批评与自

我批评；党员同志积极履行党员义务方面，党支部多名党员干部及

党员自愿积极参加社区疫情防控志愿活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

作用。新闻系研究生党支部将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

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

强战斗堡垒。

2022年新闻支部共有学生党员 31人，新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党

员 13人、转正 3人。

（三）课程教学

【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课程教学质量和持续

改进机制、教材建设情况】

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情况如下：

课程名称 教师姓名 职称 学时

新闻传播理论研究 郭志菊、乌云 教授、教授 32

新闻报道与策划 刘寒娥、吴琼 教授、副教授 32

新媒体内容运营 张丽萍、乌兰 教授、副教授 32

全媒体传播理论与实践 马强、刘研 副教授、讲师 32

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 塔娜、王书斌 副教授、讲师 32

文化产业案例分析 张君浩、冬叶 教授、教授 32



媒介伦理案例分析 高炜、乌日吉木斯 教授、教授 32

网络舆论与舆情分析 刘艳婧、闫伟华 副教授、副教授 32

本学位点以建设高水平研究生课程体系为目标，课程设置注重

基础性和前沿性。注重对学生问题意识、批判性思维、研究方法以

及实践能力的训练。根据学科发展的前沿动态和社会相关领域的人

才培养需求，定期修订和完善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培养方案，优化课

程结构。鼓励教师不断改革课程教学模式，创新课程教学方法和手

段，推进研讨式教学、案例式教学等方法的应用。全面提升研究生

学术创新能力。

建立并完善了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建立了研究生课程教学辅

助案例库。建立课程跟踪评价体系，持续改进教学质量。聘请业界

导师和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开办前沿讲座，指导学生媒体实践。强

化了学生媒体实践环节的训练。要求学生在媒体进行不少于 6 个月

的实训，强化课堂讲学与加强实践教学环节与实训基地建设。

相关制度：

1．内蒙古大学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基本要求

2．内蒙古大学新闻传播学研究生主干课教学大纲

3．内蒙古大学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近三年每学期课程表

4．内蒙古大学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的要求

5．内蒙古大学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课程学习考核管理办法

6．内蒙古大学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MJC）培养效

果考核（暂行）方案

教材选用审核方面严格把关，建立健全教材全流程把关机制，



建立完善教材管理工作机制，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

（四）导师指导

【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情况，行业产业导师选聘，研

究生双导师制情况，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度要求和执行情况】

本学位点建立了双导师指导制。校内导师与业界资深媒体人形

成梯队合理、层次分明，学术理论及实践经验并重的特色导师团队。

校内外指导教师配备为 1:1，师生比平均为 1:1.5。

本学位点建立了严格的硕士研究生导师选拔制度及在岗考核制

度。在导师选拔方面，构建专业学位研究生双导师制，按照学校

的相关要求，每年定期组织符合条件的教师参与硕士研究生导师遴

选，从科研项目、学术论文、学术著作和科研奖励等方面衡量教师

的研究生导师申报资格。要求申报者了解国家有关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的政策、法规和我校相关规章制度，具有良好的职业道

德与敬业精神。对于新选拔出的硕士研究生导师要求其必须参加由

学校研究生院组织的入职导师培训。业界导师选聘重点考虑政治素

质和业务素质，是否来自知名媒体、是否主持过行业重要项目、是

否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是否在我区乃至全国媒体行业中拥有较高

知名度、是否获得过多项行业重要奖项等条件。所聘业界导师大都

具有岗位职务、专业职务或行业职务，具有深厚的专业功底和丰富

的媒体管理经验。业界导师在上岗前，必须接受关于师德师风及研

究生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要求、培养质量等方面的专门培训。



在研究生指导方面，要求导师至少每两周对研究生进行一次系

统指导，每个月至少填写一次指导过程记录。导师在指导研究生过

程中，主要侧重以下几方面内容：引导研究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校内导师负责指导研究生制定科学、严密的个人

培养计划和科学研究研究计划，业界导师负责指导研究生制定科学

的专业实践计划。研究生导师指导学生实行过程管理，并按要求认

真填写《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导师指导学生过程

记录手册》。学院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调研导师指导学生过程的

实际情况；定期抽查指导过程记录手册填写情况，并将抽查结果予

以公布。

在导师考核方面，学位点定期组织专家对在岗导师进行评审，

综合评议其科研、教学及研究生培养成果，对于考评不合格的，将

限制或减少其招生指标。

本学位点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同时成立导师组，

建立协作培养模式。本学位点严格执行教育部制定的《研究生导师

指导行为准则》，严格落实“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肩

负着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崇高使命”要求，严格要求导师遵循“精

心尽力投入指导”、“正确履行指导职责”等要求。本学位点根据

教育部的规定制定了《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指导教师条例》

等规章制度，并细化条例。

相关制度：

1.内蒙古大学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办

法



2.内蒙古大学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

法

3.内蒙古大学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双导师”制

培养与管理办法

4.内蒙古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课程教师教学评价办法

（五）实践教学

【专业学位研究生参与实践教学，产教融合培养研究生成效，

包括制度保证、经费支持，行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情况等】

内蒙古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通过理论和实践的

有效互动，形成了面向实践、职业导向、学用结合的教育模式，将

实践能力作为培养的重点，同时注重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2022年

因疫情原因实践教学未能正常全面展开，部分学生在实习基地实习，

发表多篇新闻作品，制作了短视频、H5等新媒体作品，完成了新闻

采制、视频编辑、新媒体运营等岗位实训，新闻业务能力得到提升，

采访、写作、编辑和新媒体产品策划能力得到了锻炼。2021年本学

位点学生参与实践教学、产教融合培养研究生成效如下：

序号

活动或成果名

称

时间 活动或成果简介（限 200 字）

1
百年红色新闻

事业寻根之旅
2021-10

2021 年 10 月 9 日至 11 日，我院组织新闻学系教师和研究生

赴延安开展“百年红色新闻事业寻根之旅”实践教育活动。

师生们走进红色新闻现场，追寻红色历史，开展红色新闻实

践，感悟新闻人的使命和初心。师生们还参观了延安大学校

史馆、路遥文学馆、融媒体实验教学中心。双方并就人才培

养、专业实践教学、一流课程建设、课程思政建设、科研与

研究生工作等开展了交流与探讨。

2

“青山依旧在

精神永相传”寻

访大青山抗日

2021-10

2021 年 10 月 16 日，内蒙古大学新闻学系教师和研究生们迎

着朝阳，走进大青山革命老区，重温烽火岁月的红色故事，

传承抗战英烈的红色精神。此次活动中学生们对“大青山抗



游击根据地旧

址

日游击根据地展馆”的负责人进行了采访，全面了解了大青

山抗日军民同仇敌忾艰苦抗战事迹，同学们被革命先烈的红

色精神深深感动，用自己的一篇篇采访稿件完成了一次红色

精神洗礼。

3

学院师生与新

华社中国经济

信息社内蒙古

经济研究中心

共同完成《2020

年内蒙古网络

舆情报告》

2021-04

我院 2020 级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研究生参与了新华社中国

经济信息社内蒙古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2020 年内蒙古网络

舆情报告》的撰写工作。该份报告基于大数据平台，通过对

内蒙古网络舆情热度时间演化、地域分布，舆情主题分布，

舆情传播媒介，舆情热词等进行量化分析，助力内蒙古网络

舆情有的放矢。2021 年 4 月 28 日，我院与新华社中国经济

信息社内蒙古经济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了《2020 年内蒙古网络

舆情报告》发布会。

4

互动式电子书

《往哪走》：第

七届韬奋杯全

国图书编校暨

高校编辑出版

能力大赛（学生

组）三等奖

2020-02

作品以女生寻求自我的过程为主线，主题鲜明集中，使用方

正飞翔软件进行互动效果设计，在互动效果中层层推进内

容，达到内容与效果的有效结合。

5

H5《青铜葵花》：

第八届大学生

新媒体创意大

赛优秀传播奖

2021-03

作品利用 H5 的形式，结合闯关的情节设计，将儿童读物《青

铜葵花》的情节简要且有吸引力地展示出来，有效利用移动

端的互动方式传播推介图书

6

五四青年节新

华社重点社办

报刊进校园活

动

2020-05

为进一步发挥实训基地人才培养实效，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

内蒙古中心特邀请内蒙古大学参与新华社主办的“五四青年

节新华社重点社办报刊进校园活动”，与全国知名高校进行

联动，扩大内蒙古大学的影响力。活动中举办了“新锐青年

说——新华社青年记者编辑与高校学子对话活动”““邀你

做主编”——新华社报刊电子号外”“悦读新华，我当主播”

——新华社报刊阅读活动”。活动弘扬了“五四精神”、培

养当大学生正确的新闻观。

7

2021 范长江行

动云采访内蒙

古行——走进

敕勒川草原

2021-09

2021 年 9 月 17 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内蒙古自治

区团委 、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呼和浩特市委宣传部、

新城区委宣传部、内蒙古自治区青年联合会、内蒙古大学文

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共同举办了“2021 范长江行动云采访内

蒙古行——走进敕勒川草原”活动。内大新闻系部分同学跟

随大公报社老师，连线香港同学，先后来到蒙草种业中心、

敕勒川草原、野马图村，通过线上线下采访，了解当地环境

治理措施，感受新兴生态科技成果，聆听村民讲述乡村振兴

故事。

8 MV《我的祖国》 2020-01
本片刊载媒体有教育部微言教育平台、学习强国。本片内容

于 2020 年 1 月 12 日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本片



由教师带领学生完成。

9
MV《我和我的学

校·追梦 2035》
2021-01

本片刊载媒体有教育部微言教育平台、学习强国。全网点击

量突破 1 万。本片由教师带领学生完成。

10
MV《把一切献给

党》
2021-06

本片刊载媒体新华网。全网点击量突破 200 万。本片由教师

带领学生完成。

2022年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经费投入 3万元，参与人才培

养的行业、企业单位包括：内蒙古日报社、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

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内蒙古中心、新浪网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北京清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

大学党委宣传部、东胜区融媒体中心、赛罕区融媒体中心等。

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相关制度：

1.内蒙古大学提升综合实力教学实验平台和教学建设与改革研

究生科研创新能力提升项目实施方案（2013年）

2.内蒙古大学各专业学位培养指导委员会工作条例

3.内蒙古大学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效果考核（暂

行）方案

4.内蒙古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建设和管理办法

5.与内蒙古大学共建联合培养基地合作协议书

6.新华网内蒙古频道与内蒙古大学共建联合培养基地合作协议

书

7.联合培养基地管理制度

8.联合培养基地经费投入

9.联合培养基地管理办法

10.联合培养基地实训岗位工作制度

11.联合培养基地实训计划及大纲

（六）学术交流



【研究生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的基本情况，国际合作交流等

方面的改革创新情况】

2022年因疫情原因没有学生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2021年本

学位点共有 6 人参加学术会议交流活动 8 次。其中，国家级会议 6

次，发表高水平报告论文 6 篇；省级会议 2 次，发表高水平报告 2

篇。在这一过程中，研究生提高了创新能力，拓展了专业视野，提

升了学术研究能力。

（七）论文质量

【体现本专业学位特点的学位论文类型（如调研报告、规划设

计、产品开发、案例分析、项目管理、艺术作品等）规范、评阅规

则和核查办法的制定及执行情况，强化专业学位论文应用导向的情

况。本学位点学位论文在各类论文抽检、评审中的情况和论文质量

分析】

为保证学位论文质量，本学位点严格实行开题答辩、预答辩、

双盲审等制度。第二学期期中进行开题答辩，通过答辩的学生方可

进行论文写作，未达到要求的学生参加第二次开题答辩并延期毕业。

第三学期期末进行预答辩，通过的学生方可参加论文送审。本学位

点毕业论文全部实行校外双盲审制度，通过校外盲审的论文方可参

加答辩。

2022 年 5月本学位点申请毕业同学 112 人，有 10 名同学论文外

审未通过，1 名同学毕业论文答辩未通过，这些同学都需延期毕业，

论文进行仔细修改合格后方可申请再次答辩。经过修改后，10 位同

学于 2022 年底顺利通过了答辩。

相关制度：



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规程

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工作办法

（八）质量保证

【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

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分流淘汰机制等情况】

强化全过程培养，确保各培养环节和培养主体落实责任。根据

学科发展要求和本校办学特色，制定学位授予质量标准；按实际情

况和需求修订培养方案，培养环节设计合理，学制、学分和学术要

求切实可行，明确课程考核、中期考核和论文考核不合格的分流和

退出标准，并严格实施。严格执行培养方案和培养计划，于关键时

间节点进行考核。教学督导深入课堂，与学生评价和教师自评形成

教学评价体系，保障对研究生教学全过程和教学效果进行监督和评

价。

加强学位论文管理。学位论文需经过开题、预答辩、导师审核

及校外匿名评审合格才能进入答辩环节，答辩要求严格，把好最后

培养关口。答辩合格的论文需提交学校学位委员会审定，通过后方

可授予学位。

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组织导师学习《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

准则》文件精神，落实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对

新上岗导师进行培训，连续上岗的导师实行定期培训，确保研究生

各项培养政策、制度和措施及时在指导环节中落地见效。导师参与

到研究生的课程学习到论文指导的全过程培养之中。

分流淘汰机制。第一，严格执行研究生中期考核制度。对思想

品德有问题，学习成绩差、学习态度不端正，研究计划不明确的学



生，实行延期开题。对长期不达标的学生实行延期毕业或不毕业，

以此方式强化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第二，实行开题答辩制度，学术

研究生在二年级秋季学期开题答辩，通过开题答辩的学生才可以开

始进行学位论文的写作，未达到要求的学生延期后参加二次开题答

辩。第三，实行严格的论文复制比检查制度，论文复制比超过学校

要求比例的，直接延期毕业。第四，实行严格的论文双盲审评审制

度，本学位点硕士研究生论文全部实行校外双盲审制度，且只有导

师同意外审的论文才能进入外审环节，导师对论文质量进行源头把

关。外审出现不合格情况，要求学生进行修改后重新送审，对再次

送审不合格的论文直接延期毕业。

相关制度：

1.内蒙古大学关于专业学位教育管理的规定

2.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工作暂行办法

3.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学位论文格式

4.研究生申请学位论文答辩流程

5.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九）学风建设

【本学位点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学术不端行为

处理情况】

学风教育被纳为本学位点教书育人的重要内容，是研究生入学

的首要教育环节。在日常工作中，学院通过加强学术道德教育端正

学术行为。



每年举办研究生入学教育，组织学习研究生手册。把学术道德、

学术伦理以及学术规范内化于导师的日常指导、课程教授和日常讲

座中。

在学生和教师的学术行为方面，本学位点严格按照《内蒙古大

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工作暂行办法》监督学术不端行为、提

高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和学位授予质量。

为建立良好的学风，促进研究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保证研

究生培养质量，本学位点严格按照《内蒙古大学硕士研究生中期考

核暂行办法》中的要求对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坚持党的

基本路线、遵守国家政策法规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等方面的思想状

况和行为表现进行思想考核。

在教师师德师风要求上，严格执行把师德师风作为导师选聘的

第一标准，落实师德师风一票否决的制度。

相关制度：

1. 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工作暂行办法

2. 内蒙古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

3. 内蒙古大学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暂行办法

（十）管理服务

【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情况，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情况，在

学研究生满意度调查情况等】

学位点配有专职研究生教务管理人员 2名和专职辅导员 2名。

建立毕业生就业包联工作机制，由学院书记、院长牵头，以研究生

辅导员和导师为主体，与一般教师联动，调动各类资源帮助研究生

就业。



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有：一是各类助学金保障研究生的学习和

生活。包括国家助学金，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等；二是对研究生家

庭经济困难情况进行认定，并根据困难等级进行补助。在读期间，

若家庭发生变故，还可申请研究生临时困难补助。有家庭经济困难

新生绿色通道入学及资助。学校对家庭经济困难新生资助学费、路

费和短期生活费，缓解家庭经济困难新生暂时学习和生活困难。三

是培养设施完善，拥有自治区级教学实验中心，满足研究生的各种

实训需求。四是图书馆馆藏丰富、数据库资源充足，食宿条件较好，

每年进行在校研究生满意度调查，近两年调查满意度为 100%。

（十一）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人才需求与就业动态反馈机制建立情况，人才需求

和就业状况报告发布情况，用人单位意见反馈和毕业生发展质量调

查情况】

本学位点已建立人才需求与就业动态反馈机制，积极推动学生

就业工作顺利展开。2022年本学位点授予学位人数为 112人，初次

就业人数 84人，初次就业率约为 75%。在企事业单位签约 57人，

占比 51%；灵活就业 19人，占比 17%；基层项目 7人，占比 6%；

升学 1人，占比 0.8%。

从用人单位对本学位点毕业研究生的意见反馈来看，总体印象

良好，评价很高，毕业生职业发展状况良好。总结如下：

用人单位认为，本学位点研究生专业知识扎实，综合素质高，

能够胜任所在岗位或单位发展要求；团队合作意识、工作责任意识、

社交沟通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工作适应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和开

拓创新能力较强。



五、服务贡献

（一）科技进步

【科研成果转化、促进科技进步情况】

在科技进步方面，本学位点与媒体合作开展媒介融合研究，为

媒体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内蒙古日报

社、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合作，结合当前媒体现实需要，开展媒介融

合发展研究，推出了一批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为助力自治区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观点明确，论证充分，具有较高的学术应用价值，已被内蒙古自治

区党委宣传部《内蒙古自治区关于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认识及

思路》项目所采纳，助力政府部门提升治理能力。《内蒙古自治区

2020年“两会”期间传统媒体及新媒体发稿情况统计分析》数据详

实，分析合理，相关成果已被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采纳，为媒

体改革提供智力支持。委派教师就报台合并工作进行调研，完成《关

于兴安盟、阿拉善盟、乌海市报台合并工作前期调研情况的汇报》

被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采纳，并被吴振清副部长批示。

（二）经济发展

【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

在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方面，本学位点共建“产学研”

实习实践平台，将理论创新与传播实践有机结合。依托“部校共建”

机制，深度整合政府与媒体资源，打通高校与政府、媒体之间的合

作通道，与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内蒙古日报社、清博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建立产教协同育人基地。深度参与媒体各项活动，以“寻



根红色新闻”为主题，走进红色新闻现场，追寻红色历史，组织策

划新闻报道，在传播主流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文化建设

【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情况】

在文化建设方面，本学位点发挥大数据舆情智库作用，助力政

府部门提升治理能力。开展内蒙古地区舆情监测与研究，为内蒙古

自治区传媒发展与社会治理发挥智库作用。2022年为自治区党委宣

传部、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内蒙古日报社、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等单

位提供调研报告、咨询报告、新闻阅评等 20余项。

组织重大主题新闻报道专题，营造积极健康舆论氛围。2021年

组织策划并实施了“百年红色新闻事业寻根之旅”“青山依旧在 精

神永相传——寻访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旧址”“五四青年节新华

社重点社办报刊进校园活动”“2021范长江行动云采访内蒙古行—

—走进敕勒川草原”等专题报道活动。锻炼了学生的“脚力、眼力、

脑力、笔力”，同时，也获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在引导舆论，传

播主流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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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一、封面中学术学位授权点的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

育部 2011 年印发、2018 年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填写，只

有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的，授权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

家教育委员会 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

目录》填写；专业学位授权点的类别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

部 2011年印发的《专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填写；同时获得博士、硕士

学位授权的学科，授权级别选“博士”。

二、本报告采取写实性描述，能用数据定量描述的，不得定性描述。定量

数据除总量外，尽可能用师均、生均或比例描述。报告中所描述的内容和数据

应确属本学位点，必须真实、准确，有据可查。所填报各项与时间相关的内容

均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

三、本报告中涉及的人员均指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在编人员以及与本单

位签署全职工作合同（截至 2022 年 12月 31日合同尚在有效期内）的专任教师

（含外籍教师），兼职人员如需填写应注明。同一人员原则上不得在不同学术

学位点或不同专业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写。

四、本报告中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励、教学成果奖励

等）应是署名本单位，且同一人员的同一成果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

业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写。引进人员在调入本校之前署名其他单位所获得的成

果不填写、不统计。

五、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一律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处理后编写。

六、本报告文字使用四号宋体，字数不超过 8000 字，另附 2022 年度培养

方案。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简要介绍本学位点总体情况、获批时间、优势特色、研究方

向、国内外影响力等，一般在 500字以内】

内蒙古大学中国史学科的学位点建设，自 1978 年招收培养蒙古

史、元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开始。1980 年国家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

学位条例》，1981 年内蒙古大学中国民族史（蒙古史）学科成为改

革开放以后首批硕士学位授权点。1986 年，本校蒙古史学科被列为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批重点学科，1996 年被列为国家“211 工程”重

点建设学科。期间，于 1990 年获批成为中国民族史学科博士学位授

权点。90 年代，国家调整学科门类，原中国民族史（蒙古史）专业

归入历史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专门史，中国民族史专业学位授权点随

之改为专门史专业学位授权点。2009 年，专门史（蒙古史）博士后

科研流动站获准成立。2011 年，依托专门史（蒙古史）学科队伍的

科研成果和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和水平，申报获批中国史一级学科

博士学位授权点。

中国史专业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现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

现代史、专门史（蒙古及北方民族史）、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

等五个二级学科方向。本学位点注重突厥文、回鹘文、波斯文、察

合台文、契丹文、女真文、蒙古文、满文等学科语言的学习；强调

古汉语音韵学和民族史语文学方法与技能的掌握与训练；以利用多

语种文献史料进行综合研究见长。学科整体水平居国内领先水平，



具有鲜明的民族与地区特色。

二、目标与标准

（一）培养目标

【本学位点研究生培养的目标定位，限 300字】

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求的、热

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良好、情操高尚、学风优良；具有坚定的

政治立场、牢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博士研究生须掌握马克思

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和中国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与理论，熟悉中国

史学科国内外研究前沿动态，具有系统、扎实的中国史核心知识和

专业知识体系；掌握民族史语文学方法与技能，要求有国际学术视

域；硕士研究生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本专业基础理论和基

本知识，掌握民族史语文学基本方法与技能，了解国内外学科前沿

动态，具备较强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备使用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开展学术交流和论文撰写的能力。

（二）学位标准

【符合本学位点特点，与本校办学定位及特色相一致的学位授

予质量标准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1.基本学制和申请学位最长年限

（1）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基本学制为 3年，申请学位最长年

限为 5 年，即自研究生入学之日起到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通过其

学位论文的时间为 5年。



（2）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的基本学制为 3年。硕博连的研究生

的基本学制为 5 年（含硕士阶段 2 年或 1 年）。博士研究生申请学

位最长年限为 6 年，即自研究生入学之日起到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讨论通过其学位论文的时间为 6年。

2.总学分和各类别课程学分要求：

（1）博士研究生：总学分不得低于 17 学分。其中，公共学位

课，须修 2门，7学分；专业学位课，须修 2 门，不得低于 6学分；

专业选修课（含一门跨学科专业课），须修 2 门，不得低于 4学分。

（2）硕士研究生：总学分不得低于 32 学分。必修课不得低于

19学分，公共学位课 7 学分，其中，政治理论课 3 学分，第一外语

4 学分；专业学位课不得低于 12学分。选修课不得低于 13学分，其

中，公共选修课 1-2 学分，专业选修课不得低于 12学分。

3.论文开题报告要求

博士研究生开题原则上在入学后第 3 学期、硕博连读研究生在

转博后的第 2 学期完成。开题报告应论述学位论文选题依据、创新

价值、研究方案、预期目标与成果、工作计划等关键问题。开题由

本学科教授委员会组织，由若干名本学科或相近学科教授或副教授

参加评议，提出意见。

硕士研究生在第 3 学期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应论述学位论

文选题依据、创新价值、研究方案、预期目标与成果、工作计划等

关键问题。开题由本学科教授委员会组织，由若干名本学科或相近



学科教授、副教授或有硕导资格的讲师参加评议，提出意见。

4.中期考核要求

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原则上在入学后第 4 学期末进行，检查

博士研究生个人综合能力及学位论文进展情况，指导学位论文方向，

提出意见和建议。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原则上在入学后第 4 学期末进

行，检查研究生个人综合能力及学位论文进展状况，指导研究生把

握学位论文方向。

5.参加学术活动要求

博士研究生在学习期间须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发表学术论文，

主持或参与科研项目。科研活动结束后，提交科研成果证明，作为

考核依据。

硕士研究生在学习期间须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并填写学术活动记

录表，记录学术活动内容和收获。

6.学位论文水平要求

博士生课题研究时间不少于 2 年，博士学位论文应当是中国史

学科领域中的最新研究成果，必须具有创新性、前沿性和前瞻性；

文献综述要翔实透彻，论证过程逻辑严密，研究要有创见，提出新

见解；论文最低字数一般要求在 12万字以上，要求文字平实，语言

简练，表达流畅，严禁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

硕士学位论文应当是中国史研究某一领域具有一定创新意义的



研究成果，应具有一定的学术创新性、前沿性。学位论文选题意义

要阐述明确，文献综述要翔实全面，论证过程逻辑严密，研究要有

一定的创新。论文字数一般要求在 3万—5万字之间，严禁抄袭、剽

窃等学术不端行为。

三、基本条件

（一）培养方向

【本学位点的主要培养方向简介】

1．专门史（蒙古及北方民族史）：主要研究范围以蒙古高原、

中亚为活动舞台的古代北方民族，包括匈奴、东胡、乌桓、鲜卑、

丁零—高车、柔然、突厥、回纥、契丹、室韦—鞑靼等部族、民族

历史；古代蒙古史、元史、北元史、清代蒙古史、近现代蒙古史等。

重点研究北方部族、民族的起源、兴衰演替、游牧社会制度、游牧

经济生产形态、游牧文明等重大问题。

2．中国古代史：主要研究范围为由蒙古高原南迁与南进入主中

原的部族、民族历史，包括五胡十六国史、北朝史、辽金夏元史、

明清史等。重点研究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民族关系、北方民族各政权

之间关系、北方民族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各民族碰撞与交融缔造中

国历史等重大问题。

3．中国近现代史：主要研究北部边疆政治、经济、社会、思想、

文化、教育、民族关系史，近现代内蒙古地区史、内蒙古自治区史、

内蒙古地区党史，以及围绕北部边疆的中外关系史及跨境民族问题



等。

4．历史文献学（蒙古及北方民族史文献）：主要是对宋辽夏金

元、明清时期有关北方民族史和蒙古史的汉文、蒙古文、满文文献；

元明清及民国以来蒙古文、满文等民族文字档案资料，以及近现代

蒙古史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

5．历史地理学（蒙古高原历史地理）：主要是从区域历史地理

的视角研究历史时期蒙古高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地理现象的地理分

布、人地关系演变，及其发展规律等，以及从边疆民族历史地理的

角度研究历史时期我国北部边疆民族的地域分布规律、演变演化趋

势，及其与地理环境间的关系等。

（二）师资队伍

【各培养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主要师资队伍情况、导师队

伍结构和总体规模】

本学位授权点现有教学科研人员 62人（蒙历史 31人，历旅院 31

人），内含：教授 19人（蒙历史 9人、历旅院 10人），副教授 23

人（蒙历史 12 人、历旅院 11 人），讲师 20 人（蒙历史 10 人、历

旅院 10 人）；博士 59 人（蒙历史 31 人、历旅院 28 人）；博士生

导师 15 人（蒙历史 9 人、历旅院 6 人），硕士生导师 35 人（蒙历

史 16人、历旅院 19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 人，

中组部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第四批）1 人，自治区

突出贡献专家 5 人，“自治区草原英才”4 人，自治区“321 人才工

程”入选 1人，“自治区教学名师”1人。



（三）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主要科研项目、学术论文、著作及获奖情况】

2022 年度本学位点获准立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

1 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7项（一般项目 3 项、青年项目 2 项、西部

项目 2 项）；获批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民委项目等 6 项、

自治区社科规划重点项目 3 项；获批人文社科科研创新平台能力建

设项目“内蒙古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获批人文社科

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支持项目 2项。获资助经费共计 290 万。

2022 年度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共发表学术论文 45篇，其中 CSSCI

论文 15 篇。在商务印书馆、花木兰出版社等出版学术著作 4部。学

位点重点项目十卷本“北方民族史史料整理”丛书完成整理工作，

其中第一辑 4 种已由中华书局即将出版，第二辑 4 种即将签订出版

合同。另由本校牵头、本院作为主要参与力量的“内蒙古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史资料整理”重大课题组已进入搜集和编纂过程。

（四）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位点支撑研究生学习、科研的平台情况】

本学位点目前有 1 个自治区级、3 个校级科研平台。设备价值 435

万元。拥有 35套大型仪器设备，有力地支撑了各个学位点研究方向

开展研究，给研究生提供了良好的科研条件。

（五）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制度建设、奖助水平、覆盖面等

情况】

奖助学金种类主要包括国家奖学金（博士研究生 30000 元/人；



硕士研究生 20000 元/人）、自治区奖学金（博士研究生 20000 元/

人；硕士研究生 10000 元/人）、学业奖学金（博士研究生 10000

元/人；硕士研究生 8000 元/人）、丸山奖学金（3000 元/人）、小

米奖助学金（5000 元/人）、札奇斯钦·张乃新蒙古史专项奖助学金

（3000 元/人），国家助学金（博士研究生 1300 元/月；硕士研究生

800 元/月）以及研究生特困补助（800 元/人）和绿色通道入学补助。

每年评选一次，凡已取得本学位点正式学籍并如期注册的在校全日

制研究生，在规定的学制年限内均有资格申请。

2022 年本学位点在读研究生荣获国家奖学金 2 人（博士生 1 人、

硕士生 1 人），自治区奖学金 3 人（博士生 1 人、硕士生 2 人），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72人（博士生 17人、硕士生 55人），丸山奖学

金 1人（硕士生 1人），札奇斯钦·张乃新蒙古史专项奖助学金 13

人，小米奖助学金 1 人（硕士生 1 人），国家助学金 175 人（博士

生 23人、硕士生 152 人），特困生补助 9人（硕士生 9人），各类

奖助学金资助金额约 91万元。

四、人才培养

（一）招生选拔

【本学位点研究生报考数量、录取比例、录取人数、生源结构

情况，以及为保证生源质量采取的措施】

2022 年报考博士研究生 34人，录取 9 人，录取比例 26%，生源

来自 6个省份，“双一流”高校生源 2 人；报考硕士研究生 317 人，



录取 53 人，录取比例 17%，生源来自 8 个省份，“双一流”高校生

源 8人。

（二）思政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课程思政、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

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生党建工作等情况】

硕士、博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主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生

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等。此外，各门课程也重视课程思政教育，

挖掘课程思政内容，加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

（三）课程教学

【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课程教学质量和持续

改进机制，教材建设情况】

博士生核心课程有“中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蒙古及北

方民族史研究”、“ 辽金元史研究”、“中国古代史史料”、“ 中

国历史文献与史料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前沿”、“近现代蒙

古史研究”等，均由正高职称的博士生导师承担教学工作。

硕士研究生核发课程主要有“中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中

国古代史史料”、“古代蒙古史史料”、“中国近现代史史料”、

“北方民族史研究”、“古代蒙古史研究”、“中国历史文献与史

料学”、“内蒙古通史”等，均由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授课。

为了确保教学质量，明确人才培养目标，精心设置课程体系；

加强课程内涵建设，适时调整和优化课程内容，密切关注学术前沿，



以最新成果吸引学生；加强研究生教学全过程管理，严格执行教学

计划；严格学生平时课程考试、课程论文、读书报告的考核管理，

提高学生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导师指导

【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情况，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度

要求和执行情况，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制度建设和落实情况】

研究生导师的选聘，按照学校的相关文件要求严格执行，强调立

德树人成效、科研业绩的创新性和突出贡献，并要求治学严谨，学

风端正，确实履行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的职责。2022 年度本学位

点新增博士生导师 4名。

（五）学术训练

【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及科教融合培养研究生成效，包括制度

保证、经费支持等】

2022 年度本学位点研究生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3 篇；7

人/次参加国内学术会议并提交论文；获批内蒙古大学 2022 年研究

生科研创新项目立项 5 项。

（六）学术交流

【研究生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的基本情况，国际合作交流等

方面的改革创新情况】

本学位点为了拓宽研究生的学术视野，活跃学术气氛，激发学术

兴趣，一直坚持定期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来学校或者学院进行学术

报告，并派遣研究生到国内外相关高校或科研机构进修学习。本学

科与俄罗斯卡尔梅克大学签订协议，每年互派研究生进行联合培养；



积极推荐研究生赴日本、美国、俄罗斯等国留学或攻读博士学位；

鼓励并资助研究生参加高水平的国际、国内学术讨论会和研习营。

2022 年受疫情影响，未能落实赴国外留学项目。

（七）论文质量

【体现本学位点特点的学位论文规范、评阅规则和核查办法的

制定及执行情况。本学位点学位论文在各类论文抽检、评审中的情

况和论文质量分析】

为保证研究生论文质量，严格把关论文开题、查重、答辩等各

个关键环节，并按学校统一要求，将所有研究生论文外送盲审，根

据盲审结果确定能否参加论文答辩。2022 年本学位点硕士论文参与

抽检 5篇，博士论文 4 篇，均为合格，达到了学位论文的质量要求。

（八）质量保证

【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

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分流淘汰机制等情况】

本学位点教授委员会在学校学术评定委员会的指导下，及时修订

完善研究生培养方案，优化课程体系，监督培养计划执行，指导课

程教学，评价教学质量等研究生培养全过程的监督和评价工作。

为了做好研究入学教育，编发研究生手册并组织学习，将学术道

德、学术规范作为必修内容纳入到研究生核心课程，加强了学术诚

心教育、学术规范指导，引导学生将坚守学术诚信作为自觉行为。

为保障课堂教学的秩序和质量，要求任课教师严格按照教学大纲

和培养计划授课，启发学生拓展视野，重点训练其研究能力；督导



组课堂监督，教改组随时听课；严格把关考试、考核及学位论文开

题、盲审、答辩等重要环节，不及格则勒令延期或退学。

为保证学位论文质量，进一步压实导师责任，明确导师为培养研

究生的第一责任人，导师、答辩委员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必须严

格把关学位论文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规范。

（九）学风建设

【本学位点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学术不端行为

处理情况】

本学位点定期组织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有关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开展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

育，严格把关学术队伍的引育、研究生导师遴选、科研成果的审核

评价等各个环节，注重相关科研成果的创新及贡献，要求治学严谨、

学风端正，绝不容忍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从而确保了师资

队伍建设质量和学术不端行为的“零”发生。

（十）管理服务

【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情况，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情况，在

学研究生满意度调查情况等】

1．本学位点为研究生配备专职辅导员 1 名、助理 2 名，主要负

责研究生考试、面试、入学教育、课程安排、开题、中期考试、论

文答辩及毕业手续等相关的日常工作。院系党政办公室负责管理学

生党团事务，院系教务办公室负责管理研究生学籍、奖助学金评定

工作，导师则负责研究生学业、论文指导，并协助研究生教务管理



部门做好各项管理工作。

2．为保护研究生的知识产权，保证研究生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

坚持“引导学生，服务学生”的宗旨，制定研究生奖学金评定、助

学金发放、贫困生认定等涉及学生根本利益的评审、管理办法，确

保研究生切身利益。

（十一）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毕业研究生的就业率、就业去向分析，用人单位意

见反馈和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博士研究生毕业 5 人，硕士生研究毕业生

49人，合计 54 人。其中落实就业 25人（46%），主要就业去向为大

学（如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和中学（鄂尔多斯市体育职

业中学、赤峰市第二实验中学、呼和浩特第一中学、中央民族大学

附属中学呼和浩特分校等）、博物馆（如宁城县博物馆、巴林右旗

博物馆）等单位；升学 7 人，院校为山西大学、内蒙古大学等“双

一流”高校。

五、服务贡献

（一）科技进步

【科研成果转化、促进科技进步情况】

本学位点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和多

源多尺度遥感等先进技术，开辟了蒙古高原历史地理研究的新领域。

注重文献考据与野外考查相结合，在研究工作中坚持基础研究与应

用研究相结合，目前已完成对内蒙古地区境内及蒙古国部分地区的



实地勘测，获取了准确数字和翔实资料，服务于基础研究与社会各

界，通过科学准确的测绘，为地方政府提供科学依据。2022 年获得

横向项目 1 项（宁夏彭阳县姚河塬城址地质雷达综合探测项目），

获资助经费 74万。

（二）经济发展

【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

本学位点“内蒙古地区社会历史文化研究”平台，以内蒙古区域

发展与社会变迁、内蒙古与周边国家及地区交流史、内蒙古地区考

古文物发掘与布置研究、草原旅游持续发展等四个科研方向为主要

内容，从政治与社会两个方面围绕内蒙古地区历史、社会、文化进

行深入研究，为自治区的各项文化事业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

撑。

（三） 文化建设

【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情况】

本学位点注重资料建设，整理出版了一系列档案、古籍，为社会

各界提供新资料，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了应有

的作用；举办重要会议、论坛，为中外人文交流提供了服务。

六、培养方案

详见附件“中国史专业研究培养方案”。



附件 3-1

内蒙古大学

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学术学位 2022年度）

责 任 学 院

（学院公章）

学院名称：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负责人：赵国军

授 权 学 科
名称：物理学

代码：0702

授 权 级 别

☑ 博 士

☐ 硕 士

2023 年 11 月 6 日



编 写 说 明

一、封面中学术学位授权点的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

育部 2011 年印发、2018 年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填写，只

有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的，授权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

家教育委员会 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

目录》填写；专业学位授权点的类别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

部 2011年印发的《专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填写；同时获得博士、硕士

学位授权的学科，授权级别选“博士”。

二、本报告采取写实性描述，能用数据定量描述的，不得定性描述。定量

数据除总量外，尽可能用师均、生均或比例描述。报告中所描述的内容和数据

应确属本学位点，必须真实、准确，有据可查。所填报各项与时间相关的内容

均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

三、本报告中涉及的人员均指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在编人员以及与本单

位签署全职工作合同（截至 2022 年 12月 31日合同尚在有效期内）的专任教师

（含外籍教师），兼职人员如需填写应注明。同一人员原则上不得在不同学术

学位点或不同专业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写。

四、本报告中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励、教学成果奖励

等）应是署名本单位，且同一人员的同一成果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

业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写。引进人员在调入本校之前署名其他单位所获得的成

果不填写、不统计。

五、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一律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处理后编写。

六、本报告文字使用四号宋体，字数不超过 8000 字，用 A4 纸双面打印，

左侧装订，页码依次顺序编排。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简要介绍本学位点总体情况、获批时间、优势特色、研究方

向、国内外影响力等，一般在 500 字以内】

内蒙古大学物理学科是 1957 年建校之初最早建立的学科之一。

罗辽复等一批来自北京大学等十余所知名院校的优秀教师为本学科

奠定坚实基础。1981年理论物理获硕士学位授权，中国科学院张杰

院士在理论物理专业获得硕士学位；1990 年和 2004 年理论物理和

生物物理专业分别获博士学位授权；2011 年获物理学一级学科博士

学位授权。

经过多年建设，将理论与实验紧密结合，形成特色鲜明和优势

突出的理论物理、凝聚态物理、理论生物物理与生物信息学、计算

物理等四个研究方向。理论物理、凝聚态物理、生物物理 3 个自治

区重点学科，物理学博士后流动站为自治区最早成立的博士后流动

站之一。有 3 个自治区重点实验室、物理学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

设点、物理实验教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热物理系列课程国

家级教学团队。

针对物理学在基础学科、应用学科和相关交叉学科的重要作用，

在理论物理、凝聚态物理、理论生物物理与生物信息学、计算物理

等研究领域，进行了富有特色的研究。推动了适应自治区优势资源

和经济发展需求的应用学科方向—光伏材料与器件、稀土微纳米功

能材料、离子束和高压电场生物技术等方面的发展，为自治区及周

边地区培养从事基础、应用研究和教学，留得住用得上的高层次学

术及管理人才，自治区高等学校物理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



大多出自本学位点。在地方综合性大学和边疆地区起到引领、示范

和辐射作用。

二、目标与标准

（一）培养目标

【本学位点研究生培养的目标定位，限 300 字】

本学位点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应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拥护党的

领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学风严谨，自由创新，追

求真理，具有献身科学与教育事业的敬业精神和学术道德。

博士研究生应深入了解物理学科发展的历史、现状和趋势。在

理论物理、生物物理、凝聚态物理、计算物理等研究领域具有坚实

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知识背景，掌握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及相应的

现代实验方法和技能。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熟练阅读物理学

相关领域的外文资料，并具有较强的科研论文写作和国际学术交流

能力。在相关研究领域取得创新性成果。毕业生能够独立从事与本

学科相关的高水平科学研究、教学及管理工作。

（二）学位标准

【符合本学位点特点，与本校办学定位及特色相一致的学位授

予质量标准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课程和学分要求：总学分不低于 17学分。其中，公共学位课 7

学分，专业学位课不低于 6学分，专业选修课不低于 4学分。

学位论文选题要求：博士学位论文应反映作者独立从事科学研

究工作的能力，并在科学研究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新性成果。论文



选题应与国家和省部级基金项目、对区域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开

发研究项目、重点实验室研究项目相接轨。博士生课题研究时间不

少于 2年。

学位申请条件：完成培养计划所要求的学分，在本学科领域做

出创新性研究成果，围绕创新成果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双盲评审。

毕业和学位授予要求：学位论文通过双盲评审后，按照学校学

位委员会的有关规定组织答辩，答辩委员会通过后，经院教授委员

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通过后，

准予毕业并授予学位。

三、基本条件

（一）培养方向

【本学位点的主要培养方向简介】

本学位点目前主要有四个培养方向：

1. 凝聚态物理：凝聚态物理为自治区重点学科，有凝聚态物理

理论和凝聚态物理实验两个研究方向。该学科依托半导体光伏技术

和纳米科学与技术两个自治区重点实验室，开展包括铜基薄膜、硅

基薄膜及钙钛矿薄膜太阳电池等半导体光伏技术、异质结氢燃料电

池、储能器件的钠离子电池及其微纳尺度下新材料的电声子相互作

用与电输运理论研究，并服务于企业开展硅太阳电池和石墨烯利用

产业化的校企合作，推动内蒙古光伏技术、氢能利用、储能技术和

石墨烯产业的发展。利用内蒙古自治区稀土资源优势，开展微纳米



功能材料与器件的稀土掺杂改性研究，在微纳米尺度下调控其磁学、

电学、光学等物理性能，揭示磁电耦合效应、电能存储与转换、光

电转化的基本物理规律。

2. 理论生物物理与生物信息学：生物物理学为自治区重点学科，

有离子束生物工程自治区重点实验室。重点开展以下方面的研究，

在针对表观遗传修饰的可逆性，基因组水平上探索肿瘤发生与表观

遗传修饰的关系、建立表观修饰对染色质结构改变和基因表达水平

影响的物理模型，为阐明癌症发生的分子机理和开发表观靶向药物

提供理论依据。挖掘阿尔巴斯绒山羊转录组和表观组学数据，探索

提高山羊绒品质的分子机理。发挥生物物理学交叉学科优势，进一

步对内蒙古草原生态中宝贵生物资源蒙古口蘑的分子进化、基因组、

转录组开展研究，加速新菌株选育和人工驯化进程。制备具有抗菌、

导电活性的三维仿生生物复合材料，研究在生物防污、生物成像和

组织修复中应用，研究介入性生物医用材料的电磁特性对生物组织

的影响，并开发相应的疾病诊疗技术。探索特殊功能分子结构与功

能的物理机制、抗冻蛋白抗冻机理和分子马达蛋白的动力学规律。

3. 理论物理：理论物理为自治区重点学科，是物理学科最早设

立硕士点和博士点的学科方向。该方向依托于理论物理研究室，探

索和研究适合重味介子和重味重子电弱衰变的理论模型，通过对可

观测物理量的计算或预言，结合实验数据，来达到检验标准模型、

寻找新物理信号可能出现的窗口以及对强子谱和强子性质进行研究



的目的。目前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构建包括双重重子和三重重子电弱

衰变的唯象计算方案，在 QCD 求和规则的框架下讨论重味重子寿

命，完善光前夸克模型三夸克图像的理论框架，探讨重子电弱跃迁

形状因子的应用，讨论重味介子两体非轻电弱衰变中高幂次的修正，

探讨重味介子多体电弱衰变的计算方案，研究利用夸克模型展开的

强子谱学。

4. 计算物理：计算物理是依托高性能计算机群，以数值方法与

软件为手段，围绕纳米结构和晶体中的拓扑物态、激子动力学和输

运性质等方面开展第一性原理计算研究的新兴学科。未来五年，该

学科方向将立足计算物理应用研究前沿，结合实际需求，重点研究

有：费米子与玻色子拓扑量子态的分类问题及其在纳米结构和晶体

中的实现；纳米结构中激子光激发、载流子捕获及非简谐晶格动力

学等物理过程的影响因素，以指导实验实现它们的精细调控；基于

纳米结构的低功耗和高性能电子器件的构建方案，以指导实现突破

硅基载流子速度极限的输运性能；纳米结构在 CO2还原、合成氨等

化学反应中的催化活性及选择性，以构建结构与活性之间的物理关

联，为实验开发提供指导。

（二）师资队伍

【各培养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主要师资队伍情况、导师队

伍结构和总体规模】



学位点目前有教师 54人，其中教授 16 人、研究员 1 人、聘期

研究员 1 人；副教授 14 人、聘期副研究员 4 人；讲师 18 人。有博

导 16人、硕导 44人，另有兼职博导 8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50

人。60 岁及以上 4 人，46-59 岁的 16 人，36-45 岁 20 人，26-35 岁

以下 14人。

表 3-1 各培养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

学科名称及代码 物理学 0702 学位授权级别 博士

学科方向名称 教师姓名 出生年月 所在院系 专业技术职务

理论物理

赵国军 1974.07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教授

李 宏 1959.08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教授

邢 雁 1973.08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教授

李润辉 1982.03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教授

赵振兴 1984.01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副研究员

凝聚态物理

赵世峰 1977.06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教授

朱成军 1974.10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教授

王 俊 1982.01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教授

赵忠龙 1987.09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副教授

屈 媛 1983.01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副教授

理论生物物理与生

物信息学

李前忠 1961.01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教授

郭维生 1962.06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教授

陈颖丽 1974.08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教授

张利绒 1972.08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教授

郭九峰 1964.10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研究员

计算物理

李锋钰 1983.05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教授

宫 箭 1976.07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教授

刘俊杰 1976.11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教授

刘志锋 1984.03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教授

王舒东 1983.04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副教授

表 3-2 导师队伍结构



职称

结构

职称
教授（或相当专业

技术职务）

副教授（或相当专业

技术职务）

讲师（或相当专业技术

职务）
合计

人数 18 18 18 54

占比 33.33% 33.33% 33.33%

学历

结构

学历（学位） 博士 硕士

人数 50 4

占比 92.59% 7.41%

年龄

结构

年龄 26-35 岁 36—45 岁 46—59 岁 60 岁以上

人数 14 20 16 4

占比 25.92% 37.03% 29.82% 5.26%

生师

比

博导数
在读博士

生数

在读博士生数：导师

数

硕导

数

在读硕士生数

（不含单证）

在读硕士生

数：硕导数

16 40 2.50 44 170 3.86

（三）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主要科研项目、学术论文、著作及获奖情况】

学位点 2022年在科学研究上取得新的突破，一系列创新性成果

不断涌现。在储能、新能源等基础研究方面有显著突破，铜基薄膜

电池、硅/钙钛矿叠层电池器件光电转换效率取得新突破，发表 SCI

学术论文 57篇，其中一区 5篇，授权发明专利 3项。

2022年获批和在研的国家级科研项目共 30项，总经费 1153万

元（见下表 3-3），当年获批和在研的省部级级科研项目共 21项，

总经费 451.5万元。

表 3-3国家级科研项目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负责人
立项

时间

起讫

时间

合同

经费

到账

经费



1.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团簇基储能电介

质结构的精准构

筑与多物理场耦

合调控

12074204 赵世峰
20200

9
202101-
202412

62 62

2.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双重和三重重子

弱衰变的唯象研

究

12075126 李润辉
20200

9
202101-
202412

60 60

3.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无机氧化物三重

态构建与高效上

转换发光调制机

理

52272220 王 俊
20220

9
202301-
202612

54 54

4.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区科学

基金

功能半导体材料

中多声子散射的

理论研究

12264032 赵国军
20220

9
202301-
202612

32 32

5.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区科学

基金

抗菌电活性聚硅

柠檬酸基纳米复

合弹性支架设计

与颅骨损伤修复

研究

52263032 李艳男
20220

9
202301-
202612

33 33

6.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区科学

基金

基于应变调控的

二维室温铁磁稀

土金属卤化物的

计算研究

12264033 崔 鑫
20220

9
202301-
202612

32 32

7.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区科学

基金

特征尺度下团簇

组装磁异质结构

自旋相关输运调

控与机理

11864028 赵世峰
20180

8
201901-
202212

42 42

8.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区科学

基金

基因组序列 k-mer
频谱的内在规律

及各类 k-mer在功

能序列上的整合

方式

31860304 李 宏
20180

8
201901-
202212

39 39

9.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区科学

基金

长链非编码 RNA
的亚细胞定位预

测

61861035 陈颖丽
20180

8
201901-
202212

40 40

10.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区科学

基金

基于结构和表观

遗传信息的基因

选择性剪接位点

识别

61861036
杨乌日

吐

20180
8

201901-
202212

36 36

11.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区科学

基金

半导体径向异质

结构纳米线器件

中隧穿相关性能

的优化

61864010 屈 媛
20180

8
201901-
202212

40 40

12.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区科学

基金

二维范德华异质

结层间隧穿及复

合界面效应的理

论研究

11964022 宫 箭
20190

8
202001-
202312

40 40



13.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区科学

基金

二维本征自旋谷

耦合狄拉克半金

属材料的计算设

计与拓扑相变研

究

11964023 刘志锋
20190

8
202001-
202312

42 42

14.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区科学

基金

基于过渡金属掺

杂硼团簇的新型

纳米材料组装设

计

11964024 李锋钰
20190

8
202001-
202312

43 43

15.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区科学

基金

基于多组学数据

融合的人类基因

组增强子靶基因

识别

61961031 刘 利
20190

8
202001-
202312

42 42

16.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区科学

基金

基因可变剪接的

表观调控及其与

癌症的关系

61962041 张利绒
20190

8
202001-
202312

38 38

17.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区科学

基金

碳纳米材料组装

理想拓扑半金属

的计算研究

12064030 宋铁磊
20200

9
202101-
202412

37 37

18.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区科学

基金

氮化物多异质结

MISHEMT 中的电

子输运性质

12064031 邢 雁
20200

9
202101-
202412

37 37

19.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区科学

基金

Janus范德华异质

结中激子态的理

论研究

12064032 王舒东
20200

9
202101-
202412

37 37

20.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区科学

基金

重味重子寿命强

子矩阵元的 QCD
计算

12065020 赵振兴
20200

9
202101-
202412

38 38

21.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区科学

基金

抗冻蛋白抑制天

然气水合物生长

的理论研究

62062053 刘俊杰
20200

9
202101-
202412

35 35

22.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区科学

基金

吸收层缺陷调控

与界面缺陷钝化

对铜锌锡硫硒薄

膜太阳电池的开

路电压和转换效

率的影响

62064010 朱成军
20200

9
202101-
202412

37 37

23.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区科学

基金

不同表观遗传修

饰对癌基因、抑癌

基因异常表达的

协同调控作用

32160216 李前忠
20210

9
202201-
202512

36 36

24.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区科学

基金

白血病亚型中组

蛋白修饰对基因

表达的调控研究

及关键分子标记

识别

62161033 张璐强
20210

9
202201-
202512

35 35



25.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青年基金

低维半导体中电

子、声子及等离激

元散射对热载流

子寿命的影响

11804173 王舒东
20180

8
201901-
202112

28 28

26.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青年基金

层状磁性材料

CrX3（X=F, Cl, Br, I）
对单层 WS2 自旋-
谷极化输运性能

的调控

12004203 郭少强
20200

9
202101-
202312

24 24

27.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青年基金

碳化硅半导体材

料中点缺陷的最

优化设计

12004204 张海山
20200

9
202101-
202312

24 24

28.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青年基金

二维材料忆阻器

在高低阻态下的

输运机理研究

12104244 吕 娟
20210

9
202201-
202412

30 30

29.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青年基金

基于因子化的拓

扑图振幅方法研

究重味强子弱衰

变

12105148 周四红
20210

9
202201-
202412

30 30

30.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理论物理

专项

内蒙古大学理论

物理学科发展与

交流平台

12147216 赵国军
20211

1
202201-
202212

50 50

（四）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位点支撑研究生学习、科研的平台情况】

学位点有良好的科研平台支持研究生学习科研，现有半导体光

伏技术、离子束生物工程、纳米科学与技术 3个自治区级重点实验

室，与学校化学化工学院共建稀土材料化学与物理自治区重点实验

室。科研验室总面积 2200余平米，各类科研仪器总价值达 9300余

万元，其中综合物性测量系统 PPMS-9和 PECVD制备系统等大型仪

器 50余台套，科研实验室和有代表性的大型仪器见下表。



表 3-4 自治区重点实验室

序号 平台类别 平台名称 批准部门
批准

年度

参与单

位情况

参与学

科情况

评估

情况

1
自治区级重点实

验室（内蒙古自治

区）

半导体光伏技术

重点实验室

内蒙古自治

区科技厅

2009
06

1(1) 1(1) 优秀

2
自治区级重点实

验室（内蒙古自治

区）

离子束生物工程

重点实验室

内蒙古自治

区科技厅

2004
06

1(1) 1(1) 合格

3
自治区级重点实

验室（内蒙古自治

区）

纳米科学与技术

重点实验室

内蒙古自治

区科技厅

2014
06

1(1) 1（1） 合格

4
自治区级重点实

验室（内蒙古自治

区）

稀土材料化学与

物理重点实验室

内蒙古自治

区科技厅

2004
01

1(1) 2(50%) 合格

表 3-5 代表性大型仪器设备

序号
仪器设备名

称与型号

生产厂家

（国别）
价值

建账

时间

参与学

科情况

对本学科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

会服务的支撑作用（限 100 字）

1
综合物性测

量系统及其

组件 PPMS-9

Quantum
Design（美

国）

719.8
万元

20150
625

1(100%)

主要为研究生提供科研测试表征材

料的基本物理属性，包括磁性、电

输运、热输运等综合物理性质测量，

并向社会开放共享。

2
PECVD 制 备

系统

中国科学

院沈阳科

学仪器股

份有限公

司（中国）

538
万元

2016.0
7

1(100%)

主要为研究生提供科研硅基薄膜半

导体异质结太阳电池的制备，包括

p层、i层和 n层薄膜的制备，及器

件组装的工作，并向社会开放共享。

3
高通量 DNA
自动测序仪

Miseq
美国

230
万元

2015.0
5

1(100%)

生物基因组测序、病毒基因组测序、

抗体测序、线粒体测序、转录组测

序（RNA-Seq）、外显子测序、甲基

化分析、有效支撑了教学，科研（国

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的顺利完成，

促进生物物理学研究的深入

4
压电力显微

镜， CYPHER
HV

牛津仪器

（美国）

200
万元

2015.0
5

1(100%)

主要为研究生提供材料表面型貌、

和压电特性测试表征，并能分析材

料的压电性能和电畴的型貌表征，

并向社会开放共享。



5

超高真空激

光分子束外

延 组 件 ，

LMBE

苏州新锐

博纳米科

技有限公

司（中国）

200.5
万元

2015.0
6

1(100%)

主要为研究生提供纳米材料的制

备，利用激光溅射氧化物靶材，实

现材料的层状外延生长，获得超晶

格结构

6
X 射线荧光

光谱分析系

统

美 国 / 热
电

118.9
万元

2017.0
5

1(100%)
主要为研究生提供材料样品的 X射

线光谱分析检测

7
超高灵敏稳

态瞬态微区

荧光系统

美国/PTI
190.8
万元

2018.0
1

1(100%)
主要为研究生提供激光谱和发射谱

扫描、同步扫描、动力学测试

8
热电材料测

试系统

中国科学

院沈阳科

学仪器股

份有限公

司（中国）

43 万

元

2022.0
9

1(100%)
主要为研究生提供特殊功能材料的

热电性能检测

9
超高真空双

室磁控溅射

镀膜设备

中国科学

院沈阳科

学仪器股

份有限公

司（中国）

98 万

元

2022.0
9

1(100%)

主要为研究生提供纳米材料的制

备，利用磁控溅射氧化物靶材，实

现材料的层状外延生长，获得超晶

格结构

10
变温霍尔效

应测量系统

美 国

Lakeshore
228.9
万元

2022.0
9

1(100%)
主要为研究生提供半导体材料的霍

尔效应测量

（五）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制度建设、奖助水平、覆盖面等

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

规定》和《内蒙古大学章程》、《内蒙古大学学生管理规定》等有

关法律法规，结合物理学的学科特点，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成立了

由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副院长、教务科研办公室主任、学生工作

办公室主任、团总支书记、辅导员、班主任、教师代表（覆盖本单

位各专业及研究生学位授权点）及学生代表组成的奖助学金评审委

员会，制定了具有学科特点的奖助评定方案，完善了奖学金、助学

金等各项制度。2022 年，物理学共计发放各类奖助学金 374 人次，



其中博士 90人次、硕士 284人次，共发放金额 305.54万元。其中博

士发放 103.68万元、硕士发放 201.86 万元，博士生均 1.152万元，

硕士生均 0.711万元。

四、人才培养

（一）招生选拔

【本学位点研究生报考数量、录取比例、录取人数、生源结构

情况，以及为保证生源质量采取的措施】

本位点博士研究生采用统考招生、硕博连读和申请-考核制三种

方式招生，招生过程包括资格审查、笔试、面试等环节。在二年级

硕士研究生中进行硕博连读考核，择优选拔培养潜质突出的学生转

入博士阶段学习。做好申请-考核招收博士生工作，强化能力考评。

积极选派指导教师到周边高校进行招生宣传，鼓励吸引校内外优秀

硕士研究生报考或硕博连读攻读博士学位，招生遵循择优录取、宁

缺毋滥的总体原则，促进博士研究生生源结构不断改善。为保证生

源质量，学校和学科不断调整招生政策，先后出台了博士研究生报

考、录取和奖励的政策和办法。

2022 年，本学位点招收博士研究生 14 人，其中硕博连读转博 7

人占招生总人数 50%，申请考核 7人占招生总人数 50%，生源 85.71%

来自于本学位点硕士研究生。2022 年根据学位点建设实际按照学校

统一部署全面修订了研究生培养计划。

（二）思政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课程思政、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

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生党建工作等情况】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研究生教育的重要论述和重

要讲话精神，建立党政领导、导师、任课教师、辅导员全员参与的

育人队伍，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育人全过程。

1. 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

开展党课夜校学习，院领导、支部书记给学生讲党课和形势政

策课，在课堂这一思政教育主阵地之外，集中开展专题思政教育；

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团日活动，进行文化育人；严格按

照学校党委部署进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及党的二十大精神等会议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内容学习，加强师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2. 推进课程思政改革。

按照课程思政要求全面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构建科学合理的课

程思政体系。发挥导师和任课教师作用，挖掘物理相关思政元素，

将我国尖端科技成就潜移默化地融入教学和科研全过程，激发学生

爱国热情、民族自豪感和为国家科技事业献身精神。发挥国家名师、

全国模范教师作用，带头开展课程思政建设，为青年教师引导示范。

依托教研室、课程团队定期召开教学研讨会，分享课程思政建设经

验。“生物信息学”及其课程团队是自治区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课程

思政教学名师和团队。

3. 建设研究生辅导员队伍。



按照以专为主、专兼结合的原则，选拔年青教师、退休教师、

优秀研究生充实思政工作队伍，将导师列为研究生思政教育第一责

任人。要求专兼任思政辅导员每年至少参加一期业务培训。把担任 1

年学生思政工作作为职称晋升的必要条件，在职务职称晋升、绩效

工资分配给予适当倾斜。

4. 强化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建立党政领导、导师、辅导员，学生信息员一体化意识形态工

作队伍，建立党政领导包联制，信息联动，责任分解到人。定期召

开意识形态专题会议，专门部署工作。严格网站、微博、微信平台

等阵地报备和管理，严格学术讲座管理，由分管院长负责，党政一

把手审批制度。开展信教师生统计和学生思想动态调研，强化理想

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有效防范了不良意识形态和校园

宗教渗透，推进民族团结，大力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5. 加强研究生党建工作。

选拔“双带头人”担任支部书记，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

学校基层党组织工作条例》，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加强党建工作。

充分发挥导师作用，注重学生思想引领，从严把关，吸收优秀研究

生加入党组织。将科研工作和党建及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开展丰

富多彩的党日活动。同时，做到党建与中心工作两促进，两不误。

（三）课程教学

【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课程教学质量和持续

改进机制，教材建设情况】

1. 课程教学改革



（1）完善以创新能力培养为目标的课程体系。围绕基础核心课

程，建立“热物理系列课程”“量子物理系列课程”等本硕博一体化系列

课程群，重组、精炼课程内容，实现本硕博课程有机衔接。2022年，

新增获批自治区研究生教学改革项目 2项。核心课程见表 4-1。

（2）在课程教学上力求做到基础性和前沿性结合，科学合理的

开设相关课程。构建专业学位课、方向选修课两大模块，设置理论

物理、凝聚态物理、计算物理、生物物理四个学科方向选修课程群，

打破各研究方向课程选修界限，突出个性化培养，支持在导师组指

导下，研究生按需择优选课。

（3）丰富课堂教学形式，采取多样化教学模式。学位课程以讲

授为主、讨论为辅；选修课以学生主讲为主，教师引导讨论，提升

研究生自主学习能力。注重科教融合，突出前沿引领和方法传授，

全国模范教师班士良教授和全国师德标兵李前忠教授等均承担相关

课程的讲授任务。邀请国内外专家做专题授课，例如复旦大学周磊

教授讲授超构光学，复旦大学物理系沈健教授讲授专题计算方法。

（4）建立课程学习综合考核制度。根据课程内容，采取考试、

撰写课程报告、课题汇报等课程考核方式，将回答问题、讨论课表

现等折合分数计入课程成绩，未通过须进行课程重修。

（5）突出实践教学环节。对实践性强的课程，采取理论+实验

教学模式，部分课程内容在实验室完成。依托国家级虚拟仿真一流

课程《工业化单晶硅太阳电池制备工艺优化虚拟仿真实验》，实施

研究生线上线下结合的实验教学模式。

（6）加强精品教材建设。通过研究生精品课程带动配套教材建

设，以科学出版社“十三五”规划教材《高等统计力学导论》为引领，

打造《群论》《非平衡统计理论》等高质量研究生教材。



表 4-1 核心课程（不含公共课）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主讲人

主讲人

所在院系
学分

授课

语言

固体理论 II 必修课 班士良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3 汉语

凝聚态物理学 I 必修课 赵国军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3 汉语

多粒子物理学 必修课 赵国军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3 汉语

粒子物理 必修课 张 丹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3 汉语

量子场论 必修课 李润辉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3 汉语

原子核物理 选修课 赵振兴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2 汉语

功能基因组学 必修课 张利绒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3 汉语

结构生物信息学 必修课 李前忠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3 汉语

非平衡统计物理学 选修课 李 宏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2 汉语

半导体物理与器件 选修课 朱成军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2 汉语

高等磁学 选修课 赵世峰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2 汉语

显微结构分析 选修课 刘奕帆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2 汉语

铁磁学理论 选修课 周文平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2 汉语

团簇物理 选修课 赵世峰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2 汉语

计算物理专题 选修课 宋铁磊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2 汉语

低维凝聚态物理 选修课 刘志锋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2 汉语

2. 教学质量督导

（1）严格落实学校研究生教学管理规范文件，制订学院《研究

生学习培养过程要求》、《研究生课程教学要求》等管理规定，保

障教学有序开展。

（2）严格要求任课教师按照已备案的教学大纲开展教学，调停

课须提前通过分管副院长审批。

（3）党政领导班子、教授委员会、导师组、教学督导通过座谈

会、听课等了解课程教学情况，进行评估和督导，针对问题提出改



进意见。通过独立的研究生教育综合管理系统对教学进行全过程监

督管理。

（四）导师指导

【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情况，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度

要求和执行情况，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制度建设和落实情况】

严格遵照内蒙古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导师遴选条件遴选研究生

指导教师。在评选过程中，严格遵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通

过学科学位委员会分委会初评、校外通讯评议、申请人答辩、校学

位评定委员会评审等遴选程序择优选聘。

对新聘任的研究生指导教师，由研究生院进行组织岗前培训。

建立研究生指导小组培养制度，由相同或相近专业研究方向的资深

指导教师和青年指导教师组成研究生指导小组，共同指导研究生的

学习和研究。为确保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研究生培养方案设计、课

程教学、学位论文要求在指导教师小组商讨下确定。

严格执行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导师评价考核办法，对认真履行导

师职责、成绩显著的导师，在晋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定等方面，予

以优先考虑，并给予相应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

立德树人职责，对于不能履行导师职责、造成不良影响甚至严重后

果的导师，停止其招收研究生，并根据学校有关规章制度，视情节

轻重，给予相应处分。

2022 年本学位点共有 6名教师新聘为博士生导师，无导师被停

招和受相应处分情况发生。

（五）学术训练



【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及科教融合培养研究生成效，包括制度

保证、经费支持等】

依托各类科研创新项目，搭建研究生参与科学研究的平台。所

有博士研究生均参与指导教师或指导小组成员主持的国家级、省部

级等各级各类科科研项目，研究生直接参加科研项目，在导师指导

下完成项目研究工作，通过完成项目研究内容对研究生进行严格的、

完整的、系统的科研训练，立足学术需求，把项目研究过程作为博

士研究生学习的主要途径。

另外，为引导博士研究生自主创新，积极鼓励他们申报内蒙古

大学和内蒙古自治区设立的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研究生通过完成

内蒙古自治区和内蒙古大学科研创新项目，充分锻炼和提升自身科

研和创新能力。通过项目的实施，提升了博士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

力，为博士研究生的学术训练提供了制度和经费上的保障。

克服疫情影响积极组织开展与学术研究相关的线上讲座培训。

为了提高博士研究生学术论文写作能力，邀请大连理工大学赵纪军

教授专门讲解英文科学论文写作与投稿技巧。另外，研究生学习期

间须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并由专人填写学术活动记录表，记录学术

活动情况。学术活动的基本形式为讨论班、前沿讲座和学术报告。

各课题组坚持每周一次的讨论班。

在上述措施和制度保障下，本学科的博士研究生在科学研究方

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学术成果水平不断提升。2022年，研究生以

第一作者和主要参与者发表 SCI论文 50余篇。

（六）学术交流



【研究生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的基本情况，国际合作交流等

方面的改革创新情况】

学点克服疫情不利影响，积极扩大学术交流，以线上和线下相

结合的形式开展学术和教学交流。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的“内

蒙古大学理论物理学科发展与交流平台”项目系列学术交流活动邀

请复旦大学周磊教授、沈健教授作科研报告，加强了我院与复旦大

学物理学系的学术交流，营造了良好的对外交流与学习氛围，为学

院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七）论文质量

【体现本学位点特点的学位论文规范、评阅规则和核查办法的

制定及执行情况。本学位点学位论文在各类论文抽检、评审中的情

况和论文质量分析】

严把研究生论文质量关，对学位论文采用评优、检测、评审和

抽检等制度，学校出台相关文件，按《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

质量监控实施办法》要求，对论文抽检不合格者，追究指导教师责

任。为保证博士学位论文的质量，博士学位论文全部进行文本重复

检查，并采用双盲评审制。近年来，所有申请学位的博士论文均通

过重复检查、双盲评审和论文抽检。在自治区、学校优秀学位论文

评选中取得良好成绩，2022 年度自治区优秀学位论文评选结果暂时

未公布。

（八）质量保证

【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

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分流淘汰机制等情况】



为严把研究生论文质量关，对学位论文采用评优、检测、评审

和抽检等制度，学校制定《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实

施办法》，对论文抽检不合格者，追究指导教师责任。为保证博士

学位论文的质量，博士学位论文全部进行重复检查，同时采用双盲

评审制定。按照《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的要求，结

合 2022年学院讨论修订的《研究生学习培养过程要求》，对导师指

导、课程学习、论文发表和学位申请等做出了明确要求。本学位点

所有申请学位的博士论文均通过重复检查、双盲评审和论文抽检。

本学位点严格执行分流淘汰机制。对于成绩突出的优秀硕士研

究生在二年级结束前可申请攻读博士学位，转入博士学习阶段。对

博士研究生在毕业要求方面制定严格标准，没有按期完成学习和研

究任务的博士研究生，进行延期毕业、申请硕士学位毕业、退学等

方式。

（九）学风建设

【本学位点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学术不端行为

处理情况】

本学位点高度重视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在研究生第一学

期开设《研究生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课程，并通过多种渠道加强

学风建设，在新生入学教育、论文开题、答辩等各个方面进行多种

形式的学术道德、学风建设教育。建立相关机制，对学术不端行为

进行严肃处理，对学位论文进行全面查重，论文检测结果机检重复

率博士学位论文要求小于 15%，不合格者取消学位论文答辩资格。

学校和学院组织邀请相关专家学者就学术道德、学风建设等问题召



开报告会，邀请内蒙古大学班士良教授、李前忠教授就科学思想方

法、学术道德规范等为题进行报告。2022 年度本学位点无学术不端

行为发生。

（十）管理服务

【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情况，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情况，在

学研究生满意度调查情况等】

学校制定相关文件，明确责任、重在教育引导，强化为研究生

服务意识，学校纪委监察室进行有效监督，研究生会和研究生党支

部维护和保障研究生利益。学位点日常管理实行三级管理，学校层

面由研究生院和学生工作处全面负责研究生招生、培养、毕业、奖

助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等各个方面工作，研究生院设立招生办公室、

培养与学位办公室，学校学工处设立研究生管理科、学生资助管理

中心和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学院设立教学科研办公室、团总

支、学生工作办公室、研究生辅导员，负责研究生人才培养工作中

的课程安排、学校政策落实等具体工作；研究生学业由指导教师具

体负责。

（十一）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毕业研究生的就业率、就业去向分析，用人单位意

见反馈和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情况】

1. 本学位点毕业研究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及就业去向分析

截止到 2022年 12月 31 日，本学位点博士毕业生的去向落实率

为 90%，就业单位分别为安徽理工大学、内蒙古工业大学、内蒙古



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安徽理工大学七个单位。截止 2023 年 3月本学位点博士毕业生落实

率为 100%。2022届物理学硕士毕业生初次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90.9%，

到 2022年 12 月 31 日毕业去向落实率达到 93.94%。其中在国有企业

占 19.35%，其他企业占 16.13%，中初等教育占 19.35%，机关占

22.58%，自由职业占 3.23%，科研设计单位占 3.23%，升学占 16.13%。

2. 用人单位意见反馈和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情况

内蒙古地处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各盟市经济条件落后，引进人

才相对困难，本学科毕业研究生成为自治区基层单位和旗县中学的

重要人才储备。相关用人单位对我院的毕业研究生在素质和能力表

现方面给予了一致好评，认为他们认真细心，责任心强，具有良好

的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能承受相应的工作压力。

五、服务贡献

（一）科技进步

【科研成果转化、促进科技进步情况】

围绕中长期规划，制定和部署校企合作，科技成果转化和服务

地方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依托三个自治区重点实验室，针对自治

区科技和经济发展需求开展研究。2022年授权 4 项国家发明专利，4

项实用新型专利，并积极促进成果转化。与内蒙古日月太阳能有限

公司，内蒙古稀土研究院、江苏腾辉光伏有限公司、内蒙古中环能

源有限公司等建立合作关系，签署全面合作协议，在技术研发、实

习实训、联合培养等方面开展合作。与内蒙古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筹建内蒙古光伏能源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作为牵头单位召集内蒙古质检院，内蒙古山路能源集团，内蒙

古盾安光伏电力有限公司等六家单位研究制定了“并网光伏电站工

程验收技术规范”，建立健全了地方光伏产业标准体系。

（二）经济发展

【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

依托内蒙古自治区离子束生物工程重点实验室与内蒙古农牧业

科学院合作，参与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创新人才团队“内蒙古食用

菌资源开发利用新技术”项目研究。发挥交叉学科优势，用物理电磁

技术结合生物技术对草原蘑菇菌种进行驯化诱导，攻克草原蘑菇驯

化技术难关，驯化选育出草原蘑菇新品种并在锡盟锡林浩特市白音

锡勒牧场栽培成功，并已在赤峰、鄂尔多斯和呼和浩特地区的一些

企业和蘑菇种植户推广，取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三）文化建设

【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情况】

内蒙古大学物理学科在自治区高校中处于引领地位，对自治区

物理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依托本学科先后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物

理学会和生物物理与生物信息学会，在服务全区科技工作者、提升

大中学生培养质量、普及科学素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作为中国科

协和教育部组织实施的中学生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计划（简称“英

才计划”）试点单位，培养了 20 名中学生，通过进实验室，参与科

研课题，激发了学生的科学兴趣，提升了学生的创新能力。毕业中



学生均考入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国内一流高

校。

六、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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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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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学位 2022 年度）

2023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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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公章）

学院名称：化学化工学院

负责人：刘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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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化学

代码：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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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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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一、封面中学术学位授权点的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

育部 2011 年印发、2018 年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填写，只

有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的，授权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

家教育委员会 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

目录》填写；专业学位授权点的类别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

部 2011年印发的《专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填写；同时获得博士、硕士

学位授权的学科，授权级别选“博士”。

二、本报告采取写实性描述，能用数据定量描述的，不得定性描述。定量

数据除总量外，尽可能用师均、生均或比例描述。报告中所描述的内容和数据

应确属本学位点，必须真实、准确，有据可查。所填报各项与时间相关的内容

均截至 2022 年 12月 31日。

三、本报告中涉及的人员均指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在编人员以及与本单

位签署全职工作合同（截至 2022 年 12月 31日合同尚在有效期内）的专任教师

（含外籍教师），兼职人员如需填写应注明。同一人员原则上不得在不同学术

学位点或不同专业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写。

四、本报告中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励、教学成果奖励

等）应是署名本单位，且同一人员的同一成果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

业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写。引进人员在调入本校之前署名其他单位所获得的成

果不填写、不统计。

五、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一律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处理后编写。

六、本报告文字使用四号宋体，字数不超过 8000 字，另附 2022 年度培养

方案。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简要介绍本学位点总体情况、获批时间、优势特色、研究方

向、国内外影响力等，一般在 500字以内】

内蒙古大学早在 1957年就开设了化学本科专业，是内蒙古自治

区最早开办化学专业的高等院校。1982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2010

年获化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包含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

析化学、物理化学和高分子化学 5个二级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

学位点围绕煤炭、稀土、非金属属矿藏、蒙药、乳制品等内蒙古自

治区优势和特色资源，凝练形成了能源催化与绿色材料化学、稀土

与过渡金属功能材料化学、金属有机化学、蒙药与化学生物学、环

境催化与生物分析化学等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学科研究方向，已成为

国家和地区相关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自治区化学化工和新材料行

业产业原始创新和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学位点现有博士研究

生导师 50人，在读博士研究生 137人。

本学位点整体科研水平处于国内先进水平，部分科研成果已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学科排名进入全球 ESI 排名前 1%。近五年，学位

点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74 项、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等 94项，

科研经费超过 1.2亿元；在 Nat. Commun.，Sci. Adv.，Angew. Chem.

Int. Ed.，Adv. Mater.等高水平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530 余篇。研究成

果获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科学奖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各 1项。与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等十余家国外高校、科研院所研究所开展扎实有

效的合作，学术知名度和影响力日益扩大。

二、目标与标准



（一）培养目标

【本学位点研究生培养的目标定位，限 300字】

培养热爱祖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遵纪守法，品德高尚，

身心健康，基础扎实，视野开阔，追求真理，科学态度严谨，勇于

探索和创新并具有团结协作精神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专

门人才。

掌握坚实、宽广的化学基础理论知识和技能，深入系统掌握某

特定化学学科方向的专门知识、理论和研究方法，了解其现状和发

展趋势。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和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并在所

从事的研究领域内取得创新性成果。有适应交叉学科领域研究的能

力，有强烈的创新意识。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用英语熟练阅读

本专业的文献资料，具有良好的写作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

力。熟练运用计算机与现代信息工具。

（二）学位标准

【符合本学位点特点，与本校办学定位及特色相一致的学位授

予质量标准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基本标准

1．本学科课程总学分原则上不低于 17学分，其中必修课不低

于 13学分，选修课不低于 4学分。

2．具有根据研究结果撰写实验总结和学术论文，并将结果进行

口头报告的能力；具有对文献进行归纳分析并口头报告的能力。

3．具有较强的设计实验、分析结果、发现问题和综合总结能力，

能掌握和运用常规的实验方法和表征测试技术。

4．掌握一门外国语（一般应为英语），熟练查阅本专业外语文



献，具备运用第一外语进行专业论文的写作能力。

5．具有熟练使用计算机进行文字、数据处理和文献检索的能力。

博士论文的环节

1. 综合考试：要求博士生在阅读文献的基础上，结合研究方向

和论文选题写出文献综述书面报告。由学科方向组织 5人考试小组

(博导及副教授以上职称教师)，导师可参加考试小组，但不担任负责

人。考试工作由考试小组负责人主持。考试小组需审查文献报告，5

人打分，平均后，根据分数，确定优、良、中、合格、不合格。凡

综合考试未通过者，可在半年内申请重考一次，仍未通过者，处理

办法是：硕士起点的博士生应终止学业，其他类博士生由导师提出

转读硕士学位或终止学业的建议，经学院（中心）领导同意，报研

究生院审批。

2. 开题报告：博士生通过综合考试后的两个月内完成开题报告，

博士研究生开题原则上在入学后第 3学期、硕博连读研究生在转博

后的第 2学期完成。报告时间要求为 30分钟，由学科组组织 5位相

关学科专家对开题报告进行论证，专家中应有一定比例的博导。开

题报告和专家论证意见交所在学院（中心）和研究生院备案，并作

为博士生论文中期检查的必备材料。要求在读博士生按时完成开题

报告，开题报告通过后填写完整《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

告》表并提交。

3. 中期考核：博士生面对全体博士生导师和研究生作关于本人

研究进展的报告。在博士生二年级进行中期考核，必须于二年级夏

季学期完成中期考核。要求博士生面向全院博士生导师及研究生做

本人的研究进展报告，时间要求为 30分钟。考核小组由院学位分委

会委员组成，应根据综合考试和平时学习、科研进展情况对博士生



作出考核评语并给出成绩（以合格、不合格记分），填写中期考核

表。中期考核表和报告存入博士生学习档案。

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

博士学位论文应能反映出博士生已经掌握了化学学科宽厚的基

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

力。论文水平由答辩委员会予以评定。评定标准：优、良、合格、

不合格。在内蒙古大学关于研究生培养的《内蒙古大学关于制定研

究生培养方案基本要求的规定（暂行）》和《内蒙古大学关于博士

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的暂行规定》文件中关于博士学位论

文要求的基础上，化学化工学院规定化学学科博士学位论文达到以

下要求：论文应探索了有价值的化学现象，提出了新的化学实验方

法，创造性地解决了化学研究中的关键科学与技术问题；论文中的

原始发现发表在高水平学术刊物上或论文成果被转化并创造了显著

的经济效益等。

三、基本条件

（一）培养方向

【本学位点的主要培养方向简介】

1.研究方向一：能源催化与绿色材料化学

本方向针对国家和地区能源清洁利用和资源高效转化等领域的

重大需求和科学问题，围绕煤炭及天然气等能源资源，开展资源小

分子（CO、CO2、CH4、H2、H2O等）催化转化制燃料和高价化学

品研究，探索催化新材料的设计、制备、结构与性能关系及催化新

技术在能源转化和加工过程中的应用；围绕非金属矿物材料（膨润



土、高岭土、粉煤灰、元明粉等）绿色利用中的化学问题研究，开

展提纯、分离、功能材料制备、固废资源化等研究，开发非金属矿

材料的绿色化学利用技术。

2.研究方向二：稀土与过渡金属功能材料化学

本研究方向立足自治区稀土与有色金属矿产资源优势，开展稀

土与过渡金属配位化学、稀土与过渡金属功能材料的合成、表征和

性能研究，探索其结构、微结构、变价及缺陷、界面及表面、尺寸

与形貌等与材料性质的关系规律，重点开发具有光、电、磁、催化

及多功能稀土与过渡金属分子基材料、纳米材料、复合材料，并发

展其在照明、显示、催化、生物医学、能量转化与存储器件等领域

的应用，为我国稀土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功能材料产业发展提供支撑。

3.研究方向三：金属有机化学

本方向围绕科学前沿以及国家和地区重大需求开展研究，立足

自治区煤炭和萤石优势特色资源，针对煤炭与天然气下游有机化学

品的开发，重点开展新型金属有机化合物、新型结构和特种功能的

含氟化合物的设计与合成、结构与反应性、金属-碳（氢）键形成与

转化研究，探索高效、高选择性有机合成化学的新反应和新方法，

为开发应用于新型聚合反应的催化剂和特种功能的有机化学品提供

理论和实验依据。

4.研究方向四：蒙药化学与化学生物学

本方向主要围绕特色蒙药等特色生物医药资源，探索从蒙药与

天然产物中提取分离活性物质，获得具有新结构的化合物或具有生

物活性的小分子单体，利用化学、生物、药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方

法和技术，开展基于新型生物技术的药物设计、筛选、构效关系和



递送等研究，阐明药用生物分子有效成分，探索其在信号转导过程

研究中的生物学意义，从分子水平上探索其化学成分、生物活性、

药代和药理机制，筛选和开发新型药用化合物提供理论和实验基础。

5.研究方向五：环境催化与生物分析化学

本方向主要针对地区优势资源利用过程中带来的环境污染以及

特色食品药品检测与质量安全问题，致力于构建高效太阳能光-电-

化学转化系统，探索光、电催化材料设计及在环境污染物治理等研

究领域的应用，阐明环境中污染物的形态分析及其生态环境效应、

生物有效性和毒理效应研究，实现环境中致毒物的高效分析和有效

控制和处理，探索环境污染物迁移转化机理，建立生物、食品与药

品分析检测新方法及质量安全控制新技术。

（二）师资队伍

【各培养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主要师资队伍情况、导师队

伍结构和总体规模】

化学学位点拥有师资 50 人，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50 人，年龄

结构为 35岁以下 10 人、36-45 岁 23人、46-59 岁 15人、60岁以上

2人。已形成了一支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学术影响力、年龄结构和学缘

结构较为合理、团结进取、富有朝气的师资队伍。其中，教育部“长

江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2 人、青年学者 2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

得者 2 人，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青年项目入选者 3 人，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人员 3 人，自治区教学名师奖获得者 1 人，全国模范

教师 1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 2人，自治区有突

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1人，自治区引进科技杰出人才 1人，自治区“草



原英才”22人，自治区“321 人才工程”人选 12人。

各培养方向学术带头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1）能源催化与绿色材料化学研究方向现有专任教师 10人，其

中博士研究生导师 10人。

学术带头人为谷晓俊教授，现任内蒙古大学人才服务与发展中

心主任，中国能源学会理事，学术期刊 Advanced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Energy and Environment Focus、Materials Focus 编委，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自

治区新世纪“321人才工程”人选，获内蒙古自治区青年科技奖。提出

了光催化液相化学储氢材料甲酸和硼烷氨高效制氢的新方法。发表

学术论文 60余篇。目前主持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近五年到

账科研经费 300余万元。

学术骨干苏海全教授，现任内蒙古自治区化学学会理事长，内

蒙古自治区稀土材料化学与物理重点实验室主任，内蒙古大学生化

环学部主任，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政府特殊津贴

获得者。开发膨润土矿综合利用技术，实现了产业转化；突破煤基

合成气制异丁醇技术，实施了产业化中试。获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科

学一等奖 1 项，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发表学术论文 120 余篇，出

版专著 3部。目前承担 6项科研项目（含国家项目 1项），经费 2100

余万元。

学术骨干王蕾教授，入选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自治区



杰出青年培育计划。提出了 BiVO4 等光阳极材料利用等离子刻蚀引

入空位缺陷、原位生长助催化剂提升光电催化效率和抗光腐蚀的新

策略。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其中以内蒙古大学为第一单位在Angew.

Chem. Int. Ed.发表论文 3篇。目前主持 5 项科研项目（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子课题 1项），经费 900 余万元。

（2）稀土与过渡金属功能材料化学研究方向现有专任教师 10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导师 10人。

学术带头人为刘志亮教授，内蒙古自治区化学会理事，学术期

刊 Current Smart Materials 编委，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自治区

新世纪“321人才工程”一层次人选。设计稀土与过渡金属功能配位聚

合物，开发其在化学传感、药物控制释放、多模态生物成像等领域

的应用。获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科学一等奖 1 项。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出版专著 1部。目前主持 2项科研项目（含国家项目 1项），

近五年到账科研经费 200余万元。

学术骨干张军教授，中国化学会高级会员，中国化学会无机化

学学科委员会委员，中国化学会晶体化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家“万

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领军人才。

发展了稀土无机能源催化材料精准控制合成方法，突破了稀土高性

能纳米粉体新材料绿色产业化制备技术。获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科学

一等奖 2 项。发表学术论文 110 余篇，出版专著 2 部，授权国家发

明专利 5 项。目前主持 3 项科研项目（含国家项目 2 项），近五年



到账科研经费 1000 余万元。

学术骨干褚海斌教授，中国化学会青年化学工作者委员会委员，

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自治区新世纪“321人才工程”人选。开发

多种稀土无机催化材料，并成功用于生物质催化转化与能源小分子

电催化，揭示了其作用机制。发表学术论文 70 余篇，授权国家发明

专利 15项。目前主持 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近五年到账科研

经费 150余万元。

（3）金属有机化学研究方向现有专任教师 10人，其中博士研究

生导师 10人。

学术带头人为陈树峰教授，霍英东青年教师奖获得者，自治区

“新世纪 321人才工程”一层次人选，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入选

者，内蒙古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委。发展了过渡金属催化的

有机杂环化合物高选择性合成方法。获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科学奖二

等奖 1项，发表学术论文 40余篇。目前主持 2项科研项目（含国家

项目 1项），近五年到账科研经费 150余万元。

学术骨干张浩教授，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入选者，自治

区“新世纪 321 人才工程”一层次人选。开展烯烃催化聚合、烯烃

复分解催化剂的设计和催化性能研究。发表学术论文 60余篇。目前

主持 4项科研项目（含国家项目 1项），经费 138万元。

学术骨干刘国都研究员，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入选者。

开展手性膦配体设计合成及其实用高效不对称催化合成应用研究。



发表学术论文 16篇。目前主持 7 项科研项目（含国家项目 1 项），

经费 508万元。

（4）蒙药化学与化学生物学研究方向现有专任教师 10人，其中

博士研究生导师 10人。

学术带头人为王建国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

学者、内蒙古自治区杰出青年、江西省杰出青年、内蒙古自治区“草

原英才”青年领军人才、内蒙古自治区 “草原英才”个人工程、内

蒙古自治区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团队负责人。主要从事有机光电功能

材料研究，在国际顶级刊物 Nat. Commun.、J. Am. Chem. Soc.、Angew.

Chem. Int. Ed.、Adv. Mater.等上发表研究论文 80 余篇，获授权发明专

利 21项，出版专著 2部。任国内外期刊杂志《Aggregate》、《发光

学报》、《集成技术》青年编委/编委，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临

床微生物与感染精准检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开发多种高效固态

发光材料，并将其用于肿瘤早期诊断与癌症新型治疗。主持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面上、青年、地区项目 4项，省部级各类基金项目 12项，

经费 900余万元。

学术骨干王春燕教授，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青年项目获得

者，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入选者，发表学术论文 10 篇。目前

主持 3项科研项目（含国家项目 2项），经费 600余万元。

学术骨干胡日查教授，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入选者。开

发和制备了 CNS 靶向性核酸类药物载体，开展了蒙药有效成分和药



理作用研究，为基因治疗药物设计和开发提供理论依据。发表学术

论文 30余篇。目前主持 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经费 107万元。

（5）环境催化与生物分析化学研究方向现有专任教师 10人，其

中博士研究生导师 10人。

学术带头人为董阿力德尔图教授，乳制品质量安全控制技术教

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抗菌产业分会

委员，中国生物材料学会康复器械与生物材料分会委员，内蒙古自

治区“草原英才”入选者，发表学术论文 50余篇，出版专著 3部。

目前主持 3项科研项目（含国家项目 1 项），经费 121 万元。

学术骨干张君教授，中国化学会有机分析化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自治区“新世纪 321 人才工程”一层次人选。开展太阳能电池与稀

土光电化学机理研究。发表学术论文 20余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5

项。目前主持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经费 40万元。

学术骨干李静谊教授，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入选者，自

治区“新世纪 321 人才工程”人选。开展光催化和光降解研究。获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项，发表学术论文 20余篇。主持

4项科研项目（含国家项目 2 项），经费 65 万元。

（三）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主要科研项目、学术论文、著作及获奖情况】

近年来，通过学科方向的凝练和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化学学科

的整体科研水平和科研实力得到快速提升，在煤、天然气、稀土、

非金属矿藏、蒙药等富产能源和特色资源、相关优势和特色产业及



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取得了一些自主创新

性成果，产生了较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研究成果整体上处于国内

先进水平，部分处于国际水平，2020年化学学科首次进入 ESI全球

排名 1%。2022年，化学学位点承担国家及自治区重大、重点各类科

研项目共计 40项，经费总额 2550万元，其中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青年及地区项目 12项（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

目 1项），省部级项目 28项（含领军人才团队项目 1项，内蒙古自

治区高等学校创新团队发展计划项目 1项，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

青年科技英才支持计划项目 4项。）。2022年在Angew. Chem. Int. Ed.、

Adv. Mater.等高质量学术期刊上发表 SCI论文 59篇，授权国家发明

专利 2项。



表 1. 2022年立项的主要科研项目

序

号
项目来源

项目类

型
项目（课题）名称 项目编号 负责人 起止时间

到帐经费

（万元）

1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联合基
金重点
支持项

目

稀土及过渡金属碳基氢燃料电池催化剂的设计合成、多尺

度限域结构 调控与催化机制
U22A20107 王勤 202301-202612 255

2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区项

目
新骨架聚苯乙烯的合成与性能研究 22261039 明佳林 202301-202612 33

3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区项

目

界面电荷调控促进宽光谱响应半导体抗光腐蚀性能研

究
22269016 王蕾 202301-202612 35

4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区项

目
大偶极稠环芳烃与石墨烯纳米带的合成与性能研究 22261041 王青 202301-202612 33

5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区项

目

可见光诱导的三氟甲基芳香化合物可控的碳氟键官能

团化反应
22261037 郭硕 202301-202612 33

6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区项

目
MOFs 基固态电解质的设计、合成及其锂离子传导性能 22261038 刘志亮 202301-202612 33



7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区项

目

稀土掺杂修饰的钴基氧化物缺陷调控、表面化学重构及

有机物辅助电 催化制氢机制研究
22269015 王勤 202301-202612 33

8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区项

目

以2D二硫化钼/铁基复合材料修饰阴极构建MFC-Fenton
体系强化降解抗生素废水的研究

22266022 赵文岩 202301-202612 33

9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区项

目

多级结构稀土掺杂镧基纳米防伪标记材料的制备与应

用研究
22265022 宝金荣 202301-202612 33

10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区项

目

基于稀土离子预嵌改性的层状钒基/锰基氧化物正极材

料可控制备、结构调控及储锌机理研究
22205119 郭艳 202301-202612 33

11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青年项

目

离子液体后修饰 M-N-C 氧还原催化剂：双重调控电子结

构和界面微环境
22201148 薛辉 202301-202512 30

12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青年项

目

高稳定多孔金属簇基配位聚合物的可控构筑与催化性

能调控
22261040 康晓敏 202301-202512 30

13
内蒙古自

治区科技

厅

其他项

目

基于功能化涂碳集流体的先进无负极钠金属电池开发

及产业化中试
2022ZY0011 楠顶 202201-202412 10

14
内蒙古自

治区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项

目

基于天然辉钼矿剥离的二硫化钼修饰阴极构 建

MFC-Fenton 体系强化降解抗生素废水
2022MS02013 赵文岩 202201-202412 10



15
内蒙古自

治区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项

目

芳纶纤维织物复合材料多层次结构耦合精细设计及其

减摩抗磨与延寿性能研究
2022MS05054 郭芳 202201-202412 10

16
内蒙古自

治区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项

目

设计双功能多活性位点铜基催化剂促进 CO2 还原为小

分 子碳氢化合物
2022MS02011 曾尚红 202201-202412 10

17
内蒙古自

治区自然

科学基金

青年基

金项目

钯基储氢合金的晶格氢调控及其电催化氮还原理论研

究
2022QN02014 樊桂兰 202201-202412 10

18
内蒙古自

治区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项

目

稀土元素掺杂锰基锌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结构调控及

储锌机制研究
2022MS02010 魏航 202201-202412 10

19
内蒙古自

治区自然

科学基金

青年基

金项目

铜铈基催化剂的原子尺度表界面调控及其 CO 优先氧化

性能研究
2022QN02012 丁俊芳 202201-202412 10

20
内蒙古自

治区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项

目

杂原子掺杂碳纳米管封装的稀土修饰型镍基 整体式电

催化剂的构筑及其催化硝酸根还原合成铵性能研究
2022MS02014 刘宝仓 202201-202412 10

21
内蒙古自

治区自然

科学基金

分析测

试专项
蒙药荜茇入血成分的 UPLC-Qtof/MS 分析 2022FX12 孟和 202201-202412 5

22
内蒙古自

治区自然

科学基金

青年基

金项目

三氟甲硫（氧）基赋存的高疏水金属有机框架的构筑及

其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吸附的增强机制
2022QN02015 贾艳媛 202201-202412 10



23
内蒙古自

治区科技

厅

软科学

项目 自治区基础研究发展路径与对策研究 2022RKX0001 朱保华 202201-202412 10

24
内蒙古自

治区科技

厅

自治区

科技领

军人才

团队项

面向恶性肿瘤早诊早治的近红外有机光电功能材料 2022LJRC0001 王建国 202201-202412 300

25
内蒙古自

治区人事

厅

内蒙古

自治区

人事厅

内蒙古自治区本级引进高层次人才科研支持 肖豆鑫 202201-202412 20

26
企事业委

托项目

企事业

委托项

目

稀土基介孔催化材料在工业 CO2减排和转化重要催化过

程中的创制和应用
谷晓俊 202201-202412 36.236311

30
内蒙古自

治区财政

厅

内蒙古

自治区

财政厅

光/电催化能源与环境材料化学研究 caizheng01 武利民 202201-202412 1000

31
内蒙古大

学

内蒙古

大学高

层次人

内蒙古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经费（骏马计划 A3 岗） 王建国 202201-202412 200

32
其他部委

项目

其他部

委项目

ZIFs衍生碳载单原子催化剂的配位电子结构调控及氧还

原性能研究
20220022 薛辉 202201-202412 3

33 其他项目
其他项

目
煤基石脑油高效转化制烯烃和高辛烷值汽油组分技术 2021EEDSCXQDFZ008 张浩 202201-202412 75



34
企事业委

托项目

企事业

委托项

目

近海流域虾蟹壳一步转化制备精细化学品 S1-KF2008 刘莉 202201-202412 1

35
内蒙古自

治区人事

厅

内蒙古

自治区

人事厅

内蒙古自治区本级引进高层次人才科研支持 丁俊芳 202201-202412 20

36
自治区教

育厅项目

内蒙古

自治区

高等学

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 “青年科技英才支持计划” NJYT22098 王青 202201-202412 30

37
自治区教

育厅项目

内蒙古

自治区

高等学

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 “青年科技英才支持计划” NJYT22094 贺进禄 202201-202412 30

38
自治区教

育厅项目

内蒙古

自治区

高等学

乳制品质量安全控制技术 NMGIRT2210
董阿力

德尔图
202201-202412 50

39
自治区教

育厅项目

内蒙古

自治区

高等学

含荧光基团二茂铁受体分子的设计合成及 其重金属离

子识别性能研究
NJZY22335 伶俐 202201-202412 2

40
自治区教

育厅项目

内蒙古

自治区

高等学

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 “青年科技英才支持计划” NJYT22089 朝鲁门 202201-202412 30



表 2. 2022年代表性学术论文

序

号
论文标题

作者姓

名

作者

类型
发表期刊 发表日期

1
Fluorination enhances NIR-II emission and photothermal conversion efficiency of

phototheranostic agents for imaging-guided cancer therapy
王建国

通讯

作者
ADVANCED MATERIALS 2022-10-27

2
Rational Design of Porous Nanowall Arrays of Ultrafine Co4N Nanoparticles

Confined in a La2O2CN2 Matrix on Carbon Cloth for a High-Performing
Supercapacitor Electrode

张军
通讯

作者

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
2022-10-26

3
Difunctional Zn-based metal-organic frameworks: chemical conversion of CO2 and

luminescence recognition for secnidazole
刘志亮

通讯

作者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C

2022-10-23

4 Recent advances in Cu-catalyzed carbonylation with CO 刘国都
通讯

作者

ORGANIC CHEMISTRY
FRONTIERS

2022-10-20

5
A Facile Structural Isomerization-Induced 3D Spatial D-A Interlocked Network for

Achieving NIR-II Phototheranostic Agents
王建国

通讯

作者

ANGEWANDTE
CHEMIE-INTERNATIONAL

EDITION
2022-10-18

6
Aggregation effect on the one- and two-photon excited fluorescence performance

of regioisomeric anthraquinone-substituted perylene diimide
王建国

通讯

作者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C

2022-10-11

7
Sandwich-structured nickel/kaolinite catalyst with boosted stability for dry

reforming of methane with carbon dioxide
苏海全

通讯

作者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2022-10-10

8
Synthesis of Ynones via N-Iodosuccinimide-Mediated Oxidation of Propargyl

Alcohols under Mild Conditions
陈树峰

通讯

作者

JOURNAL OF ORGANIC
CHEMISTRY

2022-10-03

9
Heterogeneous Pt-Bi hybrid nanoparticle decorated self-standing hollow TiN

nanowire as an efficient catalyst for glycerol electrooxidation
张军

通讯

作者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22-09-30

10
An ultrastable zinc-based organic framework as a recyclable luminescent probe

for methylmalonic acid detection
刘志亮

通讯

作者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C

2022-09-15



11
Enhanced support effects in single-atom copper-incorporated carbon nitride for

photocatalytic suzuki cross-coupling reactions
韩晨辉

第一

作者

APPLIED CATALYSIS
B-ENVIRONMENTAL

2022-09-12

12
Super-hydrophilic MgO/NiCo2S4 heterostructure for high-efficient oxygen

evolution reaction in neutral electrolytes
王艳琴

通讯

作者

APPLIED CATALYSIS
B-ENVIRONMENTAL

2022-09-05

13
Capacitive heavy metal ion removal of 3D self-supported nitrogen-doped

carbon-encapsulated titanium nitride nanorods via the synergy of faradic-reaction
and electro-adsorption

温晓茹
通讯

作者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2022-09-01

14
Dipole-Dipole and Anion-pi(+) Interaction Manipulation Synergistically Enhance

Intrinsic Antibacterial Activities of AIEgens
王建国

通讯

作者

CHEMISTRY-A EUROPEAN
JOURNAL

2022-09-01

15
Strong Infuence of the Anion Radius on the Passivation of Selenium Vacancy in

Monolayer InSe: Insights from Time-Domain Ab Initio Analysis
贺进禄

通讯

作者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C

2022-08-31

16
Synthesis of 1,4-benzoxazines via Y(OTf)3 - catalyzed ring opening/annulation

cascade reaction of benzoxazoles with propargylic alcohols
陈树峰

通讯

作者

CHEMICAL
COMMUNICATIONS

2022-08-31

17
Suppressing catalyst deactivation on PdCeO2 for selective oxidation of glucose

into gluconic acid
褚海斌

通讯

作者
JOURNAL OF CATALYSIS 2022-08-30

18
Coupling ceria with dual-phased molybdenum carbides for efficient and stable
hydrogen evolution electrocatalysis at large-current-density in freshwater and

seawater
张军

通讯

作者

APPLIED CATALYSIS
B-ENVIRONMENTAL

2022-08-27

19
Bimetallic doping engineering of Ni3S2 nanosheets originating from NiFe layered

double hydroxide for efficient overall water splitting
王勤

通讯

作者

CHEMICAL
COMMUNICATIONS

2022-07-25

20
High productivity of tartronate from electrocatalytic oxidation of high
concentration glycerol through facilitating the intermediate conversion

褚海斌
通讯

作者

APPLIED CATALYSIS
B-ENVIRONMENTAL

2022-07-23

21
Rhodium-Catalyzed Three-Component Reaction of Alkynes, Arylzinc Chlorides,

and Iodomethanes Producing Trisubstituted/ Tetrasubstituted Alkenes
with/without 1,4-Migration

明佳林
通讯

作者
ORGANIC LETTERS 2022-07-20



22
Efficient and Durable Sodium, Chloride-doped Iron Oxide-Hydroxide

Nanohybrid-Promoted Capacitive Deionization of Saline Water via Synergetic
Pseudocapacitive Process

温晓茹
第一

作者
ADVANCED SCIENCE 2022-07-11

23
A novel lithium-impregnated hollow MOF-based electrolyte realizing an optimum
balance between ionic conductivity and the transference number in solid-like

batteries
刘志亮

通讯

作者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A

2022-07-05

24
Efficient improvement of the lithium ionic conductivity for a polymer electrolyte

via introducing porous metal–organic frameworks
刘志亮

通讯

作者

CHEMICAL
COMMUNICATIONS

2022-06-09

25
Multifunctional natural sepiolite nanofibre composite demulsifiers for efficient

purification of oils and dyes in simulated and actual wastewater
郭芳

通讯

作者

SEPARATION AND
PURIFICATION
TECHNOLOGY

2022-06-01

26
Formation of Interfacial Cu-[OX]-Ce Structures with Oxygen Vacancies for

Enhanced Electrocatalytic Nitrogen Reduction
张军

通讯

作者
SMALL 2022-06-01

27
Multicomponent TiO2/Ag/Cu7S4@Se Heterostructures Constructed by an Interface

Engineering Strategy for Promoting the Electrocatalytic Nitrogen Reduction
Reaction Performance

王艳琴
通讯

作者
INORGANIC CHEMISTRY 2022-05-09

28
Ultrafine VN nanodots induced generation of abundant cobalt single-atom active

sites on nitrogen-doped carbon nanotube for efficient hydrogen evolution
张军

通讯

作者

JOURNAL OF ENERGY
CHEMISTRY

2022-05-08

29
Unveiling the Valence State of Interstitial Bromine on Charge Carrier Lifetime in

CH3NH3PbBr3 by Quantum Dynamics Simulation
贺进禄

通讯

作者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LETTERS

2022-05-05

30
Dynamical Investigation of Tunable Magnetism in Au@Ni-Carbide Nanocrystals by

a Combined Soft and Hard X-ray Absorption Spectroscopy
魏航

通讯

作者
NANO RESEARCH 2022-05-01

31
Ultrastable and high-performance seawater-based photoelectrolysis system for

solar hydrogen generation
王蕾

通讯

作者

APPLIED CATALYSIS
B-ENVIRONMENTAL

2022-05-01

32 Nanosized Pd-loaded the Fe3C encapsulated by N-doped carbon nanotube as an 赵彦宏 通讯 APPLIED SURFACE SCIENCE 2022-04-29



electrocatalyst for oxygen reduction and ethanol oxidation reactions 作者

33
Atomic-level modulation of local coordination environment at Fe single-atom sites

for enhanced oxygen reduction
王勤

通讯

作者

APPLIED CATALYSIS
B-ENVIRONMENTAL

2022-04-17

34
Roles of hydroxyl and oxygen vacancy of CeO2·xH2O in Pd-catalyzed ethanol

electro-oxidation
褚海斌

通讯

作者
SCIENCE CHINA CHEMISTRY 2022-04-15

35
Pd-Catalyzed C-H Functionalization of Indole-Containing Alkene- Tethered Aryl

Halides with Alkynes To Construct Indole Alkaloid Scaffolds
陈树峰

通讯

作者
ORGANIC LETTERS 2022-04-08

36
Modulation of the intramolecular hydrogen bonding and push-pull electron

effects toward realizing highly efficient organic room temperature
phosphorescence

王建国
通讯

作者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C

2022-04-01

37
A novel temperature-dependent electrochemical system for electrode materials

for time resolved X-ray Diffraction
魏航

通讯

作者
SCRIPTAMATERIALIA 2022-04-01

38
Synthesis of Nitrogen-Doped KMn8O16 with Oxygen Vacancy for Stable Zinc-Ion

Batteries
谷晓俊

通讯

作者
ADVANCED SCIENCE 2022-04-01

39
Unraveling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Heteroatomic Substitution and Vacancy

Engineering in CoFe2O4 for Superior Electrocatalysis Performance
王勤

通讯

作者
NANO LETTERS 2022-03-22

40
Pd(II)-Catalyzed Azine-Assisted Enantioselective Oxidative C–H/C–H

Cross-Coupling of Ferrocenes with Various Heteroarenes
张浩

通讯

作者

JOURNAL OF ORGANIC
CHEMISTRY

2022-03-01

41
Acceptor Planarization and Donor Rotation: A Facile Strategy for Realizing

Synergistic Cancer Phototherapy via Type I PDT and PTT
王建国

通讯

作者
ACS NANO 2022-03-01

42
Constructing heterostructure of CeO2/WS2 to enhance catalytic activity and

stability toward hydrogen generation
张军

通讯

作者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22-02-15

43
Biomass Juncus derived carbon decorated with cobalt nanoparticles enables

high-efficiency ammonia electrosynthesis by nitrite reduction
高瑞

通讯

作者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A

2022-02-14



44
Rhodium-Catalyzed Desymmetric Arylation of γ,γ-Disubsituted

Cyclohexadienones: Asymmetric Synthesis of Chiral All-Carbon Quaternary
Centers

明佳林
通讯

作者
ORGANIC LETTERS 2022-02-10

45
In-situ construction of 3D hierarchical MoS2/CoS2@TiO2 nanotube hybrid
electrodes with superior capacitive performance toward water treatment

温晓茹
通讯

作者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2022-02-01

46
Boosting Nitrogen Reduction Reaction via Electronic Coupling of Atomically

Dispersed Bismuth with Titanium Nitride Nanorods
张军

通讯

作者
ADVANCED SCIENCE 2022-02-01

47
Self-Rebound Cambered Triboelectric Nanogenerator Array for Self-Powered

Sensing in Kinematic Analytics
楠顶

通讯

作者
ACS NANO 2022-01-25

48
Designing advanced liquid electrolytes for alkali metal batteries: principles,

progress, and perspectives
楠顶

通讯

作者

ENERGY &
ENVIRONMENTAL

MATERIALS
2022-01-23

49
Co-promotion of two-type active sites: PtCux single-atom alloy and copper-ceria

interface for preferential oxidation of CO
曾尚红

通讯

作者

APPLIED CATALYSIS
B-ENVIRONMENTAL

2022-01-21

50
Upconversion-nanoparticle-functionalized Janus micromotors for efficient

detection of uric acid
朱保华

通讯

作者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B

2022-01-19

51
Dual-Light-Triggered In Situ Structure and Function Regulation of Injectable

Hydrogels for High-Efficient Anti-Infective Wound Therapy
董阿力

德尔图

通讯

作者

ADVANCED HEALTHCARE
MATERIALS

2022-01-04

52
Effect of CeO2 morphology on the catalytic properties of Au/CeO2 for base-free

glucose oxidation
褚海斌

通讯

作者

CATALYSIS SCIENCE &
TECHNOLOGY

2022-01-03

53
Near-Infrared Emissive Lanthanide Metal-Organic Frameworks for Targeted

Biological Imaging and pH-Controlled Chemotherapy
刘志亮

通讯

作者

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
2021-12-15

54
Hybrid heterojunction of molybdenum disulfide/single cobalt atoms anchored

nitrogen, sulfur-doped carbon nanotube/cobalt disulfide with multiple active sites
for highly efficient hydrogen evolution

张军
通讯

作者

APPLIED CATALYSIS
B-ENVIRONMENTAL

2021-12-05



55
Tuning the Electronic Structure of CoP Embedded in N-Doped Porous Carbon

Nanocubes Via Ru Doping for Efficient Hydrogen Evolution
王勤

通讯

作者

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
2021-11-18

56
High-efficient and durable overall water splitting performance by interfacial

engineering of Fe-doped urchin-like Ni2P/Ni3S2 heterostructure
王艳琴

通讯

作者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2021-11-15

57
Metal–organic framework-encapsulated nanoparticles for synergetic chemo/

chemodynamic therapy with targeted H2O2 self-supply
刘志亮

通讯

作者
DALTON TRANSACTIONS 2021-11-09

58 Synthesis and Properties of Aza-Ovalene with Six Zigzag Edges 王青
通讯

作者
ORGANIC LETTERS 2021-11-05

59
Revealing the interfacial electron modulation effect of CoFe alloys with CoCX

encapsulated in N-doped CNTs for superior oxygen reduction
王勤

通讯

作者

ADVANCED POWDER
MATERIALS

2021-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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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位点支撑研究生学习、科研的平台情况】

本学位点支撑研究生学习、科研的平台包括稀土无机能源催化化学学

科创新引智基地、乳制品质量安全控制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内蒙古

自治区稀土材料化学与物理重点实验室、内蒙古自治区煤炭化学重点实验

室、内蒙古自治区蒙药化学重点实验室、内蒙古自治区精细有机合成重点

实验室、内蒙古自治区碳资源小分子催化转化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高

水平科研平台。

在从事人才培养和科研过程中，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和科研硬件条件起

到了关键作用。学院拥有原位-X射线光电子能谱仪、高分辨透射电子显

微镜、核磁共振波谱仪、显微拉曼成像系统、X射线单晶衍射仪等众多高

端大型仪器设备，为高水平科研工作提供了充分保障，也为高水平研究成

果的产出奠定了基础。

（五）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制度建设、奖助水平、覆盖面等情况】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发展改革委教育厅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

入机制有关政策的通知》（内财教【2013】974号）文件精神，为激发研

究生勤奋学习、专心科研、全面发展，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内蒙古大学

及内蒙古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制定了完善的研究生奖助学金体系，形成了

奖学金、助学金、三助一辅岗位津贴等多元化的研究生资助体系。2022

年，研究生获国家奖学金、自治区奖学金、学业奖学金、乌可力奖学金、

宝钢奖学金、丸山奖学金等各类奖学金 176人次，计 177.1万元；获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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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金和学校特困补助 332次，计 333.9万元。其中博士研究生奖学金覆

盖率达 63.3%，硕士研究生奖学金比例达 39.5%，所有研究生助学金覆盖

率达 89.8%。

四、人才培养

（一）招生选拔

【本学位点研究生报考数量、录取比例、录取人数、生源结构情况，

以及为保证生源质量采取的措施】

本学位点招生选拔工作严格执行国家和学校相关招生管理制度，坚持

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维护考生权益和学校声誉。整个招生过程分为

初试和复试两个阶段。复试全部按照“资格审查、复试笔试、外语听力、

综合面试和体检”的程序进行。

为保证招到高质量的生源，该学科每年都设立专门的由院长、学科负

责人、导师、学生代表组成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全程监控招生工作；复试

时按照“德才兼备，择优录取”的原则，注重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理论

基础、专业特长和创新潜能等。

本学位点招生、录取相关规定及招生组织等做了如下工作：

1）在学院网站进行宣传，根据学院学科特点，分析学科优势及学科

特点，研究生的科研情况及就业前景，引导考生报考研究生。

2）发挥学科优势，到校外组织优秀生源，到地域优势差，学科优势

好的学校进行招生宣传。

3）走出去发挥导师的作用，请导师用学术交流、对外讲学的机会，

做好学科的生源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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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举办校外优秀生源（推免生预选）暑期学校活动，对来自有外推

名额高校的优秀生源，可以通过暑期学校对考生进行考核、面试，考核合

格者考生只要取得本科学校外推名额即可予以预录取。

5）组织在读研究生利用暑期社会实践的机会进行招生宣传。专业教

师到地方及兄弟院校进行走访和招生宣传。

随着学位点办学质量的提升以及招生宣传力度的加强，本学位授权点

报考人数逐年增长，录取比例、录取人数稳步增长，生源质量得到了明显

提高，生源结构趋于合理。本学位点 2022年研究生报考数量 150人，其

中博士研究生 56人、硕士研究生 94人；录取人 116，其中博士研究生 38

人、硕士研究生 78人，录取比例 77%。招收的博士研究生中通过“申请

考核”录取 18人；招收的硕士研究生均为普通招考生源。本学位点生源

均为化学相关学科毕业生，很好地满足了本专业人才培养的需要。

（二）思政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课程思政、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理想信

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生党建工作等情况】

本学位点按培养方案，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 2 门，打好学生理论基础，

着力推动专业课进行课程思政建设，培养学生科研素养、家国情怀，引导

学生树立科技报国之志。按 1：200 配备研究生辅导员，积极开展思政教

育工作、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资助工作、就业指导工作等各类学生教育管

理服务工作。举办“桃李学术论坛”拓展学生科研视野、提升学生科研素

养；结合学生实际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围绕重要时间节点、重要事件

开展如升国旗仪式、主题文化活动等主题教育活动，多角度全方位引导学

生坚定理想信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院不断增强基层组织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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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基层组织战斗力和凝聚力，更好地凝聚师生、服务师生、代表师生。

研究生党支部设在教师党支部对应的学科上，共有研究生党支部 4个。选

拔政治素质好、理论水平高、业务能力强的研究生担任支部书记，选优配

强党支部书记。党支部工作机制健全、职责分工明确、工作开展有声有色，

建立党员志愿服务先锋岗，努力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4个支部先后被学校党委评为“样板党支部”、“先进基层党

组织”、“最强党支部”。

（三）课程教学

【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课程教学质量和持续改进机

制，教材建设情况】

本学位点开设的课程可以分为四类：公共学位课、专业学位课、专业

选修课和公共选修课四类。

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有高等无机化学、无机材料化学、高等分析

化学、分子光谱与色谱分析对称性与光谱学、X 射线衍射学、高等有机化

学、高等有机合成等 8门课程，涵盖了化学学科的主要学科方向。授课教

师都具有副教授以上或博士学位。同时，核心课程的授课教师要求有丰富

的教学经验和较为突出的科研成果。本学科还开设学科前沿讲座以及学术

报告，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部分课程采取导师组集

体讲授的方式。教学方法多采用教师讲授与学生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考核

方式多以开放式的问题与学业论文等形式为主。

本学位点建立课程建设持续改进机制，包括教学过程质量监控机制和

教学环节质量标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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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过程质量监控机制

实行校、学院、系三级研究生教学管理体制，建立了由校领导、教务

处、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学院院长、研究生分管副院长、教学办公室、系

主任和学生助理等组成的教学管理体系。主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具体负责

全校教学工作的组织领导，贯彻落实学校关于教学工作各项决定和工作计

划，组织制定本科教育的发展规划和各项教学管理制度。学校和学院建有

两级教学指导委员会，校党政一把手亲自领导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工作。院

长负责院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工作。

2）教学环节质量标准机制

学位点根据自身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建立内部评估体系。校、院两

级教学管理部门组织的督导组以定量不定时的方式随堂听课，填写听课记

录表，提交各级教学管理部门，形成对教学效果与教育目标达成状况的评

价。

教材选用均严格遵守《内蒙古大学教材管理实施细则》第二十一条规

定的教材选用基本要求，并遵循“基层教学组织审查、学院教材审读小组

审读、学校教材审核专家委员审议、学校教材工作领导小组审批“的四级

选用管理模式。

（四）导师指导

【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情况，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度要求和

执行情况，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制度建设和落实情况】

学校对导师制定了严格的遴选（内大发〔2020〕29号文件）、考核

机制，推进了导师队伍制度化建设，使得导师队伍的科研能力和水平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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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极大的提高。尊重人才成长和学术发展规律，避免急功近利和短期行为，

加大质量和贡献指标的权重。在导师评聘中体现重创新质量和贡献的导

向，全面考察师德、教风、创新和贡献。新增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参加了

学校组织的岗前培训，选派 7 名导师参加学校组织的 2022 年度“科学规

范导师指导行为，建设一流研究生导师队伍”专题网络培训。所有导师均

完成了 2022 年度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工作。组织选拔内蒙古自治

区优秀研究生导师和内蒙古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为保障研究生的教学质

量，加强对教学环节的监督，学校出台了《关于开展研究生教学督导工作

的通知》，对研究生教学课程进行听课、检查、访问交谈、抽查教学内容。

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严格执行学校与学院的相关规定，规范培养方案

的制定、开题、中期考核、论文撰写与送审等环节。

（五）学术训练

【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及科教融合培养研究生成效，包括制度保证、

经费支持等】

本学位点重视培养研究生的学术能力，在制度上、经费上给予充分支

持。在校的研究生全部参加导师的科研项目，学术能力得到了训练与提升。

制度方面：（1）在研究生培养方案中规定了不少于 8 学分的科研素

质与创新能力环节。（2）规定“助研”可承担导师安排的各种科学研究、

科技开发和专业设计、调研等工作。规定学术型硕士研究生须有一年的助

研、助管、辅导员或助教（32学时以上）工作。（3）研究生奖学金等各

种评奖活动向重视科研成果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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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方面：（1）参加“助研”工作，获得“助研”津贴，这些津贴

全部出自导师的科研经费。（2）研究生助教由学校人事处统一选聘，津

贴由学校和学院共同承担。（3）激励研究生取得高水平成果，所获得高

水平成果予以奖励。

研究生在学术科研训练方面成效显著。2022 年，研究生参与国家及

自治区重大、重点各类科研项目 40余项。以第一作者身份在 Angew. Chem.

Int. Ed.、Adv. Mater.、ACS Catal.等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共 59 篇；授权

国家发明专利 2 项，获自治区优秀学位论文 2 篇；获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国家级铜奖 1 项，自治区级冠军金奖 1 项、银奖

6项。

（六）学术交流

【研究生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的基本情况，国际合作交流等方面的

改革创新情况】

本学位点鼓励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1）学院举办“桃李学术

论坛”，定期开设一次学科前沿讲座以及学术报告，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

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要求研究生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在学期间须听取

学术报告 10次以上，并完成书面总结，由学院科研办审核。2）学院要求

每位硕士研究生须参加国内举办的学术会议至少 1次，并鼓励学生做口头

报告或者做墙报展示，宣传自己的科研成果。

2022年，受疫情影响，部分学术会议与学术讲座在线上进行，研究

生参与学院承办的线上、线下学术讲座共 1000余人次，参加国内外重要

学术会议 40余人次，其中作学术报告 3人次。

（七）论文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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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本学位点特点的学位论文规范、评阅规则和核查办法的制定及

执行情况。本学位点学位论文在各类论文抽检、评审中的情况和论文质量

分析】

本学科采用“导师指导、集体培养”的模式，加强过程管理，保障了

学位论文质量。

论文开题环节要求在研究生第三学期结束之前完成。论文选题来自于

导师课题、学生课题和自选，其中来自导师课题的约占 70%以上；论文选

题内容理论结合实际，注重对教育热点与难点问题的研究。编制了论文开

题报告的写作规范，要求学生严格执行。预答辩环节安排论文送审前 3

个月左右，采取与正式答辩相同的形式。对于存在重大缺陷且无法在预定

时间内修改完成的论文，专家组投票决定学生是否通过了预答辩。预答辩

不通过的学生，论文将不能进入论文盲审环节。

对于学位论文的评审采取全盲审制。论文送给 2 位专家评阅。若 1

位评阅人不同意答辩，则不能组织答辩。正式答辩全过程监督。答辩委员

会成员不少于 5位，本校教师不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导师不参与自己学

生的投票，每位学生的答辩时间不少于 35 分钟，同意投票未过半数者不

予通过。

2022 年，本学位点毕业生学位论文的质量与水平得到了评审专家的

肯定，全部通过了答辩并获得了学位。本学位点每年抽检的学位论文全部

合格。

（八）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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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强化

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分流淘汰机制等情况】

本学科学位点严格遵循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规律，根据《一级学科博

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制订了与学校办学定位及特色相一致的学位授予

质量标准；科学合理地制定了化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切实做到培养环

节设计合理，学制、学分和学术要求切实可行，关键环节考核标准和分流

退出措施明确等。实行研究生培养全过程评价制度，关键节点突出学术规

范和学术道德要求，对学术不端论文实行一票否决制。学位论文答辩前，

严格审核研究生培养各环节是否达到规定要求。建立了以教师自评为主、

教学督导和研究生评教为辅的研究生教学评价机制，对研究生教学全过程

和教学效果进行有效监督和评价。制定和完善研究生分流退出机制，严格

执行研究生学籍年限管理要求。坚持细分压实导师、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等责任。落实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制，严格把

关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写作发表、学术水平和学术规范性。制定研究生招

生、培养、学位授予等原始记录收集、整理、归档制度，严格规范培养档

案管理，确保涉及研究生招生录取、课程考试、学术研究、学位论文开题、

中期考核、学位论文评阅、答辩、学位授予等重要记录的档案留存全面及

时、真实完整。

（九）学风建设

【本学位点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学术不端行为处理情

况】

为了营造良好的学风，学校制定了一整套学术道德规范，尤其是规定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系列讲座”作为必修环节，从学生入学伊始即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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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宣传教育，要求他们严格遵守学术道德规范，科学诚实地获得研究成

果，并将学术道德表现纳入考核内容。

基于学校对思想教育的重视，本学位点迄今尚未发生任何学术造假及

其他学术不端行为，导师和学生均较好地遵守了学术道德规范。学风建设

教育仍应坚持并强化，防止学术不端行为的出现。专业教师对专业学位研

究生进行了总计十余次的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2022 年未有学术不

端行为发生。

（十）管理服务

【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情况，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情况，在学研究

生满意度调查情况等】

学院有分管党建工作和学生工作专职党委副书记 1人，研究生教务管

理人员 1人，研究生专职辅导员 2人，积极开展思政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资助管理、就业指导等各类学生教育管理服务工作。本学位点下设 4个教

研室，每个教研室有正、副主任各 1人，负责学科建设、科研建设、教学

管理，教师管理等各项工作。

按照共青团改革要求，研究生各团支部设权益委员，研究生会设综合

权益部，关注学生诉求，畅通反馈渠道，反映学生心声，维护学生权益。

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对在校研究生满意度进行调查，结果显示 95%研

究生对在学校的生活、学习和科研工作感到满意，但在保障研究生权益方

面，14%的研究生认为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学院将进一步努力提高软硬

件设施，为学生创造一个温馨、舒适、便捷的学习生活环境。

（十一）就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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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点毕业研究生的就业率、就业去向分析，用人单位意见反馈

和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情况】

本学位点面向国家和内蒙古地区重大科技需求，针对自治区煤、稀土、

非金属矿藏、蒙药、乳制品等富产能源和特色资源、相关优势和特色产业

及环境可持续发展开展科学研究，为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研究生就业去向涉及材料、化工、食品、地质、教学等企事业单位。

大部分在股份制和民营企业就业，其次是到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就业，并

且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就业人数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2022 年，本

学位点博士毕业生共 18人，硕士毕业生共 54人，就业率分别为 83.3%、

87%。其中博士毕业生 14人在高等教育单位就业，1人在企业就业，在已

就业的 47 名硕士毕业生中，有 4 人被教育或科研单位录用，有 12 人被

国有企业录用，有 8 人进入党政机关和其他事业单位，有 9位硕士毕业生

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其余 14人以其他形式签约。

用人单位对本院毕业研究生给出了积极的反馈，用人单位对我院毕业

生的总体印象是良好的，认为我院毕业研究生有着较高的素质和较强的专

业技能。在工作岗位上有着较强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责任心，能够快速响应

领导安排的各项工作。

五、服务贡献

（一）科技进步

【科研成果转化、促进科技进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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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学位点围绕国家和自治区重大科技领域技术瓶颈问题，开展产学

研联合科技攻关，多项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科技进步。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马铃薯基高吸水性树脂等科研成果完成转化，煤基合

成气制异丁醇、膨润土深加工技术等已具备产业化示范条件，高效水煤浆

添加剂、稀土高性能纳米粉体新材料等多项成果已完成中试，推动地方企

业转型升级。

其中煤基合成气制异丁醇技术立足内蒙古煤炭资源优势，在国家和自

治区重大科技专项支持下，针对煤基合成气一步法制取异丁醇高值化学品

另辟蹊径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开发出煤基合成气一步法制取异丁醇高值化

学品的关键核心技术，设计出系列具有高 CO 转化率、高异丁醇选择性

的合成气制异丁醇关键核心催化剂，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合成气催

化转化制异丁醇的全套工艺技术方案。与内蒙古煤化工龙头企业开展合

作，实施了成果产业化中试示范，建成了产业化中试平台并开展运行、评

估和测试，获得较好的工艺技术数据，对推进该项技术进一步实现产业化

奠定了重要基础。该技术将极大地推动了自治区煤化工产业技术创新和升

级转型。

（二）经济发展

【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

学位点面向国家和自治区重大科技需求，重点围绕自治区煤炭、稀土、

非金属矿藏、蒙药等优势特色资源，打造了能源材料化学、稀土无机化学、

金属有机化学、蒙药与化学生物学、环境催化化学等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学

科方向，致力于科技原始创新，推动创新驱动引领，推进科技成果转化，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明显提升。依托稀土无机能源催化化学学科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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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引智基地、乳制品质量安全控制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以及稀土材

料化学与物理、煤炭化学、蒙药化学、精细有机合成等 5 个自治区重点

实验室和 1 个自治区资源小分子催化转化利用工程技术中心，大力拓展

产学研合作，与自治区伊泰煤制油公司、包头稀土研究院等 30 余家龙头

企业开展科研合作和技术攻关。化学学位点已成为中西部地区人才培养、

教学科研与技术攻关的重要基地，正推动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三） 文化建设

【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情况】

学位点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在内蒙古自治区科学研究、学术思想方面

发挥重要引领作用。举办“桃李学术论坛”拓展学生科研视野、提升学生

科研素养；结合学生实际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围绕重要时间节点、重

要事件开展如升国旗仪式、主题文化活动等主题教育活动，多角度全方位

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本学位点设立博士

研究生党支部，努力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被

学校党委评为“样板党支部”、首批“最强党支部”“先进基层党组织”，

正在申报教育部第二批研究生样板党支部。通过组织多种学术和文化活

动，团结不同民族的师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各民族融合的

文化氛围。

六、培养方案

内蒙古大学化学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及研究方向简介

化学学科是内蒙古大学 1957 年建校时设立的传统优势学科，涵盖无机化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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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五个二级学科。学科定位聚焦国内外前沿

基础研究，面向国家和地区重大需求，依托乳制品质量安全控制技术教育部工程中心、

稀土无机能源催化化学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国家“111计划”）、内蒙古自治区稀土

材料化学与物理重点实验室、内蒙古自治区煤炭化学重点实验室、内蒙古自治区精细

有机合成重点实验室、内蒙古自治区蒙药化学重点实验室等研究平台，集中围绕煤炭

与天然气及其下游产品、稀土与非金属矿藏、蒙药、乳制品等优势和特色资源与能源，

形成了能源催化与绿色材料化学、稀土与过渡金属功能材料化学、金属有机化学、蒙

药与化学生物学、环境催化与生物分析化学五个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

1. 研究方向一：能源催化与绿色材料化学

本方向针对国家和地区能源清洁利用和资源高效转化等领域的重大需求和科学

问题，围绕煤炭及天然气等能源资源，开展资源小分子（CO、CO2、CH4、H2、H2O 等）

催化转化制燃料和高价化学品研究，探索催化新材料的设计、制备、结构与性能关系

及催化新技术在能源转化和加工过程中的应用；围绕非金属矿物材料（膨润土、高岭

土、粉煤灰、元明粉等）绿色利用中的化学问题研究，开展提纯、分离、功能材料制

备、固废资源化等研究，开发非金属矿材料的绿色化学利用技术。

2. 研究方向二：稀土与过渡金属功能材料化学

本研究方向立足自治区稀土与有色金属矿产资源优势，开展稀土与过渡金属配位

化学、稀土与过渡金属功能材料的合成、表征和性能研究，探索其结构、微结构、变

价及缺陷、界面及表面、尺寸与形貌等与材料性质的关系规律，重点开发具有光、电、

磁、催化及多功能稀土与过渡金属分子基材料、纳米材料、复合材料，并发展其在照

明、显示、催化、生物医学、能量转化与存储器件等领域的应用，为我国稀土资源的

有效利用和功能材料产业发展提供支撑。

3. 研究方向三：金属有机化学

本方向围绕科学前沿以及国家和地区重大需求开展研究，立足自治区煤炭和萤石

优势特色资源，针对煤炭与天然气下游有机化学品的开发，重点开展新型金属有机化

合物、新型结构和特种功能的含氟化合物的设计与合成、结构与反应性、金属-碳（氢）

键形成与转化研究，探索高效、高选择性有机合成化学的新反应和新方法，为开发应

用于新型聚合反应的催化剂和特种功能的有机化学品提供理论和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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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方向四：蒙药化学与化学生物学

本方向主要围绕特色蒙药等特色生物医药资源，探索从蒙药与天然产物中提取分

离活性物质，获得具有新结构的化合物或具有生物活性的小分子单体，利用化学、生

物、药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和技术，开展基于新型生物技术的药物设计、筛选、

构效关系和递送等研究，阐明药用生物分子有效成分，探索其在信号转导过程研究中

的生物学意义，从分子水平上探索其化学成分、生物活性、药代和药理机制，筛选和

开发新型药用化合物提供理论和实验基础。

5. 研究方向五：环境催化与生物分析化学

本方向主要针对地区优势资源利用过程中带来的环境污染以及特色食品药品检

测与质量安全问题，致力于构建高效太阳能光-电-化学转化系统，探索光、电催化材

料设计及在环境污染物治理等研究领域的应用，阐明环境中污染物的形态分析及其生

态环境效应、生物有效性和毒理效应研究，实现环境中致毒物的高效分析和有效控制

和处理，探索环境污染物迁移转化机理，建立生物、食品与药品分析检测新方法及质

量安全控制新技术。

二．培养目标

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方针，注重研究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能认

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基本理论，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

方向；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身心健康；

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奉献精神，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本学科博士学位获得者应具有化学领域的扎实广博的基础理论、系统深入的专门

知识和高超的实验技能，系统了解所从事研究方向的研究前沿和发展动态；在基础科

学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上具有开拓创新能力，具备独立从事科研、实验室建设及高水

平教学的能力，具有运用所学专业知识技能创造性地解决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面临

的具体问题的能力；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及计算机操作和应用技术，具备在外文核心

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和进行国内外学术交流的能力。

三．基本学制和申请学位最长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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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的基本学制为以 4 年为基础的弹性学制。硕博连读研究生的基本学制

为 5年（含硕士阶段 2年或 1 年）。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最长年限为 6 年，即自研究

生入学之日起到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通过其学位论文的时间为 6 年。直博生和硕博

连读生的申请学位最长年限为 7年。

四．培养方式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也可实行以导师为主的指导教师小组负

责制。导师（组）负责研究生日常管理、学风和学术道德教育、制订和调整博士研究

生培养计划、组织安排开题、指导科学研究和学位论文等。在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

既要充分发挥导师（组）的指导作用，又要特别注重博士生自学、独立工作和创新能

力的培养。研究生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在申请答辩之前须修满所要求的学分。

五．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课程体系按博士研究生、直博生分为两类。

1. 博士研究生课程

普通博士研究生的本学科课程总学分原则上不低于 17 学分，其中必修课不低于

13学分，选修课不低于 4 学分。

总学分 必修课 选修课

≥17 ≥13 ≥4

化学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类别 课程名称
周学时/

总学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任课教师

（职称）
备注

公共学

位课

外语（博） 4/64 4 1 研究生院安排 992100104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博）
2/32 2 1 研究生院安排 992100202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

读（博）
1/16 1 1 研究生院安排 992100301

专业学

位课
﹡化学前沿专题 3/48 3 1 导师组 072200103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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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分析测试技术 3/48 3 1 导师组 072200203 考试

专业选

修课

（含跨

学科课

程）

科学报告会
（2） 16 次 2 1 072300102 考核

能源化学 2/32 2 1 谷晓俊 教授 072300202 考核

非金属矿物学 2/32 2 1 苏海全 教授 072300302 考核

高等无机结构化学 2/32 2 1 常菲 教授 072300402 考核

纳米材料与器件 2/32 2 1 张军 教授 072300502 考核

功能配位聚合物 2/32 2 1 刘志亮 教授 072300602 考核

高等有机化学 2/32 2 1 张浩 教授 072300702 考核

高等配位化学 2/32 2 1 朱保华 教授 072300802 考核

化学生物学 2/32 2 1 胡日查 教授 072300902 考核

理论与计算化学 2/32 2 1 王晓晶 教授 072301002 考核

高等分析化学 2/32 2 1 张君 教授 072301102 考核

﹡化学

前沿专

题

能源催化化学新进展 4 1 导师组 072200103 考核

非金属矿物材料绿色开

发新进展
4 1 导师组 072200103 考核

功能分子材料新进展 4 1 导师组 072200103 考核

纳米电催化材料新进展 4 1 导师组 072200103 考核

功能配位聚合物新进展 4 1 导师组 072200103 考核

金属羰基化学新进展 4 1 导师组 072200103 考核

金属有机化学新进展 4 1 导师组 072200103 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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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光催化技术新进展 4 1 导师组 072200103 考核

光催化有机反应新进展 4 1 导师组 072200103 考核

太阳能电池新进展 4 1 导师组 072200103 考核

化学生物学基础前沿专

题
4 1 导师组 072200103 考核

现代分

析测试

技术

X-射线光电子能谱表征

技术
4 1 导师组 072200203 考核

红外和拉曼光谱技术 4 1 导师组 072200203 考核

单晶 X 射线表征技术－

原理与实践
4 1 导师组 072200203 考核

X-射线精细结构分析技

术
4 1 导师组 072200203 考核

电子显微镜表征技术 4 1 导师组 072200203 考核

核磁共振表征技术 4 1 导师组 072200203 考核

基因表达调控分析技术 4 1 导师组 072200203 考核

原子力显微镜表征技术 4 1 导师组 072200203 考核

电化学表征与测试技术 4 1 导师组 072200203 考核

色谱分析技术 4 1 导师组 072200203 考核

注：（1）﹡化学前沿专题和现代分析测试技术任课老师为所有博士生导师，仅规定学分和

学时数，每个博士生导师需向所有博士生做一个专题报告，具体安排及教学内容由博士生导师掌

握。（2）研究生应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在学期间须听取学术报告 16 次以上，在听取学术报

告后须请组织者或导师在统一印制的记载表上签字，研究生将参加报告记载表在申请答辩前一个

月由学科主任审阅、签字后交学院教务科研办公室审核并记载前沿讲座的学分成绩 2 学分。

2. 直博生课程

总学分和各类别课程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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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博生课程总学分原则上不低于 32学分，其中必修课不低于 19学分，选修课不

低于 13 学分。

总学分≥32

公共学位课 须修 3 门： 7 学分

专业学位课 须修 4 门： 12 学分

专业选修课（含一门跨学科专业课）须修 ≥7 门： ≥13 学分

类别 课程名称

周学时

总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任课教师

（职称）
备注

公共

学位

课

外语（博） 4/64 4 1 研究生院安排 992100104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

代（博）
2/32 2 1 研究生院安排 992100202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选读（博）
1/16 1 1 研究生院安排 992100301

公共

选修

课

研究生学术道德与学

术规范
1/16 1 1 研究生院安排

993500101
讲座

研究生职业规划与创

新创业
1/16 1 1 研究生院安排

993500201
讲座

专业

学位

课

高等无机化学 3/48 3 2 常菲 教授等 073200103

无机材料化学 3/48 3 2
朱保华 教授

胡明 教授
073200203

高等分析化学 3/48 3 1 张君 教授 073200303

分子光谱与色谱分析 3/48 3 1
赵文岩 副教授

姚俊学 副教授
073200403

总学分 必修课≥19 选修课

≥32 公共学位课≥7 专业学位课≥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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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性与光谱学 3/48 3 1 王晓晶 教授 073200503

X-射线衍射学 3/48 3 2
孙忠 教授

王晖 副教授
073200603

高等有机化学 3/48 3 1 明佳林 研究员 073200703

高等有机合成 3/48 3 2 陈树峰 教授 073200803

专业

选修

课

（含

跨学

科课

程）

催化剂评价与表征 2/32 2 2 苏海全 教授 073300102

稀土元素及材料化学 2/32 2 1 白凤华 副教授 073300202

生物无机化学 2/32 2 1 褚海斌 教授 073300302

无机物波谱学 2/32 2 1 韩淑琴 副教授 073300402

高等无机化学实验 2/32 2 1 宝金荣 副教授 073300502

固体无机化学 2/32 2 2 于世泳 教授 073300602

药物分析 2/32 2 1 樊海燕 讲师 073300702

纯化分离科学技术 2/32 2 1 张艳玲 副教授 073300802

电子显微学 2/32 2 1
柴占丽 副教授

张兵兵 博士
073300902

稀土元素分析化学 2/32 2 2
董阿力德尔图 教

授
073301002

现代仪器分析实验

（因条件所限，仅限

化学学硕分析方向的

导师的学生选课）

2/32 2 2 姚俊学 副教授 073301102

食品分析与安全控制 2/32 2 2 赵文岩 副教授 073301202

实用高等有机化学 2/32 2 2 郭硕 研究员 073301302

金属有机化学 2/32 2 1 张浩 教授 07330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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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有机化学实验

（不开课）
2/32 2 2 陈树峰 教授 073301502

新药研究基本内容与

方法
2/32 2 2 胡日查 教授 073301602

有机波谱分析 2/32 2 1 王青 研究员 073301702

药物合成化学

（不开课）
2/32 2 1 赵睿国 副教授 073301802

有机功能材料 2/32 2 1 赵海英 副教授 073301902

有机反应 2/32 2 1 王建国 教授 073302002

理论与计算化学 2/32 2 1 王晓晶 教授 073302102

统计热力学 2/32 2 1 李静谊 教授 073302202

表面结构化学 2/32 2 2 王晖 副教授 073302302

应用电化学 2/32 2 2 赵彦宏 副教授 073302402

表面物理化学 2/32 2 2 李静谊 教授 073302502

光催化化学 2/32 2 1 苏毅国 教授 073302602

计算机化学 2/32 2 2 高瑞 教授 073302702

文献检索与科技写作 1/16 1 1 导师组 073303401

实验室安全技术 1/16 1 1 导师组 073303501

教学实习与实践 1/16 1 1-3 073403601

前沿讲座 1/16 1 1-3 073403701

六．论文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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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在完成培养计划所有课程学分后，即进入论文工作环节，完成研究生培养

过程中的论文必修环节任务。

（一）博士生资格考试

1．考试内容

（1）审核博士生培养计划的执行情况以及课程考试成绩。

（2）考核博士生对本学科研究领域的掌握和理解情况。要求博士生在阅读文献

的基础上，结合研究方向和论文选题写出文献综述书面报告。报告应对本学科相关领

域的近期国内外研究动态，包括主要进展、前沿课题及主要研究方法和手段等给出详

尽的介绍。

（3）考核博士生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科研素质以及科研作风，并考察其

政治思想表现、学习和工作态度等。

2．考试组织

由学科方向组织 5 人考试小组 (博导及副教授以上职称教师)，导师可参加考试小

组，但不担任负责人。考试工作由考试小组负责人主持。考试小组需审查文献报告，

5人打分，平均后，根据分数，确定优、良、中、合格、不合格。同一学科方向同一

届的博士生，综合考试小组的成员须基本固定，以便对博士生情况及考试结果有所比

较。

3．考试成绩

考试小组应根据综合考试和平时学习情况对博士生作出综合评语并给出成绩（以

优、良、中、合格、不合格五级记分）。综合评语、成绩和文献综述报告存入博士生

学习档案。

4．考试时间

（1）综合考试是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后，学位论文开始之前对博士生进行的一次

综合考核，是开题报告的必要准备，可以结合开题报告进行，但两者是培养过程中的

不同环节，不能相互替代。

（2）学科方向组组长组织博士生综合考试，考试应在一年级课程结束后，第一

个夏季学期结束前完成。考试小组应在考前一个月通知参加考试的博士生。为确保博

士生能集中精力进行学位论文工作，综合考试一般不予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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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考试要求

（1）要求在读博士生按时完成综合考试，填写并提交《内蒙古大学攻读博士研

究生综合考试表》。

（2）凡综合考试未通过者，可在半年内申请重考一次，仍未通过者，处理办法

是：硕士起点的博士生应终止学业，其他类博士生由导师提出转读硕士学位或终止学

业的建议，经学院（中心）领导同意，报研究生院审批。

（二）开题报告

博士生通过综合考试后的两个月内完成开题报告，博士研究生开题原则上在入学

后第 3 学期、直博生开题在入学后第 4 学期、硕博连读研究生在转博后的第 2 学期完

成。博士学位论文开题要进行开题查新，凡与省部级以上重点科研项目相结合的选题

可免于查新。开题报告必须在本学科或相关学科范围内公开进行，开题报告选题应属

于化学学科，应包括：学位论文选题依据（包括论文选题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分

析等）；学位论文研究方案（包括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解决的关键问题、拟采取的

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实验方案及可行性分析、可能的创新之处）；预期达到的目标、

预期的研究成果、学位论文工作计划等。报告时间要求为 30 分钟，由学科组组织 5

位相关学科专家对开题报告进行论证，专家中应有一定比例的博导。开题报告和专家

论证意见交所在学院（中心）和研究生院备案，并作为博士生论文中期检查的必备材

料。要求在读博士生按时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通过后填写完整《内蒙古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表并提交。

(三)中期考核

1．普通博士生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 17 学分课程，直博生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

32学分课程。

2．博士生面对全体博士生导师和研究生作关于本人研究进展的报告。在博士生

入学后第 4 学期末完成中期考核。要求博士生面向全院博士生导师及研究生做本人的

研究进展报告，时间要求为 30 分钟。考核小组由院学位分委会委员组成，应根据综

合考试和平时学习、科研进展情况对博士生作出考核评语并给出成绩（以合格、不合

格记分），填写中期考核表。中期考核表和报告存入博士生学习档案。

(四)博士论文预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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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博士生人在通过中期考核后，学位论文送审前，须参加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

预答辩基本形式与答辩相同，专家组可由校内外具有博士研究生指导水平的专家组

成，专家组成员应以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学科的专家占多数。

2. 预答辩主要报告已完成的工作进展及尚未完成内容情况和计划。如果学位论文

与开题报告等不一致的，需要重点报告。专家组对报告内容和学位论文初稿进行审查

评议，并给出是否通过的结论及改进建议。预答辩通过的可以进入学位论文送审等阶

段。预答辩未通过的可以安排在一定时间后重新预答辩。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博士生在导师或导师组集体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系统完整的、有创

造性的学术论文。论文应能反映出博士生已经掌握了化学学科宽厚的基础理论和系统

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论文水平由答辩委员会予以评定。评定标准：优、良、合格、不合格。

在内蒙古大学关于研究生培养的《内蒙古大学关于制定研究生培养方案基本要求

的规定（暂行）》和《内蒙古大学关于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的暂行规定》

文件中关于博士学位论文要求的基础上，化学化工学院规定化学学科博士学位论文达

到以下要求：论文应探索了有价值的化学现象，提出了新的化学实验方法，创造性地

解决了化学研究中的关键科学与技术问题；论文中的原始发现发表在 SCI 等检索的著

名学术刊物上；论文成果被转化并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等。

凡不符合上述要求者，本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不受理其博士学位申请。

八．个人培养计划

1.个人培养计划是对研究生进行培养和毕业资格审查的主要依据。个人培养计划

一旦确定，就应严格遵守。在实施培养计划过程中，如果确有特殊原因而提出修改者，

应由本人提出申请、导师同意、院系主管负责人签字后报研究生院同意，方可进行修

改。

2.学术学位研究生在入学后一个月内，在导师的指导下，根据培养方案制定个人

培养计划；包括课程设置、学期安排、学习与研究进度、论文开题时间、写作时间安

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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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

内蒙古大学

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学术学位 2022年度）

责 任 学 院

（学院公章）

学院名称：生命科学学院

负责人：胡薇

授 权 学 科
名称：生物学

代码：0710

授 权 级 别
 博 士

□ 硕 士

2023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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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一、封面中学术学位授权点的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

2011年印发、2018 年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填写，只有二级学科

学位授权点的，授权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育委员会 1997

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填写；专业学位授

权点的类别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 2011 年印发的《专业学位授

予和人才培养目录》填写；同时获得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的学科，授权级别选“博士”。

二、本报告采取写实性描述，能用数据定量描述的，不得定性描述。定量数据除

总量外，尽可能用师均、生均或比例描述。报告中所描述的内容和数据应确属本学位

点，必须真实、准确，有据可查。所填报各项与时间相关的内容均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日。

三、本报告中涉及的人员均指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在编人员以及与本单位签署

全职工作合同（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合同尚在有效期内）的专任教师（含外籍教

师），兼职人员如需填写应注明。同一人员原则上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业

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写。

四、本报告中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励、教学成果奖励等）应

是署名本单位，且同一人员的同一成果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业学位点重复

统计或填写。引进人员在调入本校之前署名其他单位所获得的成果不填写、不统计。

五、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一律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处理后编写。

六、本报告文字使用四号宋体，字数不超过 8000字，另附 2022年度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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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内蒙古大学生物学学科始于 1957 年建校时成立的生物学系，1995 年

成立生命科学学院。2003 年获批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017 年入选国

家“双一流”建设学科。目前拥有 9个二级学科，其中动物学为国家重点

学科。

秉持“面向需求，立足前沿，拓展交叉，特色一流”的发展思路，以

立德树人为根本，围绕国家畜牧种质资源、生态安全屏障、生物安全屏障

等战略需求，聚焦哺乳动物生殖生物学、牧草与特色作物生物学、北方草

原带生物多样性和北方草原带人畜共患病原生物学等 4个研究方向，在良

种家畜繁育关键技术集成、优良家畜新品种培育、特色植物抗病抗逆生物

学、蒙中药用植物有效成分分析等方面产出一批高水平的原创性科技成果

和应用示范成果。

本学位点为国家和自治区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涌现出以旭日干院士

为代表的各界杰出人才。被誉为“试管山羊之父”的旭日干院士及其团队

先后培育出我国首批试管绵羊和试管牛，首例首批克隆与转基因绒山羊、

奶牛和绵羊，国内首批规模化克隆肉牛与肉羊，形成了以育种与推广为主

的草原家畜产业化技术体系。在草原家畜生殖生物学与生物技术研究领域

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引领和支撑国内草原家畜体外受精和高效克隆技术研

究和应用，产生了广泛影响。

二、目标与标准

（一）培养目标



— 336 —

坚持立德树人，培养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努力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学习和掌

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思想和科学发展

观，崇尚科学，求真务实、追求卓越。培养深入系统掌握生物学相关领域

的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独立科学研究能力、良好科学素养、自由探

索精神和国际视野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尤其是具备牛、羊等家畜生殖生

物学、遗传育种和疾病防治，特色作物、牧草和药用植物抗逆与寄生机制，

以及蒙古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资源开发应用等专业方向的基础知识、技

能和承担深入系统研发工作的开拓性专门人才；为国家北疆生态安全、区

域生态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和绿色经济建设输送骨干力量。

（二）学位标准

1. 博士学位要求

博士研究生应掌握生物学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了解学科

领域的起源、沿革和现代发展趋势；具有批判性和创新思维，学术诚信；

具备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和良好的科学素养，在专业研究领域内取得

创新性研究成果；掌握一门外语，具有较强的英语写作能力和国际学术交

流能力。通过学位课程学习、开题立项、科学研究过程、学术交流、撰写

学术论文等环节，应具备信息与知识获取、学术鉴别、科学探究、学术批

判和创新、分析判别与推理、学术交流和教学等能力。

2. 硕士学位要求

硕士研究生应掌握生物学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备一定的独

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并在科学理论或专业技术上做出一定的创新性研

究成果；具备一定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可阅读生物学英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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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条件

（一）培养方向

本学位授权点立足地区草原动植物资源，瞄准相关领域国际学术前

沿，以解决我国北方地区的草地动植物资源及农牧业生产中的重大关键问

题为主要科学研究目标，形成了动物学、植物学、微生物学以及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物学四个培养方向。

（1）动物学

本方向依托动物学国家重点学科和“省部共建草原家畜生殖调控与繁

育国家重点实验室”，聚焦哺乳动物（牛、羊等家畜）生殖生物学与生物

技术以及蒙古高原动物遗传资源和生物多样性，重点开展生殖细胞的发生

机制、受精机制、早期胚胎发育机制、体细胞克隆机制、着床发生机制等

研究，同时进行鸟类及爬行类系统发育和生物地理学等方面的研究。完善

了体细胞克隆研发体系，牛、羊体细胞克隆理论研究与集成技术处于国际

领先水平，形成了以牛、羊及小鼠为研究对象的精原干细胞、胚胎干细胞、

组织干细胞与诱导多能性干细胞研究团队。

（2）植物学

本方向立足植物生物学国际发展前沿，面向内蒙古作为绿色农畜产品

生产基地的重大需求，解决种业问题面临的高效生产、品质提升和种质创

新的科学技术瓶颈，在乡土牧草和特色作物两个极具区域优势的研究领域

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依托“牧草与特色作物生物学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以内蒙古主要牧草与特色作物、野生抗逆植物、模式植物为研

究对象，利用植物形态学、生理生化、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及转录组学

研究方法，重点开展牧草植物抗逆机制、植物营养、植物-病原互作、作



— 338 —

物果实发育及其遗传机制、蒙中药用植物次生代谢及生物活性因子、药用

植物寄生机理、植物系统分类和生物多样性、旱作农业及耕地保育与地力

提升等方面的研究。

（3）微生物学

本方向开展草原重要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病病原生物学、病原体与宿

主的相互作用、感染与宿主免疫，病原微生物鉴定、检测、药物及新型疫

苗研制工作。开展肠道微生物资源、生防微生物资源、牧草加工微生物资

源、乳品微生物资源、区域优势工业微生物资源等的收集、鉴定、保藏、

评价和重要基因资源与代谢产物的挖掘与利用。筛选木质纤维素降解菌

株，解析木质纤维素降解酶对底物的作用机制；筛选固氮、解磷、解钾高

效菌株，改善土壤中植物有效养分的供应；筛选土壤修复高效菌株，开发

盐碱地土壤改良及矿区土壤生态修复技术。

（4）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本方向依托“内蒙古自治区细胞分子调控重点实验室”，主要研究

DNA复制与基因组稳定、基因表达调控分子机制、肿瘤细胞 G偶联蛋白

受体介导的信号通路、造血干细胞命运决定因子、血液肿瘤表观遗传、肿

瘤干细胞，进而探讨肿瘤细胞发生、发展和迁移机制，寻找抑癌靶点并探

索治疗癌症新方法；同时探索介导生殖细胞的识别、粘附和融合的分子机

制、受精卵激活和早期胚胎发育过程中的基因表达、以及表观遗传学调控

机制。

（二）师资队伍

1. 各培养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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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学方向带头人：李光鹏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中国农业生物技术协会常务理事，教育部科技委委员。学术骨干：刘永斌、

梁成光、刘东军、杨磊、张滕。

植物学方向带头人：祁智教授，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教

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获得者，“牧草与特色作物生物学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学术骨干：张若芳、王迎春、哈达、牛一丁、李东

明。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方向带头人：莫日根教授，“内蒙古自治区细

胞分子调控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理事。学术骨干：左

永春、包斯琴、那顺布和、李昕宇、吴宝江。

微生物学方向带头人：胡薇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省

部共建草原家畜生殖调控与繁育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教育部科技委委

员。学术骨干：王潇、王炜、王国俊、杨洋、穆文辉。

2. 师资队伍情况

现有教学科研人员 115人，教授 45人、副教授 30人。年龄结构合理，

45岁以下 72人、占 62.6%，46-55 岁 23 人、占 20%，56-60 岁 17 人、

占 14.78%，60岁以上 3人、占 2.61%。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105人，占

92.17%。

本学位点师资力量雄厚，拥有“哺乳动物生殖生物学及生物技术”（教

育部）、“转基因高产肉牛新品种培育”（科技部）、“人兽共患病防控

技术研究创新团队”和“肉牛生物育种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示范”（自治

区科技领军人才团队）、“羊草繁育产业”（内蒙古自治区）等各级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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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团队。双聘院士 1人，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1

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 1 人，万人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1

人，国家海外高层次青年人才 1人，青年拔尖人才 1人，国家“百千万人

才工程”2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1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 7人，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 1人，全国优秀教师 1人，自治

区杰出人才奖获得者 3人，自治区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2人，自治区教学

名师 2人，自治区“草原英才”工程人选 20人。有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

会学部委员 2人。

3. 导师队伍结构及总体规模

现有博导 47人、硕导 28人。45岁以下 42人、占 56%，46-55岁 18

人、占 24%，56-60岁 12人、占 16%，60岁以上 3 人、占 4%。具有博

士学位的教师 74人，占 98.67%，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占 20%。

（三）科学研究

获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1项，农业生物育种重大项目课题 1项，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项；内蒙古自

治区科技重大专项项目 4项，获批自治区重点研发与成果转化项目 3项；

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项，杰出青年培育项目 1项，内蒙古自治

区科技领军人才团队项目 2项，其他省部级等项目 18项，获准经费 4324

万元。发表高质量论文 89篇，其中，SCI 一区论文 18篇，二区论文 51

篇，尤其在草食家畜干细胞、家畜繁殖生物学、植物保护等领域取得突出

进展，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Nucleic Acid Research，

Trends in Microbiology等国际知名期刊。出版《哺乳动物杂交与生殖调控》

等 3部著作，获得“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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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位点拥有动物学国家重点学科、“省部共建草原家畜生殖调控与

繁育国家重点实验室”“牧草与特色作物生物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内

蒙古自治区细胞分子调控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有“优良家畜规模化

繁育技术教育部工程中心”等三个应用性研究平台。2022年，投入 3218

万元，用于类器官平台、切片平台、智慧温室等平台建设，共购置了 162

台（套）仪器设备；到 2022年底，建成了生命科学大型仪器共享平台和

P2 生物安全实验平台，配备大型检测分析设备 67 台（套），总资产达

4730万元。稳步推进位于和林格尔的草原家畜种质创新与繁育基地建设，

一期工程接近尾声，二期工程已完成初设论证。获批“草原家畜生物育种

平台”和“生命健康研究与转化平台”两大教育厅集成攻关大平台。

（五）奖助体系

学校具有完备的研究生奖助体系，为研究生顺利完成学业提供坚实保

障。结合国家和自治区奖学金、助学金政策要求，制定出台《内蒙古大学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自治区奖学金管理办法》《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业奖

学金评选办法》《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内蒙古大学

研究生特殊困难补助管理办法》等文件，从制度上为奖助学金评审提供保

障；学院制定一系列实施细则，确保奖学金、助学金公开公平公正评选发

放，真正发挥奖助学金应有的作用。为保障贫困生顺利完成学业，每年为

贫困生建立档案并给予一定资助，协助研究生办理助学贷款；制定《生命

科学学院特殊困难补助发放办法（试行）》，重点资助发生重大疾病或重

大事故学生（家庭），解除学生后顾之忧。现有 8个研究生奖学金项目，

2022年共 451人次获奖，合计 436.1万元。博士、硕士研究生奖学金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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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分别为 78.8%和 37.1%；为 959名研究生发放助学金 851.2万元，全日制

脱产研究生助学金覆盖面达 100%；72名研究生贫困建档，实施精准帮扶，

为 9名特困研究生发放困难补助共计 2.9万元。

四、人才培养

（一）招生选拔

为了提高生源质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加强线上线下招生宣传，

介绍学位点优势、特色和发展前景；2）实施“菁英计划”，实现“本-

博”贯通培养；3）完善申请-考核制博士招生制度，提升生源质量；4）

实行推免生优先选择导师制，直接获得自治区奖学金，吸引推免生；5）

丰富奖助资金来源，提高研究生待遇。

2022 年本学位点录取博士研究生共 75 人。985、211院校生源录取

48人，录取比例为 64.00%，其中本校生源 43人，占 57.33%。本学位点

录取硕士研究生共 130人。985、211院校生源全部来自本校，共 15人，

占录取人数 11.54%。

（二）思政教育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构建

“三全育人”体系，切实形成思想政治工作合力。通过《马克思主义经典

著作选读》《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

究》等思政课程，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和思想引领；根据生物学不同专业特

色和优势，结合育人目标，深度挖掘提炼专业知识体系中蕴含的思想价值

和精神内涵，加强学生科学思维方法训练和科学伦理教育，努力形成“价

值引领、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课程思政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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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以党政干部、团学干部、辅导员为主体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队伍，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充分发挥导师在研究生教育中第

一责任人的作用。现有专兼职研究生辅导员各 1名，负责研究生思想政治

教育和日常管理。

通过丰富多彩的党团活动，加强研究生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积极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不断拓宽思想政治教育

有效途径和载体，将思政教育与学生学习、科研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引领

力。组织拔河比赛、篮球比赛、“动感科研人”趣味运动会等，丰富文体

活动，增强了学生凝聚力和向心力。研究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

等活动，彰显了新时代年轻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40 名研究生志愿者

参加暑期“三下乡活动”，为当地居民普及布病和鼠疫相关知识；1名学

生参加研究生支教团，服务贫困地区教育事业。

按学科方向设置研究生党支部，现有党员 291 人，设 7个党支部。

支部强化党员政治理论学习，坚持“三会一课”制度，每月至少集中学习

一次，进一步强化了党员意识，提升了党性修养，坚定了理想信念。规范

学生党员发展程序，严把质量关。2022 年发展预备党员 20 名，23 名预

备党员转正，确定发展对象 31 名，59 名学生被推选为入党积极分子。7

名研究生担任本科生辅导员，服务学生的同时锻炼自己。

（三）课程教学

持续完善课程体系，构建突出专业特色和创新能力培养的分级分类课

程体系。统一设置“细胞生物学进展（梁成光教授主讲）”“分子生物学

进展（莫日根教授、李雪玲研究员主讲）”2门专业核心课；开设“高级

生物化学”等 30余门选修课，包括“分子生物学大实验”等实验技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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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课程；结合本学科在草原家畜生殖调控与繁育方面的研究优势，设立“动

物胚胎工程”“生殖生物学”等特色课程。依托人才引育，加强教学师资

队伍建设。聘请“长江学者”“杰青”等高水平学者 2名、“骏马计划”

引进人才 4名以及国内外著名专家 5名（复旦大学）参与研究生课程讲授。

严格落实教材质量和教学内容审核机制，推广新形式教学方法，推进

课程网络化建设。根据习总书记关于教材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结合教育部、自治区教育厅及学校相关规定和细则，

成立学院教材审读小组，审核使用《GENOMES 4》等外文教材。2022年

获批建设自治区级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常规项目及思政专项各 1项。结合

学科和地方产业特色，建立教学、科研、实践的互动机制。与金宇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等单位建立校级联合培养基地 10个，切实推进科教融合和产

教融合。

按照《内蒙古大学研究生教育督导工作条例》，学校成立研究生教育

督导工作组对各学院研究生教育教学工作进行督导检查。本学位点研究生

教育督导工作组由 3名教授组成，通过文件和资料抽查、巡视、听课、座

谈会等多种方式对导师师德师风、研究生招生考试、课程教学以及研究生

培养各环节进行监督检查。2022年，学院督导工作组听取了 25门研究生

课程，并反馈问题和建议。学位点积极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持续提高教

学质量。

（四）导师指导

按照《内蒙古大学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办法》（内大发[2020]29

号文件）和《内蒙古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办法》及相关通知要求，

结合生物学“一流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实际需求，定期遴选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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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导师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主持一定级别的科研项目，又有充足的科

研经费，而且还注重导师指导管理学生的能力。2022 年遴选生物学硕士

研究生导师 8 名、博士研究生导师 7名（含 2名兼职导师），进一步充实

了导师队伍。依照《内蒙古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学校统一组

织新聘导师培训，指导新聘导师掌握研究生培养规定、培养方法和导师职

责等。学院成立研究生指导小组，推行导师负责制下的集体指导。学位点

发挥资深导师作用，做好传帮带，提升新聘导师的培养能力。根据《内蒙

古大学研究生教育督导工作条例》，通过校、院两级研究生教育督导工作

组对研究生培养全过程及导师责任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检查。按照学校相关

规定，依据导师承担课题、在读研究生数量和培养质量，定期考核导师招

生资格，对不符合要求的导师予以警示或停止招生，确保导师队伍健康发

展。

（五）学术训练

根据研究生培养方案和生物学学科特点，研究生进行课程学习的同

时，参与导师的科研课题，开始系统的实验技能训练。确保全部研究生参

与国家级或省部级科研项目，并进入国家级或省部级科研平台从事科学研

究，为研究生的学术训练与交流提供了充分的经费保障。此外，还采取了

“助教、助研”的研究生学术训练模式。助教是指研究生协助导师完成专

业核心课程等重要课程的教学工作。期间，通过参与教学，不仅强化了研

究生对相关领域理论理解，还锻炼了讲解和组织能力；助研是通过参与导

师或者指导小组的科研项目，对研究生进行全面、系统的科研训练。通过

助研训练，锻炼研究生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研究生还可独立完成

优秀研究生科研项目，获得科研训练。2022 年共获批校级博士研究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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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项目 42 项，总经费 33.6万元，资助率为 56.8%，硕士研究生创新项目

17项，总经费 5.95 万元，资助率为 6.6%。

研究生以第一或共一作者发表 SCI论文 74 篇，其中一区论文 13篇、

二区论文 44 篇、三区论文 14篇。在全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青年红色逐梦之旅”中 2个团队获得银奖，1 个团队获得铜奖。在自

治区级“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青年红色逐梦之旅”、“高教

主赛道”中 4 个团队获得金奖，2 个团队获得铜奖。在校级“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青年红色逐梦之旅”、“高教主赛道”选拔赛中 9

个团队获得金奖，1个团队获得银奖，6 个团队获得铜奖。

（六）学术交流

组织举办了 7 次“寻梦·启航”生命科学大讲坛，共邀请了校内校外

共 14 位知名学者举办了系列讲座；利用“111”引智基地共邀请香港大

学、佛罗里达大学等 8 位外国学者举办了 8 期线上讲座。举办了第三届家

畜生物育种与胚胎工程技术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国内外 23 名专家做大

会发言，现场参加人数突破 300 人，网上点击人数超过 13万人。

（七）论文质量

本学位点严格执行《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工作办法》、

《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规程》等相应规定，博士学位论文通过

教育部平台进行双盲审查；硕士学位论文通过“教育部高校论文送审平台”

和“凡科高校论文送审平台”进行盲审，硕博士论文评审均实行评审一票

否决制。2022 年送审博士学位论文 48 篇，通过 45 篇，通过率为 93.75%；

2022年硕士论文送审 131 篇，通过率为 100%。在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发展中心开展的年度硕博士学位论文抽检中合格率均达到 10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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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获得校级优秀博士论文 8篇、校级优秀硕士论文 2篇。本年度自治区教

育厅未组织评审自治区级优秀硕、博士论文。

（八）质量保证

严格执行《内蒙古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暂行规定》等制

度，强化导师第一责任人理念，要求导师恪守学术道德规范，提升研究生

思想政治素质，培养学术创新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依照《内蒙古大学研

究生教育督导工作条例》，学校成立研究生教育督导工作组对各学院研究

生教育教学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并指派 1 名成员全程督导研究生论文答

辩。本学位点成立由 3名教授组成的研究生教育督导工作组，通过多种方

式对导师师德师风、研究生招生考试、毕业答辩等研究生培养全过程各环

节进行监督检查。按照《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外国语学位课考试和申请学位

外国语实施细则》、《内蒙古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暂行办法》等制度，根

据学位课成绩和大学英语四级要求等评定分流淘汰或延期毕业。按照《内

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工作暂行办法》、《内蒙古大学硕士、

博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试行）》等文件要求等文件要求，坚持实施学位

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学位论文“双盲审”制度，对学术不端论文实行一

票否决制。聘请国家级科研院所的知名专家担任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

席，严格把关论文答辩环节。2022 年，根据相关规定退学淘汰 3 名博士

生。

（九）学风建设

高度重视学生学风建设和学术诚信教育，严格落实《内蒙古大学学位

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实施细则》《内蒙古大学关于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管理

的规定》要求，对学术造假、学术不端等行为实行零容忍；按照《深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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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要求，重新修订研究生申请学位要求等相关

制度，完善学生评价机制；强化师德师风建设，实施《内蒙古大学全面落

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实施细则》，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

责，发挥导师示范引领作用；在每学期开学和期末时，通过召开全院教职

工大会，以及线上学习和线下集中培训等，强化师德师风教育；在研究生

评奖评优过程中，严把学术道德关，倡导良好的学风，规范研究生学术道

德行为。2022年未发生学术不端行为。

（十）管理服务

学院不断完善以党政干部、团学干部、辅导员为主体的研究生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队伍，充分发挥导师在研究生教育中第一责任人的作用。现有

专职研究生辅导员 1名，兼职辅导员 2名，依据内蒙古大学《学生管理规

定》、《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工作办法（试行）》加强研究生思想

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

依托学校《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自治区奖学金管理办法》《研究生学

业奖学金评选办法》《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研究生特殊困难补

助管理办法》等完备的研究生奖助制度体系，学院制定一系列实施细则，

确保各类奖助学金公开公平公正评选发放，为研究生顺利完成学业提供坚

实物质保障。学院制定《特殊困难补助发放办法（试行）》，重点资助发

生重大疾病或重大事故学生（家庭），解除受困学生后顾之忧。针对在校

研究生开展满意度调查情况，学生对科研和教学工作总体满意度较高，对

管理和服务工作还有一定改进诉求，下一步结合实际，协调有关部门进一

步完善有关工作。

（十一）就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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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毕业学术型研究生共 116 人，其中博士 27 人、硕士 89 人；

截止目前，博士就业14人，就业率51.85%，硕士就业65人，就业率73.03%。

就业博士中，在高校、科研院所的 10人，占 71.43%；在医疗卫生单

位的 2人，占 14.29%；出国深造 1人，占 7.14%；在企业等其他单位的 1

人，占 7.14%；共有 14人从事与本学科相关或相近工作，占 100%。

就业硕士中，攻读博士学位 15 人，占 23.08%；在中初教育单位的

18人，占 27.69%；在高校、科研院所的 5人，占 7.69%；在医疗卫生单

位的 4人，占 6.15%，在企业等其他事业单位的 20人，占 30.77%；从事

其他职业 3人，占 4.62%，共有 64人从事与本学科相关或相近工作，占

98.46%。

五、服务贡献

（一）科技进步

杨磊研究院牵头申报的“内蒙古达茂牛业科技小院”获批支持建设，

“内蒙古达茂牛业科技小院”的获批，是继李光鹏教授荣获“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作贡献先进个人（1/96）”之后，对“牛遗传改良与生物育种团队”

在高性能肉牛培育关键技术研发和推广等方面取得成果的又一次充分肯

定。

（二）经济发展

2022年，围绕牛羊规模化繁育研究中的重大科学问题，对肉、奶、

绒等行业中种源和优良地方品种保护与发展不足等问题，利用生物技术繁

育、克隆、超数排卵、胚胎移植等现代生物技术手段在育种、养殖、疾病

防控等畜牧业产业链与企业合作开展技术推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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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转化取得重大突破，内蒙古大学草食家畜生物育种集成攻关大平

台通过现场论证。论证专家组认为平台建设方案目标明确，重点建设内容

特色鲜明，符合国家和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对于提升草食家畜种质

资源保护、利用与创新水平，推动国家和自治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大战略意义。

在牛产业方面，2022 年，中国科协下发了《关于同意设立“内蒙古达

茂牛业科技小院”的批复》，此“国家级科技小院”由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

术协会、内蒙古大学和内蒙古丰域农牧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三方共建，是

集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于一体，服务“三农”、推进乡村振兴的

重要创新模式。牛遗传改良与生物育种团队联合丰域农牧业科技公司、达

茂旗政府、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师范学院和畜牧

推广部门等单位，整合资源，健全“科技小院+专家+学生+乡土人才+科技

示范户+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科技服务体系，以肉牛种业和产业为主，保

存和共享优良肉牛生物育种资源，助力国家肉牛种业核心技术攻关，为“乡

村振兴战略”提供创新基地。

牛育种团队以蒙古牛、鲁西牛和西门塔尔牛为研究对象，通过基因编

辑、体细胞克隆、冻精-人工授精、体外受精-胚胎移植、超排-胚胎移植等

现代生物技术，创造性培育出生长快、肌肉发达和产肉率高的三种“双肌

肉牛”新品系。“双肌肉牛”比原品种，平均生长速度提高 15～20%，产肉

率提高 15～20%，母牛同期发情率 92%，妊娠率 90%，犊牛出生率 94%，

犊牛存活率达到 92%，繁殖效率达到肉牛生产先进指标。

在羊产业方面，国内首个完整的阿尔巴斯绒山羊智慧养殖体系在鄂托

克旗由中心绒山羊智慧畜牧业团队完工交付。该平台在国内首次完整地建



— 351 —

立了阿尔巴斯绒山羊智慧养殖体系，利用 5G、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

据分析决策等信息技术与传统畜牧业、草业、繁殖生物学融合创新，将科

研—教学—生产紧密结合，研发出数字化精准养殖关键技术，实现畜牧业

转型升级，推进草畜平衡建设与决策管理。

奶绵羊育种团队 2022 年利用 MOET 技术对奶绵羊群体进行扩繁，

共处理供体 106只，生产 A 级胚胎 1303 枚，平均每个供体生产 A 级

胚胎 11.95 枚；将上述胚胎中的 1172 枚进行了移植，移植到 736 只受

体母羊体内有 511 只成功妊娠，妊娠率为 69.4%，已产羔 686 只。佟

彬副研究员在锡林郭勒盟开展了高繁多胎蒙古羊（乌珠穆沁羊和苏尼特

羊）新品系培育及推广工作。该项目是内蒙古大学工程研究中心绵羊育种

团队与锡林郭勒盟共同实施的一项草原畜牧业重大科技项目，在国际上首

次挖掘筛选了影响蒙古羊系绵羊品种产羔数相关分子标记 20余个，获批

国家发明专利 2项，并设计了国际上首款蒙古羊系绵羊繁殖力检测低密度

SNP芯片，为解决肉羊产业扩大数量、提高质量、增加产量提供了重要

科技支撑。

在牛羊疫病防控与疫苗研究方面，开展了内蒙古地区畜牧养殖场流行

病学调查分离产气荚膜梭菌野毒株，发现MLKL在宿主防御中发挥重要

作用，为动物和人产气荚膜梭菌病防治药物及疫苗研发提供科学依据；基

于同源重组技术，构建狂犬病毒的重组病毒，为人和动物的新一代口服

重组狂犬病疫苗提供优良候选物和理想载体；实现了仅用一个试纸条区分

待测样品是布鲁氏杆菌野毒株或布鲁氏杆菌 A19疫苗株，有效解决了现

有技术中疫苗株和野毒株分别鉴定区分的问题。



— 352 —

巩秀峰研究员 2022年 3月起参与国家乡村振兴内蒙古四子王旗科技

特派团工作，多次赴实地考察，向四子王旗提出具体的马铃薯产业发展建

议，对接中加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鑫雨种业有限公司，向两家公司交

付马铃薯杂交组合的块茎家系 1400多个单块（基因型），为企业开展马

铃薯新品种选育提供了无性一代块茎，同时指导公司开展抗逆、高产、高

淀粉新品种的培育及田间种植。赴大黑河乡下滩村指导农户规范播种马铃

薯，开展有效防治黑痣病的药剂试验等。

（三） 文化建设

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祁智教授主持的“草原健康体检，助力牧区

振兴”项目成功入选。祁智教授团队组织西乌珠穆沁旗综合高级中学 4名

教师带领 8名学生从草原深处来到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祁智教授实验室，深入学习了草原土壤、羊粪、羊毛样本的收集整理和元

素测定试验方法，强化牧民职业高中畜牧专业学生试验技能。通过草原知

识普及与应用，为形成全民参与草原生态健康体检工程的局面营造了良好

的氛围。

附件 3-1

内蒙古大学

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学术学位 2022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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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任 学 院

（学院公章）

学院名称：生态与环境学院

负责人：李永宏

授 权 学 科
名称：生态学

代码：0713

授 权 级 别
 博 士

 硕 士

2023年 3 月 31 日

编 写 说 明

一、封面中学术学位授权点的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

2011年印发、2018 年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填写，只有二级学科

学位授权点的，授权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育委员会 1997

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填写；专业学位授

权点的类别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 2011 年印发的《专业学位授

予和人才培养目录》填写；同时获得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的学科，授权级别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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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报告采取写实性描述，能用数据定量描述的，不得定性描述。定量数据除

总量外，尽可能用师均、生均或比例描述。报告中所描述的内容和数据应确属本学位

点，必须真实、准确，有据可查。所填报各项与时间相关的内容均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日。

三、本报告中涉及的人员均指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在编人员以及与本单位签署

全职工作合同（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合同尚在有效期内）的专任教师（含外籍教

师），兼职人员如需填写应注明。同一人员原则上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业

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写。

四、本报告中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励、教学成果奖励等）应

是署名本单位，且同一人员的同一成果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业学位点重复

统计或填写。引进人员在调入本校之前署名其他单位所获得的成果不填写、不统计。

五、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一律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处理后编写。

六、本报告文字使用四号宋体，字数不超过 8000字，另附 2022年度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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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简要介绍本学位点总体情况、获批时间、优势特色、研究方向、国

内外影响力等，一般在 500字以内】

1957年内蒙古大学建校伊始，著名植物生态学家李继侗院士将 1953

年创建于北京大学的植物生态学学科组带到内蒙古大学，开创了我国草原

生态学研究。1977年，李博院士等在内蒙古大学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生态

学本科专业，1986年和 1990年分别获得生态学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

2000年被确定为博士后科研流动工作站。

目前，本学位点主要设置了植物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景观与可

持续生态学、草地生态学研究方向，专任教师 38名，包含博士研究生导

师 10人，硕士研究生导师 21人。

本学位点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3项、国家自然科学奖 2项及多项省部

级科技奖励，主持和参与完成的《中国植被》、《内蒙古植物志》、《内

蒙古植被》、《遥感在内蒙古草场资源调查中的应用研究》、《内蒙古自

治区自然资源系列图》、《改良退化草地与建立人工草地的研究》等重要

学术成果，不仅成为该地区生物学、草学等多个学科研究的坚实基础，而

且对于内蒙古地区畜牧业发展、资源利用与保护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近

年来，本学位点研究水平和国际影响力快速攀升，生态与环境基础科学指

标（ESI）进入 1%，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功能性和稳定性、高原

宏观生态学与全球变化影响和应对、旱区生态系统修复和可持续管理等学

科前沿取得了高水平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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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标与标准

（一）培养目标

【本学位点研究生培养的目标定位，限 300字】

培养热爱祖国，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身心健康；基础扎实，视野开阔，学风严谨；具有自由创新精神，追求真

理、献身科学教育事业的敬业精神与科学品德；勇于探索，团结协作的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专门人才。

针对博士研究生，要求系统掌握生态学及相关学科基础理论和实验技

能，全面了解生态学及相关学科领域的国内外研究动态；具有国际视野，

英语水平较高，具备与国外同行进行学术交流、在生态/环境类或相关领

域国际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的能力；具备从事生态学及相关学科独立研

究、教学、高级管理与决策的能力；具备理论联系实际，能解决生产实践

和社会实践中面临的具体问题的能力。

针对硕士研究生，要求具备生态学专业扎实和宽厚的理论基础知识和

专门知识，熟练掌握生态学实验技术与技能，熟悉所从事研究方向的发展

动向；掌握英语并能够进行一定的学术交流；具备承担科研项目和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二）学位标准

【符合本学位点特点，与本校办学定位及特色相一致的学位授予质量

标准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1）博士研究生。所修总学分不低于 17学分，其中，必修课不低于

13学分，选修课不低于 4学分。博士学位论文不少于 40千字（含图表），

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取得创造性成果，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 357 —

（2）硕士研究生。所修总学分不低于 32学分，其中，必修课不低于

19学分，选修课不低于 13学分。专业选修课至少选择 6门，公共选修课

至少选修一门。硕士学位论文不能少于 20千字数（包含图表），在科学

或专门技术上取得创新性成果，能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三、基本条件

（一）培养方向

【本学位点的主要培养方向简介】

在博士研究生招生与培养方面，本学科设置 4个研究方向，即植物生

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景观与可持续生态学、草地生态学。

植物生态学 以蒙古高原及其毗邻地区为研究地域，探讨植物区系组

成与演化，植被空间格局与动态，全球气候变化与区域植被响应，植物群

落与物种谱系结构、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植被保护、利用与恢复

等内容。本方向将为我国乃至世界植被生态学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资料和

理论成果，也将为我国北方生态建设及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基础数

据。蒙古高原植物区系与植被类型复杂多样，是全球独特的地理与景观单

元之一。内蒙古大学在蒙古高原干旱与半干旱区植物区系与植被生态学领

域基础扎实，成果卓著，也是最具特色与优势的方向。本方向自李继侗先

生创建后，由李博、马毓泉、刘钟龄、雍世鹏等老一辈学者发扬光大，具

有雄厚的积累、良好的学术传承和较完善的学术体系，拥有全面收集和存

放蒙古高原及其毗邻地区植物的、国内外有影响力的特色植物标本馆。近

50年来，全面考察了我国北方地区、俄罗斯的贝加尔以南、蒙古国大部

的植物区系与植被生态，系统研究了蒙古高原及相邻地区生态地理分异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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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探索了蒙古高原及邻近地区植物区系组成及物种演化的古地理背景，

揭示草原与荒漠植被的起源和演化规律，提出了中国草原与荒漠植被分类

与分区方案，撰写了《内蒙古植被》、《内蒙古植物志》等重要学术著作，

编制了内蒙古植被等 7套资源系列图等。近年来将参与《中国植被志》和

《蒙古高原植被》的编写工作。

生态系统生态学 主要研究气候波动和变化以及不同人为干扰下草

地生态系统各组分的响应和各功能过程动态及其相互关系。重点研究草地

植物多样性和性状及其与生态系统功能关系；草地植物个体与群体生理生

态过程及其对环境的生态适应机制等；草地土壤过程，包括土壤性状和土

壤动物和土壤微生物的生态系统功能；草地水分平衡与物质（碳、氮、磷）

循环；生态系统过程机理模型。将从草原光合与呼吸、水平衡和碳氮循环

方面阐明生态系统对气候波动和人为干扰的响应机理；通过实验与模型的

耦合提升生态系统整体水平的研究，发展生态系统生态学。

景观与可持续生态学 重点围绕现阶段内蒙古草原牧区经济社会发

展过程中发生的、突出的生态、环境与资源等问题，如过度放牧导致的草

原退化、矿产资源开发、城市扩张等，以景观可持续性科学、生态学等理

论与方法为指导，以区域尺度为抓手，综合运用实地观测、系统模拟和遥

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在新的科学范式下，通过不同学科间的交叉与

融合，开展自然-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探讨生态系统结构—过程—服务功

能关系，以及人类活动胁迫下生态系统的演变与响应机制，丰富可持续科

学理论与方法，探索草原牧区生态保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途径。

草地生态学 以天然草地与人工草地为对象，从不同生物组织水平探

讨草地生态系统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研究草地植物生态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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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生理生态过程与机理，天然草原植物群落退化与恢复演替与驱动力，

景观格局、过程与生态系统服务及其维持机制，草地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

天然与人工草地生态系统管理，草地可持续发展等。在我国，草地是北方

生态屏障的主要组成部分与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因此开展生态学研

究，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草地生态学是内蒙古大学最具特色的、优势

的学科方向之一，由李继侗院士于上世纪 50年代末创办，60年代后李博

院士等积极推进并发展起来。自上世纪 80年代以来，在我国最早开展草

原植物个体与群落的水分生理生态、种群格局等研究工作；通过长期定位

研究，阐明了天然草原生态系统退化与恢复演替过程、群落构建机制与驱

动力；率先开展了天然草地改良与割草利用等相关理论探索与技术研发，

揭示了人为设计与自我设计下退化草地恢复演替轨迹，提出草地合理利用

途径与模式。近年来，围绕生态学热点问题，开展草原生物多样性与保护、

草地生态系统健康、草地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用水、全球变化、可持续发

展等研究。

本学科在硕士研究生招生与培养方面设置 6个研究方向，除了上述 4

个方向外，还增加了微生物生态学、恢复生态学研究方向。

（二）师资队伍

【各培养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主要师资队伍情况、导师队伍结构

和总体规模】

在博士和硕士的主要培养方向上，其带头人与学术骨干构成情况分述

如下：（1）植物生态学方向带头人为梁存柱教授，现任内蒙古生态学会

秘书长、《植物生态学报》编委；（2）生态系统生态学方向带头人为李

永宏教授，现任中国草学会理事、《Journal of Arid Land》副主编、《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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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科学》和《中国草地学报》编委；（3）景观与可持续生态学方向带头

人为张庆教授，现任中国治沙暨沙业学会草原生态修复与草业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中国自然资源学会草原资源专业委员会委员、内蒙古生态学会副

秘书长、内蒙古草学会副秘书长，《中国草地学报》、《内蒙古大学学报》、

《草原与草业》编委；（4）草地生态学方向带头人为牛建明研究员，现

任中国生态学会常务理事、国际景观生态学会中国分会理事、内蒙古生态

学会理事长、《中国草地学报》编委。

本学位点拥有师资 38名，其中，教授（含研究员）13人（34.2%），

副教授（含副研究员）17 人（44.7%），讲师 8 人（21.1%）；博士 36

人（94.7%），硕士 2人（5.3%）；40岁以下 19人（50.0%），41-50岁

14人（36.8%），51-60岁以及 60岁以上延聘人员（1人）5人（13.2%）。

专任教师中有博士研究生导师 10人，硕士研究生导师 21人，专任教

师中有 23人具有海外留学或者进修的经历。队伍中有国家新世纪百千万

人才工程人选 1人、荣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1人、自治区突出贡献专家

1人、内蒙古“草原英才”7人、内蒙古“321人才工程”人选 2人以及

入选其他人才计划 4人。

（三）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主要科研项目、学术论文、著作及获奖情况】

2022年度，本学位点主持承担的在研科研项目 54项，包括国家级项

目 27项、省部 25项、其他 2项，经费合计 5114.92万元。本年度新增项

目 33项，包括国家级项目 8项、省部 12项、其他 13项，经费合计 2002.075

万元；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54篇，其中 SCI收录 40篇、CSCD收

录 14篇；授权发明专利 1项，登记软件著作权 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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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位点支撑研究生学习、科研的平台情况】

支撑本学位点的平台包括生态学国家重点培育学科与自治区重点学

科，以及内蒙古草地生态学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蒙古高原

生态学与资源可持续利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典型草原生态系统教育部野

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草原生态安全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内蒙古草地生

态学重点实验室等，拥有的仪器设备 1350台（套），其中大型仪器设备

（价格 50万元以上）113台（套），仪器设备总值达 1.2亿元，实验室面

积 5500平方米。2022年度，新增仪器设备总值 400万元。

内蒙古大学支撑本学位点的图书资料丰富，全校印本文献 364.88万

册，拥有中、中外文数据库 112个、电子图书 76.5万种、全文电子期刊

7.61万种。本学科及其与本学科相关的生命科学、地学等领域的中外文期

刊非常全面，能够很好地满足教学与科研的需要。

（五）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制度建设、奖助水平、覆盖面等情况】

内蒙古大学奖助体系完备。本学位点奖学金种类包括国家奖学金、自

治区奖学金、乌兰夫奖学金、乌可力奖学金、宝钢奖学金、光华奖学金等

10余种，每年评选一次，凡取得我校正式学籍，已如期注册的在校全日

制研究生，在规定的学制年限内均有资格申请。助学金发放对象为被录取

为国家计划内非定向和国家计划内定向的公费研究生。

学位点设立奖学金评审小组，负责奖学金的评审工作。评选过程中，

严格按照《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办法》的规定，制定年度实

施细则。根据学生的申请，注重考察学生科研成果及创新能力，开展评选



— 362 —

工作。评选办法、评审细则、名额分配、评选时间、评选结果等信息通过

召开会议、网站、微信公众平台、QQ群、公示栏等途径发布，做到信息

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公示时间不得少于 5天。

2022年度，有 66名博士、硕士研究生获得各类奖学金，发放总金额

60.5万元。其中，博士研究生获国家奖学金 1人（覆盖率为 1.5%）、自

治区奖学金 2人（覆盖率为 2.9%）、学业奖学金 25人（覆盖率为 36.76%）；

硕士研究生获国家奖学金 2人（覆盖率为 2%）、自治区奖学金 2人（覆

盖率为 2%）、学业奖学金 34人（覆盖率为 30%）。

按有关规定，国家助学金除在职、休学研究生外为全覆盖，本年度有

173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获得各类助学金，发放总金额 138.4万元。

四、人才培养

（一）招生选拔

【本学位点研究生报考数量、录取比例、录取人数、生源结构情况，

以及为保证生源质量采取的措施】

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如暑期学校、博士研究生审核考核录取、本硕博

连读“菁英计划”等，吸引并招收更多的优秀生源。同时，积极开展本校、

本专业免试生推荐工作，将一定比例的、在本科学习阶段成绩优秀、综合

能力较强的本校本专业学生，接收为推免生。

2022年，有 29人报考生博士研究生，录取人数 13人，录取比例为

44.8%。博士生来自国内 7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区内生源人数最多，占招

生总人数的 46.15%。

报考硕士研究生人数达 46人，录取 38人，录取比例为 82.6%。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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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 11名本科毕业生为硕士研究生，占招生总人数的 28.9%，其余生源

为区内外普通高校毕业生。此外，本学位点教师在 2022年招收资源与环

境专业硕士 53人。

（二）思政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课程思政、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理想信

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生党建工作等情况】

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指导思想，结合学科优势，持续开展课程思政建设。

倡导任课教师关心时政，加强思政学习；组织教师参加课程思政培训，挖

掘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以锡林郭勒草原、乌梁素海、毛乌素沙地、河

套灌区等生态敏感区为社会实践育人载体，开展科技下乡、社会调研、技

术培训等实践活动；服务内蒙古草牧业建设，与内蒙古草都草牧业股份有

限公司、蒙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等开展合作；举办了第六期“继侗生

态与环境前沿论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培养立足边疆，植根西部，服

务内蒙古的观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优化研究生辅导员队伍结构，构建以专职为主、兼职为辅、助理辅导

员为补充的多梯队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制定辅导员队伍建设管理办法，积

极组织参加辅导员培训，通过岗前培训、日常培训、专项培训、骨干培训、

廉政实践、心理健康教育培训，就业“名企行”、安全培训等形式，不断

提升辅导员理论水平、业务水平和实践能力。严格辅导员考核，将辅导员

工作业绩和考核相结合，进行综合测评，表彰优秀辅导员。

组织研究生各支部召开 2022年度基层党组织生活会和开展民主评议

党员工作。在党的二十大即将胜利召开之际，博士研究生党支部进行了线

上“牢记嘱托，勇毅前进”高校党组织示范微党课学习活动；召开“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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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周年学习榜样精神-草原之子廷•巴特尔”在线会议，明确社会需要榜

样、时代需要榜样、民族需要榜样，坚定榜样是学习的标杆、时代的模范，

激励同学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生态学草学专业研究生党支部进行了线

上“集中治理党内政治生活庸俗化，交易化问题研讨交流”活动，增强了

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2022年度，本学位点新发展研究生党员 3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1

人、硕士研究生 2人。推选 6名入党积极分子，包括 2名博士研究生、4

名硕士研究生，他们全部为共青团员。新接收共青团员 50人，其中，博

士研究生 13人、硕士研究生 37人。

（三）课程教学

【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课程教学质量和持续改进机

制，教材建设情况】

博士学位授权点设置的核心学位课程为《高级生态学》（牛建明研究

员组织授课），《生态系统生态学》（李永宏教授、马文红教授主讲）。

硕士学位授权点设置的核心学位课程为《生态系统生态学》（李永宏教授、

马文红教授主讲），《植被生态学》（刘华民副教授主讲），《生态统计

分析》（王永慧副教授主讲），生态学研究方法（徐柱文教授主讲）。在

教学过程中，高度重视教材的选择，选用国内外优秀教材，并且不断进行

更新。同时，密切跟踪国内外研究前沿，将最新研究成果纳入教学之中。

为了保证与提高教学质量，学校建立了由学生评教制、教学督导制、

同行教师与干部听课评议制构成的“三制并举”研究生教学质量监控与评

价体系，除邀请教学督导员进行日常教学与质量的督查工作外，学院还有

计划地组织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进行听课，同时组织学生对任课教师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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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授课程进行打分。针对教学上存在的问题，要求相关教师及时了解并加

以改进，而且要提出下一年度持续改进的思路与实施方案。

（四）导师指导

【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情况，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度要求和

执行情况，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制度建设和落实情况】

依据《内蒙古大学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办法（修订版）》（内大

发[2020]29号）、《内蒙古大学关于制定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办法的

指导意见（修订版）》（内大发[2020]30号）文件精神，遴选研究生指导

教师。研究生指导教师的遴选工作强调以科研为导向，要求导师具有较高

的学术水平，主持一定级别的科研项目，拥有充足的科研经费，而且还关

注导师管理学生的能力。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研究生导师遴选工作，不断充

实导师队伍。

遵照《内蒙古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试行）》（内大发[2008]39

号）、《内蒙古大学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实施细则》（内大

发[2019]31号）等文件的规定，对指导教师进行严格的管理。对新增选的

导师进行上岗培训。在招生时，将招生指标与导师的科研项目与经费、学

生学位论文质量等关键要素挂钩。

要求导师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严格执行学校与学院的相关规定，

规范培养方案的制定、开题、中期考核、论文撰写与送审等环节。

（五）学术训练

【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及科教融合培养研究生成效，包括制度保证、

经费支持等】

本学位点通过多种途径开展研究生的学术训练工作，形成了“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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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研、助管”的学术训练体系。助教即研究生协助导师完成学位等重要课

程的教学工作。期间，通过参与教学，不仅强化了研究生对相关领域理论

的学习，而且锻炼了组织与管理能力；助研是通过参与导师或者指导小组

的科学项目，对研究生进行全面、系统的科研训练，包括实验设计、野外

观测、室内分析测试、数据整理与分析、学术论文撰写等多个环节，为其

今后的科研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也锻炼了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

力；助管则通过参与项目（实验室）的日常管理工作，培养学生的交流与

管理能力。

本学位点能够保证百分之百的研究生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充分保障

了研究生的学术训练与学术交流，同时，还能够取得相应的劳务报酬。此

外，本年度分别有 4和 15名研究生获得了自治区级、校级研究生科研创

新项目的资助。

在严格的学术训练下，研究生学术水平不断提升。2022年，本学位

点博士、硕士研究生以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48篇，其

中 SCI收录 34篇，CSCD收录 14篇。

（六）学术交流

【研究生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的基本情况，国际合作交流等方面的

改革创新情况】

学术交流也是开展研究生学术训练的重要手段。通过“请进来”的方

式，邀请国内外学来学校或者学院做学术报告，让学生广泛涉猎不同领域，

活跃学术氛围，激发学术兴趣；另一方面，也积极鼓励“走出去”，参加

国内和国外举办的学术活动，争取做口头报告或者做墙报展示，宣传自己

的科研成果。2022年，本学位点专职教师参与组织了国际学术会议“A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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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ssland Conference”，有 30余人次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参加国内外学术

会议，并通过口头报告或者墙报进行交流。期间，也积极组织博士与硕士

研究生参加。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多为线上参会，因此研究生得到了更

多的交流与学习机会。

（七）论文质量

【体现本学位点特点的学位论文规范、评阅规则和核查办法的制定及

执行情况。本学位点学位论文在各类论文抽检、评审中的情况和论文质量

分析】

严格执行学校出台的《内蒙古大学关于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

的若干规定》以及学院制定相关制度，落实论文审核制度，包括学位论文

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学位论文双盲评审等，以保证论文质量，只有合格者

方可进入答辩程序。

目前，本学位点的博士与硕士学位论文全部采用盲审，研究生学位论

文评阅意见良好。2022年，本学位点荣获校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有 1篇、

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2篇。

（八）质量保证

【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强化

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分流淘汰机制等情况】

依据《内蒙古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暂行办法》、《内蒙古大学研究生

外国语学位课考试和申请学位外国语实施细则》等相关制度，落实分流淘

汰。在学习方面，依据学位课程成绩评定淘汰或降级。另外，依据外语课

程结业成绩、大学英语四级要求等确定延期毕业；在培养过程中，通过开

题与中期考核的手段，监督检查研究进展。2022年，没有研究生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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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流。

（九）学风建设

【本学位点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学术不端行为处理情

况】

为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维护本学科良好教育教学秩序，不

断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促进研究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遵照

学校制定的相关文件精神，在日常管理、学籍管理、学位培养等方面均严

格把关。

本学位点高度重视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除了为研究生开设《研

究生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课程外，还利用多种渠道、以不同方式加强学

术道德建设，增强学术规范。例如，邀请专家学者开展科学诚信讲座、在

科技论文写作课程教学中安排相应的授课内容、论文评审与答辩环节对学

术不端的严格处理，等等。2022年，本学位点没有发生学术不端行为。

（十）管理服务

【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情况，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情况，在学研究

生满意度调查情况等】

从具有博士学位的骨干教师中选聘兼职辅导员，拟从优秀博士毕业生

中进行遴选选拔专职辅导员，确保辅导员队伍整体素质，逐步构建以专职

为主、兼职为辅的辅导员队伍。

建立了研究生奖助评审委员会、研究生学生会、研究生贫困评审委员

会三个主要机构，由院党委领导，院研究生会作为枢纽，旨在及时反映研

究生生活、学习、科研权益诉求。开展学代会，广泛搜集提案，表达和维

护研究生正当权益。不定期开展心理健康问卷调查活动，对于可能存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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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问题的研究生，及时单独通知相关导师开展谈心谈话活动，保证学生个

人隐私信息，同时及时开展心理疏导，定期组织心理健康活动。

对在校研究生通过问卷星开展了调查。发放问卷 100 人，回收问卷

100份，回收率为 100%，其中博士占 33%，硕士占 67%。结果表明，研

究生对学院管理服务工作总体满意度 94%，对学院教学设施的满意度为

94%，对学院科研服务教学的满意度为 96%，对学院就业指导与服务的满

意度为 89%，对学院后勤服务保障教学的满意度为 94%，对学院学生学

风的满意度为 96%，对学院的科研素质培养的满意度为 98%，对学院科

研训练方式方法的满意度为 96%，对奖助学金的设置满意度为 85%。

（十一）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毕业研究生的就业率、就业去向分析，用人单位意见反馈

和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情况】

2022 年生态学专业授予博士学位 18 人（含在职研究生），目前全

部就业，就业率 100%。2022 年生态学专业授予学术硕士研究生学位 23

人，其中升学 6 人、就业 11 人，就业率达 73.9%。

用人单位对本学位点毕业生的总体满意度很高，对毕业生政治素质、

专业水平、职业能力、合作精神、社会责任感、知识结构、专业知识、实

际工作能力、灵活性和应变能力、组织管理能力、获取知识和信息的能力、

外语实际应用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开拓精神和创新能力等方面的评价较

高，其中用人单位在综合素质、职业能力、合作精神方面对毕业生有较高

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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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服务贡献

（一）科技进步

【科研成果转化、促进科技进步情况】

针对我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草牧业生产功能减弱、草场退化以及

生态产业欠发达等制约区域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系统开展了一系列草地生

态系统响应全球变化以及草地恢复与稳定性维持的机制研究，并取得了一

些重要理论成果。

1. 通过使用一个全新的统计框架，在内蒙古草地采用多年多站点的

数据研究了环境变量对植物群落和生物量生产力时间稳定性的影响。结果

表明，该地区的时间稳定性是由群落动态的空间异步性决定的。该研究为

探索全球变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以及保护生物学家设计区域土地管理政

策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

2. 为了解析家畜放牧介导的土壤磷循环的微生物机制，在内蒙古典

型草原不同放牧强度下探讨了根际和非根际土壤微生物群落及功能基因

对放牧强度的响应，结果表明，放牧促进优势植物根际土磷转化相关功能

基因的相对丰度，根际土中 Phn家族基因催化水解稳定膦酸盐底物的 C-P

键，是放牧促进根际土磷循环潜力的主要机理。

3. 利用模型探讨了内蒙古塔布河流域生境丧失和破碎化对草地植物

多样性的交互影响，结果发现生境丧失降低草地特有植物物种丰富度，但

增加杂草丰富度；而生境破碎化增加草地特有植物丰富度，但不影响杂草

丰富度。该研究强调生境丧失与破碎化对草地植物多样性的影响依赖于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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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生境特性。

4. 全面阐明了内蒙古草原植物物种、功能及系统发育三个维度的α

及β多样性格局，为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揭示了气候及人类

活动对内蒙古草原三个维度多样性的影响，明确了生物多样性变化的主要

影响因素；明晰了内蒙古草原生物多样性对生产力、碳固持等多种生态系

统功能的维持机制，拓展了基于单一生态系统功能的 BEF研究；证实了

功能多样性通过选择效应在草原生态系统功能维持中的关键作用，确定了

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功能的主要维持机制；发现了内蒙古草原通过减弱恢

复性、抵抗性和变异性三者间的联系从而维持生态系统的高稳定性，为多

样性-稳定性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

（二）经济发展

【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

为了宣传内蒙古自治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和实践，增进国内外对内

蒙古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认识，编制了内蒙古生物多样性白皮书。该书系统

梳理了内蒙古的动物、植物和生态系统多样性分布和现状、生物多样性受

威胁现状，阐述了内蒙古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指出当前生物多样性保护

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提出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原则和目标。

针对内蒙古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生物资源流失严重的形势没有得到根

本改变等问题，在内蒙古生态环境保护厅主持下，本学位点团队负责修订

了内蒙古自治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2~2035），提出未

来 10年内蒙古生物多样性保护总体目标、战略任务和优先行动。

针对内蒙古自治区外来物种入侵与防治问题，本学位点团队深入调查

了自治区入侵植物种类、分布、扩散趋势、危害等现状，编写了《外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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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入侵问题应引起重视》调研报告，得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孙绍骋书记

的批示。该报告明确了入侵植物数量快速增加、发生面积持续扩大的态势，

指出了本地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入侵植物危及粮食安全和畜牧业生产以

及入侵植物存在向区外传播风险等问题，并且在提高公众防范意识、强化

预防体系建设、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开展受侵害生态系统修复以及设立专

项研究解决入侵物种治理重大需求等方面提出具体对策和建议。

（三）文化建设

【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情况】

本学位点专职教师在内蒙古自治区林草系统有害生物防治会议上做

了“内蒙古主要毒草、害草”的科普报告，系统地介绍了内蒙古毒害草的

基本特点、主要毒草和害草的识别特征和危害现状，增强了对毒害草的认

识，对进一步推动内蒙古毒害草的普查、防治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做

了“内蒙古主要草地类型及其退化形式”的科普报告，提高了全区草原工

作者对内蒙古草地生态系统及其退化形式的全面认识；以及还做了题为

“大青山的植被特征和珍稀植物”的科普报告，丰富了保护区管理、业务

人员对大青山植被、植物多样性的认知。

本学位点专职教师指导完成了内蒙古自然博物馆大森林、大草原、大

湿地、大荒漠等展厅的修缮、内容更新与质量提升工作，编写并更新了部

分内容介绍。各展厅焕然一新，2023年春节前顺利重新开馆，参观人数

创历史新高；参与指导了内蒙古自然博物馆“内蒙古中药材资源普查与监

测工作成果展览”、“病毒与宿主”和“振翅北疆—内蒙古野生鸟类展”

临时展厅展陈大纲的修订和完善工作。

六、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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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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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

内蒙古大学

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学术学位 2022年度）

责 任 学 院

（学院公章）

学院名称：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负责人：王树彬

授 权 学 科
名称：信息与通信工程

代码：0810

授 权 级 别
□ 博 士

■ 硕 士

2023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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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一、封面中学术学位授权点的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

2011年印发、2018 年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填写，只有二级学科

学位授权点的，授权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育委员会 1997

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填写；专业学位授

权点的类别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 2011 年印发的《专业学位授

予和人才培养目录》填写；同时获得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的学科，授权级别选“博士”。

二、本报告采取写实性描述，能用数据定量描述的，不得定性描述。定量数据除

总量外，尽可能用师均、生均或比例描述。报告中所描述的内容和数据应确属本学位

点，必须真实、准确，有据可查。所填报各项与时间相关的内容均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日。

三、本报告中涉及的人员均指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在编人员以及与本单位签署

全职工作合同（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合同尚在有效期内）的专任教师（含外籍教

师），兼职人员如需填写应注明。同一人员原则上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业

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写。

四、本报告中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励、教学成果奖励等）应

是署名本单位，且同一人员的同一成果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业学位点重复

统计或填写。引进人员在调入本校之前署名其他单位所获得的成果不填写、不统计。

五、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一律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处理后编写。

六、本报告文字使用四号宋体，字数不超过 8000字，另附 2022年度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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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简要介绍本学位点总体情况、获批时间、优势特色、研究方向、国

内外影响力等，一般在 500字以内】

信息与通信工程（0810）于 2011 年获批一级硕士学位授权点，包括

通信与信息系统和信号与信息处理 2 个培养方向，包括智能信息检测与处

理、移动互联网与物联网信息处理、机器视觉与图像处理、无线通信与网

络四个研究领域。学位点有硕士研究生导师 22 人，在读研究生 93人；有

1个自治区级科研平台。

学位点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依托内蒙古自

治区电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开展前沿科学问题研究和技术研发工作，致力

于新一代宽带无线通信系统、高速电路电磁兼容、雷达目标识别与跟踪和

高速数据传输技术国产化与智能化等的基础理论创新和关键技术突破。面

向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科技兴蒙”计划，在 5G/6G 无线通信理论与技术、

草食家畜智慧养殖关键技术与成果产业化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

先后开发了国产自动挤奶计量系统等智能养殖装备与草原巡检环境监测

装备，牵头制定了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个奶牛活动量采集器的地方与行业标

准，研发了阿尔巴斯绒山羊养殖体系填补了国内空白，成果应用推广成效

明显。2022年累计获批科研经费362万元，学术成果发表于IEEE TWC,IEEE

IoT，IEEE ICASSP，IEEE ICC 等国际通信和信号处理领域顶级期刊和会

议。学位点研究生培养质量高，就业率连续七年位居全校第一，学位点已

成为自治区电子信息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

二、目标与标准

（一）培养目标

【本学位点研究生培养的目标定位，限 300字】

培养研究生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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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遵纪守法，为人诚信，学风严谨，追求卓越，具有服务国家和人民的社会

责任感；身心健康，具有优秀的综合素养。培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

业精神，崇尚求实的科学精神，在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掌握坚实的基础理

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和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

力，了解国内外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某一领域的新技术和发展动向，创新

性地解决本学科的科学或技术问题；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熟练阅读外文

专业书刊，具有较好的听、说、读、写能力，能结合与本学科有关的实际

问题进行创新研究，能胜任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产业部门有关方面的科

研、工程、开发及管理工作的创新型人才。

（二）学位标准

【符合本学位点特点，与本校办学定位及特色相一致的学位授予质量

标准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学位授予严格按照学校及学院制定的学位标准执行。具有良好的学

风，遵守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研究课题结合学科方向能够提出具体的科

学或技术问题，实验手段合理，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先进，工作量饱满，

研究结果具有独立的见解和创新或能解决工程实际问题并在技术上有所

创新。学位论文严格按照开题、中期考核、送审、答辩等环节进行，各环

节均实行分流淘汰制度。

学位授予与毕业要求：

课程类别 开设学分 修读学分

公共学位课 7 学分 7 学分

公共选修课 2 学分 ≥1学分

专业学位课 12学分 12 学分

专业选修课（含一门

跨学科课程）
28学分 ≥12 学分

教学实习或社会实践 一学期 不计入学分



— 378 —

学习期间须参加各类

学术活动
≥2次 不计入学分

毕业总学分 ≥32学分

研究生完成培养计划所要求学分后进入论文工作环节，完成学位论文

并通过论文答辩，则准予毕业。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报学校学

位评定委员会讨论通过后授予学位。学位授予按照《内蒙古大学学位授予

工作实施细则》及学位管理相关文件执行。

三、基本条件

（一）培养方向

【本学位点的主要培养方向简介】

方向一：通信与信息系统，研究领域包括：移动互联网与物联网信

息处理、无线通信与网络。

一是围绕新一代宽带无线通信的前沿基础理论、关键技术开展创新研

究，包括智能无线通信、微波光子技术、无线网络资源管理、移动通信以

及 5G 在生态环保和智慧农牧业中的应用研究。二是针对草食家畜智慧养

殖领域关键技术研究与成果产业化，主要研究移动互联网与物联网应用中

的信息处理、构建基于移动互联网与物联网的信息处理与应用平台，面向

奶业生产、牛羊业数字化精准养殖与装备研发等智慧畜牧业领域的信息化

关键技术与成套装备产业化应用。

方向二：信号与信息处理，研究领域包括：智能信息检测与处理、

机器视觉与图像处理。

一是围绕当前及未来无线与移动通信的关键技术和网络演进，开展无

线移动通信系统的信号处理与信息传输理论与技术研究，主要包括自适应

编码调制、链路自适应技术、大规模 MIMO 技术、协同传输技术、D2D 技

术、毫米波与太赫兹信号处理等。二是基于人工智能、机器视觉等技术开

展图像处理和分析及应用研究，包括人脸检测、物体检测、智能机器人、

交通目标识别与跟踪、荒漠草原放牧绵羊牧食行为识别、草原生态环境的

监测及分析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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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师资队伍

【各培养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主要师资队伍情况、导师队伍结构和总体规模】

学院现已拥有一支学术水平较高、年龄梯队结构较合理，能适应研究生教学、科研工作需要的良好师资

队伍。具有专任教师 36人，生师比 2.58:1；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26人，占专任教师比例为 72.20%；具有高

级专业技术职务教师 26人，其中正高职称 10人，占专任教师比例为 27.78%；具有境外经历人数 8人，占

专任教师比例为 22.22%。具有研究生导师 22人，导师生师比 4.23:1。学位点大力引进高水平人才扩大导师

规模，加大对学科带头人和领军人才的培养力度，以形成高质量师资队伍。具体师资情况如下表：

（一）各培养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

学科方向名称 项目 姓名 年龄 职称 代表性学术成果

通信与信息系统

带头人 王树彬 51 教授

Shubin Wang, Na Wang. Motion Control System of Spraying Machine Based on FPGA
and Motion Control Method Thereof, US. Patent, No. US11548024B2, 2022.
M. Wang, Shubin Wang*, B. Zhang, APTEEN routing protocol optimization in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based on combination of genetic algorithms and fruit fly
optimization algorithm, Ad Hoc Networks, 2020.
B. Zhang, Shubin Wang*, M. Wang, Area double cluster head APTEEN routing
protocol-based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for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EURASIP
Journal on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ing, 2020.

学术骨干 1 孙锴 47 教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供能异构网络的协作资源分配研究”，

2019.01-20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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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 Sun, J. Yu, W. Huang, H. Zhang, C. M. Leung, A multi-attribute handover algorithm
for QoS enhancement in ultra dense network, IEEE Transactions on Vehicular
Technology, 2021.
Kai Sun, J. Wu, W. Huang, H. Zhang, H. Hsieh, C. M. Leung, Uplink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for downlink-uplink decoupled HetNets with non-uniform user
distribution, IEEE Transactions on Vehicular Technology, 2020.

2 黄威 44 教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基于软件定义的未来超密集网络资源分配与优化研

究”，2022.01-2025.12
Wei Huang, Y. Shao, K. Sun, H. Zhang, C. M. Leung, Performance analysis of
user-centric clustering under composite fading channels, IEEE Transactions on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2022.
Wei Huang, M. Wu, Z. Yang, K. Sun, H. Zhang, A. Nallanathan, Self-adapting handover
parameters optimization for SDN-enabled UDN, IEEE Transactions on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2022.

3 魏永峰 43 教授

D. Han, M. Tian, Yongfeng Wei*, et al., Image classification of forage grasses on
Etuoke Banner using edge autoencoder network, PLoS One, 2022.
Yongfeng Wei, X. Wang, Y. Miao, et al.,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of instantaneous
microwave frequency based on an optical frequency comb, Applied Optics, 2022.
Yongfeng Wei, G. Qi, Y. Wang, et al., Efficient microwave filter design by a
surrogate-model-assisted decomposition-based multi-objective evolutionary
algorithm, Electronics, 2022.

4 雷雪梅 50 副教授

Z. Li, Xuemei Lei*, Cattle face recognition under partial occlusion, Journal of Intelligent
& Fuzzy Systems, 2022.
Z. Li, Xuemei Lei*, S. Liu, A lightweight deep learning model for cattle face recognition,
Computers and Electronics in Agriculture, 2022.

W. Yan, Xuemei Lei*, T. Gao, Efficient rfid security authentication protocol bas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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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ble modulus and self-updating key matrix, Journal of Cryptologic Research, 2022.

5 张晖 39 副教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合成孔径技术在高频地波雷达船只目标检

测中的应用”, 2018.01-2020.12
Y. Liu, Hui Zhang, M. Zhou, Identification of ships moving in formation by HFSWR
using an ISAR cross-range imaging algorithm, Remote Sensing Letters, 2022.
Hui Zhang, Y. Liu, Y. Ji, L. Wang, Vessel fusion tracking with a dual-frequency
high-frequency surface wave radar and calibrated by an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Acta Oceanologica Sinica, 2018.

学科方向名称 项目 姓名 年龄 职称 代表性学术成果

信号与信息处

理

带头人 刘洋 41 教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大规模 MIMO 系统分布式信源阵列信号处理技

术研究”，2021.01-2024.12
Yang Liu, J. Chai, Y. Zhang, et al., Low-complexity neural network based DOA
estimation for wideband signals in massive MIMO syste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nics and Communications, 2021.
Y. Zhang, Y. Lian, Yang Liu*, Q. Zhang, M. Jin and T. Qiu, Energy-efficient
multi-antenna hybrid block diagonalization precoding and combining for
mmwave massive multi-user mimo systems, IEEE Transactions on Vehicular
Technology, 2021.

学术骨

干
1 王志慧 49 教授

D. Cui, Zhihui Wang, C. Wang, D. Fan, H. Wu, Deep learning-based multi-object
association retrieval, SPIE, 2022.
Q. Guo, Zhihui Wang, D. Fan, H. Wu, Multi-face detection and alignment using
multiple kernels, Applied Soft Computing Journal,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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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Wang, Zhihui Wang, D. Cui, Facial expression recognition with attention
mechanism, 2021 14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Image and Signal Processing,
BioMedical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cs (CISP-BMEI), 2021.

2 张颖慧 40 教授

Yinghui Zhang, Q. Ren, K. Song, Y. Liu, T. Zhang, Y. Qian, An energy-efficient
multilevel secure routing protocol in IoT networks, IEEE Internet of Things
Journal, 2022.
Yinghui Zhang, Y. Lian, Y. Liu, Q. Zhang, M. Jin, T. Qiu, Energy-efficient
multi-antenna hybrid block diagonalization precoding and combining for
mmwave massive multi-user mimo systems, IEEE Transactions on Vehicular
Technology, 2021.
Yinghui Zhang, Y. Mu, Y. Liu, T. Zhang, Y. Qian, Deep learning-based beamspace
channel estimation in mmwave massive mimo systems, IEEE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Letters, 2020.

3 翁智 44 教授

Zhi Weng, L. Fan, Y. Zhang, Z. Zheng, C. Gong, Z. Wei, Facial recognition of dairy
cattle based on improved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IEICE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and Systems, 2022.
Zhi Weng, F. Meng, S. Liu, Y. Zhang, Z. Zheng, C. Gong, Cattle face recognition
based on a Two-Branch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omputers and
Electronics in Agriculture, 2022.
F. Gao, F. Bai, Zhi Weng, X. Na, and J. Li, Cooperative learning from adaptive
neural control for a group of strict-feedback systems, Neural Computing and
Applications, 2022.

4 范道尔吉 43 副教授

Y. Pan, Daoerji Fan*, H. Wu, D. Teng, A new dataset for mongolian online
handwritten recognition, Scientific Reports, 2023.
H. Wu, K. Meng, Daoerji Fan, Z. Zhang, Q. Liu, Multistep short-term wind speed
forecasting using transformer, Energy,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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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Guo, Z. Wang, Daoerji Fan, H. Wu, Multi-face detection and alignment using
multiple kernels, Applied Soft Computing Journal, 2022.

5 赵国亮 40 副教授

J. Li, J. Hu, Guoliang Zhao*, S. Huang, Y. Liu, A tensor based stacked fuzzy
networks for efficient data regression, Soft Computing, 2022.
J. Li, Guoliang Zhang*, Tensor-based type-2 extreme learning machine with
L1-norm and liu regression, Proceedings of the 41st Chinese Control Conference,
2022.
S. Huang, Guoliang Zhao*, Z. Weng; S. Ma, Trapezoidal type-2 fuzzy inference
system with tensor unfolding structure learning method, Neurocomputing, 2021.

（二）主要师资队伍情况

专业技术职务 合计

35

岁

及

以

下

36 至 45

岁

46

至

55

岁

56至60岁
61 岁及以

上

博士学位人

数
具有境外经历人数 博导人数

硕

导

人

数

正高级 10 0 5 4 1 0 6 5 3 10

副高级 16 1 10 5 0 0 11 3 0 12

其他 10 6 3 1 0 0 9 0 0 0

总计 36 7 18 10 1 0 26 8 3 22

学缘结构 最高学位获得

单位(人数最

多的 5 所)

北京邮电大学 大连理工

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人数及比例 4（11.1%） 3（8.33%） 2（5.55%） 2（5.55%） 2（5.55%）

生师比 在校博士生数 0 在校硕士生数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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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任教师生师

比

2.58:1 研究生导师生师比 4.23:1

（三）导师队伍

学科方向 1 通信与信息系统

序

号
姓名 年龄

专业技

术职务

导师

类别

最高

学位

本单位

工作年

限

年均

课时

数

主要研究方向

是否

第一

学科

国内外重要学术组

织任职
其他情况简介

1 王树彬 51 正高级 博导 博士 26 64
无线传感器网

络；物联网
是

2018-2022 年教育

部高等学校创新创

业教育指导委员会

委员、中国高等教

育学会理科教育专

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博士生

导师，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 2 项、内蒙古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 3 项，横向项目多项。

2 孙锴 47 正高级 博导 博士 20 208
无线通信与网

络；移动互联

与物联网

是
内蒙古通信学会

理事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
项、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 项、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

科学研究项目 1 项。

3 白凤山 59 正高级 硕导 硕士 37 96
无 线 传 感 网

络；移动互联

与物联网

是

内蒙古自治区第八

届通信学会副理事

长

内蒙古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院长，主持内蒙古科技计划项

目 2 项、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1 项。

4 黄威 44 正高级 硕导 硕士 18 160
无线通信与网

络
是 无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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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项目 1 项。

5 魏永峰 43 正高级 硕导 博士 16 144 无线通信技术 是 无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内蒙古大学高层次人才

科研启动项目 1 项。

6 雷雪梅 50 副高级 硕导 博士 19 208

数 字 信 号 处

理；信息检测

与处

理

是 无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

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

7 韩丁 41 副高级 硕导 博士 15 208
农牧业物联网

技术
否 无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
项，出版专著 1 部，专利授权 7
项，获软件著作权 4 项。

8 张晖 40 副高级 硕导 博士 6 120
信息检测与处

理
否 无

主持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子课题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2 项和自然资源部海洋

第一研究所横向项目 4 项。

9 张永亮 37 正高级 硕导 博士 9 160 天线技术 否 无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

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 2 项，内

蒙古科技技术攻关项目子课题

1 项，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

10 占英 46 副高级 硕导 博士 1 天线技术 是 无

承担华为、Motorola、Nokia 等
企业通信基站研究，发表 SCI
检索论文 4 篇，授权中国发明

专利 2 项，美国发明专利 1 项。

学科方向 2 信号与信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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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年龄

专业技

术职务

导师

类别

最高

学位

本单位

工作年

限

年均

课时

数

主要研究方向

是 否

第 一

学科

国内外重要学术组

织任职
其他情况简介

1 刘洋 41 正高级 博导 博士 16 160
数 字 信 号 处

理；信息检测

与处理

是
中国电子学会高级

会员

内蒙古自治区电子工程技术研

究 中 心 主 任 ， IEEE ComSoc
Member，IEEE SPS Member。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 项，发

表 SCI 检索论文 20 余篇。

2 王志慧 49 正高级 硕导 博士 21 192
图像处理理论

及技术；机器

视觉

是

中国电子学会第十

届理事会青年工作

委员会委员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主持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 2 项，主持内蒙古教育厅

项目 1 项。

3 周润景 57 正高级 硕导 硕士 27 128
信息检测与处

理
是 无

多次获得电子工业出版社优秀

作者奖以及内蒙古大学教学成

果奖，发表 SCI 及 EI 收录论文

60 多篇，出版专著 50 多部。

4 张颖慧 40 正高级 硕导 博士 15 144
数 字 信 号 处

理；信息检测

与处理

是 无

在国际国内重要学术期刊和会

议上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

出版著作 1 部。

5 翁智 44 正高级 硕导 硕士 19 64
机器视觉与图

像处理
否

中国图象图形学

会理事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自治区科技技术攻关项目

1 项，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

6
范道尔

吉
42 副高级 硕导 博士 19 192

人工智能与图

像处理
是 无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软件著作权 1 项，发表

学术论文 3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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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程晓东 55 副高级 硕导 硕士 29 160
物联网技术应

用
是 无 主持横向项目多项。

8 郑志强 40 副高级 硕导 博士 10 160
农牧业物联网

技术
否 无

主持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内蒙古高等学校科学研

究项目 1 项，内蒙古大学高层

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 1 项。

9 王鑫 40 副高级 硕导 博士 5 160
超材料功能器

件
否 无

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内蒙古教育厅科学研究项

目 1 项。

10 王俊林 40 副高级 硕导 博士 5 160
超材料天线与

传感器
否 无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

内蒙古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 1
项。

11 齐志远 54 副高级 硕导 博士 13 144
信息检测与处

理
否 无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

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 2 项。

12 戴呼和 40 副高级 硕导 博士 5 160 智能信号处理 否 无

从事军用测试装备集成电路芯

片 100%国产化及 PXI 总线仪

器国产化相关关键技术研究。

13 赵国亮 40 副高级 硕导 博士 6 160 数据驱动建模 否 无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金项目 2
项、内蒙古自然科学金项目 1
项，发表顶刊论文 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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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主要科研项目、学术论文、著作及获奖情况】

2022 年，学位点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 2 项，内蒙古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3 项，内蒙古科技计划项目 5 项，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项目 3

项，新增纵向科研经费共 322 万元；获批横向项目 1项，新增横向经费 40万

元。2022 年在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9 项，经费 325 万元；在研内蒙古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 12 项，经费 114.50 万元；其他在研项目经费 768 万。2022

年发表学术论文 55篇，其中 SCI 论文 25 篇，包括 IEEE TWC、IEEE ITJ、CEA、

ASC 等高质量学术期刊论文；EI 检索 26 篇，包括 IEEE ICASSP、IEEE ICC 等

国际顶级会议论文；出版学术专著 1 部；授权发明专利 16项。本学位点积极

推进科研团队建设，鼓励导师和研究生进行有组织的科学研究，力争在国家

科技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省部级科技奖励、高水平科研

成果等方面取得突破。

（四）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位点支撑研究生学习、科研的平台情况】

学位点拥有可用于培养研究生的主要仪器设备、软件共 108 台/套/件，

总值 1772.5万元，实验室面积 1018.06 m2。

1.内蒙古自治区电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心于 2008 年经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批准成立，围绕通信技术、能源化

工、智慧畜牧业等领域进行电子信息技术应用的特色研究。

2.电子信息技术实验教学中心

中心于 2005 年被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评为自治区级实验教学中心，开展

本科与研究生实验教学。

3.宽带通信与信号处理开发应用平台

2019 年投资建设的科研平台，主要面向教师与研究生开展 5G、6G 通信技

术的毫米波宽带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

本学位点积极参与自治区重点实验室重组工作，提升科研平台的建设水

平。

（五）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制度建设、奖助水平、覆盖面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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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点有比较完善的研究生奖助体系，依据学校制定的《内蒙古大学研

究生国家奖学金及自治区奖学金管理办法（修订版）》、《内蒙古大学研究

生学位奖学金评选办法》等相关政策文件，学位点制定了《内蒙古大学电子

信息工程学院研究生综合测评办法》。2022 年，在校 2020、2021、2022 级信

息与通信工程研究生合计 88 人，其中 34 人获各类奖学金，获奖比例为 38.6%，

合计金额 29.5 万；助学金实现 100%全覆盖。

四、人才培养

（一）招生选拔

【本学位点研究生报考数量、录取比例、录取人数、生源结构情况，以

及为保证生源质量采取的措施】

2022 年学位点研究生招生情况表

招生

年份

报考数量 录取人数 一志愿录取/

占比%

调剂/占比% 生源结构

2022 48 30 15/50% 15/50%
双一流高校10人，占比33.
3%
一本高校 24 人，占比 80.%

学位点通过网站、微信公众号、研招直播宣讲等积极宣传研究生招生政

策，大力开展学位点研究方向和特色优势的宣传力度，积极与毕业生进行交

流扩大宣传渠道，从而吸引更多优质生源。

（二）思政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课程思政、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理想信念

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生党建工作等情况】

坚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始终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人才培养首

位，学位点开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公共学位课、《研

究生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公共选修课等思想政治理论课，并要求专业课教

师在课程中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开展教学。开展“青创 EIE”系列学术沙龙，组

织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培养学生爱国情怀和科学研究精神，关注学生的心

理健康。学位点设一名专职研究生教学管理人员、一名专职辅导员、一名兼

职辅导员和一名辅导员助管。

学位点全面实施“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制定了《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党

委关于推进“三全育人”的实施方案》。按专业设立了研究生党支部，研究

生第一党支部（“信息与通信工程”专业）被确定为 2021 年度内蒙古大学“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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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党支部”。研究生党支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严格规范开展组

织生活，坚决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和主题党日制度，常态化开展夜校学习

班，组织志愿服务活动，广大研究生党员不断坚定理想信念，思想政治素质

进一步提高。

（三）课程教学

【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课程教学质量和持续改进机制，

教材建设情况】

1.开设的核心课程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授课教师

随机信号分析 学位课 3 学分 程晓东副教授

现代信号处理 学位课 3 学分 王志慧教授

现代通信理论 学位课 3 学分 张颖慧教授

矩阵理论与方法 学位课 3 学分 郑志强副教授

机器学习 学位课 3 学分 张晖副教授

2.课程教学质量和持续改进机制

（1）加强研究生专业学位课、选修课程建设，不断完善研究生课程结构，

重视教学与科研并举、科研带动教学，同时提升课程思政实效，不断提高研

究生课程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

（2）教学组织上，采用学生自主学习、教师集中讲授和指导性教学、学

生创新实践的模式，通过互动式、讨论式、问题式教学，引导学生主动思考。

（3）切实推进“科教融合”、“产教融合”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新模式，

将国际学术前沿引入课程教学中，培养学生利用理论知识指导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

（4）不断创新教学手段与方法，采用课堂教学、仿真教学及网络教学资

源来丰富教学模式。

（5）积极组织教师申报各级各类研究生教改项目和精品课程。

（6）教授委员会负责对学科研究生课程教学全过程管理。通过多种形式

听取教师、学生各方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将教学督导中发现的问题反馈给学

院教授委员会，并督促整改。

3.教材建设情况

研究生课程教材优先选用国家和省级规划教材、精品教材及获得省部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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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奖励的优秀教材。选用教材与本学科学位人才培养目标和研究生培养方

案相匹配，注重学术性与前沿性，突出对研究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的培养。学位点严格审定相关教材，2022 年度共审定教材 18部。

（四）导师指导

【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情况，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度要求和执

行情况，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制度建设和落实情况】

1.导师遴选工作按照《内蒙古大学关于制定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办

法的指导意见（修订版）》（内大发〔2020〕30 号）和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

会(教授委员会)制定的《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硕导遴选办法》细则执行。

2.2022 年度学校举办了新增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岗前培训会、科学规范

导师指导行为建设一流研究生导师队伍专题网络培训，学院举办了全体导师

师德师风与学术道德和规范研讨会等加强对导师的指导培训。

3.学校印发了《内蒙古大学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实施细

则》、《内蒙古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试行）》等制度文件，导师

作为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接受学校和学院两级考核。

（五）学术训练

【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及科教融合培养研究生成效，包括制度保证、经

费支持等】

研究生作为项目团队成员参与导师负责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内蒙古自

然科学基金等科学研究项目，并定期参加国内外相关学术会议与高水平学术

讲座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同时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申请内蒙古自治区和内

蒙古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资助，2022 年获批 8 项，资助经费 2.8 万元。

学位点积极鼓励研究生参加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和其他有影响力的

学科竞赛。2022 年获得“华为杯”第二届中国研究生人工智能创新大赛等国

家、省部级奖 27项。

学院制定了《研究生综合素质测评实施办法》、《“草原雄鹰”创新人

才培养计划》等文件作为制度保障，为参加竞赛的学生提供报名费，研究生

院资助入选国家级决赛的研究生差旅费等支出。为参加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

竞赛等高水平竞赛的研究生提供经费支持和专家指导。

（六）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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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的基本情况，国际合作交流等方面的改

革创新情况】

2022 年度，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20人次，受疫情影响，现场参会 2

人次，其余会议在线上进行交流，其中参与的境外召开的国际会议 15人次。

学位点积极组织学术讲座和国内外学术交流，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提升学

生的国际竞争力。

（七）论文质量

【体现本学位点特点的学位论文规范、评阅规则和核查办法的制定及执

行情况。本学位点学位论文在各类论文抽检、评审中的情况和论文质量分析】

学位点严格执行学位论文规范要求，在提交查重之前，要求学生对照论

文规范要求进行严格自查；然后由导师再次进行规范检查。学位点坚持对全

部学位论文实行双盲审。

2022年，学位点的 21名研究生全部通过盲审、如期参加了答辩，其中：

3名学生抽中学校双盲审（其中 1人直接答辩、2人修改后答辩）、18名学生

参加学院双盲审（其中 4人直接答辩、14人修改后答辩）。2022年没有被抽

检的学位论文。

（八）质量保证

【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强化指

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分流淘汰机制等情况】

学位点按照《内蒙古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暂行规定》、《内

蒙古大学关于研究生课程教学的要求》等质量文件要求，严格落实培养方案，

落实导师第一责任人制度；严格执行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预答辩等环

节的规定及要求，学位点制订了比较详细科学的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办

法，对研究生招生录取、课程考试、学术研究、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

学位论文评阅、答辩、学位授予等各环节都有相应的记录和档案留存，做到

培养全过程的闭环管理。针对疫情因素，学位点加强了中期考核，对研究生

经过中期阶段课程学习后的知识结构、能力素质等是否达到规定要求进行综

合考核，审核对不适宜继续攻读的学生应予分流或淘汰。

（九）学风建设



— 393 —

【本学位点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学术不端行为处理情况】

学位点首先从导师的师德师风教育入手，同时加强对研究生的学术道德

和学风建设，坚持两手都抓、同步并举。根据教育部要求，将师德师风教育

和党史教育紧密结合，通过“学习强国”平台、学院的微信公众号、每周四

下午定期召开的学院教师学习交流大会、与新聘导师座谈会、及时分享全国

师德师风先进事迹、及时通报全国违反师德师风和学术不端案例等多种多样

的形式，开展师德师风的教育和宣传活动。通过研究生入学教育、给每位研

究生发放研究生手册、以及第一学期的“学术规范与创新创业”课程，加强

对学生的学术诚信和学术伦理的教育及要求；同时，学位点通过面向研究生

开展核心价值观与理想信念、学术道德和科研诚信、学术成果与学术规范等

方面的教育，让学生时刻保持警醒的头脑；发挥导师的言传身教作用，激励

导师做研究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要求导师在日常例会中经常性地对学生进

行学术规范的指导和警示教育；对于研究生课程的期末考试严格执行规范的

考场管理制度，对考试作弊行为坚持零容忍；将奖助学金评选与科学道德和

学术规范挂钩，促使研究生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与优良的研究生学风标准

趋于一致。

（十）管理服务

【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情况，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情况，在学研究生

满意度调查情况等】

学位点配备了研究生教学专职管理教师 1 名，研究生辅导员 1 名和辅导

员助理 1 名。出台了《研究生综合素质测评实施办法》、《研究生实验室、

宿舍管理办法》等文件，并建立了有效的研究生权益保障问题反馈渠道。学

位点每年开展研究生满意度调查，2022 年调查结果显示，79%以上学生对研究

生培养和条件保障方面是满意的，74%以上学生对专业课程体系是满意的。

（十一）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毕业研究生的就业率、就业去向分析，用人单位意见反馈和

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情况】

1.毕业生就业率与职业发展情况

毕业时间 毕业生总人数 就业人数 就业率% 升学人数 升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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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就业率连续七年位居全校第一。

2.毕业生就业去向分析

2022 届 21 名毕业生中，本地就业人数为 42.85%，区外就业为 57.15%；

企业就业为 71.43%，其他就业 4.76%;升学为 19.05%。

3.用人单位意见反馈和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情况

学院开展了用人单位和毕业生满意度的网上问卷调查，调查显示整体满

意度较高，体现出社会对我院人才培养的充分认可。

学位点毕业生就业竞争力指数排名

学院 就业率指数 薪酬指数

专业对

口度指

数

就业现

状满意

度指数

职业发

展前景

看好度

指数

就业竞

争力指

数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95.24% 100.00% 85.71% 85.71% 85.71% 85.72%

学位点毕业生对母校的综合满意度

学院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满意度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57.14% 42.86% 0.00% 0.00% 100.00%

五、服务贡献

（一）科技进步

【科研成果转化、促进科技进步情况】

学位点重视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在 5G/6G 系统基

础理论与关键技术、多传感器数据融合探测理论与技术等领域取得了一批高

水平研究成果。2022 年，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 2项，内蒙古自然

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3 项，内蒙古科技计划项目 5 项，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项

目 3 项，纵向科研经费共 322 万元；获批横向项目 1 项，横向经费 40万元。

2022 年在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9 项，经费 325 万元；内蒙古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 12项，经费 114.50 万元，其他在研经费总额 768 万。2022 年发表学

术论文 55篇，其中 SCI 论文 25 篇，包括 IEEE TWC、IEEE ITJ、CEA、ASC 等

2022 届 21 16 76.19 4 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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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学术期刊论文；EI检索 26 篇，包括 IEEE ICASSP、IEEE ICC 等国际顶

级会议论文；出版学术专著 1部；授权发明专利 16项。

针对国家重大需求和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学位点在 PXI 总线仪器、

高速数据传输技术等国产化方面研究取得一定突破。学位点导师作为以中国

石油大学（华东）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组成的海洋环境探测团队成员，承担了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海洋环境安全保障”重点专项子课题研究。在奶业生产

信息化技术、牛羊业数字化精准养殖与装备研发领域开展成果转化与产业化

应用，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成果转化效益逐渐凸显。

（二）经济发展

【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

学位点立足内蒙古、服务国家与自治区地方经济发展需求，重点开展了

自治区“科技兴蒙”计划“草食家畜智慧养殖”领域关键技术研究与成果产

业化。先后开发了国产自动挤奶计量系统、奶牛活动量采集器、奶牛多功能

智能项圈和牧草识别与牧草数字化等智能养殖装备与草原巡检环境监测装备

等技术和产品。学科牵头制定了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个《奶牛活动量采集器》

地方标准、“蒙字标”--“智慧牧场（奶牛）标准体系”中“牧场智慧管理

系统要求”地方标准的制定工作。在国内首次较完整的建立了阿尔巴斯绒山

羊智慧养殖体系，新华网、内蒙古日报等官网均有报道。

（三） 文化建设

【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情况】

学位点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发挥学科特点，参与文化建设，增强教师

与研究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与治理机制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

情感认同，激发教师与学生的爱国热情。

六、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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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及研究方向简介

信息与通信工程（0810）一级学科包含两个二级学科：通信与信息系统

（081001）、信号与信息处理（081002）。学科有 1 个自治区重点培育学科

—信号与信息处理、1个自治区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电子信息技术实验教学

中心”、1 个自治区级工程中心—“内蒙古自治区电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本学科包括以下四个主要研究（领域）方向：

方向一：智能信息检测与处理

智能信息检测与处理涉及到先进检测技术、现代传感器技术、计算机技

术、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及嵌入式技术等领域，主要针对新一代宽带无线

通信基础理论、多传感器数据融合技术等开展基础理论及工程应用方面的研

究。

方向二：移动互联网与物联网信息处理

该方向主要研究移动互联网与物联网应用中的信息处理和构建基于移动

互联网与物联网的信息处理与应用平台，主要开展在奶业生产信息化技术、

牛羊业数字化精准养殖与装备研发等“智慧畜牧业”领域的信息化关键技术

研究与成套装备产业化应用。

方向三：机器视觉与图像处理

机器视觉与图像处理涉及信号采集与处理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以及通

信技术等，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全新研究领域。该方向以人工智能、机器视觉

等技术为依托，开展人脸检测、物体检测、智能机器人、交通目标识别与跟

踪、荒漠草原放牧绵羊牧食行为识别、草原生态环境的监测及分析等研究。

方向四：无线通信与网络

围绕当前及未来无线移动通信的关键技术和网络演进，开展无线移动通

信系统理论及其应用研究，包括无线传输技术、微波光子技术、无线资源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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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与网络、无线通信应用开发等。

二、培养目标

培养研究生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

理论；遵纪守法，为人诚信，学风严谨，追求卓越，具有服务国家服务人民

的社会责任感；身心健康，具有优秀的综合素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

业精神，崇尚求实的科学精神，在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

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和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了

解国内外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某一领域的新技术和发展动向，创新性地解决

本学科的学术或技术问题；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熟练阅读外文专业书刊，

具有较好的听、说、读、写能力；能结合与本学科有关的实际问题进行创新

研究，能胜任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产业部门有关方面的科研、工程、开发

及管理工作。

三、基本学制和申请学位最长年限

基本学制为 3 年。申请学位最长年限为 5 年，即自研究生入学之日起到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通过其学位论文的时间为 5年（含休学时间）。

四、培养方式

发挥导师言传身教作用，激励导师做研究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导师是

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要了解掌握研究生的思想状况，将专业教育与思想

政治教育有机融合，既做学业导师又做人生导师；要率先垂范，以良好的思

想品德和人格魅力影响和鼓舞研究生；要培养研究生良好的学风，严格要求

学生遵守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

完善科教融合育人机制，加强学术学位研究生知识创新能力培养。加强

系统科研训练，以学术团队和科研项目支撑高质量研究生培养。

实行研究生培养全过程评价制度，关键节点突出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要

求。

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采取课程学习与论文工作并重的方式，

既要掌握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又要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技能，具有

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研究生按照培养计划要求完成课程学习、论文开

题、中期考核、学术和实践等环节，各环节均落实分流淘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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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类别 课程名称

周学时

总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任课教师

（职称）
备注

公共

学位

课

外语（学硕） 4/64 4 2 外国语学院安排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2/32 2 1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排

自然辩证法概论

（理工科）
1/16 1 1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排

公共

选修

课

研究生学术规范与

创新创业
1/16 1 1 研究生院安排 讲座

专业

学位

课

随机信号分析 3/48 3 1 程晓东（副教授）

现代信号处理 3/48 3 2 王志慧（教授）

现代通信理论 3/48 3 2 张颖慧（教授）

机器学习 3/48 3 1 刘洋（教授）

专业

选修

课

（含

跨学

科课

程）

矩阵论 2/32 2 1
孙锴（教授）

娜茜泰（讲师）

无线传感器网络 2/32 2 1
白凤山（教授）

雷雪梅（副教授）

无线与移动通信 2/32 2 2 孙锴（教授）

高级图像处理及机

器视觉
2/32 2 2 王志慧（教授）

Python 程序设计 2/32 2 2 黄威（副教授）

嵌入式系统设计 2/32 2 2 范道尔吉（副教授）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2/32 2 2 王树彬（教授）

无线通信与网络 2/32 2 2 刘洋（教授）

光电检测技术 2/32 2 2 魏永峰（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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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检测与估值 2/32 2 2 刘洋（教授）

最优化理论 2/32 2 2 赵国亮（副教授） 跨学科课程

超材料理论、设计

与应用
2/32 2 2 王鑫（副教授） 跨学科课程

人工智能 2/32 2 2 齐志远（副教授） 跨学科课程

模式识别 2/32 2 2 周润景（教授） 跨学科课程

其他

必修

环节

（含德智体美劳）

总学分和各类别课程学分要求：

总学分≥32学分

公共学位课 须修 3 门，7 学分。

公共选修课 须修 1 门，1 学分。

专业学位课 须修 4 门，12 学分。

专业选修课（含一门跨学科专业课） 须修 ≥6 门，≥12 学分。

参加教学实习或社会实践一学期，不计入学分。

在学期间须参加各类学术活动≥2 次，不计入学分。

六、论文环节

研究生在完成培养计划所有课程学分后，即进入论文工作环节，完成研

究生培养过程中的论文必修环节任务。

1．开题

研究生在第 3 学期完成开题报告。在论文开题之前要大量阅读与研究方

向相关的文献，要求阅读不少于 40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三分之一。开题

报告应论述学位论文选题依据、研究方案、预期目标与成果、工作计划等关

键问题。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国家级、省部级重要科研项目。

学院或方向（组）团队统一组织开题报告，聘请本学科或相近学科专家

对开题报告进行审查。

2．中期考核

研究生中期考核在入学后第 4 学期末进行。中期考核是检查研究生个人

综合能力及学位论文进展状况、指导研究生把握学位论文方向、提高学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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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质量的必要环节。

学院或方向（组）团队统一组织中期考核，聘请本学科或相近学科专家

对中期考核报告进行审查。

3．学术和实践创新活动考核

研究生学习期间须参加各种学术和实践创新活动，并填写学术活动记录

表，记录学术活动内容和收获。

硕士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不少于 1 次，参加学术讲座活动

不少于 1 次；学术学位研究生学术活动考核由学院或方向（组）团队统一组

织，与预答辩环节结合开展。

4．答辩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一般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 6 学期

末进行。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获得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

成绩合格，方可申请论文答辩。

学院或方向（组）团队统一组织答辩，聘请本学科或相近学科专家为答

辩委员会委员。答辩委员会根据论文的创新性、先进性、应用价值、工作的

难度、工作量和结果，结合论文撰写的严谨性、规范性、学术水平以及答辩

过程的能力表现，评定论文成绩。

七、学位论文

硕士研究生课题研究时间不少于 2 年，学位论文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撰

写。

学位论文质量要求：

(1）硕士学位论文选题有明确的研究背景，论文工作有一定的技术难度

或理论深度，论文成果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实用性；

(2）硕士学位论文工作应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论文工作量饱满；

(3）文献综述应对选题所涉及的工程技术问题或研究课题的国内外状况

有清晰的描述与分析；

(4)正文应综合应用基础理论,科学方法、专业知识和技术手段对所解决的

科研问题或工程实际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能在某些方面提出独立见解或有

所创新；

(5）硕士学位论文写作要求概念清晰，结构合理，层次分明，文理通顺,

格式规范。

研究生完成了培养计划所要求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则准予毕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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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通过后授予学位。学

位授予按照《内蒙古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及学位管理相关文件执行。

八、个人培养计划

1. 个人培养计划是对研究生进行培养和毕业资格审查的主要依据。个人

培养计划一旦确定，就应严格遵守。在实施培养计划过程中，如果确有特殊

原因而提出修改者，应由本人提出申请、导师同意、学院负责人签字后报研

究生院同意，方可进行修改。

2. 研究生在入学后一个月内，在导师的指导下，根据培养方案制定个人

培养计划；包括课程设置、学期安排、学习、实践与研究进度、论文开题时

间、写作时间安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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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学

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学术学位 2022年度）

责 任 学 院

（学院公章）

学院名称：计算机学院

负责人：周建涛

授 权 学 科
名称：软件工程

代码：0835

授 权 级 别
□ 博 士

■ 硕 士

2023 年 3 月 31 日

编 写 说 明

一、封面中学术学位授权点的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 2011

年印发、2018年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填写，只有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点

的，授权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育委员会 1997 年颁布的《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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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填写；专业学位授权点的类别名称及

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 2011 年印发的《专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填

写；同时获得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的学科，授权级别选“博士”。

二、本报告采取写实性描述，能用数据定量描述的，不得定性描述。定量数据除总量

外，尽可能用师均、生均或比例描述。报告中所描述的内容和数据应确属本学位点，必须

真实、准确，有据可查。所填报各项与时间相关的内容均截至 2022 年 12月 31 日。

三、本报告中涉及的人员均指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在编人员以及与本单位签署全职

工作合同（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合同尚在有效期内）的专任教师（含外籍教师），兼

职人员如需填写应注明。同一人员原则上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业学位点重复统

计或填写。

四、本报告中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励、教学成果奖励等）应是署

名本单位，且同一人员的同一成果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业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

写。引进人员在调入本校之前署名其他单位所获得的成果不填写、不统计。

五、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一律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处理后编写。

六、本报告文字使用四号宋体，字数不超过 8000字，另附 2022年度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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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简要介绍本学位点总体情况、获批时间、优势特色、研究方向、国内

外影响力等，一般在 500字以内】

内蒙古大学软件工程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于 2012 年获批，是内蒙古

自治区最早设置的软件工程硕士点，具备高质量软件领域人才培养条件，承

载着为内蒙古自治区信息产业提供关键科技支撑和高层次人才供给的核心重

任。围绕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及内蒙古科技兴蒙行动纲领，凝练了软

件工程理论与技术、软件服务工程、领域大数据分析服务等三个研究方向。

软件工程理论与技术是本学位点的优势方向，主要开展软件质量确认、

形式化方法等传统软件工程理论与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

融合创新研究，直接服务于内蒙古云计算、智能软件等高新技术产业的提质

增效进程。代表性成果发表在《软件学报》、IEEE TSC、IEEE ICWS 等本领域

重要学术期刊及会议上。

软件服务工程是重点建设的新兴方向，开展以云边融合的新型服务系统

的结构形态及运行机理等创新性前沿基础研究，旨在保障云计算、边缘计算

等新型服务系统高效可靠运行并提升服务质量。代表性成果发表在 IEEE SCC、

IEEE IOT、IEEE TMC 等本领域重要学术期刊与会议上。

领域大数据分析服务是重点推进的特色方向，面向生态环保、生物信息

学、纪检监察等领域开展特色大数据分析技术攻关及示范应用，支撑领域大

数据关键共性技术创新，并服务于内蒙古大学“一流学科”建设。代表性成

果发表在《计算机研究与发展》、Bioinfomatics、DASFAA 等本领域重要学术

期刊及会议上。

本学位点有专任教师 22 人，其中教授 7 人、副教授 10 人，高级职称教

师占比 77.27%，硕士生导师 21人。2022 年新晋教授 2 人，新晋副教授 1 人，

引进青年教师 1人。2022年，在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0项，在研省部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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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项目 14项，在研横向课题 9项。学位点招生规模约 30人/年，2022 年第

一志愿录取比例达到 100%，一次就业率达到 100%。

二、目标与标准

（一）培养目标

【本学位点研究生培养的目标定位，限 300字】

本学位点研究生应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热爱祖国、遵纪守法、

品行端正；具备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敬业精神，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坚

实的软件工程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备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开展

学术交流和论文撰写能力，并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具备在自己所从

事的研究领域内开展创新性研究和取得创新性成果的能力；具备综合运用软

件工程方法、技术和工具分析并解决实际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本学位点研

究生毕业后能从事软件工程的基础理论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关键技术创新

和大型软件系统分析、设计、开发与管理等工作。

（二）学位标准

【符合本学位点特点，与本校办学定位及特色相一致的学位授予质量标

准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本学位点研究生应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

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守宪法和法律，

品行端正，身心健康，诚实守信，具有服务国家和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具有

科学严谨、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以及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具有

创新精神和敬业精神，遵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

统的专门知识，在所研究方向的范围内了解本学科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掌握

本学科的现代实验方法和技能，通过英语四级，并具备以下几方面能力方可

申请获得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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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知识能力：掌握学科相关的学术研究前沿动态，通过课程学习、查

阅文献、学术交流等方式，获取知识并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要求研究生熟

悉研究方向相关科技文献，并能够跟踪主要进展，能够熟练使用英语进行检

索和阅读。

科学研究能力：研究生应具有独立的科学研究能力，包括：算法设计能

力、实验分析能力、论文撰写能力等。研究生应能够在导师的指导下积极参

与科研或工程课题，独立完成科研工作和学位论文。科学研究能力训练应当

贯穿研究生的整个培养过程。

学术创新能力：研究生应具备在自己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内开展创新性思

考、创新性研究和取得创新性成果的能力。创新是研究生所应具备的基本素

质，也是学术追求的最终目标。

交流写作能力：学术交流是研究生发现问题、开拓视野、获取知识、掌

握学术前沿动态的重要途径之一。研究生应完成学术会议、组内报告、论文

撰写，培养交流及写作能力。

本学位点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制订个人培养计划，进行文献阅读与综

述、学位论文选题、开题报告、科学研究、学位论文撰写、创新成果产出等，

参加开题、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等考核环节。培养实施分流淘汰机制。

在开题、中期、预答辩考核等培养环节中，对于不具备继续培养潜力的研究

生进行分流淘汰。

本学位点研究生应修满 32学分课程，其中公共学位课 7 学分，专业学位

课 12 学分，公共选修课 1 学分，专业选修课 12 学分。要求阅读一定数量的

相关文献，参加学术交流活动，进行组内学术报告，做好科研记录。研究生

学习期间需结合学位论文工作，完成学科相关的科研及实践训练，工作量饱

满，至少完成 1 项培养方案中规定的创新性成果。学位论文应使用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撰写，并符合科学论文的体例和语言特点，学术观点明确，文字通

顺、内容饱满，逻辑性强，图表清晰，字数不少于 2.5 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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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经过机器查重和同行专家评阅，且全部通过者可进入答辩环节，

答辩委员会不少于五人。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及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

答辩委员会决议，对申请人的条件进行审查，确认符合学位授予标准的，做

出授予学位决定。学位申请人在学习期间以及学位申请、同行评阅、答辩过

程中存在学术不端、作伪造假等行为的，学位评定委员将不授予其学位。学

校和学院设立学位质量保障制度，对招生考试、课程设置、教学指导、实习

实践、开题、中期、预答辩、答辩等全过程质量管理，保证授予学位的质量。

三、基本条件

（一）培养方向

【本学位点的主要培养方向简介】

培养方向一：软件工程理论与技术。本方向是学科重点传承的优势方向，

主要开展软件质量确认、形式化方法等传统软件工程理论与云计算、人工智

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融合创新研究，直接服务于内蒙古云计算、智能软

件等高新技术产业的提质增效进程。主要研究内容有：（1）围绕云计算、区

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型计算与应用模式，采用以 Petri网为代表的多种形式模

型，开展复杂软件系统的形式化建模、形式验证方法研究，确认软件系统中

复杂并发、交互行为的正确执行；（2）开展基于软件测试理论与方法的软件

可靠性确认技术研究，利用并优化并行软件测试、组合测试、变异测试与模

糊测试、模型驱动的测试、自动化测试执行、基于大数据的评测等方法，面

向云服务、区块链等应用中的新型软件系统，实现智能化软件测试以提升软

件质量。（3）面向神经网络等机器学习模型的软件实现，融合软件测试、软

件容错、软件缺陷检测、对抗学习、可解释性学习等技术，开展模型鲁棒性

增强、软件可信性提升等方面关键技术研发。

培养方向二： 软件服务工程。本方向是学科重点建设的新兴方向，开展

以云边融合的新型服务系统的结构形态及运行机理等创新性前沿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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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保障云计算、边缘计算等新型服务系统高效可靠运行并提升服务质量。

主要研究内容有：（1）围绕云数据中心的能耗优化目标，开展云数据中心的

算力负载智能调度、云边融合服务系统的能耗评估与优化、虚拟机及容器动

态部署策略、云网深度融合方法等关键技术研发，实现云服务平台能效管理

的降本增效目标；（2）围绕云服务的智能优化运行目标，开展深度学习赋能

的云服务自动发现与组合、面向大数据分析的智能服务推荐与评估分析、云

服务软件容错、云网融合服务系统智能运维等关键技术研发，实现云服务自

动化、智能化构建部署并高效运行；（3）面向微服务开发框架与边缘计算模

式，开展支持遗留系统云移植的软件组件重用、数据处理过程并行计算模型

重构、以微服务架构为基础的大规模云服务系统构建与智能运维等关键技术

和平台研发，支撑云计算、边缘计算等新型服务系统的优化构建及可靠运行。

培养方向三：领域大数据分析服务。本方向是学科重点推进的特色方向，

面向生态环保、生物信息学、纪检监察等领域开展特色大数据分析技术攻关

及示范应用，支撑领域大数据关键共性技术创新，并服务于内蒙古大学“一

流学科”建设。主要研究内容有：（1）围绕内蒙古及国家生态环保、生物信

息学等应用领域的需求，开展多源异构生态大数据的感知聚合及治理存储、

生态大数据的多维建模与智能分析等方面的理论方法、关键技术、支撑平台

研发；（2）围绕纪检监察学科及行业应用需求，开展纪检监察大数据综合治

理与隐私保护、面向监督和调查等不同应用的纪检监察大数据深度分析与决

策支持等方面的理论方法、关键技术、支撑平台研发；（3）采用知识图谱、

图神经网络、分布式深度学习、差分隐私等新兴技术，开展领域大数据分析

服务中的共性关键技术研发。

（二）师资队伍

【各培养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主要师资队伍情况、导师队伍结构和

总体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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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点有专任教师 22人，其中：教授 7人，副教授 10人，硕士生导

师 21人；45岁以下教师占 59%；全部教师的学科专长与学位点主干研究方

向相对应；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 86%，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

双一流建设高校和中科院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占 46%，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

的教师占 9%。

软件工程理论与技术培养方向专任教师 7人，学科带头人李华教授，学

术骨干王俊义教授、王显荣副教授、张珺副教授、崔波副教授、刘维东副教

授、马明讲师。软件服务工程培养方向专任教师 7人，学科带头人刘实教授，

学术骨干张志斌教授、王燕副教授、许岗副教授、安春燕讲师、于磊讲师、

祁瑞东讲师。领域大数据分析服务培养方向专任教师 8人，学科带头人王娟

教授，学术骨干巩政教授、班志杰教授、张晖副教授、李乌云格日乐副教授、

孟和吉雅副教授、杜治娟副教授、陈立荣讲师。各培养方向的学科带头人均

完整指导一届以上硕士研究生。

（三）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主要科研项目、学术论文、著作及获奖情况】

2022年，在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2项，在研省部级科研项目 15项，

在研横向课题 2项，主要在研项目如表 3.3.1 所示。2022年，发表学术论文

15篇，主要发表论文如表 3.3.2所示。2022年，获批国家发明专利 4项，相

关信息如表 3.3.3所示。
表 3.3.1 学位点主要在研项目列表（含 2022 年获批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项目

经费
主持人 起止时间

1
异构云服务网络中服务资源感

知的服务推荐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
区科学基金项目

40 于磊
2020-01-01
2023-12-31

2
命名数据网络环境下基于智能

合约的隐私保护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
区科学基金项目

39 崔波
2020-01-01
2023-12-31

3
噪声环境下鲁棒性蒙古语语音

识别技术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
区科学基金项目

37 张晖
2019-01-01
2022-12-31

4
多源数据驱动的网络服务功能

链和业务服务系统的建模及其

弹性评测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
区科学基金项目

37 李华
2019-01-01
2022-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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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需求情境与购物习性感知的可

解释跨域互补推荐方法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
区科学基金项目

37 杜治娟
2022-01-01
2025-12-31

6
面向边远地区基于不确定社会

关系的高覆盖低延迟异构机会

网络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
区科学基金项目

36 许岗
2021-01-01
2024-12-31

7
面向车辆边缘计算的可持续服

务提供与质量保障技术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
区科学基金项目

36 王燕
2022-01-01
2025-12-31

8
基于基因组重排进化模型的祖

先基因组重构算法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
区科学基金项目

35 王娟
2021-01-01
2024-12-31

9
多源动态开放数据驱动的高价

值专利转化事件预测模型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
区科学基金项目

34 刘维东
2022-01-01
2025-12-31

10
基于知识图谱与机器学习的

SFC+X 弹性意图合规性确认方

法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
区科学基金项目

34 李华
2023-01-01
2026-12-31

11
在线评论偏差对商家信誉和平

台收益的影响及纠偏措施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
区科学基金项目

28 陈立荣
2019-01-01
2022-12-31

12
内蒙古野生植物蛋白质功能预

测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

24 王娟
2021-01-01
2023-12-31

13
大数据生态下奶业上游产业环

节“牛公司”融资风险评估方

法及关键技术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

项目-关键技术攻关项

目

90 安春燕
2021-05-31
2024-05-31

14
多元异构健康医疗数据融合平

台研究及应用

内蒙古自治区应用技

术研究与开发项目
89 李华

2020-06-01
2022-03-31

15

城市电动自行车大数据采集治

理及电池灾害预警平台（子项

目：电动自行车大数据治理与

分析核心技术与方法）

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

其他项目
48 王燕

2021-01-01
2023-12-31

16
2023 年度内蒙古自治区高等

学校青年科技英才支持计划-
刘维东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

项目-内蒙古自治区高

等学校青年科技英才

支持计划

30 刘维东
2023-01-01
2025-12-31
(2022 年立项)

17
马铃薯生产智慧管控关键技术

研发及应用-自治区重大专项

子项目

内蒙古自治区重大专

项
27 张志斌

2021-06-28
2023-06-28

18
面向复杂环境的能量收集型无

线传感器网络的数据传输理论

和方法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
10

李乌云格

日乐

2021-01-01
2023-12-31

19
深度学习赋能的以太坊区块链

网络钓鱼检测机制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
10 崔波

2022-01-01
2024-12-31

20
容器云中基于分布式图计算的

服务实时推荐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
10 于磊

2022-01-01
2024-12-31

21
虚假评论的治理—基于信誉系

统设计的视角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
7 陈立荣

2021-01-01
2023-12-31

22
基于压缩域知识的快速多流视

频分类框架的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
7 马明

2021-01-01
2023-12-31

23
从复杂系统和深度学习角度探

索科学评价预测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
7 班志杰

2021-01-01
2023-12-31

24
面向蒙汉语音翻译的资源库自

动构建方法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
6.5 张晖

2020-01-01
2022-12-31

25 区块链跨链技术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
6.5 张珺

2020-01-01
2022-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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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面向生态大数据应用的智能服

务创建与组合技术研究

内蒙古纪检监察大数

据实验室
5 王燕

2021-05-30
2022-05-30

27
大规模知识图谱可解释可微分

嵌入表示方法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科

学基金-博士项目
5 杜治娟

2020-01-01
2022-12-31

28
基于知识图谱的牧场融资信用

评估及风险预警系统

惠商商业保理有限公

司
20 安春燕

2022-04-13
2023-04-13

29
医保微腐败案件智能调查技术

研究与应用

内蒙古纪检监察大数

据实验室
7.5 王燕

2022-01-01
2022-12-31

表 3.3.2 学位点 2022 年主要发表论文列表

序号 论文名称 期刊/会议名称 作者 收录情况 发表时间

1

A Utility Game
Driven QoS

Optimization for
Cloud Services

IEEE Transactions on
Service Computing（TSC） 王燕

SCI-2 区

CCF-A 2022-01-01

2

Discovering the
influences of the
patent innovations
on the stock market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

（IPM）
刘维东

SCI-1 区
CCF-B

2022-05-01

3

An elastic
recommender

process for cloud
service

recommendation
scalability

Concurrency and
Computation: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CCPE）

祁瑞东

（学）

CCF-C
SCI-4 区

2022-05-28

4

Opportunistic
Network Routing

Algorithm Based on
Ferry Node Cluster
Active Motion and

Collaborative
Computi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ireless Algorithms,

Systems, and
Applications（WASA＇22）

许岗 CCF-C 2022-12-14

5

How Does fake
review Influence
E-Commerce

Platform Revenue?

Asia-Pacific Network
Operations and

Management Symposium
（APNOMS＇22）

陈立荣 CCF-C 2022-09-28

6

Innovation
Hierarchy Based

Patent
Representation

Model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Neural

Networks（IJCNN＇22）
刘维东 CCF-C 2022-07-18

7

Dirichlet Mixture
Model of Hawkes
Processes Based
Patent User Role
Discovery Model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Neural

Networks（IJCNN＇22）
刘维东 CCF-C 2022-07-18

8

A Routing
Algorithm based on
Social Closeness

and
Spatio-Temporal

International Computer
Software and

Applications Conference
（COMPSAC＇22）

刘占国

（学）
CCF-C 2022-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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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on Degree

9

2-Hop Routing
Strategy for
Overlapping

Communities based
on Social Intimac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Work in
Design(CSCWD＇22)

刘占国

（学）
CCF-C 2022-05-04

10

An Efficient Big
Data Storage

Service
Architectur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Work in
Design(CSCWD＇22)

王燕 CCF-C 2022-05-04

11

Responsive and
intelligent service
recommendation
method based on
deep learning in
cloud service.

Frontiers in genetics
（FRONT GENET） 于磊 SCI-3 区 2022-11-25

12

A Reverse
Modification

Method for Binary
Code and Data

sensors
（SENSORS-BASEL） 于磊 SCI-3 区 2022-10-27

13

A resource
scheduling method
for reliable and

trusted distributed
composite services

in cloud
environment based

on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ntiers in genetics
（FRONT GENET） 于磊 SCI-3 区 2022-10-13

14

Editorial: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in

Molecular
Phylogenetics

Frontiers in genetics
（FRONT GENET） 王娟 SCI-3 区 2022-07-14

15

AMethod of
Chinese 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BERT Model and
Coarse-Grained

Featur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ICNLP＇22）

王亚飞

（学）
CCF-C 2022-08-26

表 3.3.3 学位点 2022 年获批专利列表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发明（设计）人 专利类型 获批时间

1 一种基于绿色作物特征提取

不变性的立体视觉导航方法
张志斌；李平（学） 发明专利 2022-11-11

2 一种基于 FPGA 的田间视频

图像实时分割系统及方法

张志斌；许冰（学）；斯勤

夫
发明专利 2022-09-16

3 一种抽象笔记生成方法、计

算机装置及可读存储介质

王燕；白培翔（学）；于灏

（学）；韩晨（学）；崔刚
发明专利 2022-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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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刘虹（学）

4 一种专利价值转换的分析方

法和系统

刘维东；张全平（学）；郭

旭（学）；乔文博（学） 发明专利 2022-04-15

（四）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位点支撑研究生学习、科研的平台情况】

学位点依托内蒙古自治区云计算与服务软件工程实验室、内蒙古自治区

社会计算与数据处理重点实验室、内蒙古自治区大数据分析技术工程实验室，

建设了四个大型仪器设备平台。其中，容器云平台为本年度新建平台。① IaaS

云计算平台，投入 450万元购置 IBM Flex System等设备，为从事云计算与服

务软件方向研究的师生提供私有 IaaS云服务，支撑科研教学与成果示范应用；

② 大数据分析平台，投入 280万元购置浪潮（中国）NF5280M5等设备，为

从事领域大数据分析服务方向研究的师生提供高性能计算服务，支撑教学科

研与成果应用；③ 深度学习推理平台，投入 530万元购置 NF5468M6浪潮（中

国）等设备，为从事人工智能软件服务方向研究的师生提供深度神经网络训

练服务，支撑教学科研与成果应用；④ 容器云平台，投入 295万元购置华为

Taishan200等设备，为从事软件服务工程方向的师生提供弹性的容器应用管

理服务，支撑教学科研与成果应用。

近年来，学校及学院与广东顺德创新设计研究院、昆山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六院情报信息研究中心、联通系统集成有限公司内蒙

古分公司、内蒙古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生态环境大数据有

限公司、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内蒙古敖云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等 20余家单位建立起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及软件工程领域的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形成了良好的联合研发及联合培

养合作。其中，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六院情报信息研究中心、联通系统集成有

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内蒙古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获批自治区级研

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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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制度建设、奖助水平、覆盖面等情况】

根据学校统一要求和工作部署，学院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包括学业资助、

优秀奖励、勤工俭学、困难补助、助学贷款等在内的研究生奖助学金管理体

系。近两年，结合工作实际，学院进一步制定并完善了《突发事件补助金管

理办法》、《研究生特殊困难补助管理办法》、《研究生家庭经济困难新生

入学资助》等文件。

2022年，本学位点在读研究生 95人。其中：2人获得国家奖学金，共计

40000元；2人获得自治区奖学金，共计 20000元；23人获得学业奖学金，共

计 184000元；94人获得国家助学金，共计 572800元；9人获得研究生特殊

困难补助，共计 7800元。全年奖助学金覆盖率为 98.95%，总计奖助金额 824600

元，生均 8680元。

四、人才培养

（一）招生选拔

【本学位点研究生报考数量、录取比例、录取人数、生源结构情况，以

及为保证生源质量采取的措施】

近年来，学位点不断强化招生工作：①适当增加学位点招生名额，优化

学科总体布局；②加强宣传工作，特别是针对本校毕业生及推免生的宣传；

③不断优化招生工作组织形式及考核内容，公平公正公开地选拔优秀考生；

④持续强化培养工作，着力提升培养质量及就业质量，增强优质生源吸引力。

通过上述措施，本学位点第一志愿考生数量及生源质量不断上升，2022年第

一志愿考生数量首创新高，达到 212人，远高于招生人数，为培养质量及就

业质量的提升形成了良好的正向循环。

近两年学位点招生录取情况如表 4.1.1所示。学位点招生人数、第一志愿

报考人数、第一志愿录取人数及比例、高水平院校（相关学科建设水平高于



— 415 —

我校或与我校相当的院校）生源录取人数等均呈上升趋势。特别是第一志愿

录取比例，2021年和 2022年均达到 100%，说明近年来学位点建设情况总体

向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考生关注。详细对比如图 4.1.1所示。
表 4.1.1 近两年学位点招生录取情况统计

年度
报考
人数

录取
人数

第一志愿
录取人数

调剂录
取人数

第一志愿
录取比例

生源结构情况
高水平院校
录取人数

其他院校
录取人数

高水平院校
录取比例

2022 年 212 30 30 0 100 % 5 25 16.7 %

2021 年 83 30 30 0 100 % 4 26 13.3 %

图 4.1.1 近五年学位点报考人数、录取人数、第一志愿录取人数及比例对比

（二）思政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课程思政、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理想信念

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生党建工作等情况】

① 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及课程思政教育。开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自然辩证法概论》《研究生学术规范与创新创业》等思想

政治理论课程。本年度，学位点继续推进研究生课程思政教学工作，要求各

门课程遵循青年学生认知规律，结合学科专业背景，在专业课程中创新教学

模式，将思政教育元素融入专业课程教学活动中。

② 加强思政工作队伍建设。落实导师第一责任人及立德树人等职责要

求；制定“一人多岗、一岗多责、专兼结合”的思政队伍建设方案；为每一

个研究生教学班配备辅导员；实行“导师+辅导员”双重管理制度；加强基层

组织建设，为每一届研究生选派党员教师任支部书记，强化研究生党建工作；

建立表彰奖励机制，激发并强化思政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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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与管理。建立了院领导联系班级制度；对课堂

教学、学术讲座等教学活动以及学生班级群等媒介进行严格审查和管控；依

托学院网站和学生自主创立的“内大计算机学院青春 e 彩”微信公众号等媒

体平台，创作并发布青年学生喜闻乐见、形式多样的网络文化精品，构建网

络思政平台。

④ 着力构建三全育人工作体系。依托研究所开展科研交流指导和党团学

习活动，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党建带团建，组织学生参加教工学生

联合党日活动，增强基层组织活力及凝聚力，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力争将知识传授、创新能力培养、思想价值引领融入到人才培养全过程，构

建全员参与、全过程联通、全方位驱动、多维度协同的三全育人工作体系。

（三）课程教学

【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课程教学质量和持续改进机制，

教材建设情况】
表 4.3.1 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主讲教师 职称 学分

1 应用数学基础 学位课 侯宏旭、杜治娟 教授、副教授 3

2 高级算法设计与分析 学位课 周建涛、张晖 教授、副教授 3

3 软件工程理论基础 学位课 孙涛、邢熠 教授、讲师 3

4 软件体系结构 学位课 赵俊峰、孟和吉雅 教授、副教授 3

5 机器学习 选修课 魏宏喜、苏向东 教授、副教授 3

6 高级分布式系统 选修课 刘靖、崔波 教授、副教授 3

7 深度学习 选修课 魏宏喜、张晖 教授、副教授 2

8 软件分析与测试 选修课 李华、邢熠 教授、讲师 2

9 移动应用开发 选修课 马明、范君 讲师、高级实验室 2

10 软件服务工程 选修课 王燕、于磊 副教授、讲师 2

11 软件工程管理 选修课 周建涛、王显荣 教授、副教授 2

12 云计算技术 选修课 高永强、于磊 副教授、讲师 2

13 边缘计算技术 选修课 刘靖、高永强 教授、副教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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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据科学与工程 选修课 王燕、王少鹏 副教授、副教授 2

15 知识图谱技术 选修课 诺明花、杜治娟 副教授、副教授 2

16 生物信息学 选修课 王娟、陈立荣 教授、讲师 2

17 软件与信息安全 选修课 张俊星、敖腾河 教授、副教授 2

18 高级计算机网络 选修课 李茹、张俊星 教授、教授 2

① 课程安排及教学管理。本年度学位点完成了硕士生培养方案修订，新

方案从 2022 级开始实施。依据《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试行）》，结合我校

实际情况，重新修订了专业学位课和专业选修课课程列表，覆盖了核心课指

南中多数课程，课程信息如表 4.3.1 所示。其中，专业学位课以及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是三个研究方向的基础课程；软件分析与测试、软件工程管理、软

件与信息安全等专业选修课支撑“软件工程理论与技术”方向；软件服务工

程、高级分布式系统、云技术技术、边缘计算技术等专业选修课支撑“软件

服务工程”方向；数据科学与工程、知识图谱技术、生物信息学、移动应用

开发等专业选修课支撑“领域大数据分析服务”方向。

由课程组负责人分别组织各门课程负责人，经过单课程教学内容、多课

程组合衔接等相关讨论之后，完成了全部专业课教学大纲的制订或修订。学

校及学院要求教师积极承担研究生课程教学任务，在职称评定及岗位职责中

对研究生课程教学、学生指导、教学建设等方面均有明确规定。并成立研究

生教学督导组，定期开展课堂教学听课、学生反馈调查等工作，通过分析研

讨等形式，监督并推动课程质量持续改进。

② 持续改进及教材建设。学院以科教融合教学模式为导向，要求课程内

容与科研创新相结合，教学模式应以学生参与创新训练为改革核心。以《应

用数学基础》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项目为代表的课程改革成效明显，与科研

创新相结合的授课模式深受学生欢迎。多数主讲教师都采用了经典教材结合

最新文献的教材体系，并逐年扩充案例优化讲义，通过不断建设与积累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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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自编教材。《应用数学基础》等课程主讲教师正在积极探索和推进教材

编纂工作。

（四）导师指导

【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情况，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度要求和执

行情况，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制度建设和落实情况】

学院依据《内蒙古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办法》《内蒙古大学专

业学位研究生行业导师聘任及管理办法（暂行)》等相关文件中规定的条件和

程序严格选聘导师及行业导师，保证队伍质量。对于新聘任的研究生指导教

师，学校研究生院每年例行组织岗前培训，学位点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也对新

晋导师的职责和工作等进行指引帮助。对于全体导师，学位点每学期至少举

行一次导师例会，并进行若干次专题会或研讨会，不断强化最新培养要求及

理念，提升培养质量。

学位点明确规定导师第一责任人及立德树人职责，导师负责研究生日常

学习、科研工作、学位论文、思想政治、心理健康、学术道德等全面指导工

作，并及时处理和解决指导过程中的各种专业技术问题。学位点执行严格的

导师考核制度，对违反学校规章制度造成严重后果、违反学术道德、三年内

没有项目和论文的导师，给予暂停招生的处理；对于因主观原因三年未招生、

无法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因故被解除高级职称的导师给予取消研究生指导

教师任职资格的处理。

（五）学术训练

【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及科教融合培养研究生成效，包括制度保证、经

费支持等】

学位点建立了研究生学术训练及实践教学体系，包括课程训练、科研训

练、学术活动三个层次，全面提升研究生学术研究能力，包括文献阅读能力、

实验设计及实施能力、发现并解决学术问题的能力、评价与综合能力、语言

表达及论文写作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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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课程训练。不断强化科教融和的教学模式改革，在课程教学中最新文

献及研究案例，将课程学习与文献阅读、科研实践等学术训练相结合，使学

生具备课程相关的科研能力。学院鼓励科研人员将科研成果转换为课程案例

资源，目前智能信息处理、大数据分析、无线网络等方向部分科研成果已经

成功引入课程教学及课程训练，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了科研

实践能力。

② 科研训练。一方面，学院要求研究生通过参加导师科研项目的方式，

全面提升科研能力；另一方面，学院与多家企事业单位开展科研合作，建立

校企协同创新合作机制，派遣研究生到合作单位实习实践，及时将最新行业

需求和前沿科研成果融入到研究生科研训练中；同时，学院鼓励研究生在导

师指导下申报并开展创新项目研究，项目资助额度为 5000 至 10000 元，强化

研究生自主创新能力培养。

③ 学术活动。要求研究生学习期间必须参加学术活动，记录活动内容，

总结活动收获。要求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参加 5 次学术活动，并至少完

成 1 次组内学术报告。

（六）学术交流

【研究生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的基本情况，国际合作交流等方面的改

革创新情况】

学校设立专项经费，资助研究生国际交流及访学。对于参加国外顶级学

术会议的研究生，学校资助 15000-20000元差旅费等相关费用；学校还支持

并资助研究生进行 3-12个月出国访学。

学院要求导师鼓励并通过科研项目资助研究生参加国内外高水平学术会

议及学术培训，开拓国内外合作培养渠道，举办高水平学术会议或邀请国内

外专家学者来校交流讲学，并将上述工作纳入教师绩效考核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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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学院承办了“蒙汉语音翻译关键技术研讨会”“蒙古语智能

信息处理技术及其应用知识讲座”“第十三届亚太网构软件研讨会

（Internetware 2022）”等学术会议或论坛，本学位点多数研究生参与其中；

同时，本年度很多学术会议及讲座都通过线上方式进行，导师们多次组织研

究生集中听会。本年度学位点研究生代表性学术交流情况如表 4.6.1所示。
表 4.6.1 本年度研究生代表性学术交流情况

序

号
学术交流名称 学术会议名称 学术交流类型 时间 地点

参加

人

1

Improving Gaming
Experience with
Dynamic Service

Placement in Mobile
Edge Computi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ireless
Algorithms,
Systems,

andApplications
（WASA＇22）

CCF-C
学术会议分会

报告

2022-12-14~2022-12-17 大连，

中国
徐铮

2

Increasing
representative
ability for topic
representa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ftware
Engineering and

Knowledge
Engineering（SEKE＇

22）

CCF-C
学术会议分会

报告

2022-06-29~2022-06-30 线上
汤爱

玲

3

A Routing Algorithm
based on Social
Closeness and
Spatio-Temporal
Interaction Degree

International
Computer Software
and Applications

Conference
（COMPSAC＇22）

CCF-C
学术会议分会

报告

2022-06-27~2022-07-01
福尼亚

州，美

国

刘占

国

4

2-Hop Routing
Strategy for
Overlapping

Communities based
on Social Intimac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Work
in Design（CSCWD＇

22）

CCF-C
学术会议分会

报告

2022-05-04~2022-05-06 杭州，

中国

刘占

国

5

Load Balancing
Aware Task

Offloading in Mobile
Edge Computi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Work
in Design（CSCWD＇

22）

CCF-C
学术会议分会

报告

2022-05-04~2022-05-06 杭州，

中国

李泽

民

6

Multiple Workflows
Offloading Based on
Improved Deep
Q-Network in
Mobile Edg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Work

CCF-C
学术会议分会

报告

2022-05-04~2022-05-06 杭州，

中国

刘卫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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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ing in Design（CSCWD＇
22）

7

A Method of
Chinese 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BERT Model and
Coarse-Grained

Featur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ICNLP＇

22）

CCF-C
学术会议分会

报告

2022-08-26~2022-08-28 习安，

中国

王亚

飞

（七）论文质量

【体现本学位点特点的学位论文规范、评阅规则和核查办法的制定及执

行情况。本学位点学位论文在各类论文抽检、评审中的情况和论文质量分析】

学校制订了《关于使用“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的通知》《内蒙古大

学论文质量监控实施办法》《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格式要求》《内蒙

古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工作办法》《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

辩规程》《内蒙古大学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等相关文件，规范培

养保障质量。学院建立了完善的审查监控机制，包括开题报告、中期考核、

预答辩、机器查重、双盲评审、论文答辩等，全部论文均采用第三方平台双

盲评审，各环节严格考核，全过程严格监控，确保论文质量。本学位点 2022

届研究生 11 人，实际毕业 10人，1 人因四级未通过申请延期毕业。本年度共

送审论文 10篇，机器查重全部通过，平台盲审全部通过，论文答辩全部通过，

全部授予学位，论文成绩如表 4.7.1 所示。本年度无抽检不合格。

表 4.7.1 本年度研究生学位论文成绩(按学号排序)

序号 学号 姓名 专业 论文评审结果 论文答辩成绩

1 31909043 王子健 软件工程 82, 80 3A2B

2 31909044 董宁 软件工程 88, 83 2A3B

3 31909045 王春娜 软件工程 86, 82 2A3B

4 31909046 杨登辉 软件工程 83, 65 2A3B

5 31909048 李沅聪 软件工程 80, 68 3A2B

6 31909049 董淑媛 软件工程 87, 72 2A3B

7 31909050 楼轩宇 软件工程 91, 75 2A3B



— 422 —

8 31909051 冯科 软件工程 78, 72 2A3B

9 31909052 王艳平 软件工程 83, 70 5A

10 31909053 苗媛 软件工程 85, 69 4B1C

（八）质量保证

【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强化指

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分流淘汰机制等情况】

学校和学院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和我校办学实际，制定了严格规范的研究

生分流淘汰制度，强化研究生培养全过程监控及质量保证。本年度修订的培

养方案中，进一步明确了培养方式、论文环节以及各环节组织形式等要求，

提出了与学位授予标准一致的创新性成果评价要求，破除“五唯”因材施教，

提出了终止学业等分流淘汰方面的具体要求。具体包括：课程学习考核、国

家英语四级、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中期考核、预答辩、查重、盲审、答辩等

环节及要求，不通过者不能申请学位，学位申请原则上不能超过两次，申请

学位最长年限按照学校相关文件规定执行。学院落实导师论文指导及质量管

控责任，要求导师提升指导质量，在开题报告、中期考核、预答辩等考核环

节进行分流淘汰，尽量避免低质量论文进入最终的论文答辩环节。

为有效落实《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文件精神，使研究生导师更好

地承担起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首要责任。学院在培养导师责任意识，健全

培养工作制度以及完善考评体系三个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通过各种

师德师风建设主题工作会议，明确导师在研究生的招生、培养、资助以及学

术评价等方面的责任，不断强化研究生导师的履职意识。通过建立与健全研

究生在开题报告、中期考核、学术活动、科研记录、企业实践、论文答辩等

各个培养环节的工作流程和实施办法，全面提升导师指导质量。通过健全导

师考评体系，加强对研究生导师资格审定、师德师风、工作业绩等方面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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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和管理，师德师风考核采用一票否决制，充分发挥导师的学术道德和学术

诚信楷模作用。

(1)2022 级研究生 (2)2021 级研究生

(3)2020 级研究生 (4)2019 级研究生

图 4.8.1 在校研究生培养质量保证调查结果

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增加，保证培养质量一直是学位点建设的重

点。近年来，我院通过严格考核、平台盲审、分流淘汰等机制狠抓培养质量。

学院对本学位点近四年研究生进行培养质量保证方面评价调查详情如图 4.8.1

所示，各年级学生对于硕博连读、培养环节管理及分流淘汰等执行情况总体

评价良好，绝大多数同学认为评价标准比较严格，充分说明了同学们对学院

在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方面的肯定和认可，这也说明学院研究生培养质量管

控方面富有成效。

（九）学风建设

【本学位点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学术不端行为处理情况】

学校和学院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

神，按照教育部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相关文件要求，在制度建设、培养

过程和导师培训等环节多措并举，引导研究生树立学术规范理念，建立良好

学风，不断提升道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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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制度体系建设，通过研究生考试及学位论文相关管理规定，规范研

究生培养各环节，保证研究生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通过严格考试纪律，树

立良好考风学风；通过开题、中期、预答辩等全过程考核，关注论文相关工

作进展情况，要求研究生循序渐进完成论文工作；严格开展研究生学位论文

机器查重检测工作，对所有申请学位的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检测；委托第三

方学位论文评审机构，通过送审平台对所有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展双盲评

审工作。

将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纳入新生入学第一课，在学院入学教育大会

上开展相关专题讲座。开设公共必修课《学术规范和创新创业》，引导研究

生树立学术规范及创新理念。要求辅导员践行立德树人理念，在日常学生工

作中把道德品质、学术规范、良好学风建设作为重点工作抓好抓牢。

落实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的要求，不断强化对研究生导师资格

审定、师德师风、工作业绩等的监督和管理，要求导师对其指导的研究生进

行学术道德和学术诚信教育，并对学生学术成果规范性进行检查和审核。将

新任导师培训制度化，要求获得研究生招生资格的教师必须参加新增导师培

训会。组织导师收看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

通过上述措施的严格落实，有效保证了广大师生遵守学术道德与学术规

范，树立良好学风，不断提升道德水平。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未出现学术不端

行为。

（十）管理服务

【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情况，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情况，在学研究生

满意度调查情况等】

学校学院高度重视研究生管理服务及权益保障工作，建立研究生权益保

障制度，将权益保障工作贯穿于研究生学习科研工作生活全过程。学院设有

分管副院长、专职教学秘书、研究生辅导员及党团工作队伍、研究生导师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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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等对研究生进行管理与服务，研究生管理服务队伍完整齐备、结构合理，

各层次管理服务人员能够把握软件工程专业研究生培养规律与要求，熟悉研

究生管理服务业务，能够全面了解各类研究生的科研和生活需求，能够熟练

运用“研究生教育综合管理系统”，提升研究生管理信息化水平，力争做到

管理服务工作细致、准确和高效。

在研究生培养工作和授予学位等方面，保障研究生能够按照既定的培养

方式和培养计划接受高质量的研究生培养，避免培养过程随意性导致研究生

学习工作权益受到损害。在校研究生拥有对学校做出的纪律处分提出书面申

述的权利，学校学生申述处理委员会必须按照规定的处理流程和时间受理学

生申述并做出复查结论，提出申述学生对复查结论持有异议的，可以向内蒙

古自治区教育厅提出书面申述。

学院学位分委员会、研究生督导组以及导师队伍对研究生日常教学科研

情况进行督察与自查。为充分了解研究生对学习科研活动的满意度，制定了

教学科研质量跟踪与反馈制度，适时收集学生的反馈信息，及时发现教学科

研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解决，并将这些反馈信息进行总结和分析，在研

究生培养方案调整、教学大纲修订和教学方法改革时做以参考。

学院对本学位点近四年研究生的管理服务状况满意度调查详情如图

4.10.1-图 4.10.5所示。从图 4.10.1 和图 4.10.2 可以看出，各年级研究生整体

对学院及学位点建设满意度较高，特别是高年级学生，对学院及学位点情况

更为了解，调查结果更具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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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1 在校研究生选择本专业原因调查结果

图 4.10.2 在校研究生学科建设满意度调查结果

从图 4.10.3可以看出，各年级学生对研究生培养及条件保障总体评价良

好。随着我院蒙古文智能信息处理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及生态大

数据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培育）的相继获批和不断建设，学院可以提供更

为优质的科研及学习环境。同时，学校及学院各项管理服务、奖助学金制度

及就业指导与服务也在不断发展和改进，进一步保障了学位点管理服务成效。

(1)2022 级研究生 (2)2021 级研究生

(3)2020 级研究生 (4)2019 级研究生

图 4.10.3 在校研究生培养条件保障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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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2 级研究生 (2)2021 级研究生

(3)2020 级研究生 (4)2019 级研究生

图 4.10.4 在校研究生课程体系调查结果

(1)2022 级研究生 (2)2021 级研究生

(3)2020 级研究生 (4)2019 级研究生

图 4.10.5 在校研究生学习环境调查结果

从图 4.10.4和图 4.10.5可以看出，各年级学生对于本学位点课程体系及

学习环境总体评价良好，特别是 2019级学生，满意度明显高于其他年级，作

为毕业生，他们对学院及学位点情况更为了解，调查结果更具说服力。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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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点建设及不断完善，让研究生有更多的机会学习前沿知识，拓展学术视

野，快速提升科研能力。

（十一）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毕业研究生的就业率、就业去向分析，用人单位意见反馈和

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情况】

学院积极开展用人单位走访调研，建立就业动态反馈机制，及时发布人

才需求及就业状况，在用人单位与毕业生之间构建桥梁，大力推动就业工作。

开展用人单位意见反馈和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促进培养质量不断提升。

2022 届本学位点毕业生总人数为 10 人，就业人数为 10 人，就业率为

100%。2022届毕业生就业流向分析如表 4.11.1所示。本专业人才需求旺盛，

就业率与就业质量较高，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满意的就业单位。

表 4.11.1 2022 届毕业生就业流向分析

单位性质 人数（人） 占比（%）
国有企业 8 80.00%

其他 1 10.00%
事业单位 1 10.00%

经过和用人单位沟通与确认，各单位对于毕业生的总体满意度为 100%，

尤其是在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自学能力方面给出了极大的认可。毕业生在用人

单位均身处核心部门，并在部门中从事较重要的工作，同时做到了工作认真

负责，受到了部门领导的一致好评，发展前景较好，发展质量较高。从用人

单位反馈意见可以看出，本学位点具备较高的培养质量。

五、服务贡献

（一）科技进步

【科研成果转化、促进科技进步情况】

学位点依托蒙古文智能信息处理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生态

大数据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培育）、内蒙古自治区云计算与服务软件工程

实验室、内蒙古自治区社会计算与数据处理重点实验室、内蒙古自治区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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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分析技术工程实验室等科研平台，服务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积极参与

支持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兴蒙”行动计划。于 2022年进一步研发了蒙古语语音

合成、蒙古语语音识别、蒙古文校正、新蒙古文与传统蒙古文相互转换、汉

蒙相互翻译、蒙古文印刷体识别、蒙古文手写识别和蒙古语 AI合成主播等一

系列智能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开发了全球首款蒙古文人工智能云服务平台，

填补了蒙古文智能信息处理领域的多项空白，是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化时代到

人工智能时代的一次重要跨越。该平台已广泛应用于宣传、出版、教育、司

法、政务、公共安全、气象等多个领域，促进了行业智能化转型升级，解决

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智能交互需求，近五年取得的直接经济效益达到 2816

万元，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智能信息化和边疆地区智能信息产业发展起到了

重要推动作用，对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和中蒙两国文化旅游交流，推进国家“一

带一路”倡议具有重要意义。因在少数民族语言智能信息处理研究应用方面

的突出成就，该成果荣获了教育部2022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

学技术）——科技进步二等奖（2023年 6月授奖）和 2020年度“CCF科学

技术奖”——科技进步杰出奖。

学位点教师受聘自治区政府参事1 人，在国家与省级学术团体任职5 人。

本学院与 CCF软件工程专业委员会、CCF系统软件专业委员会，于 2022年 6

月 11日-12日承办第十三届亚太网构软件研讨会（Internetware 2022）线上会

议，且本届会议由中国计算机学会（CCF）主办，得到了 ACM 协会的大力

支持，吸引了来自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企业 60余人参会。参加中国计算

机学会大数据专业委员会、数据库专业委员会、信息系统专业委员会、软件

工程专业委员会、中国测绘学会位置服务工作委员会等协会组织的学术交流

与工业界成果交流活动 25人次。进一步的提升了学科的学术影响力。

（二）经济发展

【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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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点有两位教师参与智库建设与咨政工作。王俊义教授担任内蒙古自

治区政府参事，于 2022年 7月 19日至 22日参加锡林郭勒盟调研活动，完成

了调研报告《关于自治区生态环境数字化建设的建议》。李华教授作为全国

信标委大数据标准工作组成员，参与了电子信息产业人才培养标准化白皮书

的制定工作，2021年 7月 5日提交第一版，2022年已形成白皮书，预计 2023

年发布。同时，本年度学位点学术和技术骨干为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自治区

林业和草原局等部门提供 3次技术咨询，完成大数据领域相关专业技术培训 5

次。提供了软件工程领域咨询建议及技术支持，助力了国家和自治区经济社

会发展。

自主研发国内首款蒙古文人工智能云服务平台，广泛应用于内蒙古宣传、

教育和文化等多个领域；与内蒙古纪检委、内蒙古生态环境厅、呼和浩特市

大数据局、内蒙古医院、内蒙古日报社、华为、内蒙古移动、内蒙古智慧青

城等多家企事业单位进行产学研合作项目研发。助力自治区高新技术产业提

质增效，促进经济社会效益提升。

（三） 文化建设

【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情况】

长期开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智能信息处理领域研究，自主研发云服务平

台应用于内蒙古宣传、教育和文化等多领域，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贡

献力量。同时，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将知识传授、创新能力培

养、思想价值引领融入课程教学并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向社会输送品学兼

优的高水平人才，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民族团结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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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

内蒙古大学

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学术学位 2022年度）

责 任 学 院

（学院公章）

学院名称：生态与环境学院

负责人：李永宏

授 权 学 科
名称：草学

代码：0909

授 权 级 别
 博 士

 硕 士

2022 年 12月 10 日

编 写 说 明

一、封面中学术学位授权点的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 2011

年印发、2018年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填写，只有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点

的，授权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育委员会 1997 年颁布的《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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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填写；专业学位授权点的类别名称及

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 2011 年印发的《专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填

写；同时获得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的学科，授权级别选“博士”。

二、本报告采取写实性描述，能用数据定量描述的，不得定性描述。定量数据除总量

外，尽可能用师均、生均或比例描述。报告中所描述的内容和数据应确属本学位点，必须

真实、准确，有据可查。所填报各项与时间相关的内容均截至 2023 年 12月 31 日。

三、本报告中涉及的人员均指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在编人员以及与本单位签署全职

工作合同（截至 2022年 12 月 31 日合同尚在有效期内）的专任教师（含外籍教师），兼

职人员如需填写应注明。同一人员原则上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业学位点重复统

计或填写。

四、本报告中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励、教学成果奖励等）应是署

名本单位，且同一人员的同一成果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业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

写。引进人员在调入本校之前署名其他单位所获得的成果不填写、不统计。

五、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一律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处理后编写。

六、本报告文字使用四号宋体，字数不超过 8000字，用 A4 纸双面打印，左侧装订，

页码依次顺序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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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简要介绍本学位点总体情况、获批时间、优势特色、研究方向、国内

外影响力等，一般在 500字以内】

该学位点于 2003年获批，经过近 20年的建设与发展，在退化草地恢复

与重建、乡土草种质资源评价与新品种选育，旱作人工草地建植、草地资源

管理与可持续利用等领域形成了区域特色。

目前，本学位点设置草地资源管理与培育（草原学），乡土草品种选育

（草坪学）和牧草矿质营养生物学三个研究方向，师资 11名，专任教师中有

博士研究生导师 3名，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 9名。

本学位点的学科定位：

（1） 解决国家需求：天然草地是面积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是支撑我

国和自治区畜牧业经济的基础，维系着边疆地区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的稳定；

另一方面，它是重要的生态屏障，对于我国北方乃至东亚的生态安全至关重

要。

（2） 解决自治区面临的迫切需要：由于不合理的草地资源利用方式，

草地退化严重。防止草地退化和恢复已经退化的草地已经成为自治区和国家

目前及未来一定时期内的重要任务，而有效的退化草地改良、恢复与重建技

术、高效的人工草地建植技术、合理的草地管理制度等研究将为政府决策提

供重要的依据和技术支撑。

近年来，结合区域资源与生态环境现状以及国家和地方需求，本学科教

师承担了多项国家和地方重大、重点项目。在典型草原退化草地恢复与人工

草地建植、草地生产力监测与模式研究、草地植物资源开发、草原生态建设

与可持续利用模式方面取得的成果，为解决区域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实

际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和技术支撑。

二、目标与标准

（一）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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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点培养研究生的目标定位】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作风正派，身体健康，学风严谨，具有艰苦奋斗、吃苦耐劳、

开拓进取的精神，勇于探索，团结协作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专

门人才。

学术上“拓宽基础、加深专业、强化能力、突出创新”的原则，系统深

入地掌握草学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了解所研究领域的国际和国内动态，掌

握相关的研究方法和实践技能，培养草学方面的研究型、应用型和复合型高

层次人才。重点培养研究生具备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和进行创造性研究工作的

能力，严谨的科学作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敢于奉献的科学精神。

（二）学位标准

【符合本学位点特点，与本校办学定位及特色相一致的学位授予质量标

准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1）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基本学制为 3年，申请学位最长年限为 5年，

即自研究生入学之日起到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通过其学位论文的时间为 5

年。申请提前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在校学习年限不得少于 2.5年，必须完成培养

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和所有必修环节。

（2）研究生培养实行学分制，总学分不少于 32学分。课程学习部分要

求在 1年内完成。研究生既要完成规定的专业理论知识学习，也要加强政治

理论学习和自身的政治修养。政治学习应与政治、形势、政策、法制和道德

教育相结合。各类别课程学分要求如下：

公共学位课 7学分；公共选修课 1学分；专业学位课 12学分；专业选修

课 12学分（可选择跨学科 2~4学分）。

在完成上述课程的基本学分外，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取得创新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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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以达到培养科研综合能力的目的。

（3）草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以理论课程学习和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要求

研究生将专业理论知识灵活运用于科学研究与实践之中。通过理论学习、科

研工作和实践训练，掌握基本的科学实验技能，培养独立开展科研工作和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采取导师负责制。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

人，导师负有对研究生进行学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指导和学术规范教导的

责任。

（5）按照国家对研究生的要求，进行相应课题研究，学位论文应当表明

作者具有申报、承担科研项目和独立解决科研问题的能力。学位论文应具有

一定的科学意义和实践应用价值。硕士学位论文不能少于 2.0万字数（包含图

表）。

（6）研究生完成了培养计划所要求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则准予毕业；

经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通过后授予学位。学

位授予按照《内蒙古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及学位管理相关文件执行。

三、基本条件

（一）培养方向

【本学位点的主要培养方向简介】

本学位点设置了两个二级学科（草原学、草坪学）三个培养方向，即草

原学-草地资源管理与培育、草坪学、牧草矿质营养生物学，具体分述如下。

（1）草地资源管理与培育（草原学）

本方向以草原资源为研究对象，以草地资源的管理、合理规划和草地培

育为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利用“3S”技术等先进的野外监测手段等，进

行与植物的生长发育节律密切相关的季节畜牧业发展问题、不同地区不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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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方式之间的协调与共同发展问题（如区域范围内农区与牧区在放牧时间与

农闲时期的合理协调），以及通过产业之间的合理调整发展经济、减轻草地

压力的方法与途径等方面的研究。2)以人工草地建植与退化草地修复改良研

究为主要研究问题，涉及恢复生态学、实验植物群落学及生态工程学等领域。

以草地资源和草原地区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草地畜牧业为对象，通过

退化草地的修复技术研究、人工草地建植与管理技术研究、草地放牧与割草

技术研究、草地生态系统养分平衡研究、人工植被区划研究及应用生态效率

理论指导草地畜牧业生产等方面入手，着重解决目前制约草地畜牧业发展的

草地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恶化和草地畜牧业效率低下问题。

（2）牧草矿质营养生物学（草原学）

钙、铁和锌是动植物正常生长和发育所必需的矿质营养，它们的含量是

牧草重要的饲用指标。本研究方向在野生牧草资源收集和多样性分析、牧草

矿质营养含量测定、高钙铁锌牧草品种鉴定、牧草转录组测序和矿质营养关

键基因的鉴定方面展开研究，以期挖掘饲用价值较高的牧草品种并揭示牧草

矿质营养平衡的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机制，为后续牧草矿质营养遗传改

良提供遗传靶位和理论支持。本研究方向已完成羊草、紫花苜蓿和黄花苜蓿

的转录组测序和数据分析，已从中挖掘到钙、铁和锌转运相关候选蛋白编码

基因并开展这些基因的功能鉴定工作。已收集野生禾本科和豆科牧草品种近

千种，筛选到羊草、草甸羊茅、无芒雀麦、沙生冰草、紫花苜蓿、白花草木

樨、黄花草木樨、红豆草等高钙、高铁或高锌优质牧草品种，为草原家畜饲

料供给提供参考，也为后续揭示牧草矿质营养平衡的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

学机制提供材料。

（3）草坪学

立足于天然草地丰富的植物物种资源，从雨养型乡土植物的选育入手，

培育适宜的草坪品种。内蒙古草原孕育着丰富的物种资源，许多具有抗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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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寒的良好特性，从草原植物中选育能够适应温带干旱、半干旱气候特点且

坪用特征优良的草坪草种，对于草坪栽培、特别是养护成本的降低具有重要

的价值和前景。主要研究包括。抗旱或雨养型乡土植物品种选育与推广研究：

选择抗旱型乡土地被植物，开展坪用特性和耐旱性评价研究，在此基础上，

完成野生坪用草种驯化、育种工作，最终目标是在半干旱地区城市建植抗旱

型或雨养型草坪，实现城市草地绿化的可持续发展。

以节水灌溉为目标的外来种草坪管理研究：开展草坪需水规律和水分亏

缺对草坪植被结构与功能的影响研究，探讨供水与植被需水的量化关系以及

草坪植被生态用水的形成机理，以便在保证草坪质量和生长的前提下，通过

适当减少灌溉用水量和提高大气降水和灌溉用水的利用效率等途径，使灌溉

用水获得最大的效益。

（二）师资队伍

【各培养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主要师资队伍情况、导师队伍结构和

总体规模】

各培养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构成情况分述如下：（1）草地资源管理学

方向带头人为宝音陶格涛教授，“十三五”国家产业（牧草）技术体系岗位

科学家，现任中国草学会常务理事、内蒙古草原学会副理事长。该培养方向

专任教师 4人，具有高级职称者 2人；（2）草坪学方向带头人为王艳荣教授，

该培养方向专任教师 4人，具有高级职称者 1人；（3）牧草矿质营养生物学

方向专任教师 3人。

本学位点拥有师资 11名，其中，教授（含研究员）2人（18%），副教

授 6 人（55%）；博士 10 人（91%）；45 岁以下 8 人（73%），46-59 岁 2

人（18%），60岁以上延聘人员 1人（9%）。

专任教师中有博士研究生导师 3人，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 9人，专任教

师中有 4人具有海外留学或者进修的经历。队伍中有“十三五”国家产业（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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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 1人、内蒙古“草原英才”1人、内蒙古自治区高等

学校“青年科技英才”1人。

（三）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主要科研项目、学术论文、著作及获奖情况】

2021年度，本学位点主持承担的在研科研项目 14项，包括国家级项目 5

项、省部 5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13篇，其中 SCI收录 7篇。

（四）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位点支撑研究生学习、科研的平台情况】

支撑本学位点的平台为典型草原生态系统教育部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蒙古高原生态学与资源可持续利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拥有的仪器设备 52台

（套），其中大型仪器设备（价格 50万元以上）11台（套），仪器设备总值

达 1858万元，实验室面积 5500平方米。

内蒙古大学支撑本学位点的图书资料丰富，全校印本文献 364.88万册，

拥有中、中外文数据库 112个、电子图书 76.5万种、全文电子期刊 7.61万种。

本学科及其与本学科相关的生命科学、地学等领域的中外文期刊非常全面，

能够很好地满足教学与科研的需要。

（五）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制度建设、奖助水平、覆盖面等情况】

内蒙古大学奖助体系完备。本学位点奖学金种类包括国家奖学金、自治

区奖学金、乌兰夫奖学金、乌可力奖学金、宝钢奖学金、光华奖学金等 10余

种，每年评选一次，凡取得我校正式学籍，已如期注册的在校全日制研究生，

在规定的学制年限内均有资格申请。助学金发放对象为被录取为国家计划内

非定向和国家计划内定向的公费研究生。

为保证研究生奖学金公平、公正，学位点设立奖学金评审小组，集中负

责奖学金的评审工作。评选过程中，严格按照《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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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评选办法》的规定，通过学生申请，评审小组评审和公示获奖名单产生最

终结果；评选时注重考察学生科研成果及创新能力，结合学校相关规定，制

定年度实施细则；各班级通过网站、微信公众平台、召开会议、QQ群、微信

群、公示栏等途径，做到信息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评选办法、评审

细则、名额分配、评选时间等面向所属各班级公开，各班级要面向本班全体

学生公开，公开时间不得低于 5天。

2021年，本学位点有 7人获得奖学金。

四、人才培养

（一）招生选拔

【本学位点研究生报考数量、录取比例、录取人数、生源结构情况，以

及为保证生源质量采取的措施】

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如暑期学校等，吸引并招收更多的优秀生源；另一

方面，积极开展本校、本专业免试生推荐工作，将一定比例的、在本科学习

阶段成绩优秀、综合能力较强的本校本专业学生，接收为推免生，同时接纳

来自其他院校相关专业的推免生。

2021年本学位点共录取研究生 7名，其中第一志愿报考人数 6人，第一

志愿录取人数 6人，录取比例 86%。学生生源来自内蒙古农业大学等高校。

为提高生源质量，积极加大招生宣传，组织相关导师到兰州大学、南京农业

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高进行招生宣传，提高学科点的知名度。

（二）思政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课程思政、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理想信念

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生党建工作等情况】

1、思想政治教育特色与成效

学院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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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实施思想政治工作质

量提升工程，统筹推进“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努力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

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一是紧紧抓住思想政治生命红线。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强化思想

政治工作体系建设。五年来，学院按照“以一流党建促进一流学科建设”的

思路，坚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实开展了以党建工作为统领的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落实落细“三会一课”制度，

规范组织生活。教师党支部均按专业设置，实施了 “双带头人”培育工程，

支部书记均为党建与业务工作“双带头人”，有效促进了党建工作与一流学

科建设融合并进。

二是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学院成立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贯

彻落实学院《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以及自治区《党

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坚持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

领导小组全方位监督促进落实。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

人”的根本问题，学院在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积

极推进“三全育人”，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

全方位育人，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学好专业知识，积极为学生参与实践

创造条件，努力培养一流人才。在课程思政项目申请过程中，学院获批 6门

课程，课程主讲人均为骨干党员教师。

三是处处体现“三全育人”鲜明导向。“三全育人”为新时代高校党建

和思想政治工作改革创新提供了鲜明导向。学院着力推动三个协同，构建“三

全育人”新格局。其一，推动育人主体协同。建立专业课教师、教辅人员、

思政队伍、管理队伍、服务队伍、离退休教师队伍等不同队伍之间的“沟通

协商”机制，让各方面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其二，

推动育人课程协同。制定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建设方案，发挥思政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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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渠道作用，课程思政要发挥好协同效应，深挖每一门课程的思想政治教

育元素，并将其贯穿教师备课、上课、听课、评课各环节，确保课程改革始

终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其三，推动育人模式协同。采用“需求主导、行业

引导、学校主体”的模式，推动产学研融合的育人模式。以人才培养为主，

以生产、教学和科研相辅，全面培养和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充分运用

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相关资源，为社会输送专业性、创新型人才的人才

培养机制。

2、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成效

学院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人才培养首位，不断

加强政治引领，努力培养一流人才取得良好效果。

（1）基层党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以夯实基础，增强活力为重点，加强

组织建设。学院有学生支部 8个，党的基层组织结构进一步完善。

（2）爱国主义教育得到加强。学院利用重大活动、开学典礼、毕业典礼、

重大纪念日、主题党团日等契机和重点文化基础设施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每

周举行升旗仪式，促使广大学生树立崇高思想品德，厚植爱国情怀，增强理

想信念，加深了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了解，

受到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3）政治理论认识不断深入。以支部理论学习为基础，坚决落实“三会

一课”制度和主题党日制度，以形势政策和法治教育为补充，理论联系实际，

平均每年党支部组织政治理论学习 10次，采用支部集中学习、讨论的方式将

思想政治理论活动引向深入。通过课程思政建设，使广大学生将思想政治教

育元素，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知识、价值理念以及精神追求等融入到各

门课程中去，潜移默化地对学生的思想意识、行为举止产生影响，积极引导

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

（4）学生素质教育得到提升，通过参加学校、学院组织的“三下乡”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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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社会实践、社会调查、生产劳动、志愿服务等社会实践活动，广大学生专

业技能得到锻炼，综合素质大幅提高。

（三）课程教学

【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课程教学质量和持续改进机制，

教材建设情况】

授权点设置的核心学位课程为《草地生态学》（呼格吉勒图副教授主讲）、

《草地资源与培育》（宝音陶格涛教授主讲）、《3S技术原理与应用》（牛

建明研究员主讲）、《牧草资源与栽培》（刘志英副教授主讲）。在教学过

程中，高度重视教材的选择，选用国内外优秀教材，并且不断进行更新。同

时，密切跟踪国内外研究前沿，将最新研究成果纳入教学之中。

为了保证与提高教学质量，学校建立了由学生评教制、教学督导制、同

行教师与干部听课评议制构成的“三制并举”研究生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体

系，除邀请教学督导员进行日常教学与质量的督查工作外，学院还有计划地

组织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进行听课，同时组织学生对任课教师及其所授课程

进行打分。针对教学上存在的问题，要求相关教师及时了解并加以改进，而

且要提出下一年度持续改进的思路与实施方案。

1 课程教学改革

（1）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监控和提升主要通过教学质量评价来实现。在

课程教学过程中严格按照《内蒙古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暂行规

定》和《内蒙古大学研究生课程学习考核管理办法》，对研究生课程管理、

任课教师、学生课程学习、课程考核、成绩和试卷管理进行教学质量评价。

研究生课程教学设有《内蒙古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记录表》，从上课考勤、

教学内容、教学评价等方面实现有据有理的教学监控。

（2）学校成立了研究生教学督导组，并通过课程检查、课堂听课、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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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访问交谈、问卷调查、抽查教学文件等方式对研究生教学过程中进行

督导，从而全面了解研究生教学及各培养环节情况的全程监控，保障研究生

的教学质量，加强对其教学环节的监控。

（3）学院建立了由学生评教制、教学督导制、同行教师与干部听课评议

制构成的“三制并举”研究生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每学期期末定期组

织学生通过教学质量评价系统对任课教师及其所授课程进行教学满意度反馈

和教学质量评价，邀请教学督导员进行日常教学质量状况的检查工作，鼓励

教师之间开展听课评议与观摩，党政领导干部按照《内蒙古领导干部听课制

度》的要求，进行教学质量的调研与评价工作。

2 持续改进机制

本学位点始终坚持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以教师教学能力的发展、教学

水平的提高、教学质量的提升为导向，大力开展教学改革，积极推进师生共

同发展的理念，注重针对性和发展性原则，打造优势特色学科，丰富教学内

容。具体措施如下：

（1）建立由课程、专业、学院构成的“三级链接”教学质量持续改进与

考核体系，在每学期课程结束时对持续改进情况进行自评，并撰写自评报告；

（2）建立“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年度自评报告制”，对专业教学质量状

态进行总结，提出下一年度持续改进的思路。学院做好相关专业自评报告的

审核及持续改进的评估工作，在此基础上形成学院年度研究生教学质量报告，

提出进一步改进方案。

（3）在每学年，针对上一学年质量监控与评价过程中出现的明显问题和

改进方案进行整改。

（4）在每学期初，学科组召集所有团队成员开会讨论，共同修订各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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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教学内容。

（5）课程主讲老师每年参加校内外培训不少于 1次，并结合优秀教学案

例和学科发展前沿动态，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

（6）为引导学生对课堂教学内容的解和解决科学问题的力，根据课程内

容有针对性的提出一些专题，组织学生通过文献查阅，案例剖析和课堂谈论

等形式，以此促进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提升。

（四）导师指导

【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情况，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度要求和执

行情况，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制度建设和落实情况】

依据《内蒙古大学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办法（修订版）》、《内蒙

古大学关于制定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办法的指导意见（修订版）》文件

精神，遴选研究生指导教师。研究生指导教师的遴选工作强调以科研为导向，

要求导师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主持一定级别的科研项目，拥有充足的科研

经费，而且还关注导师管理学生的能力。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研究生导师遴选

工作，不断充实导师队伍。

遵照《内蒙古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试行）》（内大发[2008]39

号）、《内蒙古大学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实施细则》（内大发

[2019]31号）等文件的规定，对指导教师进行严格的管理。对新增选的导师

进行上岗培训。在招生时，将招生指标与导师的科研项目与经费、学生学位

论文质量等关键要素挂钩。

要求导师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严格执行学校与学院的相关规定，规

范培养方案的制定、开题、中期考核、论文撰写与送审等环节。

（五）学术训练

【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及科教融合培养研究生成效，包括制度保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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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支持等】

在课程体系中，课程总体内容组成里，安排了实践教学内容。同时对新

入学的研究生，由导师负责到相关的研究基地或实验平台进行实践，现场了

解有关实践内容。

本学位点通过多种途径开展研究生的学术训练工作，形成了“助教、助

研、助管”的学术训练体系。助教即研究生协助导师完成学位等重要课程的

教学工作。期间，通过参与教学，不仅强化了研究生对相关领域理论的学习，

而且锻炼了组织与管理能力；助研是通过参与导师或者指导小组的科学项目，

对研究生进行全面、系统的科研训练，包括实验设计、野外观测、室内分析

测试、数据整理与分析、学术论文撰写等多个环节，为其今后的科研发展奠

定了扎实的基础，也锻炼了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助管即参与项目（实

验室）的日常管理工作，培养学生的交流与管理能力。

本学位点能够保证百分之百的研究生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使得研究生

的学术训练与学术交流有了充分的经费保障。

（六）学术交流

【研究生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的基本情况，国际合作交流等方面的改

革创新情况】

学术交流也是开展研究生学术训练的重要手段。通过“请进来”的方式，

邀请国内外学来学校或者学院做学术报告，让学生广泛涉猎不同领域，活跃

学术氛围，激发学术兴趣；另一方面，也积极鼓励“走出去”，参加国内和

国外举办的学术活动，争取做口头报告或者做墙报展示，宣传自己的科研成

果。

（七）论文质量

【体现本学位点特点的学位论文规范、评阅规则和核查办法的制定及执

行情况。本学位点学位论文在各类论文抽检、评审中的情况和论文质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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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执行学校出台的《内蒙古大学关于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的

若干规定》以及学院制定相关制度，落实论文审核制度，包括学位论文学术

不端行为检测、学位论文双盲评审等，以保证论文质量，只有合格者方可进

入答辩程序。目前，本学位点的硕士学位论文全部采用盲审。2021年，毕业

生学位论文参与盲审，合格率 100%。

（八）质量保证

【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强化指

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分流淘汰机制等情况】

从入学的课程选择、学分考核、开题报告、中期考核及撰写论文答辩，

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强化指导教师

质量管控责任。

依据《内蒙古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暂行办法》、《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外

国语学位课考试和申请学位外国语实施细则》等相关制度，落实分流淘汰。

在学习方面，依据学位课程成绩评定淘汰或降级。另外，依据外语课程结业

成绩、大学英语四级要求等确定延期毕业；在培养过程中，通过开题与中期

考核的手段，监督检查研究进展。

（九）学风建设

【本学位点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学术不端行为处理情况】

为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维护本学科良好教育教学秩序，不断

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促进研究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遵照学校

制定的相关文件精神，在日常管理、学籍管理、学位培养等方面均严格把关。

本学位点高度重视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除了为研究生开设《研究

生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课程外，还利用多种渠道、以不同方式加强学术道

德建设，增强学术规范。例如，邀请专家学者开展科学诚信讲座、在科技论

文写作课程教学中安排相应的授课内容、论文评审与答辩环节对学术不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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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处理。2021年，本学位点没有发生学术不端行为。

（十）管理服务

【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情况，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情况，在学研究生

满意度调查情况等】

建立了研究生奖助评审委员会、研究生学生会、研究生贫困评审委员会

三个主要机构，保障研究生相关权益。

满意度调查表明，硕士研究生对自己的专业普遍很感兴趣，学习风气也

很好；绝大多数的硕士研究生对教学、科研达到了满意及以上水平。

（十一）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毕业研究生的就业率、就业去向分析，用人单位意见反馈和

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情况】

硕士研究生平均就业率为 80%，且以签订就业协议或者劳动合同为主，

占就业人数的 100%。在就业的人员中，70%的硕士研究生被教育和科研单位

录用，到企业工作的占 30%。用人单位对我校毕业生质量从总体素质、敬业

精神、合作精神、社会责任感、知识结构、专业知识、实际工作能力、灵活

性和应变能力、组织管理能力、获取知识和信息的能力、外语实际应用能力、

实践动手能力、开拓精神和创新能力等 14个方面进行评价。结果显示，用人

单位对我校毕业生总体评价较高，其中对我校毕业生的总体素质、敬业精神、

合作精神的总体评价最高，毕业生所具有的扎实的知识结构、实际工作能力

等方面的表现受到单位的普遍好评。

五、服务贡献

（一）科技进步

【科研成果转化、促进科技进步情况】

针对内蒙古生态草牧业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40多年退化草原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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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草地建植和适应性草原放牧和割草技术研究基础，依托所承担的国家重

点研发等多个项目，开展了大规模的生态草牧业技术示范与推广，建立退化

草原生态修复、混播草地建植和适应性放牧和打草技术示范区 33万亩，产草

量平均提高了 10%-15%，并保持了较高的土壤碳汇。同时，注重草原修复、

建植和利用技术培训。

（二）经济发展

【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

本学位点导师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内蒙古自治

区林业与草原工作总站、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林业和草原局等，围绕典型草

原割草场可持续刈割与培育技术、多目标下退化草地修复的理论与因地制宜

技术选择、羊草资源分布及人工草地建植等内容开展技术人员、基层农牧民

培训，参与培训 4人次，累积培训人数 150人次。主要培训情况如下：

1、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培训题目：农牧交错带退化草地多尺度修复技

术集成示范，时间：2021年，培训人数 50余人，通辽市。

2、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培训题目：黄河北岸盐碱化草地生态修复与草畜

平衡技术，时间：2021年，培训人数 40余人，巴彦淖尔市。

3、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林业和草原局，培训题目：黄河流域典型草原刈

割制度与水土保持协同技术，时间：2021年，培训人数 30余人，兰州市。

4、内蒙古自治区林业与草原工作总站，培训题目：草原刈割制度优化与

草甸生态系统稳定性调控，时间：2021年，培训人数 30余人，呼和浩特市。

（三） 文化建设

【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情况】

基于长期的草地生态学研究积淀，积极开展科普宣传工作。以草地生态

学研究基地为载体，为地方进行生态文明与生态保护知识普及，收到了良好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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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学

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学术学位 2022年度）

责 任 学 院

（学院公章）

学院名称：经济管理学院

负责人：杜凤莲

授 权 学 科
名称：工商管理学

代码：1202

授 权 级 别
□ 博 士

■ 硕 士

2023 年 3 月 31日

编 写 说 明

一、封面中学术学位授权点的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 2011

年印发、2018年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填写，只有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点

的，授权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育委员会 1997 年颁布的《授

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填写；专业学位授权点的类别名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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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 2011 年印发的《专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填

写；同时获得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的学科，授权级别选“博士”。

二、本报告采取写实性描述，能用数据定量描述的，不得定性描述。定量数据除总量

外，尽可能用师均、生均或比例描述。报告中所描述的内容和数据应确属本学位点，必须

真实、准确，有据可查。所填报各项与时间相关的内容均截至 2022 年 12月 31 日。

三、本报告中涉及的人员均指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在编人员以及与本单位签署全职

工作合同（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合同尚在有效期内）的专任教师（含外籍教师），兼

职人员如需填写应注明。同一人员原则上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业学位点重复统

计或填写。

四、本报告中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励、教学成果奖励等）应是署

名本单位，且同一人员的同一成果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业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

写。引进人员在调入本校之前署名其他单位所获得的成果不填写、不统计。

五、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一律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处理后编写。

六、本报告文字使用四号宋体，字数不超过 8000字，另附 2022年度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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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简要介绍本学位点总体情况、获批时间、优势特色、研究方向、国内

外影响力等，一般在 500 字以内】

1.总体情况。作为内蒙古最早开展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教育的高等院校，

截止 2022 年，本学位点共有在校生 58 人，其中 2022 年招生 23 人，授予学

位 20人。现有专任教师 34 人，研究生指导教师 23 人。生师比为 2.5∶1。

2.获批时间。2000 年获企业管理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003 年获会

计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011 年获得自治区第一个工商管理一级学科

硕士学位授权点。

3.研究方向与优势特色。结合现有教学科研基础与条件，工商管理一级

学科硕士授权点已经形成了企业管理、技术经济及管理、财务与会计 3 个特

色鲜明的优势培养方向。其中，企业管理方向涵盖企业战略管理与治理、企

业创新与创业管理、本土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人力资源管理三个领域；技术经

济及管理涵盖商务智能与大数据分析、数据包络分析以及能源经济与管理创

新三个领域；财务与会计方向涵盖区域产业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评价、环境与

资源的价值计量、公司环境信息管理与披露三个领域，形成了如下优势特色：

（1）瞄准工商管理学科发展目标，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需求和自治区

发展特点，融合“本土+主流”开展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围绕构建多元发展、

多极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培养具备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管理人才，形

成了一批具有前沿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专

业指导，推动工商管理学科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和贡献度不断提升。（2）立足

“大数据技术+管理”的市场新要求，突出强化学生数字化商业洞察和决策分

析能力的培养。聚焦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发展的现实需求，结合能源与环

境大数据、交通大数据和交易大数据等领域发展方向，强化学生理论知识和

实操方法，为新能源、新材料等自治区关键领域注入新生力量。（3）立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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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自治区重大战略需求，依托内蒙古能源、资源及区位优势。结合自治区

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探索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新路径、推动建设“五大任

务”、切实提升保障国家生态、能源、粮食、产业和边疆安全功能等国家相

关战略需求，结合内蒙古大学人才培养布局，围绕资源型企业成长战略、资

源可持续利用管理、能源型企业“碳达峰碳中和”技术发展路径、能源型企

业环境与资源价值评估、能源与资源型企业运营管理、人力资源、技术创新

与创业管理等主题开展科研工作，提高企业成长发展质量及效益。（4）形成

能源经济与战略管理研究中心、能源与碳中和战略研究院等优势平台。依托

平台优势同国内外高校与科研机构有力合作，开展多学科融合交叉的学术攻

关、人才培养和咨政研究。2022 年，本学位点教师共主持科研课题 28项，经

费总额 283.7 万元，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29篇，专著 4 部。

4．研究方向。本学位点设有企业管理、技术经济及管理、财务与会计 3

个研究方向。

5.国内外影响力。（1）立足区域学科发展，学科竞争力强。学位点紧密

结合区域发展需求，学科实力享有高度认可。学位点搭建了“双碳”技术领

域国家层面与区域层面的交流与对话平台，打造能源密集型省份落实“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的教学样板。（2）深耕研究领域，学术影响力优。团队长期

致力于深入研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复杂、独特问题，展示了卓越的学术

洞察力与研究实力。结合地方实际，开展的研究工作不仅推动了北部边疆地

区管理领域的学术发展，更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为相关领域的知识创

新作出了重要贡献。（3）基于高标准培养，毕业生认可度高。立足培养高素

质学术型和高层次国际化人才的目标定位，为国家和自治区输送了大批熟练

掌握公司战略与治理、企业管理、技术经济及管理和财务与会计等学科知识

的高水平复合型人才，获得用人单位的高度评价和广泛认可，形成了良好的

社会声誉。

二、目标与标准

（一）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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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点培养研究生的目标定位，限 300 字】

系统深入掌握本学位点的基础管理理论和专业理论体系，把握主要研究

前沿问题和国内外研究现状，熟练应用大数据分析、系统建模及优化方法与

工具，分析和解决工商管理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开展相

关领域学术研究，形成较为独到的学术见解，并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

力和理论创新能力，具有较高的适应本土化、国际化需求的管理素养。培养

能够胜任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事业单位的教学、研究与管理工作，具备

理论联系实际的应用研究能力或深度参与企业实践的管理能力，兼备信息化

与新商科职业素养的复合型研究人才。

（二）学位标准

【符合本学位点特点，与本校办学定位及特色相一致的学位授予质量标

准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依照国家《工商管理一级硕士学位基本要求》、《内蒙古大学工商管理

硕士学位授予质量标准》和《内蒙古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术学位培养方案》，

2022 年严格执行：

（1）本学位点硕士研究生的基本学制一般为 3年，其中，课程学习时间

为 1.5 年，论文写作时间为 1.5 年。申请学位最长年限为 5 年。

（2）本学位点硕士研究生所修课程总学分不得低于 32 学分。其中，学

位课不得低于 19 学分，选修课不得低于 13 学分。在学期间，本学位点硕士

研究生所修公共学位课必须满 7 学分，公共选修课不得低于 1 学分。所修专

业学位课不得低于 12 学分，专业选修课不得低于 12 学分。以同等学力或跨

学科录取的硕士研究生，至少应补修两门或两门以上（共 6 学分）本学科本

科生主干课程，具体由导师确定，需考核并记录成绩，但不计入研究生培养

总学分。在学期间，本学位点硕士研究生跨学科或专业（主要指经济学类）

选修课程所得学分，计入研究生培养总学分。

（3）个人培养计划是对研究生进行培养和毕业资格审查的主要依据。个

人培养计划一旦确定，就应严格遵守。在实施培养计划过程中，如果确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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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原因而提出修改者，应由本人提出申请、导师同意、院系主管负责人签字

后报研究生院同意，方可进行修改。学术学位研究生在入学后一个月内，在

导师的指导下，根据培养方案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包括课程设置、学期安排、

学习与研究进度、论文开题时间、写作时间安排等。其次，本学位点硕士研

究生在完成培养计划所有课程学分后，即进入论文工作环节，完成研究生培

养过程中的论文必修环节任务：开题、中期考核、参加学术活动和实践。按

照国家对研究生的要求，本学位点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课题研究时间不少于 1

年，硕士学位论文对所研究的课题应当有新见解。本学位点硕士学位论文最

低字数不得少于 3 万字（正文）。在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严格按照《内蒙古

大学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论文的基本要求》和《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

究生在学期间发表论文的基本要求》执行。

本学位点硕士研究生完成了培养计划所要求学分、通过学术不端检测、

论文送审、并通过论文答辩，则准予毕业；经学院教授委员会审核，报学校

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通过后授予学位。学位授予按照《内蒙古大学学位授予

工作实施细则》及学位管理相关文件执行。

三、基本条件

（一）培养方向

【本学位点的主要培养方向简介】

结合现有教学科研基础与条件，工商管理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已经形成

了 3 个特色鲜明的培养方向：

培养方向Ⅰ: 企业管理。本培养方向以管理学和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以

定量与定性分析方法为工具，立足本土化与国际化发展视角，围绕资源型企

业的管理理论、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和创新网络等主题，研究资源型企

业创新理论、人力资源管理与战略、资源型产品市场营销等企业视角下的工

商管理议题。现已形成资源型企业本土企业家研究、本土企业营销管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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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等方向优势与特色，旨在培养新时代背景下，服务于本土资源型产业发

展，具备转型发展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企业管理人才。

培养方向Ⅱ：技术经济及管理。本培养方向以技术经济学、技术创新管

理等相关理论与方法为基础，立足于技术、经济、管理整合的视角，围绕 “大

数据技术+管理”的渗透与应用、拓展和深化技术经济学科内涵等主题，研究

资源技术经济与管理、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技术创新与创业管理、项目管

理等方向。旨在培养研究中国企业现代化进程的技术经济问题、具有较强的

产业分析与政策分析能力、掌握创新与创业管理理论与实用技能以及兼备信

息化与新商科职业素养的复合型研究人才。

培养方向Ⅲ：财务与会计。本培养方向以管理学与经济学相关理论与方

法为基础，熟悉国家财经法规制度与会计准则，拥有客观公正、诚实守信的

职业道德，具备会计学理论与专业技能的应用型人才。结合内蒙古绿色低碳

发展目标对高水平“双碳”会计人才的需求，在自然资源核算与评估，环境

管理会计理论与应用方面进行了理论教学与实践培养有机结合的探索，为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等提供高层次的会计管理人才。

（二）师资队伍

【各培养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主要师资队伍情况、导师队伍结构和

总体规模】

1.各培养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企业管理方向学科带头人许振亮教授，

学术骨干是马富萍副教授和庞大龙副研究员；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带头人是

周瑜教授，学术骨干是胡军研究员（“骏马计划”人才）和李宜洺副教授；

财务与会计方向学科带头人是周冉教授，学术骨干是袁学英副教授和刘斯琴

博士。学科带头人及学术骨干至少有 1 项国家级或省部级在研项目，近 5 年

在相关学科领域的重要期刊发表论文人均超过 5 篇，均具备指导硕士研究生

的水平、能力和经验。

2.主要师资队伍情况、导师队伍结构和总体规模。按照国家《学位授权

审核申请基本条件（2020）》文件要求，本学位点共有专任教师 34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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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高级职称的专任教师有 19 人，占比 55.9%，讲师 15 人，占比 44.1%；具

有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的比例达到 86.5%；45 岁以下专任教师 18 人，占比

52.9%；最高学历是外校的专任教师 29人，占比 85.3%，专任教师的职称、年

龄、学位与学缘结构合理。具有硕士研究生指导资格的教师 18 人，2022 年的

在读硕士生数与硕导数的比例为 14.2%，对照国家标准，本学位点超过了国家

标准。

（三）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主要科研项目、学术论文、著作及获奖情况】

1.本学位点主要科研项目。2022 年，本学位点专任教师共主持科研课题

28项，经费总额达到 283.7 万元。其中：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总数 10项，科

研经费合计 149 万元。横向委托项目 7 项，经费总额 52.7 万元。

2.学术论文及著作出版情况。2022 年，本学位点专任教师共发表学术论

文 29篇。其中，SSCI/SCI 论文 5 篇，CSSCI 论文 14 篇，北大核心期刊 3 篇；

出版学术专著 4部。

（四）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位点支撑研究生学习、科研的平台情况】

本学位点拥有超过 100平米的宽敞工作室，为研究生学习交流提供良好

学习场所。学位点共拥有 6个自治区级科研平台和中蒙俄经济研究院等 6个

校级、院级科研平台。联合建设校外实习实践基地，产学研用一体化协同育

人，支撑学生职业能力培养。截至目前，共建有实践实习基地 11个。科研设

备总价值接近 1900万。购买 JSTOR等 11个期刊数据库；万德等 11个专业

数据库；以及 Arcgis、SAS等 40个应用软件；藏书量总计 6.26万册。

企业管理方向：拥有内蒙古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建的内蒙古新型能源经

济战略研究智库联盟和内蒙古自治区人口战略研究智库联盟，与自治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共建的内蒙古自治区质量发展研究院，与复旦大学共建的内蒙古

能源与碳中和战略研究院，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内

蒙古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基地、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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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研究基地——中国时间利用调查与研究中心，为学生开展企业管理实践教

学提供平台。

技术经济及管理方向：拥有内蒙古自治区地缘经济数据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与西南财经大学等高校共建中国高校数据联盟，与乌拉尔联邦大学共建

中俄行为经济学联合实验室，与复旦大学等高校共建中国国家能源基地绿色

化数字化双转型发展智库联盟，为学生提供数据分析、经济学研究、技术创

新和绿色数字化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平台。

财务与会计方向：依托中国建设银行，上海证券交易和浙商银行等金融

实体，签署“中国建设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与内蒙古大学合作办学框架协

议”和“上交所推动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工程”协议，与中国建设

银行—建行大学持续开展“金智惠民-乡村振兴”万名学子暑期实践活动；与

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内蒙古监管局和国融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合作开展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工程；与浙商银行开展区块链

和科技金融培训，将职业能力培养与行业实践紧密融合。

（五）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制度建设、奖助水平、覆盖面等情况】

1.本学位点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制度建设。学校具有完备的研究生奖助体

系，为研究生顺利完成学业提供坚实保障。结合国家和自治区奖学金、助学

金要求，学校制定出台《内蒙古大学奖助学金工作条例（试行）》等多项制

度，为奖学金、助学金评审提供制度保障；学院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经济

管理学院研究生综合测评办法》等一系列实施细则，确保奖学金、助学金公

开公平公正评选发放，真正发挥奖助学金应有的作用。

为保障贫困生顺利完成学业，学院每年为贫困生建立档案并给予一定资

助，同时协助研究生办理助学贷款；根据实际情况，发放特殊困难补助资助

发生重大疾病或重大事故学生（家庭），解除学生后顾之忧。

2.奖助水平、覆盖面等情况。研究生奖助体系由研究生奖学金、助学金

两部分组成。研究生奖学金包括国家奖学金、自治区奖学金、校长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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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奖学金、光华奖学金、宝钢奖学金、丸山奖学金等 10余种；研究生助学

金包括国家助学金、助研、助教、助管（简称“三助”）岗位助学金，特殊

困难救助金和国家助学贷款等。其中，2022 年获奖情况如下，2 人获得研究

生国家奖学金、1人获得研究生自治区奖学金、59人获得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17人获得自治区学业奖学金、2 人获得丸山奖学金、1人获得小米助学金、3

人获得绿色通道入学资助。其中，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98.33%覆盖，其他奖助

学金覆盖面达 43.33%。

四、人才培养

（一）招生选拔

【本学位点研究生报考数量、录取比例、录取人数、生源结构情况，以

及为保证生源质量采取的措施】

1.本学位点研究生报考数量、录取比例、录取人数。2022 年内蒙古大学

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计划招收 18人（含推免生），报考人数 126 人，推免录

取 1 人，普通考试录取 17人。

2.生源结构情况。（1）生源结构合理。2022 年录取工商管理硕士研究

生 18人中，毕业于区内高校 11人，占总录取人数 61.11%。（2）生源质量较

好。已录取研究生中，12人第一志愿报考内蒙古大学，占总录取人数的66.67%；

1人本科毕业院校为“双一流”，占总录取人数的 5.56%。

3.保证生源质量采取的措施。（1）强化师资力量、建设地区品牌，吸引

优质生源。通过建设特色培养方向，强化师资力量，积极引进国内外知名高

校的优秀博士，充实师资队伍，提升专业的整体教学和科研水平；定期举办

高水平的学术会议、论坛、讲座等品牌活动，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企

业高管等来校讲学交流，不断提升专业在学术界的知名度，保证生源质量。

（2）深化课程改革、提升教学质量，确保生源质量。根据地区市场需求，不

断优化课程设置，增加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文化元素的课程，如民族企业管

理、边疆地区市场营销、草原生态经济等，使学生在掌握工商管理核心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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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具备处理区域特色问题的能力；增加实践教学环节的比重，通过实

习、案例分析、企业调研、模拟演练等方式，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化对理论知

识的理解和应用。同时与当地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丰

富的实习实践机会，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

提升毕业生在行业内的美誉度，吸引高校优秀毕业生积极报考。

（二）思政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课程思政、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理想信念

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生党建工作等情况】

1.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教

育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努力构建“三全育人”体系，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通过《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学术规范与创新创业》等思政课程，强化理想信念教

育和思想引领；根据专业特色和优势，结合专业育人目标，深度挖掘提炼专

业知识体系中蕴含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加强学生科学思维方法训练和科

学伦理教育，努力形成“价值引领、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课程

思政良好局面。

2.课程思政建设。（1）提升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意识和能力。2022 年，

本学位点组织和资助教师参加课程思政培训和研讨会 10 次。（2）鼓励教师

将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学建设中。2022 年，实现课程思政在教学体系中的全

覆盖。

3.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建立以党政干部、团学干部、辅导员为主体

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充分发挥

导师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第一责任人的作用。现有专兼职辅导员 7 名，

专门负责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

4.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本学位点落实举措：（1）发挥

课程思政、基层支部与辅导员作用；（2）发挥导师言传身教作用；（3）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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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实践教育。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实习实训等活动中，

创办形式多样的“行走课堂”。

5.研究生党建工作。（1）落实“三会一课”制度。本学位点设有工商管

理研究生党支部，严格执行“三会一课”制度，提升党员思想政治素养，充

分发挥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2）多样化的主题党日活动。

2022 年，工商管理研究生支部共有正式党员 19名，预备党员 7 名，举办党日

活动 6 次。

（三）课程教学

【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课程教学质量和持续改进机制，

教材建设情况】

1.本学位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围绕学科培养目标与特点，本学

位开设 15 门核心课，其中专业学位课 5 门，专业选修课 10 门，每门课程由 2

位教师承担，全部为副高及以上职称或有博士学历。（指南 17门）

2.课程教学质量与持续改进机制。（1）制定完整的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

培养方案。本学位点根据教指委的指导方针和工商管理学科的专业特色，制

定了目标明确、特色鲜明的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2）持续改进机

制。为保障课程教学质量，本学位点通过建立竞争性课程申请机制——“双

师制”，形成年长教师“传帮带”年轻教师的发展体系，为学科建设提供新

鲜血液。同时建立课程中期的教学效果审查和优化教学团队等对教学质量持

续改进。（3）改革教学评价方式。实施教学评价，将学生对教师的教学评价

结果纳入年终津贴分配方案，充分激发教师的教学热情。

3.教材建设情况。一方面，本学位点采取了学院教授委员会教材审核措

施，对开设课程使用教材进行严格审核，优先选择“马工程教材”，其次为

国家级规划教材。另一方面，将开发高质量教材设为教师工作考核之一，形

成薪酬激励。目前，已有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自治区“十四五”普通高等

教育本科规划教材《管理会计学：理论·方法·思政·案例》、企业管理出

版社出版的《财务会计教学案例研究》和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管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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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实践典型案例研究》三本研究型案例教材，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数据包络

分析模型与方法》一本方法性教材配合课程教材使用。

（四）导师指导

【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情况，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度要求和执

行情况，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制度建设和落实情况】

1.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情况。（1）选聘情况。本学位点依据内

蒙古大学《内蒙古大学关于制定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办法的指导意见》，

结合本学院学位授权点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制定了《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办法》，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通过（2）

培训情况。学校组织收看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暨新增导

师培训会，加强对新增导师的指引。学院分学科组织新聘任研究生导师培训

与交流会，将有丰富指导经验的导师与新增导师组成团队进行学生指导的方

式，帮助新增导师尽快成长。学校鼓励全体研究生导师积极参与校外培训及

国内国际学术交流会议，并给与3000-5000元资助。2022年，研究生导师参加

校外培训及国内国际学术交流会议60余次。（3）考核情况。工商管理研究生

导师能尽心尽力投入指导，及时督促指导研究生完成课程学习、科学研究、

专业实习时间和学位论文写作任务。所有研究生均按照培养计划提交毕业论

文并顺利毕业。

2.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度要求和执行情况。文件1《内蒙古大学研究生指

导教师管理办法（试行）》明确规定了研究生指导教师履行的职责、暂停研

究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以及取消研究生指导教师的任职资格。文件2《内蒙古

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实施办法》明确论文检测、评审及抽检评议关

键环节导师及学院问责办法。经济管理学院每年组织新增导师学习文件，并

在实际工作中严格执行。2022年，研究生论文检测、评审及抽检评议均未出

现追责问题。

（五）学术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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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及科教融合培养研究生成效，包括制度保证、经

费支持等】

1.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及科教融合培养成效。（1）论文发表及案例收录

情况。共19篇，案例收录2篇。其中， SCI期刊2篇，CSSCI期刊11篇，北大核

心期刊2篇。（2）参与主持项目情况。2022年在读研究生均参与导师科研项

目，其中1名研究生主持校级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3）学术会议参加情况。

2022年，研究生参加国内学术会议60人次（含线上）。（4）调研参与情况。

2022年，研究生参与调研25人次。

2.制度保证。（1）对导师的要求。本学位点要求每位研究生指导教师每

周至少举办一次学术讨论，包括经典著作研读、学术前沿交流等形式，对研

究生实施严格的、完整的、系统的科研训练并形成阶段性学术成果。（2）对

授课教师的要求。授课教师不断优化课程内容，注重前沿引领和方法传授，

通过经典理论构建、关键问题和前沿研究进展的案例式教学，强化研究生对

创新过程的理解。（3）培养方案的要求。工商管理研究生培养方案要求研究

生在读期间至少参加10次学术讲座（含校内），尤其注重交叉学科的发展动

态。

3.经费支持。（1）奖助学金。鼓励研究生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与科研中，

鼓励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学习与科研成绩优异者，将获得研究生奖助学金，

激励了支持研究生的进一步研究探索。（2）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和国外学术

交流访学项目。学校设有专项经费，支持研究生自主提出具有创新价值的研

究课题，资助研究生三个月以上的国外访学、参加国际会议，培养研究生的

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交流能力。（3）导师经费。研究生的其他学术交流、科

研费用等由导师项目经费支出。

（六）学术交流

【研究生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的基本情况，国际合作交流等方面的改

革创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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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生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的基本情况。2022年研究生参加国内学术

交流会议60人次。本学位点研究生参与学术交流的另一主要形式为参加学院举

办的学术交流会议，2022年总计参与30次，学生受益匪浅。

2.国际合作交流改革创新情况。（1）将培养国际视野纳入研究生培养方案。

（2）学院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学院现有国际合作科研平台“中蒙俄经济研究院”、

“中美生态、能源及可持续性科学研究中心”和“中日共同GIS应用与地域经

济产业研究中心”。

（七）论文质量

【体现本学位点特点的学位论文规范、评阅规则和核查办法的制定及执

行情况。本学位点学位论文在各类论文抽检、评审中的情况和论文质量分析】

1.本学位点特点的学位论文规范、评阅规则和核查办法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1）论文规范。内蒙古大学研究生院制定了《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格式

要求》，对学位论文格式、撰写规范和打印装订进行了规定。学院要求研究生

在提交论文前进行自查、互查与导师审核，严格执行研究生院要求。（2）评阅

规则。内蒙古大学研究生院制定了《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工作

办法》，学院严格执行研究生院评审工作办法，实行全面“双盲评审”（简称

“盲审”），评阅专家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3）核查办法。学位

论文通过评阅后，本学位点要求送检论文必须导师同意并签字确认方可提交。

2022年，本学位点论文机检重复率均低于学校规定的20%，通过率100%。

2.本学位点学位论文在各类论文抽检情况与评审情况。本学位点对于论文

实行严格的全过程管理。2022年工商管理研究生申请毕业答辩20人，均通过评

审。

3.论文质量分析。为了保证学位论文的研究价值和撰写质量，从以下5个

步骤进行学位论文方面的过程落实和机制实施：（1）论文选题及开题，论文选

题符合专业要求，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创新性，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应用价值。

（2）中期检查，论文中期检查对研究理论进行回顾，重点关注选取文献具有代

表性、前瞻性，梳理脉络清晰，理论基础扎实。（3）预答辩，该阶段是学院组

http://zmejjyjy.imu.edu.cn/
http://leml.asu.edu/SUCCESS/
https://jjxy.imu.edu.cn/info/1170/4372.htm
https://jjxy.imu.edu.cn/info/1170/4372.htm
https://gs.imu.edu.cn/info/1040/1273.htm
https://gs.imu.edu.cn/info/1040/12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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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对论文整体质量的控制和保障，该阶段要求学位论文的研究目标明确，研

究方法恰当，研究路线比较清晰、严密，要有自己的新见解。解决问题的建议

实用性较强、针对性较好。学位论文整体质量高，均达到了管理学硕士学位论

文水平和要求。（4）论文盲审：论文盲审是根据教育部、学校的相关规定进行

的对论文质量把控的重要环节，从不同的院校领域进行界定和反馈论文的整体

研究价值。（5）论文答辩：论文答辩主要的对论文的研究目标、研究方法、研

究路线、论文结构、论据的可靠性的梳理和最后评价。

（八）质量保证

【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强化指

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分流淘汰机制等情况】

1.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依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

定》、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工商管理一级学科硕

士学位的基本要求》，以及我校的相关管理规定和《内蒙古大学工商管理学

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要求，分级、分阶段实施全过程监控和组织管

理。2022年顺利完成了所有课程的讲授及既定的科研训练任务，确保了培养质

量。

2.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以及分流淘汰机制。严格要求有助于

学生的成长，有助于激发研究生的学习动力和激情。依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

校学生管理规定》和我校关于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管理规定，对没有按期完成学

习和研究任务的同学，实行延期毕业、留级学习、退学等方式。这样保证了培

养质量和培养标准，达不到要求的不能答辩、不能毕业。2022年未发生留级及

退学现象。

3.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本学位点贯彻《中共内蒙古大学委员会关

于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实施意见》,落实《内蒙古大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建立师德师风监督机制。畅通民主渠道,完善保障体系,建立指导教师问题反馈

解决机制,构建科学有效的师德建设工作监督评估体系。一旦发现师德失范问

题，对照《内蒙古大学教师师德失范行为负面清单及处理办法》进行处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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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严肃教育教学活动纪律。认真学习贯彻《内蒙古大学关于严肃课堂纪律的

意见》《内蒙古大学教学事故认定与管理办法》等规定,严肃教学纪律。加强学

术诚信教育和监督。执行《内蒙古大学学术道德规范》，鼓励引导广大教师在

认真教书育人的同时，严谨治学。最重要的，实行导师责任制。通过举办信任

导师岗位培训、思想政治学习强化导师学生培养第一责任人意识，实施导师年

审制和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制压实导师的第一责任人角色。2022年，未发生师德

师风问题。

（九）学风建设

【本学位点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学术不端行为处理情况】

1.本学位点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本学位点非常注重本学科

研究生的学风建设，采取多种措施努力培养他们勤奋求实、崇尚学术、实事求

是、勇于创新的精神品质。内蒙古大学研究生院也制定有专门的学术道德及学

术规范管理条例，对学术不端行为进行严厉处罚。结合国内外发生的学术道德

失范行为，工商管理学科于2022年 9月，由研究生院为所有研究生讲授《学术

规范与创新创业》（公共选修课，为学术型硕士必选的选修课，开课学期为第

二学期，总学时16时，学分1分），并组织本学位点教师参加教育厅举办的“2022

年暑期教师研修”专题，促进高校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师德师风、教书育人能

力提升，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科研工作和学术行为。

2.学术不端行为处理情况。2022年，尚未发现本学科研究生和导师有违背

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的行为。

（十）管理服务

【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情况，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情况，在学研究生

满意度调查情况等】

1.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情况。配备专职辅导员和兼职辅导员共7名，研究生

的日常教育与管理工作由学院团总支、学生工作办公室统筹，按照学院党委及

相关部门安排开展工作。研究生的党建工作在学院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相关

工作，工商管理研究生党支部书记由教师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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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情况。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

定》、《内蒙古大学学生管理规定》、《内蒙古大学优秀研究生奖学金评选

办法》等，严格遵照规定流程评优评奖。持续发挥研究生会在研究生权益保

障方面的作用，在评优评奖过程中研究生代表及学生干部代表参与和监督评

审。同时，通过建立院长、书记信箱，听取研究生的各种意见、请求。2022年，

未发生研究生权益纠纷事件。此外，本学位点研究生积极组织参与学校、学院

组织的各项活动，连续三年与国际教育学院合办跨文化交流活动，为在校各国

大学生提供交流的与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平台。

3.在学研究生满意度调查情况。定期征求学生意见，开展在学研究生学习

满意度调查情况，发现问题，积极整改。

（十一）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毕业研究生的就业率、就业去向分析，用人单位意见反馈和

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情况】

1.本学位点毕业研究生的就业率。2022年，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商

管理学科的硕士研究生共毕业20人，截至2022年，20人已全部就业，毕业生

初次就业率为100%。

2.就业去向分析。工商管理学科研究生毕业后，就业单位主要分布在国有

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等。毕业生签约党政机关3人，国有企业9人，民营企业3

人，升学攻读博士学位2人，科研院所1人。

3. 用人单位意见反馈和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情况。从现有数据可知，用人

单位对本学科毕业生普遍满意，认为学生理论知识水平扎实、基本实验技能熟

练，工作态度端正，认真努力、吃苦耐劳，普遍得到用人单位认可和好评。

五、服务贡献

（一）科技进步

【科研成果转化、促进科技进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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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学科特色及优势，服务于企业需求。围绕绿色创新驱动、生态系统生

产总值核算和质量竞争型产业统计等主题，承担内蒙古统计科学、内蒙古自治

区质量监督管理局等各类规划课题4项，累积到帐经费22.9万元。

（二）经济发展

【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

充分发挥科学研究正外部性，建设特色行业智库。本学科所在单位是“一

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理事单位和内蒙古自治区人大智库单位，3名教授为内蒙

古自治区人大智库专家，2名教授为内蒙古自治区政研室特约研究员，2名教授

为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智库专家；建有大数据分析技术工程实验室、内蒙古地区

经济可持续发展基地等研究中心。

（三）文化建设

【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情况】

以行业人才培训为契机，推进科学普及。与中国建设银行、浙商银行和中

国证监会内蒙古监管局等实体机构合作开展“金智惠民 乡村振兴”实践活动，

在万名学子暑期下乡实践活动中积极宣讲相关理论知识。2022年共面向企事业

单位培训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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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一、封面中学术学位授权点的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 2011

年印发、2018年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填写，只有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点

的，授权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育委员会 1997 年颁布的《授

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填写；专业学位授权点的类别名称及

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 2011 年印发的《专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填

写；同时获得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的学科，授权级别选“博士”。

二、本报告采取写实性描述，能用数据定量描述的，不得定性描述。定量数据除总量

外，尽可能用师均、生均或比例描述。报告中所描述的内容和数据应确属本学位点，必须

真实、准确，有据可查。所填报各项与时间相关的内容均截至 2022 年 12月 31 日。

三、本报告中涉及的人员均指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在编人员以及与本单位签署全职

工作合同（截至 2022年 12 月 31 日合同尚在有效期内）的专任教师（含外籍教师），兼

职人员如需填写应注明。同一人员原则上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业学位点重复统

计或填写。

四、本报告中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励、教学成果奖励等）应是署

名本单位，且同一人员的同一成果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业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

写。引进人员在调入本校之前署名其他单位所获得的成果不填写、不统计。

五、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一律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处理后编写。

六、本报告文字使用四号宋体，字数不超过 8000字，另附 2022 年度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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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简要介绍本学位点总体情况、获批时间、优势特色、研究领域、国内

外影响力等，一般在 500字以内】

1.总体情况。作为内蒙古最早开展工商管理硕士（MBA）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项目的院校，本学位点截至 2022年底，现有MBA在校生 506人，其

中 2022年新招学生 156人，授予学位 133人；现有专任教师 40人，行业教

师 20人，生师比为 12:65∶1。

2.获批时间。工商管理硕士（MBA）专业学位授权点获批于 2000年，高

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专业学位授权点获批于 2009年。

3.优势特色。（1）聚焦于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过程中的企业成长管理研

究。紧紧瞄定构建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探索资源型地区

转型发展新路径等目标，立足区域优势和特色企业。（2）注重专业特色和时

代特色的有机结合。开设特色课程和区块链技术、大数据决策等系列讲座，

加强学生本土化情结，开拓学生前沿视野。（3）紧密联合自治区特色企事业

平台。联合蒙草生态环境（集团）等多家企事业单位，开展多层次实地学习

实习活动。（4）案例开发和教学能力优异。自行开发教学案例逾百篇，入库

“毅伟商学院案例库”案例 1篇，获得 “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含西部专

项）” 工商管理案例 15篇，进入“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案例库”和“中

国专业学位案例中心案例库”案例 20余篇。

4.研究领域。本学位点设立能源企业与绿色转型管理、企业数智化运营管

理、数字经济与创新创业管理、智慧化营销与人力资源管理四大核心研究问

题，并围绕公司战略与治理、运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营销管理、公司理

财、金融投资管理六个方向展开深入研究。

5.国内外影响力。（1）塑造管理教育标杆，强化应用导向的学科竞争力。

依托深厚的管理学学科基础，聚焦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大数据、现代化农牧

业等区位优势产业发展，强化学科应用导向发展定位，具有较强的学科竞争

力。（2）汇聚优质导师资源，校企联手打造人才培养高地。通过整合校内外



— 472 —

优质教学资源，学位点聚集了一批在学术和行业领域均享有高声誉的导师团

队。校内导师的学术成果在国内外科研领域广受认可，校外导师则因其行业

影响力和专业研究能力获得业界的高度评价。（3）培养卓越管理人才，赢得

社会广泛认可。学位点致力于培养具备良好商业道德、广阔战略视野、卓越

领导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中高层综合管理人才，以满足企事业单位及政府相关

部门的需求。毕业生因其在工作中的出色表现和扎实的实务技能而受到用人

单位的普遍好评和高度评价，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二、目标与标准

（一）培养目标

【本学位点培养研究生的目标定位，限 300字】

培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

业或经济管理部门需要的，具有创新意识和业务素质良好的，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应用型高层次综合管理人才。根据教指委对商科新时代的要求，培

养应具备较强的分析、判断、决策、组织和领导能力，具有勇于开拓、艰苦

创业的事业心和进取心，具有健康自信的心理素质，善于沟通和协调，能胜

任各类企事业单位中、高级管理职位。此外，结合自治区聚焦资源型地区转

型发展过程中的企业成长管理研究，培养具有较高的资源类企业商业管理能

力和领导能力，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具有较强的国际视野和跨

文化交流的能力，同时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共事务管理能力。

（二）学位标准

【符合本专业学位特点，与本单位办学定位及特色相一致的学位授予质

量标准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依照国家《工商管理一级硕士学位基本要求》、《内蒙古大学工商管理专业

（MBA）学位授予质量标准》和《内蒙古大学工商管理专业（MBA）学位培养

方案》，本学位点结合自身区域和学科特色如下执行：

1.灵活学制与合理学分设计：基础学制为 3年，最长学制为 5年，兼顾学习

的系统性与灵活性。学生需修满至少 47学分，其中包含：公共学位课 8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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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选修课 1分、专业学位课 26学分、专业选修课 6学分、专业实践 4学分其

其他必修环节 2学分。课程设计注重理论与实践并重，突出地方经济与行业需求

的匹配性。

2.多样的论文形式与实践导向：学位论文撰写时间不少于 12个月，形式灵

活多样，可以是案例研究型或专题研究型论文等。选题一般应结合地方经济特点，

面向具体企业的经营管理实践，突出地方产业在社会经济改革与建设中的应用性

和现实针对性。通过实地调查和实践验证，全面展现学生运用经济和管理理论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校企联动的研究与论文撰写支持：在论文选题和研究阶段，项目充分依托

校企合作平台，与自治区内的优势企业和行业组织紧密联系，注重实践调研。学

生需在第三学期提交《论文开题报告》，经导师组及校外专家共同评审通过后，

方可进入撰写阶段。

4.严谨的论文质量管理与学术规范：MBA学位论文的开题、评审、答辩等

环节约请校外导师、相关行业部门专家参加。论文实施学术不端行为检测重复率

和匿名评审制度。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硕士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经学校学位评定

委员会审核，方可授予内蒙古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三、基本条件

（一）培养领域及特色

【本学位点的主要培养领域及特色简介】

本学位点设立能源企业与绿色转型管理、企业数智化运营管理、数字经

济与创新创业管理、智慧化营销与人力资源管理四大核心研究问题，并围绕

公司战略与治理、运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营销管理、公司理财、金融投

资管理六个方向展开深入研究。

1.能源企业与绿色转型管理。该方向旨在培养具备绿色发展意识、战略

创新精神和数字赋能思维的高层次管理人才，依托能源、矿产、农畜等特色

优势资源而成长起来的加工制造企业发展需求，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可持续

发展与国际化战略。课程设置涵盖战略管理、公司治理、能源战略与能源安



— 474 —

全等前沿领域，强调结合地方资源型产业的转型需求与全球绿色发展的趋势。

2.企业数智化运营管理。该方向聚焦于相关产业尤其是本土特色企业的

智能化与数字化转型，结合自治区特色产业和未来发展需求，强调数字技术、

精益生产、大数据等在传统行业中的应用。课程内容包括运营管理、管理信

息系统——大数据赋能与模式创新等，培养学生在新时代背景下高效管理乳

业、资源型企业的能力，适应行业发展中的新需求。

3.数字经济与创新创业管理。该方向专注于通过创新驱动、数字化转型

与科技创新，培养学生战略管理、创新思维与企业运营的核心能力。结合大

数据、人工智能、数字化等最新技术，推动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的转型升级，

尤其是涉及科技创新、绿色低碳发展和跨境金融等领域的创新创业管理、技

术创新管理。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培养能够引领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创业

的高端管理人才。

4.智慧化营销与人力资源管理。该方向聚焦在数字化、绿色化、全球化

和消费者需求多元化背景下的营销创新与实践，重点培养具备现代营销管理

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课程涵盖营销管理、消费者行为学、营销传播管理、营

销渠道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数字化转型与商业模式等，结合智能化工具与

数据分析，帮助学生掌握数字营销和智慧化营销的核心技能。通过本土企业

转型案例，培养学生具有国际化视野和本土情感的营销战略思维。

针对主要培养领域的培养特色为：（1）服务两大基地紧密联合自治区特

色产业。与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蒙清、伊利集团等自治区特色企事业平

台紧密合作，通过与企业“同上一门课”的方式，联合开展多层次实地学习

与实习活动，为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提供实践支持和理论创新。（2）注重专

业特色和数字时代特色的有机结合。开设管理信息系统——大数据赋能与模

式创新、数智化乳业企业管理、数智化乳业企业管理等 8门特色课程和区块

链技术、大数据决策、生成式人工智能等系列讲座，加强学生本土化情结，

聚焦管理实践问题，延续数字时代工商管理专业需求和特色。（3）重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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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和教学能力。紧密结合内蒙古自治区特色，如资源型产业管理、绿色能

源转型或跨境合作等，明确实际管理中的挑战，在案例开发过程中培养学生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师资队伍

【骨干教师及师资队伍规模、结构情况，导师队伍结构和总体规模、专

任教师及行业教师情况】

1.骨干教师。能源企业与绿色转型管理方向骨干教师为姜涛教授和胡军

研究员，企业数智化运营管理骨干教师为马占新教授和周瑜副教授，数字经

济与创新创业管理骨干教师为王锋正教授和陈鹏宇研究员、智慧化营销与人

力资源管理骨干教师为杜凤莲教授和薛继亮教授。学术带头人均有一项国家

级或省部级在研项目，近五年在相关学科领域的重要期刊发表论文人均超过 3

篇，均具备指导硕士研究生的水平、能力和经验。

2.师资规模、结构情况。师资规模与结构情况如下表所示。现有专任教

师 40 人，行业教师 20人，合计 60 人。
表 1 2022 师资规模及结构情况

专业技术

职务

人数

合计

年龄分布 学历结构
导师人数

（双师）

行业经

历教师
35岁

及以下

36至

45岁

46至

60岁

60岁及

以上

博士学

位教师

硕士学

位教师

正高级 22 0 6 15 1 12 8 20 22

副高级 26 1 4 20 1 8 13 21 24

中级 12 3 4 5 0 8 4 12 1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合计 60 4 14 40 2 28 25 53 56

3.导师队伍结构和总体规模、专任教师及行业教师情况。按照国家《学

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2020）》文件要求，本学位点共有论文指导教师

30人，专任教师 40 人，行业教师 20 人。专任教师中，教授 13人，占比 32.5%，

副教授 18 人，占比 45%，讲师 9 人，占比 22.5%；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

有 27 人，比例达到 67.5%，具有管理实践、企业咨询和实务研究经验者的占

比 96.9%，了解和掌握工商管理案例教学方法，并具有实际的案例教学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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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占比 100%，近三年参加全国性的专业课程师资培训活动的教师占比

57.1%。

（三）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主要应用性科研成果或科研项目、学术论文、著作及获奖情况】

2022年，本学位点专任教师共获批科研课题 27项，经费总额达到 712.95

万元。其中：纵向科研课题 13项，科研经费 113万元，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 2项、省部级项目 11项。横向委托项目 14项，经费总额 599.95万元。

2022年，本学位点专任教师共发表学术论文 29篇；出版学术专著 4部；研究

报告 5篇。

（四）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位点支撑研究生案例教学、实践教学的软硬件设施、联合培养基

地建设情况】

1.本学位点支撑研究生案例教学、实践教学的软硬件设施。依托内蒙古

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内蒙古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基地、内蒙

古自治区社会科学创新平台——内蒙古自治区新型能源经济战略研究智库联

盟、自治区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经济管理综合实验中心、内蒙古自治区

地缘经济数据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内蒙古自治区人口战略研究智库联盟、大

数据分析技术工程实验室、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团队和内蒙古大学企

业案例研究中心等 8个科研平台，科研设备总价值接近 1935万。购买了 JSTOR

等 11 个期刊数据库；Wind 等 11 个专业数据库；Arcgis、SAS 等 40 个应用软

件；智能同步实验教学控制系统。学院图书资料藏书量总计 6.26万册。本学

位点支撑研究生学习、科研的平台建设对研究生的专业实践能力和科研水平

的提升提供有力的保障。

表 2 支撑研究生案例教学、实践教学的软硬件设施

教学科研支撑

国家级、自治区级重点（培育）学科

序号 名称 批准单位 批准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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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商管理（国家一流本科专业） 教育部 2020 年

2 会计学（国家一流本科专业） 教育部 2021 年

国家级、自治区级重点实验室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研究中心、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文献中心等）

序号 名称 批准单位 时间

1 “一带一路”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心 国家民委 2020 年

2
内蒙古自治区地缘经济数据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 2016 年

3 大数据分析技术工程实验室 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6 年

4 中俄行为经济学联合实验室 内蒙古大学—乌拉尔联邦大学 2017 年

5
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研究基地—内蒙古

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基地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2019 年

6 内蒙古自治区人口战略研究智库联盟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20 年

7 内蒙古新型能源经济战略研究智库联盟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20 年

8 时间利用调查与研究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 2021 年

主要培养研究生的主要仪器设备、软件情况

序号 仪器设备、软件名

称

型号、规格 数量 单价（万

元）

国别、厂家

1 Wind 金融终端 Wind 1套 8.46
中国，万得信息技术

性股权有限责任公

司

2
同花顺网上行情交

易软件
同花顺 1套 10

中国，核新同花顺网

络信息股份有限公

司

3 地理信息系统平台 Arcgis10.0 1套 287.99 美国，Esri

4 审计综合实训平台 福思特 v5.0 1套 19.7 中国，福思特

5 会计信息系统 用友 u8 1套 50.4 中国，用友

6 国际结算平台 步惊云 v1.0 1套 34.8 中国，步惊云

7 外贸实习平台 世格 v6.0 1套 14.59 中国，世格

8 智能同步教学系统 好视通 1套 22.22 中国，好视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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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云桌面平台控制系

统
恒云 1套 12.6 中国，北京恒安永顺

10 企业竞争模拟 中文网络版 v2.0 1套 23.71
中国，北京金益博文

科技有限公司

11
跨专业综合实训平

台

虚拟仿真（跨专业）综合实

训平台 v5.0
119.11

中国，北京方宇博业

科技有限公司

图书资料情况

类别 合计 学校图书馆 院系图书馆（资料室）

本学科藏书量（万册）
中文 6.26 5.5 0.76

外文 0.24 0.2 0.04

本学科期刊拥有量

（种）

中文 229 129 100

外文 20 4 16

本学科电子资源

（数据库）数量（种）

中文 8 6 2

外文 3 3 0

特色数据库

序号 名称 性质 年份

1 中国时间利用调查数据
自有

知识产权

2017 年、2020 年

2.联合培养基地建设情况。联合建设校外专业实习实践基地，产学研用

一体化协同育人，支撑学生职业能力培养。依托中国建设银行，上海证券交

易和国融证券等金融行业实体，签署“中国建设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与内

蒙古大学合作办学框架协议”和“上交所推动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工程”协议，与中国建设银行建设建行大学，持续开展“金智惠民——乡村

振兴”万名学子暑期实践活动；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内蒙古监管局和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开展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

体系工程。截至目前，共建有专业实习实践基地 7个。

表 3 专业（案例）实验室、实践基地

序号 实验室名称 等级 面积（m2）
台（套）数 总值

(万元)总数 万元以上数

1 管理决策实验室 院级 51.64 26 26 31.2

2 经济学室验室 院级 51.64 31 31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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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专业实验室 院级 51.64 36 0 20.7

4 企业案例研究中心 院级 29 8 6 7.3

5 案例讨论室 院级 32 9 5 7.0

序号 实践基地名称 共建单位 基地

性质

时间

1
中国建设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金智

惠民乡村振兴”

暑期社会实践基地

中国建设银行

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校级 2018

2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基地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院级 2020

3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内蒙古监管局实践基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内蒙

古监管局
院级 2020

4 上海证券交易所实践基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院级 2020

5
高层次国际化人才

培养创新实践项目基地

中科浩博国际教育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
校级 2021

6 昆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江苏昆山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校级 2022

7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基地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院级 2020

（五）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制度建设、奖助水平、覆盖面等情况】

本学位点学生为非全日制，没有针对这些学生设定奖、助学金。

四、人才培养

（一）招生选拔

【学位授权点研究生报考数量、录取比例、录取人数、生源结构情况，

符合专业学位特点的招生选拔机制，以及为保证生源质量采取的措施】

1.本学位点研究生报考数量、录取比例、录取人数、生源结构情况。2022

年内蒙古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计划招收 150 人，当年报考人数 1087人，

上线人数 205，录取 156 人，报考/录取比例 6.9:1，上线/录取比例 1.3:1。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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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源毕业高校来看，区内高校 63 人，占录取总人数的 40.4%，区外高校 93

人，占录取总人数的 59.6%。从生源毕业专业来看，文科类 81 人（51.9%），

理工科类 75 人（48.1%）。区内高校人数排名前三位：内蒙古财经大学 29人

（18.6%）、内蒙古工业大学 10 人（6.4%）、内蒙古科技大学和内蒙古农业

大学都为 8 人（5.1%）；区外毕业高校包括：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

工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高校。

2.符合专业学位特点的招生选拔机制。建立了招生选拔机制：（1）在国

家规定的分数线上，采用 1：1.2的比例划定复试分数线与参加复试的名单，

并予以公布。（2）强化复试考核。在初试考核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考生管

理能力与素质、工作经验等的深入考查。（3）加强监督管理。严格落实研究

生招生录取信息公开要求，招生单位要准确、规范、充分、及时向社会公开

招生计划、招生章程、复试录取办法、复试录取名单及咨询申诉渠道等招生

工作重要内容，确保招生录取工作公平公正。

3.保证生源质量采取的措施。从生源结构方面：为了稳定报名录取比例

和扩大生源范围，内蒙古大学对MBA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广泛的宣传，结合二

十年以上办学在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在学费调高的情况下，实现了报名人数

没有大幅下降，报名录取比例保持 5:1以上，保证了有效选拔优秀生源的基础

条件。同时，内蒙古大学MBA教学水平不断提升，吸引了内蒙古甚至区外的

企业管理者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选择内蒙古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其

中来自国有企业的学生 72 人占到约 46.1%，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31

人占到约 19.9%，民营企业 53 人占到约 34%。从生源素质方面，通过严格初

试和复试，把良好学科基础和丰富经验的学生有效地选拔出来。

（二）思政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课程思政、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理想信念

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生党建工作等情况】

1.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通过开设《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学术规范与创新创业》等思政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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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和思想引领。根据专业特色和优势，结合专业育人目标，

深度挖掘提炼专业知识体系中蕴含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加强学生科学思

维方法训练和科学伦理教育，努力形成“价值引领、能力培养、知识传授”

三位一体的课程思政良好局面。

2.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加强研究生理想信念

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积极探索思想政治教育有效途径和载体，将思

想政治教育与研究生科研和学习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引领力。通过组织各类

文体活动，丰富研究生学习生活，增强了学生凝聚力和向心力。研究生积极

参加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等活动，彰显了新时代年轻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3.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坚持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的要

求同样重要。课程学习旨在拓宽和深化学生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帮助他

们掌握学科发展的前沿动态。教学形式多样，包括研讨式、案例式、专题式

和启发式等。学位论文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和严谨的

科学作风，同时掌握进行创造性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技能。通过制定个人培养

计划、查阅文献、参加学术交流和确定研究主题等方式，学生可以有效展开

学位论文工作。

4.研究生党建工作。由于工商管理专业学位（MBA）学生均是在职攻读

硕士学位，所以未建立研究生党支部进行管理。

（三）课程教学

【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课程教学质量和持续改进机制、

教材建设情况】

1.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围绕工商管理硕士学科培养目

标与特点，本学位点共开设 12门核心课程（MBA教指委公布的课程指南中核

心课程是 14 门），其中，10门课程由 2位教师承担，2门课程由 1位教师承

担，任课教师中教授、副教授占全部任课教师的 77.5%。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任

教师有 27 人，比例达到 67.5%。具有管理实践、企业咨询和实务研究经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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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占比 96.9%，具有实际的案例教学经验的教师占比 100%。同时，聘请具有

管理实践及具备工商管理理论基础的行业专家或专业技术人员来院授课、讲

座或做报告，满足了学生对理论知识和实践真知的多样化需求。课程设置如

表 4所示：

表 4 本学位点开设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周学时

总学时

学

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职称） 备注

公共

必修课

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 2/32 2 第一学期
赵海东教授

张艳副教授

商务英语 3/48 3 第一学期 王建军教授

管理经济学 3/48 3 第一学期

杜凤莲教授

乔世君副教授

王建军副教授

专业

必修课

管理思维 1/16 1 第一学期
郭晓川教授

姜涛教授

管理沟通 2/32 2 第一学期 史增震副教授

会计学 3/48 3 第一学期
米莉副教授

颉茂华教授

数据、模型与决策 3/48 3 第二学期
张启锋讲师

钟霞副教授

组织行为学 3/48 3 第三学期

徐全忠教授

黄小葵副教授

秦晓利副教授

霍苗苗讲师

商法 2/32 2 第二学期 丁文英教授

营销管理 3/48 3 第二学期

黄小葵副教授

杨伟民讲师

李鹏讲师

公司理财 3/48 3 第二学期

颉茂华教授

郭金凤副教授

牛草林副教授

运营管理 3/48 3 第三学期

付伟副教授

孙振山副教授

周瑜副教授

战略管理 2/32 2 第三学期
郭晓川教授

王锋正教授

人力资源管理 3/48 3 第三学期
马富萍副教授

王瑞永教授

商业伦理与社会责任 1/16 1 第三学期
贺立副教授

赛琳娜讲师

专业

选修课
投资学 2/32 2 第四学期 徐瑞彬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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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税务筹划 2/32 2 第四学期 牛草林副教授

信息管理 2/32 2 第四学期 张启锋讲师

技术创新管理 2/32 2 第四学期 王锋正教授

公司治理 2/32 2 第四学期 姜涛教授

消费者行为学 2/32 2 第四学期 杨伟民讲师

项目管理 2/32 2 第四学期 孙振山副教授

营销传播管理 2/32 2 第四学期 李鹏讲师

内部控制与审计 2/32 2 第四学期 米莉副教授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2/32 2 第四学期 李友东副教授

人员激励与薪酬管理 2/32 2 第四学期
王瑞永教授

马富萍副教授

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 2/32 2 第四学期
秦志宏教授

吴晓华讲师

国际贸易规则 2/32 2 第四学期 巴丽副教授

资源型产业管理 2/32 2 第四学期 王宇副教授

专业

实践
工商管理专业实践 4/64 4 第五学期 企业实践指导人

2.课程教学质量和持续改进机制。（1）本学位点所在学院拥有应用经济

学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 2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

科。其中经济学专业为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工商管理专业为首批自治

区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委员会根据教指委的指导方

针、内蒙古大学工商管理学科的专业特色和内蒙古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制

定了目标明确、特色鲜明的工商管理（MBA）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核

心课程设置按照教育部和教指委的规定要求，有完整的课程设计，课程设计

和教学环节安排科学、合理、能够体现出对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

创新创业能力、实践能力、社会责任、职业道理以及国际视野的培养。

在持续改进方面，通过制定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形成了质量目标

系统，确保课程教学质量和持续改进的方向。

（1）针对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的教与学两个过程建成了完整的质量监控、

评估和反馈体系，对整个教学和日常管理进行动态监督和检查。包括学院教

授委员会对所有 MBA 课程教学大纲、课件、案例等进行审定，对所有 MBA

课程的主讲教师依照学院规定进行严格选定；每门课程授课结束后，由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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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师授课进行评价，就教师的教学水平、课程内容、教学方式、教材、案

例等方面打分，并指出教师在授课中表现突出的方面和需要改进的方面，评

价结果经汇总后及时反馈给授课教师，为教师改进教学提供参考；定期召开

MBA教师工作会议，讨论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促进主讲教师丰富教学内

容，改进教学方式。

（2）通过案例开发提升教师案例教学水平，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建

立了企业管理案例中心，制定了激励教师开发教学案例的机制，极大地促进

了教师开发本土教学案例的积极性，对提升课程案例教学水平的提升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

（3）积极参加全国 MBA 教指委举办的课程、案例研讨会议，及时了解

和掌握国内各高校MBA教学的动态，鼓励教师、学生参与国际工商管理案例

相关赛事。2022年，参加相关课程培训、学术会议、案例会议等约 32人次。

3.教材建设情况。一方面，依托学院教授委员会教材审核制度，对开设

课程使用教材进行严格审核，优先选择“马工程教材”，其次为国家级规划教

材。目前，工商管理学科已开设课程中，2门课程选用“马工程教材”，其余均

为国家级规划教材。另一方面，经济管理学院将开发高质量教材设为教师工

作考核之一，形成薪酬激励制度。目前，本学位点教师自主开发并继续沿用

的研究型案例教材 4本，配合课程教材使用，学生反映良好。

（四）导师指导

【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情况，行业产业导师选聘，研究生双导

师制情况，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度要求和执行情况】

1.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情况。（1）选聘情况。本学位点依据内

蒙古大学《内蒙古大学关于制定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办法的指导意见》，

结合本学位授权点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制定了《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

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办法》，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教授委员会）审

议通过，并严格执行。2022年有2位申请工商管理专业学位（MBA）导师的，

均满足学校文件要求的遴选条件，学校目前还未发文公布。（2）培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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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组织收看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暨新增导师培训会，

加强对新增导师的指引。学院分学科组织新聘任研究生导师培训与交流会，

将有丰富指导经验的导师与新增导师组成团队进行学生指导的方式，帮助新

增导师尽快成长。学校鼓励全体研究生导师积极参与其它培训。（3）考核情

况。2022年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导师指导学生毕业论文在论文检测、论文评审、

抽检评议等关键环节出现问题的，均反馈给了相关导师，希望他们能更加认

真严格把关学生论文质量。

2.行业导师选聘。依据《内蒙古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行业导师聘任及管

理办法（试行）》文件，在聘行业导师20人，另有2022年12月15位校外人士

申请行业导师，但学校目前还未公布最终的行业导师选聘名单。

3.研究生双导师制情况。以校内导师为主，主要负责学生的课程学习、

学位论文的学术水平，包括学位论文撰写和学术问题指导等方面的指导工作；

以校外导师为辅，主要负责实践过程、项目研究，参与课程、论文或实践报

告等环节的指导工作。

4.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度要求和执行情况。《内蒙古大学研究生指导教

师管理办法（试行）》明确规定了研究生指导教师履行的职责、暂停研究生

指导教师招生资格以及取消研究生指导教师的任职资格。《内蒙古大学研究

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实施办法》明确论文检测、评审及抽检评议关键环节导

师及学院问责办法。本学位点每年组织新增导师学习文件，并在实际工作中

严格执行。2022年研究生论文检测、评审及抽检评议均未出现追责问题。

（五）实践教学

【专业学位研究生参与实践教学，产教融合培养研究生成效，包括制度

保证、经费支持，行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情况等】

1.专业学位研究生参与实践教学，产教融合培养研究生成效。（1）专业

核心课程全部采用案例教学和实践教学，70%以上专业选修课采用案例教学

和实践教学，最终形成实践问题解决方案。担任MBA教学授课的专任教师开

展过案例教学比例为 100%。（2）依据工商管理专业学位培养方案，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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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实践不得少于 6个月，可选择参与校内导师课题、由

校外导师指导进行工商管理实践、依托研究生实习实践基地由校内外导师共

同指导完成实践、结合学生就业自行联系实践单位、在学生所在单位实践等

方式。（3）学生与导师一起制定专业实践计划，实践结束后学生完成不少于

5000字的专业实践总结报告。专业实践考核小组对实践环节进行考核，学生

实践考核结果 100%达到了良好。（4）专业学位教育中心不定期组织学生参

观企业、进行座谈交流，学生反映良好。（5）专业学位教育中心鼓励MBA

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全国工商管理类的竞赛活动。2022年 1月至 4月组织 2019

级MBA学生参加“正大杯”第十二届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研究生组）。参

赛题目“基于全国市场调研的内蒙古申瑞设备维修有限公司市场开发报告”

获得省级三等奖。2022 年 4月至 5 月组织 2020级、2021 级MBA四支队伍参

加了“2022 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其中参加全国总决赛的一支队伍获

得一等奖，两支队伍获得三等奖。

2.制度保证与经费支持。根据《内蒙古大学专业学位硕士实践教学制度》

规定，专业学位实践教学实施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指标控制的原则。在学

校的统一领导下，根据学校教学工作的需要统筹安排和使用各项教学经费。

且在保证总量的前提下实现逐年增长。

3.行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情况。（1）参与授课及讲座。2022年本学位点

邀请行业专家参与授课 2次，行业专家讲座 7次。（2）参与论文开题。本学

位点研究生论文开题环节中，6个研究方向均邀请 1-2名行业专家作为开题评

委。2022年工商管理（MBA）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按研究方向分成 6组

进行，专业学位教育中心共邀请 8位行业导师参与论文开题，各行业导师对

学生论文选题给出了宝贵建议。（3）参与论文答辩。2022年工商管理（MBA）

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共邀请了 9位行业导师参与了论文答辩工作。

（六）学术交流

【研究生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的基本情况，国际合作交流等方面的改

革创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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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生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的基本情况。本学位点研究生参与学术

交流的主要形式为参加学院举办的学术交流会议，2022年合计参与 11次，学

生受益匪浅。

2.国际合作交流改革创新情况。积极推动国际合作，现有国际合作科研平

台“中蒙俄经济研究院”“中美生态、能源及可持续性科学研究中心”和“中日

共同 GIS应用与地域经济产业研究中心”，有效推动学生开展国际研究工作，增

强学生国际视野。

（七）论文质量

【体现本专业学位特点的学位论文类型（如调研报告、规划设计、产品

开发、案例分析、项目管理、艺术作品等）规范、评阅规则和核查办法的制

定及执行情况，强化专业学位论文应用导向的情况。本学位点学位论文在各

类论文抽检、评审中的情况和论文质量分析】

1.本专业学位特点的学位论文规范、评阅规则和核查办法的制定及执行

情况。（1）论文规范。内蒙古大学研究生院制定了《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位论

文格式要求》及撰写规范，重点强调了本学位点学位论文应以营利性组织为研

究对象，以组织的管理活动为主要研究内容，学位论文选题和内容应当着眼实

际问题、面向管理全过程、解决组织管理中的理论与实务难题。提倡采用案例

研究报告、调研报告、专项调查报告等。学位论文的写作要突出问题意识，鼓

励运用案例分析、立法例分析和定量分析等科学论证方法，强调和突出毕业论

文实践创新性。此外，对学位论文格式、撰写规范和打印装订进行了规定。本

学位点要求研究生在提交论文前进行自查、互查与导师审核，严格执行研究生

院要求。（2）评阅规则。内蒙古大学研究生院制定了《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位

论文双盲评审工作办法》，本学位点严格执行研究生院论文评审工作办法，实

行全面“双盲评审”（简称“盲审”），评阅专家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本学位点匿名送审学位论文的评阅专家均为副高及以上。（3）核查办法。学位

论文通过匿名盲审评阅后，要求提交用于答辩的论文必须导师同意并签字确认

后方可提交。

http://zmejjyjy.imu.edu.cn/
http://leml.asu.edu/SUCCESS/
https://jjxy.imu.edu.cn/info/1170/4372.htm
https://jjxy.imu.edu.cn/info/1170/4372.htm
https://gs.imu.edu.cn/info/1040/1273.htm
https://gs.imu.edu.cn/info/1040/12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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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强化专业学位论文应用导向的情况。专业硕士论文强调问题导向、应用

导向，其选题源于管理实践中所遇到的现实问题，要求综合运用工商管理学科

相关理论知识，采用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或工具对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切实可

行的解决方案。2022年工商管理专业硕士论文选题均以现实企业为研究对象，

对管理实践中所遇到的实现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可行的管理方案或建议。

3.本学位点学位论文在各类论文抽检、评审情况。2022年尚未接到学校反

馈的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抽检本学位点学生不合格毕业论。本学位点杨伟民老

师指导的 2018级工商管理硕士（MBA）蒋德良同学的学位论文《M公司内蒙古

西部区域市场营销策略研究》获评“内蒙古自治区优秀硕士论文”。

4.论文质量分析。（1）论文选题符合专业要求，从现实企业的实际问题出

发，运用工商管理的理论知识和工具对选题所确定的实际问题展开应用分析，

提出切实可行的管理建议，具有很好的应用价值。（2）论文对研究理论进行回

顾，选取文献具有代表性、前瞻性，梳理脉络清晰，理论基础扎实，对论文的

分析论证有很好的支撑，对所提问题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3）论文的研究目

标明确，研究方法恰当，研究路线比较清晰、严密。论文章节结构合理，详略

适中，逻辑性较强，论据可靠，有自己的新见解。解决问题的建议实用性较强、

针对性较好。学位论文整体质量高，均达到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论文水平和要

求。

（八）质量保证

【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强化指

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分流淘汰机制等情况】

1.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MBA项目围绕培养目标，建立贯穿MBA教

育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体系。在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创新方面，陆续开

设并逐步充实、完善与地方优势产业和特色经济相适应的课程，诸如能源产业

管理、民族文化产业和企业管理、资源型企业高技术化战略管理、乳品企业管

理等课程。强化管理思维、领导力开发等提升MBA学生综合管理能力和软技术

方面的课程。课程设置的内容加大本土化案例的数量，使课程内容体系化、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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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工具化。聘请具有企业、行业专家开设讲座或承担部分课程，借助企业（特

别是校友企业）便利，使教学现场化、教学模拟化。2022年共组织相关主题讲

座 20余场。在课程教学与评估方面，形成了MBA教学督导管理制度、MBA助

教工作职责、MBA教学档案管理制度、教师“立德树人”职责规定等制度和要求；

实行了MBA教师教学效果自评表、授课效果学生评价表、授课效果督导评价表

等质量评价。形成了MBA项目工作人员职责、考核薪酬办法以及学生评价表。

2.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依据《内

蒙古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工作办法》，形成了《经济管理学院专业学位硕

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办法》，依据《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工

作暂行办法》、《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实施办法（内大发 2015-52

号）》，制定了《经济管理学院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论文指导教师管理条例》、

《经济管理学院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实施办法(2015)》，详细

规定了学位论文指导教师条件、申请聘用程序、指导教师职责、学位论文指导

流程、学位论文指导问责办法。参照内蒙古大学学位论文学术不端检测制度、

学位论文撰写规范要求、学位论文答辩制度等制度，通过对论文指导老师选择、

论文开题论证、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学位论文匿名评审、论文答辩等环节的层

层把关，从过程严格把控毕业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

3.分流淘汰机制。依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我校关于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管理规定，对没有按期完成学习和研究任务的同学，实行延

期毕业、留级学习、退学等方式。这样保证了工商管理硕士的培养质量和培养

标准，达不到要求的学生不能参加学位论文答辩、不能毕业。

（九）学风建设

【本学位点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情况，学术不端行为处理情况】

1.本学位点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本学科非常注重研究生的

学风建设，采取多种措施努力培养他们勤奋求实、崇尚学术、实事求是、勇于

创新的精神品质。内蒙古大学研究生院也制定有专门的学术道德及学术规范管

理条例，对学术不端行为进行严厉处罚。结合国内外发生的学术道德失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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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9月，组织所有研究生参加《研究生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讲座，并组

织本学位点教师参加教育厅举办的“2022年暑期教师研修”专题，促进高校教师

思想政治素质、师德师风、教书育人能力提升，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科研工

作和学术行为。

2.学术不端行为处理情况。2022年未发现本学科研究生和导师有违背科学

道德和学术规范的行为。

（十）管理服务

【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情况，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情况，在学研究生

满意度调查情况等】

1.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情况。配备专职管理人员 4名，研究生的日常教育与

管理工作由学院专业学位教育中心和学工办（团总支）负责，按照学校相关部

门及学院的各项安排开展工作。

2.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情况。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

定》、《内蒙古大学学生管理规定》等，积极维护研究生权益。通过建立院

长、书记信箱，听取研究生的各种意见、请求。2022年未发生研究生权益纠纷

事件。

3.在学研究生满意度调查情况。定期征求学生意见，开展在学研究生学习

满意度调查情况，发现问题，积极整改。2022年共进行 36次课程满意度调查，

满意度平均得分为 98.31分。2022年共进行 2次在校生满意度调查，满意度平

均得分为 95分。

（十一）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人才需求与就业动态反馈机制建立情况，人才需求和就业状

况报告发布情况，用人单位意见反馈和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情况】

1.本学位点人才需求与就业动态反馈机制建立及人才需求和就业状况报告

发布情况。本学位点学生为非全日制学生，建设过程中侧重于人才需求管理。

内蒙古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专业设计了六个专业方向，并依据方向设计了相应的

专业选修课程和学生毕业论文选题方向，服务于MBA学生再就业的不同行业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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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选择。2022年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MBA）共毕业 140人，

截至 2022年底，140人已就业，毕业生一次就业率为 100%。就业单位主要分

布在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等。毕业生签约党政机关 18人，国有企业 74人，

民营企业 31人，科研院所 1人，事业单位 11人，三资企业 2人，医疗卫生 1

人，教育行业 1人。

2.用人单位意见反馈和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情况。从现有数据可知，用人

单位对本学科毕业生普遍满意，认为学生理论知识水平扎实、基本实验技能熟

练，工作态度端正，认真努力、吃苦耐劳，普遍得到用人单位认可和好评。

五、服务贡献

（一）科技进步【科研成果转化、促进科技进步情况】

为企业成长和管理提供决策服务。围绕学科特色及优势，服务于企业需求。

围绕自然资源账户体系、生态系统服务等主题，承担内蒙古自治区各类规划课

题 20余项。5篇被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采纳。

（二）经济发展【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

2022年获批横向课题14项，经费总计199.95万元，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

政策咨询。2022年本学位点共为内蒙古各级政府和各部委提供咨询报告 5篇，

其中，被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采纳的咨询报告 2篇。

（三）文化建设【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情况】

（1）以前沿问题及科普为契机，助力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著作的《时间

都去哪儿了？中国时间利用调查研究报告》被评为“2018年度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好书”、2018年最受媒体关注的十本图书，2019年进行出版，2022年入

选国家新闻出版署“经典中国工程”；《管理会计学：理论·方法·思政·案

例》入选自治区“十四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规划教材。

（2）以区域特色优势，打造校企共建领地。2022年，工商管理专业学位

点的教师团队围绕环境成本会计、财务管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碳中和与

碳达峰、区块链技术等主题，面向企事业单位开展了 10余次培训，累计覆盖受

众群体超过 2000人，包括，中小企业质量管理提升培训，赴准能集团公司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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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岱沟露天煤矿智能矿山指挥中心及党员教育实践基地等，能够让师生了解集

团的生产运营、智能矿山建设等情况。

（3）围绕工商管理专业的前沿动态，举办了“桃李讲堂”、“知行讲堂”

和“修远讲堂”等系列讲座，共计 20余次。讲座为本专业的师生提供了学习与

交流机会，推动工商管理专业知识的深入研究与广泛传播。通过上述平台，师

生们得以深入探讨最新的行业趋势、分享创新的管理理念，并在互动中激发新

的思维火花，从而不断提升专业素养，推动学术与实践的相辅相成。

（4）利用微信公众号、网络短视频等平台，打造了“逗趣经济初体验”公

众号，结合时代话题与党的光辉历史，宣传党的先进理论，推进经济金融知识

的普及。学院连续 3年推出《经管微课》线上系列栏目，结合时代主题，高举

爱国主义旗帜，引导广大青年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了解在

党的领导下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激发学习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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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内蒙古大学

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专业学位 2022 年度）

责 任 学 院

（学院公章）

专 业 学 位 名称：公共管理

授 权 类 别 代码：1252

授 权 级 别
□ 博 士

☑ 硕 士

学院名称：公共管理学院

负责人：白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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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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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一、封面中学术学位授权点的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

育部 2011年印发、2018 年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填写，只

有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的，授权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和原国家教育委员会 1997 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

学科、专业目录》填写；专业学位授权点的类别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教育部2011 年印发的《专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填写；同时

获得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的学科，授权级别选“博士”。

二、本报告采取写实性描述，能用数据定量描述的，不得定性描述。定量

数据除总量外，尽可能用师均、生均或比例描述。报告中所描述的内容和

数据应确属本学位点，必须真实、准确，有据可查。所填报各项与时间相关的

内容均截至2022 年12 月 31 日。

三、本报告中涉及的人员均指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在编人员以及与本单

位签署全职工作合同（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合同尚在有效期内）的专任

教师（含外籍教师），兼职人员如需填写应注明。同一人员原则上不得在不同学术

学位点或不同专业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写。

四、本报告中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励、教学成果奖励

等）应是署名本单位，且同一人员的同一成果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

同专业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写。引进人员在调入本校之前署名其他单位所

获得的成果不填写、不统计。

五、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一律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处理后编写。

六、本报告文字使用四号宋体，字数不超过 8000 字，另附 2022 年度培养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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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简要介绍本学位点总体情况、获批时间、优势特色、研究领域、国

内外影响力等，一般在 500 字以内】

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点是边疆民族地区首批、

国家第二批获得授权的单位。2003 年 9 月，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

的试办权，同年 10月，内蒙古大学MPA教育中心正式成立，从 2004 年开

始自主招生。

本学位点的优势特色主要有三点：一是立足边疆并服务边疆地区，学

位点的人才培养体系有着鲜明的地区特色；二是依托内蒙古大学和内蒙古

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师资资源和学科优势办学，办学条件优越；三是办学经

验丰富，以良好的办学口碑赢得了社会认可，生源充足，报录比高，达到

优中择优。

本学位点主要聚焦内蒙古社会经济发展，围绕公共政策、公共服务、

应急管理、社会治理、社会保障、环境治理、数字政府等领域开展教学和

科学研究。截至 2022 年底，学位点已有 2253 名学生完成学业，毕业生质

量得到工作单位广泛认可，形成了较大的区域影响力。学位点曾连续三年

被评为“首府百姓最满意的品牌”专业学位前三甲品牌。

二、目标与标准

（一）培养目标

【本学位点研究生培养的目标定位，限 3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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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点旨在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修养，系统掌

握公共管理理论、知识和方法，具备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分析能力，能够

综合运用管理、政治、经济、法律、现代技术等方面的知识和科学研究方

法解决公共管理实际问题，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需的政

府部门及非政府公共机构高层次、高水平、复合型、应用型公共管理专业

人才。

（二）学位标准

【符合本专业学位特点，与本单位办学定位及特色相一致的学位授予

质量标准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本学位点研究生培养采用学分制和弹性学制，采用非脱产、分段学习

的学习方式，基本学制 3年，申请学位最长年限为 5年。

学生在政治素质上，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

义制度，遵守法律，遵守校纪校规，并达到以下要求者，授予硕士学位：

1.在学校规定的弹性学习年限内，获得规定总学分，并达到各类别课程学

分要求。所修学位课程总学分不少于 38学分，其中，核心课 20学分，专

业方向必修课 8 学分，选修课 8学分，社会实践 2学分；2.完成为期三个

月的社会实践，并提交社会实践报告；3.毕业论文按规定要求完成，通过

论文答辩，达到学校学位授予标准。

三、基本条件

（一）培养领域及特色

【本学位点的主要培养领域及特色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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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学位点立足内

蒙古实际，回应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依托内蒙古大学师资和学科

综合优势，特别是依托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硕士学位点，以政府

治理与领导科学、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为主要方向，培养应用型、复合型

高级公共管理专门人才。

政府治理与领导科学方向：聚焦政府组织的结构、功能和运作机制以

及公共部门领导力理论与实践等领域，培养学生计划、组织、领导、控制、

创新能力。

公共政策与人力资源方向：聚焦公共政策分析和公共政策过程的经典

理论及前沿问题，展示中国政策实践案例，思考国家发展战略和内蒙古发

展定位，培养学生科学决策和政策分析能力；聚焦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管

理，包括人员招聘、培训、绩效评估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培养学生有效

管理公共部门人力资源，提升组织效率的能力。

（二）师资队伍

【骨干教师及师资队伍规模、结构情况，导师队伍结构和总体规模、

专任教师及行业教师情况】

本学位点现有骨干教师 45 人，其中教授 13人，副教授 15人，具有

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教师占比 62%，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比 93%。在校内

专职导师中，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 人，自治区教学名师 1 人，自

治区突出贡献专家 2人，自治区“草原英才”4 人，自治区科技英才 2人，

博士研究生导师 6 人。现有行业导师 16人，行业导师均具有高级职称或

在政府部门、事业单位、行业协会等担任中高层管理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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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主要应用性科研成果或科研项目、学术论文、著作及获奖

情况】

2022 年，本学位点教师获批各类纵向项目 13项，到账经费 134 万元，

其中，国家社科基金 1 项、国家自科基金 2 项、到账经费共 81万元，省

部级项目 7 项、教育厅项目 3 项、到账经费 53万元；在国内外专业核心

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共 31篇，其中《中国行政管理》《中国软科学》等CSSCI

期刊论文 9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论文 1篇，SSCI期刊论文 5篇；

在人民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学术专著 5 部；获得民政部全国民政

政策理论研究奖二等奖 1项。

（四）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位点支撑研究生案例教学、实践教学的软硬件设施、联合培养

基地建设情况】

在研究生案例教学方面，学位点设有“内蒙古大学案例教学与研发中

心”，负责举办或组织案例大赛，开展案例研发与教学培训；学位点拥有

强大的案例研发团队，多位导师研发的案例入选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

库。2022 年，学位点积极规划公共管理案例课程建设，预计 2023 年正式

开课。

在实践教学方面，学院拥有电子政务实验室、心理学实验室两个实验

室，供学位点开展实践教学；拥有“内蒙古社会治理与创新研究基地”“内

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研究中心”“内蒙古土地问题研究中心”等 5个省级

和校级科研平台，帮助学生开展科学研究；学院与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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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服务中心、内蒙古自治区青年志愿者协会等单位共建实训基地 7个，

为学位点学生提供实训平台。

（五）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制度建设、奖助水平、覆盖面等情况】

支持师生参加案例大赛，并给予调研经费奖励。2022 年，学位点对

参加华北地区公共管理案例大赛的 2 支队伍给予共 6000 元奖励。

四、人才培养

（一）招生选拔

【本学位点研究生报考数量、录取比例、录取人数、生源结构情况，

以及为保证生源质量采取的措施】

2022 年，报考人数 2105 人，录取人数 146 人，录取比例为 6.9%。生

源以内蒙古自治区各级党政机关公务员为主，以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工作

人员为辅。

为保证生源质量采取以下措施：在学院公众号、学院网站公布招生简

章，推介学位点，扩大招生宣传力度；坚持公平公正的招生原则，科学选

拔优秀生源。

（二）思政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课程思政、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理想信

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生党建工作等情况】

本学位点把“立德树人”作为MPA教育的根本任务，开设《社会主义

建设理论与实践》思想政治理论课，同时将专业课程建设与课程思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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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率先从《组织行为学》《政治学》等专业必修课入手，开展课程思

政建设，将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贯穿于MPA教育教学的全

过程。

本学位点为每个年级配备正、副 2名班主任，所有班级都建立班级微

信群、含MPA教育中心管理人员在内的组织联络群，与学生保持信息畅通，

沟通及时，掌握研究生思想动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三）课程教学

【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课程教学质量和持续改进机

制，教材建设情况】

1.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

本学位点共开设 9门核心课程（详情见表 2）。

表 2 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

类别 课程名称 总学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任课教师
（职称） 备注 总学分

公共必
修课

外国语 32 2 1
李满亮教授
段满福教授 核心课

5社会主义建设
理论与实践 32 2 1 傅锁根教授

王春风副教授 核心课

学术规范与论
文写作 16 1 4 杨腾原副教授

刘成博士 核心课

专业必
修课

公共管理 48 3 1
任维德教授
曹淑芹教授
杨腾原副教授

核心课

15

公共政策分析 48 3 2
金海和教授
丛志杰教授
张宇副教授 核心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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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设的核心课程中，《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分析》《社会研究方

法》课程为3学分；《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外国语》《政治学》

《电子政务》《公共经济学》课程为2学分；《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课

程为1学分。每门课程由1名高级职称教师带头，组成授课小组，分段分时

授课。

2.课程教学质量和持续改进机制

（1）组建竞争力强的师资队伍。采取校内外师资、国内外师资和行

业资深专家相结合的方式组建师资队伍，每门核心课和必修课均由两名以

上教师担任主讲教师，开展教学活动。

（2）设置科学完善的课程体系。以全国MPA教指委发布的指导性培

养方案为基础，结合培养目标和边疆地区实际，设置课堂教学、案例教学

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课程体系。

（3）设计合理有效的评价体系。建立由教学质量评价标准体系、教

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和教学质量评价方法体系三个方面构成的教学评价

机制。

社会研究方法 48 3 3
李沃源副教授
隋洪鑫副教授
阿拉腾讲师

核心课

政治学 32 2 2
孙凯民教授
李慧勇副教授
张钦朋副教授

核心课

公共经济学 32 2 2
王坤教授
乌兰教授
宋晓梅教授

核心课

电子政务 32 2 3
郭景涛副教授
宋向嵘博士 核心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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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立严格规范的制度体系。制定教学管理制度、教学质量监控

制度、教学质量保障制度和教学论文指导奖惩制度，建立严格规范的制度

体系。

3.教材建设情况

严格按照全国MPA教指委的规定，选用高质量教材，根据研究前沿和

政策更新，及时补充教辅材料；鼓励教师自编教材，近几年本学位点自编

出版《民族地区公共管理案例》3部；在专业课程建设中，严格执行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选用要求，《政治学》《组织行为学》等

核心课程均采用“马工程”重点教材。

（四）导师指导

【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情况，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度要求和

执行情况，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制度建设和落实情况】

1.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情况

（1）导师选聘

依据《内蒙古大学关于制定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办法的指导意

见》《公共管理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遴选办法》等文件，学位点从学

术道德、学术经历、学术成果和科研能力等方面严格选聘导师，选聘条件

包括：①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具有博士学位，

或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或纵向科研项目经费五年累计达到 10万元人民

币；②近五年年均教学量不少于 8 学分；③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或其

他同类级别项目不少于 1 项；④发表与申请学科相关的CSSCI（CSCD）

来源期刊学术论文不少于 2篇。2022 年，学位点新增导师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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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导师培训

对新聘任导师，在学校研究生院负责进行岗前培训基础上，采取“传

帮带”措施，为新聘任导师确定 1 名资深导师，帮助提升教学和论文指导

能力。组织学位点导师参加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举办各类课程师资培训。资助导师参加线上线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研讨

和学习。

（3）导师考核

依据《内蒙古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试行）》，学位点明确

导师在承担教学任务、指导研究生论文、检查研究生课程学习和实习情况、

参与研究生日常管理等方面的职责。依据《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硕士

（MPA）学位论文质量监控实施办法》等文件，学位点考核导师责任履行

情况。2022 年度，学位点导师均考核合格，无暂停招生资格和取消导师

资格的情况。

2.行业导师选聘

本学位点从 2010 年起推行研究生双导师制。2021 年，学校进一步明

确了行业导师遴选聘任办法，学位点根据《内蒙古大学关于制定硕士研究

生指导教师遴选办法的指导意见（修订版）》，重新组织了行业导师申报

工作。目前学位点受聘行业导师共 16位。

（五）实践教学

【专业学位研究生参与实践教学，产教融合培养研究生成效，包括制

度保证、经费支持，行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情况等】

坚持案例教学。“内蒙古大学案例教学与研发中心”组织师生案例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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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参加案例大赛。2022 年，组织师生参加“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高校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案例大赛”，获得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

各 1名，参加“第二届华北地区高校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案例大

赛”获得二等奖、三等奖各 1 名。

建设教学科研实践基地。2022 年度，学位点持续推进实践教学平台

建设，新增 3 个教学科研实践基地，使实践基地总数达到 7 个，有效保障

了学生专业实习、实践训练及科研项目的开展需求。

做好制度保障。坚持将实践教学作为MPA专业学位人才培养中不可或

缺的关键环节常抓不懈，在培养方案中明确了实践教学权重不低于 2 学

分。

（六）学术交流

【研究生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的基本情况，国际合作交流等方面的

改革创新情况】

1.开展学术讲座，加强学生学术交流。利用集中授课时间，定期为学

生举办至少 2场学术讲座，并借助学院及各科研平台，不定期举办高端学

术讲座，为学生与区内外知名专家学者进行交流创造条件。2022 年，邀

请全国知名专家学者举办高端学术讲座共 13场，讲座涵盖了社会治理、

社会保障、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国家机构改革等主题。

2.组织参加研究生学术论坛。2022 年，学位点组织学生参加学院举

办的研究生学术论坛共 5期。论坛上，学生以论文或调研报告形式分享研

究成果，进行交流和思想碰撞，提升了学术水平。

（七）论文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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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本专业学位特点的学位论文类型（如调研报告、规划设计、产

品开发、案例分析、项目管理、艺术作品等）规范、评阅规则和核查办法

的制定及执行情况，强化专业学位论文应用导向的情况。本学位点学位论

文在各类论文抽检、评审中的情况和论文质量分析】

1.根据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特点，专业学位论文分为学术型和应用型，

以应用型为主。应用型学位论文的选题和撰写主要有案例分析型论文、调

研报告型论文、问题研究型论文、政策分析型论文等四种类型。本学位点

要求学位论文基于公共管理案例大赛和公共管理实践经验撰写，培养学生

解决公共管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2.本学位点根据《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授予标

准》《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硕士（MPA）学位论文质量监控实施办法》

《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硕士（MPA）学位论文导师指导追踪制度》，

对导师指导过程、评阅规则和核查办法进行了规范。在论文评阅方面，从

2021 年起利用教育部平台实行校外专家双盲审，规定：（1）论文评审中

有 1位专家的评审意见为“不合格”，则需再次修改并推迟半年重新申请；

（2）论文评审中有 2 位专家的评审意见为“不合格”，则需重新选题。

2022 年，学位点通过预答辩的毕业论文全部送审，共 195 篇，其中检测

未通过论文数量 13 篇，比例约为 6.7%，盲审未通过论文数量 12 篇，比

例约为 6%。

（八）质量保证

【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强化

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分流淘汰机制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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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关于进一步

严格规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的若干意见》《内蒙古大学硕士研究

生培养指导意见》等最新文件要求，本学位点进一步严抓培养全过程监控

与质量保证，采取了以下具体措施：

持续加强授课教师团队建设。严格落实课程负责人制度，由具有高级

职称的教师担任课程负责人，每个课程组配备 2 名及以上专任教师。明确

课程负责人的职责，具体包括：组织课程教学团队开展授课、命题、评卷

及成绩录入工作；全面负责课程建设工作，重点推进课程教学大纲修订、

教学课件优化、教学案例库建设及试题库完善等工作。

优化课程体系。围绕政府治理与领导科学、公共政策与人力资源管理

两个培养方向，突出区域特色，重新调整了专业必修课，并根据教指委要

求，新增《公共伦理》、《公文写作》两门课程。

完善分流淘汰机制。完善论文开题、预答辩、毕业答辩流程各环节中

的学生培养质量要求，并实施分流淘汰；加强论文预答辩和答辩环节的把

关力度，督促论文质量提升。2022 年共完成 2 次学位论文答辩和 2 次论

文开题答辩，答辩通过和未通过情况见表 3。

表 3 2022 年度答辩详情

答辩内容 答辩人数 答辩通过人数 答辩未通过人数 通过率

19级毕业生答辩 136 127 9 93.38%

往届延期毕业生答辩 39 37 2 94.80%

20级开题答辩 147 124 22 8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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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级二次开题答辩 9 7 2 77.70%

（九）学风建设

【本学位点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学术不端行为处理情

况】

开设《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课程，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

发挥MPA导师监管职责，杜绝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加强奖惩制度建设，

利用“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对毕业生学位论文进行检测，禁

止重复率超出规定比例的论文进入答辩环节。

（十）管理服务

【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情况，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情况，在学研究

生满意度调查情况等】

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情况：MPA教育中心配备主任 1名，由学院院长担

任，负责学位点的整体工作；配备 2 名副主任，负责研究生招生、教学管

理、学位管理、学生工作、案例大赛、学术交流工作；配备 2名工作人员，

负责管理和服务工作。

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情况：明确MPA教育中心、班主任、导师在

研究生权益保障中的责任，及时回应学生诉求表达，及时答疑解惑；建立

公开透明的学生-导师双向选择机制，使导师分配合理规范；坚持论文开

题、预答辩、答辩环节中的匿名性原则，保障学位论文评议各环节的公平

公正；完善导师和研究生申辩申诉处理机制与规则，依据《内蒙古大学研

究生论文双盲评审工作办法》规定，对论文评阅意见属于学术争议的，经

导师同意，可由学位申请者本人在收到评阅意见后提出复议申请，由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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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委员会复议申请，并及时给予答复。

在学研究生满意度调查情况：学位点组织在校生进行满意度调查，

2022 年，在校生满意度近 98%。

（十一）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人才需求与就业动态反馈机制建立情况，人才需求和就业

状况报告发布情况，用人单位意见反馈和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情况】

1.就业率

MPA学生报考条件的相关规定决定了绝大多数学生考进MPA时均处

于就业状态，近两年内就业率达到 100%。

2.就业去向分析

MPA学生就业去向主要集中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占比在

77%以上，学生就业去向详情见表 4。

表 4 本学位点毕业生的就业去向情况（2022 年）

五、服务贡献

年度

签约

总人

数

就业单位类型

党政

机关

高等

教育

单位

中、初等

教育单

位

科研

设计

单位

医疗

卫生

单位

其他

事业

单位

国有

企业

三资

企业

民营

企业

自主

创业

升

学

其

他

2022年 164 121 7 2 3 5 11 5 0 0 0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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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进步

【科研成果转化、促进科技进步情况】

本学位点师生围绕公共治理重大现实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向各级党

政机关提交咨询报告。2022 年被采纳的咨询报告共 6 篇，其中 1 篇被国

家民委采纳，5篇被内大智库采纳，选题涉及党建、城市更新、应急管理、

生态保护、养老服务等方面。吸纳学生参与各类纵向科研项目，理论与实

践互补，撰写研究报告，2022 年共提交研究报告 5 项，其中，依托国家

社科项目提交 2 项，依托教育部社科项目、自治区自科项目提交 3项。

（二）经济发展

【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

本学位点教师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纵向课题以及各类横向课题，产出

研究成果，为地区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善出谋划策。为政府机关提供实时咨

询和理论培训服务，助力政府治理能力的提高。2022 年，本学位点导师

承担国家民委、呼和浩特市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 2项横向课题，为国家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内蒙古局提供应急管理理论培训 1次，为鄂尔多斯市市

政府提供人才发展战略方面的咨询 1 次。

开设《公共政策分析》《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专题研究》《宏观经

济理论与政策研究》等课程，举办营商环境改善、政府绩效评估方面的专

题讲座，有针对性地提升学生政策分析和经济发展服务能力。

（三）文化建设

【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情况】

1.以教学和学术使社会主义文化深入人心。本学位点推动理想信念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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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常态化，促进课程思政建设，并开设学术讲座，帮助学生深入了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及时学习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以及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前沿成果。

2.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主义优秀文化。在疫情期间，本学位点研究生

在本职岗位上主动担责，也作为志愿者勇于冲在抗疫一线，在校生和往届

毕业生为校园抗疫捐助物资，彰显了集体精神和奉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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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学

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专业学位 2022年度）

责 任 学 院

（学院公章）

学院名称：内蒙古大学

负责人：杜凤莲

专 业 学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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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会计硕士

代码：1253

授 权 级 别
□ 博 士

 硕 士

2023 年 3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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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一、封面中学术学位授权点的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

2011年印发、2018 年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填写，只有二级学科

学位授权点的，授权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育委员会 1997

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填写；专业学位授

权点的类别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 2011 年印发的《专业学位授

予和人才培养目录》填写；同时获得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的学科，授权级别选“博士”。

二、本报告采取写实性描述，能用数据定量描述的，不得定性描述。定量数据除

总量外，尽可能用师均、生均或比例描述。报告中所描述的内容和数据应确属本学位

点，必须真实、准确，有据可查。所填报各项与时间相关的内容均截至 2022年 12 月

31日。

三、本报告中涉及的人员均指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在编人员以及与本单位签署

全职工作合同（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合同尚在有效期内）的专任教师（含外籍教

师），兼职人员如需填写应注明。同一人员原则上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业

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写。

四、本报告中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励、教学成果奖励等）应

是署名本单位，且同一人员的同一成果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业学位点重复

统计或填写。引进人员在调入本校之前署名其他单位所获得的成果不填写、不统计。

五、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一律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处理后编写。

六、本报告文字使用四号宋体，字数不超过 8000字，另附 2022 年度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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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简要介绍本学位点总体情况、获批时间、优势特色、研究领域、国

内外影响力等，一般在 500字以内】

1.总体情况及获批时间。内蒙古大学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个开展会计

硕士（MPAcc）专业学位教育的高等院校。2010年 12月，教育部授权内

蒙古大学开办会计硕士（MPAcc）专业学位教育项目。

2.优势特色。（1）创新的教育理念与手段。本学位点遵循“经世致

用、管人悟道”的办学宗旨，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融合区内外知名高校

教师资源，通过科研驱动教学、组织案例开发与培训、开展团队实践项目、

优化企业导师机制、深化校企合作等方式，在充分体现国际化与本土化特

征的同时，加强网络、数字化技术手段的应用，提升教学效果，提高教育

质量。（2）优异的案例开发和教学能力。现已有专职教师内部开发的案

例 88篇，其中入选全国MPAcc教学案例库 18篇，3篇案例获评“全国

MPAcc优秀教学案例”；入选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案例库 19篇，其中

12篇案例获评“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3）鲜明的办学特色。内蒙

古大学MPAcc教育，不断探寻本地区教育的办学特色，在自然资源评估

与核算、环境资源会计理论与应用等方面形成了特色方向，在中国西部地

区树立了内蒙古大学MPAcc教育项目的品牌，为今后MPAcc教育的进一

步发展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3.研究领域。本学位点研究领域主要是会计学、公司财务、管理会计、

审计以及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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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内外影响力。本学位点已成为内蒙古MPAcc 教育思想的重要传

播者和实践者，培养毕业的MPAcc学生得到用人单位的高度评价和普遍

认可，并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二、目标与标准

（一）培养目标

【本学位点研究生培养的目标定位，限 300字】

培养拥护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热爱祖国，以职业素养能力

培养为导向，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富有创新进取精神，具有国际视野、

战略意识和领导潜质，能够熟练运用现代会计、财务、审计理论与方法及

现代信息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专业型与应用型的高层次会计人

才。

（二）学位标准

【符合本专业学位特点，与本单位办学定位及特色相一致的学位授予

质量标准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本学位点按照全国MPAcc 教育指导委员会《关于 MPAcc 培养过程的

若干基本要求》等文件精神，依据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办学经验和

实际条件，成立专业学位专家委员会，经由专家委员会研究讨论，并酌情

采纳学生对课程设置的反馈意见与求知诉求，制定授予质量标准。具体标

准及执行情况如下：

1.基础学制和申请学位最长年限

基础学制一般为 2年，申请学位最长年限为 5年，即自研究生入学之

日起到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通过其学位论文的时间为 5年。采用全脱产

全日制培养方式，实行弹性学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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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根据《内蒙古大学会计硕士（MPAcc）培养方案》，课程设置由公共

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公共选修课和专业实践五个模块组成，

要求学生在规定的学制年限内，累计修满不少于 41学分。

3.专业实践

根据《内蒙古大学会计硕士（MPAcc）专业实践方案》规定，实习时

间不少于 6个月，专业实践 4学分。同时专业实践结束后需提交《内蒙古

大学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考核登记表》，完成 1篇不少于

5000 字的专业实践总结报告，并在本专业（职业）领域内进行交流。本

学位点专家委员会选聘相关领域的校内外专家，组成专业实践考核小组，

根据 MPAcc 学生的专业实践工作量、综合表现及实践单位的反馈意见，

按“优、良、中、及格和不及格”五个等级评定研究生的专业实践成绩。

合格者记 4学分，不及格者不计学分，需重新参加专业实践环节。

4.学位论文

《内蒙古大学会计硕士（MPAcc）学位论文撰写方案》明确了论文选题、

论文类型、论文开题与写作、论文的评阅与答辩会等工作程序与细则。会计

硕士专业学位论文选题必须直接面向某一具体企业在经营实践中的实际与财

务会计相关的问题；会计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类型一般应采用案例分析、调研

（调查）报告、专题研究、组织（管理）诊断等；在会计硕士专业学位论文

的选题及研究中，学生加强与指导教师的联系，制定研究方向和研究计划。

学位论文经过预答辩才可进行答辩环节，学位论文的答辩等环节实行“三三

制”，即校内导师、校外导师和行业部门的专家参加。会计硕士专业学位论

文工作时间应不少于 6个月。2022年严格按上述制度执行。

三、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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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领域及特色

【本学位点的主要培养领域及特色简介】

按照全国 MPAcc教育指导委员会《关于 MPAcc 培养过程的若干基本

要求》等文件精神，以及内蒙古大学 MPAcc 教育项目人才培养目标，本

学位点主要培养企事业单位会计、财务与审计工作岗位高级应用性人才。

同时，紧密结合内蒙古地区特色，在自然资源评估与核算、环境管理会计

等领域进行探索与培养。本学位点人才培养具备以下三个特点：

1.职业精神塑造。以职业素养能力培养为导向，培养学生熟悉相关法

律、法规及政策，拥有客观公正、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积极塑造MPAcc

学生的良好职业精神。

2.地区特色服务。立足内蒙古地区特点，为地区发展服务，在草原资

源资产核算，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构建，环境成本管理应用等方面形成独

特的优势与特色。

3.应用型导向培养。重视 MPAcc 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在培养过程

中，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提高 MPAcc 学生运用所学知识、

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积极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能够不断学习新的

会计准则与财务管理理论与方法。培养调查研究能力、沟通协调能力与职

业判断能力。使学生能够胜任企事业单位会计、财务与审计工作岗位要求。

（二）师资队伍

【骨干教师及师资队伍规模、结构情况，导师队伍结构和总体规模、

专任教师及行业教师情况】

按照国家《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2020）》文件要求，2022

年，本学位点共有 19位专任教学人员，其中，副高及以上职称有 15人，

占任课教师总数的 79%；具有博士学位的老师是 13 人，占任课教师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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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68.42%；具有实际业务部门工作经验或主持过相关横向课题、担任企

业顾问或独立董事的教师占比 100%。2022年，本学位点聘请校外实践教

师 13位，参与学生学位论文指导、MPAcc课程授课、开设讲座等。

本学位点现有专业导师 8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老师 5人，占比

62.5%；副高及以上职称有 7 人，占比 87.5%；1人获“宝钢优秀教师”、

“内蒙古自治区教学名师”和“内蒙古自治区优秀教师”荣誉称号，1人

入选全国会计领军人才；具有实际业务部门工作经验或主持过相关横向课

题、担任企业顾问或独立董事的教师占比 100%。

（三）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主要应用性科研成果或科研项目、学术论文、著作及获奖

情况】

本学位点现承担在研国家级或省部级项目 9项，发表学术论文 11篇。

2022年度本学位点主要应用性科研成果或科研项目、学术论文成果总结如

下：

科研项目汇总表

序号 名称 项目来源
经费
（万
元）

1 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对审计风格的影响机理
和经济后果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 30

2 分红动因、投资者信念互动与市场反应方
式变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 28

3 异质政策工具影响资源型企业高质量创新
的微观机理——基于知识基础视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 28

4 会计稳健性对企业并购行为及并购绩效的
影响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
目

8

5 新技术驱动资源型企业创新机理与路径研
究

自治区社科规划重点项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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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内蒙古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协同：现状评
价、影响机制与路径优化

内蒙古社科规划项目 3

7 2019 年道路货物运输量专项调查（数据分
析）

内蒙古自治区交通原属管理
局

49

8 内蒙古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与实现机制
研究

内蒙古统计科学研究课题 1

9 绿色创新驱动内蒙古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研究-基于异质性理论视角

内蒙古统计科学研究课题 2

10 “双碳”目标导向下资源型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可持续性政策研究

校级项目 60

10 异质政策工具影响资源型企业高质量创新
的微观机理——基于知识基础视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 28

学术论文汇总表

序号 论文题目 期刊名称 检索

1 中国会计学发展创新与成长路径 财会通讯 中文核心期刊

2 交易属性和制度属性影响企业战略绩效的路
径研究——基于案例的分析推理

财务研究 CSSCI（扩展）

3 反腐倡廉、政治关联与企业并购重组行为 经济学(季刊) CSSCI（来源期刊）

4
网络联结、资源获取与组织学习互动影响战
略绩效路径研究——基于长城汽车的纵向案
例研究

科研管理
CSCD（核心），CSSCI
（来源期刊）

5 中国工商管理学：实践探索、理论创新与历
史使命

财会月刊 中文核心期刊

6 我国财务管理实践探索、理论创新与发展路
径

财会月刊 中文核心期刊

7 数字化促进了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吗 科学学研究
CSCD（核心），CSSCI
（来源期刊）

8 蒙牛线上线下觅“牛人” 企业管理
其他（人文社会科

学）

9 中国稀土上市企业升级效率评价研究——基
于 DEA 模型的分析

内蒙古大学学
报

中文核心期刊

10 资源行动演化下动态能力对战略绩效的影响
——以亿利集团为例

管理案例研究
与评论

CSSCI（扩展）

11 技术多元化对企业战略绩效的影响路径研究
内蒙古财经大

学学报
其他（人文社会科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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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分红动因识别、机构持股与信号传递 南开管理平论 CSSCI（来源期刊）

13 中国碳会计：远景战略、现实挑战与实现路
径

财会月刊
北大中文核心期

刊

14 草原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方法及应用 资源科学
CSSCI（来源期

刊）,CSCD（核心）

15 专利执行保险对企业竞争能力的影响——研
发投入的中介效应及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

金融理论与实
践

北大中文核心期
刊

16 数据驱动能力、组织结构对企业战略绩效的
影响——基于 A网约车公司的纵向案例研究

管理学报（湖
北）

CSSCI（来源期刊）

17 数字化促进了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吗 科学学研究 CSSCI（来源期刊）

18 吸收能力演化特征视角下企业创新绩效提升
路径——基于长江润发的纵向案例

财会通讯
其他（人文社会科

学）

专著汇总表

序号 著作名称 出版单位 出版时间 著作类别

1 沙区生态产业技术推广与商业
模式

科学出版社 2021-10-20 专著

2 管理会计学：理论·方法·思政·案
例

北京大学出版
社

2022-08-01 专著

3 会计稳健性对企业并购行为及
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

经济科学出版
社

2022-06-08 专著

（四）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位点支撑研究生案例教学、实践教学的软硬件设施、联合培养

基地建设情况】

本学位点支撑研究生案例教学、实践教学的软硬件设施及联合培养基

地建设情况如下表所示：

教学科研支撑

国家级、自治区级重点（培育）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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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批准单位 批准时间

1 工商管理（自治区一流本科专业） 教育厅 2019.10

2 会计学（自治区一流本科专业） 教育厅 2021.11

国家级、自治区级重点实验室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研究中心、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文献中心等）

序
号

名称 批准单位 时间

1 内蒙古自治区地缘经济数据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 2016年

2 大数据分析技术工程实验室
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2016年

3
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

内蒙古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基地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2019年

4 内蒙古自治区人口战略研究智库联盟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

合会
2020年

5
内蒙古新型能源经济战略研究智库联

盟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

合会
2020年

6 时间利用调查与研究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 2021年

专业（案例）实验室、实践基地

序号 实验室名称 等级 面积（m
2
）

台（套）数
总值(万元)

总数 万元以上数

1 管理决策实验室 院级 51.64 26 26 31.2

2 经济学室验室 院级 51.64 31 31 34.1

3 管理专业实验室 院级 51.64 36 0 20.7

4 企业案例研究中心 院级 29 8 6 7.3

5 案例讨论室 院级 32 9 5 7.0

序号 实践基地名称 共建单位
基地
性质

建立时间

1 中国建设银行实践基地
中国建设银行内蒙古自治区

分行
院级 2018.12

2 内蒙古华才会计师事务有限 内蒙古华才会计师事务有限 院级 2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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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践基地 公司

3
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实践基地
北方联合电力有限公司 院级 2020.11

4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实践

基地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院级 2020.6

5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内蒙古监管局实践基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内蒙古监管局
院级 2020.6

6 上海证券交易所实践基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院级 2020.6

可用于培养研究生的主要仪器设备、软件情况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
量

单价
（万
元）

国别、厂家

1 服务器 IBM-System x3850 X5企业级 8 9.8 美国、IBM

2 投影机 EPSON EB-C2080XN 11 0.78
爱普生（中国）有限公

司

3 图形工作站 S30
ThinkStation S30 Intel Xeon
四核处理器，E5-2609

31 1.1 中国、联想

4 台式计算机 Think-center8400t i5-4GB-1T 45 0.54 中国、联想

5 软件 Gis 软件 1
126.7

2
美国，Esri

6 软件 会计电算化软件 1 14.4 中国，用友公司

7 软件 企业竞争模拟 1 14 中国，北京金益博文有

限公司

图书资料情况

类别 合计 学校图书馆 院系图书馆（资料室）

本学科藏书量（万册）
中文 6.26 5.5 0.76

外文 0.24 0.2 0.04

本学科期刊拥有量（种）
中文 229 129 100

外文 20 4 16

本学科电子资源（数据库）
数量（种）

中文 8 6 2

外文 3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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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订购的主要专业期刊和重要图书（含电子期刊）

序号 书名、刊名
册数或订阅
起止时间

序号 书名、刊名
册数或订阅
起止时间

1 管理世界 1997年至今 10 管理评论 1997年至今

2 会计研究 1997年至今 11 管理学报 1997年至今

3 财务会计 1998年至今 12 研究与发展管理 1979年至今

4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00年至今 13 中国社会科学 1976年至今

5 财会月刊 1997年至今 14 经济管理 1979年至今

6 财会通讯 1997年至今 15 中国工业经济 1997年至今

7 中国软科学 1979年至今 16 经济研究 1997年至今

8 管理科学学报 1979年至今 17
管理案例研究与评

论
2015年至今

9 南开管理评论 1979年至今 18 中国会计评论 2018年至今

（五）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制度建设、奖助水平、覆盖面等情况】

根据教育部和全国 MPAcc 教育指导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等有关文

件精神，制订了《内蒙古大学奖助学金工作条例》、《内蒙古大学研究生

国家奖学金及自治区奖学金管理办法》及《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评选办法》，对研究生奖助学金的评选程序和管理办法进行了详细说明，

2021 年度严格按照上述制度执行。

1.国家助学金。范围覆盖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内的全日制研究生（有

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本学位点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8000 元。

2.国家奖学金、内蒙古自治区奖学金和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国家

奖学金，硕士生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20000 元。内蒙古自治区奖学金，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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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生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10000元。国家奖学金与内蒙古自治区奖学金不

重复享受。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8000 元，覆盖班

级排名前 28.6%的学生。

四、人才培养

（一）招生选拔

【学位授权点研究生报考数量、录取比例、录取人数、生源结构情况，

符合专业学位特点的招生选拔机制，以及为保证生源质量采取的措施】

为做好我校 MPAcc 招生工作，根据教育部、自治区教育厅招生工作

相关文件要求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内蒙古大学会计硕士（MPAcc）招

生制度》，对招生组织机构、程序、管理与监控等系列工作进行了明确规

定。2022 年在招生的各个环节严格按照上述制度执行，具体情况如下：

1.本学位点研究生报考数量、录取比例、录取人数。2022 年内蒙古

大学会计硕士研究生计划招收 55人，当年报考人数 809人，上线人数 399，

录取 55 人（含退役士兵计划 2 人），报考/录取比例 14.7:1，上线/录取

比例 7.3:1。

2.生源结构情况。从生源毕业高校来看，区内高校 25人，占录取总

人数的 45.5%，区外高校 30人，占录取总人数的 54.5%。从生源毕业专业

来看，文科类 46人（83.6%），理工科类 9人（16.4%）。（2）生源质量。

区内毕业高校人数排名前三名为内蒙古财经大学 13人（23.6%）、内蒙古

大学 9 人（16.4%）、内蒙古师范大学 2人（3.7%）；区外毕业高校包括

湖南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太原理工

大学、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等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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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符合专业学位特点的招生选拔机制。建立 MPAcc 招生选拔机制，

初试时在国家规定的分数线上，按照招生人数采用 1：1.2 的比例划定复

试分数线与参加复试的名单，并予以公布。复试时学生需参加政治、外语

与专业课考试。专业课考试需要侧重学生财务与会计专业能力的考察。

4.保证生源质量采取的措施。为了稳定报名录取比例和扩大生源范

围，内蒙古大学对 MPAcc 进行了广泛的宣传，结合十年以上办学在社会

所产生的影响，报名录取比例保持三年平均为 12:1，上线录取比例平均为

6.8:1，保证了有效选拔优秀生源的基础条件。同时，本学位点教学水平不

断提升，吸引了内蒙古区内外的优秀学生报考。

（二）思政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课程思政、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理想信

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生党建工作等情况】

1.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会计硕士（MPAcc）开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主线，基于最新的

国情研究成果，增进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理解和认识。

2.课程思政。学校注重提升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意识和能力。积极组

织教师参加课程思政线上培训，资助教师参加课程思政培训和研讨会。同

时，鼓励教师将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学建设中。目前，《管理会计学》和

《财务会计学》两门课已列入学校思政课建设项目。2022 年，任课教师

在教学内容与毕业论文选题中充实紧密结合国家大政方针政策与经济发

展现状思政内容。

3.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打造高素质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务工作，按

照专兼结合、以专为主的原则加强辅导员选配工作。本学位点现有专职研

究生辅导员 1名，兼职研究生辅导员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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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落实举措：（1）发挥课程

思政、基层支部与辅导员作用。（2）发挥导师言传身教作用。（3）深化

实践教育。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实习实训等活动中，

创办形式多样的“行走课堂”。

5.研究生党建工作。设有会计研究生党支部，严格执行“三会一课”

制度，提升党员思想政治素养，充分发挥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研究生党支部于 2022 年 5、11 月份分别开展了《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座谈会与《喜迎二十大，不忘初心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

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引导研究生党员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教学、科学研究实践。

（三）课程教学

【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课程教学质量和持续改进机

制、教材建设情况】

1.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按照会计教育指导委员会

《关于 MPAcc 培养过程的若干基本要求》的文件精神，制定了《内蒙古

大学会计硕士（MPAcc）课程设置及教学大纲》。所有的课程都制定了详

细的教学大纲与实施方案。2022年度本专业学位开设 15门核心课，课程

主讲教师为副高及以上职称或具有博士学历。同时，聘请既有扎实理论基

础又有较强实践能力的专家或专业技术人员来院授课、讲座或报告，满足

学生多样化需求。

2.课程教学质量和持续改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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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学位点的主力课程依托行业资源和学科优势，以案例教学、

实验教学、实践教学为突破口，打造“一案两实”教学模式，充分激发学

生的学习热情并加强学生的会计实务知识学习和动手能力。

（2）通过案例开发提升教师案例教学水平，目前已经形成案例开发

与案例研究并重、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团队聚力开发研讨、国际高水平

合作的良性循环氛围。本专业的每门课程在课程讲授过程中均应用案例教

学，2022年度在教学课程中共应用教学案例 42多个，其中已有 7篇教学

案例分别被选入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案例库和中国管理案例中心。

（3）实验教学方面，依托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仿真实验中心管理决策

模拟实验平台，并且以实验教学为基础，依靠学院信息系统与信息管理特

色，培养学生执行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4）实践教学方面，将实践教学融入会计硕士专业学位培养的全过

程，即“课程教学有实践内容、师资队伍有实战专家、过程培养有实践环

节、论文考核有实践应用”。通过开展校企课题合作，依托行业和资源优

势，建立 6家实习实践基地，每年组织数批学生到企业参观和定期实践。

（5）积极参加全国MPAcc教指委举办的课程、案例研讨会议，及时

了解和掌握国内各高校MPAcc教学的动态。2022 年专业学位中心组织专

业学位硕士主讲教师参加相关课程培训、学术会议、案例会议 8 次，参与

人次 14人次。

3.教材建设情况。一方面，本学位点采取了学院教授委员会教材审核

措施，对开设课程使用教材进行严格审核，优先选择“马工程教材”，其

次为国家级规划教材。另一方面，将开发高质量教材设为教师工作考核之

一，形成薪酬激励。目前，已有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管理会计学：理

论·方法·思政·案例》、企业管理出版社出版的《财务会计教学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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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管理会计实践典型案例研究》三本研究型案

例教材，配合课程教材使用。

（四）导师指导

【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情况，行业产业导师选聘，研究生双

导师制情况，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度要求和执行情况】

1.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情况。

（1）选聘情况。依据《内蒙古大学关于制定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

选办法的指导意见》，结合本学院学位授权点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制定了

《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办法》，由学院学位

评定分委员会（教授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严格执行。2022年会计硕士

（MPAcc）导师共有8位，均满足学校导师文件要求的条件。

（2）培训情况。①学校组织收看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

报告会暨新增导师培训会，加强对新增导师的指引。②学院分学科组织新

聘任研究生导师培训与交流会，将有丰富指导经验的导师与新增导师组成

团队进行学生指导的方式，帮助新增导师尽快成长。③学校鼓励全体研究

生导师积极参与其它培训。2022年专业学位中心组织专业学位硕士主讲教

师参加相关课程培训、学术会议、案例会议9次，参与人次15人次。

（3）考核情况。学院每年对受聘的行业导师进行评估和考核，注重

师德师风建设，将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履行情况作为教职工年度考核的重要

内容，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导师招生资格年度审核、职称（职务）评聘、岗

位聘用、评优评先等工作的重要依据。2022年度MPAcc教育项目的所有导

师均通过了年度考核。

2.行业产业导师选聘与研究生双导师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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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业产业导师选聘情况。依据《内蒙古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行

业导师聘任及管理办法（试行）》文件，选聘行业导师11人。

（2）研究生双导师制情况。以校内导师为主，主要负责学生的课程

学习、学位论文的学术水平，包括学位论文撰写和学术问题指导等方面的

指导工作；以校外导师为辅，主要负责实践过程、项目研究，参与课程、

论文或实践报告等环节的指导工作。2022年参与会计硕士专业课程讲授、

毕业论文开题及答辩校外导师6人。

3.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度要求和执行情况。《内蒙古大学研究生指导

教师管理办法（试行）》明确规定了研究生指导教师履行的职责、暂停研

究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以及取消研究生指导教师的任职资格。《内蒙古大

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实施办法》明确论文检测、评审等关键环节导

师及学院问责办法。每年组织新增导师学习文件，依据现有校内导师和行

业导师的背景专长，围绕现行三个培养方向，遵照“内外+新老”相结合

原则，探索组建理论实务高度结合、方向培养、主题聚焦的导师指导模式。

2021年度，严格按上述制度执行。

（五）实践教学

【专业学位研究生参与实践教学，产教融合培养研究生成效，包括制

度保证、经费支持，行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情况等】

1.专业学位研究生参与实践教学，产教融合培养研究生成效。

（1）除了在课堂上组织学生参加教学实践外，会计硕士专业学位学

生在读期间，可以利用寒暑期和实习期到大中型企业、会计师事务所等单

位参观访问、实习实践，提升学生专业判断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能力，最

终专业学位学生完成不少于 5000 字的专业实践总结报告，专业学位中心

组织行业导师进行评审，评审结果全部通过，其中 86%达到良好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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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学位中心不定期组织学生参观企业、座谈。2022 年，专业

学位中心组织学生参观企业 2次，企业座谈 2 次，学生反映良好。

（3）专业学位中心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全国财务管理类的竞赛活

动。2022 年度 49 名学生全部参加了实习实践教学，培养创新创业精神和

团队合作能力。

2.制度保证与经费支持。

根据《内蒙古大学专业硕士硕士实践教学制度》规定，专业学位实践

教学实施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指标控制的原则。在学校的统一领导下，

根据学校教学工作的需要统筹安排和使用各项教学经费。且在保证总量的

前提下实现逐年增长。2022 年学校投入的专业学位实践教学经费为当年

收取学费总额的 38%。

3.行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情况。

（1）授课及讲座。专业学位中心行业专家授课 2次，企业负责人及

行业专家开设讲座 9次。

（2）参与论文开题。本学科研究生论文开题环节中，邀请 3名行业

专家作为开题评委。2022 年会计硕士（MPAcc）研究生毕业论文开题专业

学位中心共邀请 6位行业专家参与论文开题，6 位行业专家对论文选题给

出了宝贵建议。

（3）参与论文答辩。2022 年会计硕士（MPAcc）研究生毕业论文答

辩专业学位中心共邀请 3位行业专家参与了论文答辩。

（六）学术交流

【研究生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的基本情况，国际合作交流等方面的

改革创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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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生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的基本情况。专业学位研究生参与学

术交流的主要形式为参加学院举办的学术交流会议，2022 年总计参与 19

次，学生受益匪浅。

2.国际合作交流改革创新情况。积极推动国际合作，现有国际合作科

研平台“中蒙俄经济研究院”、“中美生态、能源及可持续性科学研究中心”

和“中日共同 GIS应用与地域经济产业研究中心”。

2022 年度组织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情况表

序

号
课程/讲座名称

主讲人

姓名 工作单位

1 投资项目资本预算

年报问询函、盈余管理与银行借款契约

曹雅楠

王瑾

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

产业转型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统

计研究

跨越户籍界限的“绿卡”：居住证对农村

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

韩英

林龙飞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3 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十四五”展望 赵云平

内蒙古自治区宏观经济

研究中心，研究员、总

经济师

4 金融体系概览 吴金燕 东北师范大学

5
在危机和创新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罗尚忠

中国软科学研究会

理事长助理

6 新型能源经济发展论坛暨“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下内蒙古技术发展路径”研讨会

张贤

杨琳

吴力波

中国 21世纪议程管理中

心

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7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在线健康咨询市

场中互动工具的有效性研究

促进科技经济深度融合的创业孵化体制机

制研究

任迪轩

刘雨枫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8 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引领未来——创新体系

与能力建设若干思考
穆荣平

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

策与管理学院

9 学术论文写作及学术论文投稿 王政武 改革与战略杂志社

http://zmejjyjy.imu.edu.cn/
http://leml.asu.edu/SUCCESS/
https://jjxy.imu.edu.cn/info/1170/43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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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商学院一流师资队伍建设 王方华 上海交通大学

11 经济学研究中的现实、理论与证据 梁斌 内蒙古大学

12 QCA 与复杂性管理研究 杜运周 东南大学

13 Analyst Forecast and Reporting Bias 孟琰 内蒙古大学

14 期权基本原理 杜萌 中国地质大学

15
基于参数规划的投资组合有效性与多样化互斥研

究

企业数字化发展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刘彤阳

刘斯琴

南开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16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企业绿色转型升级 李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七）论文质量

【体现本专业学位特点的学位论文类型（如调研报告、规划设计、产

品开发、案例分析、项目管理、艺术作品等）规范、评阅规则和核查办法

的制定及执行情况，强化专业学位论文应用导向的情况。本学位点学位论

文在各类论文抽检、评审中的情况和论文质量分析】

1.本专业学位特点的学位论文类型规范、评阅规则和核查办法的制

定及执行情况。

（1）学位论文类型规范。根据《内蒙古大学会计硕士（MPAcc）专业

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和《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实施办法》

等规定，学位论文选题要体现专业学位特点，突出学以致用，须直接面向某

一具体企业在经营实践中的实际与财务会计相关的问题，注重解决实际问

题。论文类型一般应采用案例分析、调研（调查）报告、专题研究、组织（管

理）诊断等。学位论文应能体现学生已系统掌握会计理论、专业知识和研究

方法，具备综合运用会计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方法，分析和解决会计

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创新性和实用价值。根据《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位论

https://gs.imu.edu.cn/info/1040/12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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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格式要求》，对学位论文格式、撰写规范和打印装订进行了规定，研究生

在提交论文前进行自查、互查与导师审核，严格执行相关制度规定。

（2）评阅规则。内蒙古大学研究生院制定了《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位

论文双盲评审工作办法》，本学位点严格执行研究生院评审工作办法，实行

全面“双盲评审”（简称“盲审”），评阅专家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

职务。

（3）核查办法。学位论文通过评阅后，要求送检论文必须导师同意并

签字确认方可提交。2022年，会计专业硕士学位论文机检重复率均低于20%，

通过率 100%。

2.强化专业学位论文应用导向的情况。会计专业硕士论文强调问题导

向、应用导向。2022年，会计专业硕士论文选题均以现实企业为研究对象，

对管理实践中所遇到的实现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可行的管理方案或建议。

3.本学位点学位论文在各类论文抽检、评审情况。毕业论文共分四个

阶段完成，导师全程指导监督：①毕业论文调研与选题与开题；②毕业论

文撰写；③毕业论文预答辩；④毕业论文答辩与成绩评定阶段。2022年，

会计专业硕士研究生经指导老师同意共计提交论文 48篇。47位学生论文全

部一次性通过查重、盲审与论文答辩。

4.论文质量分析。据《内蒙古大学会计硕士（MPAcc）学位论文撰写方

案》的要求，论文选题应体现专业学位特点，突出学以致用，注重解决实际

问题。

（1）论文选题符合专业要求，从现实企业的实际问题出发，运用会计

专业的理论知识和工具对选题所确定的实际问题展开应用分析，提出切实可

行的管理建议，具有很好的应用价值。

https://gs.imu.edu.cn/info/1040/1273.htm


534

（2）论文对研究理论进行回顾，选取文献具有代表性、前瞻性，梳理

脉络清晰，理论基础扎实，对论文的分析论证有很好的支撑，对所提问题具

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3）论文的研究目标明确，研究方法恰当，研究路线比较清晰、严密。

论文章节结构合理，详略适中，逻辑性较强，论据可靠。解决问题的建议实

用性较强、针对性较好。2022年 48篇学位论文整体质量高，均达到了会计

专业硕士学位论文水平和要求。

（八）质量保证

【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强化

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分流淘汰机制等情况】

1.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本学位点围绕培养目标，建立贯穿

MPAcc教育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体系。

（1）在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创新方面，陆续开设并逐步充实、完善与

地方优势产业和特色经济相适应的课程。强化管理思维、领导力开发等提升

MPAcc 学生综合管理能力和软技术方面的课程。聘请具有企业、行业专家

开设讲座或承担部分课程，借助企业（特别是校友企业）便利，使教学现场

化、教学模拟化。

（2）在课程教学与评估方面，形成了MPAcc教学督导管理制度、MPAcc

助教工作职责、MPAcc 教学档案管理制度、教师“立德树人”职责规定等

制度和要求；实行了MPAcc 教师教学效果自评表、授课效果学生评价表、

授课效果督导评价表等质量评价。形成了MPAcc 项目工作人员职责、考核

薪酬办法以及学生评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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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学生管理与服务方面。设立了专业学位教育中心，由专业学位

教育中心主任和办公室职员全面组织、协调 MPAcc 教育项目相关事宜。

MPAcc教育项目为每个班配备班主任，同时组建班委会。

（4）在经费支持方面。通过两种经费渠道支持专业学位的建设：综合

性经费投入和专业学位学生学费在学校、学院学费分成。在MPAcc教育项

目学生学费分成方面，执行《内蒙古大学学费分配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5）在网络平台保障方面。通过“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专业学位

教育中心”网站平台发布相关信息。同时，“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仿真实验

中心”可供MPAcc开展实验教学活动，为会计专业师生提供会计软件、财

务和审计实训教学平台。

2.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依据

《内蒙古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工作办法》，形成了《经济管理学院专业

学位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办法》，依据《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双

盲评审工作暂行办法》、《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实施办法（内

大发 2015-52号）》，制定了《经济管理学院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论文指导

教师管理条例》、《经济管理学院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实

施办法（2015）》，详细规定了学位论文指导教师条件、申请聘用程序、

指导教师职责、学位论文指导流程、学位论文指导问责办法。参照内蒙古大

学学位论文学术不端检测制度、学位论文撰写规范要求、学位论文答辩制度

等制度，通过对论文指导老师选择、论文开题论证、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学

位论文匿名评审、论文答辩等环节的层层把关，从过程严格把控毕业研究生

学位论文的质量。

3.分流淘汰机制。依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我校

关于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管理规定，对没有按期完成学习和研究任务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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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延期毕业、留级学习、退学等方式。这样保证了培养质量和培养标准，

达不到要求的不能答辩、不能毕业。

（九）学风建设

【本学位点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学术不端行为处理情

况】

1.本学位点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内蒙古大学研究生院

也制定有专门的学术道德及学术规范管理条例，对学术不端行为进行严厉处

罚。结合国内外发生的学术道德失范行为，2022年度，组织所有研究生参

加《研究生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讲座，并组织研究生指导教师和研究生代

表参加学校举办的“2022年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暨新

增导师培训会”，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科研工作和学术行为。开设《学术

规范与创新创业》课程，引导研究生自觉遵守学术规范、坚守学术诚信，努

力成为优良学术道德的践行者和良好学术风气的维护者。

2.学术不端行为处理情况。尚未发现本学位研究生和导师有违背科学

道德和学术规范的行为。

（十）管理服务

【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情况，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情况，在学研究

生满意度调查情况等】

1.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情况。配备专职管理人员 4名，研究生的日常教

育与管理工作由学院团总支、专业学位管理中心统筹，按照相关部门安排开

展工作。

2.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情况。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

理规定》、《内蒙古大学学生管理规定》等，积极维护研究生权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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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院长、书记信箱，听取研究生的各种意见、请求。2022年，未发生研

究生权益纠纷事件。

3.在学研究生满意度调查情况。定期征求学生意见，开展在学研究生

学习满意度调查情况，发现问题，积极整改。2022年共进行 37次课程满意

度调查，满意度调查的最低得分为 92分，满意度平均得分为 97.93分。

（十一）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人才需求与就业动态反馈机制建立情况，人才需求和就业

状况报告发布情况，用人单位意见反馈和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情况】

1.本学位点人才需求与就业动态反馈机制建立及人才需求和就业状况

报告发布情况。2022年，本学位点共毕业 47人，由于受疫情的影响以及国

内外经济增速持续放缓，截止到毕业时点（2022年 9月份）统计的就业率

为 80.85%。到 2022年 12月底，41位毕业生均已实现就业。就业中存在的

困难是男女生比例失衡所导致的女学生就业面临极大的压力。就业总体形式

和质量没有明显变化，近年来内蒙古地区房地产、互联网、金融三大行业快

速发展，政府、公共事业、国企的跨行业报考人数比往年有所增长，这些行

业容纳了会计硕士人才并有 80%以上从事财务相关工作。

2.用人单位意见反馈和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情况。用人单位对本专业

毕业生满意度情况如下表所示。

用人单位对本专业毕业生满意度调查情况

题目/选项 很满意 比较满意 不太满意 非常不满意

综合素质 23（76.67%） 7（23.33%） 0（0.00%） 0（0.00%）

职业道德 22（73.33%） 8（26.67%） 0（0.00%） 0（0.00%）

专业素质 19（63.33%） 11（36.67%） 0（0.00%） 0（0.00%）

团队合作 25（83.33%） 5（16.67%）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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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态度 22（73.33%） 6（20.00%） 2（6.67%） 0（0.00%）

工作能力 23（76.67%） 6（20.00%） 1（3.33%） 0（0.00%）

五、服务贡献

（一）科技进步

【科研成果转化、促进科技进步情况】

为企业成长和管理提供决策服务。2021年，本学位点的主讲教师或指

导老师，聚焦于内蒙古典型企业，站在企业成长的最新前沿与战略高度，先

后为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管理局、呼和浩特市公交总公司、北京市中洲律

师事务所等多家公司发展战略规划或提供咨询服务，有效促进了科研成果的

应用与转化。此外，颉茂华教授根据其专著《环境管理会计研究》、《企业

环境成本核算与管理模式研究—源于内蒙古火力发电企业的经验与数据》等

研究成果，应北方联合电力公司的邀请，2022年度不断深入企业开展调研，

持续完善环境成本管理的理论体系，设计了一套适用于火力发电企业的环境

成本管理体系，界定了火力发电企业环境成本的概念与分类，设计了火力发

电企业环境成本核算流程，即确认、计量、分配、记录和披露，并形成《火

力发电企业环境成本管理模式的应用》研究报告，已在公司试行。

（二）经济发展

【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

为政府及相关部门提供咨询服务。2022年，本学位点的主讲教师或指

导老师，站在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前沿，先后为自治区人民政府及其

发改委、科技厅和统计局设计发展战略规划或提供咨询服务。其中，颉茂华

老师带领MPAcc部分学生开展《内蒙古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协同：现状评

价、影响机制与路径优化》项目的研究，并受内蒙古统计局委托开展了《呼

包鄂乌经济圈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协同现状评价与路径优化》研究，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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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揭示呼包鄂乌经济圈生态系统现状，为优化绿色发展路径提供理论指

导，对实现呼包鄂乌经济圈高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三）文化建设

【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情况】

以行业人才培训为契机，推进会计学、财务管理等知识普及。2022

年共面向企事业单位培训 7次，受众群体达 5000人以上。同时，结合内

蒙古大学实际情况，2022度召开跨文化交流晚会，不但让我们真切地感

受到异域文化风情，同时让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传播到更多国家。

在“一带一路”大背景下，中国与多国共同谱写了时代新篇章。

六、培养方案

本学位点培养方案详见附件《内蒙古大学会计硕士（MPAcc）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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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内蒙古大学会计硕士（MPAcc）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富有创新进取精神，具有国际视野、战略意识和领导

潜质的复合型、专业型与应用型的高层次会计人才。学位获得者应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一）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进取精神和创新意识。

（二）具有较强的业务能力，能够熟练运用现代会计、财务、审计及相关领域的

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三）具有从事高层次会计管理工作必备的国际视野、战略意识和领导潜质。

（四）熟练掌握和运用一门外国语。

二、培养方式和学习年限

按照国家有关学位制度的规定，结合学校会计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

采用课程课堂教学、实践实习、实习报告与学位论文写作相结合的培养方式。整个培

养环节分成课程教学、考核考评、管理实践、双导师培养与学分制与学习期限考核等

几个环节完成。

（一）本专业培养方式为全日制学习，基础学制为 2年，最长学习年限为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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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方法。主要采用课堂讲授、案例教学与专家专题讲座等方法。注重理

论联系实际，采用课堂讲授与案例教学相结合，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聘请具有企业、行业专家开设讲座或承担部分课程。

（三）考评方法。综合评定学生的学习成绩，包括考试、课后作业、案例分析、

课堂讨论、撰写调研报告等。

（四）实践环节。充分发挥专业实践基地的积极性，建立联合培养基地，聘请既

有扎实理论基础又有较强实践能力的专家或专业技术人员为校外联合培养导师，构建

各培养单位和行业部门良性互动的实践教学体系。

（五）实行双导师制。以校内导师为主，主要负责学生的课程学习、学位论文的

学术水平，包括学位论文撰写和学位申请等方面的指导工作；以校外导师为辅，主要

负责实践过程、项目研究，参与课程、论文或项目报告等多个环节的指导工作。

（六）实行学分制。学生必须通过学校组织的规定课程的考试，成绩合格后方能

取得该门课程的学分；学生须至少修满 41 学分的课程，方能撰写学位论文。

三、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类别 课程名称
周学时

总学分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职称）

公

共

必

修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32 2 第一学期 马列学院选派

英语 3/48 3 第一学期 外语学院选派

管理经济学 3/48 3 第一学期
王建军副教授

乔世君副教授

专

业

必

修

课

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 3/48 3 第一学期 米 莉副教授

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 3/48 3 第一学期
郭金凤副教授

袁学英副教授

审计理论与实务 3/48 3 第二学期 周 冉副教授

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 3/48 3 第二学期
颉茂华教 授

刘向伟讲 师

企业税务筹划 2/32 2 第二学期 牛草林副教授

专

业

选

修

课

管理思维 1/16 1 第一学期 郭晓川教 授

管理沟通 2/32 2 第一学期 史增震副教授

商业伦理与社会责任 1/16 1 第二学期 贺 立副教授

经济法 2/32 2 第二学期 丁文英教 授

战略管理 2/32 2 第二学期 王锋正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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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 2/32 2 第一学期
秦志宏教 授

张 彻副教授

公司治理 2/32 2 第二学期 姜 涛教 授

投资学 2/32 2 第二学期
石英剑教 授

杨云峰讲 师

信息管理 2/32 2 第二学期 张启锋讲 师

政府与非盈利组织会计 2/32 2 第二学期

颉茂华教 授

米 莉副教授

周 冉副教授

公共

选修课
学术规范与创新创业 1/16 1 第二学期 研究生院选派

专业

实践
会计专业实践 4/64 4 第三学期 企业实践导师

注：本专业要求学生总学分修满 41学分以上。各类别课程学分要求如下：

1.公共必修课=8 学分；

2.专业必修课=14 学分；

3.专业选修课≥14 学分

4.公共选修课=1 学分；

5.专业实践= 4 学分。

四、专业实践

（一）内蒙古大学会计硕士专业实践时间不得少于 6个月。

（二）实践方式。与企业、行业和政府部门建立多种形式的合作，积极推进会

计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用人单位实际需求的紧密联系，积极探索人才培养

的供需互动机制。并保证为会计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提供长期、稳定的实践基地。

研究生的专业实践可选择下列一种方式进行：

1.研究生结合本人的就业去向，自行与需求单位联系现场实践。在本专业相

关领域工作或曾经工作过的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可在本单位完成专业实践。

2.由校内导师、课题组结合所承担的现场科研课题，安排学生的专业实践。

3.充分发挥校外导师的指导作用，利用现场的科研资源和工程条件，由校外

导师负责安排相应的专业实践环节。

4.依托校外专业实践基地，在校内外导师的共同指导下，结合工程实际岗位，

由学院统一组织和选派学生去现场进行专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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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计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按照所在专业类别或领域的培养方案要求，

与导师一起制订专业实践计划，列出专业实践的具体内容。专业实践结束后需提

交《内蒙古大学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考核登记表》，完成 1篇不

少于 5000 字的专业实践总结报告，并在本专业（职业）领域内进行交流。

（四）经济管理学院专业学位专家委员会选聘相关领域的校内外专家，组成专

业实践考核小组，根据会计硕士的专业实践工作量、综合表现及实践单位的反馈意

见，按“优、良、中、及格和不及格”五个等级评定研究生的专业实践成绩。合格

者记 4学分，不及格者不计学分，需重新参加专业实践环节。会计硕士的专业实践

情况经学院审核通过后，填写《内蒙古大学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结

果汇总表》，报研究生院备案。

（五）会计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学习期间需参与案例研究与开发活动，包

括但不限于独立或协助指导老师通过实地调研形成教学案例、参与企业管理咨询

活动并形成管理咨询报告、参加案例大赛、发表案例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案例

研究与开发活动由指导教师根据学生参与的案例开发情况或科研成果评定成绩。

五、学位论文

会计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工作时间应不少于 6个月。会计硕士专业学位论文要

体现专业学位特点，突出学以致用，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学位论文应体现学生已

系统掌握会计理论、专业知识和研究方法，具备综合运用会计等相关学科的理论、

知识、方法，分析和解决会计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创新性和实用价值。

（一）论文选题。会计硕士专业学位论文选题必须直接面向某一具体企业在

经营实践中的实际与财务会计相关的问题。论文选题，必须与工商企业的管理实

践以及我国社会经济改革与建设的发展进程中出现的财务与会计的实际问题相

结合。强调实地调查研究，体现运用所学理论分析和解决特定企业实际问题的能

力

（二）论文类型。会计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类型一般应采用案例分析、调研（调

查）报告、专题研究、组织（管理）诊断等。鼓励学位论文选题与实习实践、案

例开发内容相关。论文选题应有现实针对性、应用性；论文内容强调理论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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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应用；论文要综合反映学生运用财务会计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及

调查研究的能力。

（三）论文开题与写作。在会计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选题及研究中，学生应

加强与指导教师的联系，切实制定研究方向和研究计划。学生要在毕业前半年年

经过导师组开题，提交开题报告后，进入做论文阶段。在写作阶段，要不断的与

导师沟通与修改，直到导师同意提交打印，方可进入评阅与答辩环节。

（四）论文的评阅与答辩。会计硕士专业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答辩等环节实行

“三三制”，即校内导师、校外导师和相关行业部门的专家参加。论文评审实施

学术查重、盲审制度。论文评审实施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和匿名评审制度。论文评

阅人中至少一位是有行业、企业或政府部门有应用研究经验的专家。会计硕士研

究生取得学校规定的学分，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

授予会计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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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内蒙古大学

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学术学位 2022年度）

责 任 学 院

（学院公章）

学院名称：文学与新闻传播

学院

负责人：米彦青

授 权 学 科
名称：艺术学

代码：1301

授 权 级 别
□ 博 士

 硕 士

2023 年 3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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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一、封面中学术学位授权点的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

2011年印发、2018 年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填写，只有二级学科

学位授权点的，授权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育委员会 1997

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填写；专业学位授

权点的类别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 2011 年印发的《专业学位授

予和人才培养目录》填写；同时获得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的学科，授权级别选“博士”。

二、本报告采取写实性描述，能用数据定量描述的，不得定性描述。定量数据除

总量外，尽可能用师均、生均或比例描述。报告中所描述的内容和数据应确属本学位

点，必须真实、准确，有据可查。所填报各项与时间相关的内容均截至 2022年 12 月

31日。

三、本报告中涉及的人员均指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在编人员以及与本单位签署

全职工作合同（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合同尚在有效期内）的专任教师（含外籍教

师），兼职人员如需填写应注明。同一人员原则上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业

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写。

四、本报告中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励、教学成果奖励等）应

是署名本单位，且同一人员的同一成果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业学位点重复

统计或填写。引进人员在调入本校之前署名其他单位所获得的成果不填写、不统计。

五、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一律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处理后编写。

六、本报告文字使用四号宋体，字数不超过 8000字，另附 2022 年度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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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简要介绍本学位点总体情况、获批时间、优势特色、研究方向、国

内外影响力等，一般在 500字以内】

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艺术学理论硕士授权点于 2020 年招生，目前本

学科分为三个研究方向，分别是艺术理论（艺术美学）、艺术史论与批评（艺术批评）

和北方民族艺术专题（影视艺术研究）。本院开设的艺术学理论硕士学位授权点，既

涵盖艺术美学与艺术理论基础研究，又积极拓展艺术学与文学、美学、传播学等学科

的联系，从理论研究到艺术史与艺术批评，并涉及具体门类艺术研究，尤其是关注北

方民族艺术中的影视方向，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学科建设思路。

师资队伍方面，现有专任教师 8名，博士占比达百分之百，其中博士后 2名（含

在站一名），博士毕业院校多为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等国

内外著名高校，外聘教师 6名，皆为所在领域业绩突出的专家学者，师资力量较强。

学术研究方面，在这两年中，部分教师沿着美学前沿、美育教育、戏剧、电影、

民族文艺等方向已经开展了较有特色的突破性研究，部分成果刊发在《民族文学研究》

《东吴学术》《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高水平学术期刊。

平台建设方面，利用中国北方民族文学研究中心、内蒙古作家创作研究基地、学

院创意写作中心、青年文艺论坛等各类平台，给师生搭建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本年

度邀请中国传媒大学王廷信教授、东南大学李倍雷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王嘉军教授等

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进行讲座并深入交流。

二、目标与标准

（一）培养目标

【本学位点研究生培养的目标定位，限 300字】

本学科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应具有比较扎实的艺术学理论知识，了

解本学科的历史和现状及本领域学术发展态势，较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和计算机运

用，热爱祖国，品德良好，学风严谨，身体健康，具有高尚的人文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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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强事业心，能够从事相近学科的教学、科研或文化管理工作，适应内蒙古自治

区民族文化大区建设战略的需要。

（二）学位标准

【符合本学位点特点，与本校办学定位及特色相一致的学位授予质量

标准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总学分和各类别课程学分要求：

总学分≥32 分

公共学位课须修 3门：7分

专业学位课须修 4门：12 分

公共选修课 须修 1门：1分

专业选修课（含一门跨学科专业课）须修 6门：12 分

论文环节：

研究生在完成培养计划所有课程学分后，即进入论文工作环节，完成研究生培养

过程中的论文必修环节任务。

开题

艺术学理论学术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应阅读本领域有关原著文献 20 本，外文文献

3本，写出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应论述学位论文选题依据、研究方案、预期目标与成

果、工作计划等关键问题。

硕士研究生在第 3学期完成开题报告。开题由学位点组织，由若干名本学科或相

近学科教授、副教授参加。

中期考核

中期考核是检查研究生个人综合能力及学位论文进展状况、指导研究生把握学位

论文方向、提高学位论文质量的必要环节。艺术学理论学术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在入

学后第 4学期末进行。

学术活动

研究生学习期间须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其中参加前沿讲座不少于 2次，鼓励研

究生参加学术会议，并作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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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环节

通过参与研究课题、教学实习和撰写论文培养研究生的实践能力。

1．在导师指导下参加相关研究课题。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培养创新意识、创造能

力和集体研究的合作精神，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教学实习。要求能够承担部分教学工作。三年内至少有一两周本科生课程的

教学活动。做到课前准备，撰写授课讲义。教学实习以研究生兼任助教的方式进行。

3．在导师指导下撰写论文，追踪本学科的前沿问题和发展趋向。所写论文可经

导师推荐，积极争取发表。

学位论文

1．硕士学位论文选题要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必须符合本学科的专业研究方

向，且经过导师审核同意。必须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确定学位论文的选题。

2．能够有计划地阅读文献资料，了解国内外该研究或选题的学术研究状况和动

态。

3．文献综述和开题报告应该在论文答辩前一年左右进行，内容包括选题论证、

内容提要和大纲细目、与本课题相关的国内外学术研究现状、选题研究提要、参考书

目文献等。开题报告一般在学位点范围内进行。

4．研究生应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撰写并完成学位论文：论文要求反映该研究方

向的发展和最新成果，并且能够从中归纳出有规律性的结论，引出自己的学术思想和

观点；论文要求基本思路清晰，逻辑结构严谨，立论有据，内容丰富，行文流畅，在

研究角度、研究思路、主要观点、研究方法和资料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5．论文格式与形式必须包括：题目、作者、目录、摘要（中、外文）、关键词、

导论（前言）、正文、注释和参考文献等几个部分，。

6．论文自始至终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论文应达到本学科

硕士论文水平的基本标准和要求。

7．论文排版、打印、装订按照学校学院有关要求执行。

个人培养计划

1. 个人培养计划是对研究生进行培养和毕业资格审查的主要依据。个人培养计

划一旦确定，就应严格遵守。在实施培养计划过程中，如果确有特殊原因而提出修改

者，应由本人提出申请、导师同意、院系主管负责人签字后报研究生院同意，方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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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修改。

2. 学术学位研究生在入学后一个月内，在导师的指导下，根据培养方案制定个

人培养计划；包括课程设置、学期安排、学习与研究进度、论文开题时间、写作时间

安排等。

三、基本条件

（一）培养方向

【本学位点的主要培养方向简介】

艺术理论（艺术美学）主要内容为艺术学经典理论研究、美学前沿问题研究。

艺术史与艺术批评（艺术批评）主要内容为研究艺术史上的现象、作品、艺术家

和各种艺术关系，同时探索对当下艺术作品的精准批评，史论评结合，探索艺术生产

的文化价值。

北方民族艺术专题研究（影视艺术研究）主要内容为，一方面，立足于电影史，

探索影视艺术的原点问题。另一方面，以北方民族艺术为视域，探索影视的特色发展

之路。

（二）师资队伍

【各培养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主要师资队伍情况、导师队伍结构

和总体规模】

1、艺术理论（艺术美学）

本方向带头人为刘志中教授，文学博士，博士后，文艺学、艺术学理论硕士研究

生导师，内蒙古文艺理论研究会会长。学术骨干为韩琛老师，博士毕业于中国艺术研

究院艺术学理论专业，在相关核心期刊发表书法、影视等研究论文多篇；孙恒存老师，

博士毕业于四川大学，在视觉文化、美学研究领域发表论文多篇；石永峰老师，博士

毕业于日本关西大学，在《中国书法》等杂志发表书法研究论文多篇。

2、艺术史论与批评（艺术批评）

本方向带头人为鄢冬副教授，艺术学理论硕士研究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在站博

士后，内蒙古文艺理论研究会副秘书长，在相关核心期刊发表艺术批评类文章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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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骨干为云韬老师，博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萧乾文学馆馆长，在相

关期刊发表文艺评论多篇。白文硕老师，博士毕业于兰州大学，在相关期刊发表文化

批评类文章多篇。

3、北方民族艺术专题研究（影视艺术研究）

本方向带头人为王苹教授，电影学博士，一级创作，艺术学理论硕士研究生导师，

知名作家，发表电影研究相关论文多篇，在《人民文学》等文学期刊发表作品多篇，

在各大出版社出版著作多部。左少峰老师，博士毕业于山东大学，有北方民族艺术相

关国家课题、论文。

导师队伍年龄结构比较合理，为 70 后和 80 后教师。学缘结构合理，就读于北京

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多所知名高校。

（三）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主要科研项目、学术论文、著作及获奖情况】

鄢冬，内蒙古社科规划青年项目“空间理论与文化记忆视域下内蒙古诗歌文化审

美研究 1907-2017”，2017 年立项，2021 年 12 月结项，经费 2万元。

云韬，《新时期以来城市化进程中的内蒙古草原小说研究》（2015C29），内蒙

古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青年项目，经费 1.5 万元，于 2021 年 8 月结项。

孙恒存，内蒙古社科规划青年项目“内蒙古网络文艺审美实践研究”，2016 年立

项，准备结项，经费 1万元。

鄢冬，内蒙古文联文艺评论专项 2022 年重点项目“2021 内蒙古文学发展调查研

究”，经费 2万元，2022 年 12 月 31 日结项。

云韬，萧乾小说研究述评，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5期。

2021 年 12 月，刘志中论文《书法是“线”的艺术吗》获第九届内蒙古自治区社

科评奖三等奖。

2021 年 12 月，王苹（安宁）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新人奖提名奖，中华文学基金

会、中国作家协会。

2012 年 6 月，王苹（安宁）荣获第三届三毛散文奖，新人奖，《迁徙记》（散文

集），三毛散文奖组委会。

2017 年 9 月，鄢冬发表《去魅:文化记忆幻象中的顾城与海子》，文艺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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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 月，鄢冬组诗《想象白菜的几种方式》获内蒙古诗歌排行榜提名奖。

2021 年 12 月，鄢冬报告文学《山楂妈妈的远方》获内蒙古幸福故事一等奖。

（四）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位点支撑研究生学习、科研的平台情况】

内蒙古作家创作研究基地，省级，对学生了解、研究内蒙古文艺提供有效的资料

支撑、组织保障和经费支持。

萧乾文学馆，省级，馆内珍藏萧乾夫人捐赠的珍贵文献，利用萧乾的文化影响力，

给学生搭建良好的资料库和交流平台。

中国北方民族文学研究中心，校级，给学生提供必要的学术活动交流场地，对学

生了解、研究北方民族文艺提供有效的资料支撑、组织保障和经费支持。

内蒙古大学文研班，校级，内蒙古大学文研班为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委托，我院连

续举办十期，其中包含戏剧影视班，本学科点教师负责主要工作，为学生搭建与文学

艺术家良好的沟通和学术交流平台。

创意写作中心，院级，邀请国内外相关领域专家讲座，开展话剧展演、期刊编辑，

为学生提供相关的艺术实践机会。

青年文艺论坛，院级，主要由文艺学、艺术学理论、现当代文学三家合办，每个

月邀请王廷信教授、王峰教授等相关领域专家授课，为艺术学理论硕士搭建学术交流

平台。

（五）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制度建设、奖助水平、覆盖面等情况】

本学位点研究生将助体系制度建设比较健全，依照国家、自治区及内蒙古大学相

关奖助文件执行，奖助水平较好。本年度奖学金覆盖面为研三 2人，国家奖学金 1人，

2万元，学业奖学金 1人，8000 元；研二 2人，自治区奖学金 1 人，1万元，学业奖

学金 1人，8000 元；研一 1人获学业奖学金，8000 元，获奖比例为 42%。助学金为每

人每年 8000 元，研三 4人，研二 4人，研一 3人，获助学金比例为 92%。

四、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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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生选拔

【本学位点研究生报考数量、录取比例、录取人数、生源结构情况，

以及为保证生源质量采取的措施】

22 年报考艺术学理论 19 人，第一志愿录取了 1人，调剂接收 2人。省内 1 人，

省外 2人，地缘结构相对合理。一志愿毕业于西北大学 1人，通过调剂录取学生 2人，

毕业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山西财经大学，显示本学科有较好的生源号召力。

为保证生源质量，本学科点一是利用学院网站及其他渠道推广专业品牌，二是严

格制定相关参考书目及初试、复试相关试题，保证优中选优。

（二）思政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课程思政、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理想信

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生党建工作等情况】

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两门，分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马克

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引导专业课教师在课程教学中加入课程思政内容，完善

研究生辅导员建设，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和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生

党建工作进展较好，研究生参与党建工作踊跃。

（三）课程教学

【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课程教学质量和持续改进机

制，教材建设情况】

本学位点核心课程有四门，分别是《艺术美学》《艺术史论专题研究》《艺术批

评理论与实践研究》《北方民族艺术专题研究》。

1、《艺术美学》，授课教师刘志中教授。

2、《艺术史论专题研究》，授课教师为高明霞教授、郭培筠教授、王宏伟老师。

3、《艺术批评理论与实践研究》，授课教师为鄢冬副教授。

4、《北方民族艺术专题研究》，授课教师为刘新和研究员、王鹏瑞教授。

学校配备研究生课程督导，不定期展开对课堂教学质量的跟踪和建设性意见，同

时学生和老师之间也建立里有效的沟通机制，在动态中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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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四门课都有相对稳定的参考教材体系。

（四）导师指导

【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情况，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度要求和

执行情况，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制度建设和落实情况】

本学科已聘用三名硕士研究生导师，并按照学校的要求及时参加培训，考核合格。

其中，鄢冬老师参加了 2022 年 12 月内蒙古大学“科学规范导师指导行为 建设

一流研究生导师队伍”专题网络培训班并考核合格。

本学科严格按照教育部和学校对导师指导研究生的要求执行，执行状况较好。

（五）学术训练

【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及科教融合培养研究生成效，包括制度保证、

经费支持等】

本学科研究生定期召开读书会，并积极利用线上线下多种形式听取讲座和会议，

在发表论文、投稿参会方面较为踊跃。

学院为研究生学术交流提供组织保障、后勤保障和必要的经费支持。

（六）学术交流

【研究生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的基本情况，国际合作交流等方面的

改革创新情况】

研究生积极旁听国内外各线上、线下会议，有研究生在省级会议参会并做汇报。

（七）论文质量

【体现本学位点特点的学位论文规范、评阅规则和核查办法的制定及

执行情况。本学位点学位论文在各类论文抽检、评审中的情况和论文质量

分析】

学位授权点依据学校相关规定，制定执行了完备的论文写作规范、评阅规则和考

核方法。

本学位点暂无毕业生，因此不涉及此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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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质量保证

【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强化

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分流淘汰机制等情况】

本学科点按照培养方案要求，在研究生第四学期末将对学生论文进度、学习状

态以及相关考核指标进行中期考核，考核不合格进行分流淘汰。

（九）学风建设

【本学位点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学术不端行为处理情

况】

本学科点研究生修读《学术规范与创新创业》课程，16 学时，1学分。无学术

不端行为。

（十）管理服务

【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情况，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情况，在学研究

生满意度调查情况等】

我院配置专职研究生辅导员一名，学科点有硕士研究生导师三名，设置相关研

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完善研究生贫困建档，奖助惩罚体系等，健全导师与研究生的

沟通机制，在校研究生满意度较高。

（十一）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毕业研究生的就业率、就业去向分析，用人单位意见反馈

和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情况】

本学科点暂无毕业生。

五、服务贡献

（一）科技进步

【科研成果转化、促进科技进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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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发展

【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

（三） 文化建设

【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情况】

1、学科点艺术理论方向带头人刘志中教授为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内

蒙古文艺理论研究会会长，承担重大课题子课题、教育部课题多项，发表论文多篇，

负责组织、策划内蒙古文艺理论研究会学术年会及其他学术活动，组织社科评奖等

事项，促进了内蒙古文学艺术理论研究的发展。

2、学科点北方民族艺术专题研究（影视艺术研究）方向带头人王苹教授为一

级作家，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荣获全国茅盾文学

新人奖提名奖等多种重要奖项，其本人也是全国知名的青年作家，在青年文艺家培

养上起着重要作用。

3、学科点艺术史论与批评方向带头人鄢冬副教授，为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

长，青年文艺评论家，已承担并完成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委托写作项目《云开月明——

乌兰牧骑 1800 天》，并列入内蒙古文联文艺精品工程。同时，编剧内蒙古大学校史

题材话剧《桃李湖畔》，执导、编剧《山楂妈妈的远方》也获得了社会关注，在服务

地区文化战略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六、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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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学艺术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及研究方向简介

一级学科（中文）名称：艺术学

（一）学科简介

艺术学是系统性地研究关于艺术的各种问题的科学。它研究艺术的性质、目的、

作用、任务和方法，它是具有理论性、学术性和系统性的人文科学。艺术学一级学科

涵盖舞蹈、音乐、美术、戏剧、影视等二级学科。本院开设的艺术学理论硕士学位授

权点，既涵盖艺术美学与艺术理论基础研究，又积极拓展艺术学与文学、美学、传播

学等学科的联系，从理论研究扩展到艺术史与艺术批评，并涉及具体门类艺术研究，

尤其是关注北方民族艺术研究，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建设思路。

（二）研究方向

1.研究方向之一：艺术理论（艺术美学）

艺术美学对艺术研究具有理论指导意义，是艺术学理论学科重要的研究方向。本

学科方向将艺术美学与富有特色的民族艺术研究相结合，具有较宽的专业辐射面与鲜

明的民族和地方特色。该学科方向立足内蒙古自治区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努力建构

具有时代特色与民族特色的艺术美学理论体系。本方向着重培养具有宏观理论素养和

学术研究能力的高校艺术学教师、艺术学研究人员和艺术活动管理人才，并为进一步

深造的学生打好扎实的专业基础。

2.研究方向之二：艺术史论与批评（艺术批评）

艺术学史论与批评在学科方向上相统一，可以有效地体现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现实

性与实践性。本学科方向充分发掘内蒙古自治区文化艺术资源，将艺术学理论研究对

象向影视戏剧、音乐、美术等艺术门类延伸拓展，以凸显艺术学理论研究广泛的涵盖

性；本方向力求构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方法论体系，其中特别为促进当代民族艺术

的传承和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本方向旨在培养具有较强理论思辨能力和艺术批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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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可以胜任文化艺术管理部门及社会艺术团体管理和服务岗位的高层次人才。

3.研究方向之三：北方民族艺术专题研究（影视艺术研究）

北方民族艺术专题研究是本学位点具有鲜明民族特色与地区特色的研究方向，本

方向依托内蒙古自治区丰富的民族艺术资源，将戏剧、影视、音乐、美术等主要艺术

门类，置于中国北方民族历史和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从艺术学、文学、民族学、美

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多维视角，探究北方民族艺术的特征与内蕴，以及北方民族艺

术审美风格的成因，把握北方民族艺术的发生、发展、交融、流变的轨迹和规律。

该研究方向充分发挥本地区在民族艺术教学与研究上的多种优势，培养面向具备

深厚民族文化底蕴、对某一门类艺术规律有深入把握、适应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建设及

其他民族地区艺术发展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

在民族艺术领域继续开拓，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有效地体现其民族身份的文

化阐释之功用。

二、培养目标

本学位授权点以立德树人为导向，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要求学生应

具有比较扎实的艺术学理论知识，了解艺术学的学科历史、现状及学术发展态势，在

文艺美学、戏剧与影视学或比较艺术学领域能初步从事学术研究，并能将所学知识应

用到艺术实践中。具有高尚的人文精神、艺术情操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能够从事艺

术学相关学科的教学、科研或文化管理工作，适应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文化大区建设战

略的需要。

三、基本学制和申请学位最长年限

全日制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实行 3年弹性学制，申请学位最长年限为 5年，即自

研究生入学之日起到校学位委员会讨论通过其学位论文的时间为 5年。

四、培养方式

充分发挥导师指导研究生的主导作用，根据学生自身特色和优势，确定灵活多样

的研究生培养方式，完善有利于发挥学术团队作用、有利于调动研究生主动性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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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培养机制，显著提高研究生综合素质与能力。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必要的竞争和淘

汰机制，确保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五、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类别 课程名称

周学时

总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任课教师

（职称）
备注

公共

学位

课

外语 4/64 4 2 研究生院安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研究
2/32 2 1 研究生院安排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

科学方法论
1/16 1 1 研究生院安排

公共

选修

课

研究生学术道德

与学术规范
1/16 1 研究生院安排 讲座

研究生职业规划

与创新创业
1/16 1 研究生院安排 讲座

专业

学位

课

艺术美学 3/48 3 1 刘志中教授

艺术史论专题研究 3/48 3 1
高明霞教授、郭培筠

教授、王宏伟老师

北方民族艺术专题研究 3/48 3 2
刘新和、王鹏瑞教授

等

艺术批评理论与实践

研究
3/48 3 2 鄢冬副教授

专业

选修

课

（含

跨学

科课

程）

北方民族艺术前瞻研

究
2/32 2 2 白文硕讲师

中外戏剧创作研究 2/32 2 1 王苹副教授

影视艺术研究 2/32 2 2 王苹副教授

导演艺术研究 2/32 2 2 敖登副教授

艺术学经典名著选读 2/32 2 1 云韬讲师

艺术学前沿问题研究 2/32 2 3 孙恒存讲师

总学分和各类别课程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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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学分≥32 分

公共学位课须修 3门：7分

专业学位课须修 4门：12 分

公共选修课 须修 1门：1分

专业选修课（含一门跨学科专业课）须修 6门：12 分

六、论文环节

研究生在完成培养计划所有课程学分后，即进入论文工作环节，完成研究生培养

过程中的论文必修环节任务。

1．开题

艺术学理论学术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应阅读本领域有关原著文献 20 本，外文文

献 3本，写出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应论述学位论文选题依据、研究方案、预期目标与

成果、工作计划等关键问题。

硕士研究生在第 3学期完成开题报告。开题由学位点组织，由若干名本学科或相

近学科教授、副教授参加。

2．中期考核

中期考核是检查研究生个人综合能力及学位论文进展状况、指导研究生把握学位

论文方向、提高学位论文质量的必要环节。艺术学理论学术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在入

学后第 4学期末进行。

3．学术活动

研究生学习期间须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其中参加前沿讲座不少于 2次，鼓励研究

生参加学术会议，并作学术报告。

4．实践环节

通过参与研究课题、教学实习和撰写论文培养研究生的实践能力。

1．在导师指导下参加相关研究课题。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培养创新意识、创造能

力和集体研究的合作精神，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教学实习。要求能够承担部分教学工作。三年内至少有一两周本科生课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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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活动。做到课前准备，撰写授课讲义。教学实习以研究生兼任助教的方式进行。

3．在导师指导下撰写论文，追踪本学科的前沿问题和发展趋向。所写论文可经

导师推荐，积极争取发表。

七、学位论文

1．硕士学位论文选题要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必须符合本学科的专业研究方

向，且经过导师审核同意。必须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确定学位论文的选题。

2．能够有计划地阅读文献资料，了解国内外该研究或选题的学术研究状况和动

态。

3．文献综述和开题报告应该在论文答辩前一年左右进行，内容包括选题论证、

内容提要和大纲细目、与本课题相关的国内外学术研究现状、选题研究提要、参考书

目文献等。开题报告一般在学位点范围内进行。

4．研究生应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撰写并完成学位论文：论文要求反映该研究方

向的发展和最新成果，并且能够从中归纳出有规律性的结论，引出自己的学术思想和

观点；论文要求基本思路清晰，逻辑结构严谨，立论有据，内容丰富，行文流畅，在

研究角度、研究思路、主要观点、研究方法和资料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5．论文格式与形式必须包括：题目、作者、目录、摘要（中、外文）、关键词、

导论（前言）、正文、注释和参考文献等几个部分，。

6．论文自始至终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论文应达到本学科

硕士论文水平的基本标准和要求。

7．论文排版、打印、装订按照学校学院有关要求执行。

八、个人培养计划

1. 个人培养计划是对研究生进行培养和毕业资格审查的主要依据。个人培养计

划一旦确定，就应严格遵守。在实施培养计划过程中，如果确有特殊原因而提出修改

者，应由本人提出申请、导师同意、院系主管负责人签字后报研究生院同意，方可进

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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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术学位研究生在入学后一个月内，在导师的指导下，根据培养方案制定个

人培养计划；包括课程设置、学期安排、学习与研究进度、论文开题时间、写作时间

安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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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

内蒙古大学

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学术学位 2022 年度）

责 任 学 院

（学院公章）

学院名称：化学化工学院

负责人：刘健

授 权 学 科
名称：应用化学

代码：081704

授 权 级 别
□ 博 士

 硕 士

2023年 3月 31 日



— 564 —

编 写 说 明

一、封面中学术学位授权点的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

2011年印发、2018 年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填写，只有二级学科

学位授权点的，授权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育委员会 1997

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填写；专业学位授

权点的类别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 2011 年印发的《专业学位授

予和人才培养目录》填写；同时获得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的学科，授权级别选“博士”。

二、本报告采取写实性描述，能用数据定量描述的，不得定性描述。定量数据除

总量外，尽可能用师均、生均或比例描述。报告中所描述的内容和数据应确属本学位

点，必须真实、准确，有据可查。所填报各项与时间相关的内容均截至 2022 年 12月

31日。

三、本报告中涉及的人员均指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在编人员以及与本单位签署

全职工作合同（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合同尚在有效期内）的专任教师（含外籍教

师），兼职人员如需填写应注明。同一人员原则上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业

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写。

四、本报告中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励、教学成果奖励等）应

是署名本单位，且同一人员的同一成果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业学位点重复

统计或填写。引进人员在调入本校之前署名其他单位所获得的成果不填写、不统计。

五、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一律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处理后编写。

六、本报告文字使用四号宋体，字数不超过 8000字，另附 2022年度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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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内蒙古大学应用化学学科于 2008 年获二级硕士学位授权，是学校重

点支持的主干学科。学科始终坚持“根植北疆、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的育

人理念，将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等

各教育环节，培育具有坚定理想信念、深厚爱国主义情怀、高尚品德修养、

高深专业技术水平、不懈奋斗精神、勇于创新的新时代人才。

应用化学学位点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和面向人民

生命健康布局研究/培养方向。依托内蒙古自治区独特的煤资源、稀土资

源、非金属矿物资源和生物质资源，布局煤化工、绿色应用化学、生物化

工和稀土催化研究方向，以“生态优先、高质量发展”理念为指引，重点开

展关键基础理论、绿色关键技术开发与应用方面的研究和成果转化工作，

助力实施国家“碳达峰”和“碳中和”发展战略和完成自治区的“五大任务”。

学位点现有在职教师 24人，其中正高 7 人（教授 5人，研究员 2 人），

副教授 15人，讲师 2人；具有博士学位 22 人，硕士生导师 19 人，所取

得的研究成果为化学化工领域的科技进步提供了有力支撑。应用化学学位

点目前在读研究生 51 人，2022 年授予硕士学位 15人。

二、目标与标准

应用化学学科瞄准世界教育与科技前沿，面向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现实需求，坚持“四为”方针，立足区域特色优势持续推进学科建设，不

断创新科教融合、产教融合、思政融合的立体培养模式，建设高水平导师

队伍和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国家和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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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培养绿色化学、绿色化工、生物化工等关键领域亟需的德才兼备的高

水平人才，全力奉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事

业。

所培养研究生应具有自主创新精神、勇于献身科教事业的敬业精神和

科学道德；具有较高科学素养，有能力在所从事行业内取得创新性成果；

具有开展多学科交叉协同创新的能力；具有运用所学专业知识与技能创造

性地解决生产和社会实践中具体问题的能力。

（二）学位标准

课程修读方面：应用化学硕士研究生需修读不低于 32学分的课程，

其中必修课不低于 19 学分，选修课不低于 13学分。

基本素质方面：应热爱祖国，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品行端

正、身心健康、勇于担当，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责任感。具有多学科视野、

广泛知识面和先进的科学思维，具备多角度分析、解决化学化工相关问题

和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能力。具备使用现代智能化教学和科研手段快速获

取科研信息的能力和使用外语进行学术交流的能力。具有科研团队合作精

神，能够胜任教学、科研和技术开发等多个方面的工作。

基本知识方面：应扎实掌握应用化学学科方向的专业知识、理论，全

面了解应用化学科学现状和发展趋势，具备开展研究方法创新和关键技术

攻关活动所必需的理论知识，能够熟练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基本学术能力方面：能够准确把握本学科学术研究前沿动态，在基础

科学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方面具有开拓创新能力。能够通过各种途径获取

知识，并将所学知识转化为专业化的技能与科学研究成果。具有较宽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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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视野和独立思考能力，具备独立从事科研、平台建设及高水平教学的能

力。

学术交流方面：具有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的意识，并能够从学

术报告中获取知识、启迪灵感、激发学术热情。具有良好的外语写作能力

和在国内外独立作学术报告的能力，能自主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学位论文方面：依据《内蒙古大学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试

行）》、《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工作办法》和《内蒙古大

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规程》等规章制度，对本学科学位论文层层把关，

保证学位论文质量。应用化学学科硕士学位论文须达到以下要求：硕士学

位论文选题应结合本学科研究特色，注重创新性和应用性。文献综述应客

观、准确、思维缜密，注重信息的全面性、代表性。须取得一定的创新性

成果，体现为探索了有价值的机理，提出了新的合成方法，发展了新技术。

论文中的价值以成果的创造性和实际应用效果为主要评价指标，重点评估

论文成果与国内外同类研究相比的优越性。硕士学位论文格式规范，论文

水平由答辩委员会予以评定，评定标准分为优、良、合格、不合格。

三、基本条件

本学位点依据学科建设需求设置了四个培养方向：煤化工、绿色应用

化学、生物化工和稀土催化。具体分述如下：

（1）煤化工。针对内蒙古自治区煤炭、天然气资源的高值化利用，

开展煤转气、煤转油、煤制精细化学品、二氧化碳转化、天然气高效利用、

新能源氢能等资源化工方面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工作，突破传统化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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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瓶颈，解决内蒙古自治区优势煤炭和天然气资源高效转化与利用过程中

的关键科学与技术问题，为自治区煤化工产业的发展提供人才智力和科学

与技术支撑。

（2）绿色应用化学。开展内蒙古特色的煤伴生矿物、非金属矿、稀

土尾矿、石墨尾矿、生物质等资源高值化利用的基础理论研究与技术开发，

发展绿色化学反应过程与方法，开发低碳环保的化学工程技术与工艺，形

成现代应用化学理论与工程技术体系，实现生产过程节能、高效、低碳和

无害化，服务于“生态优先、高质量发展”和“碳中和”的国家战略，助力完

成自治区“五大任务”。

（3）生物化工。通过应用化学与生物学的交叉融合，开展非编码 RNA

的化学生物学、新型核酸类生物药物、小分子药物的研究，为药物输送提

供分子水平上的理论指导，推动内蒙古民族医药产业和健康产业的发展。

（4）稀土催化。利用内蒙古得天独厚的稀土资源，开发石油化工、

煤转化、二氧化碳转化、有机合成、污染物降解、催化加氢等领域应用的

稀土催化剂，解决相关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难题，在稀土催化新理论和新

技术方面取得突破，拓展稀土在催化领域中的规模化应用。

（二）师资队伍

本学位点拥有专职教师 24名，其中正高职称教师 7人（教授 5 人，

研究员 2人）（占比 29.17%），副教授 15人（占比 62.5%）。师资队伍

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22人，占 91.67%。专任教师中有博士生导师 2

人，硕士生导师 19人；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4人，中国科学院“百人

计划”1人，内蒙古“321 人才工程” 2人；省部级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3人，

内蒙古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 1人，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青年科技英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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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大赛、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优秀指导教师 2 人。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和“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

程”授课教师 1 人。首届内蒙古大学“培根铸魂”新时代教师楷模 1 人。师

资队伍整体合理，学缘结构良好。学科师资队伍教师迄今已发表学术论文

400余篇，获授权发明专利 40余项，出版教材/专著 6 部，获自治区教学

成果奖 2项。本学科的科研成果为内蒙古大学化学和工程学科入选 ESI 1%

学科作出了重要贡献。

（1）煤化工方向：学术带头人杨绪壮教授，博士生导师，内蒙古自

治区“草原英才”、内蒙古新世纪“321”人才二层次、省级科技奖励获得者。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项，其它科研项目 6项，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合作出版专著 1 部，获授权发明专利 5 项。学术骨干郝海刚副教

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持/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内蒙古科技成果

转化等科技项目 9项，在 Nature Catalysis等重要期刊发表研究论文 17篇，

出版《现代煤化工技术》教材 1 部，获授权发明专利 6 项，指导的中国

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获国家级银奖，被评为创新创业优秀指

导教师。带领团队研发的水煤浆添加剂成果已经在企业成功转化。

（2）绿色应用化学方向：学术带头人刘鹰教授，工学博士，硕士生

导师，主要从事清洁汽油生产、绿色能源催化研究，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 3 项，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 2 项，在 Chem. Eng. J.，J. Catal.,

Fuel, Appl. Catal., Mol. Catal., I&ECR 等重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30余篇，

出版《离子液体在催化工程中的应用》专著 1 部。学术骨干温晓茹副教

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持/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内蒙古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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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8 项，在 Advanced Science 等重要期刊发表研究论文 20 余篇，

获授权发明专利 2 项，指导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2 项，自治区级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1 项，被评为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优秀指导教师。入

选 2022年度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工程青年创新人才二层次、2023

年度青年科技人才发展项目（青年科技英才）。

（3）生物化工方向：学术带头人韩景芬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2008 年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博士学位，2011 年-2021 年于新西兰梅西

大学基础科学院做访问学者。长期致力于医用生物材料和蒙药化学研究和

从事生物化学工程教学，主要研究方向为药用多糖、功能水凝胶和发光材

料的制备与性能的研究。先后主持和参与国家重大专项基金、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和内蒙古自治区研究项目等 10 余项，发表研究论文 20 余篇，

获批国家发明专利 6 项。学术骨干刘莉研究员，博士，硕士生导师，中

科院“百人计划”研究员，主要从事多元生物质化学品及材料、离子液体、

超分子化学及纳米材料方面的研究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各类项

目 10余项，研究成果在 J. Am. Chem. Soc.、Angew. Chem. Int. Ed.（热点文

章）、Green Chem. （封底文章）等刊物上发表 SCI 论文 30 余篇，申请

美国专利和中国专利 8项，获授权 3项。

（4）稀土催化方向：学术带头人于世泳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纳米复合材料制备及其在生物、催化领域的应用研究。入选内蒙

古新世纪“321 人才工程”第一层次，获得内蒙古青年五四奖章。主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2项，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

学术骨干吴进芳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2007 年在重庆大学进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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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博连读，获工学博士学位。2013-2015 年赴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

进行为期两年的访问学者。长期致力于金属复合纳米材料制备及其在绿色

能源转化与储存方面应用的研究工作，包括燃料电池/金属空气电池阴极

氧还原反应、金属器件的腐蚀与防护、二氧化碳电催化还原、DFT理论计

算与分子模拟多个方面，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ACS Catal.、Appl. Catal.

B: Environ.、ACS Appl. Mater. Interface等学术期刊上发表 SCI 论文 23 篇，

申请发明专利 2 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

1项、教育部产学研合作项目 1项，担任 20 余个国际期刊审稿人。

（三）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面向国家与自治区的重要科技需求，针对自治区丰富的煤

炭、稀土、非金属矿、生物质等优势特色资源产业面临的关键科学和技术

问题，开展煤化工、绿色应用化学、生物化工、稀土催化相关领域的科学

研究。2022年度，本学位点新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部级重点研发科

研项目、省级人才计划项目、增市县级科研项目和横向课题项目 10余项，

总经费 242.8万元。发表 SCI论文 20篇（其中一区 Top论文 14篇），获

授权发明专利 7项。

（四）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位点包含内蒙古自治区煤化学重点实验室和稀土化学与物理自

治区重点实验室，实验室总面积 750平方米，拥有的仪器设备总值达 1200

余万元。学位点拥有“清洁能源高效转化与利用”、“煤化学催化与绿色化

学材料”自治区级创新团队，为研究生的培养创造了良好的科研条件。

学院拥有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X-射线粉末衍射

仪、核磁共振波谱仪、X-射线单晶衍射仪、X-射线光电子能谱仪、电子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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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共振波谱仪等众多高端大型仪器设备，为高水平科研工作提供了充分保

障，也为高水平研究成果的产出奠定了基础。

（五）奖助体系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发展改革委教育厅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

入机制有关政策的通知》（内财教【2013】974号）文件精神，内蒙古大

学制定了完善的研究生奖助学金体系。本学位点形成了奖学金、助学金、

三助一辅岗位津贴等多元化的研究生资助体系，奖助学金种类包括国家奖

学金、自治区奖学金、乌兰夫奖学金、乌可力奖学金、宝钢奖学金、光华

奖学金等 10 余种，每年评选一次。2022 年度，本学位点共有研究生 55

人，获奖学金人数 20 人，获奖率 36.36%，共计发放奖助学金总额 61.1

万元。

四、人才培养

（一）招生选拔

本学位点研究生报考数量逐年增长，录取比例、录取人数稳步增长，

生源结构趋于合理，其中大部分学生来自双一流建设高校。近年来，本学

位点通过举办暑期活动等措施，吸引并招收更多的优秀生源；另一方面，

积极开展本校、本专业免试生推荐工作，将一定比例的、在本科学习阶段

成绩优秀、综合能力较强的本校本专业学生，接收为推免生。2022 年，

应用化学学位点研究生报考人数为 25 人，录取人数为 19 人，录取比例

为 76%。

（二）思政教育

本学位点坚定“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注重培养德才兼备的复合型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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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化学专业人才。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 2 门，着力推动专业课进行课程

思政建设，培养学生科研素养、家国情怀，引导学生树立科技报国之志。

按 1：200 配备研究生辅导员，积极开展思政教育工作、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资助工作、就业指导工作等各类学生教育管理服务工作，在教书育人

过程中不断探索专业课教学与思想品德、伦理道德、价值观教育无缝融合

的新模式。定期举办“桃李学术论坛”拓展学生科研视野、提升学生科研素

养；结合学生实际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围绕重要时间节点、重要事件

开展如升国旗仪式、主题文化活动等主题教育活动，多角度全方位引导学

生坚定理想信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按年级设立研究生党支部，

选拔政治素质优、业务能力好、责任心强的硕士研究生担任支部书记，发

挥研究生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党支部工作机制健全、职责分工明确、工

作开展有声有色，努力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三）课程教学

应用化学硕士学位授权点研究生课程设置分公共学位课、专业学位

课、专业选修课和公共选修课四类，各学科门类课程总学分原则上不低于

32 学分，其中必修课不低于 19 学分，选修课不低于 13 学分。针对每一

门课程教学，组建了相应的教学团队，加强课程教学，提高研究生专业知

识水平和专业技能。课程教学设置了学位课和专业选修课，要求研究生至

少选修 2门课程。本学位点开设的专业课程及任课教师见下表。

本学位点已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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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博/硕）
教师姓名

专业技术

职务
学时

催化剂工程 硕士 李常艳 副教授 64

化工安全工程 硕士 胡瑞生 教授 32

化学反应工程 硕士 曾尚红 教授 64

化工传递过程 硕士 杨绪壮 教授 64

化工分离工程选论 硕士 刘鹰 教授 32

化工过程优化与设计 硕士 刘鹰 教授 64

煤化工 硕士 刘粉荣 副教授 32

工程数学 硕士 张静 教授 32

统计热力学 硕士 李静谊 教授 32

能源材料化学 硕士 谷晓俊 教授 48

纯化分离科学技术 硕士 张艳玲 副教授 32

针对进一步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实行如下持续改进机制：学校建立了

由学生评教制、教学督导制、同行教师与干部听课评议制构成的“三制并举”

研究生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除邀请教学督导员进行日常教学与质量

的督查工作外，学院还有计划地组织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进行听课，同时

组织学生对任课教师及其所授课程进行打分。针对教学上存在的问题，要

求相关教师及时了解并加以改进，而且要提出下一年度持续改进的思路与

实施方案。

本学科教师团队强化教学改革，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2022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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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郝海刚副教授主持的“专创融合、产学协同，“以赛促教、以赛促学”

引领创新创业教育”项目获得内蒙古自治区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不断推进

产教融合和科教融合。张晓红副教授不断创新教学方法，2022年获得了首

届内蒙古大学“培根铸魂”新时代教师楷模荣誉称号。

在教材建设方面，2022年本学位点郝海刚副教授主编出版了《现代煤

化工技术》教材一部，张晓红副教授主编出版了《化工原理习题与解答》

教材1部，魏航副教授合作出版了《材料化学基础实验》教材一部。所有课

程教材选用均严格遵守《内蒙古大学教材管理实施细则》第二十一条规定

的教材选用基本要求，并遵循“基层教学组织审查、学院教材审读小组审

读、学校教材审核专家委员审议、学校教材工作领导小组审批”的四级选

用管理模式。

（四）导师指导

本学科建立了完善的导师遴选、考核、培训制度，推进了导师队伍制

度化建设，提高了导师队伍的科研能力和水平。研究生指导教师的遴选工

作强调以科研和指导能力为导向，要求导师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学生管

理能力，主持一定级别的科研项目，拥有充足的科研经费。在导师评聘中，

充分体现创新质量和贡献的导向，既要尊重人才成长和学术发展规律，又

要避免急功近利和短期行为，加大质量和贡献指标的权重。全面考察师德、

教风、创新和贡献。每年组织、选拔内蒙古自治区优秀研究生导师和内蒙

古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在导师管理方面，对新增选的导师进行上岗培训。

在招生方面，对违反学校规章制度、违反学术道德、毕业学生论文网评或

答辩评议结果较差的导师，给予暂停招生的处理。为保障研究生的教学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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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加强对教学环节的监督，学校出台了《关于开展研究生教学督导工作

的通知》，对研究生教学课程进行听课、检查、访问交谈、抽查教学内容。

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要求每周与学生开展一次组会讨论，并严格规范

学生培养方案的制定、开题、中期考核、论文撰写与送审等环节。

（五）学术训练

本学位点建立了研究生学术训练和实践教学体系，包括三个阶段。第

一阶段是通过理论课程学习，熟悉应用化学领域中相关的进展，指导学习

和论文工作。第二阶段是研究生科研训练，通过参加导师科研项目提升科

学研究技能方面的能力，包括语言表达和写作能力、文献阅读能力、实验

设计能力、发现并解决学术问题能力、撰写学术论文能力。要求研究生在

完成培养计划所有课程学分后进入论文工作环节，包括选题、开题报告、

硕士生中期考核。第三阶段是创新训练，对于所完成的课程学习成绩优良，

品行端正，具备学术培养潜质的研究生可申报“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项

目资助额度为 5000 元，自治区级为 10000 元。2022年，研究生为第一作

者发表研究论文 15篇。研究生在参加科研实践活动方面也有成效，本学

位点研究生韩雷等人的“点“废”成金、渐入佳“净”— 煤矸石高值利

用领航者”项目获得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内蒙古

自治区冠军金奖。研究生苗宁的“赛奥科技-X 射线无损检测探伤系统”

项目获第八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自治区银奖。另外，通过搭

建研究生培养校企合作平台，建立了一批高水平研究生创新基地，使研究

生将理论学习与创新研究有机结合，在实践中进行科研训练，培养研究生

的分析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管理能力、表达能力等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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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术交流

本学位点要求研究生学习期间须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一方面，学院开

设“桃李学术论坛”，每两周开设一次学科前沿讲座以及学术报告，邀请国

内外知名学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要求研究生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

在学期间须听取学术报告 10 次以上，并完成书面总结，由学院科研办审

核。另一方面，要求每位硕士研究生须参加国内举办的学术会议至少 1

次，并鼓励学生做口头报告或墙报展示，宣传自己的成果。2022 年，本

学位点组织研究生参加了“南京工业大学先进分离纯化技术前沿研讨会”、

“能源化学材料高端论坛”、“2022 年内蒙古大学合成化学前沿论坛”等学术

会议累计 60余人次，听取了“吸附分离材料在化工废水治理中的应用”、

“能源催化材料”等高水平报告。刘莉研究员在“ACS Spring 2022, San

Diego, CA, USA, March 20-24, 2022”国际会议上应邀作了题为“Application

of ionic liquids in production of levulinic acid: From lignocellulosic biomass to

marine biomass”的报告；在“生物质与有机固废热化学利用学术会议暨青

年科学家论坛”（南京）会议上应邀作了题为“生物质转化制备平台化学

品：从木质纤维素到海洋生物质”的报告；在“第二届海峡两岸暨港澳能

源青年论坛”（北京）上应邀作了“多元生物质转化制备平台化学品”学术

报告。

（七）论文质量

学位点通过导师组形式进行研究生共同培养，形成互相帮助、互相督

促的联合培养氛围。严格执行学校、学院制定的论文审核制度，以保证论

文质量。这些规章制度包括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学位论文双盲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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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只有合格者方可进入答辩程序。学位点组织研究生论文预审和预答辩，

对于尚未达到要求的论文提出整改意见，限期进行修改，提高论文质量。

2022年，本学位点毕业生学位论文的质量与水平得到了评审专家的肯定，

全部通过了答辩并获得了硕士学位。本学位点硕士每年抽检的学位论文全

部合格。

（八）质量保证

通过人才引进优化师资队伍，通过学科规划、平台建设等加强学科发

展，为人才培养提供高水平的平台。通过研究生师资队伍建设及学科发展

规划，增加研究生招生规模。优化或建立教学质量、导师管理、学术训练、

学位论文管理、招生选拔等制度体系，增加奖助力度，以保障高质量研究

生的培养。

对于不适宜继续培养的硕士研究生在硕士生资格考核、开题报告、硕

士生中期考核、毕业预答辩、正式答辩等几个培养环节可进行分流淘汰。

硕士生资格考核方式为文献综述，综合能力测试，科研工作汇报，重点考

察硕士生是否掌握了坚实和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是否

具备了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基本学术能力、是否完成规定培养环节，并确

认是否同意继续学习。要求举行公开开题报告会，导师指导小组对所做的

开题报告进行评审，提出具体的评价和修改意见。学生是否通过开题由开

题小组投票表决。硕士生若不能通过开题者，延至下学期开题，若 2 次

开题不合格者，延期 1 年。在院中期考核小组的领导下，成立导师中期

考核小组，至少由 5 名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教师组成。考核小组对研究

生的立题意义与依据、实施方案等内容进行评议，考评其科研能力，并评

定出结论性意见。中期考核前因本人原因未修完本专业的学位课学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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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情况给予暂缓通过，限期修完学位课后再予以通过。对政治思想差，或

学习成绩差，或独立工作能力和科研能力弱，难以按期完成学位论文的研

究生，由考核小组签署意见，报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后报研究生院常

务副院长批准，终止其学习，作肄业处理。

（九）学风建设

本学位点重视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通过开设《学术规范与学术

写作》课程，建立健全各类学术规范教育制度。同时，通过组织研究生参

加学风教育讲座，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明确从事学术活动应自觉遵守的

基本道德和国家的相关法律，恪守为学术界所认可的基本学术规范，哪些

情况属违反学术道德规范的行为。

学位点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筑牢学风“防火墙”。组织建立学

风建设监督小组，监查学术不端行为。负责审查有关学术道德行为的事实，

并上报学校学术道德委员会并提出相应的处理建议。对于情节较轻、主动

承认错误并积极配合调查的，主动挽回损失或有效阻止危害发生的，经批

评教育确有悔改表现的人员，予以警告、记过、留校察看等处分。对于情

节严重的进行开除或撤销学位处分。2022 年未有学术不端行为发生。

（十）管理服务

本学位点的管理队伍由学院党委书记、学院院长和副院长亲自指导，

系主任管理，并由 1名学院党委副书记、2名研究生教务员和 1 名研究生

专职辅导员协作实施。管理队伍分工明确，统一协调，机动灵活。

建立了研究生奖助评审委员会等机构，公平公正评奖评优，保障研究

生相关权益。学生有权参加学校教学计划安排的各项活动，使用学校提供

的教育教学资源；保证学生在思想品德、学业成绩等方面获得公正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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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其完成规定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或结业证书；同时，研究生有

权对学校给予的处分或者处理提出异议，有向学校或者教育行政部门提出

申诉的权利；对学校、教职员工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有权

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允许学生参与学校民主管理，有权提出意见，

维护个人合法权益；学生具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对研究生学习满意度进行调查，结果显示 96%研究

生对在学校的生活、学习和科研工作感到满意。但在保障研究生权益方面，

13%的研究生认为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要从学生自身和学校两方面抓

起，努力提高软件和硬件设施，为学生创造一个舒适的求学环境。

（十一）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的培养方向兼具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所培养研究生既可以

面向高校和科研单位，又面向国家和内蒙古地区与煤、天然气、稀土、非

金属矿藏、蒙药等富产能源和其他特色资源相关的企业，就业范围较广。

2022届应用化学专业硕士毕业生共 16 人，截至 2022年年底，就业率为

93.75%，具体情况见下表。

专业
毕业生

人数
总就业人数

其他形式

就业人数

基层

就业

出 国

人数

升学

人数

自主

创业

就 业 率

（%）

应用化学 16 15 10 0 0 5 0 93.75

就业去向分析：从毕业生就业单位流向分析，到国有企业就业 7人，

占总就业人数 46.67%，就业单位分别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

庆油田分公司、中核四 0 四有限公司、内蒙古航天红峡化工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源盛光电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选择继续考取博士深造 5 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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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就业人数 33.33%，升博学校分别为内蒙古大学、天津大学；到党政机

关、事业单位就业毕业生 1人，占总就业人数 6.67%，就业单位为内蒙金

属材料研究所；到股份制和民营企业就业人数为 2 人，占总就业人数

13.3%，就业单位为保诺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六

研究院工会委员会。

用人单位意见反馈与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通过调研回访，用人单

位普遍对该专业毕业生非常满意。反映出毕业生的理论基础知识扎实，组

织管理能力、文字表达能力较强。未来，学校将在教育教学、日常管理中

进一步加强对学生综合能力素质的提升。通过对毕业生就业发展质量跟踪

调查，了解到该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为 100.00%。在工作岗位上，专

业水平、创新能力、合作与协调能力等方面表现突出。对目前所在单位的

硬件环境、人文环境的满意度为 100.00%。对就业单位的发展前景保持乐

观态度，对单位培训机会和单位晋升空间的满意度均为 93.75%。2022 届

应用化学专业硕士毕业生目前未就业的首要原因为正在择业。

五、服务贡献

（一）科技进步

应用化学授权点定位于服务于内蒙古自治区能源、药物等行业的发展

需求，不断强化学科的科研能力、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内涵，逐步形成了

煤化工、绿色应用化学、生物化工和稀土催化四个特色学科方向，是内蒙

古自治区极具特色的优势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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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科研成果转化方面也取得了较好进展。郝海刚副教授团队采

用生产染料中间体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为原料，研发出了高效水煤浆分散剂

产品，建成了 5000 吨/年的水煤浆添加剂生产线，并在我区龙头煤化工企

业开展了工业试用实验。工业实验表明，使用新型高效复配型水煤浆添加

剂在保持现有粘度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将企业水煤浆浓度在现有基础

上提高 2 个百分点以上，气化炉比煤耗、比氧耗明显下降，有效气量明

显增加，经企业测算每年可为企业至少创造经济效益 1000 万元以上。通

过学科建设，推进“科技服务经济”，探索了以应用化学学科建设促进科技

进步和产业发展之路。

（二）经济发展

本学位点面向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需求布局培养方向，实现了“产教

融合”，形成了“学科建设、科技研发、成果转化、服务经济”的四位一体

发展格局。本学科郝海刚副教授团队研发的高效水煤浆分散剂实现了

5000 吨级量产，各项性能指标超过国外同类产品水平，可以将水煤浆浓

度提高到 60%以上，预计该技术初步应用后，可显著增加内蒙古地区煤化

工企业的经济效益，同时可以实现节能减排。另外，应用化学学科培养的

硕士研究生已经在煤化工、稀土材料、矿物应用相关的企业就业，成为未

来相关行业发展的中坚力量，有效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

（三） 文化建设

在新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作为应

用化学学科培养的研究生，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推动社会

主义文化大发展。本学位点践行科技创新与文化建设协调的发展方向，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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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全社会开展应用化学科普教育和讲解工作，鼓励学位点研究生参加各项

科普活动，让非化学专业人员了解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化学现象和原理，营

造良好的科学文化氛围。在学位点范围内开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学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永远牢记为国奉献的使命，坚持科技

创新的初心，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团结协作氛围和良好的科

研创新文化氛围。通过不断组织文化和体育活动，团结不同民族的师生，

形成各民族融合的文化氛围。

六、培养方案

（一） 学科、专业及研究方向简介

内蒙古大学应用化学学科于 1994 年开始招收本科生，一直是学校重点支持的主

干学科，2008 年获应用化学二级硕士学位授权。目前在职教师 24人，其中教授 5人，

研究员 2 人，副教授 15 人，具有博士学位 22 人，博士生导师 2 人，硕士生导师 19

人，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4 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1 人，内蒙古“321

人才工程” 2 人；省部级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3人，内蒙古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 1人，

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青年科技英才 2人。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大赛、中国国际“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优秀指导教师 2 人。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和“国

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授课教师 1 人。首届内蒙古大学“培根铸魂”新时代教师楷

模 1人。应用化学学科是自治区应用化学领域科研、教学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在

国内外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

应用化学学科面向国家和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以及人民生命健康，依托内蒙

古自治区独特的煤资源、稀土资源、非金属矿物资源和生物质资源，布局煤化工、绿

色应用化学、生物化工和稀土催化研究方向，以“生态优先、高质量发展”理念为指引，

重点开展关键基础理论、绿色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方面的研究和成果转化工作，助力

实施国家“碳达峰”和“碳中和”发展战略和自治区“五大任务”。各研究方向具体分述

如下：

（1）煤化工与稀土催化。针对内蒙古自治区煤炭、天然气资源的高值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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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煤转气、煤转油、煤制精细化学品、二氧化碳转化、天然气高效利用、新能源氢

能等资源化工方面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工作，突破传统化工技术瓶颈，解决内蒙古

自治区优势煤炭和天然气资源高效转化与利用过程中的关键科学与技术问题，为自治

区煤化工产业的发展提供人才智力、科学与技术支撑。利用内蒙古得天独厚的稀土资

源，开发石油化工、煤转化、二氧化碳转化、有机合成、污染物降解、催化加氢等领

域应用的稀土催化剂，解决相关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难题，在稀土催化新理论和新技

术方面取得突破，拓展稀土在催化领域中的规模化应用。

（2）绿色应用化学。开展内蒙古特色的煤伴生矿物、非金属矿、稀土尾矿、石

墨尾矿、生物质资源高值化利用相关的基础理论与技术研究，发展绿色化学反应过程

与方法，开发低碳环保的化学工程技术与工艺，形成现代应用化学理论与工程技术体

系，实现生产过程节能、高效、低碳和无害化，服务于“生态优先、高质量发展”和“碳

中和”的国家战略。

（3）生物化工。通过应用化学与生物学的交叉融合，开展非编码 RNA 的化学生

物学、新型核酸类生物药物、小分子药物的研究，为药物输送提供分子水平上的理论

指导，推动内蒙古民族医药产业的发展。

二、培养目标

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方针，注重研究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所培

养研究生应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基本理论,具有坚定正

确的政治方向；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学风

严谨，身心健康；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奉献精神，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应用化学学科瞄准世界教育与科技前沿，面向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需

求，坚持“四为”方针，立足区域特色优势持续推进学科建设，不断创新科教融合和产

教融合培养模式，建设高水平导师队伍和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为国家和少数民族地区培养绿色化学、绿色化工、生物化工等关键领域亟需的德

才兼备的高水平人才。

所培养研究生应具有较高科学素养，掌握扎实的化学、化工基础知识、基础理论、

实验技能，熟悉科学的研究方法，能够从事应用化学相关领域教学、科研、技术开发

以及管理工作，有能力在所从事行业内取得创新性成果；具有开展多学科交叉协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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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能力，能够相对独立的开展研究工作；具有运用所学专业知识与技能创造性地解

决生产和社会实践中具体问题的能力。具备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开展学术交流和论

文撰写的能力，掌握一门外国语；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基本要求”

规定的硕士学位学术水平。

三、基本学制和申请学位最长年限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基本学制为 3年。申请学位最长年限为 5 年，即自研究生

入学之日起到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通过其学位论文的时间为 5年（含休学时间）

四、培养方式

本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立德

树人是研究生导师的首要职责，导师负有对研究生进行学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指导

和学术规范教导的责任，强化师德师风建设。本专业导师（组）负责研究生日常管理、

学风和学术道德教育、制订和调整硕士研究生培养计划、组织安排开题、指导科学研

究和学位论文等。在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导师（组）的指导作用，

又要特别注重硕士生自学、独立工作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研究生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

在申请答辩之前须修满所要求的学分。一年级以课程学习为主，二、三年级以科研工

作及撰写论文为主，用于科学研究和撰写论文的累计时间不少于二年，研究生累计培

养年限为三年。本专业探索实行科教结合、产教融合的培养模式，建立研究生教育与

国家、自治区重要工程（项目）、行业企业重要项目紧密结合的新机制。为确保培养

质量，本学科专业对申请学位最长年限超过 5 年、以及未能按正常程序完成毕业论文

撰写工作的研究生实行分流淘汰机制。

五、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类别 课程名称

周学时

总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任课教师

（职称）
备注

公共

学位

课

外语（学硕） 4/64 4 2 外国语学院安排 993100104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2/32 2 1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排 9931004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理工科）
1/16 1 1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排 9931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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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

选修

课

研究生学术规范与

创新创业
1/16 1 1 研究生院安排

995500201
讲座

专业

学位

课

催化化学 3/48 3 1 曾尚红 教授 073206203

化工传递过程 3/48 3 1 杨绪壮 教授 073206303

化工过程设计

与优化
3/48 3 1 刘 鹰 教授 073206403

Ｘ-射线衍射学 3/48 3 1 孙 忠 教授 073204803

专业

选修

课

（含

跨学

科课

程）

化工分离工程 2/32 2 2 刘 鹰 教授 073306502

化学反应工程 2/32 2 2 曾尚红 教授 073306602

煤化工 2/32 2 2 刘粉荣 教授 073310802

生物化工 2/32 2 2 韩景芬 教授 073307302

无机物波谱学 2/32 2 1 胡 明 教授 073308402

高分子化学 2/32 2 2 黄晓玲 副教授 073306702

分子光谱

与色谱分析
2/32 2 1

赵文岩 副教授

姚俊学 副教授
073305802

新型功能材料 2/32 2 1 刘志亮 教授 073310902

高等有机合成 2/32 2 2 陈树峰 教授 073306802

高等无机化学 2/32 2 2 常 菲 教授 073306902

光催化化学 2/32 2 1 苏毅国 教授 073307002

有机波谱分析 2/32 2 1 王青 研究员 073309702

天然气综合

利用技术
2/32 2 2 胡瑞生 教授 073307102

稀土元素

及材料化学
2/32 2 2 李文先 教授 073308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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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现代

分析技术
2/32 2 1 张 军 教授 073311102

计算机化学 2/32 2 2 褚海斌 教授 073310702

应用电化学 2/32 2 1 赵彦宏 副教授 073310402

其他

必修

环节

文献检索

与科技写作
1 1 导师组 073311401

实验室安全技术 1 1 导师组 073311501

教学实习与实践 1 1-3 导师组 073311601

前沿讲座 1 1-3 导师组 073311701

总学分和各类别课程学分要求：

各学科门类课程总学分原则上不低于 32学分，其中必修课不低于 19 学分，选修

课不低于 13学分。

总学分 必修课≥19 选修课

≥32 公共学位课≥7 专业学位课≥12 ≥13

总学分≥32

公共学位课 须修 3 门： 7 学分

专业学位课 须修 4 门： 12 学分

专业选修课（含一门跨学科专业课）须修 ≥7 门： ≥13 学分

跨专业报考、同等学力报考的硕士研究生应补修下列本科必修课程中的至少 2

门，且总学分≥6：

本科课程名

称
学分

无机化学 B 4

分析化学 B 2

仪器分析 B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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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 B 4

物理化学 1 3

物理化学 2 3

化工原理 1 3

化工原理 2 4

补修课程学分不计入总学分，但是补修课程未通过的不得进入毕业环节。

六、论文环节

研究生在完成培养计划所有课程学分后，按照培养计划要求进入论文工作环节。

开题、中期考核、学术和实践环节考核、预答辩等环节是落实分流淘汰制度的重要环

节。

1.选题

学位论文选题应结合国民经济建设需要，属于本学科有关研究方向的基础或应用

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有理论价值和社会经济效益。

2.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是论文工作的重要环节，硕士生的开题报告一般安排在第三学期。报告

基本内容包括论文题目、文献总结（国内外研究前沿、动态）、拟研究问题的提出、

实施方案、研究方法、科研问题的解决思路及预期目标等方面。要求硕士研究生查阅

不少于 50 篇的文献资料，填写《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审核表》，由本

学科开题报告答辩小组统一组织并考核开题报告。开题报告时间限制 15分钟，提问

5分钟，考核结果分为合格与不合格二个等级。开题报告结束后，研究生提交开题报

告考核表。对开题报告不合格者，一个月后重新做开题报告。

3.硕士生中期考核

在学位论文工作中期，学位点组织中期考核小组对研究生的综合能力，论文工作

进展及工作态度、精力投入、工作量以及学位课及选修课的学习情况等方面进行检查。

研究生对自己的工作进行总结，对所得到的阶段性的结果以及下一步的研究目标进行

答辩并填写《内蒙古大学硕士生中期考核登记表》。通过的研究生，准予继续进行论

文工作。

4.学术活动

研究生学习期间须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并填写学术活动记录表，记录学术活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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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和收获。

（1）学科前沿讲座、学术报告及学术会议

参加学院邀请的国内外知名学者、专家举办的讲座或学术报告。积极参加学院承

办的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研究生在查阅文献的基础上，以报告的形式综述相关学科

研究课题的国内外进展情况，并提交书面摘要。

（2）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

基本要求：研究生应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在学期间须听取学术报告 10 次以

上，在听取学术报告后须请组织者或导师在统一印制的记载表上签字。

考核方式：研究生将参加报告记载表在申请答辩前一个月由学科主任审阅、签字

后交学院教务科研办公室审核并记载前沿讲座的学分成绩 1学分。

5.实践环节

要求研究生承担教学实习或社会实践工作，教学实习要求能指导本科生实验教学

和辅导相关专业本科生的基础课程。社会实践要求担任本科生辅导员，协助学院管理

教育本科生的工作。化学专业研究生承担教学实习工作包括指导本科生的实验或辅导

本科生的基础课程（包括批改报告及作业），教学实习工作量相当于一个助教一学期

的工作量，其教学质量和工作能力由相关课程的任课教师作出评价，成绩按优秀、良

好、合格、不合格级别评定。本科生辅导员工作业绩由学院党总支书记进行评价，成

绩按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级别评定。教学实习或社会实践通过者计 1学分。

七、学位论文

硕士学位论文是衡量研究生科学研究能力和培养质量重要标志，是能否授予学位

的主要依据。研究生应在导师的指导下制定论文工作计划。按照国家对研究生的要求，

硕士研究生课题研究时间不少于 1年，硕士学位论文对所研究的课题应当有新见解。

学位论文应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撰写，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1.学术水平

论文工作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独立完成，要求研究生在完成学位论文工

作期间掌握丰富充足的文献、工作量饱满，要求学位论文数据详实可靠、分析严谨、

结论可靠。获得创新性研究成果。研究成果能够在有影响力学术期刊上发表或能够授

权一项专利。

2.论文撰写要求和评定标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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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格式要求》撰写硕士学位论文。要求学位论文数

据详实可靠、分析严谨、结论可靠，语言表达清楚、流畅、思路清晰。由专家委员会

评定学位论文水平。

3.论文答辩和学位授予

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工作按《学位授予按照《内蒙古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

则》及学位管理相关文件执行，学位论文不计学分。研究生完成了培养计划所要求学

分，并通过论文答辩，则准予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对论文水平做等级评定，经院系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通过后，对符合条件者授予工学硕

士学位。

八、个人培养计划

1.个人培养计划是对研究生进行培养和毕业资格审查的主要依据。个人培养计划

一旦确定，就应严格遵守。在实施培养计划过程中，如果确有特殊原因而提出修改者，

应由本人提出申请、导师同意、院系主管负责人签字后报研究生院同意，方可进行修

改。

2.研究生在入学后一个月内，在导师的指导下，根据培养方案制定个人培养计划；

包括课程设置、学期安排、学习、实践与研究进度、论文开题时间、写作时间安排等。

九、主要课程教学大纲

催化化学 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中文名称：催化化学 课程英文名称：Chemistry of Catalysis

课程编号：073203303 课程类别： 必修 学分：4 学时：64

课

程

简

介

催化化学是一门发展迅速并与实际应用联系较为密切的课程，本课程目的在于使学生充

分了解催化作用在化学化工领域的应用，掌握催化反应和催化剂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测试技

术，理解催化化学的原理和作用。为催化剂研究和开发奠定基础。因为现代化学工业和石

油加工过程百分之九十是催化过程，因此，催化化学课程对培养学生化学应用能力有非常

重要的作用。本课程主要通过学习催化化学的基本概念、催化中的吸附作用、催化剂制备

方法、催化剂表征与测试等内容，通过学习此课程使学生达到分析和解决化工生产中的有

关催化问题，适应科研、设计和生产实践等方面的需要，从而具有一定的研究开发催化剂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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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内

容

及

学

时

安

排

第一章 催化化学的基本概念（8 学时）

教学内容：了解催化化学研究的历史、发展、及现状；理解催化剂的组成与功能，掌握有

关评价催化剂性能的名词术语的定义如活性、选择性、稳定性和寿命等。本章重点是催化

剂活性、选择性、稳定性和寿命等理解和表示。

第二章 催化中的吸附作用（16 学时）

教学内容: 了解催化中吸附作用的基本概念、物理吸附、化学吸附两类吸附的概念以及平

衡吸附量的定义和等温吸附线的类型，掌握比表面积的测定及 BET 方程，了解多相催化反

应过程及机理（L-H 机理和 R-E 机理）。本章重点是催化剂比表面积的测定、BET 方程和多

相催化反应动力学及机理。

第三章 催化剂的制备方法（12 学时）

教学内容：介绍催化剂的几种制备方法，包括沉淀法、离子法、浸渍法、水热法、溶胶-

凝胶法、辐射化学合成法及水解法等。本章重点是催化剂制备的沉淀法、浸渍法和溶胶-

凝胶法。

第四章 催化剂的表征与测试（24 学时）

教学内容：

（1）电子能谱 X 光电子谱（XPS）的概述、XPS 基本原理、XPS 仪器及构造、掌握 XPS 实

验技术、XPS 应用及表面定性分析、XPS 的半定量分析、XPS 化学价态分析。了解紫外光电

子能谱（UPS）、电子探针（EPMA）、低能电子衍射（LEED）等方法。

（2）电子显微镜技术透射电子显微镜（TEM）的概述、TEM 基本原理、TEM 仪器及构造、

TEM 实验技术和 TEM 在催化剂研究中的应用、以及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原子力显

微镜、（AFM）、扫描隧道显微镜（STEM）等。

（3）热分析技术：介绍热重法、差热分析、差热扫描量热法等热分析技术的基本方法、

基本原理、仪器及构造、以及它们在催化剂研究中的应用。

（4）催化剂活性测试技术催化剂活性测试的基本原理、实验室测试装置流程、测试方法

及数据处理技术等。本章重点是 X 光电子能谱、电子显微镜技术和在催化化学中的应用以

及催化剂活性测试技术的流程和方法。

第五章 催化剂的新应用领域简介（4 学时）

教学内容：主要介绍能源催化、环保催化以及化学传感器中的催化化学等。本章重点是能

源催化和环保催化。

课

程

思

政

内

容

催化化学是一门与实际应用联系密切的课程，教学过程中着重讲授我国催化领域的相关进

展和背景。除让学生掌握、理解催化化学的原理和作用方式方法外，还需讲授催化化学的

基本概念的发展、催化剂制备方法的来龙去脉、以及我国在相关催化剂表征与测试方面的

进展和水平。通过相关思政内容的学习，能够让同学们充分认识到我国在催化领域中的地

位、优势与不足，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引导他们的奋斗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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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核

方

式

学习方法：课堂讲授与讨论、课下学生自学、课下习题作业。

考试方式：期末考试根据学校要求闭卷

考核方式：期末成绩和平时作业及课堂讨论

参

考

书

目

（1）《催化化学》，吴越，科学出版社，2002 年。

（2）《催化作用基础》，甄开吉主编，科学出版社，2000 年。

（3）《固体催化剂的研究方法》，辛勤，科学出版社，2004 年。

（4）中外文催化化学专业杂志

化工传递 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中文名称：化工传递 课程英文名称：Transport Phenomenon

课程编号：073204303 课程类别：专业学位课 学分：4 学时：64

课

程

简

介

本课程是修完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本科专业必修课的基础上，分析和解决化工过程中三种

传递现象的工程学科，是基础课程向专业课程、理论到实践、实践又上升到理论的桥梁课

程之一，并与化工原理、化工热力学、化学反应工程等课程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化工过程

的知识体系，为应用化学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本课程主要研究化工过程

中的动量、热量与质量传递机理，使研究生掌握在流体的输送、过滤、混合等各种与流体

流动相关过程中的动量传递速率或流动阻力的计算方法，以及加热与冷却、吸收、萃取等

热量与质量传递过程中的热量与质量传递速率的计算理论与计算方法，并加深理解动量、

热量和质量传递之间的类似性，为培养高级化工人才奠定强有力的理论基础。

教

学

内

容

及

学

时

安

排

绪论（2 学时）

教学内容：介绍本课程的性质、任务和内容，以及化学工程学科的形成、发展和研究阶段。

一、化学工业研究发展阶段

二、化工传递过程课程的性质、内容和任务

第一章 传递过程导论（4 学时）

教学内容：介绍动量、热量、质量传递的基本定律，类似性及其通用表达式。

第一节 分子传递的基本定律；

第二节 传递通量的普遍表达式。

本章重点：各种传递通量的表达式及涡流传递的类似性。

本章难点：三种传递过程涡流传递的表达式。

第二章 矢量与张量运算（6 学时）

教学内容：讲授矢量与张量的概念及其运算规律，介绍场论以及梯度、散度、旋度的基本

概念和理论，哈密尔顿和拉普拉斯运算在直角坐标和正交曲线坐标中的表达式。

本章重点：矢量和张量运算、哈密尔顿和拉普拉斯运算及其在直角坐标与曲线坐标的表达

式。

本章难点：张量运算、哈密尔顿和拉普拉斯运算在曲线坐标的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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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总质量、能量和动量衡算（2 学时）

教学内容：介绍总质量、热量、动量衡算方程，及其在具体控制体内的应用，以解决工程

实际中的物料衡算、能量转换及消耗、设备受力等问题；介绍动量衡算方程的各项意义。

第一节 总质量衡算方程及其应用

第二节 总能量衡算方程及其应用

第三节 总动量衡算方程及其应用

本章重点：总质量、总能量衡算方程及其具体应用。

本章难点：总质量、总能量、总动量衡算方程的推导过程及其应用简化

第四章 连续性方程和运动方程（4 学时）

教学内容：讲授流体所受到力的类型，连续性方程，运动方程，以及它们的意义和特定形

式；介绍用应力表示的运动方程。

第一节 连续性方程

第二节 用应力表示的运动方程

第三节 奈维—斯托克斯方程

本章重点：作用力的性质、各种应力及其表达式，方程式的推导和分析。

本章难点：连续性方程的意义，各种应力的物理意义及其表达

第五章 运动方程的若干解（6 学时）

教学内容：讲授连续性方程和奈维—斯托克斯方程在不同情况下的简化和应用，推导速度

分布方程和流动过程产生阻力的计算；介绍爬流、势流和流函数的基本概念。

第一节 平壁间的稳态层流

第二节 圆管中的稳态层流

第三节 爬流和势流的基本概念

第四节 流线与流函数

本章重点：正确熟练应用连续性方程和奈维—斯托克斯方程在不同情况下的具体形式及其

简化的依据和计算。

本章难点：柱坐标系和球坐标系中方程式的应用，流线和流函数。

第六章 边界层流动（6 学时）

教学内容：讲授边界层的形成、发展和边界层厚度的定义，普兰特边界层方程的求解，边

界层分离的条件及其对流动的影响；介绍普兰特边界层方程的推导。

第一节 边界层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 边界层方程

第三节 边界层分离

本章重点：边界层的形成、发展，边界层厚度的计算，边界层内的速度分布，边界层分离

的特点及应用等。

本章难点：普兰特边界层方程的推导方法和求解，边界层内速度侧形的确定。

第七章 湍流（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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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讲授湍流的特点、形成及表征，时均量的概念，附加应力，普兰特混合长，圆

管中的速度分布及摩檫系数的计算公式；介绍湍流的半经验理论。

第一节 湍流的特点及其表征

第二节 湍流时的运动方程

第三节 湍流的半经验理论

第四节 圆管中的湍流

本章重点：湍流的特点、形成及表征，时均量的概念，附加应力，湍流时的运动方程和圆

管中的湍流计算公式。

本章难点：普兰特混合长，圆管中的速度分布及摩檫系数的计算公式。

第八章 能量方程（6 学时）

教学内容：讲授能量方程的普遍形式，不可压缩流体的对流传热和固体中的热传导时的特

定形式。

第一节 能量方程的普遍形式

第二节 能量方程的特定形式

本章重点：能量方程的普遍形式的推导，不同传热条件下的能量方程的特定形式。

本章难点：各种能量方程的表达式，柱坐标和球坐标系中的能量方程。

第九章 热传导（4 学时）

教学内容：讲授各种稳态和非稳态情况下的热传导过程的求解方法，温度分布方程，传热

速率方程及其影响因素；介绍各种不稳态导热的特定求解方式和过程。

第一节 一维稳态热传导的分析解

第二节 二维稳态热传导的数值解

第三节 一维不稳态导热的数值解

第四节 各类不稳态导热的特定解

第五节 多维不稳态导热

本章重点：热传导方程在具体一维、二维稳态热传导过程中的应用，不稳态导热的一些特

定解法。

本章难点：热传导方程的简化和定解条件的确定

第十章 对流传热（6 学时）

教学内容：讲授对流传热机理；平板上层流、湍流传热过程近似解；管内对流传热的理论

及类似律；自然对流传热系数的计算。

第一节 对流传热的机理与对流传热系数

第二节 平板壁面对流传热

第三节 管内对流传热

第四节 自然对流传热

本章重点：温度边界层及对流传热系数的计算；对流传热机理、对流传热类似律。

本章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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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热系数的计算以及对流传热类似律。

第十一章 质量传递概论与传质微分方程（6 学时）

教学内容：主要讲授质量传递的基本方式；质量微分方程的推导以及不同坐标系中表达式。

第一节 质量传递概论

第二节 传质微分方程

本章重点：传质微分方程。

本章难点：不同坐标系下，质量微分方程的表达式。

第十二章 分子传质(扩散)（4 学时）

教学内容：主要讲授稳态分子扩散的通用速率方程以及气、液、固中的分子扩散。

第一节 稳态分子扩散的通用速率方程

第二节 气体中的分子扩散

第三节 液体中的分子扩散

第四节 固体中的扩散

本章重点：不同介质中的分子扩散方程。

本章难点：扩散方程的建立以及扩散系数的计算。

第十三章 对流传质（4 学时）

教学内容：介绍对流传质机理、浓度边界层理论；介绍平板上层流传质的精确解和近似解，

以及湍流时的近似解；湍流传质类似律以及传质模型。

第一节 对流传质系数

第二节 平板壁面对流传质

第三节 管内对流传质

第四节 对流传质模型

本章重点：对流传质机理、浓度边界层理论；湍流传质类似律以及传质模型。

本章难点：湍流传质类似律。

课

程

思

政

内

容

本课程是分析和解决化工过程中三种传递现象的工程学科，是基础课程向专业课程、理论

到实践、实践又上升到理论的桥梁课程之一。我国在化工传递过程的研究经历了借鉴、消

化、提升、前沿应用等阶段。在课程的讲授过程中，讲述我国科研工作者在传递过程的研

究应用中所经历的种种不易，对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正确引导他们的科研奋斗方向具有

重要作用。思政课程内容主要包括我国科学家在流体输送、过滤、混合等各种与流体流动

相关过程中的动量传递速率或流动阻力的计算方法研究中的贡献，以培养民族自豪感和自

信心。

考

核

方

式

期末闭卷笔试占 60-80%，随堂测验及作业 4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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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书

目

（1）陈涛主编．化工传递过程基础．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2

（2）王少亭主编．化工传递过程基础．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1987

（3）王少亭主编．化工传递过程．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1980

（4）R. B. Bird, et al. Transport Phenomenon. John Willy, Landon, 1960

（5）W. J. Beek, et al. Transport Phenomenon. John Willy, Landon, 1999

（ 6） J. R. Welty, et al. Fundamentals of Momentum, Heat and Mass Transfer. John Willy,

Landon, 2001.

化工过程设计与优化 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中文名称：化工过程设计与优化
课程英文名称：Chemical Engineering Design

and Process Development

课 程 编 号 ：

073204403

课程类别： 专业学位 学分：4 学时：64

课

程

简

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到如何从实验室试样走到工业化产品，生产过程是如何放

大的，设备怎样进行选型的，各单元过程又是如何连接的，以及经济核算等。针对化学工

业生产实际，综合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进行设计方案的草拟、筛选、确定等工作，并进

行最终的工程设计。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系统地获得化工设计（理论、规定、程序

和方法）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学生学会使用科学的试验设计方法设计试验并对试验得

到的大量数据进行正确的分析和处理，同时掌握合理地设计试验，使试验次数尽可能少，

并在较短的时间内以较少的成本来达到预期的试验目的，进而摸索出较优的工艺条件或配

方，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设计思想和求是精神，严谨负

责协调创新的工作作风和基本设计技能，提高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该课程同时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使研究生向工程师转化的一个重要的教学环节。

教

学

内

容

及

学

时

安

排

第一章 绪论（2 学时）

（1）试验设计与数据处理试验设计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科学研究的基本过程，科

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试验设计的主要内容。

（2）化工设计要求：设计原则，设计种类，设计程序，原始资料收集，项目组织及

设计机构，设计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关系。

第二章 试验数据的误差分析 （4 学时）

（1）真值与平均值；

（2）误差的基本概念；

（3）试验数据误差的来源及分类；

（4）试验数据的精密度与准确度；

（5）数据分布

第三章 化工过程中的假设检验（8 学时）

（1）试验数据 u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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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检验；

（3）t 检验；

（4）两个总体正态分布的参数检验

第四章 实验设计的方差分析 （8 学时）

（1）单因素试验的方差分析；

（2）双因素试验的方差分析；

（3）一元线性回归；

（4）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5）非线性回归分析及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方法

第五章 化工实验的正交试验设计（8 学时）

（1）正交法概述；

（2）单指标正交试验设计及其结果的直观分析；

（3）多指标正交试验设计及其结果的直观分析；

（4）有交互作用的正交试验设计；

（5）混合水平的正交试验设计；

（6）正交试验设计结果的方差分析法

第六章 化工工艺设计 (10 学时)

（1）工艺路线的确定；

（2）物料衡算与能量衡算；

（3）运用计算软件进行化工工艺计算；

（4）工艺流程设计方法

第七章．化工设备的选型和设计计算（8 学时）

（1）物料输送设备计算；

（2）换热设备计算；

（3）传质设备计算；

（4）化学反应器的选型

第八章．化工厂布置与化工管路 （10 学时）

（1）厂址选择的原则与指标；

（2）土建、设备、电器、自控的非工艺专业设计；

（3）给水排水、采暖通风等与工艺专业相关的设计；

（4）化工管路布置设计与计算

第九章．化工设计中必须注意的问题与过程优化 （6 学时）

（1）化工设计标准与规范概述，设计规范内容示例；

（2）化工过程设计优化的概念及解决优化问题的几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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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思

政

内

容

本课程的学习过程中，融入思政内容，能够学生加深了解到从实验室试样走到工业化产品

的具体过程。化工过程设计与优化是一门与实际应用联系密切的课程，教学过程中融入我

国科研工作者在化工工艺设计与开发的相关进展和背景，对同学们充分认识我国在化工领

域中的地位、优势与不足，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引导他们的奋斗方向具有重要作用。

考

核

方

式

期末闭卷笔试，课后设计作业并行考核

参

考

书

目

《试验设计与数据处理》（第二版） 李云雁 胡传荣 主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

《化工过程开发与设计》 张浩勤 章亚东 陈卫航 主编 高等学校出版社

《化工设备的选择和工艺设计》（第二版）·刘道德·化学工业出版社

《化工物性工艺算图手册》·刘光奇·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化工厂工艺系统计算机辅助设计》 江寿建·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化工工艺设计手册》(第三版)·中国石化集团上海工程公司编·化学工业出版社

《X-衍射衍射学》 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中文名称： X-衍射衍射学 课程英文名称：X-ray Diffractometry

课程编号：073200603 课程类别：专业学位课 学分：4 学时：64

课

程

简

介

主要介绍粉末和单晶 X-射线衍射的基本原理、仪器构造、实验方法及应用。内容包括：晶

体学基础知识，X-射线的性质及粉末和单晶衍射仪的工作原理，X-射线物相定性、定量分

析方法，衍射图谱的指标化及晶胞参数的测定，衍射线的宽化及晶粒大小的测定，粉末法

结构解析的基本思路，单晶的培养及衍射数据的收集、还原和校正，系统消光与空间群的

测定，晶体结构的解析与表达等。本课程的目的是使硕士研究生理解并掌握粉末和单晶 X-

射线衍射的基本原理、仪器构造、实验方法及主要应用，具备通过处理粉末和单晶衍射实

验数据实现物相定性定量分析和晶体结构解析的能力。教学方法采取课堂讲授与数据处理

和结构解析软件操作演示穿插进行。

教

学

内

容

及

学

时

安

排

第一章 绪论（2 学时）

教学内容：主要介绍 X-射线粉末和单晶衍射方法的发展历史和当代仪器设备及方法的主要

改进。

第二章 X-射线晶体衍射基本原理（4 学时）

教学内容：主要介绍晶体的衍射方向与倒易点阵，Laue 方程和 Bragg 方程，衍射强度与结

构因子，7 种晶系、14 种布拉维点阵型式、32 种晶体学点群和 230 种空间群，晶体的对

称性，系统消光与点阵型式和空间群间的联系。

第三章 X-射线的产生及性质（4 学时）

教学内容：主要介绍连续和特征 X-射线产生的原理，固定靶 X-射线光管和转靶 X-射线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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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构造和工作原理，对 X-射线进行加工的常用方法。

第四章 X-射线衍射方法（4 学时）

教学内容：主要介绍粉末和单晶衍射仪的基本构成，各模块的基本构造、功能和工作原理，

仪器工作和测量条件设定的依据及获得合格粉末衍射谱图和单晶衍射数据的实验方法。

第五章 X-射线衍射数据（4 学时）

教学内容：主要介绍表达衍射方向的参数，影响衍射强度诸因素的物理意义及其校正方法，

晶胞内原子散射波的叠加原理，以及衍射数据的处理方法。

第六章 X-射线物相定性分析及实操演练（6 学时）

教学内容：主要介绍 X-射线物相定性分析的理论基础、实验方法和各种晶体衍射数据库的

特色和检索方法以及对检索结果可靠性和合理性的判断方法及分析过程的注意事项。配合

实操演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第七章 X-射线物相定量分析及实操演练（6 学时）

教学内容：主要介绍 X-射线物相定量分析的理论基础和实验方法，包括内标法、K 值法、

绝热法、任意内标法和 Rietveld 全谱拟合无标样物相定量分析方法。配合实操演练，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

第八章 衍射线的指标化与点阵型式和晶胞参数的测定及实操演练（6 学时）

教学内容：主要介绍粉末衍射图谱指标化常用的程序、要求和方法，通过晶胞参数的精确

测定证明掺杂有效性的实验方法，粉末衍射峰宽化法测定平均晶粒大小的原理和实验方法

以及小角散射法分析粒径分布的实验方法。配合实操演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第九章 粉末衍射数据 Rietveld 全谱拟合从头计算法求解晶体结构入门及实操演练（8 学

时）

教学内容：简要介绍用粉末衍射数据通过 Rietveld 全谱拟合从头计算求解晶体结构的思路

和方法。配合实操演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第十章 单晶培养与衍射实验（4 学时）

教学内容：主要介绍常用的几种单晶培养方法，晶体的挑选与衍射数据的收集、还原和吸

收校正方法以及衍射数据质量的检查与评估方法。

第十一章 结构解析与精修（4 学时）

教学内容：主要介绍晶体结构的解析与精修方法，包括直接法、Patterson 法、差值 Fourier

合成、最小二乘精修及结构精修结果的检查，结构解析与精修技巧及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法。

第十二章 结构的表达与 CIF（4 学时）

教学内容：主要介绍分子结构、晶体结构、分子间作用的描述方法，结构图的绘制程序和

方法，结果数据和结构问题的讨论，以及晶体学信息文件 CIF 的产生、检查与提交。

第十三章 SHELXTL 程序及结构解析实操演练（8 学时）

教学内容：结合实例介绍 SHELXTL 解结构和 XPREP 测空间群程序的使用方法，演示从数据

还原到结构解析和精修的全过程以及各种结构图的绘制方法。

课 课程思政内容包括：我国科研工作者在晶体学基础知识，X-射线的性质及粉末和单晶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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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思

政

内

容

仪的工作原理，X-射线物相定性、定量分析方法，衍射图谱的指标化及晶胞参数的测定，

晶体结构的解析与表达等方面的贡献与作用。思政内容的融入，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粉

末和单晶 X-射线衍射基本原理、仪器构造、实验方法及主要应用。通过相关思政内容的学

习，能够让同学们充分认识到我国在 X-射线领域中的地位、优势与不足，激发学生的爱国

热情，引导他们的奋斗方向。

考

核

方

式

开卷考试。用一个月时间完成对实际粉末样品衍射数据的物相定性定量分析及分析报告的

编写和对实际单晶样品衍射数据的还原、吸收校正、结构解析及结构描述论文的撰写。

参

考

书

目

（1）刘粤惠，刘平安，X 射线衍射分析原理与应用，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 年。

（2）梁敬魁，粉末衍射法测定晶体结构，科学出版社，2003 年。

（3）秦善，晶体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4）李宗全，晶体学与晶体结构，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年。

（5）陈小明，蔡继文，单晶结构分析原理与实践（第二版），科学出版社，2007 年。

（6）周公度，段连运，结构化学基础（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

（7）马礼敦，近代 X 射线多晶体衍射——实验技术与数据分析，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年。

（8）周公度，郭可信，晶体和准晶体的衍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

（9）姚连增，晶体生长基础，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5 年。

（10）周公度，晶体结构测定，科学出版社，198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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