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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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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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全院教师共发表高水平论文 24 篇，其中被新华文

摘论点摘编 1 篇；国际期刊论文 1篇；出版专著 2 本；在研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 5 项，新增省部级项目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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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骨干为赵

东海教授、陈智教授、盛立民教授、卢艳芹教授、张海燕副教授和邹

海燕博士。其中，具有正高职称人数 5 人，副高职称人数 1 人；具有

博士学位人数 6 人；博士生导师 3 人，硕士生导师 5人；教育部哲学

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2 人。

中国哲学方向的学术带头人为郭晓丽教授，学术骨干为白延辉副



教授、杨泽副教授、张志强副教授、曹成双博士、吴畏博士、黄芸博

士。其中，具有正高职称人数 1 人，副高职称人数 3 人；具有博士学

位人数 7 人；硕士生导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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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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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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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骨干为王金

柱教授、袁海军教授、李笑春教授、包红梅副教授、曹叶军博士、刘

剑博士、徐旭博士、Jorge Luis 博士。其中，具有正高职称人数 4

人、副高职称人数 1 人；具有博士学位人数 9人；博士生导师 3 人、

硕士生导师 5 人；具有海外留学背景 3人。

从总体规模来看，哲学学院共有 29名教师，其中具有正高职称

人数 11人，具有副高职称人数 6人；具有博士学位人数 28人；博士

生导师人数 7 人，硕士生导师人数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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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富布莱特高级访问学者 1 人。

（三）科学研究

2021 年，本学位点在研科研项目共计 20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 5 项、省部级项目 15项（其中新增省部级项目 11项）；发表高



水平论文 24篇，其中，CSSCI 期刊论文（含集刊）8 篇，被新华文摘

论点摘编 1篇；国际期刊论文 1篇；出版专著 2 部。

2021 年，哲学学院教师申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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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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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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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2%。

四、人才培养

（一）招生选拔

2021 年度，第一志愿报考 54人，第一志愿上线 15人，录取 10

人；调剂 18 人，录取 14 人；第一志愿录取率 18.5%，第一志愿上线

者录取比率为 66.7%；调剂生录取比率为 77.8%；录取总人数为：24

人。

录取生中，本科来自于“双一流”高校 13人，本科为哲学专业

12人且全部来自于“双一流”建设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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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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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学院共有研究生 69人，研究生党员 31人，其中正式党员 17人，

2021 年新发展预备党员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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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叶军博士）、“专业英语”（Jorge

Luis 博士）。

专业选修课：



1.马克思主义哲学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研究”（张吉维教

授）、“历史唯物主义专题研究”（陈智教授）、“认识论专题研究”（卢

艳芹教授）、“本体论研究”（景剑峰教授）、“西方马克思主义前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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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思想研究”

（白延辉副教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白延辉副教授）、20世纪

中国哲学（郭晓丽教授）、“《周易》与易学哲学研究”（杨泽副教授）、

经学与经学史专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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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叶军博士）。

5.跨专业方向：“道德相对主义”（曹成双博士）、“语言哲学”（王

惠灵博士）、“现象学导论”（潘兆云副教授）、“古希腊语基础”（潘兆

云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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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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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项（其中自治区级项目 1项、校级项目 2

项）

学院为相关工作的各个环节提供经费支持。

（六）学术交流

2021 年，哲学学院研究生共参加国内学术会议 10 人/次；学院

邀请区外高水平专家做“爱智大讲堂”讲座 17场、举办“爱智”青

年讲堂 3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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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共送审论

文 20人/次，全部通过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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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由于学院严格要求、导师严格把关，所有同学在开

题报告、中期检查、论文盲审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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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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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哲学学院研究生初次就业率为 94.7%。其中，升博 2 人，

考取公务员、事业单位 11人，企业就职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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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满洲

里城市文化

竞争力的路

径与对策》

研究咨询报

告

卢艳芹

宋铁勇

徐 红

2017 年提交至满洲里市政府获得采纳并给予回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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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原创性 景剑峰 2011 年以来，学院连续举办“爱智之旅”读书会。



哲学经典原

著

读书会

成果 盛立民

杨 泽

张志强

曹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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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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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为我国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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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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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学院共有 1篇文

章被《新华文摘》论点摘编。共有 2位老师参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

传部委托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俗宣讲读物”学

习讲义：青年学生篇》”的撰写工作。

六、培养方案另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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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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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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批时间

内蒙古大学金融硕士（MF）教育项目获批于 2010 年，培养目标

注重宏观微观视角的并重，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以及政府、行业、企

业和个体层面的结合，紧扣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和高层次国际化人才的

目标定位，实现了与本土特色优势产业融投资和边疆地区跨境金融行

业发展需求的有效衔接；紧扣为传统金融行业转型升级培养复合型、

创新型金融人才的目标定位，有力支撑了传统金融行业与现代新型金

融科技的融合发展。

（二）优势特色、研究领域和国内外影响力

内蒙古大学 MF 专业学位教育主要包括公司金融方向和金融风险

管理方向，聚焦于本土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融投资需求，侧重培养熟悉

融投资与风险管理，具备本土产业发展意识和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金

融人才；聚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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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的高层次国际化金融人

才；聚焦于传统金融行业的转型升级，侧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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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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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位点的培养目标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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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金融专业学位硕士应具备的职业精神和职业素养

（1）忠于国家，遵守法律法规，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

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维护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为己任。

（2）遵守科学道德、具备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的思想和方法，

坚持实事求是、严谨勤奋、勇于创新，富有合作精神，能够正确对待

成功与失败。

（3）恪守职业道德，金融伦理，诚实守信，执行学术道德规范，

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杜绝抄袭与剽窃、伪造与篡改等学术不端行为，

具备风险意识，致力于金融稳健运作、提升公众福利和社会和谐发展

的职业精神。

（4）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和环境适应能力，富有合作精神，既

能正确处理国家、单位、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也能正确处理人与人、

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5）具有扎实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理论基础，熟练掌握现代经济

学研究工具和方法，把握金融学的发展动态和理论研究的前沿，具有

国际化视野，在本领域的某一方向具有独立从事分析与研究、管理与

决策能力；具有创新创业能力。



2.应掌握的基本知识

基本知识包括公共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涵盖本领域任职资格涉

及的主要知识点。

（1）公共基础知识获得金融硕士专业学位须掌握外语、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经济学、金融学、管理学、会计学等基

础知识，熟悉解决金融问题的工具和方法，能熟练运用英语进行交流。

（2）专业知识根据全国金融硕士指导性培养方案的要求，确定

内蒙古大学金融硕士获得学位须至少研修并考核通过至少 4 门 12 学

分的专业核心必修课：金融理论与政策、公司金融、财务报表分析、

金融衍生工具、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投资学，要求学生通过教学熟

知课程的知识结构和知识要点，能够运用相应的原理、方法和工具分

析并解决实际问题。

在完成以上核心课程研修与考核之外，还须学习掌握至少 8 门

16 学分专业选修课程的知识和技能。内蒙古大学金融硕士的选修课

程有：国际金融、私募股权投资、商业伦理与社会责任、商业银行经

营与管理、保险学、战略管理、公司治理、金融计量经济学、金融风

险管理、能源金融、金融史、金融科技、绿色金融、跨境金融、数据

挖掘等。

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的必修课要求不少于 17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16 学分，专业实践根据教指委和学校培养要求是 4 学分。各类课程

学分及授课教师情况具体参见《内蒙古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方案》。



3.应具备的基本能力

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具备较强的综合能力,能完成金融实

践中纷繁复杂的工作任务,能应对突发事件、解决新问题。

（1）获取知识能力金融硕士专业学位获得者应具备很强的知识

获取能力，即自我更新和补充知识的能力；能借用相关方法和途径获

得各种载体的知识素材，并通过学习、合理分类归档、比较与分析、

综合与归纳、提取与再制，形成为己所用的知识。

（2）应用知识解决金融问题的能力具有运用规范经济学研究范

式分析和解决实际金融问题的科研创新能力。具有较强的计算机应用

能力，能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具备较强地听、说、读、写能力，能

阅读和翻译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备金融业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的能

力，能深入了解宏观经济和金融部门的实际运行状况，能够从事金融

管理及实际操作工作。在任职岗位实践中，能合理选用类比、计算等

方法解决金融技术或管理的实际问题；能结合任职岗位的需求，运用

软件工具进行研究、开发及管理工作。能独立承担与金融领域相关的

研究与开发工作。能根据工作性质和任务，独立或组织有关人员完成

金融项目的立项、方案的设计与论证，并独立或作为主要成员参与项

目的实施。

（3）组织协调能力对所从事的金融领域工作有深刻的认识，能

从技术及管理层面合理规划并分解工作；能充分了解所在单位的技术

能力、管理风格和人事背景；善于听取意见、勇于修正错误；能明晰

和策略地表达自己的技术或管理见解及建议。



4.应接受的实践训练

实践环节是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是专业

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保证。通过实践环节应达到：能较好地阅

读和分析企业财务报表，能从中发现问题和判断企业的真实状况和投

资价值，并给出相应建议；了解国内、国际主要金融市场与重要金融

机构的业务结构以及基本的产品架构,能跟踪国内外金融产品创新的

最新进展；具备信息化应用能力，能够熟练运用至少一种专业金融软

件，并了解大数据时代下金融行业的改革与创新。对于全日制专业学

位研究生，实践环节的主要目的是根据金融领域特点到相关行业从事

实习实践活动。实践环节包括实践专家授课、业务实习实践、课题研

究等形式。可由两位导师共同协商决定实习实践内容，或由培养单位

决定。可采取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时间不少于 6

个月，所完成的实践类学分应不少于 4 学分。实践环节结束时撰写实

践总结报告（不少于 5000 字），完成实习实践的总体成绩评定。实践

成果直接服务于实践单位的需要及所在行业的研究需求。

5.应完成的学位论文

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是金融硕士研究生培养的

必要组成部分，是对其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逻

辑与表达能力的有效考核手段，是实现金融硕士培养目标的必要环

节。

(1) 学位论文选题要求金融硕士专业学位论文选题应来自于金

融实践，应着重对金融实际问题的分析，体现所学知识的综合运用，

要求从金融服务的实际需要中发现问题，提倡问题导向型研究和案例

研究。



(2) 学位论文形式和规范要求金融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形式可以

多样，学位论文应体现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的特点，其形式包括案例分

析、调研报告、产品设计与金融实践问题解决方案等类型。学位论文

撰写格式参照《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规范》。

(3) 学位论文内容要求金融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主要内容包括

引言、本论和结论三部分。题材上可以是专题性研究论文、调查报告

类型的论文和案例分析类型的论文等。专题性研究论文，要注意表明

哪些是前人的结论，哪些是自己在前人基础上取得的成果，要论证自

己成果的正确性及理论和实践意义。调查报告类型的论文，要注意调

查方法的科学性、先进性和数据资料的翔实性；说明调查对象的典型

性和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意义。报告中引用的事例、数据应有调查

期间的手稿笔记备查。案例分析类型的论文撰写应注意案例的典型性

和代表性，反映的问题应为当前某个领域的重要问题。案例内容必须

真实，因保密原因确需对数据进行处理的，应保持数据间的协调性。

(4) 学位论文撰写和答辩要求金融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在指导教

师的指导下，经过开题、写作、答辩等环节由学位申请者本人独立完

成。论文开题时间至少安排在答辩前半年进行，通过选题开题答辩后

方可进入论文环节。学位论文应符合《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写

作规范》要求，包括摘要（中、外文）、关键词（中、外文）、目录、

正文、参考文献、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活动及成果清单、致谢等组成

部分。正文字数原则上不少于 3 万字，总文字复制比应低于 5%。论

文工作量不少于半年。金融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评审与答辩按照《内

蒙古大学授予硕士专业学位工作办法》等相关文件执行。



6.应遵守的学术道德

尊重他人的科技劳动，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等知识产权领域的法律、法规以及研究伦理，恪

守《内蒙古大学学术道德规范》；崇尚科学，追求真理；诚实守信，

学风严谨；遵守论文写作规范，严禁任何抄袭、剽窃、侵吞、篡改他

人学术成果，伪造或篡改数据、文献，捏造事实，擅自使用他人署名、

他人实验数据或未公开的学术成果，未参加创作而在他人学术成果上

署名，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行为；反对投机取巧，敢于同违反学术道

德的行为、不良的学术风气作斗争，自觉维护学校学术声誉，不做违

背国家各项法纪之事。

三、基本条件

（一）培养领域及特色

本学位点的主要培养领域集中在金融风险管理、金融政策评估和

金融机构治理三个方面，培养特色是聚焦于本土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融

投资需求，侧重培养熟悉融投资与风险管理，具有服务本土产业发展

意识和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金融人才；聚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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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服务于“一带一路”

战略的高层次国际化金融人才；聚焦于传统金融行业的转型升级，侧

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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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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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金融崔新蕾副教授。这些学术带

头人均有国家级或省部级在研项目和相关学科领域的重要期刊论文

发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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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人，高级

职称占比达 55%，具有博士学位占比达 68%，学缘结构明显优化。

3.行业导师，金融专硕现有行业导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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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已形成一支教学经验丰富、科研成果丰硕、老中青相结合的师资队伍，

实现了“从优秀博士向高端人才”的历史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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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位点教师目前主持省部级及以上项目 15 项，其中，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 3 项、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内蒙古高等学

校科研项目等7项目。在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China Economic

Review 等 SSCI 英文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2篇，出版专著 2 部，

撰写研究报告 2 篇。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本系教师在国际金融理论、

资本市场、银行管理理论、公司金融、投资银行理论等领域逐渐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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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教学

（1）案例教学使用。案例教学贯穿于本专业学位所有必修课和

主要选修课讲授全过程，强化专业知识理解的辅助作用。其中，部分

课程所用案例来 自任课教师立足本土企业，自主开发编写的教学案

例；部分课程依其学习内容与重点，选用全国金融专业学位案例中心

和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案例库的优秀适用案例。

（2）案例编写。依托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案例研究中

心，通过申请立项方式，设立案例开发引导资金，鼓励任课教师积极

联系企业，自主开发采编教学案例，五年间新开发金融硕士专用教学

案例 17 篇。

（3）案例评优及入库。围绕自主开发采编的本土案例，通过内

部答辩和外部盲审，择优选送特色优秀案例，参加全国金融专业学位

案例中心和中国 管理案例共享中心等的教学案例评选，五年间成功

入选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案例库和中国专业学位案例中心会计案

例库案例共 10篇，且有 1 篇案例“别样的私募股权投资”被评为全

国百篇优秀案例。

（4）案例库建设及成果认定奖励。依托企业案例研究中心，设

有金融专硕教学案例库，现有入库案例 42 篇。对荣获全国优秀案例

比照学院 B类成果给予认定奖励，入选全国金融专业学位案例中心和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等案例库的案例比照学院 C 类成果给予认定

奖励。

2.实践教学的软硬件设施

（1）软件设施



建有国泰安市场通标准版软件、金融分析终端软件、万得 WTF 金

融终端、bizsim 企业竞争模拟、股票模拟交易、步惊云国际结算教

学系统等软件操作系统支撑学生实践教学。

（2）硬件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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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点支撑研究生学习、科研平台的建设对研

究生的科研水平提供有力保障。

表 1 金融硕士硬件仪器设备表

仪器设备总值（万元） 1939.53

代表性仪器设备名称

IBM-SYSTEM X3850 X5 服务器

高清专业摄像机（数据采集设备）

contex hd3650 扫描仪 contex hd3650

实验室总面积（m²） 135.00

3.联合培养实践基地建设情况

一是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建设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内蒙

古质量监督管理局、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银监局等机构合

作建立校外专业实践基地 12 家，为学生专业实践、实训和联合培养

提供有力支撑。

二是依托内蒙古地缘经济工程数据研究中心、时间利用调查与研

究中心等省部级研究平台，为联合培养学生提供平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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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位点研究生奖助政策体系初步完善，国家奖学金和学业奖学

金注重奖优，激励研究生潜心学习研究、积极进取；国家助学金、国

家助学贷款等注重公平，资助研究生基本生活和学习费用；助研、助

教、助管津贴注重酬劳，调动学生参与科学研究、教学实践、管理工

作的积极性。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30%多的覆盖率，学业助学金覆盖率

达到 100%，生均奖助学金金额达 11000 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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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报考本学位授权点考生人数 310 人，招生计划 45 人，报

录比例为 6.67%。其中本科毕业于双一流高校的占比达 51%。为了保

证生源质量，建立符合金融专业学位特点的选拔机制，学院采取了以

下改革措施：

一是改革初试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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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强化复试考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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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加强监督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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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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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思政课程列入学位必修课，通过课堂教学、专业讲座、专业实

训、定岗实践等环节融入思政元素，实现溶物细无声的思政教学效果。

2.课程思政

实施课程思政全覆盖。以课程思政精品课建设项目和课程思政教

改项目为抓手，实现了课程思政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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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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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中破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地位研

究”等项目获得教育部、内蒙古教育厅立项支持。强化史学教育，增

开《经济史》等课程，强化学生对民族间交流交往交融的认知，激发

学生家国情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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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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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模块化，支撑学生应用能力培养

通过开设专业选修、特色专题、大数据与金融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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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性质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1 金融理论与政策 专业必修课 3/48 第一学期
廉桂萍 教授

周莹 博士

2 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 专业必修课 2/32 第一学期
张彻 副教授

赵宇亮 博士

3 公司金融 专业必修课 3/48 第一学期
牛草林 副教授

宋云玲 副教授

4 财务报表分析 专业必修课 3/48 第二学期
米 莉 副教授

袁学英 副教授

5 金融衍生工具 专业必修课 2/32 第二学期
梁斌 副教授

秦虎 博士

6 投资学 专业选修课 2/48 第二学期
吴金燕 博士

杨云峰 博士

7 国际金融 专业选修课 2/32 第二学期
吴晓华 博士

李婵娟 博士

8 私募股权投资 专业选修课 2/32 第二学期
徐瑞彬 博士

颉茂华 教授

9 商业伦理与社会责任 专业选修课 1/16 第二学期
贺立 副教授

李静薇 博士

10 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 专业选修课 2/32 第二学期
秦志宏 教授

张彻 副教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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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开设绿色金融、金融科技、数据挖掘等课

程，动态响应行业人才需求。

3.教材建设

（1）教材《行为经济学》（王乾宇，杜凤莲，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9 年出版）

（2）教材《时间都去哪儿了？中国时间利用调查研究报告》（杜

凤莲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年出版）



（3）教材《沙区生态产业理论体系研究与构建》（杜凤莲等著，

科学出版社 2021 年出版）

（4）教材《数据包络分析（第六卷）：广义数据包络分析方法》

（马占新等著，科学出版社，2021 年出版）

（5）教材《管理会计学》（颉茂华，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年出

版）

（6）教材《财务会计教学案例研究》（颉茂华，企业管理出版社

2020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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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与学院均制定了完备的面向校内导师与行业导师遴选聘用

及培训的相关管理办法。其中行业导师的遴选，须是经校内导师推荐

且有五年以上金融行业从业经历的中高层管理者或业务骨干。通过遴

选获聘导师，必须参加校院组织的新任导师职业素养和专业规范培训

班。

2. 行业产业导师选聘和研究生双导师制情况

“双师型”导师队伍建设。2021 年新增金融硕士校内导师 3 人，

校外导师 7人，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规模均达到了 13 人。

3.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度要求和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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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名，且须导师组内成熟导师协助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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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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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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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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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托内蒙古大学与牛津大学奥利尔学院签订的合作协议以及内

蒙古大学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培养创新实践项目，2021 年金融硕士有

19 人次以在线方式参与了国际金融、全球治理、碳中和等课程和在

线实习，取得了良好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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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选题的应用性

本专业学位论文选题主要立足金融机构、区域金融、宏观金融等

三层面，围绕金融机构业务发展、资本市场与股权投资、金融风险管



理等主题展开应用性研究。依据研究主题，金融机构业务发展类、资

本市场与股权投资类、金融风险管理类是主要的选题方向。

2.论文解决实际问题成效及行业应用价值

部分学位论文重在聚焦于银行内部控制、中间业务发展、盈利模

式转变、结构化理财业务等商业银行发展，部分聚焦于金融证券投资

和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研究，亦有部分针对地区金融问题及互联网金

融等展开研究。根据校内外专家评审与答辩反馈意见，结合研究内容，

高比例学位论文均提出了解决实际问题的可行有效政策建议，应用价

值得到行业专家一致认同。学位论文整体质量高，均达到了金融专硕

学位论文水准要求和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3.论文评优及抽检情况

2021 年金融硕士专业学位学生论文答辩成绩为优秀的论文总占

比约 15%；金融专业硕士学位学生全部通过查重、盲审与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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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与质量保证

培养中严格落实落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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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予单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体系建设基

本规范》，补齐补强质量保证制度体系，建立以培养质量为主导的研

究生教育资源配置机制。

2.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

导师与研究生互选、第一学年集中上课、中期检查、论文开题、

实习实践、学位论文撰写、预答辩、答辩、获得学位毕业。在学位论



文撰写过程中，研究生应当恪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在指导教师指

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对研究生进行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

教育，在其学位论文研究和撰写过程中要及时了解进展并予以指导，

对学位论文研究内容的真实性、可靠性以及是否由其独立完成进行审

查并给出实事求是的评价。研究生导师不安排研究生从事与学业、科

研、社会服务无关的事务。关注研究生个体成长和思想状况，与研究

生思政工作和管理人员密切协作，共同促进研究生身心健康。导师结

合综合开题、中期考核等关键节点考核情况，提出学生分流退出建议。

3.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管理

对申请硕士学位人员的学位论文隐去申请人及其指导教师信息，

由送审单位（研究生院及各学院）实行全面“双盲评审”（简称“盲

审”）。如该论文未能达到本学科（专业）学位论文的要求和水平，则

不同意参加论文答辩。评阅结论有“修改后答辩”且没有“不同意答

辩”的，申请人须根据专家评阅意见对论文进行修改，并撰写书面修

改说明。导师须对修改后的学位论文和修改说明认真审阅并签字，学

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依据专家评阅意见对学位论文修改情况进行审

定并签署意见。导师及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一致认为修改后的学位论文

已达到答辩要求，申请人可按照正常程序参加当次答辩，否则视为当

次学位论文盲审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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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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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目

前，未发现学术不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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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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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成立了专业学位教育中心，配备专职管理人员四位老师对专

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进行日常服务和管理。针对学院内部存在的学习、

生活等权益问题，研究生可直接将相关问题反馈给经济管理学院研究

生会，经济管理学院研会设立了权益维护工作邮箱。

2.研究生权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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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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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相关核心课程的学评教成绩均在 95分以上，得到了学

生和研究生教学督导组比较一致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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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科着力培养具有扎实的经济、金融学理论基础，富有创新和

进取精神，较强的从事金融实际工作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金融专门

人才，能够应用金融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服务于各类

金融机构、咨询机构、企业及政府相关监管部门。培养了一批高素质

金融人才。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

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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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通过电话、邮件回访的方式更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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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2021 届毕业生 29 人，毕业生供职于国有企业、党政机关、

民营企业的人数分别为：62.07%、13.79%、10.34%。本专业学位 70%

以上的毕业生留在本地或远赴边疆地区就业，5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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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认同度、满意度反馈评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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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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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依托资本市场和金融创新中心参与制定了内

蒙古经济发展十四五目标，被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采纳，

撰写的研究报告《中美贸易摩擦对内蒙古的影响研究》获自治区主要

领导批示。

（二）经济发展【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

1.内蒙古市场监管局共建自治区质量发展研究院，就自治区关注

的 12 条产业链进行专题调研，形成的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收到广泛

的好评和关注。

2.与依托中国建设银行，上海证券交易和国荣证券等金融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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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人被中国建设银行授予“乡村振兴”金点子创新

奖和“金智惠民”优秀讲师等称号。

3. 2021 年在“金智惠民 乡村振兴”、“中国金融-中国时间利用

国情观察”等调查活动中被内蒙古党委宣传部、教育厅等 5部门联合

授予“优秀志愿者服务队”荣誉称号。



（三）文化建设【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情况】

1.建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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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思维活跃的比较优势。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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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1

内蒙古大学

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学术学位 2021年度）

责 任 学 院

（学院公章）

学院名称：法学院

负责人：刘银良

授 权 学 科
名称：法学

代码：0301

授 权 级 别
 博 士

 硕 士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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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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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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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位点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所高等法学教育及科研机构。1982

年开始招收法学专业本科生，1993 年获得民商法学硕士学位授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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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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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期建设与积累，在自然资源权属法律关系研

究、民族地区文化传承的版权保护、中蒙俄法律比较研究、北方少数

民族法律史料中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内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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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五个研究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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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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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位点研究生培养的目标定位，限 3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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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法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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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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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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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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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坚实的法学专业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掌握基本的法

律实务技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学科发展的现状和趋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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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总学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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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活动结束后，需撰写总结报告，并填写《内蒙古大学法学院

法学硕士研究生实践活动考核表》，总结报告和《考核表》由导师评

价后，在论文答辩之前提交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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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位点的主要培养方向简介】

本学科设理论法学、宪法与行政法、刑事法、民商事法、国际法

五个培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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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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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专任教师 49 人，每个学科方向 7-15 人。专任教师中教授

10 人，副教授 24 人，高级职称教师占 69.39%；有博士学位教师 35

人，占专任教师的 71.43%；教师中 45 岁以下的教师 21 人，占专任

教师的 4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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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3 5 0 6 1 6

民商事法 15 3 8 4 11 0 11

国际法 11 1 3 7 5 1 2

合计 49 10 24 15 35 3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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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共承担科研项目 14项，获批经费总额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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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项，获批经费 328 万元；横向项目 2 项，获批经费 177 万元。

在《法学家》《判解研究》《宏观经济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10 篇。出版著作 2 部。研究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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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位点支撑研究生学习、科研的平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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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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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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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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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元不等，获各种奖学金研究生比例达到 30%以上。助学金包

括国家助学金、助研、助教、助管岗位助学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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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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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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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法学专业硕士报考人数为 251 人，录取 34 人，录取比例为

13.5%，自治区内生源 91%，自治区外生源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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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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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组织全体教

师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等开展的习近平

法治思想专题培训，更好的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有机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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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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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

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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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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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之舟 教授、副教授 3



刑法学专题 龙长海、张秀玲 教授、副教授 3

行政法学专题 丁鹏、程建 教授、副教授 2

民事诉讼法学专题 高芙蓉、付冬梅 副教授、副教授 2

刑事诉讼法学专题 周宝峰、塔娜 教授、教授 2

国际法学专题 鄂晓梅、牛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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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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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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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共有 8 名研究生申报

获批8项校级和2项自治区级科研创新项目，资助经费合计2.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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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本学位点有 5位研究生参与了武汉大学、西南政法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主办的学术活动，提交了会议论文并进行大会发

言，锻炼了学术创新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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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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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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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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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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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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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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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本学位点毕业人数为 32人，初次就业率约为 66%。其中，

60%左右的毕业生进入司法机关、金融机构、企事业单位法务部门或

者律师事务所等法律服务单位工作。有近10%的同学考取博士研究生，

进入中国政法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等

高校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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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成果转化、促进科技进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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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法学理论知识与地方法治实践需求有机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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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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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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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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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司法、严格执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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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培养方案



内蒙古大学法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及研究方向简介

内蒙古大学法学学科于 1982 年招收法学本科生，1993 年获得民

商法硕士学位授予权，开始法学研究生培养，2010 年获得法学硕士

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目前法学二级学科门类齐全，是国家西部基层

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基地，具备为国家和地方法治建设需要培养高素质

法律人才的能力。本学科现有教学科研人员 49人，其中教授 10 人，

副教授 24 人,硕士生导师 29人，在自然资源权属法律关系研究、民

族地区文化传承的版权保护、中蒙俄法律比较研究、北方少数民族法

律史料中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内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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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治区高层次法律人才培养

的重要基地。

本学科设理论法学、宪法与行政法、刑事法、民商事法、国际法

五个研究方向。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热爱祖国、信仰法治、遵纪守法，法学理论知识和法

律实务技能并重，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高层次法学专门人才。

（一）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具有坚定的法治理想和信

念，身心健康，意志坚强，有进取精神和创新意识，有社会责任感，

具备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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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具有较高的法学理论素养，了解本学科理论研究现状和发

展趋势，具有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和表达能力，具

备从事法学理论研究的能力。

（四）具有较宽的知识面，掌握一门外国语。

三、基本学制和申请学位最长年限

法学硕士研究生基本学制为 3 年，前三个学期基本修满课程学

分，完成学位论文开题，后三个学期主要从事实践活动，完成学位论

文写作、答辩工作。

研究生申请学位最长年限为 5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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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止。

四、培养方式

（一）课程学习

1.公共学位课和公共选修课按照研究生院的安排进行，一般在第

一学年完成。

2.专业基础课和专业选修课由本学科专业统一开设，由任课教师

按照教学大纲完成课程教学。专业课程学习一般在前三个学期完成。

3. 课程学习由任课教师考核，未达到合格要求的，需要重修，

重修仍未达到要求的，按学校相关规定处理。

（二）综合能力培养

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承担对研究生综合能力

培养工作，各研究方向导师组成导师组，共同承担本研究方向研究生

综合能力培养考核工作。



1.文献阅读与综述。在第一、二学期，由导师向学生提出文献阅

读要求，研究生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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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阅读与综述（或读书报告）完成情

况纳入研究生中期考核。

2.学位论文研究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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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学术活动

导师应指导研究生至少听 4次学术讲座，参加不少于 1次学术报

告活动。参加学术活动情况纳入研究生中期考核。

（四）实践环节

研究生应完成社会调查、科研实践、专业实习、教学实践等工作，

工作量累计应不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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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活动结束后，需撰写总结报告，并填写《法学硕士

研究生实践活动考核表》，总结报告和《考核表》由导师评价后，在

论文答辩之前提交学院。

五、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类别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总学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任课教师 备注

公
共
学
位
课

993100104

993100204

993100304

英语

日语

俄语

4/64 4 2 研究生院安排

99210020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
2/32 2 1

研究生院安排

99310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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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5500101 学术规范与创新创业 1/16 1 研究生院安排 讲座

专

业

学

位

课

043200103 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 2/32 2 1 丁鹏教授等

043207503 法理学专题 2/32 2 1
程延军副教授

萨其荣桂副教授

043207603 宪法学专题 2/32 2 1
赵珺瑛副教授

周珩副教授

043206903 民法学专题 3/48 3 1
刘银良教授

祝只舟副教授

043207003 刑法学专题 3/48 3 2
龙长海教授

张秀玲副教授

043307202 比较法专题 2/32 2 2
吉雅教授

程延军副教授

043307302 法律方法 2/32 2 2
戴双喜副教授

萨其荣桂副教授

043307402 中国法律史专题 2/32 2 1
那仁朝格图教授

王旭副教授

043306602 西方法律史专题 2/32 2 2
那仁朝格图教授

王旭副教授

043306502 行政法专题 2/32 2 2
丁鹏教授

程建副教授

043306802 行政程序法专题 2/32 2 3
吉雅教授

程建副教授

043307702 刑事判例研究 2/32 2 3
张秀玲副教授

邢娜副教授

043307802 犯罪学与刑事政策学 2/32 2 2

张秀玲副教授

马改然副教授



专

业

选

修

课

043307902 比较刑法学专题 2/32 2 3

龙长海教授

马改然副教授

043308002 刑事诉讼法专题 2/32 2 1
周宝峰教授

塔娜教授

043308102 证据法实务 2/32 2 3
周宝峰教授

塔娜教授

043308202 商法专题 2/32 2 3
丁文英教授

唐小冬副教授

043308302 知识产权法专题 2/32 2 3
张慧春副教授

马波讲师

043308402 民事诉讼法专题 2/32 2 1
高芙蓉副教授

刘桂琴副教授

043308802 民事执行法实务 2/32 2 2
付冬梅副教授

刘桂琴副教授

043308502 合同法案例研究 2/32 2 2
唐小冬副教授

曹宇副教授

043308602 侵权法实务 2/32 2 3
丁文英教授

刘银良教授

043308702 婚姻家庭继承法实务 2/32 2 2
海棠教授

尚继征讲师

043308902 国际法专题 2/32 2 2
鄂晓梅教授

牛文军副教授

043309002 国际经济法专题 2/32 2 3
鄂晓梅教授

范晶晶讲师

043309102 国际私法实务 2/32 2 3
牛文军副教授

白荣梅讲师

043302202 蒙古国法律专题 2/32 2 2
海棠教授

代琴副教授



043302302 俄罗斯法律专题 2/32 2 3
龙长海教授

周珩副教授

总学分及各类别课程学分要求：不少于 32学分

公共学位课 须修 3 门： 7 分

专业学位课 须修 5 门： 12 分

公共选修课 须修 1 门以上： 1 分以上

专业选修课 须修 6 门以上： 12 分以上

跨专业和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研究生，根据专业培养的要求，入学

后需要补修有关本科生基础课 2门。补修课由导师确定，列入研究生

培养计划并进行考核，但不单独计算学分。

六、论文环节

（一）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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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选题目有

关的选题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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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期考核

硕士研究生实行中期考核制度，中期考核安排在第四学期末进

行，由各研究方向导师组成考核小组，具体考核研究生的思想表现、

课程学习完成情况、综合能力培养、参与学术活动、学位论文选题报

告及写作进展报告。中期考核达不到要求者按照相应的规定处理。



未通过初次中期考核的硕士研究生如果能在第六学期再次通过

考核，可申请正常毕业。

考核的具体实施办法，根据研究生院有关规定执行。

七、学位论文

硕士研究生至少要用一年以上时间参加科学研究及撰写学位论

文。第三学期应进行论文选题并进行选题报告，第四学期末应完成论

文的开题工作，第六学期初应完成论文写作。

硕士学位论文应在导师的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论文

字数不少于 3 万字。学位论文写作和答辩的具体要求参见《内蒙古大

学法学院硕士学位论文开题、写作与答辩规范》。

课程学分修满后未能如期完成毕业论文的，由本人申请，经导师

同意，学院审核，报研究生院备案后，可以提前离校，学位申请和论

文答辩可延长，但不能超过申请学位的最长年限。

八、个人培养计划

研究生入学一个月内，在导师指导下，根据培养方案制定个人培

养计划，具体包括课程学习与安排、科研能力培养、参加学术活动及

参与实践活动内容。个人培养计划须经研究方向导师组和学院审核，

报研究生院备案。

个人培养计划是对研究生进行培养和中期考核的主要依据。个人

培养计划一旦确定，应该严格遵守。如果在培养计划实施过程中确有

特殊原因需要修改的，应由研究生本人提出申请经导师同意，并经导

师组审核，学院主管负责人签字后报研究生院，方可实施修改后的个

人培养计划。



附件 2-1

内蒙古大学

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学术学位 2021年度）

责 任 学 院

（学院公章）

学院名称：民族学与社会学

学院

负责人：阿拉坦宝力格

授 权 学 科
名称：民族学学科

代码：0304

授 权 级 别
 博 士

□ 硕 士

2022年 4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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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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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社会学等五个研究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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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点支撑平台有中央四部委联合设立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研究培育基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蒙古学研

究中心、国家民委“一带一路”国别研究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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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社会学、人类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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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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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等五个研究方向（见表 1）。

表 1 民族学学位点各研究方向简介

学科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领域、特色与优势

民族学

（1）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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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等各方面的

交往、交流与交融的实证研究；

（2）研究北方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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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北方干旱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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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蒙古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演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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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蒙古民族以及蒙古地

区的民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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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语言、文献、宗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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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和互动关系；

（3）当代内蒙古地区社会、政治、民族及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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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2）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实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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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理论

贡献；

（3）研究北方地区民族区域自治理论与实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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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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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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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内引进了

“青年英才”2名，学术骨干教师 1名。2021年新增教授 3名、副教

授 3名、1名博士研究生导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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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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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获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习近平关于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论述及内蒙古的实践路径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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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出版的《民族地区社会和谐与社会

服务提升研究》（民族出版社，2020）《宋代麟府路碑石整理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等专著，“习近平关于国家认同的重

要论述初探”（《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0）、“草原工矿开发与牧民

可持续生计——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逻辑”（《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21）、“乌兰牧骑：我国牧区社会工作可兹借鉴的模式”（《中国社会

工作》，2020）等学术论文深入研究和探讨了北方民族地区社会文化

深层次问题。

学位点 2021年发表论文 46篇，其中 SSCI论文 2篇、CSSCI论

文 5篇、国外期刊论文 20篇、蒙文核心论文 8篇。出版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系列专著 3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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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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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承办主题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践、经验与展望”的中国民族学学会高层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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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建设也被列为由自治区

社科联、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联合评选的内蒙古 2020年哲学社会科学

十大事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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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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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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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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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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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第七届民

族教育优秀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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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硕、博士生在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获

奖 23人次；“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获奖 18人次；在国内外

各类竞赛中的获奖 51 项；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73 篇。2021 年有 1

篇博士论文被评为自治区级优秀博士论文。2021 年本科生获批自治

区“挑战杯”大赛特等奖 2项、一等奖 1项、三等奖 1 项；2021年

第十二届“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自治区二等奖 1 项；2021

年全区第七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校级选拔赛银奖 1项、

铜奖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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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哈萨克斯坦（2人）、吉

尔吉斯坦（1人）、蒙古国（4人）等国家开展海外田野工作，撰写海

外民族志。研究生利用国家留学基金委和学校“双一流”建设资金，

赴英国剑桥大学（1人）、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1人）、俄罗斯

布里亚特国立大学（2人）、俄罗斯图瓦国立大学（1人）、哈萨克斯

坦国立大学（2人）、蒙古国国立大学（11人）等国外高等院校进行

学术交流。有 1名研究生赴英国剑桥大学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

际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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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篇论文获得自治区级优

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励、有 3篇论文获得校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励、

有 10篇论文获得校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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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就业率 75.72%，2021 年硕士研究生就业率

85.18%，20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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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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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转化

学位点教师完成被采纳咨询报告 83篇，其中 7篇被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采纳，1篇咨询报告被国务院参事室通讯收录，1篇被教育

部采纳，1篇被国家宗教事务局采用，1篇被国家民委民族研究内参

采纳，54篇咨询报告被自治区政府及相关部门采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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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过牧与假过牧—内蒙古草地过牧问题分析》等 2篇咨询报告得到

了自治区党政领导的高度关注；向国家民委、教育部提交了关于民族

问题与民族关系方面的建议报告 3篇；《蒙古国 2017年总统选举前各

方动态反应》等 3篇咨询报告被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采纳；《蒙古国

新总统的内政外交走向》等 4篇咨询报告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内

蒙古自治区对外联络办公室采纳；《蒙古国总统选举结果对我国的影

响和预测》获得自治区领导的批示。

（二）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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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余篇咨询报告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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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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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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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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位点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所高等法学教育及科研机构。1982

年开始招收法学专业本科生，1993 年获得民商法学硕士学位授予权，

2005 年获得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均是自治区最早获批的法学

和法律硕士学位授权点。经过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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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期建设与积累，在

自然资源权属法律关系研究、民族地区文化传承的版权保护、中蒙俄

法律比较研究、北方少数民族法律史料中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内涵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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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商事法原理与实务、刑事法原理与实务、宪

法、行政法原理与实务、国际法原理与实务五个研究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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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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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位点研究生培养的目标定位，限 300字】



培养目标是以国家以及区域法治建设的人才需求为导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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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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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方法和

法律职业技术等素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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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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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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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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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掌握法律专业知识；能够运用法律思维分析和解决法律实务

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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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诉讼主要程序，熟练从事法律事务代理和辩护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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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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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课程总学分为 55学分，法律硕士（非法学）

课程总学分为 74 学分，均包括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选修课、

实践教学与训练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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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审评阅（外审评阅专家中至少有一名法律实务专家）合格后，

通过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中至少有一名法律实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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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位点设理论法学、宪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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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原理与实务五个培养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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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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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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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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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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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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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人，均具有主讲教师资格，其中教授

10人，副教授 24人，讲师 15 人，高级职称教师占 69.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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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人，45 岁及以下的教师占 42.86%；具有外校学缘的教师 41 人，占

83.67%；教师中有研究生学位的教师 44 人，占 89.8%，其中有博士



学位的 35人，占 71.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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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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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3 5 0 6 1 8



民商事法原理与实务 15 3 8 4 11 0 15

国际法原理与实务 11 1 3 7 5 1 5

合计 49 10 24 15 35 3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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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1 年度本学位点教师共承担包括《国家治理背景下内蒙古

草原牧区项目化治理的转型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在内的各级各类科研

项目 14项，科研总经费 505 万元，师均科研经费 10.31 万元。其中，

纵向科研项目 12项，总经费 328 万元。横向科研项目 2项，总经费

177 万元，主要服务于地方法治建设需要。

2.学位点专任教师在《法学家》《判解研究》《宏观经济研究》等

国内外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发表 10篇论文。出版著作 2 部。研究成

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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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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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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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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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元不等，各类奖学金覆盖率近 40%。助学金包括国家助学金、

助研、助教、助管岗位助学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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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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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法律硕士专业学生报考人数共计 2815 人，录取 220 人，录取

比例为 7.8%，自治区内生源 57%，自治区外生源 43%，生源充足，生

源质量较高。2021 年，法律硕士（法学）专业首次招生选拔纪检监

察方向 20人，逐步探索符合法律硕士学位特点的招生选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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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组织全体教

师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等开展的习近平

法治思想专题培训，更好的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有机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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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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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

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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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分

法律职业伦理
专任教师、法官、检察

官、律师、公证员等
2

法理学 程延军、萨其荣桂 副教授、副教授 2

中国法制史 那仁朝格图、王旭 教授、副教授 2

宪法学原理与实务 赵珺瑛、周珩 副教授、副教授 2

民法学原理与实务 刘银良、祝之舟 教授、副教授 4

刑法学原理与实务 龙长海、张秀玲 教授、副教授 4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原理与

实务
丁鹏、程建 教授、副教授 2



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与实务 高芙蓉、付冬梅 副教授、副教授 2

刑事诉讼法学原理与实务 周宝峰、塔娜 教授、教授 2

国际法学原理与实务 鄂晓梅、牛文军 教授、副教授 2

经济法学原理与实务 青格勒图、马建霞 副教授、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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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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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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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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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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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共有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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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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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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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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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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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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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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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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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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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本学位点毕业人数为 152 人，初次就业率约为 51%。其中，

80%左右的毕业生进入司法机关、金融机构、企事业单位法务部门或

者律师事务所等法律服务单位工作。有个别同学考取博士研究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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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成果转化、促进科技进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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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法学理论知识与地方法治实践需求有机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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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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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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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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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司法、严格执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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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培养方案



内蒙古大学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与要求

本专业学位主要培养立法、司法、行政执法和法律服务领域具有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德才兼备的专门型、应用型法治人才。

基本要求：

（一）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遵守宪法和法律，德法

兼修，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遵循法律职业伦理和法律职

业道德规范；

（二）全面掌握法学基本原理，特别是社会主义法学基本原理，

具备从事法律职业所要求的法律知识、法律术语、法律思维、法律方

法和法律技能；

（三）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综合运用法律和其他专业

知识，具有独立从事法务工作的能力；

（四）熟练掌握一门外语。

具体要求：

（一）全面掌握法律专业知识；

（二）能够运用法律思维分析和解决法律实务问题；



（三）熟练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具备在具体案件中进行法律推理

的能力；

（四）掌握诉讼主要程序，熟练从事法律事务代理和辩护业务；

（五）熟练从事非诉讼法律实务以及法律事务的组织和管理；

（六）熟练掌握法律文书制作技能。

二、培养对象

通过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经内蒙古大学

录取的，具有国民教育序列法学专业大学本科学历的应、往届毕业生

或同等学力人员。

三、培养年限与方式

（一）培养年限

全日制法律硕士基本修业年限为 2年，非全日制法律硕士基本修

业年限为 3年。最长修业年限按照《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

（试行）》执行。

（二）培养方式

1．把知识教育同价值观教育、能历教育结合起来，把思想引导

和价值观塑造融入每一门课程教学。

2．重视和加强实践教学，充分发挥学院和自治区法律实务部门

联合建立的法律硕士人才培养综合改革试点基地的引领作用，聘请既

有扎实理论基础又有较强实践能力的专家为校外联合培养导师，注重

学生实务能力的培养。

3．成立导师组，采取集体培养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指导方式。

导师组由学院专任教师和法律实务部门专家联合组成。

4．严格课程考核，重在考察学生运用所学专业理论和知识，发



现、分析、判断和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能力和方法，减少对机械性记

忆的考核。必修课的考核一律采取考试方式。选修课、实践教学与训

练可以采用考试、考查以及其他考核形式，由任课教师自行确定，注

重培养过程和能力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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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公
共
必
修
课
（5

学
分
）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
2/32 2 1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基础

知识

外语（专硕） 3/48 3 1 外国语学院教师
基础

知识

专
业
必
修
课
（13

学
分
）

法律职业伦理 2/32 2 3
专任教师、法官、检察

官、律师、公证员等

综合

素养

民法与民事诉讼原理与实

务
4/64 4 1

民商事法方向

任课教师

基础

知识

刑法与刑事诉讼原理与实

务
4/64 4 2

刑事法方向

任课教师

基础

知识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原理与

实务
3/48 3 2

宪法与行政法方向

任课教师

基础

知识

选
修
课
（
不
低
于16

学
分
）

法理学专题 2/32 2 1

程延军副教授

萨其荣桂副教授

赵珺瑛副教授

专业

知识

宪法学专题 2/32 2 1

赵珺瑛副教授

戴双喜副教授

周珩副教授

专业

知识

中国法制史专题 2/32 2 1

那仁朝格图教授

王旭副教授

宫素珍讲师

专业

知识

商法专题 2/32 2 3

丁文英教授

唐小冬副教授

尚继征讲师

专业

知识



经济法专题 2/32 2 2

青格勒图副教授

胡小杰讲师

马建霞讲师

专业

知识

国际法专题 2/32 2 2
鄂晓梅教授

牛文军副教授

专业

知识

知识产权法专题 2/32 2 3
张慧春副教授

唐小冬副教授

马波讲师

专业

知识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专题 2/32 2 3

青格勒图副教授

李强讲师

昌永岗讲师

专业

知识

环境资源法学 2/32 2 3
孟根巴根副教授

米娜讲师

专业

知识

证据法专题 2/32 2 3

李卫东副教授

付冬梅副教授

王炜讲师

专业

知识

法学前沿 2/32 2 1-3 校内外专家学者
综合

素养

实
践
教
学
与
训
练
（
不
低
于15

学
分
）

模拟法庭与法律写作 3/48 3 3
专任教师、实务部门专

家

专业

实践

法律谈判与法律检索 3/48 3 2

青格勒图副教授

王炜讲师

马建霞讲师

专业

实践

法律诊所 2/32 2 1-3

戴双喜副教授

青格勒图副教授

祝只舟副教授

专业

实践

案例研习课 2/32 2 1-3
刑事法、民商事法、行

政法教师

专业

实践

专业实习 6 个月 6 法律实务部门或岗位
专业

实践

总学分和各类别课程学分要求：

总学分 55学分。其中，必修课 18学分；选修课 16学分（法学

前沿通过听讲座、参与学术论坛等方式完成，由导师考核合格，可计

2学分，但不包括在应选的 16学分中）；专业实践与训练 16学分，

案例研习和法律诊所课程学生可自由选择，需修满 4学分（非全日制

研究生的专业实践与训练参照全日制研究生的的要求进行考核计算



学分）；学位论文 5学分。

法律硕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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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度要求等。在第一学期结束前，制定专业实习计划；包括实习的时

间、内容、方式等。专业实习过程中，在双导师指导下制定学位论文

写作计划；包括论文开题时间、写作时间安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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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专业实习

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法律职业人才实际需求的紧密联系，

以法律硕士人才培养综合改革试点基地为依托，建立长期、稳定的专

业实习基地。

专业实习由学院统一组织，参照以下方式灵活进行，时间不少于

6个月，在第二学年完成。

1．由校内导师、课题组结合所承担的法律实务类应用型课题，

安排学生的专业实习环节。

2．充分发挥校外导师的指导作用，利用法律实务部门的资源和

条件，由校外导师负责安排相应的专业实习环节。

3．依托校外专业实践教育基地，在校内外导师的共同指导下，

结合实际岗位，由学院统一组织和选派学生去法律实务部门进行专业

实习。

4．研究生本人可结合就业去向确定实习单位。

5．在本专业相关领域工作的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本职工



作可视为完成专业实习；未在本专业相关领域工作的非全日制专业学

位研究生，专业实习可参照全日制研究生的的要求进行考核计算学

分。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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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计划，列出专业实习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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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组织专业实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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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优、良、中、及格和不及格”五

个等级评定专业实践成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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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予相应的专业实习学分，专业实习为 6学分，不及格者不计学分需

要重新参加专业实践环节。

六、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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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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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为 5学分。

学位论文的写作均应当规范，并且达到以下要求：

1．选题有意义并且题目设计合理。

2．论文应对国内同类课题的研究进行梳理和归纳，或者对同类

课题在实践中的现状进行梳理和归纳。说明这个课题目前存在的争议



焦点与未解决的问题。

3．论文应当反映出作者已经合乎逻辑地研究并分析了这个问题

的层次，即所谓“分析深入”，“论证结构合理”。

4．有充分的论证理由与依据，文字中能够反映出作者已经阅读

过一定数量的相关文献资料。法律硕士学生在读期间至少应当阅读

20部非教材类专业书籍，撰写学位论文应当研读过与论文主题相关

的著作不少于 20部。这个阅读量应当在学位论文的注释中反映出来；

注释中必须显示学生已经阅读并理解了该领域国内代表性论著，参考

文献应当列出相关的文献资料，并鼓励参考国外最新文献资料，即所

谓的“资料充分”和“注释规范”。

5．有研究方法意识，能够采取多样的研究方法，而不是盲目的

无方法的所谓“研究”，方法包括：社会调查与统计方法，社会学分

析方法，比较方法，规范实证方法，价值分析方法等等。

6．语言与字数方面的要求。语言精练，符合汉语言写作规范，

字数不少于 2万字。

学位论文必须由 3名本专业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评阅，

其中至少 1名为法治工作部门专家；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应

至少有 1名法治工作部门专家。符合内蒙古大学学位授予条件者，可

授予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内蒙古大学法律硕士（非法学）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与要求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主要培养立法、司法、行政执法和法律服务以

及各行业领域具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德才兼备、高层次的复合型、

应用型法律人才。

基本要求：

（一）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遵守宪法和法律，德法

兼修，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遵循法律职业伦理和法律职

业道德规范；

（二）全面掌握法学基本原理，特别是社会主义法学基本原理，

具备从事法律职业所要求的法律知识、法律术语、法律思维、法律方

法和法律技能；

（三）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综合运用法律和其他专业

知识，具有独立从事法务工作的能力；

（四）熟练掌握一门外语。

具体要求：

（六）全面掌握法律专业知识；

（七）能够运用法律思维分析和解决法律实务问题；

（八）熟练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具备在具体案件中进行法律推理

的能力；



（九）掌握诉讼主要程序，熟练从事法律事务代理和辩护业务；

（十）熟练从事非诉讼法律实务以及法律事务的组织和管理；

（十一）熟练掌握法律文书制作技能。

三、培养对象

通过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经内蒙古大学

录取的，具有国民教育序列非法学专业大学本科学历的应、往届毕业

生或同等学力人员。

三、培养年限与方式

（一）培养年限

全日制和非全日制法律硕士基本修业年限均为 3年。最长修业年

限按照《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试行）》执行。

（二）培养方式

1．把知识教育同价值观教育、能历教育结合起来，把思想引导

和价值观塑造融入每一门课程教学。

2．重视和加强实践教学，充分发挥学院和自治区法律实务部门

联合建立的法律硕士人才培养综合改革试点基地的引领作用，聘请既

有扎实理论基础又有较强实践能力的专家为校外联合培养导师，注重

学生实务能力的培养。

3．成立导师组，采取集体培养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指导方式。

导师组由学院专任教师和法律实务部门专家联合组成。

4．严格课程考核，重在考察学生运用所学专业理论和知识，发

现、分析、判断和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能力和方法，减少对机械性记

忆的考核。必修课的考核一律采取考试方式。选修课、实践教学与训

练可以采用考试、考查以及其他考核形式，由任课教师自行确定，注



重培养过程和能力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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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公
共
必
修
课
（5

学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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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
基础知识

外语（专硕） 3/48 3 1 外国语学院教师 基础知识

专
业
必
修
课
（27

学
分
）

法律职业伦理 2/32 2 3
专任教师、法官、

检察官、律师、公

证员等

综合素养

法理学 2/32 2 1

程延军副教授

萨其荣桂副教授

赵珺瑛副教授

基础知识

中国法制史 2/32 2 2

那仁朝格图教授

王旭副教授

宫素珍讲师
专业知识

宪法学 2/32 2 1

赵珺瑛副教授

戴双喜副教授

周珩副教授

基础知识

民法学 2/64 4 1-2

刘银良教授

丁文英教授

海棠教授

基础知识

刑法学 2/64 4 1-2

龙长海教授

张秀玲副教授

邢娜副教授

基础知识

民事诉讼法学 2/32 2 1

高芙蓉副教授

付冬梅副教授

刘桂琴副教授
专业知识

刑事诉讼法学 2/32 2 2

周宝峰教授

李卫东副教授

邢娜副教授
专业知识

行政法与行政

诉讼法学
2/32 2 1

吉雅教授

丁鹏教授

程建副教授

戴双喜副教授

专业知识



经济法学 3/48 3 2

青格勒图副教授

胡小杰讲师

马建霞讲师
专业知识

国际法学 2/32 2 2
牛文军副教授

丁鹏教授 专业知识

推
荐
选
修
课
（
不
低
于13

学
分
）

外国法制史 2/32 2 3

程延军副教授

焦应达讲师

宫素珍讲师

专业知识

商法学 2/32 2 3

丁文英教授

唐小冬副教授

尚继征讲师

专业知识

国际经济法学 2/32 2 3

鄂晓梅教授

高芙蓉副教授

范晶晶讲师

专业知识

国际私法学 2/32 2 4
牛文军副教授

范晶晶讲师
专业知识

知识产权法学 2/32 2 3

张慧春副教授

唐小冬副教授

马波讲师

专业知识

环境资源法学 2/32 2 4
孟根巴根副教授

米娜讲师
专业知识

劳动与社会保

障法实务
2/32 2 3

青格勒图副教授

李强讲师

昌永岗讲师

专业知识

法律方法 2/32 2 4

吉雅教授

丁文英教授

张秀玲副教授

综合素养

证据法学 2/32 2 3

李卫东副教授

付冬梅副教授

王炜讲师

专业知识

法学前沿 2/32 2 1-4 校内外专家学者 综合素养

（
选
修8

学
分
）

特
色
专
业
方
向
一
：

刑
事
法
方
向

比较刑法 2/32 2 4
龙长海教授

李卫东副教授
专业知识

犯罪学与刑事

政策
2/32 2 3

张秀玲副教授

马改然讲师
专业知识



刑事辩护实务 2/32 2 4
龙长海教授

刑娜副教授
专业知识

刑事证据实务 2/32 2 4
周宝峰教授

李卫东副教授
专业知识

（
选
修8

学
分
）

特
色
专
业
方
向
二
：
民
商
事
法
方
向

侵权责任法 2/32 2 4
丁文英教授

刘银良教授
专业知识

合同法实务 2/32 2 3
唐小冬副教授

赵力讲师
专业知识

婚姻家庭继承

法实务
2/32 2 3

海棠教授

尚继征讲师
专业知识

民事执行法实

务
2/32 2 4

刘桂琴副教授

付冬梅副教授

王炜讲师

专业知识

实
践
教
学
与
训
练
（
不
低
于15

学
分
）

模拟法庭与法

律写作
3/48 3 3

专任教师与实务

部门专家
专业实践

法律谈判与法

律检索
3/48 3 2

青格勒图副教授

王炜讲师

马建霞讲师

专业实践

法律诊所 2/32 2 1-4

戴双喜副教授

青格勒图副教授

祝只舟副教授

专业实践

案例研习课 2/32 2 2-4
行政法、刑事法、

民商事法教师
专业实践

专业实习 6个月 6
法律实务部门或

岗位
专业实践

总学分和各类别课程学分要求：

总学分 74学分。必修课 32学分；选修课需 21学分，包括推荐

性选修课 13学分（法学前沿通过听讲座、参与学术论坛等方式完成，

由导师考核合格，可计 2学分，但不包括在应选的 13学分中），特色

专业方向性选修课 8学分；专业实践与训练 16学分，案例研习和法



律诊所课程学生可自由选择，需修满 4学分（非全日制研究生的专业

实践与训练参照全日制研究生的的要求进行考核计算学分）；学位论

文 5学分。

法律硕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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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度要求等。在第一学年结束前，制定专业实习计划；包括实习的时

间、内容、方式等。专业实习过程中，在双导师指导下制定学位论文

写作计划；包括论文开题时间、写作时间安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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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专业实习

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法律职业人才实际需求的紧密联系，

以法律硕士人才培养综合改革试点基地为依托，建立长期、稳定的专

业实习基地。

专业实习由学院统一组织，参照以下方式灵活进行，时间不少于

6个月，在第二学年完成。

1．由校内导师、课题组结合所承担的法律实务类应用型课题，

安排学生的专业实习环节。

2．充分发挥校外导师的指导作用，利用法律实务部门的资源和

条件，由校外导师负责安排相应的专业实习环节。

3．依托校外专业实践教育基地，在校内外导师的共同指导下，

结合实际岗位，由学院统一组织和选派学生去法律实务部门进行专业

实习。



4．研究生本人可结合就业去向确定实习单位。

5．在本专业相关领域工作的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本职工

作可视为完成专业实习；未在本专业相关领域工作的非全日制专业学

位研究生，专业实习可参照全日制研究生的的要求进行考核计算学

分。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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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计划，列出专业实习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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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组织专业实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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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优、良、中、及格和不及格”五

个等级评定专业实践成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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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予相应的专业实习学分，专业实习为 6学分，不及格者不计学分需

要重新参加专业实践环节。

六、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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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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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为 5学分。

学位论文的写作均应当规范，并且达到以下要求：

1．选题有意义并且题目设计合理。



2．论文应对国内同类课题的研究进行梳理和归纳，或者对同类

课题在实践中的现状进行梳理和归纳。说明这个课题目前存在的争议

焦点与未解决的问题。

3．论文应当反映出作者已经合乎逻辑地研究并分析了这个问题

的层次，即所谓“分析深入”，“论证结构合理”。

4．有充分的论证理由与依据，文字中能够反映出作者已经阅读

过一定数量的相关文献资料。法律硕士学生在读期间至少应当阅读

20部非教材类专业书籍，撰写学位论文应当研读过与论文主题相关

的著作不少于 20部。这个阅读量应当在学位论文的注释中反映出来；

注释中必须显示学生已经阅读并理解了该领域国内代表性论著，参考

文献应当列出相关的文献资料，并鼓励参考国外最新文献资料，即所

谓的“资料充分”和“注释规范”。

5．有研究方法意识，能够采取多样的研究方法，而不是盲目的

无方法的所谓“研究”，方法包括：社会调查与统计方法，社会学分

析方法，比较方法，规范实证方法，价值分析方法等等。

6．语言与字数方面的要求。语言精练，符合汉语言写作规范，

字数不少于 2万字。

学位论文必须由 3名本专业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评阅，

其中至少 1名为法治工作部门专家；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应

至少有 1名法治工作部门专家。符合内蒙古大学学位授予条件者，可

授予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附件 2-2

内蒙古大学

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专业学位 2021年度）

责 任 学 院

（学院公章）

学院名称：民族学与社会学

学院

负责人：阿拉坦宝力格

专 业 学 位

授 权 类 别

名称：社会工作

代码：0352

授 权 级 别
□ 博 士

 硕 士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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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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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2月，学位点已为内蒙古自治区乃至全

国培养了 1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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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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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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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名校内教师和 4名校外行业导师。校内教师队伍

有教授 3人，副教授 9人，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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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担任中国社会工作教育

协会民族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及内蒙古社会工作协会副会



长；有 1人入选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本年度学位点新增教授

1人和硕士研究生导师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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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项目 1项，内蒙古自治区高校科研人文社科

重点项目 1项，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青年科技英才支持计划 1项。

学位点教师本年度发表论文 6篇，出版专著 3部，详情参见表 1。

表 1 2021年学位点主要科研成果

论文

1.《草原工矿业开发与牧民可持续生计研究》，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 2
期

2.《内蒙古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探索与深化路径》，载《实践》（思想理论版）2021年第 8期
3.《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与民族社会工作的实践路径》，载《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3期
4.《从实用到理念：新中国民族平等、凝聚向心的民族文化观》，载《大连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 6期
5.《Local perspective and practical knowledge: Social work practice research on chronic diseases of the nomadic
area in China》，载《Asian Social Work and Policy Review》2021年第 1期
6.《The Ideological Narrative Structure of Natural EcologicalEnvironmentinthePre-QinPeriodofChina》，载《World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2021年第 2期

项目

1.《基层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边疆社会治理的耦合与互构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铸牢专项项目）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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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青年科技英才支持计划》（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类）

专著

1.《内蒙古草原工矿业开发与牧区稳定发展研究》，新华出版社，2021年
2.《草原工矿业开发与牧民可持续生计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21年
3.《新时代牧区社会工作和牧区振兴》，经济管理出版社，2021年

（四）教学科研支撑



学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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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

度学位教师基于研究实践自主开发案例，如《牧区社会工作》的地方

病防治案例(四子王旗格日勒图雅嘎查实践)、《民族社会工作》的民

族地区发展探讨案例(内蒙古草原工矿业开发)、《社会工作实务》的

结构治疗模式案例(萨提亚冰山图)、《小组工作》的青少年抗逆力培

养案例(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践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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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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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级社会工作专硕 1人 2.17%

研究生奖学金（含自

治区奖学金）
8000（10000） 2020级社会工作专硕 19人 41.30%

研究生助学金 8000 2020级社会工作专硕 43人 93.48%

研究生贫困补助 2000 2020级社会工作专硕 2人 4.38%

研究生奖学金 8000 2021级社会工作专硕 15人 36.59%

研究生助学金 8000 2021级社会工作专硕 41人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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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力测试。为保证生源质量，学位点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如加大宣传、

参加学术会议资助、名校老师推荐等。本年度报考本专业的硕士研究

生人数为 183人，实际录取为 41 人，招录比例为 2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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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学位点有 1名教师

入选第三批自治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名师工作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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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点本年度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座 2

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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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区地方病防治、医务社会工作、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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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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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教师获得首届内蒙

古大学教师创新大赛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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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社会工作实务 2/32 2 1 吕霄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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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斯额尔敦（副教授）

多元文化专题研究 2/32 2 1 王鹏（讲师）

社会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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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业导师方面，本年度选聘 1名行业导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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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点本年度新建立了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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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元。

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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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牧区地方病防治、社会治理创新、医务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等

专业实践培养学生良好的社会责任感和服务社会的意识。本年度专硕

党支部充分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积极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开

展志愿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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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学位点邀请了中国社科院郝时

远、中山大学周大鸣等国内知名学者开设讲座 3场。学位点还承办了



“第二届边疆地区社会工作论坛”，论坛邀请了香港理工大学古学

斌、中央民族大学任国英等 6位全国社会工作专业知名专家开展线上

讲座。学位点研究生踊跃参与各种学术交流，有 4人次参加各种工作

坊及实务培训班，有 7人考取了助理社会工作师证书，有 2人在第十

二届“挑战杯”全区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获得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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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民族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西北农林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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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审合格者方可进行正式学位论文答辩，答辩合格率

为 100%。结合研究内容与评审答辩反馈意见，学位论文整体质量较

高，达到了社会工作硕士学位论文水平和专业人才培养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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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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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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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院的指导

和学生的努力下，本年度已毕业的 2021 届 34 名学生初次就业率为

52.94%，毕业生多在区内外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就业。

五、服务贡献

学位点师生在牧区社会工作、社会治理、社会服务等方面做出了

卓有成效的实践。在牧区社会工作服务方面，2021年度在牧区实习

实践基地进行过各类实习的研究生共计 51名。在学校社会工作服方

面，本年度学位点安排学生在呼和浩特市民族实验小学、呼伦贝尔南

路小学、内蒙古师范大学附中中学等安排学生进行生命教育、性别平

等教育、青少年学校适应等服务，累计多达 100多人次。学生们通

过服务不仅培养了自己的专业实践能力，而且也为中小学学生提供了

各种专业服务，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本年度学位点有 3名教

师参与撰写了《内蒙古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发展规划

（2020-2027）》《呼和浩特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内蒙古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锡林郭勒盟儿童发展纲要

（2021-2030）》《呼伦贝尔市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等多项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规划。



六、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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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蒙汉双语授课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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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社会工作实务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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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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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社会工作实务 3/48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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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区社会工作（行业前沿

知识模块）
2/32 2 2 哈斯额尔敦（副教授）

文化与生态社会工作 2/32 2 1 王鹏（讲师）

社会保障制度 2/32 2 1 娜荷雅（讲师）

社区工作专题研究 2/32 2 2 李娟（副教授）

民族社会学专题研究 2/32 2 1 温都日娜（副教授）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研究
2/32 2 2 何生海（教授）

社会问题研究 2/32 2 2 娜荷雅（讲师）

前沿阅读与论文写作 2/32 2 2 吴英杰（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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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服务管理 2/32 2 1 张笑会（讲师）

医务社会工作 2/32 2 1 赵美荣（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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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专业本科毕业生不少于 600

小时，其他专业本科毕业生不少于 800小时。主要是在教师指导和机

构督导的指导下，实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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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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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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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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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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获批 8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其中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

发现辽朝后族碑铭文献解读与契丹小字拼读法研究》。2021 年到账项目经费 175

万。

2021 年发表学术论文 62 篇。其中，中文核心 22 篇；国外学术论文 2 篇；

蒙古文核心论文 28 篇；其它 10 篇。论文发表情况呈现正太分布状态。出版专著

共 6部。其中，二类出版社出版物 4部；国外出版社出版物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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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治区级重点培育学科）

自治区

教育厅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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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高校优势特

色学科实验室

182 45 3 80.5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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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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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尔多斯历史文化研究基地
乌审旗人民政府 校地合作 20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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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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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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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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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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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元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基地 内蒙古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

学校与政府

机构合作
2019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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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共 336人，获各类奖学金 210人，获国家助学金 305人,分别占研究

生总人数的 62.50%和 90.77 %。

2021 年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学位点研究生奖助情况

学年度 学生人数 获奖人数 获助人数
覆盖面

奖学金 助学金

2021 336 210 305 62.50% 90.77 %
2021 年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名单

年级 姓名 学号

2019 级 关图雅 21901020

2020 级 格根图雅 22001001

2019 级 萨出荣贵 31901052

2020 级 青合乐 32001029

2019 级 东东 31901040

2019 级 包文峰 31901036

2019 级 赵舒源 31942001

2019 级 王梦琦 31942021

2018 级 武文华 31842001

2021 年度研究生自治区奖学金名单

年级 姓名 学号

2019 级 乌仁高娃 21901016

2019 级 苏德娜日苏 21901001

2020 级 白音诺尔 32001044

2020 级 小芳 32001036

2019 级 张睿琪 31942014

2019 级 高雅俏 31942005

2021 年度研究生丸山奖学金名单

年级 姓名 学号

2020 级 吴丽萍 32001024

2020 级 张乌云 32001011

2020 级 靳文锦 32042012

2020 级 李悦 32042032

2021 年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名单

年级 姓名 学号

2019 级 敖日格乐 21901018



2019 级 萨茹拉 21901015

2019 级 乌日嘎 21901007

2019 级 额尔敦乌拉 21901017

2019 级 乌优坛 21901008

2019 级 乌云嘎 21901019

2019 级 赛音毕力格 21901014

2019 级 澈力格尔 21901012

2019 级 希吉尔 21901013

2019 级 图雅 21901005

2019 级 玲玲 21901006

2019 级 白原铭 21901004

2019 级 包通拉嘎 21901011

2019 级 关图雅 21901020

2019 级 红梅 21901010

2019 级 都蓝 21901002

2019 级 白斯勤 21901008

2019 级 利那 31901041

2019 级 苏日古格 31901024

2019 级 张胜利 31901046

2019 级 特日格乐 31901054

2019 级 乌英嘎 31901038

2019 级 阿纳尔 31901042

2019 级 科尔沁呼很 31901029

2019 级 韩格日乐吐 31901016

2019 级 乌哲斯日古冷 31901020

2019 级 龚艳丽 31901007

2019 级 特日格乐 31901053

2019 级 苏日古嘎 31901011

2019 级 苏日娜 31901017

2019 级 多丽雅 31901023

2019 级 萨其尔 31901047

2019 级 娜木罕 31901048

2019 级 乌斯拉 31901019

2019 级 倬如 31901037

2019 级 伊立奇 31901033

2019 级 其乐格日 31901026

2019 级 于风兰 31901050

2019 级 吉布增帕格玛 31901028

2019 级 苏都其木格 31901032

2019 级 塔娜 31901025

2019 级 依溥勒 31901018



2019 级 刘山花 31901031

2020 级 苏达根 22001004

2020 级 胡斯勒图 22004014

2020 级 乌日汗 22001008

2020 级 秦香莲 22001010

2020 级 包艳花 22001005

2020 级 马小亮 22001015

2020 级 图日琴 22001002

2020 级 欧日乐克 22001007

2020 级 乌日汉 22001011

2020 级 齐力格尔 22001006

2020 级 文梅 22001003

2020 级 阿如汗 22001009

2020 级 乌云 22001013

2020 级 意茹 32001025

2020 级 赵晶晶 32001034

2020 级 天格斯 32001040

2020 级 阿娜尔 32001043

2020 级 斯庆格日勒 32001045

2020 级 毕力格 32001065

2020 级 秀美 32001063

2020 级 包高娃 32001050

2020 级 乌日汗 32001012

2020 级 娜和雅 32001038

2020 级 钱白 32001026

2020 级 钢达力 32001039

2020 级 乌日力格 32001005

2020 级 好根祝来 32001037

2020 级 敖敦 32001060

2020 级 苏日古嘎 32001059

2020 级 娜木恒 32001057

2020 级 满德日瓦 32001042

2020 级 安赫鲁玛 32001030

2020 级 塔米日拉嘎 32001041

2020 级 新吉乐 32001013

2020 级 高雅罕 32001061

2020 级 恼民塔娜 32001032

2020 级 其丽格尔 32001016

2020 级 张海云 32001021

2020 级 娜日嘎 32001014

2020 级 海日汗 32001027



2020 级 吉木斯 32001031

2020 级 查干苏布德 32001055

2020 级 敖日布森格 32001053

2020 级 敖日格乐 32001022

2020 级 赵娜 32001018

2020 级 杨伊茹 32001062

2020 级 乌云嘎 32001009

2020 级 孟根其其格 32001010

2020 级 萨日盖 32001054

2020 级 贺其英贵 32001046

2020 级 韩萨日娜 32001052

2020 级 依勒古玛 32001033

2020 级 娜仁图雅 32001035

2020 级 乌格木尔 32001023

2020 级 乌日汗 32001048

2020 级 珠拉 32001049

2021 级 腾吉思 22101013

2021 级 莫日格乐 22101015

2021 级 乌云格日乐 22101011

2021 级 温度日那 22101002

2021 级 韩丽 22101012

2021 级 高云娜 22101007

2021 级 同嘎 22101008

2021 级 艾敏 22101001

2021 级 安娜尔 22101006

2021 级 阿如汉 22101014

2021 级 巴德玛朝 22101003

2021 级 达古拉 22101009

2021 级 包萨仁图雅 22101005

2021 级 洪格尔 22101004

2021 级 萨如拉 22101010

2021 级 乌日拉嘎 32101008

2021 级 敖有那 32101009

2021 级 柴丽玕 32101010

2021 级 苏登 32101011

2021 级 海日 32101012

2021 级 伊茹 32101024

2021 级 红领 32101025

2021 级 常欢欢 32101056

2021 级 娜日苏 32101026

2021 级 阿力亚 32101027



2021 级 乌吉玛 32101028

2021 级 阿森娜 32101057

2021 级 宋晓文 32101030

2021 级 海日汗 32101029

2021 级 查荣 32101017

2021 级 伊拉贵 32101018

2021 级 刘树梅 32101037

2021 级 乌仁图雅 32101058

2021 级 钦飒 32101038

2021 级 苏伦高娃 32101040

2021 级 巴雅苏娜 32101041

2021 级 查哈玛嘎 32101042

2021 级 乌力吉巴特尔 32101043

2019 级 王鑫楠 31942012

2019 级 刘玉环 31942007

2019 级 道日娜 31942017

2019 级 李聪慧 31942015

2019 级 鸿格尔珠拉 31942027

2019 级 王楠 31942023

2019 级 王越 31942025

2019 级 王鸿雁 31942011

2019 级 白羽茜 31942010

2019 级 郝雨 31942030

2019 级 刘哲妤 31942003

2019 级 张晔 31942004

2020 级 任婧 32042026

2020 级 曹满 32042013

2020 级 李盈秋 32042007

2020 级 张慧敏 32042018

2020 级 李晓靓 32042011

2020 级 刘欣格 32042017

2020 级 马越 32042001

2020 级 邢鑫媛 32042005

2020 级 张淼 32042010

2020 级 郑明耀 32042016

2020 级 张艳斌 32042024

2020 级 孟言 32042002

2020 级 杜慧敏 32042021

2021 级 王嘉玮 32142005

2021 级 宋润祥 32142001

2021 级 巩晓敏 32142002



2021 级 李珂燏 32142003

2021 级 王萨日娜 32142004

2021 级 贾伟茜 32142008

2021 级 袁硕晗 32142009

2021 级 傅家媛 32142010

2021 级 敖文艳 32142011

2021 级 苏睿 32142012

2021 级 尹英杰 32142013

2021 级 杨荫 32142014

2021 级 张博 32142015

2021 级 袁静 32142016

2021 级 院晶晶 22042004

2021 级 奥日莎 22042002

2021 级 张博 21942001

2021 级 王成海 22142001

2021 级 陈晨 22142003

2021 级 张晋芳 22142005



四、人才培养

（一）招生选拔

1.2021年招生基本情况

2021 年报考我院博士研究生升学考试 338 人，录取 30 人，录取比例 8%；报

考硕士研究生统一考试 542 人，录取 93 人，录取比例为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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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202（59%） 24（7%） 1（0.2%） 111（32%）

硕士研究生 542 295（54%） 44（8%） 20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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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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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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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五年，我学科共出版教材 4部。分别为《蒙古语会话教程》《现代蒙古语》

《基里尔蒙古文》《计算语言学概论》，均为大中专统编教材。其中《现代蒙古语》

为“十二五”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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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疫情影响，我院 2020年优秀研究生交流项目获得者白原铭于 2021年赴匈

牙利塞戈德大学交流学习一年。因后半年采取那边，学术交流活动基本为交流学

习。暂无参加学术会议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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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教育



厅对 2019届研究生论文进行抽检，，抽取中国语言文学论文 1篇，三份评审意见

中，有一份优秀，两份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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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共毕业 28 人，其中硕士研究生 28 人，

就业 26 人，就业率达 92.86%；2021 年，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共毕业 27 人，



其中硕士研究生 27 人，就业 19 人，就业率达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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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8 26 92.86% 8 7 2 1 8

2021 年 27 19 70% 5 5 3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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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服务贡献

（一）科技进步

1.高度重视科研项目对学科建设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已经形成可持续发展的

项目规划。2021 年本学科获立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1项。本学科共有 10 项国



家重大项目获批立项。近三年获批国家重点项目 2 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3 项，西部项目、青年项目和冷门绝学等专项项目共 9项。

2.注重产出高水平研究成果，全年出版高水平学术著作 6部。公开发表学术

论文 篇，其中在 A 类学术期刊 Acta Orientalia（匈牙利《东方学报》）发表

论文 1 篇；国内核心期刊“中国文字研究”“中国文艺评论”各 1篇；国外学术

期刊上发表论文 22 篇。

3.科研成绩突出、获奖率高。特聘教授查洪德获得“全球华人国学成就奖”。

刘寒娥教授入选教育部、中宣部高校与新闻单位互聘交流“双千计划”。崔荣教

授获得“内蒙古青年创新人才奖”。王苹和渡澜师生 2人，同时获得第十一届“丁

玲文学奖”。

4.加强平台和资料建设。突出地域优势和民族特色，建立内蒙古元代文学与

文化研究基地，被列入内蒙古社科联重点建设基地，有专项经费支持。获批内蒙

古教育厅“一专多能融媒体人才培养基地”，资助经费 290 万元。建成融媒体实

验室，完成其它实验室改造。购置元代文学与文化研究资料 2000 余册，为今后

的研究打下良好基础。

5.注重学术交流，促进学科建设。2021 年 12 月就蒙古语言文学研究人才培

养与学术交流方面与英国剑桥大学蒙古与内亚研究中心达成共识。2021 年 12 月

举办“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十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中国

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第九届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线上线下共 240 多人参会，社

会反响良好。与复旦大学建立对口支援联系，提升学科建设水平。举办“纪念中

国蒙古语标准音推广 40 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第四届全国胡仁乌力格尔学术

研讨会”等大型的学术会议和小型学术论坛共 15 次。

（二）经济发展

1. 《江格尔》研究走上舞台，走进群众。已经实现《江格尔》的上台演出，

内蒙古自治区已成为《江格尔》国家级传承单位，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拟筹建《江

格尔》文化艺术馆。 “江格尔”研究取得显著成绩。按照自治区宣传部委托，

学院已制定《江格尔》研究成果转化方案。近期，自治区政府出资筹建“《江格

尔》文化艺术馆”。



2.积极参与国家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针对东北亚的跨境语言研究，按

照自治区政府有关部门的要求，成立了学校直属学术科研单位——内蒙古自治区

东北亚语言资源中心。该中心项目经费 7876 万元已经到位。2021 年召开云学术

会议，为促进自治区经济文化建设做贡献。

3.为进一步加强校地合作项目“契丹辽文化产业化研究中心”和“内蒙古大

学学生‘双实’‘双业’基地”的社会服务功能，在巴林左旗开展文化产业调研

和实习。举办“契丹文研究百年成果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当地文化

旅游提供契机，科研成果实际服务于乡村振兴、文化振兴。其次，在推动中外文

化交流、科学普及、行业人才培训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4. 2021 年 10 月与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联合举办首期蒙古语翻译人

才培训班，承担培训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干警。2017 年以来，成功举办 3

届文研班，面向内蒙古地区青年作家培训文学创作实践与文艺理论知识。

5. 向内蒙古参事室提交了“关于抢救保护辽金元碑刻和加大研究力度的建

议”。该建议获得自治区政府高度重视，获准立项重大委托项目“辽金元碑刻文

献踏查与契丹、女真文研究”，获批经费 890 万元。现已组建研究团队，对辽金

元古文字碑刻文献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成功征集了契丹文《维南赡部洲大辽

国铭》等碑铭 6合。

（三） 文化建设

1. 举办文学创作研究班，在全区范围内招收有创作基础的学员，为繁荣自

治区文艺创作服务，2020-2021 年，培训内蒙古青年作家 48 人。建立内蒙古元

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挖掘内蒙古地区的地域文化与古代文化，扩大学术影响，

为文化强区服务。建立内蒙古作家创作研究中心，研究内蒙古当代作家及其创作，

推动内蒙古文艺创作及评论，扩大内蒙古文学的影响。

2. 2021 年先后给包头市敖德庆寺庙、兴安盟扎赉特旗“草原书屋”、内蒙

古社会科学院和鄂托克旗博物馆等单位赠送我学科相关研究书籍共计 2000 多

册，积极推广学术 研究走向其他文化单位和基层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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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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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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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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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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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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发表高水平论文约 30 篇；累计考取博士 8 人，就

读于南开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专任教师 51人，教授 12 人，有博

士学位者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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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服务中取得了重大突破并做出了重要贡献。学位点积极与相关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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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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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且具有自由创新精神、追求真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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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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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0 0 9 3 0 10 10 2 9

副高级 28 0 10 12 6 0 13 20 0 26

其他 11 5 6 0 0 0 11 6 0 2

总计 51 5 16 21 9 0 34 46 2 37

学缘

结构

最高学位获得单位

(人数最多的 5所)
内 蒙 古 大

学

北 京 外 国

语大学
北京大学 南开大学

中 央 民 族

大学

人数及比例 14(27.4%) 6（11.8%） 2（3.9%） 2（3.9%） 2（3.9%）

生师比
在校博士生数 0 在校硕士生数 107

专任教师生师比 0 研究生导师生师比 2.89

（三）科学研究

学位点新增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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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项。获批内蒙古大学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项目 3 门课程、研究生

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项目 2 项、自治区级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

目 1项、教育厅年度全区三科统编教材“铸魂工程”专项课题研究项

目 1项、自治区高等教育学会教改项目重点、一般课题等共 6 项。首

批校级虚拟教研室试点建设项目 1 项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



项目 1 项。发表学术论文 17篇，其中 CSSCI（集刊）1篇，国外学术

期刊 14篇，其他学术期刊 2 篇。出版专著 1 部，译著 2 部，主编教

材 2本。获得首届自治区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暨首届全国高校教师

教学创新大赛中级一等奖 1 项，副高组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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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举办讲座十多次，包括英国利兹大

学王华斌、清华大学曹莉、北京大学丁林鹏、上海大学傅敬民、暨南

大学王宝峰、北京科技大学王书玮、东华理工大学廖华英和国际澳大

利亚研究成员李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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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图书资料情况

中文藏

书

（ 万
册）

外文藏书

（万册）

订 阅 国 内

专 业 期 刊

（种）

订阅国外专

业期刊（种）

中文数据

库数（个）

外文数据

库数（个）

电子期刊读

物（种）

23.85 9.28 621 69 47 55 1080

（2）代表性重点研究基地平台

序

号 类别 名称 批准部门 批准时间

1 校级中心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基地 内蒙古大学 201509

2 校级中心 内蒙古大学翻译研究中心 内蒙古大学
201312

3 校级中心 内蒙古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 内蒙古大学
198909

4 校级中心 内蒙古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 内蒙古大学
198909

5 校级中心 日本学研究中心 内蒙古大学
200709

6 校级中心
内蒙古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化

中心
内蒙古大学 201909

7 省级研究基地
信息技术与外语教学融合发展

创新实践基地
内蒙古教育厅 201709

8 校级中心 内蒙古高校外语教师发展基地 内蒙古大学 201909

9 校级中心 内蒙古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内蒙古大学 200708

10 校级中心 日本文化交流中心 内蒙古大学 200709

（3）仪器设备情况

仪器设备总

值

（万元）

838.12 实验室总面积（M
2
） 1463.00

最大实验室面

积

（M
2
）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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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国家奖

学金获得者 8 人，自治区奖学金 7 人，共计 23万元；自治区学业奖

学金 178 人，共计 142.4 万元；丸山奖学金 8 人，共计 1.6 万元；共

计 201 名学生获得奖学金，占总人数比例为 42%，总计奖学金金额 167

万元。获国家奖学金 3 名，治区奖学金 2名，共计 8 万元；自治区学

业奖学金 41名，共计 32.8 万元；丸山奖学金 4 名，共计 0.8 万元；

共计 50 名学术型硕士获得奖学金，占获奖总人数比例 25%，总计奖

学金金额 41.6 万元。本年度学位点总资助人数为 98 人，获资助 20

人，占比 20.4%,总计 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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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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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69 13 5.31% 10 3 5 8 12 1

俄语语言

学文学

3 4 3 1.33% 3 0 2 1 3 0

日语

语言文学

6 19 7 2.71% 4 3 1 6 7 0

外国语言

学及应用

语言学

14 48 14 3.43% 11 3 8 6 14 0

合计 33 140 37 12.78% 28 9 16 21 3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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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批校级“课程思政”改



革试点示范课 3 门。开设形势政策课，发挥课程育人主渠道作用。强

化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制定《外国语学院意识形态及新闻宣传工作细

则》，成立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学院官网和官微建设管理，

按程序严格把关。建立反邪教协会，举办 1次《宗教信仰与党的宗教

政策》讲座，6 次形势政策报告会。通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和主题教

育，引导学生学党史、知党情、感党恩、跟党走，发展党员 10 人左

右，学生中党员占 12%，俄语党支部被评为校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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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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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建设注重前沿引领、方法传授和思政元素。重视通过对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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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研究生对创新过程的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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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点大力开展教材研究，注重对教学方法改革的探索和教材内

容更新的研讨，对统编教材和自编教材使用、交流的分析总结、质量

评估和优胜劣汰，对国内外优秀教材的研究和推荐评价；严格加强选

用管理和选用程序，对教材的规划、选题、编审、出版、选用、推荐、

质量跟踪调查与信息反馈等环节的全面质量管理；建立教材资料案例

库和教材样本库，及时掌握教材编写出版的信息；加强教材质量评估、

教材评优和推荐工作，加强对优秀教材的宣传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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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新增学术点硕士导师英语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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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可通过主持自治区和校级创新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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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举办研究生

科技文化节、学科前沿讲座、优秀成果奖励、创新竞赛、展览等活动。

本年度学术成果有：发表论文 9 篇，其中 4 篇为国内普通期刊，

5 篇为国外期刊；1 人获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区大学生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红色专项活动二等奖。2 人获研究生国家奖学金，2 人获

研究生自治区奖学金，41人获得研究生学业奖学金，3 人获丸山奖学

金；7人考取 CATTI 考试英语笔译三级证书（覆盖率 25%），1 人通过

国际人才英语考试初级。4人获得“内蒙古大学校级三好生”荣誉称

号，6 人获得“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1人获得“优秀共青团员”

称号。学院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学术会议，发表学术论文。10 人参与

各专业国内学术会议共 12 场，并宣读论文。3 人主持内蒙古自治区

研究生科研创新资助项目 3 项，主持内蒙古大学校级研究生科研创新

资助项目 3 项，1 人获“在华澳大利亚研究基金会（FASIC）2021 年

中国澳大利亚研究项目立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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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疫情影响，本年度通过线上学习等方式进行交流研究，1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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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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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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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语言文学方向 2020 级杨姿同学受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的资

助，赴俄罗斯普希金语言学院交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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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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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教育厅优秀毕业论文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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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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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点设有教学秘书、班主任和专职辅导员共 7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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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以后的查找和审核。学生会设有权

益保障部，维护广大学生切身利益，组织策划活动，管理物资，处理

同学们的投诉。与学校后勤相协调，保障学生尤其是在疫情状况下的

学习、生活权益等救济制度，搭建起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桥梁。在校研

究生对导师、学科团队、学院的满意度较高。据最新 462 份调查问卷

反馈，非常满意占 38.5%，比较满意占 42.7%，一般占 16.6%，不满

意仅占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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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群及时发布就业信息。

本年度毕业生共计 33 人，授予学位毕业生 24 人。截止到 2021

年 12 月 1 日，各学硕班级的就业率为 70.8%，各专硕班的就业率为

43%，学院综合就业率为 59.5%。研究生就业辐射面较广，去向为教

育系统以及机关单位约占 79%，其他毕业生分布在国企，其他事业单

位以及国家基层项目，所占比例为 18%。签约单位地域分布在自治区

内占 80%以上，东部地区占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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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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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24 17 0 0 0 7 1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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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8%） 13（76.5%） 1（5.9%） 1（5.9%)

毕业生主要去向: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教育局

就业单位名称（支撑信息填报生成）

国家基层项目

0

地方基层项

目

2（11.8%）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教育局

3（17.6%)

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

呼和浩特分校

1（5.9%)

北京师范大学包头附属

学校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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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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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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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党委办公厅采纳咨询报告“‘一带一

路’倡议下俄语翻译人才培养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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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5 年）实施方



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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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文近五万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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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国际学术期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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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服务西部民族边

疆，培养高端翻译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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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旅游景点英文翻译规范性研究”聚焦于内蒙

古自治区旅游景点英文翻译，有利于更好展现内蒙古形象。毕业生就

业单位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陆军防化学院、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

司、中冶内蒙古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和地方政府部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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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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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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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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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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开展学术研究，服务于

民族地区传媒发展和民族文化大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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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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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特色鲜明的系列成果，

在民族地区产生较为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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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人，

占比 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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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 项，在研国家社科项目 4 项；发表论文

10 余篇，其中 CSSCI 来源论文 3 篇；出版专著 2 部，教师获得国内外奖

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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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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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本学位点研究生报考数量为 45 人，录取 11 人，录取比例

2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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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本学点开展的典型性的思政教育情况

时间 主讲人 主题

2021 年 12 月 5 日
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

长毛湛文，中国记协张百新等

西部地区、民族地区

高校“共上一堂马新

观课”

2021 年 10 月 8-11

日

延安大学新闻系主任郭小良、内蒙

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

长张丽萍、新闻系主任刘寒娥

“寻根红色新闻，坚

定理想信念”延安新

闻革命纪念馆学习

2021 年 10 月 16 日
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副院长张丽萍、新闻系主任刘寒娥

寻访大青山抗日革命

游击根据地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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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新闻支部共有学生党员 31人，新发展学术研究生党员 3人，

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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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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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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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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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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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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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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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本学位点申请毕业学生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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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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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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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本学位点授予学位人数为 15人，初次就业率约为 60%。就业

去向主要集中在党政机关，就业人数 4人，占已就业人数约为 44.4%；中

初等教育单位（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医疗卫生单位（内蒙古中医院）、

其他事业单位（内蒙古日报社）等事业单位就职人数共计 3人，占就业人



数的 33.3%；另外入职民营企业 1人（百度在线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自

主创业 1人，比例均为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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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智库作用，为政策法规和战略规划制定建言献策

【科研成果转化、促进科技进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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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政府与媒体资源，助推政产学研融合发展

【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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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高端学术研讨，服务学术共同体

【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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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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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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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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任教师

51人，教授 12人，有博士学位者 34人，具备国际化教育背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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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位点依照教育部《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性培养方

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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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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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步形成与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项目接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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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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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自治区和国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对高端翻译人才的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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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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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0 0 9 3 0 10 10 2 9

副高级 28 0 10 12 6 0 13 20 0 26

其他 11 5 6 0 0 0 11 6 0 2

总计 51 5 16 21 9 0 34 46 2 37

学缘

结构

最高学位获得单位

(人数最多的 5所)
内 蒙 古 大

学

北 京 外 国

语大学
北京大学 南开大学

中 央 民 族

大学

人数及比例 14(27.4%) 6（11.8%） 2（3.9%） 2（3.9%） 2（3.9%）

生师比
在校博士生数 0 在校硕士生数 107

专任教师生师比 0 研究生导师生师比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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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点新增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4 项，“人工智能翻译平台

设计及其在《英汉互译》教学中的应用”和“人工智能在英汉互译教学中



的应用研究”重在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产学研协同展开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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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项。获批内蒙古大学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项目 3门课程，

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项目 2项；自治区级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

项目 1 项、教育厅年度全区三科统编教材“铸魂工程”专项课题研究项目

1项、自治区高等教育学会教改项目重点、一般课题等共 6 项。首批校级

虚拟教研室试点建设项目 1 项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项目 1 项。发

表学术论文 17 篇，CSSCI（集刊）1 篇，国外学术期刊 14 篇，其他学术

期刊 2 篇。出版专著 1 部，译著 2部，主编教材 2 本。获得首届自治区高

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暨首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中级一等奖 1 项，

副高组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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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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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英案例库建设、《羽田博士史学

论文集》日汉翻译，筹备财经类畅销书《六个 I创新》英译中、《蒙古法

典研究》日汉翻译等案例库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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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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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尚贤教育科技公司翻译中心联合实训基地建

成后着手翻译《我们的领袖》一书；今朝外国语学校多语翻译中心联合实

训基地建成后进行英日俄德法等材料的翻译，为提升学生专业应用能力和

职业能力、培养新时代翻译专业人才提供了平台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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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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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获国家奖学金 5 人，共计 10万元；自治区奖学



金 5 人，共计 5 万元；自治区学业奖学金 137 名，共计 109.6 万元；丸山

奖学金 4人，共计 0.8 万元；共计 151 人获得奖学金，占获奖总人数比例

75%，总计奖学金金额 125.4 万元。学院研究生各项助学金资助情况：总

资助人数为 98人，专业硕士共获资助 56人，其中特别困难 13人，比较

困难 18人，一般困难 25人，共资助 2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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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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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批校级“课程思政”改革试点示范课 3门。开设形

势政策课，发挥课程育人主渠道作用。强化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制定《外

国语学院意识形态及新闻宣传工作细则》，成立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

加强学院官网和官微建设管理，按程序严格把关。建立反邪教协会，举办

1次《宗教信仰与党的宗教政策》讲座，6次形势政策报告会。通过开展

主题党日活动和主题教育，引导学生学党史、知党情、感党恩、跟党走，



发展党员 10人左右，学生中党员占 12%，俄语党支部被评为校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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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建设注重前沿引领、方法传授和思政元素。重视通过翻译经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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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研究生

对创新过程的理解。学位点加强对研究生课程学习的支持服务，聘请校外

行业导师开设《科技翻译》和《外贸翻译》等专业选修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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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东北亚语言资源中心”等跨学科、跨学院合作，对课

程学习提供信息和技术支持。

学位点大力开展教材研究，注重对教学方法改革的探索和教材内容更

新的研讨，对统编教材和自编教材使用、交流的分析总结、质量评估和优



胜劣汰，及对国内外优秀教材的研究和推荐评价；严格加强选用管理和选

用程序，对教材的规划、选题、编审、出版、选用、推荐、质量跟踪调查

与信息反馈等环节的全面质量管理；建立教材资料案例库和教材样本库，

及时掌握教材编写出版的信息；加强教材质量评估、教材评优和推荐工作，

加强对优秀教材的宣传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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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新增硕士导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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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将专业实践成绩报校研究生院备案存档。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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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实践能力显著提高，考取多个翻译资格证书。日语笔译 1人获

CATTI翻译一级证书，11人获二级证书，20人获三级证书。第四届“人

民中国杯”日语国际翻译大赛 1人获三等奖；第三届全国专利翻译大赛 4

人获优秀奖；首届 CATIC杯全国口语大赛中 1人获全国一等奖，3人获

二等奖和 1人优秀奖；首届 CATIC杯全国翻译大赛获一等奖 3名；首届

CATIC杯全国传译大赛获二等奖 2名，三等奖 1 名；英语笔译刘艳艳获

第九届（2021）必和必拓澳大利亚研究讲席教授项目翻译比赛中一等奖；

第五届普译奖全国大学生翻译比赛中获二等奖 2名；学生作为第一完成人

在国内外各期刊上发表如《认知隐喻视角下悼亡诗爱情意象英译研究》等

论文共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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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人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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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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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

语语言文学 2020级杨姿同学受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的资助，赴俄罗斯普

希金语言学院交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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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

点设有教学秘书、班主任和专职辅导员共 7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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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以后的查找和审核。学生会设有权益保障部，维护广大学

生切身利益，组织策划活动，管理物资，处理同学们的投诉。与学校后勤

相协调，保障学生尤其是在疫情状况下的学习、生活权益等救济制度，搭

建起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桥梁。在校研究生对导师、学科团队、学院的满意

度较高。据最新 462 份调查问卷反馈，非常满意占 38.5%，比较满意占

42.7%，一般占 16.6%，不满意仅占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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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群及时发布就业信息。

本年度毕业生共计有 136 人，学位授予毕业生为 135 人。截止到 2021

年 12 月 1 日，各专业硕士班的就业率为 43%，学综合就业率为 59.5%。毕

业生就业辐射面较广，主要去向为教育系统和机关单位，约占全体毕业生

79%，其他毕业生分布在国企事业单位以及国家基层项目，约占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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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治区内约占 80%以上，东部地区占 10%左右，西部

地区较少。毕业生发展质量总体呈上升趋势，日语和俄语笔译毕业生就业

集中在与本专业相关的翻译公司，部分学生就业单位分布在国有企业，私

有企业以及三民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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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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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135 56 2 0 0 77 15%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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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39（69.6%） 8（14.3%） 9（16.1%)

毕业生主要去向: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教育局

就业单位名称（支撑信息填报生成）

国家基层

项目

0

地方基层项目

0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教育局

18（32.1%)
鄂托克前期上海庙小学

2(3.6%)

北京师范大学包头附属学

校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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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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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党委办公厅采

纳咨询报告“‘一带一路’倡议下俄语翻译人才培养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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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5

年）实施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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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近五万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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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翻译平台设计及其在《英

汉互译》教学中的应用”和“人工智能在英汉互译教学中的应用研究”重

在开展MTI教学课程体系改革及协同产学研人才培养。四是提供语言服

务，高质量完成国家、自治区和市级部署的翻译工作。2021年 5-12月完

成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牵头的“呼和浩特东站外语标识标牌词

条整改”和“老牛湾景区外语标识标牌英文译写整改”工作；完成《呼和

浩特市吸引人才政策 10条(试行)》翻译任务，完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南海

舰队“呼和浩特”号导弹驱逐舰舰上宣传片《中国呼和浩特》翻译任务。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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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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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内蒙旅游

景点英文翻译规范性研究”聚焦于内蒙古自治区旅游景点英文翻译，有利

于更好展现内蒙古形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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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生就业单位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陆军防化学院、中铁十八局集团有

限公司、中冶内蒙古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和地方政府部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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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

奴传》和国家后期资助成果《翻译、概念与经济——严复译<国富论>研



究》结项成绩良好。2021年《东胡史》入选中华外译项目选题名单，继

《匈奴通史》后第二项潜力课题，培育《中国元朝科技史》汉译英申报课

题。同时引进翻译国外优秀成果《没错，你也能创新》、平野启一郎著《高

濑川》等，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做出贡献。



附件 2-2

内蒙古大学

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专业学位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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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永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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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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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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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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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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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族文化传播研究提供独特见解，形成的系列成果在民族地区具有

广泛影响，在传播学研究中特色鲜明，不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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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获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 1项，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4项；2021年发表论文 10 余篇，其中 cssci

论文 3篇；出版专著 2部，教师获得国内外奖项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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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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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本学位点研究生报考数量为 640人，录取 90人，录取比例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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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本学点开展的典型性的思政教育情况

时间 主讲人 主题

2021 年 12 月 5 日

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毛

湛文，中国记协张百新等

西部地区、民族地区高校

“共上一堂马新观课”

2021 年 10 月 8-11 日

延安大学新闻系主任郭小良、内蒙古大

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张丽萍、

新闻系主任刘寒娥

“寻根红色新闻，坚定理

想信念”延安新闻革命纪

念馆学习

2021 年 10 月 16 日

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

长张丽萍、新闻系主任刘寒娥

寻访大青山抗日革命游

击根据地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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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新闻支部共有学生党员 31人，新发展学术研究生党员 3人、

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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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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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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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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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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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击根据地旧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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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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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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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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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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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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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 带领学生完成。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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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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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5 月本学位点申请毕业同学 89人，有 3名同学论文外审未通

过，5 名同学毕业论文答辩未通过，这 8名同学都需延期毕业，论文进行

仔细修改合格后方可申请再次答辩。经过修改后，8 位同学于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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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本学位点授予学位人数为 121人，初次就业人数 72人，初次

就业率约为 60%。就业去向主要集中在党政机关，就业人数 26人，占已

就业人数约为 36.1%；在国有企业就职人数共计 15 人，占就业人数的

20.8%；另外其他事业单位就业人数为 10人，占已就业人数约为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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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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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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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成果转化、促进科技进步情况、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

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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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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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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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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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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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培养方案

内蒙古大学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内蒙古大学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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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方法，熟悉新闻宣传政策法规，能够在新闻

出版机构、政府机关、大型企事业单位从事新闻采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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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要求：

1.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方法，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政策水平，具有现代

新闻传播职业理念，恪守新闻传播职业道德。

2.熟练掌握新闻传播的基本原理，具备从事新闻传播实践所需要的专业素养，掌

握新闻传播活动的技能与方法；能够胜任新技术变革对新闻传播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3.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够及时关注国内外媒介动态，了解外媒的新闻报道情况。

二、培养方式和学习年限

（一）培养方式

1. 学校和实习基地联合培养的方式。学校方面以课程教学为主，结合行业前沿

讲座，采用案例教学、现场研讨、模拟演练等教学方法，充分利用实验教学设备，突

出实践教学的分量。发挥校外实习基地（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内蒙古日报传媒集团、

新华网内蒙古频道等）的联合培养作用，与校内教学环节一起，构筑良性互动的实践

教学体系。

2. 双导师制培养方式。聘请资深媒体专家和管理者参与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各个



环节，包括参与课程教学和前沿讲座，协助校内导师进行毕业论文指导，主导专业实

习指导等内容。

3.课程考核分为闭卷考试和实践考查两种形式，重在考察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发

现、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学习年限

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学习年限为 2年。

三、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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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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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知识

模块

外语（专硕） 3/48 3 1 研究生院安排

公共

选修

课

研究生职业规划与创

新创业
1 研究生院安排

专业

必修

课

新闻传播理论研究 2/32 2 1 郭志菊、乌云

专业知识模块

新闻报道与策划 2/32 2 1 刘寒娥、吴琼

新媒体内容运营 2/32 2 1 张丽萍、乌兰

全媒体传播理论与实

践
2/32 2 1 马强、刘研

视觉传播实践 2/32 2 1 万生云

广播电视与视听新媒

体内容制作
2/32 2 2 马骐、吴琼

大众文化研究 2/32 2 2 闫伟华、王书斌

网络舆论与舆情分析 2/32 2 2 刘艳婧、闫伟华 行业前沿模块



媒介伦理案例分析 2/32 2 2 高炜、乌日吉木斯

文化产业案例分析 2/32 2 2 张君浩、冬叶

专业实习 4/64 4 3
校内、校外导师

组成的工作组

专业实践模块

专

业

选

修

课

危机传播与公共关系 2/32 2 2 高炜

综合素养模块

（学生可以 3

选 2）

专业英语 2/32 2 2 刘国慧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2/32 2 2 塔娜、王书斌

（二）总学分和各类别课程学分要求：

总学分：34

公共必修课：5

公共选修课：1

专业必修课学分：24

专业选修课学分：4

四、专业实践

1. 依托 3个校外实习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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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的专业实习。每个校外实习基地由甲乙双方各派出 2

名工作人员组成基地教学工作组，由专职教授负责各实习基地的协调、管理工作和

实习计划的制定、指导书的编写以及学生实习报告、实习总结及实习成绩考评等工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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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工作组根据研究生的

专业实践表现，按“优、良、中、及格和不及格”五个等级评定专业实习成绩，经

学院审核通过后，给予相应的专业实践学分 4学分。

2.结合本人的就业去向，自行联系实践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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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完成 1篇不少于 5000

字的专业实践总结报告，经学院审核通过后，给予相应的专业实践学分 4学分。



五、学位论文

1.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运用所学新闻传播理论及相关专业知识，综合解决

媒体实践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学位论文可以是研究报告、案例分析、专业作品、产品

开发、规划设计、管理方案等多种形式。论文撰写要严格遵守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

位论文规范和要求。

2. 强化学位论文选题的应用导向，关注媒体发展的现实问题，体现聚焦行业动态

的特点。

3. 学位论文的开题和答辩环节由校内导师、校外导师和行业部门的专家共同参

加。严格实行论文评阅制度，评阅专家应为行业和管理部门有应用研究经验的专家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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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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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学位 2021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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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蒙古历史学系

负责人：宝音德力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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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中国史

代码：0602

授 权 级 别
□ 博 士

□ 硕 士

2022年 4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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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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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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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获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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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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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献学等四个二级学科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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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哈台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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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研究生要具备历史研究所需综合性知识以及相关的人文社会科

学、自然科学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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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培养中国及国际历史学界研究蒙古史、内陆欧亚民族史、边

疆民族、地区史研究等领域的教学、科研人才为目标。毕业后既可胜任高

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教学、科研工作，又可从事文化、新闻和行政部门各

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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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汉语文外，须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

语和一门学科民族语文，能够利用蒙古文、满文等民族文字文献资料并能

阅读利用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学风严谨，具备独立从事史学研究的基本能

力。

（二）学位标准

博士学位

1.学分：所修总学分不得低于 17学分。

2．开题：修完培养方案所规定的所有课程和学分后，于入学后的第 3

学期提交开题报告，硕博连读研究生在则在转博后的第 2学期提交。开题



报告在充分阅读和掌握相关中外文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须清晰地阐述学位

论文选题依据、创新之处、研究方案、预期目标与成果、工作计划等内容。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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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论文的水平和质量。

4．学术活动：攻读博士学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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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学位论文基本要求：博士学位论文应当是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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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学分：所修总学分不得低于 32学分。

2．开题：在修完培养计划所有课程和学分后，于第 3 学期提交开题

报告。开题报告应阐述学位论文选题依据、创新意义、研究方案、预期目

标与成果、工作计划等关键问题。

3．中期考核：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原则上应在入学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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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提高论文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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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学术活动内容和收获。

5．学位论文基本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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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要有一定的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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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学位点

1．蒙古及北方民族史（专门史）：立足于蒙古高原，以蒙古及北方民

族历史为中心，重点研究蒙古高原不同时代的游牧民族、部族史和近现代

蒙古史。

2．中国古代史：主要研究魏晋南北朝、辽金元史、明清史，重点是

北族王朝史。发挥本学科特色和优势，注重发掘突厥、回鹘、契丹、女真、

蒙古、满文等民族古文字史料，结合汉、波斯、阿拉伯等多语种文献史料

进行综合研究，同时关注蒙古高原游牧文明起源与发展及其与中原关系

史。

3．中国近代史：系统研究近代以来蒙古地区政治、社会、经济、军

史、对外关系、思想文化、民族、边疆及与相邻地区关系史、中国近代民



族关系史。注重世界近代史视域，利用汉、蒙、日、俄、英等诸语种文献

档案资料进行综合研究。

4．历史文献学：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形成的有关蒙古及北方民族史汉

文、蒙古文、满文文献和档案资料，兼及突厥、回鹘、波斯文历史文献、

碑刻和近现代蒙古史历史文献。同时注重俄、日等近代外文文献的整理与

研究。

硕士学位点

1．蒙古及北方民族史（含古代史和近代史方向）：主要研究古代蒙古

高原各部族历史、蒙元史、明代蒙古史、清代蒙古史、近现代蒙古史、内

蒙古地区史等。

2．中国古代史（辽金元史、明清史）：主要研究以中亚一蒙古高原为

活动舞台的古代北方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习俗及其各王朝、各

民族间关系，元代的政治、经济、民族及东西交通史，明蒙关系，满蒙关

系，蒙汉关系以及十五世纪至十九世纪蒙古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史。

3．中国近代史－近代蒙古史：主要研究近代中国的边疆治理、边疆

民族政策与制度、民族关系史，蒙古地区及相邻地区社会经济史、思想文

化教育史，以及相应的中外关系史及跨境民族问题等。

4．蒙古史文献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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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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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位授权点现有师资 46 名，其中：教授 18 人（40%），副教授 13

人（29%），讲师 14 人（31%）；有博士学位者 44 人（96%）；40 岁以下教

师 15人（33%），41—50 岁教师 13 人（28%），51—60 岁教师 18 人（39%）。

有博导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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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人、“草原英才”4人、自治区“321 人才工程”入

选 1 人。师资队伍组成整体合理，学缘结构良好。各培养方向学术带头人

的基本情况如下：

1． 专门史方向的学术带头人为宝音德力根教授和张久和教授。宝音

德力根教授于 2020 年入选中组部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第四批），目前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等科研项目 2项；

张久和教授为国务院学科评议成员，目前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

项目等科研项目 2 项，2021 年出版专著 1 部，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

史》丛书（共 10卷）1套。

2．中国古代史方向的学术带头人为朝克图教授和王绍东教授。朝克

图教授 2021 年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1 篇，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大招标项目等 2 项科研项目；王绍东教授 2021 年出版学术专著 2部，

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 1 项课题。



3．中国近代史方向的学术带头人为周太平教授和牛敬忠教授。周太

平教授目前承担 1 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牛敬忠

教授承担 1 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4．中国历史文献学方向的学术带头人为苏德毕力格教授和希都日古

教授。苏德毕力格教授目前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 1 项课题，希都

日古教授目前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等 2 项科研项目。

（三）科学研究

科研项目：2021 年，本学位点获准立项“欧亚草原铜鍑的流布及其族

群背景研究”、“古代蒙古族史学史研究”、“建国前我国蒙古文红色革命报

刊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日本鹰岛水下遗址元代遗存研究”等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4 项，获资助经费 80万元；获准立项教育部项目“中国古代类

书流传欧洲研究与历代金石录整理”1项、内蒙古自治区社科联重点项目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蒙古叙事”1项。

学术论文和著作：2021 年本学位点教师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共发表论文

25篇。其中，国内期刊 22篇，国外期刊 3 篇，均以第一作者发表；共出

版专著、编著 9部。

（四）教学科研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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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有一定规模的文献资料，目前能够支撑本学位点的图书资料有中

文藏书 28.1 万册、外文藏书 3.15 万册、期刊 122 种。

（五）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研究生奖助体系比较完善。奖助学金种类包括国家奖学金、

自治区奖学金、学业奖学金、乌兰夫奖学金、宝钢奖学金、光华奖学金、

丸山奖学金、国家助学金、札奇斯钦·张乃新蒙古史专项奖助学金等 10

余种，每年评选一次，凡取得本学位点正式学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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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本学位点在读研究生荣获国家奖学金2人，自治区奖学金5人，

学业奖学金 80人，札奇斯钦·张乃新蒙古史专项奖助学金 6人、国家助

学金 246 人、特困生补助 15人，各类奖学金资助金额约 80万元，各类助

学金资助金额近 200 万元。

四、人才培养

（一）招生选拔

2021 年，本学位点考生报考数量基本平稳，生源状况趋好。近年来，

学校采取一系列措施，如通过博士研究生招生实施“申请-考核”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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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学习阶段成绩优秀、综合能力较强的本校本

专业学生，接收为硕博连读生。

2021 年中国史专业研究生招生情况表



培养单位
报考人数 复试人数 录取人数 录取比例

博士 硕士 博士 硕士 博士 硕士 博士 硕士

蒙古历史学系 31 117 4 30 4 28 13% 24%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10 218 3 29 2 29 20% 13%

合计 41 335 7 59 6 57 15% 17%

（二）思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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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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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与核心课程，均由具有

高级职称的教师授课，确保教学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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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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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本学位点新增博士生

导师和硕士生导师各 1名。



（五）学术训练

1．通过相关课程的学习和课程作业的考试、考核，阅读相关论著和

史料，掌握中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了解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的种类、内

容、价值、版本、收藏、利用情况，熟悉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及其研究水

准，学习掌握相关学科语言及民族史语文学的方法和技能，掌握学术论文

规范，打好坚实的专业基础。

2．通过参加导师主持的研讨会和科研项目以及国内外学术讨论会，

整理相关原始文献史料目录、国内外研究成果目录，撰写学术论文等具体

实践，提高原始史料的解读能力、研究概况的总结归纳能力、学术论文的

写作能力等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在学位论文题目的选定、相关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与阅读加工、

论文的撰写过程中，听取专家意见和建议，对论文稿件进行反复修改完善，

进行严格的学术训练，以保证论文的学术水平和质量。

（六）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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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受疫情影响，未能落实赴国外

留学项目。

（七）论文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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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本学位点博士研究生毕业 5 名，硕士研究

生毕业 47 名，均已达到学位论文的学术水平和质量要求。

（八）质量保证

本学位点教授委员会在学校学术评定委员会的指导下，负责落实研究

生培养方案的制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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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学位点为研究生配备专职管理教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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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本学位点博士毕业生共 5 名，硕士毕业生共 47 名，合计 52

名。其中，博士毕业生均留在国内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硕士毕业生在

党政机关就职 9人，在高等学校就职 2 人，中等教育单位就职 14人，其

他事业单位就职 7 人，在企业就职或自主创业 9人，升学 3人，其他灵活

就业 3 人，就业率达到 100%；多数硕士毕业生就业于内蒙古自治区等欠

发达的西部地区，为当地经济社会与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人才储备。

五、服务贡献

（一）科技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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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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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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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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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学

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学术学位 2021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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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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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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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权 级 别
 博 士

□ 硕 士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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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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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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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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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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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物理：以理论物理自治区重点学科为依托，采用夸克模型和微扰 QCD方法等理论手

段，在新强子态性质及其相互作用、标准模型的精确检验和新物理的寻找、唯象模型理论的应用

与发展方面展开研究。利用密度泛函理论和分子动力学模拟方法开展基因组进化、分子马达蛋白

的动力学规律和低维半导体新型功能材料物性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2.凝聚态物理：以凝聚态物理自治区重点学科和半导体光伏技术、纳米科学与技术自治区重

点实验室为依托，开展半导体光伏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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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服务于企业开展冶金硅高效太阳电池产业化的校企合作，推动内蒙古光伏技术产业的发展；

利用稀土资源优势，开展稀土微纳米功能材设计与器件制造，设计成分和结构可控制的系列稀土

微纳米功能材料，并在微纳米尺度下调控其磁学、电学物理性能。

3.理论生物物理与生物信息学：以生物物理自治区重点学科和离子束生物工程自治区重点实

验室为依托，主要开展基因组、蛋白质组、表观组信息学分析和生物功能材料研究。主要包括蛋

白质结构分析和亚细胞定位预测、抗冻蛋白和马达蛋白生物功能的动力学机理、基因组信息挖掘、

分子进化和表观遗传修饰与癌症相关基因表达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探索离子束及电磁场对生物体

代谢及遗传特性影响。

4.计算物理：以“材料基因组学”“高通量逆向设计”为导向，借助基于密度泛函理论的第一性

原理计算与分子动力学模拟，对新型材料（如纳米团簇及其组装材料、低维半导体材料、异质结

材料、热电材料、半金属材料、多元混晶材料、过渡金属氢化物及氮化物等）展开高通量理论预

测与物性改良研究；开展新型材料、纳米MOS 器件以及隧穿场效应管的稳定性、电子结构和输

运性能（热输运、电子输运）的计算模拟与优化设计；对低维半导体材料中准粒子电子结构、声

子行为、及激子动力学过程进行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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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人，其中教授 16人、研究员 1人；副教授 14人、副研究员 3人；讲

师 13人；实验系列 3 人中有高级实验师 1 人。有博导 12 人、硕导 30人，另有兼职博导 7 人。

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45人。60岁及以上 3人，46-59 岁的 15 人，36-45 岁 19 人，26-35 岁以下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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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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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青山 1983.04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教授

屈媛 1983.01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副教授

吴丹 1989.11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副教授

生物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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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箭 1976.07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教授

李锋钰 198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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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18 15 50

占比 34% 36% 30%

学历

结构

学历（学位） 博士 硕士

人数 45 4

占比 90% 8%

年龄

结构

年龄 26-35岁 36—45岁 46—59岁 60岁以上

人数 13 19 15 3

占比 26% 38% 3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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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41 3.42 42 155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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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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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余篇，其中一区 6篇，授权发明专利 2项；获自治区自然科学二等奖 2项。

2021年获批和在研的国家级科研项目共 30项，总经费 1173万元（见下表 3-3），当年获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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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在研的省部级级科研项目共 25项，总经费 24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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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742
04 赵世峰 2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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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751
26 李润辉 202009 202101-

202412 60 60

3.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区科学

基金

二维材料中热载

流子和晶格弛豫

性质的研究

117640
31 赵国军 201708 201801-

202112 40 40

4.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区科学

基金

微扰QCD因子化

方案的应用和拓

展

117650
12 李润辉 201708 201801-

202112 40 40

5.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区科学

基金

II-VI族半导体多

层异质结构中电-
声子相互作用及

相关问题

617640
12 班士良 201708 201801-

202112 41 4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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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640
28 赵世峰 201808 201901-

202212 42 4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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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603
04 李宏 201808 201901-

202212 39 3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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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610
35 陈颖丽 201808 201901-

202212 40 4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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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610
36

杨乌日

吐
201808 201901-

202212 36 3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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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640
10 屈媛 201808 201901-

202212 40 4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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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640
22 宫箭 201908 202001-

202312 40 4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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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640
23 刘志锋 201908 202001-

202312 42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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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材料的计算设

计与拓扑相变研

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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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640
24 李锋钰 201908 202001-

202312 43 43

14.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区科学

基金

混晶银基固溶体

异质结的原位制

备与晶相间协同

效应增强可见光

催化活性

519620
26 陆青山 201908 202001-

202312 4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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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610
31 刘利 20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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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620
41 张利绒 20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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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640
30 宋铁磊 2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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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640
31 邢雁 2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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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640
32 王舒东 2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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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650
20 赵振兴 2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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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620
53 刘俊杰 2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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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640
10 朱成军 2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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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602
16 李前忠 20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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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610
33 张璐强 202109 202201-

202512 35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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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关键分子标记

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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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041
73 王舒东 201808 201901-

202112 28 28

26.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青年基金

基于能量传递改

善氟硅酸盐荧光

粉热稳定性的发

光动力学机理

119041
86 吴丹 201908 202001-

202212 25 25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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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42
03 郭少强 202009 202101-

202312 24 2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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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42
04 张海山 202009 202101-

202312 24 2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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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042
44 吕娟 202109 202201-

202412 30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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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051
48 周四红 202109 202201-

202412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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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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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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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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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6 1(1) 1（1）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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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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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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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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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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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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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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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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共计发放各类奖助学金 344人次，其中博士 42人次、硕士 302人次，共发放金额 273.42万
元。其中博士发放 52.3万元、硕士发放 221.12万元，博士生均 1.25万元，硕士生均 0.7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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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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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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本学位点招收博士研究生 8 人，其中硕博连读转博 5人占招生总人数 67.5%，申

请考核 3人占招生总人数 32.5%，生源均来自于本学位点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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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观百年党史，忆伟大征程”—全体党员系列党史集中学习，切实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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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课程团队于 2021年获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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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前忠教授主持的“生物信息学”获评 2021年度内蒙古自治区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相应

的授课教师和教学团队被认定为内蒙古自治区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教学团队。崔鑫副教授主持的

“群论”和李天天副教授主持的“光伏材料与器件制备工艺”获 2021年学校研究生精品课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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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立项资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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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刘国东研究员讲授先进电子检测方法，中科院

半导体所骆军委研究员讲授专题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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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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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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本学位点共有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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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研究生独立申请获批自治区创新研究项目 3项，资助经费 3.1万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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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研究生以第一作者和主要参与者发表 SCI论文 40余篇，获得授权

国家发明专利 2项。获自治区自然科学二等奖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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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邀请国内外专家做学术讲座 20余次。承办“第十三届计算纳米科学与新能源材料国际

研讨会”，南京大学王广厚院士致开幕词，北京计算科学研究中心魏苏淮教授、北京理工大学姚裕

贵教授、大连理工大学赵纪军教授、北京大学孙强教授、复旦大学徐昕教授、清华大学李隽、郑

州大学周震教授等 135家单位 550余人参会，蔻享直播平台同步直播，实时在线观看人数总量高

达 5.4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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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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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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有 1篇博士论文、2篇硕士论文获自治区优秀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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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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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3 月学院讨论制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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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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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2月 31日，本学位点博士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100%，就业单位分

别为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科技大学、汕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三个单位。2021届硕士毕

业生初次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81.67%，到 2021 年 12 月 31 日硕士研究生毕业去向落实率达到

86.67%。其中在国有企业占 26.67%、其他企业占 16.67%、事业单位占 6.67%、中初等教育单位

占 26.67%、机关占 1.67%、自由职业者占 0%、升学占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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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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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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授权 2项国家发

明专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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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鑲黄旗 14个异

地搬迁户和 8个贫困户种植草原蘑菇，16个残疾人贫困户在草原蘑菇基地工作增加收入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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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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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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

责 任 学 院

（学院公章）

授 权 学 科

授 权 级 别

学院名称：化学化工学院

负责人：谷晓俊

名称：化学

代码：0703

☑ 博 士

□ 硕 士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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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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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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人，在读博士研究生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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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项、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等75 项，科研经费超过

5500 万元；在Angew. Chem. Int. Ed.等高水平学术期刊发表论文480

余 篇。研究成果获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4 项，内蒙古自治

区科 学技术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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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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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点研究生培养的目标定位，限 300 字】

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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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研究生：

紧密结合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的社会、经济及科技发展需求，培养德、智、

体全面发展德才兼备的化学学科高级专业人才。通过硕士阶段的研究 学习

使本专业硕士学生达到以下目标：

具有宽广的化学基础理论知识和技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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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良好的科学素 养

和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应用意识。掌握一门外国 语

和熟练运用计算机及现代信息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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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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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博士学位的基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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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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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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位点授予硕士学位的基本标准

硕士研究生要求所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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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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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工作必须在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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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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表达清楚、流畅、思路清晰，研究成果能够在有影响力学术 期

刊上发表或能够授权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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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方向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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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转化和非金属矿物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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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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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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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方向主要围绕稀土及过渡金属优势资源，开展稀土及过渡金属发光

材料、稀土及过渡金属催化材料、稀土及过渡金属磁性材料的新型制备技 术

和结构性能关系研究，开发具有优异光、磁、催化等性能的稀土与过渡 金

属功能材料，探索其在光电器件、信息存储、催化、生物医学等领域的 应

用。

3.研究方向三：金属有机化学

本方向主要围绕煤炭与天然气下游有机化学品，开展新型金属有机化

合物的合成、性质、成键特点和反应性质研究，探索高效、高选择性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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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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方向主要围绕蒙药等特色生物医药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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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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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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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光、电催化材料设计及在环境污染

物 治理、有机反应等研究领域的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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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化学学位点拥有师资40 人，硕士和博

士 研究生指导教师 28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24 人，年龄结构为 35 岁以

下10 人、36-45 岁 15 人、46-59 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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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者 1

人，海 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青年项目入选者1 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人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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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人，自治区“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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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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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人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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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

学术带头人为谷晓俊教授，现任内蒙古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副院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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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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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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科研项目（含国家项目1 项），经费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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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人，

其 中博士研究生导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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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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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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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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导 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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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人，其中博

士 研究生导师4 人。

学术带头人为王建国教授，教育部“长江奖励计划”青年学者，内蒙 古

自治区“草原英才”入选者，Frontiers in Chemistry 客座助理编辑。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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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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表

学术论文60 余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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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经费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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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人，其中博

士研究生导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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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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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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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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项，经费总额3774 万元，其中承 担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 17 项（含面上项目5 项），海外优秀青年人才项目 1 项，

省部级项目37 项（含省部级重大项目 1 项，重点项目 1 项，关键 技术攻

关计划项目5 项，杰出青年培育项目4 项）。2021 年在Angew.Chem. Int. Ed.、

ACS Catal.等学术期刊上发表 SCI 论文46 篇，授权国家发明专 利6 项。



— 14 —

表 1. 2021 年在研主要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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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优秀
青年人才

项目

海外优秀
青年人才

项目
第十四批海外优秀青年人才项目 王春燕 201805-202104 300

2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稀土掺杂/修饰调控的过渡金属基电催化剂的催化增强

效应与催化
21971129 张军 202001-202312 65

3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相变诱导法制备高活性、高稳定性CH4/CO2 重整催化剂

及其构效关系研究
21975137 苏海全 202001-202312 65

4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DNA 模块热力学参数的精确表征及其在序列设计中的

应用
21977059 王春燕 202001-202312 65

5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碳纳米管负载的铈基水滑石-纳米金催化剂的制备及其

催化甘油氧化性能研究
21875125 褚海斌 201901-202212 65

6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基于凝胶多糖的多功能细胞支架的设计及其抗肿瘤免

疫治 疗活性的研究
21875124 胡日查 201901-202212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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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区项目

α-amanitin 类环肽毒素的高效全合成及其 ADCs 抗癌

活

性研究

22061032 刘国都 202101-202412 40

8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区项目

高分子 N-卤胺改性黑磷抗菌水凝胶的构筑及原位再生

研究
22062017

董阿力德

尔图
202101-202412 40

9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区项目

过渡金属催化的含不饱和键的对芳基酚及吲哚化合物

的串联去芳构螺环化反应研究
22061031 陈树峰 202101-202412 40

10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区项目

金属等离子体共振与助催化剂协同作用增强光电催化

分解水性能研究
21965024 王蕾 202001-202312 40

11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区项目

外泌体中亚磺酸化蛋白识别荧光探针构建及成像应用

研究
21964014 赵文杰 202001-202312 39

12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区项目

理论研究表面氧化对金属碳化物（Fe5C2 和α-MoC）表

面电子结构性质
21962013 高瑞 202001-202312 40

13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区项目

新型双核稀土催化剂的设计合成及在含立体规整性苯

乙烯共聚物合成中的应用
21861028 张浩 201901-202212 40

14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区项目

基于过渡金属羰基簇合物节点构筑的金属有机框架材

料与CO2 吸附增强机制
21861029 白凤华 201901-202212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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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区项目

可见光响应型低/非贵金属纳米催化剂的构筑、电子结

构调控及其在催化储氢材料放氢中的应用
21761025 谷晓俊 201801-202112 39

16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地区项目

孔道内壁含有功能基团的多孔MOFs 的构筑及其锂离

子传导性能
21761023 刘志亮 201801-202112 38

17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硼掺杂锯齿状边缘稠环芳烃的合成与性能研究 22001135 王青 202101-202312 24

18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基于 1，4-铑迁移机理开发新型不对称碳氢键官能团化

反应
21901132 明佳林 202001-202212 25

19

内蒙古自

治区重大

科技专项

自治区重

点科技专

项

合成气制异丁醇核心技术研发及中试示范 苏海全 201901-202209 1920

20

内蒙古自

治区科技

厅

关键技术

攻关项目

α-amanitin 类环肽毒素的高效全合成工艺及其ADCs

精准靶向抗癌药物研发
2020GG0134 刘国都 202007-202206 117

21

内蒙古自

治区科技

厅

关键技术

攻关项目

低温等离子体协同廉价金属基催化剂高效转化二氧化

碳关键技术研发
2021GG0195 谷晓俊 202107-202406 60

22

内蒙古自

治区科技

厅

关键技术

攻关项目
肿瘤早期荧光介导光动力诊疗新技术研究与应用 2021GG0154 姜国玉 202101-202312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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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自然科学

基金重大

项目

煤矸石基多孔纳米复合材料的等离子体制备及其对一

氧化碳加氢产物选择性的调控研究
2019ZD01 苏海全 201901-202112 50

24

内蒙古自

治区科技

厅

关键技术

攻关项目
生鲜乳生产过程质量控制关键技术 2020GG0161

董阿力德

尔图
202007-202312 50

25

内蒙古自

治区组织

部

创新人才

团队

石墨（烯）基能源存储转化材料自治区草原英才创新

团队
张军 201807-202206 50

26
准格尔旗

科技局

科技计划

项目
高效低温费托合成催化剂及工艺开发 张浩 201911-202112 50

30
内蒙古自

治区科技

厅

关键技术

攻关项目
聚乙烯醇特种纤维的研制与开发 张浩 202007-202206 42

31

内蒙古自

治区科技

厅

杰出青年

培育基金

项目

1,3-丁二烯高选择性加氢催化剂的理论设计与开发 2021JQ02 高瑞 202101-202312 30

32

内蒙古自

治区科技

厅

杰出青年

培育基金

项目

半导体光阳极抗光腐蚀保护层构筑及其机理研究 2020JQ01 王蕾 202001-202212 30

33

内蒙古自

治区科技

厅

杰出青年

培育基金

项目

近红外有机室温磷光材料的设计合成及肿瘤诊疗研究 2020JQ02 王建国 202001-20221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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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内蒙古自

治区科技

厅

杰出青年

培育基金

项目

聚维酮碘抗菌聚合物的合成及其在淀粉环境下的温控

抗菌行为研究
2019JQ03

董阿力德

尔图
201901-202112 30

35
内蒙古自

治区人社

厅

引进人才

基金项目
过渡金属催化的不对称合成反应研究 12000-13000603 刘国都 201901-202112 30

36
内蒙古自

治区科技
厅

科技计划

项目
煤化工浓盐水低温分盐关键技术开发 张浩 202001-202212 20

37
内蒙古自

治区科技
厅

自然科学

基金
从一种崭新 3D核心单元拓扑合成非平面芳烃分子群 2021MS02001 朝鲁门 202101-202312 10

38
内蒙古自

治区科技
厅

自然科学

基金
用新型束流进行亚原子尺度分析的方法探究 2021MS02002 张君 202101-202312 10

39
内蒙古自

治区科技
厅

自然科学

基金
直接构建苄位三氟甲基季碳中心结构化合物的研究 2021BS02002 郭硕 202101-202312 10

40
内蒙古自

治区科技
厅

自然科学

基金

基于生物质碳源可控制备氮掺杂多孔碳材料及CO2吸

附性能研究
2020MS02002 雷艳秋 202001-202212 10

41
内蒙古自

治区科技
厅

自然科学

基金

聚集诱导发光特性荧光分子的设计合成及致病菌鉴

别、光动力抗菌研究
2020MS02004 姜国玉 202001-202212 10

42
内蒙古自

治区科技

厅

自然科学

基金

用于内源性活性分子检测的近红外荧光探针的合成及

其活体成像的应用
2019BS02004 吴海霞 201901-20211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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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内蒙古自

治区科技
厅

自然科学

基金

钯催化含炔键、联烯或异氰基的芳基苯酚去芳构螺环

化反应研究
2019BS02005 吴新星 201901-202112 10

44
内蒙古自

治区科技
厅

自然科学

基金

基于淀粉及植酸等生物质基膨胀型阻燃剂的合成及阻

燃性研究
2019MS02007 范瑞兰 201901-202112 10

45
内蒙古自

治区科技

厅

自然科学

基金

激活式荧光监控双效应介导快速灵敏释放体系构建及

其调控活体血糖水平研究
2019MS02010 赵文杰 201901-20211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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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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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年份及卷

（期）数

1
Photo-driven oxygen vacancies extends charge carrier lifetime for efficient solar

water splitting
王蕾

通讯

作者

Angewandte
Chemie-International

Edition
2021, 133 (32)

2

An ingenious strategy to integrate multiple electrocatalytically active components
within a well-aligned nitrogen-doped carbon nanotube array electrode for

electrocatalysis
张军

通讯

作者
ACS Catalysis 2021, 11 (7)

3
Pt-induced defects curing on BiVO4 photoanodes for near-threshold charge

separation
王蕾

通讯

作者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

2021,11

4
In situ construction of hybrid Co(OH)2 nanowires for promoting long-term water

splitting
王蕾

通讯

作者

Applied Catalysis B:
Environmental

2021, 292

5
Spatial confinement and electron transfer moderating Mo-N bond strength for

superior ammonia decomposition catalysis
张军

通讯

作者

Applied Catalysis B:
Environmental

2021, 294

6
Current advances in black phosphorus-based drug delivery systems for cancer

therapy
董阿力

德尔图

通讯

作者
Advanced Science 2021, 5 (8)

7
Boosting hydrogen evolution reaction via electronic coupling of cerium phosphate

with molybdenum phosphide nanobelts
张军

通讯

作者
Small 2021, 17 (40)

8 Multi-elemental electronic coupling for enhanced hydrogen generation 张军
通讯

作者
Small 2021, 11 (17)

9
Engineering a black phosphorus-based magnetic nanosystem armed with

antibacterial N-halamine polymer for recyclable blood disinfection
董阿力

德尔图

通讯

作者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2021, 415

10
PdCoNi alloy nanoparticles decorated, nitrogen-doped carbon nanotubes for

highly active and durable oxygen reduction electrocatalysis
褚海斌

通讯

作者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2021,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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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bridging coordination of urea tailoring metal hydroxides oxygen evolution

catalysts promotes stable solar water splitting
王蕾

通讯

作者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2021, 426

12
Boosting the stability on BiVO4 photoanodes: in situ cocatalyst passivation and

immobilization by functional fluorine anions.
王蕾

通讯

作者

Journal ofMaterials
Chemistry A

2021, 9(9)

13
Immobilization of Cu (II) via a graphene oxide-supported strategy for antibacterial

reutilization with long-term efficacy
董阿力

德尔图

通讯

作者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2021, 2021
(410)

14
Tailoring the d-band center of N-doped carbon nanotube arrays with Co4N
nanoparticles and single-atom Co for a superior hydrogen evolution reaction

张军
通讯

作者
NPG Asia Materials 2021, 13 (1)

15 AIEgens for bacterial imaging and ablation
董阿力

德尔图

通讯

作者

Advanced Healthcare
Materials

2021, 2021

16 Oxidized curdlan activates dendritic cells and enhances antitumor immunity 胡日查
通讯

作者
Carbohydrate Polymers 2021,264

17
Active sites and interfacial reducibility ofCuxO/CeO2 catalysts induced by

reducing media and O2/H2 activation
曾尚红

通讯

作者

ACS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

2021, 13

18
2D black phosphorus-based cytomembrane mimics with stimuli-responsive

antibacterial action inspired by endotoxin-associated toxic behavior
董阿力

德尔图

通讯

作者

ACS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

2021, 13

19
Gold nanoparticles on nanosheets derived from layered rare-earth hydroxides for

catalytic glycerol-to-lactic acid conversion
褚海斌

通讯

作者

ACS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

2021, 13

20
Tuning the electronic structure of CoP embedded in N-doped porous carbon

nanocubes Via Ru doping for efficient hydrogen evolution
薛辉

通讯

作者

ACS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

2021, 13

21
Effective enhancement of capacitive performance by the facile exfoliation of bulk

metal-organic frameworks into 2D-functionalized nanosheets
康晓敏

通讯

作者
Nanoscale 2021, 31

22
An easily available ratiometric aie probe for peroxynitrite in vitro and in vivo

imaging
姜国玉

第一

作者

Sensors and Actuators
B-Chemical

2021,329

23
Eu3+ doped bismuth metal-organic frameworks with ultrahigh fluorescence
quantum yield and act as ratiometric turn-on sensor for histidine detection 刘志亮

通讯

作者

Sensors and Actuators B:
Chemical 2021，3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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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On-site refreshing active species responsible for catalytic activity during 曾尚红
通讯

作者
Applied Surface Science 2021, 546

25
A valuable strategy to improve ferroelectric performance significantly via metallic

ion doping in the lattice nodes ofmetal–organic frameworks
刘志亮

通讯

作者

Chemical
Communications

2021, 57

26
Solvent assistance induced surface N-modification of PtCu aerogels and their

enhanced electrocatalytic properties
薛辉

通讯

作者

Chemical
Communications

2021, 57

27 Copper-alloy catalysts: structural characterization and catalytic synergies 曾尚红
通讯

作者

Catalysis Science &
Technology

2021, 11 (17)

28
Efficient synthesis of tetrahydrofurans with chiral tertiary allylic alcohols

catalyzed by Ni/P-chiral ligand DI-BIDIME.
刘国都

通讯

作者

Catalysis Science &
Technology

2021, 11 (6)

29

Alkylamine-grafted organic semiconductors with plasma-induced defects as
electron promoters of CO-resistant pd-based nanoparticles for efficiently

light-driven on-demand H2 generation
谷晓俊

通讯

作者

ACS Applied Energy
Materials

2021, 4 (1)

30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Oxygen Vacancy and Carbon Interface Engineering in
Hollow Cerium Oxide to Achieve Enhanced Oxygen Reduction Performance

薛辉
通讯

作者

ACS Applied Energy
Materials

2021, 4 (5)

31
A facile construction of bisheterocyclic methane scaffolds through

palladium-catalyzed domino cyclization
陈树峰

通讯

作者

Chinese Journal of
Chemistry

2021, 39 (10)

32

Employing one-step coupling cold plasma and thermal polymerization approach to
construct nitrogen defect-rich carbon nitrides toward efficient visible-light-driven

hydrogen generation
谷晓俊

通讯

作者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2021, 46 (1)

33
Stable europium-based metal−organic frameworks for naked-eye ultrasensitive

detecting fluoroquinolones antibiotics
刘志亮

通讯

作者
Inorganic Chemistry 2021, 60 (7)

34

Outstanding drug-loading/release capacity of hollow fe-metal− organic
framework-based microcapsules: a potential multifunctional drug-delivery

platform
刘志亮

通讯

作者
Inorganic Chemistry 2021, 60 (3)

35 Palladium-catalyzed cascade allylative dicarbofunctionalization of aryl 陈树峰 通讯 Organic Letters 202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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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nol-tethered alkynes with allyl iodides: synthesis of skipped dienes 作者

36 Synthesis and properties of aza-ovalene with six zigzag edges 王青
通讯

作者
Organic Letters 2021, 23

37

Fabrication of a “turn-on”-type enantioselective fluorescence sensor via a
modified achiral MOF: applications for synchronous detection of phenylalaninol

enantiomers
刘志亮

通讯

作者
Analyst 2021, 146 (3)

38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f the lithium-ion conductivity of solid-state electrolytes

by fabricating large pore volume hollow ZIF-8
刘志亮

通讯

作者
Dalton Transactions 2021,50

39
Metal-organic framework-encapsulated nanoparticles for synergetic
chemo/chemodynamic therapy with targeted H2O2 self-supply

刘志亮
通讯

作者
Dalton Transactions 2021,50

40
Palladium-catalyzed aryl-furanylation of alkenes: synthesis of

benzofuran-containing 3,3-disubstituted oxindoles
陈树峰

通讯

作者

Journal of Organic
Chemistry

2021, 86 (14)

41
Ni/antphos-catalyzed stereoselective asymmetric intramolecular reductive

coupling ofN-1,6-alkynones.
刘国都

通讯

作者

Journal of Organic
Chemistry

2021, 86 (7)

42
An N-halamine/graphene oxide-functionalized electrospun polymer membrane

that inactivates bacteria on contact and by releasing active chlorine
董阿力

德尔图

通讯

作者
Polymers 2021, 16 (13)

43
Significantly enhancing the lithium ionic conductivity ofmetal− organic

frameworks via a postsynthetic modification strategy
刘志亮

通讯

作者
Langmuir 2021, 37 (13)

44
Preparation of 2D WO3 nanomaterials and their catalytic performance during the

synthesis ofimines under visible light irradiation
李静谊

通讯

作者
Molecular Catalysis 2021, 503 (1)

45
Ultra-low background signaling cascade amplifiers for in vivo fluorescence

imaging of hydroxyl radical production induced by testosterone
赵文杰

通讯

作者
New Journal of Chemistry 2021,45 (34)

46
Modulating the ferroelectric performance by altering halogen anions in the crystals

of tetranuclear copper-clusters
刘志亮

通讯

作者
New Journal of Chemistry 2021, 45(27)

Synthesis of PEGylated cationic curdlan derivatives with enhanced
biocompatibility

胡日查
通讯

作者

Journal of Biomaterials
Science-polymer Edition

202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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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Regulation ofmicroglia polarization via mannose receptor-mediated delivery of

siRNA by ligandfunctionalized DoGo LNP
胡日查

通讯

作者
RSCAdvances 2021, 11 (52)

48
Synergistic regulation of microglia gene expression by natural molecules in herbal

medicine
胡日查

通讯

作者

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2021, 2021

49
Novel luminescent metal-organic framework as a remarkable sensor for

detecting aristolochic acids in biological fluids
刘志亮

通讯

作者

European Journal of In
organic Chemistry

2021, 2021

50

The preparation ofAg/Pd/m-BiVO4 microsphere photocatalysts with different
loading modes and their catalytic activity for selective oxidation of benzyl alcohol

under visible light irradiation
李静谊

通讯

作者
Catalysis Letters 2020, 15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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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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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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人次，计 177.4 万元；获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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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金和学校特困补助 302 次，计 276.5 万元。其中博士研究生奖学金

覆 盖率达 88%，硕士研究生奖学金比例达 32%，所有研究生助学金覆盖

率 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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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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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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引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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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研究生报考数量 120 人，其 中

博士研究生40 人、硕士研究生80 人；录取95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33 人、

硕士研究生 62 人，录取比例 79.2%。招收的博士研究生中通过“申 请考

核”录取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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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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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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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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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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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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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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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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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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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名导师参加学校组织的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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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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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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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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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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研究生参与国家及

自治区重大、重点各类科研项目 55 项，研究生主持获批科研创新项目36

项，到账经费18 万元。以第一作者身份在Angew. Chem. Int. Ed.、Adv. Sci.、ACS

Catal.等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共 46 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6 项， 获自

治区优秀学位论文 4 篇，内蒙古大学最高科研奖励——乌可力奖 1

人；获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国家级银奖 1 项、铜

奖 1 项，自治区级金奖4 项、银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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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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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由于疫情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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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余人次，其中作学术报告 5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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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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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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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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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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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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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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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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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余次的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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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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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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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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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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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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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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75.92%。其中博士毕业生均在高等教育单位就业，在已就业的41 名硕士

毕业生中，有 5 人被教育或科研单位录用，有 14 人被国有企业录用，有 4

人进入党政机关和其他事业单位，有6 位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其

余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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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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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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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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在研内蒙古自治区重点科技专项项目 1 项，自治区关键技术攻 关项

目3 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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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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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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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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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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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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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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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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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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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纳米科学与技术重点 实

验室、内蒙古自治区蒙药化学重点实验室、中美西部清洁能源技术国际合作研究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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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方向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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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转化和非金属矿物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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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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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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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方向主要围绕稀土及过渡金属优势资源，开展稀土及过渡金属发光材料、稀土

及过渡金属催化材料、稀土及过渡金属磁性材料的新型制备技术和结构性能关系

研 究，开发具有优异光、磁、催化等性能的稀土与过渡金属功能材料， 探索其在光电

器 件、信息存储、催化、生物医学等领域的应用。

3. 研究方向三：金属有机化学

本方向主要围绕煤炭与天然气下游有机化学品，开展新型金属有机化合物的

合 成、性质、成键特点和反应性质研究， 探索高效、高选择性有机合成化学的新反应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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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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方向主要围绕蒙药等特色生物医药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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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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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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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光、电催化材料设计及在环境污染物治理、有机反应等研

究 领域的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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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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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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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研究生的基本学制为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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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培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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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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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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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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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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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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课

程）
高等无机结构化学 2/32 2 1 常菲 教授 072300402 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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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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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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射线光电子能谱表征

技术
4 1 导师组 072200203 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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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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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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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综合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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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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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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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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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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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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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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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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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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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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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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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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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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学化学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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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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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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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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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纳米科学与技术重点 实

验室、内蒙古自治区蒙药化学重点实验室、中美西部清洁能源技术国际合作研究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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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基础和应用研究。

化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涵盖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高

分子化学与物理 5 个二级学科专业。

1．学科专业一：无机化学

本学科专业涵盖能源催化与绿色材料化学、稀土与过渡金属功能材料化学两个研

究方向。

研究方向一：能源催化与绿色材料化学

本研究方向主要围绕煤炭及非金属矿等特色资源，开展资源小分子（CO、CO2、

CH4 、H2、H2O 等）催化转化和非金属矿物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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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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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非金属矿材料的绿色化学利用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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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开发具有光、电、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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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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探索其在照明、显

示、催化、生物医学、能量转化与存储器件等领域的应用。

2．学科专业二：分析化学

本学科专业涵盖生命与环境分析化学、电化学分析与传感两个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一：生命与环境分析化学

本研究方向主要开展以色谱、核磁、质谱、显微成像和化学计量学为主体的生物、 医

学领域及药物的组分分析，建立单分子、单细胞实时分析方法， 研究生命体以及遗 传信

息传递单元的结构与形成生命体的微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为生命科学建立 新的

准确、快速、超微量的分离分析方法。借助分子光谱、色谱、毛细管电泳、流动 注射

分析，建立大分子、生命物质的分离分析方法， 开展水环境中致毒元素的形态分 析及其

生态环境效应、生物有效性和毒理效应研究，实现环境中放射性物质的高效分 析和污染

物的有效控制和处理。

研究方向二：电化学分析与传感

本研究方向主要开展生物与微环境电化学、新型电池及光电化学、电化学腐蚀与

防治、超微电极技术、电化学传感和表面电化学研究；通过电化学分析研究电化学活 性

物质在固体电极和仿生修饰电极上的动力学过程和界面行为；研发具有特殊功能的 仿

生传感器、超微阵列电极及微流控芯片、在线检测小型仪器； 探索其在食品药品质 量

安全控制、环境污染物监测分析的应用。

3．学科专业三：物理化学

本学科专业涵盖光电催化化学、理论模拟与分子材料设计及无机高分子结构化学

三个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一：光电催化化学

本研究方向利用光催化技术，开发新型、高效的光催化剂，探索光催化反应机理 并

应用于环境污染治理；围绕太阳能光电催化分解水及二氧化碳还原反应中光电催化 转

化等关键化学问题开展工作，致力于构建高效太阳能光-电-化学转化系统；探索新 型

光催化剂在催化有机反应中的应用；开展可用于燃料电池、锂离子电池的催化材料 和

电极材料的制备及其构效关系研究。

研究方向二：理论模拟与分子材料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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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方向主要运用理论化学计算方法进行各种光催化材料、燃料电池电极材

料、太阳能电池材料及其它功能半导体材料的结构与性能研究，结合计算机模拟和化 学

表征与检测技术从分子、原子、电子等多层次上研究材料的物理、化学行为与规律， 为相

关学科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研究方向三：无机高分子结构化学

本研究方向主要针对铝在地球、生物环境中的变迁规律,为有效防治铝污染和铝中

毒开展第ⅢA 族金属元素溶液化学的研究,通过制备和解析各种聚合度不同的多铝

聚 合物,为完善水解－聚合模型和理论、阐明絮凝机理和开发高效絮凝剂提供理论依

据。

4．学科专业四：有机化学

本学科专业涵盖金属有机化学和蒙药与天然产物化学两个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之一：金属有机化学

本方向主要围绕煤炭与天然气下游有机化学品，开展新型金属有机化合物的

合 成、性质、成键特点和反应性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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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本方向开展二茂铁衍生物的合成及其在光电材料、液晶和化学传感

器 中的应用基础研究。

研究方向二：蒙药与天然产物化学

本研究方向以蒙药与天然产物为研究对象, 探索从蒙药与天然产物中提取分离

活 性物质，利用化学、生物、药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和技术， 从分子水平上研究

其 化学成分、生物活性、药代和药理机制， 为筛选和开发新型药用化合物提供理论和

实 验基础。

5．学科专业五：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本研究方向主要探索高效、高选择性高分子合成的新反应和新方法，制备具有实 用

价值的功能高分子材料，实现对其结构、组成和功能的控制，为开发应用于新型、 高

性能、环境友好的高分子材料提供理论和实验依据。

二．培养目标

紧密结合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的社会、经济及科技发展需求， 培养德、智、体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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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发展德才兼备的化学学科高级专业人才。通过硕士阶段的研究学习使本专业硕士学

生达到以下目标：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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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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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科学道德。

2．培养本专业硕士研究生良好的科学素养，掌握扎实的化学基础理论知识和实

验技能以及科学研究方法。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训练，使学生有较强的科学研 究

及创新能力，能够相对独立地开展研究工作。掌握化学的主要合成与制备技术、测 试

分析方法、常规大型仪器的使用等。具备化学专业学术论文的写作能力， 熟练的运 用

一门外语，熟练使用计算机进行专业领域研究，使本专业研究生能够在化学及其相 关

领域从事科学技术研究、教学、应用开发和管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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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培养方式

本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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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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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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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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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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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院安排 99310010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研究（学硕）
2/32 2 1 研究生院安排 9931004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学硕文科）
1/16 1 1 研究生院安排

自然辩证法概论（学

硕理工科）
1/16 1 1 研究生院安排 9931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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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称性与光谱学 3/48 3 1 王晓晶 教授 07320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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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射线衍射学 3/48 3 2 孙忠 教授 073200603

高等有机化学 3/48 3 1 边占喜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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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李文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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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明 教授 073300402

高等无机化学实验 2/32 2 1
张景林 高级实验

师；宝金荣 副教授
073300502

固体无机化学 2/32 2 2 于世泳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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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 073300802

电子显微学 2/32 2 1
柴占丽 博士

张兵兵 博士
073300902

稀土元素分析化学 2/32 2 2
董阿力德尔图 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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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福利 教授 073301302

金属有机化学 2/32 2 1 张浩 教授 073301402

高等有机化学实验

（不开课）
2/32 2 2 陈树峰 教授 073301502



— 53 —

新药研究基本内容与

方法
2/32 2 2 博·格日勒图 教授 073301602

有机波谱分析 2/32 2 1 温国华 副教授 073301702

药物合成化学

（不开课）
2/32 2 1 赵睿国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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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罗美华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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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褚海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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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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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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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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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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前沿讲座、学术报告及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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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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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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位论文对所研究的 课

题应当有新见解，论文研究工作时间（包括论文数据整理、写作、答辩） 一般不得 少

于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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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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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暂行实施细则》施

行。学位论文不计学分。论文答辩委员会对论文水平做等级评定，符合学位授予条件 者

授予理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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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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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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学

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学术学位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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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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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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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秉持“科教并重，创新发展，合作共赢，团结奋进”的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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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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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基本条件

（一）培养方向

本学位授权点立足区域生物资源保护和利用，瞄准生物学国际学术前

沿，形成了动物学、植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四个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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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开展哺乳动物遗传育

种、配子发生与受精机制、胚胎发育与分化机制、新型干细胞建系与功能

机制以及鸟类及爬行类系统发育和生物地理学等方面的研究，开展特有动

物资源开发、体细胞克隆与MOET（超数排卵与胚胎移植）集成技术优化、

干细胞应用等方面的应用基础研究。

（2）植物学

本方向依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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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物学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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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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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细胞命运决定，肿



瘤细胞的发生、增殖和迁移机制，精卵识别、融合的分子机制、受精卵激

活和早期胚胎发育的调控机制等。

（4）微生物学

本方向针对区域微生物资源及农牧业生产需求，开展微生物资源挖掘

与利用研究，聚焦动、植物病原与宿主互作、感染与免疫、病原微生物防

治技术，菌种遗传改良、有益活性成分及其代谢调控机理、发酵工艺优化

与控制，内蒙古自然生态系统土壤微生物多样性、区系地理及群落演替机

制等。

（二）师资队伍

1.各培养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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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成光、

刘东军、杨磊、张滕、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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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斯琴、那顺布和、李昕宇、王长山、左永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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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人，教授 43人、副教授 26人。年龄结构合理，

45岁以下 69人、占 59.48%，46-55 岁 26人、占 22.41%，56-60岁 20人、

占 17.24%，60岁以上 1人、占 0.86%。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 8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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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羊草繁育产业”（内

蒙古自治区）等各级各类创新团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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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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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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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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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人、硕导 35人。45岁以下 41人、占 55.41%，46-55岁

19人、占 25.66%，56-60岁 13人、占 17.57%，60岁以上 1人、占 1.35%。

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 97.30%，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占 21.62%。

（三）科学研究

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1项，内蒙古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项目

2项，课题 3项；获批自治区关键技术攻关项目 7项；内蒙古自然科学基

金重大项目 2项，杰出青年培育项目 2项。其他省部级等项目 27项，获

准经费 4200万元。发表高质量论文 103篇，其中，SCI 一区论文 15篇，

二区论文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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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NAS、Gut、Plant Physiology

和 Stem Cell Reports等国际知名期刊。重要突出进展如下：（1）揭示大

豆中一个新型 R 基因簇介导的抗病毒植物免疫机制；（ 2）通过

TET-ON piggyBac系统重编程技术，采用“8因子诱导组合”与自主研制

的干细胞特定培养体系，成功获得了由体细胞（bovine MEF）与早期胚

胎细胞（bovine Blastocyst） 建立的两组多能性拓展的新型牛干细胞

bEPSCips与 bEPSCES；（3）发现在饮食诱导的代谢紊乱绵羊模型中，肠

道菌群失调与胆汁酸水平降低影响了脂溶性维生素 A在肠-睾轴的运输，

睾丸中维生素 A缺乏导致精子发生异常。出版《中国草原与荒漠鸟类》

等 7部著作，获得“内蒙古自治区科学进步一等奖”1项、“内蒙古自治

区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内蒙古大学牛遗传改良与生物育种技术团队”

获得“第六届“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家畜现代生物

育种团队”获得“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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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共投入 4000

万元，购置仪器设备 350台（套），加强了种质资源收集利用平台、P2生

物安全实验平台、生命科学大型仪器共享平台、实验动物平台、羊草生物

学平台和特色作物生物学平台建设，对电镜中心进行了改造提升。现有教

学和科研空间达 3万平方米。内蒙古大学在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经济开

发区建设草原家畜种质创新与繁育基地。基地占地 845.29亩，2021年底



完成一期建设工作，内容包括满足存栏 500头实验用牛和 1000只实验用

羊的基本养殖设施及附属设施建设、牛羊甬道系统和表型测定设施、遗传

繁育中心大楼，为我区和我国的草原家畜遗传繁育和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

持续提供创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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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共 328人次获奖，合计 331.6万元。博士、硕士研究生奖学金覆盖面分别为

72.8%和 43.4%；为 616名研究生发放助学金 451.65万元，全日制脱产研究

生助学金覆盖面达 100%；40名研究生贫困建档，实施精准帮扶，为 14名

特困研究生发放困难补助共计 3.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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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招生宣传，介绍学位

点优势、特色和发展前景；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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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施硕博连读和申请-考核制博士招生制度，

提升生源质量；4）丰富奖助资金来源，提高研究生待遇。

2021年报考本学位点博士研究生共 112人，录取 63人，录取比例为

59.25%。双一流院校生源录取比例为 76.19%，其中本校生源 39 人，占

61.90%。报考本学位点硕士研究生 434 人，录取 118 人，录取比例为

27.19%。双一流院校生源全部来自本校，共 25人，占录取人数 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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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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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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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发展预备党员 30名，23名预备

党员转正，确定发展对象 32 名，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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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获批建设校级精品示范课程“分子生物学”和“生殖生物学”2门，持续



建设“分子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2门精品示范课程，《基因组学》

获批校级思政教学改革研究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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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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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点成立由

3名教授组成的研究生教育督导工作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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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学院督导工作组听取了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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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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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遴选生物学硕士

研究生导师 8名、博士研究生兼职导师 8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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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以上的

研究生参与国家级或省部级科研项目，全部研究生进入国家级或省部级科

研平台从事科学研究，使得研究生的学术训练与交流有了充分的经费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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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共获批

校级博士研究生创新项目 48项，总经费 24万元，资助率为 41%，硕士

研究生创新项目 15项，总经费 7.5万元，资助率为 8.5%。

研究生以第一或共一作者发表 SCI论文 54篇，其中 JCR一区论文 6

篇、二区论文 21篇、三区论文 16篇。在全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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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个团队获得金奖，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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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个团队获得金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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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团队获得金奖，4个团队获得银奖，

5个团队获得铜奖。

（六）学术交流

组织英国、德国等五个国家的专家申报“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

划”，2021年获批“干细胞与动物遗传学科创新基地”（111引智基地）。

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特殊情况下，克服困难，61人次参加了国内外学

术交流（含线上）。首次派遣 7名优秀研究生参加了复旦大学主办的“博

士生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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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送审博士学位论文 28篇，通过 27篇，通过率为 96.43%；

2021年硕士论文送审 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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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获得校级优秀博士论文 2篇、校级优秀硕士论文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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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根据相关规定退学淘汰 2名博士，

另有 1名博士转为硕士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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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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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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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毕业学术型研究生共 108人，其中博士 25人、硕士 83人；截

止目前，博士就业 15人，就业率 60.0%，硕士就业 57人，就业率 68.6%。

就业博士中，在高校、科研院所的 11人，占 73.3%；在机关、事业

单位的 3人，占 20%；在企业等其他单位的 1人，占 6.6%；共有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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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人，占 28.1%；在高校、科研院所的



4人，占 7%；在机关、事业单位的 24人，占 42.1%，在企业等其他单位

的 13人，占 22.8%；共有 55人从事与本学科相关或相近工作，占 96.5%。

从与用人单位沟通反馈的信息看，用人单位对我院毕业生的总体印象

是良好的，具有加强合作意识、实践能力、专业素质和开拓能力。

五、服务贡献

（一）科技进步

刘东军教授申报的“阿尔巴斯绒山羊种质资源保护与创新利用”成果

获自治区科学进步一等奖，马超美教授申报的“防治肝病蒙药复方的科学

基础研究”成果获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科学二等奖。此外，“内蒙古大学牛

遗传改良与生物育种技术团队”获得由中组部、中宣部、人社部、科技部

组织颁发的“第六届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2021年，多项科研成果通过第三方鉴定。李光鹏教授主持的“基因

编辑双肌黄牛新品系培育”项目完成成果鉴定。评价结果：“该成果整体

达到国际同类研究领先水平，对于增强我国畜牧种业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

大战略意义”。李喜和教授主持的“蒙古高原动物遗传资源库创建”完成

成果鉴定。评价结论：“本成果总体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特别是动物

杂交生殖调控研究成果对生殖生物学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二）经济发展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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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脖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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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务。



在肉牛产业方面，肉牛育种团队培育出双肌鲁西牛、双肌蒙古牛和双

肌西门塔尔牛等 3个新品系，均获得了环境释放证书，2021年末种群分

别达到 216 头、40 头和 74 头，其生长速度提高 15～20%，产肉率提高

15～20%，繁殖同期发情率 92%，妊娠率 90%，犊牛出生率 94%，犊牛

存活率 92%。团队今年选育优质肉牛 1000头，改良本地黄牛 15000头，

新建立 2个肉牛示范基地，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1个，培训农技人员和

规模养殖场户 300人次。2021年 7月 3日组织专家进行了科技成果评价，

认为该成果整体达到国际同类研究领先水平，对于增强我国畜牧种业自主

创新能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同时，团队受到四部委联合表彰，获“第六

届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在乳业产业方面，奶绵羊育种团队与蒙天然公司和丰东知盈公司合

作，2021年生产纯种胚胎 1030枚，改良蒙寒、戴寒、杂交羊 1865只，

开展了“萨东寒”三元杂交配套系研究工作，年末基地奶绵羊存栏量分别

达到 15500只，带动了当地乳用羊产业发展。

在肉羊产业方面，2021年肉羊育种团队与赛澳公司合作，利用同期

发情及胚胎移植扩繁多羔羊群体，生产胚胎 1982枚。团队在达茂旗、四

子王旗开展肉羊杂交育种工作，今年出栏优质肉羊约 1万只。

在绒毛产业方面，建立优化了绒山羊人工受精、胚胎移植、体细胞克

隆技术体系，制订了一整套绒山羊健康养殖管理标准，并应用于绒山羊繁

育生产，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2021年发展合作社 11家，服务

示范户 461户，推广优质种公羊 1000只，组建“超细型”绒山羊种群 20

群共 4000只。开发了阿尔巴斯绒山羊种质资源保护及大数据决策预警平



台，为政府、养殖户、公司、科研院校等用户提供统一的数据访问服务。

该成果获得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在种质资源普查方面，收集了内蒙古地区特有家畜、濒危野生动物资

源的体细胞、胚胎、精液资源等样品 30027份，初步形成了内蒙古动物遗

传资源库与信息平台。

在牛羊疫病防控方面，开展了内蒙古地区牛、羊流感病毒的流行病学

和重要人兽共患寄生虫病感染情况调查，建立了隐孢子虫的 RPA诊断方

法和家畜包虫病 miRNA诊断方法。研发出羊副流感病毒 3型灭活疫苗，

在绵羊中发现了 A型流感病毒，为疫病预警和有效防治提供基础。

（三） 文化建设

（1）秉承“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同等重要”的精神，积极投身中小

学生的植物科学普及工作：实验室组织教师到呼市实验中学进行“科普进

课堂”活动，随后又举行了“科普进大学”活动，呼和浩特市三十五中初

一（8）班 54名学生走进内蒙古大学校园，听取科普报告并参观了多个科

研实验室。

（2）依托“牧区青少年草原科考队”，持续开展“健康牧场”活动：

依托实验室搭建的“牧区青少年草原科学实验室”，在当地学校、牧企、

政府等举办了多场草原知识普及报告；指导来自牧区的学生参与草原健康

普查，采集和测试草原土壤、植物、放牧羊血液的矿质营养。

（3）边研究、边示范、边推广的方式开展科学传播：实验室成员陈

贵林教授团队面向当地技术人员和种植户持续开展“锁阳规范化种植推广

及锁阳多糖综合利用”自治区成果转化项目技术培训班；围绕黄芪生态种

植及规范化种植的关键技术，在呼和浩特市、包头市、赤峰市、山西、甘



肃等黄芪主产区进行黄芪种植规范化指导、培训种植户。为了表彰其为服

务地方经济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2021年民革中央授予陈贵林教授第二

届“民革榜样人物”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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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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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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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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分别获生态学硕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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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点设置植物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可持续生态学、

草地生态学四个研究方向，师资 35名，专任教师中有博士研究生导师 8

人，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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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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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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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千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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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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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位点设置了四个培养方向，即植物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可

持续生态学与草地生态学，具体分述如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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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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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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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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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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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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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中出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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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可持续科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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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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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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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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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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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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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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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培养方向专任教师 8人，具有高级职称者 6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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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业科学》编委。该培养方向专任教师 9人，具有高级

职称者 5人；（3）可持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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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培养方向专任教师 10人，具有高级职称者

7人；（4）草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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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培养方向专任教

师 8人，具有高级职称者 7人。

本学位点拥有师资 35名，其中，教授（含研究员）11人（31.4%），

副教授 14人（40.0%），讲师 10人（28.6%）；博士 33人（94.3%），硕士

2人（5.7%）；40岁以下 18人（51.4%），41-50岁 12人（32.3%），51-60

岁以及 60岁以上延聘人员（1人）5人（14.3%）。

专任教师中有博士研究生导师 8人，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 20人，专



任教师中有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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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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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项，包括国家级

项目 28项、省部 59项、其他 19项。本年度新增项目 38项，包括国家级

项目 9项、省部 17项、其他 12项，经费合计 4052.8万元；在国内外学

术期刊发表论文 85篇，其中 SCI收录 51篇、CSCD收录 34篇，出版学

术著作 1部；荣获科技及学术奖励 8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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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万元，实验室面积

5500平方米。本年度新增仪器设备总值 168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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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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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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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人（覆盖率为 30%）；博士研

究生国家奖学金 2 人（覆盖率为 4.8%），自治区奖学金 2 人（覆盖率为

4.8%），学业奖学金全覆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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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名博士、硕士研究生获得各类奖助学金，发

放总金额 203.9万元。

2021年，被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3名，均为低保家庭、建档



立卡家庭及单亲家庭等经济困难家庭学生。硕士研究生 3人，其覆盖率为

新生总人数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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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有 23人报考生博士研究生，录取人数 13人，录取比例为

56.5%；报考硕士研究生人数达 42人，录取 37人，录取比例为 88%。另

外，本学位点教师在 2021年招收生态学专业硕士 4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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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23%；2021年，录取我校 6名本科毕业生为硕士研究生，占招

生总人数的 16.2%。另外，硕士研究生生源为内蒙古大学的有 6人，其余

生源为普通高校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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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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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前



往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进行研讨；挖掘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围绕“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设置系列研讨，并建设了“产业生态学”等 5门课

程思政改革示范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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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了多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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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选拔研究生辅导员，建立老、中、

青辅导员队伍，确保辅导员队伍整体素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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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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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党建工作稳步开展。组织研究生各党支部召开 2021年度基层

党组织生活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工作，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

作、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相关决策部署，教育

引导研究生党员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增强“五个认同”，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采取领学宣讲、

党课辅导、线上线下相结合等方式，组织研究生各党支部认真学习全国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

年大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党章和《中共



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关于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成果的意见》，开展党史学习。做好发展党员和推选入党积极分

子工作，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中的各项程序，严格

执行谈心谈话、政治审查、组织审批、入党宣誓、按期转正等入党基本程

序。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觉悟、道德品质和遵纪守法等情况，

确保新党员政治合格。2021年度新发展党员 5名，推选 8名入党积极分

子（全部为共青团员），5名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接收新生共青团员

45人，占入学新生总数 78.9%。加强研究生党支部建设，严格落实党员

日常教育管理监督、密切联系服务群众和改进工作作风，并采取个人自评、

党员互评的方式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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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学博士学位授权点设置的核心学位课程为《生态学进展》（牛建

明研究员主讲）、《草地生态学》（李永宏教授主讲）与《植被生态学》（梁

存柱教授主讲），生态学硕士学位授权点设置的核心学位课程为《现代生

态学》（李永宏教授主讲）、《植被生态学》（刘华民副教授主讲）、《3S技

术原理与应用》（牛建明研究员主讲）、生态学研究方法（潮洛濛副教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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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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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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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有 5名研究生获得了内蒙古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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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本学位

点博士研究生以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15篇，均为 SCI

收录。硕士研究生为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29篇，其中

SCI收录 5篇、CSCD收录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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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本学位点博士与硕士研究生通过线上/线下方式积

极开展学术交流，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近 60余人次，利用报告或者墙报

的方式展示自己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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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本学位点荣获校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有 3篇、

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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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没有研究生被淘汰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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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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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拔专职辅导员，优先从优秀博士毕业生中进行遴选。从具有博士学

位的骨干教师中选聘兼职辅导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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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受惩罚的学生安排教师做心理疏导，定期组织心理

健康活动。

对在校研究生开展问卷调查，各方面满意的结果分别为：研究生教育

88%、研究生管理服务 88%、奖助学金设置 85%和就业指导与服务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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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授予博士学位 15人，除在职研究生外，有 7人（含合作指

导）涉及就业问题，全部就业，就业率 100%；授予学术硕士研究生学位

25人，其中升学 3人、就业 10人，就业率达 52.0%。

用人单位对本学位点毕业生的总体素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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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评价较高，其中在总体素质、敬业精神、合

作精神方面得到普遍好评，毕业生在知识结构和实际工作能力上给用人单

位留下了深刻印象。

五、服务贡献

针对我国北方半干旱、干旱地区生态安全与草牧业生产功能减弱、生

态畜牧业与生态产业欠发达等制约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等重大问题，系统揭

示了草地退化机制与稳定性的放牧调控机制，研发了退化草地快速治理、

恢复与稳定维持技术、去除针茅颖果危害的生物防控技术、草地资源与畜

群结构时空优化配置及精准管理技术、草地减少碳交易监测成本测算等技



术；构建了沙区生态产业体系，提出了沙区生态产业融合发展模式，研发

了沙区生态产业关键新技术，设计集成了沙区荒漠化治理技术产业化机制

及政策工具；提出了关于修订和完善草原生态保护与利用标准体系建议、

沙区生态产业发展中科技、金融、税收、管理多方面建议等政策建议，获

国家和省级政府批示及采纳。

生态学团队有两名教授是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研究室（参事室）特约研

究员，参与内蒙古自治区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示范区建设、生态产值评估、

现代畜牧业建设等项目咨询；同时负责政府组织的《内蒙古大辞典》中生

态篇的编著。两名教授是中华环保联合会内蒙古环保智库专家，主持编制

内蒙古自治区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等研究报告，支撑了自治区国土空间规

划。为政府参加“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设计制作了内蒙古生物多样性

及其保护视频和展览，取得良好效果，制定了《内蒙古自治区生物多样性

调查、监测评估方案》，被内蒙古生态环境厅采纳。参与内蒙古林草局工

作，设计并投入 140名专业师生完成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生态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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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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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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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获批信息与通信工程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至 2021年 12月，学位点有硕士生

导师 23人，在读研究生 81人，拥有自治区级科研平台 1个。

学位点包括通信与信息系统和信号与信息处理 2 个学科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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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领域。

学位点加强传统基础优势领域研究，着力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在人工智能、新

一代宽带无线通信理论、信号检测与处理、高速电路电磁兼容技术、目标识别与跟踪技术、PXI
总线仪器、高速数据传输技术国产化等基础理论与应用方面瞄准国际前沿开展研究，研究成果发

表在包括国际信号处理领域顶级期刊 Signal Processing、ADHOC NETWORKS、顶级会议WCNC
和 VTC2020等期刊上，并实现了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的突破。

学位点立足内蒙古、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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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多功能智能项圈系统等智能养殖装备与草原巡检环境监测装备等技术和产品，并牵头制定了内

蒙古自治区第一个奶牛活动量采集器等地方与行业标准，成果应用推广成效明显。

学位点研究生培养质量高，2021年硕士研究生初次就业率为 78.26%，升学率为 21.74%，连

续六年在全校位居第一。学位点已成为自治区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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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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正确政治方向

和价值导向贯穿研究生教育和管理工作全过程，促进研究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学位点以服务国家与自治区地方经济发展需求为目标，培养掌握扎实的信息与通信工程领

域基础理论与应用的专门知识，具有创新性思维、较强的实践能力与开拓精神，思想品德修养高

尚，科学态度严谨求实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高级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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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结合学科方向提出具体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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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送审、答辩

等环节全程监督、加强管理，确保学位论文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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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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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完成了培养计划所要求学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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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与信息处理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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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及其应用研究，主要包括自适应编码调制、链路自适应技术、多天线 MIMO 技术、大规模

MIMO技术、协同传输技术、D2D技术等 5G移动通信系统中的无线传输技术。二是以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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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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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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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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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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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资源管理与网络、无线通信应用开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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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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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人，生师比 3.15:1；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19人，占专任教师

比例为 70.37%；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教师 24人，其中正高职称 10人，占专任教师比例为 37.04%；

具有境外经历人数 9人，占专任教师比例为 33.33%。具有研究生导师 23人，导师生师比 3.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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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号与信息处理

带头人 刘洋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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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g Liu, Y. Li, X. Cheng, et al.,
Low-complexity and
fast-convergence linear precoding
based on modified SOR for massive
MIMO systems,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2020

学术

骨干
1 张颖慧 39 教授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杰青培

育项目，面向 5G高速移动应用场

景的高性能混合预编码技术研究，

2021.01-2023.12，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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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Zhang, Y. Lian,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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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IEEE Transactions on Vehicular
Technology, 2021
Y. Zhang, Y. Mu, Y. Liu, T. Zhang
and Y. Qian, "Deep Learning-Based
Beamspace Channel Estimation in
mmWave Massive MIMO Systems,"
in IEEE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Letters, 2020

2 王志慧 48 教授

A multi-faceted adaptive image
fusion algorithm using a
multi-wavelet-based matching
measure in the PCNN domain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mage
retrieval system based on block color
moments and GLCM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Multi-wavelet Image Fusion System
Based on RF5 Framework

3 翁智 43 教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多维

度特征融合的奶牛面部识别算法研

究与应用，61966026，
2020/01-2023/12，40万元

Weng Zhi,Meng Fansheng,Fan
Longzhen,et al.The Facial
Recognition Method of the Cow
Based on the Improved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J].BASIC &
CLINICAL PHARMACOLOGY &
TOXICOLOGY,2020,127(SI):33-34.
Weng Zhi,Zheng Yan,Zhang Yong et
al. Research on Key Frame
Extraction Method for Cow Face
Video Under Multi-view[J].BASIC
& CLINICAL PHARMACOLOGY
&
TOXICOLOGY,2021,128(SI):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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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晖 38
副教

授

Vessel fusion tracking with
dual-frequency high frequence
surface wave radar and calibrated by
an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Multi-Feature Maximum Likelihood
Association with Space-borne
SAR,HFSWR and AIS
地波雷达与自动识别系统目标点迹

最优关联算法

5
范道尔

吉
41

副教

授

Fan Daoerji，Guanglai Gao，Wu
Huijuan. Sub-word based Mongolian
Offline Handwriting Recognition[C].
ICDAR2019,2019.
开放词汇蒙古文手写识别研究﹐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

2018/01-2021/12,38万，主持

基于二维字素分割的蒙古文形近字

手写识别研究，内蒙古自然科学基

金，2020/01-2022/12，10万，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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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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锴 46 教授

K. Sun, J. Wu, W. Huang, H. Zhang, H. Hsieh, C. M. Leung, “Uplink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for HetNets with non-uniform user distribution”, IEEE Transactions on
Vehicular Technology, vol. 69, no. 7, pp. 7518-7530, July 2020.
K. Sun, J. Yu, Wei Huang, H. Zhang, Victor C. M. Leung, “A multi-attribute handover
algorithm for QoS enhancement in ultra dense network,” IEEE Transactions on
Vehicular Technology, vol. 70, no. 5, pp. 4557-4568, May 2021.
Y. Li, K. Sun, and L. Cai Lin, “Cooperative device-to-device communication with
network coding for machine type communication devices,” IEEE Transactions on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vol. 17, no. 1, pp.296-309, Jan. 2018.

学术

骨干

1 王树彬 50 教授

Minghao Wang, Shubin Wang*, Bowen Zhang, APTEEN routing protocol optimization
in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based on combination of genetic algorithms and fruit fly
optimization algorithm, Ad Hoc Networks, 2020, 102:1-7
Bowen Zhang, Shubin Wang*, Minghao Wang, Area double cluster head APTEEN
routing protocol-based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for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EURASIP Journal on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ing, 2020,
1:1-16
Jingtao Du, Shubin Wang*, Bowen Zhang,Vehicle density and signal to noise ratio
based broadcast backoff algorithm for VANETs, Ad Hoc Networks, 2020, 99 :1-6

2 黄威 43 副教授

Y. Zhang, K. Sun, X. Gao, Wei Huang*, H. Zhang, “Load balancing and user association
based on historical data,” The 2021 IEEE Global Communications Conference
(GLOBECOM), Madrid, Spain, 7-11 Dec. 2021, pp. 1-6
Wei Huang, K. Sun, K. An, L. Zhang, and H. Zhang, “A novel sensing system for
monitoring power lines”, Journal of Optoelectronics and Advanced Materials (JOAM),
vol. 16, no. 5-6, pp. 574-578, May-June 2014
M. Wu, Wei Huang*, K. Sun, H. Zhang, “A DQN-based handover management for
SDN-enabled ultra-dense networks,” 2020 IEEE 92nd Vehicular Technology Conference
(VTC2020-Fall), Victoria, BC, Canada, Nov. 18- Dec. 16, 2020, pp. 1-6

3 魏永峰 42 副教授

Yongfeng Wei, Chaowei Yuan, Shanguo Huang, Xinlu Gao, Jing Zhou, Xi Han, Wanyi
Gu. “Optical true time-delay for two-dimensional phased array antennas using compact
fiber grating prism,” Chinese Optics Letters, 11(10), 100606-100609, 2013
Yongfeng Wei, Shanguo Huang, Xinlu Gao, Chao Gao, Qian Wang, Wanyi Gu.
“Programmable RF Photonic Phase Shifters Based on FD-OP for Optically Contro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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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mforming,” Optical Fiber Technology, 2014.11

Yongfeng Wei, Shanguo Huang, Kai Sun, Qian Wang, Chao Gao, Wanyi Gu,
“Broadband and tunable RF photonic phase shifter based on optical SSB modulation and
FBG filtering,” OPTIK, 2015.10

4 韩丁 40 副教授

主持内蒙古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子课题“内蒙古绒山羊种质资源保护、创新及智慧

养殖技术集成示范”项目，编号：2021ZD0019-4，内蒙古科技厅，2021.07-2024.06，
205万
主持鄂尔多斯鄂托克旗农牧局“阿尔巴斯绒山羊种质资源鉴定保护及绒山羊天然放

牧大数据决策预警管控系统平台（二期）”项目，编号：00210041，2021.09-2023.08，
165万
主持鄂尔多斯鄂托克旗农牧局“阿尔巴斯绒山羊智慧示范牧场及数据汇总中心建

设”项目，编号：00210023，2021.10-2023.09，95万

5 郑志强 39 副教授

Zhiqiang Zheng, Yuhe Wang, Zhi Weng. Thyroid Nodule Feature Detection Model
Based on Global Channel Feature Extraction, Basic & Clinical Pharmacology &
Toxicology, 2021, 128(S3): 68-69.
Zhiqiang Zheng，Yongxin Liu，Haiwen Yuan，Qiusheng Wang. Distributed Fault
Detection and Isolation Scheme for Abrupt and Incipient Faults in AClass of Nonlinear
Syste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rol Automation and Systems. 2012,10(3):623-631.
Zhiqiang Zheng，Haiwen Yuan，Qiusheng Wang，Haibin Yuan. A fault detection scheme
for a class of distributed discrete-time nonlinear systems with abrupt and incipient
faults.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34 (4): 499-506, 2011

（二）主要师资队伍情况

专业技术职务 合计 35岁及以 36至 45 46至 55岁 56至 60岁 61岁及以上 博士学位人 具有境外经历人数 博导人 硕导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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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岁 数 数

正高级 10 0 4 4 2 0 6 6 1 10
副高级 14 0 10 3 1 0 10 2 0 13
其他 3 1 1 1 0 0 3 1 0 0
总计 27 1 15 8 3 0 19 9 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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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北大学 东南大学

人数及比例 5（18.5%） 2（7.41%） 2（7.41%） 2（7.41%） 1（3.70%）

生师比
在校博士生数 0 在校硕士生数 85
专任教师生师比 3.15:1 研究生导师生师比 3.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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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锴 46 正高级 硕导 博士 19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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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项、内蒙古自治

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 1项。

2 白凤山 58 正高级 硕导 硕士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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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王树彬 50 正高级 博导 博士 25 64 无线传感器网络;
物联网

是

中国电子学会

高级会员，

2018-2022 年

教育部高等学

校创新创业教

育指导委员会

委员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博士生导师，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金项目 2项。

4 李全虎 59 正高级 硕导 学士 160 无线传感器网

络;物联网
是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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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程晓东 54 副高级 硕导 硕士 28 160 物联网技术应用 是 无

6 雷雪梅 49 副高级 硕导 博士 19 208 移动互联网 是 无
主持国家基金 1项，内蒙古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 1项。

7 黄威 43 副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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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 1项。

8 魏永峰 42 副高级 硕导 博士 15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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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张永亮 36 正高级 硕导 博士 8 160 天线技术 否 无

主持国家基金 2 项，内蒙基金 2 项，内

蒙古科技技术攻关项目子课题 1 项，发

表论文 20 余篇。

10 韩丁 40 副高级 硕导 博士 14 208 农牧业物联网技

术
否 无

主持国家基金项目 1项，参与国家基金 3
项，出版专著 1部，专利授权 7项，获

软件著作权 4 项。

11 郑志强 39 副高级 硕导 博士 9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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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方向 2 信号与信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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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正高级 硕导 博士 14 160 数字信号处理、信

息检测与处理
是

中国青年科技

工作者协会信

息与电子科学

委员会理事

内蒙古自治区电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

任，IEEE ComSoc Member，IEEESPS
Member。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项，

发表 SCI论文 20余篇。

2 王志慧 48 正高级 硕导 博士 20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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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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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润景 56 正高级 硕导 硕士 26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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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智 43 正高级 硕导 硕士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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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论文 10
余篇。

5 张颖慧 39 正高级 硕导 博士 1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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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张晖 39 副高级 硕导 博士 5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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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 4 项

自然资源部海洋第一研究所横向项目。

7 戴呼和 39 副高级 硕导 博士 4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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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赵艳杰 59 副高级 硕导 学士 39 160 人工智能与图像

处理
是 无

9 范道尔

吉
41 副高级 硕导 博士 15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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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论文 3 篇。

10 王鑫 40 副高级 硕导 博士 4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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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王俊林 40 副高级 硕导 博士 4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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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齐志远 53 副高级 硕导 博士 12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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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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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点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 4项，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培育

项目 1项、面上项目 3项，内蒙古科技计划项目 2项，纵向科研经费共 353万元；获批横向项目

4项，横向经费 272.85万元。2021年在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8项，经费 285万元；内蒙古自

然科学基金等项目 12项，经费 161.50万元。发表学术论文 36篇，其中 SCI论文 12篇，包括 IEEE
TVT、IEEE ICC、WCNC等多篇高质量学术论文；出版著作 10部；授权发明专利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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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用于培养研究生的主要仪器设备、软件共 108台/套/件，仪器设备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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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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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点有比较完善的研究生奖助体系，学校制订了《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奖学金评奖实施细

则（试行）》、《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助学金管理暂行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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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细则和办法》。2021年，在校 19、20、21级信息与

通信工程研究生合计 80人，其中 32人获各类奖学金，获奖比例为 40%，合计金额 28.2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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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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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59 29 7/24.14% 22/75.86%
双一流高校 8人，占比 27.6%
一本高校 24人，占比 82.8%

学位点通过网站、微信公众号等积极宣传我院研究生招生政策，一方面重点做好引导本校

学生报考本学位点工作，另一方面大力开展学位点研究方向和特色优势介绍的宣传，从而吸引更

多优质生源，尤其是吸引本校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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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爱国情怀

和大国工匠的科学精神。学位点设一名专职研究生教学管理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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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强党支部”。研究生党支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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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举办了研究生党支部夜校学习班，广大研究生党

员思想政治素质不断提高，理想信念显著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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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学分 程晓东副教授

信息论与编码 学位课 4学分 李全虎教授

现代信号处理 学位课 4学分 王志慧教授

数字通信 学位课 3学分 魏永峰副教授

矩阵理论与方法 学位课 3学分 郑志强副教授

2.课程教学质量和持续改进机制

（1）加强课程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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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创新实践体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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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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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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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点教师也积极编著相关教材用于辅助研

究生学习，2021年度，共编著 17部教材或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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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的硕导遴选办法细则执

行。

2.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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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资助，2021年获批 4项，资助经费 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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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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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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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等知名比赛，研究生不仅资助学生差旅等支出，还为学生参赛

提供相关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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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度，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72人次，受疫情影响，现场参会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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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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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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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院制定的有关学位论文撰写规范和评阅、送审制度。学位点

学位论文全部要求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和区外高校双盲评审。2021年度，学位点送审学位论文 24
篇全部通过双盲评审，评阅分数平均 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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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导师作为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教育，严格培养环节、

学位论文研究、论文撰写与文章发表、学术水平与学术规范性等质量标准。对招生录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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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予等培养过程都有记录

和档案留存，对其中任一环节的违纪违规现象实行一票否决。对研究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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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适宜继续攻读的按照相关规定应予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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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点始终坚持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把人才培养的质量视为办学的生命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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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制度文件。通过年度导师

工作会议、讲座、新聘导师座谈会、分享全国师德师风先进事迹，并及时通报全国违反师德师风

和学术不端案例等形式强化导师遵守科学道德及学术规范的教育。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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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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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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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满意度调查，2021 年调查结果表明

75%以上学生对学习、管理等是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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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毕业生就业去向分析

2021届 24名毕业生中，本地就业人数为 26.09%，区外就业为 73.91%；企业就业为 78.26%、

公务员就业为 6.67%，其他就业 15.07%;升学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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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100.00% 85.12% 94.53% 86.95% 9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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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3% 68.29% 4.88% 0.00% 95.12%

五、服务贡献

（一）科技进步

【科研成果转化、促进科技进步情况】

学科加强传统基础优势领域研究，在 5G系统关键技术、多传感器数据融合探测技术等理论

毕业时间 毕业生总人数 就业人数 就业率% 升学人数 升学率%

2021届 24 18 75 6 25



方面研究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研究成果。

2021年，学位点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 4项，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培育

项目 1项、面上项目 3项，内蒙古科技计划项目 2项，纵向科研经费共 353万元；获批横向项目

4项，横向经费 272.8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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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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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年，承担了内蒙古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内蒙古绒山羊种质

资源保护、创新及智慧养殖技术集成示范”、鄂尔多斯科技重大专项“智慧牧场研发推广”、鄂托克

旗农牧局“阿尔巴斯绒山羊种质资源鉴定保护及绒山羊天然放牧大数据决策预警管控系统平台”

等项目，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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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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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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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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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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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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自治区软件产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和高端人才供给的重任。围绕国家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及自治区科技兴蒙行动纲领，凝练了软件工程理论与技

术、领域大数据分析技术、软件服务工程等三个研究方向。

软件工程理论与技术是本学位点多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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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服务于自治区云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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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域大数据分析技术是本学位点近年重点推进的特色方向，面向自治

区特色产业及经济社会发展关键领域中大数据分析技术攻关及示范应用，

成为自治区大数据产业关键技术创新的重要源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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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服务工程是本学位点近年重点建设的新兴方向，主要开展新型服

务系统的结构形态及运行机理等创新性前沿基础研究，旨在保障新型服务



系统高效可靠运行并提升服务质量，已成为自治区软件产业前沿技术创新

高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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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位点有专任教师 21人，其中教授 5人、副教授 11人，高级职称

教师比例达到 76.19%。2021 年新晋教授 1 人、副教授 3 人、博士生导师

1 人，硕士生导师教师比例达到 100%。2021 年获批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

目 11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项，新增横向课题 4项，获批科

研经费到账共计 377 万元。1位教师荣获 2020 年度“CCF 科学技术奖”

科技进步杰出奖。学位点招生规模约 30人/年，2021 年第一志愿录取比

例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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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位点培养的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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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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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软件工程学科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

识，熟悉所研究方向的科学技术现状和动态，能够运用先进的工程化方法、

技术和工具分析、设计、开发与维护软件系统，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有

良好的英文论文写作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学位点面向国家和地

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培养毕业生在各类型企事业单位中，从事软

件工程领域科学研究、系统研发、教育教学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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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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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宪法和法律，品行端正，身心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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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较强的科研创新能力和实践工作能力，通过英语四

级者，可申请获得硕士学位。

硕士研究生应修满 32学分课程，其中公共学位课 7 学分，专业学位

课 12学分，专业选修课 12学分，公共选修课 1学分。要求阅读相关文献，

参加学术交流活动，进行组内学术报告。完成学科相关的科研及实践训练，

工作量饱满，取得创新性成果或完成创新性工作。学位论文应表明作者具

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具有新的见解，且文字通顺、内容饱满、逻

辑性强，字数不少于 2.5 万字。

申请学位时，学校及学院申请人的学位论文进行机器查重和同行专家

评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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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授予学位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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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评定委员会可作出不授予其学位的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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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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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方向之一：软件工程理论与技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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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内容有：（1）面向新型分布式软件系统的形式

建模及形式验证技术；（2）大规模并行软件测试技术；（3）基于软件测试

与容错的系统可信性确认及可靠性保障技术；（4）基于代码分析的遗留系

统云迁移及可重用组件的发现与重构技术。

研究方向之二：领域大数据分析技术。本方向主要开展面向内蒙古特

色产业及经济社会发展关键领域的大数据分析技术攻关及示范应用。主要

研究内容有：（1）面向生态环保、智慧医疗、工业互联网、纪检监察、智

能交通等不同应用领域的大数据分析技术研究及相应系统研发；（2）知识

图谱等大数据应用中共性分析处理技术研究及支撑系统研发；（3）基于微

服务等新型计算架构的规模化大数据分析软件系统优化。

研究方向之三：软件服务工程。本方向主要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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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资源智慧管理与绿色节能

技术；（2）基于边缘云计算的最优化服务构建与智能服务推荐技术；（3）

面向人工智能及大数据应用的云服务可靠性保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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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位点有专任教师 21人，其中：教授 5人，副教授 11人，硕士生

导师 21人；45 岁以下教师占 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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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在海外获得

博士学位的教师占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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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波副教授、刘维东副教授、安春燕讲师、马明讲

师。领域大数据分析技术培养方向专任教师 7 人，学科带头人王娟教授，

学术骨干巩政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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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骨干张志斌副教授、王燕副教授、许岗副教授、陈立荣讲师、于磊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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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在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2项，在研省部级科研项目 14

项，在研横向课题 8项，主要在研项目如表 3.3.1所示。2021年，发表学

术论文 15篇，主要发表论文如表 3.3.2所示。2021年，获批国家发明专

利 8项，相关信息如表 3.3.3所示。2021年，获得学生竞赛奖励 7项，相

关信息如表 3.3.4所示。

表 3.3.1 学位点主要在研项目列表（含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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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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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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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Web数据驱动下的专利知识自

动撮合模型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

25 刘维东
2019-01-01
202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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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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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基于机器智能的微腐败案例分 内蒙古纪检监察大数 8 王燕 2021-01-01



析及廉政风险预测技术研究 据实验室 2021-12-3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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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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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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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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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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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基于云平台技术的车辆轨迹大

数据聚类分析与异常检测方法

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
6 王燕

2019-01-01
2021-12-31

24
基于不确定社区的机会网络路

由算法关键技术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
6 许岗

2019-01-01
2021-12-31

25
面向生态大数据应用的智能服

务创建与组合技术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重大基

础研究开放课题
5 王燕

2021-05-30
2022-05-30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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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基于深度学习的内蒙古自治区

生态大数据分析与研究

生态大数据教育部工

程研究中心
9 王娟

2021-06-01
2021-12-31

28
基于机器智能的微腐败案例分

析及廉政风险预测技术研究

内蒙古纪检监察大数

据实验室
8 王燕

2021-01-00
2021-12-30

29
基于机器智能的微腐败案例分

析及廉政风险预测技术研究

内蒙古纪检监察大数

据实验室
8 王燕

2021-01-01
2021-12-31

30
基于多无人机的生态影像大数

据采集方法研究

生态大数据教育部工

程研究中心（培育）
5 贾冰

2021-06-10
2021-12-31

31
基于区块链的反腐败工作协同

机制研究

内蒙古纪检监察大数

据实验室
5 崔波

2021-01-01
2021-12-29

32
基于区块链的反腐败工作协同

机制研究

内蒙古纪检监察大数

据实验室
5 崔波

2021-01-01
2021-12-31

33
生态大数据综合治理及可视化

关键技术研究

内蒙古纪检监察大数

据实验室
5 杜治娟

2021-01-02
2021-12-32

34
基于多源异构数据融合的纪检

监察深度分析方法研究

生态大数据教育部工

程研究中心（培育）
5 杜治娟

2021-01-01
2021-12-31

表 3.3.2 学位点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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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ent transformation
opportunity to realiz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IPM）

刘维东
SCI-1
区

2021-07-10



patent value:Discussion
about the conditions to
be used or exchanged

CCF-B

2

Sequence Embedding
for Zero or Low

Resource Knowledge
Graph Comple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atabase Systems for
Advanced Applications
（DASFAA＇21）

杜治娟 CCF-B 2021-04-11

3

An Optimal Composite
Service Selection Model
based on Edge-Cloud

Collaboration

2021 IEEE 45th Annual
Computers, Software, and
Applications Conference
（COMPSAC＇21）

王燕 CCF-C 2021-12-17

4
Graph Convolutional
Network Based Patent
Issue Discovery Model

2021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Neural

Networks（IJCNN＇21）
刘维东 CCF-C 2021-07-18

5

Zero or few shot
knowledge graph
completions by text
enhancement with

multi-grained attention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Tools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ICTAI＇21)

杜治娟 CCF-C 2021-11-01

6

ADFA-LSTM：An
Abnormal Trajectory
Prediction Method

Based on Bionic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s and Architectures
for Parallel Processing - 2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ICA3PP＇21)

王燕 CCF-C 2021-12-02

7

AKnowledge Mining
Algorithm for

E-Courseware Based on
Query Likelihood

Model

Proceedings of the 2021IEEE
2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
in Design（CSCWD＇21）

王燕 CCF-C 2021-05-05

8
Blockchain based

Secure Data Sharing
Model

Proceedings of the 2021IEEE
2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
in Design（CSCWD＇21）

王适

（学）
CCF-C 2021-05-05

9

ANew Method for
Recognizing Protein
Complexes Based on
Protein Interaction
Networks and GO

Terms

Frontiers in Genetics
（FRONT GENET）

王娟
SCI-3
区

2021-12-13

10 AScheme for Intelligent Computing 张珺 SCI-4 2021-01-03



Blockchain-bas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区

11

AReal-world Service
Mashup Platform Based
on Data Integration,
Information Synthesis,
and Knowledge Fusion

Connection Science(CS) 于磊

CCF-C

SCI-4
区

2021-07-03

12

Trusted Service Provider
Discovery Based on
Data,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and

Knowledge
Engineering(SEKE)

于磊
SCI-4
区

2021-07-13

13

ARouting Algorithm for
the Sparse Opportunistic
Networks Based on
Node Intimacy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and Mobile Computing

（WCMC＇21）
许岗

CCF-C

SCI-4
区

2021-03-03

14

ATheoretical Analysis
on Site Survey in WiFi
Fingerprint-based
Localization

2021 33rd Chinese Control
and Decision Conference

（CCDC＇21）

李晓蒙

（学）
EI 2021-12-06

15
Container Scheduling in
Blockchain-based Cloud

Service Platform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arallel and
Distributed Processing with
Applications(ISPA＇21)

于磊 CCF-C 2021-12-17

表 3.3.3 学位点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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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视觉的作物长势表型

参数量化与产量相关性分

析方法

张志斌；侯帅民（学） 发明 2021-07-30

2
一种支持大数据文件访问

服务的高可用性对象存储

方法

王燕；白培翔（学）；周建涛；刘靖；

许岗；杨影西（学）
发明 2021-06-08

3 一种时空轨迹压缩方法

许岗；张泰银（学）；郭晓东（学）；

魏凤歧；王植飞（学）；邹远龙（学）；

张敏（学）；石毓杰（学）；王燕（学）；

郭莹（学）

发明 2021-04-20

4
基于大数据高校档案资料

管理装置
李华；朱玉明；曹琳；卢清富；孟宁

实用新

型
2021-06-22

5 高校档案管理文件快速核 李华；朱玉明；卢清富；曹琳；孟宁 实用新 2021-06-22



对装置 型

6
一种基于Netty 通信的移动

自组织网络资源共享系统
崔波；杨远（学）；白翔宇；于美菊 发明 2021-06-11

7
多源数据驱动的网络服务

器硬盘加固装置

李华；刘振宇（学）；王显荣；楼轩宇

（学）；王加峰（学）；查娜（学）；李

娜（学）

实用新

型
2021-04-06

8
基于大数据分析用的服务

器防护装置

李华；刘振宇（学）；王显荣；许彤（学）；

张文钊（学）；张忱（学）；兰天翔（学）

实用新

型
2021-03-09

表 3.3.4 学位点 2021年获得学生竞赛奖项列表

序

号
比赛名称

赛事级

别

获奖等

级

获奖人姓

名
获奖时间 主办单位

1
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

赛
国家级 优秀奖 李政新 2021-01-01 中国大学生在线

2
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

技术专业人才大赛
国家级 优秀奖 刘卫丽 2021-07-12

蓝桥杯大赛组织委

员会

3 中国研究生数学建模 国家级 优秀奖 郑茂博 2021-10-06
中国研究生数学建

模竞赛组委会

4
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

技术专业人才大赛
区域级 三等奖 赵可 2021-10-07

教育部就业指导中

心、工业和信息化

部人才交流中心

5
第十一届东北地区大学

生程序设计大赛
区域级 优秀奖 许文婷 2021-05-01 哈尔滨师范大学

6
CCPC内蒙古自治区程

序设计竞赛
省级 三等奖 赵可 2021-10-07

中国大学生程序竞

赛组委会

7

黑龙江工程学院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8
年程序设计竞赛

校级 一等奖 许文婷 2021-04-24 黑龙江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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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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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万元购置浪潮（中

国）NF5280M5 等设备，为从事数据科学方向研究的师生提供大数据分析

服务，支撑教学科研与成果应用；③ 高性能计算平台，投入 93万元购置

NF8480M5 浪潮（中国）等设备，为从事海量数据处理方向研究的师生提

供高性能计算服务，支撑教学科研与成果应用；④ 容器云平台，投入 260

万元购置华为 Taishan200 等设备，为从事 Kubernetes 容器性能优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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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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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本学位点在读研究生 73人。其中：19人获得学业奖学金，

共计 152000 元；72 人获得国家助学金，共计 406400 元；12 人获得研究

生特殊困难补助，共计 10500 元。全年奖助学金覆盖率为 98.63%，总计

奖助金额 568900 元，生均 779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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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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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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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达到 100%，说明近年来学位点建设情况总体

向好，能够吸引更多考生关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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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83 30 30 0 100 % 4 26 13.3 %

2020 年 47 23 5 18 21.7 % 3 22 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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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研究》《自然辩证法概论》《研究生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等思

想政治理论课程。本年度，学位点继续加速推进研究生课程思政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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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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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届研究生配备支部书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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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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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讲座等活动和学生班级群等进行严格审查和管控，并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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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党建带团建，组织学生参加教工

党日活动，以教育基地现场学习及植树造林义务劳动等活动，增强基层组

织活力及凝聚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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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驱动的多维度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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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课 王娟/杜治娟 教授/讲师 3

2 算法分析与设计 必修课 王俊义 教授 3

3 高级软件工程 必修课 孟和吉雅 副教授 3

4 数据库理论与技术 必修课 刘实 教授 3

5 计算机网络新技术 选修课 崔波/李乌云格日乐 副教授/副教授 3

6 人工智能 选修课 巩政 教授 3

7 数据挖掘 选修课 班志杰/张晖 副教授/副教授 3

8 分布式计算 选修课 张志斌 副教授 3

9 高级软件测试 选修课 王显荣 副教授 2

10 形式化方法 选修课 李华 教授 2

11 Web 原理与技术 选修课 刘维东 副教授 2

12 云计算技术 选修课 王燕 副教授 2



① 课程安排及教学管理。学位点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等信息如表

4.3.1 所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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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建设及持续改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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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教材选用及教材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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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成自编教材。《应用数学基础》等课程主讲教师已经开始教材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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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研究生院每年专门组织岗前培

训；同时，学位点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要对新晋导师的职责与工作进行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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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专题会议或研讨座谈会，不断强化最新培养要求及理念，提升培养质量。



明确规定导师第一责任人及立德树人职责，导师负责对研究生日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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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导师负责研

究生科研实践中的指导与管理。

学位点对导师有着严格的考核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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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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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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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学院承办了“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CCL2021）”“2021 CCF

系统软件技术论坛”“ACM 中国走进高校专家论坛—2021 高性能计算与人

工智能技术研讨会（内蒙古站）”等三次学术会议或论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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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tical Scaling of
Resource for
OpenMPApplication

The 1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ervice-Oriented
Computing（ICSOC＇
21）

CCF-B
学术会

议

分会报

告

2021-11-22~2021-11-25 线上

张

敏

佳

2

Applying
Microservice
Refactoring to
Object-Oriented
Legacy System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ependable Systems
and Their
Applications（DSA＇
21）

CCF-C
学术会

议

分会报

告

2021-08-05~2021-08-06
银

川，

中国

赵

可

3

Multiple Workflows
Offloading Based on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in Mobile
Edge Computing

2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lgorithms and
Architectures for
Parallel Processing
(ICA3PP＇21)

CCF-C
学术会

议

分会报

告

2021-12-03~2021-12-05 线上

王

艳

平

4

ADFA-LSTM ： An
Abnormal Trajectory
Prediction Method
Based on Bionic
Neural Network

2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lgorithms and
Architectures for
Parallel Processing
(ICA3PP＇21)

CCF-C
学术会

议

分会报

告

2021-12-02~2021-12-05 线上

周

俊

强

5

Quality of Service
Aware Cost
Optimization for
Online Gaming
Services in IaaS
Clouds

Proceedings of the
2021IEEE 2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 in
Design（CSCWD＇21）

CCF-C
学术会

议

分会报

告

2021-05-05~2021-05-07
大

连，

中国

郭

文

惠

6
A Knowledge Mining
Algorithm for
E-Courseware Based

Proceedings of the
2021IEEE 24th
International

CCF-C
学术会

议

2021-05-05~2021-05-07
大

连，

中国

韩

晨



on Query Likelihood
Mode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 in
Design（CSCWD＇21）

分会报

告

7
Blockchain based
Secure Data Sharing
Model

Proceedings of the
2021IEEE 2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 in
Design（CSCWD＇21）

CCF-C
学术会

议

分会报

告

2021-05-05~2021-05-07
大

连，

中国

王

适

8

Energy-Efficient
Scheduling of
MapReduce Tasks
Based on Load
Balancing and
Deadline Constraint
in Heterogeneous
Hadoop YARN
Cluster

Proceedings of the
2021IEEE 2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 in
Design（CSCWD＇21）

CCF-C
学术会

议

分会报

告

2021-05-05~2021-05-07
大

连，

中国

黄

冲

9

Attention Based
Double Layer LSTM
for Chinese Image
Captioning

2021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Neural Networks
（IJCNN＇21）

CCF-C
学术会

议

分会报

告

2021-08-18~2021-08-22
深

圳，

中国

孙

德

帅

10

A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Based
Approach to the
Scheduling of
Multiple Workflows
on Non-dedicated
Edge Servers

2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arallel and
Distributed
Computing,
Applications and
Technologies
(PDCAT＇21)

EI学
术会议

2021-12-17~2021-12-21
广

州，

中国

冯

科

11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n Site
Survey in WiFi
Fingerprint-based
Localiz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33rd Chinese Control
and Decision
Conference(CCDC ＇

21)

EI学
术会议

2021-12-06~2021-12-22
昆

明，

中国

李

晓

蒙

12
SKACK LSTM FOR
CHINESE IMAGE
CAPTIONING

Proceedings of the
33rd Chinese Control
and Decision

EI学
术会议

2021-07-12~2021-07-16
昆

明，

中国

孙

德

帅



Conference(CCDC ＇

21)

13

Improving the Effect
of Frequent Itemset
Mining with
Hadamard Response
under Local
Differential Privacy

2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ust,
Security and Privacy
in Computing and
Communications
（TrustCom＇21）

CCF-C
学术会

议

分会报

告

2021-10-20~2021-10-22
沈

阳，

中国

刘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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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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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届毕业生 8 人，实际毕业 8 人。机器查重全部通过；平台盲

审全部通过，4人两份评阅成绩均为 80+，3人一份 80+一份 70+，1人两

份 70+；答辩全部通过。无抽检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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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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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制最长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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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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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级研究生 (2)2020 级

(3)2019 级研究生 (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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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全部在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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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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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教授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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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相关反

馈信息。

学院对本学位点 2021 年全部在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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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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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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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级研究生 (2)2020 级研究生

(3)2019 级研究生 (4)2018 级研究生

图 4.10.3 在校研究生培养条件保障调查结果

(1)2021 级研究生 (2)2020 级研究生



(3)2019 级研究生 (4)2018 级研究生

图 4.10.4 在校研究生关于课程体系调查结果

(1)2021 级研究生 (2)2020 级研究生

(3)2019 级研究生 (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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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随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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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11.1 2021 届毕业生就业流向分析

单位性质 人数（人） 占比（%）

科研设计单位 1 16.67%
事业单位 1 16.67%
国有企业 1 16.67%

其他 2 33.33%
升学（读博） 1 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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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届本学位点毕业生总人数为 8 人，就业人数为 6 人，就业率为

75%。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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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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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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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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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文化等领域，获评“CCF 科学技术奖”科

技进步杰出奖。同时，在区内率先开展云计算、区块链、软件服务质量保

障等关键技术研究，与内蒙古日报社、智慧青城、内蒙古纪检委、内蒙古

医院、内蒙古生态环境厅、华为、呼和浩特市大数据局等多家企事业单位

进行产学研合作项目研发，联合培养人工智能、大数据、新型网络软件、

软件服务方向的高层次人才，强力支撑自治区高新产业提质增效。本年度

成果转化、咨询服务等到校经费 2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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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承办 CCL2021等知名学术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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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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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了自治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国家枢纽节点建设情况

专题调研座谈会和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研讨会，完成并提交“围绕‘三

新’继续加快推进自治区大数据发展”的建议稿，调研完成《关于基层治

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建议》《自治区高校数字化人才培养建议》等参事建



议。李华教授作为全国信标委大数据标准工作组成员，参与制定了《GB/T

38643-2020》《GB/T 38675-2020》《GB/T 38672-2020》等 3项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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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内蒙古日报社、智慧青城、内蒙古纪检委、

内蒙古医院、内蒙古生态环境厅、华为、呼和浩特市大数据局等多家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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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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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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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名，专任教师

中有博士研究生导师 2名，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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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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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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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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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人，具有高级职称者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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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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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名，其中，教授（含研究员）1 人（11%），副

教授 6人（67%）；博士 8人（89%）；45岁以下 6人（67%），46-59岁 2

人（22%），60岁以上延聘人员 1人（11%）。

专任教师中有博士研究生导师 2人，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 8人，专任

教师中有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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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本学位点主持承担的在研科研项目 10项，包括国家级项

目 4项、省部 4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10篇，其中 SCI收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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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本学位点有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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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本学位点共录取研究生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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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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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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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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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不端的严格处理。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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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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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的硕士研究生被教育和

科研单位录用，到企业工作的占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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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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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农牧厅草原技术推广中

心、内蒙古自治区林业与草原工作总站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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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人次，累积培训人数 160人次。主要培训情况如下：

1、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培训题目：草原刈割强度调控与草场再生能

力提升试点技术，时间：2020年，培训人数 50余人，兰州市。

2、内蒙古农牧厅草原技术推广中心，培训题目：羊草种质资源筛选

与区域性种植适应性研究，时间：2020年，培训人数 40余人，巴彦淖尔

市。

3、内蒙古自治区林业与草原工作总站，培训题目：干旱半干旱区退

化草地修复的初期技术路径，时间：2020年，培训人数 70余人，赤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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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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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在校生 60人，其中 2021 年招生 23 人，授予

学位 18 人。现有专任教师 31 人，研究生指导教师 23人。生师比为 2.6∶

1。

2.获批时间。内蒙古大学是内蒙古自治区最早开设工商管理专业的

高校。1985 年设置了自治区第一个企业管理本科专业，2000 年获得自治

区第一个企业管理硕士授权点和自治区第一个工商管理硕士(MB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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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特色。（1）聚焦于资源富集地区企业成长管理研究。本学位

点围绕资源型企业的管理理论、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和创新网络等主

题，率先在国内开展了资源型企业成长管理研究，较早的开展了能源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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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研

究，形成了一批具有显著影响力的研究成果。（2）瞄准创新创业需求，通

过整合企业和学术资源，开展企业创新创业生态发展的教学、研究和应用，

围绕本地资源型企业、乳业等形成了一批即具有应用价值又具有推广价值

的学术成果，创新创业赋能当地经济发展。（3）聚焦新旧动能转换关键期，

本学位点着眼大数据技术助推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动能、大数据融合产业创

新变革的新趋势和市场对“大数据技术+管理”的复合型人才的新要求，

围绕能源与环境大数据、交通大数据和交易大数据等开展研究及社会服

务，形成了具有前沿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并发表了多篇 TOP 期刊。



4．研究领域。参照国家《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简介》（2013 年）

文件要求，本学位点设有企业管理、财务与会计和技术经济及管理三个

研究方向。企业管理致力于资源型企业成长的一般规律、组织网络设计、

人力资源管理与绩效评价等内容的研究；财务与会计致力于自然资源核算

与评估，环境管理会计理论与应用等的研究；技术经济及管理致力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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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的研究。

5.国内外影响力。长期坚持扎根地域、面向前沿，对北部边疆地区

管理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紧扣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和高层次国际化

人才的目标定位，聚焦于资源富集地区企业成长管理研究，瞄准创新创业

需求，通过整合企业和学术资源，开展企业创新创业生态发展的教学、研

究和应用，围绕本地资源型企业、能源与环境大数据、交通大数据、交易

大数据、乳业等形成了一批即具有应用价值又具有推广价值的学术成果。

经过多年创新创业赋能的发展，已为国家和自治区输送了大批具备资源型

企业成长、生态环境价值核算和评估、碳捕集与碳收获（CCUS）等复合型

管理人才，本学位点毕业生已成为内蒙古乃至全国管理界和学术界的骨

干。

本学位点是国内较早开展资源型企业成长管理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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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地方层面能源密集

型省份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样板。本学位教师在 2021 年获批国

家级课题、省部级课题和企事业委托项目 11项，发表了 21篇前瞻性的学

术论文和 2 部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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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和深入掌握本学位点的基础管理理论和专业理论体系，并掌握理

论研究和应用的基础理论，把握主要问题和国内外研究现状，熟练应用相

关研究研究的大数据分析、系统建模及优化方法或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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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相关的学术研究，形成

独到的学术见解，并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和较强的理论创新能

力，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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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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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和创新网络等主题，致力于

资源型企业“碳达峰碳中和”技术发展路径、资源型企业环境与资源价值

评估等研究。现已形成资源富集地区成长管理研究与本土企业管理案例研

究的方向优势与特色，旨在培养服务于本土资源产业发展意识和能力的高

素质应用型管理人才。

培养方向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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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结合内蒙古地区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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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益的探索，为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提供高层次的会计管理人才。

培养方向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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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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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等的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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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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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方向学术带头人高霞教

授，学术骨干分别为王宇副教授和马富萍副教授；财务与会计方向学术带

头人米莉副教授，学术骨干分别为宋云玲副教授和牛草林副教授；技术经

济及管理学术带头人许振亮教授，学术骨干分别为周瑜副教授和黄小葵副

教授。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均为高级职称，团队均有在研国家级或省部

级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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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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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专任教师有 20人，占比 64.51%，讲师 11 人，

占比 35.49%；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的比例达到 83.87%；45 岁以下专

任教师 16人，占比 51.61%；专任教师的年龄、学位、职称与学缘结构合

理，具有硕士研究生指导资格的教师 23人，2021 年的在读硕士生数与硕

导数的比例为 2.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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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本学位点专任教师共主持科研

课题 16 项，经费总额达到 231 万元。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项，

省部级项目 7 项，科研经费合计 183 万元。横向委托项目 5项，经费总额

48万元。



2.学术论文及著作出版情况。2021 年，本学位点专任教师共发表学

术论文 21 篇。其中 SSCI/SCI 论文 1 篇，CSSCI 论文 11 篇、CSCD 论文 6

篇；出版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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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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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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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基

地-时间利用调查与研究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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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等 7 个省部级科研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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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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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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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点支撑研究生学习、科研平台的建设对研究生的科研

水平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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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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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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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获奖情况如

下，4人获得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3人获得内蒙古大学研究生

自治区奖学金、所有全日制研究生获得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国家助学金、22

人获得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1 人丸山奖学金。其中，研究生国

家助学金 100%覆盖，其他奖助学金覆盖面达 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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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内蒙古

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计划招收 22 人（含推免生），报考人数 134 人，

推免录取 2 人，普通考试录取 20人。

2.生源结构情况。（1）生源结构合理。2021 年录取工商管理硕士研

究生 22 人中，毕业于区内高校 17 人，占总录取人数 77.28%。（2）生源

质量较好。已录取研究生中，18 人第一志愿报考内蒙古大学，占总录取

人数的 81.82%；8 人本科毕业院校为“双一流”，占总录取人数的 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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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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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课程，课程采用“马工程教材”，引

导和帮助硕士研究生深刻理解党的基本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进一步坚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2.课程思政建设。（1）提升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意识和能力。2021

年，本学位点组织和资助教师参加课程思政培训和研讨会 2 次。（2）鼓



励教师将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学建设中。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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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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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点现任专职

研究生辅导员 1名，兼职研究生辅导员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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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工商管理研究生支部共有正式党员 11名，预备党

员 15名，举办党日活动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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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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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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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建设情况。为加强学科教材建设，一方面，经济管理学院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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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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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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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学位点的两位老师各出版一本研究型案例教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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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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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工商管理学科新增导师1名。（2）培训情况。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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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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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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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研究生导师

参加校外培训及国内国际学术交流会议30余次。（3）考核情况。工商管理

研究生导师能精心尽力投入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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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除部分留学生因疫

情未返校，其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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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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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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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篇，案例收录1篇。其中，CSSCI期刊6篇，北大核心期刊1

篇，中文核心期刊1篇，收录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案例1篇。（2）参与主



持项目情况。2021年在读研究生均参与导师科研项目，其中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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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研究生参

加国内学术会议4人次（含线上）。（4）调研参与情况。2021年，研究生参

与调研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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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问题图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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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研究生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的基本情况。2021年研究生参加国内

学术交流会议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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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总计参与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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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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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zmejjyjy.i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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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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工商管理研究生申请毕业答辩18人，

均通过评审。2021年，内蒙古自治区抽检本学位点研究生论文4篇，全部

合格。

3.论文质量分析。（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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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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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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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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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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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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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9月，由侯建韵老师为

所有研究生讲授《研究生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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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研究生指导教师和10名研究生代表参加学校举办的“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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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学术不端行为处理情况。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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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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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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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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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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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人，截至2021年 8月，16人已就业，

毕业生一次就业率为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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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企业等。毕业生签约党政机关3人，国有企业6人，民营

企业2人，升学攻读博士学位4人，自主创业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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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用人单位对本专业毕业生满意度调查

题目/选项 很满意 比较满意 不太满意 非常不满意

综合素质 18（90.00%） 2（10.00%） 0（0.00%） 0（0.00%）

职业道德 20（100.00%） 0（0.00%） 0（0.00%） 0（0.00%）

专业素质 18（90.00%） 2（10.00%） 0（0.00%） 0（0.00%）

团队合作 14（70.00%） 6（30.00%） 0（0.00%） 0（0.00%）

工作态度 19（95.00%） 1（5.00%） 0（0.00%） 0（0.00%）

工作能力 18（90.00%） 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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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学科特色及优势，服务于企业需求。围绕交通运输量专项调查和

人力资源规划等主题，承担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管理局、北京市中洲律

师事务所等的各类规划课题5项，累积到帐经费28.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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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共为内蒙古各级

政府和各部委提供咨询报告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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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共面

向企事业单位培训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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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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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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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21 年底，内蒙古大学现有 MBA 在校生 644 人，

其中新招生 160 人，授予学位 138 人；现有专任教师 39 人，行业指导教

师 29人，生师比为 16.5∶1。

2.获批时间。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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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内蒙古自治区较早

开展工商管理教育的高等院校。

2.优势特色。（1）聚焦于资源富集地区企业成长管理研究。基于地

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视角，立足当地优势和特色企业（如能源型企业、

乳业加工），通过梳理归纳总结此类企业成长轨迹和经验，形成了丰富的

教学和科研成果，为培养提升兼具本土特色和国际化视野的企业管理人才

奠定了基础。（2）注重专业特色和时代特色的有机结合。注重管理理论

研究、本土企业实践精髓以及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的有机结合。开设了“内

蒙古经济与企业发展”、“产业与竞争分析”、“能源管理”、“资源型产业管

理”等特色课程和区块链技术、大数据决策等的讲座，强化了专业学位学

生的社会责任感，浓厚了学生的本土化情结，开拓了学生的前沿视野。（3）

优异的案例开发和教学能力。从 2008 年到目前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已经自行开发案例 100 个以上，其中入库“毅伟商学院案例库”案例 1

篇，MBA“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含西部专项）”16 篇，进入“中国管



理案例共享中心案例库”的案例有 30 余篇。这些案例都应用到了本学位

点的教学过程当中，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效果。

3．研究领域。本学位点设有公司战略与治理、运营管理、人力资源

管理、营销管理、公司理财和金融投资管理六个方向。

4.国内外影响力。2021 年我校承办了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办的“面向新时代的商学院治理与建设”专题研讨会。

在央广网主办、中国 MBA 教育网承办的“2021 央广网 MBA 教育峰会暨中

国 MBA 教育 30 周年纪念大会”上，我校 MBA 获得“2021 年度社会影响力

MBA 院校”奖。MBAChina 与《经理人》杂志联合主办的“2021 中国商学

院发展论坛暨教育盛典”中入选 2021 年度中国商学院最佳 MBA 项目

TO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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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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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创新意识、业务素

质良好的应用型高层次综合管理人才。具体要求如下：拥护党的领导和社

会主义制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热爱祖国，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

精神，具有科学严谨、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掌握

比较宽广的现代管理知识和必要的基础理论，了解中国经济建设与社会发

展的新形势和国内外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的新发展；具有较强的实际管理



技能，包括应变、判断、决策、指挥与协调能力；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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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MBA）学位授予质量标准》和《内蒙古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专

业学位培养方案》，2021 年严格执行：（1）3-5 年的学制标准；（2）至少

修满 47学分。其中，公共必修课 8 学分，专业必修课 29学分，专业选修

课 6 学分，专业实践 4 学分；（3）学位论文写作时间不少于 8 个月；论文

具体形式可以是专题研究、高质量的调查研究报告或企业诊断报告，也可

以是编写高质量的案例等。MBA 的论文形式可灵活多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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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应用；论文要综合反映

学生运用经济、管理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及调查研究的能力。

1）MBA 学位论文研究必须直接面向某一具体企业在经营管理实践中

的实际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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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与建设的实际相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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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学位论文选题及研究中，MBA 学员应加强与指导教师的联系，

切实制定研究方向和论文写作计划。MBA 学员需在第四学期提交《论文开

题报告》，经过导师组开题通过后，方可进入论文撰写阶段。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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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公司战略与治理方向。本方向主要通过讲授领导力开发、公司治

理、资源型产业管理、能源管理等课程，重在培养学员的战略思维能力、

战略环境能力、公司治理和战略管理能力等，立足于当地优势和特色企业

（如能源型企业、乳业加工），以为企业高层管理者明晰战略思维逻辑、

为有潜质的中层管理者提供升迁帮助。

2.运营管理方向。本方向通过重点讲授物流与供应链管理、技术创

新管理、信息管理、项目管理等课程，注重管理理论研究、本土企业实践

精髓以及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的有机结合，使学员了解产品或服务的选择

和设计、运营设施的定点选择、运营设施布置、服务交付系统设计和工作

设计及运营系统等。

3.人力资源管理方向。本方向通过重点讲授公司治理、人员激励和

薪酬管理等课程，结合案例教学，使学员能够比较熟练地运用人力资源管

理的技能和方法，胜任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的有关工作。学员毕业后可从

事公司人力资源总监、人力资源管理人员或其它类型组织的相关管理人

员。

4.营销管理方向。本方向通过重点讲授消费者行为学、营销传播管

理、营销渠道管理等课程，结合本土案例，立足本土企业，旨在培养学生



具备营销环境分析能力、营销方案策略决策能力、营销策略实施能力等兼

具本土特色和国际化视野的营销人才。

5.公司理财方向。本方向以管理学与经济学相关理论与方法为基础，

培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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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结合内蒙古地区特

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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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益的

探索，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培养高层次专业管理人才。

6.金融投资管理方向。本方向通过重点讲授金融政策与金融机构、

投资学、国际贸易规则等课程，聚焦碳金融、大数据金融和行为金融等领

域，立足本土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金融投资需求，聚焦于边疆地区跨境金融

行业发展，侧重培养兼通传统金融知识和现代金融科技的复合型、创新型

金融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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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战略与治理方向学术带头人王锋正教授、运营管

理方向学术带头人周瑜副教授、人力资源管理方向学术带头人杜凤莲教

授、营销管理方向学术带头人黄小葵副教授、公司理财方向学术带头人米

莉教授、金融投资管理方向学术带头人苏木亚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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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人，行业教师 29人，合计 6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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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7 0 11 9 19 22

副高级 31 1 7 22 1 9 16 26 31

中级 12 3 5 4 0 7 1 12 12

其他 3 1 0 2 0 0 0 3 3

合计 68 5 17 45 1 27 26 60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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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点共有专任教

师 39人，学位论文指导教师 31 人，行业教师 29人。专任教师中，教授

12人，占比 30.1%，副教授 19 人，占比 48.7%，讲师 8 人，占比 21.2%；

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的比例达到 64.1%，具有管理实践、企业咨询和

实务研究经验者的占比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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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占比 100%，近 2 年参加全国性的专业课程

师资培训活动的教师占比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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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本学位点专任教师共获批科研课题 27 项，经费总额达到

394.9 万元。其中：纵向科研课题 17 项，科研经费 207.5 万元，包括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项、内蒙古自然基金和社科基金项目 12项。横向

委托项目 10项，经费总额 187.4 万元。2021 年，本学位点专任教师共发

表学术论文 21篇；出版学术专著 2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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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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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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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点支撑研究生学习、

科研平台的建设对研究生的科研水平提供有力保障。

2.联合培养基地建设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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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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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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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共建有实践实习基地 1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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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内蒙古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计划招收 160 人，当年报考人数

1041 人，上线人数 170，录取 160 人，报考/录取比例 6.5:1，上线/录取

比例 1.1:1。从生源毕业高校来看，区内高校 117 人，占录取总人数的

73.1%，区外高校 43 人，占录取总人数的 26.9%。从生源毕业专业来看，

文科类 95人，理工科类 65人。内蒙古大学 24人（15.0%）、内蒙古财经

大学 19人（11.9%）、内蒙古工业大学 13人大学（8.1%）；区外毕业高校

包括：中国人民大学、中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

央民族大学等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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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人占到约 48.8%，党政机关

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32人占到约 20.0%，民营企业 50人占到约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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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硕士（MBA）专业开设《社会主义

建设理论与实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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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历史的视野和专业的理论分析，引导学生理性全面地理

解“中国之路”，增进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理解和认识，

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2.课程思政。（1）提升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意识和能力。2021 年，

本学位点组织和资助教师参加课程思政培训和研讨会 3 次。（2）鼓励教



师将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学建设中。2021 年，工商管理专业在研研究生

精品课程建设项目 3 项，实现课程思政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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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专职研究生辅

导员 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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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MBA 学员均是在职攻读学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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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学科培养目标与特点，

本学位点开设 12门核心课（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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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课教师全部为副高及以上职称或有博士

学历，教授、副教授占全部任课教师的 8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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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学员多样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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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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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参加相关课程培训、学

术会议、案例会议等共 19人次。

3.教材建设情况。一方面，依托所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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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学位点两位老

师各出版一本研究型案例教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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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工商管理硕士（MBA）专硕新增4位导师，



均满足文件要求的遴选条件。（2）培训情况。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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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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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学校鼓励全体研究生导师积极参与其它培训。（3）考核情况。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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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评议等关键环节均没有出现导师追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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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人。

3.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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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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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实

践环节进行考核，其中 87.8%达到良好及以上。（4）专业学位中心不定期

组织学生参观企业、座谈。2021 年，专业学位中心组织学生参观企业 2

次，企业座谈 1 次，学生反映良好。（5）专业学位中心鼓励学生积极参与

各类全国工商管理类的竞赛活动。2021 年，由 10 位学生组成 2支队伍参

加了第八届全国管理案例精英赛之东北区晋级赛（MBA 组），获东北赛区

最佳新锐奖。

2.制度保证与经费支持。根据《内蒙古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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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行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情况。（1）授课及讲座。2021 年，本学位

点邀请行业专家参与授课 8 次，企业负责人讲座 2 次，行业专家讲座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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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工商管理（MBA）硕士研究

生毕业论文开题按方向分 6 组，专业学位中心共邀请 12位行业导师参与

论文开题，12 位行业导师对论文选题给出了宝贵建议。（3）参与论文答

辩。2021 年工商管理（MBA）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本学位点共邀请

10位行业导师参与了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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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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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总计参与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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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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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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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运用案例分析和定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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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本学位点送审学位论文评阅专家均为副高及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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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工商管理学位论文机检全部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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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至于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2021年，工商管理专业硕士论文选题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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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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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内蒙古自

治区抽检本学位点学位论文7篇，全部通过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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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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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共组织相关主题讲座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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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保证了培养质量和培养标准，

达不到要求的不能答辩、不能毕业。2021年未发生留级及退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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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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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组织研究生指导教师和10名研究生代表参加学校举

办的“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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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学术不端行为处理情况。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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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学院党委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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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建

立院长、书记信箱，听取研究生的各种意见、请求。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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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共进行35次课程满意



度调查，满意度调查的最低得分为93分，满意度平均得分为97.91分。2021

年共进行2次在校生满意度调查，满意度调查的最低得分为95分，满意度

平均得分为98.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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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于毕业生就业的选

择。2021年，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共毕

业138人，就业率为100%。其中选择战略管理、运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营销管理、公司理财和金融投资管理方向的毕业学员分别为32、16、40、

23、18和 9人，占比分别为23.2%、11.6%、29%、16.7%、13%和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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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用人单位对本专业毕业生满意度调查

题目/选项 很满意 比较满意 不太满意 非常不满意

综合素质 25（83.33%） 5（16.67%） 0（0.00%） 0（0.00%）

职业道德 26（86.67%） 4（13.33%） 0（0.00%） 0（0.00%）

专业素质 28（93.33%） 2（6.67%） 0（0.00%） 0（0.00%）

团队合作 24（80.00%） 6（20.00%） 0（0.00%） 0（0.00%）

工作态度 30（100%） 0（0.00%） 0（0.00%） 0（0.00%）

能力提升 23（76.67%） 7（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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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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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碳达峰碳中和、交通运输量专项调查等主题，承担内蒙古自治

区交通运输管理局、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等的各类规划课题7项，

累积到帐经费112万元。

（二）经济发展【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

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政策咨询。2021 年，本学位点共为内蒙古各级政

府和各部委提供咨询报告3篇，被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采纳的咨询报告1篇。

被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采纳的咨询报告是《关于在我区开展按照碳消费比例

分担碳排放指标试评价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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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本学位点教师围绕

环境成本会计、财务管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碳中和碳达峰、区块链

技术等主题，面向企事业单位培训10余次，累积受众群体达8000人以上。

此外，围绕普惠金融活动主题，还与中国建设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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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知识宣讲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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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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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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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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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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始于 20世纪 90年代，2002年成立公共管理学院，同年与中

国人民大学合作办学，连续两年分别招收了 53名、42名MPA学生。2003年 9月，获得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授予的试办权，同年 10月，学校成立“内蒙古大学MPA教育中心”，从 2004年开始自

主招收MPA研究生，步入了规范化发展道路。

本学位点有 35名骨干教师，截止 2021年底已有 2089名学生完成学业顺利毕业，目前有在

校生 512名。

本学位点的优势特色主要有三点。一是立足边疆，服务于少数民族地区，学位点的研究方

向与课程设置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二是办学时间较长，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具有规范的管

理制度。三是经过多年的努力，以良好的办学口碑赢得了社会认可，生源充足，报录比接近 10：
1，达到优中择优。

本学位点研究始终聚焦内蒙古社会经济发展，围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边疆地区流动公共

服务与社会稳定、“一带一路”建设、草原牧区环境政策与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开展教学科研。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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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办学质量

不断提高，我们在师资力量、科研成果、毕业生质量等方面均得到了区内同行的广泛认可，为自

治区各级行政事业单位输送了大量公共管理专门人才，形成了较大的区域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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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位点旨在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修养，掌握系统的公共管理理论、

知识和方法，具备从事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分析的能力，能够综合运用管理、政治、经济、法律、

现代科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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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

需的各类高层次、高水平、复合型、应用型的公共管理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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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通过硕士学位的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成绩合格，达到如下学术水平者，授予硕士学

位：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公共管理相关工作

的能力。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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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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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学校规定的弹性学习年限内，取得规定学分，达到规定要求：即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

基本学制为 3年，申请学位最长年限为 5年，即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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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学分和各类别课程学分要求：（1）研究生课程包括核心课、专业

方向必修课、专业选修课、社会实践 4大类，总学分不低于 38学分；（2）本专业硕士研究生所修

核心课 18学分，专业方向必修课 8学分，专业选修课 10学分，社会实践 2学分。

3.掌握一门外语，具备一定的听说读写译能力。

4.毕业论文达到学校规定要求，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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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位点人才培养专注于自治区各级党政机关、高等院校、公共医疗机构、国有企业以及

其他非盈利组织等领域。立足内蒙古，服务民族地区，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背景下，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和特点，培养能够掌握政府治理基本原理、政府运行过程、领导科

学和领导艺术的行政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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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人，其中教授 13人、副教授 12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比 93%。

其中，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人，自治区教学名师 1人，自治区突贡专家 2人，自治区“草

原英才”4人，自治区科技英才 2人，6人具有博士生导师资格。现有行业教师 17人，其中，具

有处级或高级职称教师 12人，占比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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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位点获批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项，到账经费 83万元；获批包括教育部

科研项目在内的省部级项目 7项，到账经费 37万元。教师在国内外专业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共

31篇。其中，SSCI期刊发表论文 6篇；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中国行政管理》《社会科学辑刊》

等 CSSCI期刊发表论文 10 篇，被《新华文摘》转载 1 篇；出版学术专著 6部；科研成果获得内

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政府奖“三等奖”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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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位点高度重视案例教学工作，2016年成立了“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案例教学与研发中

心”，积极开展提升MPA案例教学质量的相关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本学位点主要从以下六个方面创新公共管理案例教学实践活动：多途径促进MPA研究生实

践能力提升、完善案例教学与研发中心建设、建立民族地区公共管理案例库、举办内蒙古自治区

公共管理研究生案例大赛、出版民族地区公共管理案例专著、组织研究生积极参加中国研究生公

共管理案例大赛。

实践教学主要依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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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治区廉政研究中心”、电子政务实验室等平台开展教学研究和决策咨询。学位点建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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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实习实训基地，着力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由于受新冠疫情大环境影响，与实习实训基地联合培养MPA研究生的工作开展尚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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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位点形成了完备的研究生奖助体系制度。为规范研究生奖学金评审行为，保证评审工

作公开、公平、公正、依章开展，确保评审质量和评审结果的权威性，学位点以《内蒙古大学奖

助学金工作条例》（内大发〔2021〕37号）《内蒙古大学研究生笹川良一优秀青年奖学金评选办法》

《内蒙古大学研究生丸山奖学金评选办法》《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办法》《内蒙古大

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及自治区奖学金管理办法》为依据，制定了符合实际需求且操作性较强的《内

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定细则》。

2021年，学院组织三个团队参加华北地区案例大赛，每队 2名指导老师和 4名队员（学硕

1名+MPA3名），每队资助 3千元调研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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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情况

本学位点生源充足，每年报考人数都在 1300人以上，实际招生人数为 150人左右，基本达

到了优中择优；考生以内蒙古自治区党政机关公务员为主。

表 1 本学位点研究生报考情况统计表（2021年）

年度 报考数量 录取人数 录取比例

2021 1597 150 9%

表 2 2021级MPA学生生源结构

年级 党政机关
高等教育及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医疗卫生单位

及其他

2021级 81 45 5 19

2.学位点为保证生源质量采取的措施：一是扩大招生宣传力度，扩大生源范围；二是明确招

生宣传对象，提高生源质量；三是把好MPA入学复试关，选拔优质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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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位点始终把“立德树人”作为MPA教育的根本任务，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

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从国家意识形态战略高度出发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育人中主渠道作用，

率先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政治学》等必修课入手，着力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MPA
教育教学的全过程，逐步实现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的转变。

目前有研究生兼职辅导员一名，负责硕士和博士的日常管理，组织并指导研究生开展各类

活动。MPA教育中心为每年级配备正、副 2名班主任，配合学院党委和研究生辅导员组织的各项

活动。由于MPA教育的非全日制在职学习的特点，学员在学校学习、生活时间不固定且比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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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党员们在各自的单位均有严谨的党组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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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位点共开设 9门核心课程。其中，3学分的课程有《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分析》《社会

研究方法》；2学分的课程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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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分的课程有《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每门课程由 2-3 名高级职称教师组成授课小组，

分段分时授课。

表 3 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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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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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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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课程教学质量和持续改进机制

①培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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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民族

地区的实际和生源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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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执行严格规范的管理制度。严格规范和执行教学管理制度、教学质量监控制度、教学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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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保障制度和教学论文指导奖惩制度等。

3.教材建设情况

MPA教材是MPA教育教学的基本依据，是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的重

要载体，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能否落实、教育目标能否实现。内蒙古大学MPA学位点，高度重

视教材建设工作，严格按照全国MPA教指委相关规定，选用和编写教材。2020年开始《政治学》

《组织行为学》2门课选用了“马工程”教材，2021年学位点自编出版了《民族地区公共管理案

例》教辅著作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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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情况

（1）导师的选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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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制定了《公共

管理学院专业学位硕士生导师遴选办法》，从学术道德、学术经历、学术成果和科研能力等方面对

导师遴选进行严格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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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导师培训

①对新聘任的研究生指导教师，由研究生院负责组织岗前培训；②积极组织MPA研究生导

师参加公共管理教指委举办的各类课程培训；③通过年轻导师和富有经验的资深导师以及资深公

共管理者的学习交流，以“老”带“新”。

（3）导师考核

制定《内蒙古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试行）》，对导师职责履行、考核淘汰等方面

进行严格规定。要求导师不仅负责学生论文的指导工作，还要主动承担教学任务，举办专题讲座，

编写研究生教材，指导和检查研究生课程学习、实习和科学研究情况，并参与到研究生的日常管

理中；要求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将研究生指导教师的职责纳入日常管理工作当中，研究生院对研究

生指导教师履行职责情况进行抽查；对暂停和取消导师资格等情况进行明确规定。

2.行业导师选聘

学位点从 2010年起推行研究生双导师制，聘任具有丰富实践工作经验的资深公共管理者，

作为MPA研究生论文的兼职导师，校外行业导师需参与MPA研究生论文的开题、写作、答辩等

环节，充分体现MPA论文的实践属性，提高专业学位研究成果的社会服务能力。

2021年 12月内蒙古大学明确了行业导师的遴选聘任办法，行业导师由院聘调整为校聘。学

位点根据研究生院颁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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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申报工作，增选郝良玉、朱晓俊两位行业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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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注重课堂教学的同时，坚持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学位点成立了“内蒙古大学案

例教学与研发中心”，系统地进行案例的调研，撰写，编制和收集，并每年举办案例大赛，由教师

指导，MPA学员组队参加，并评选优秀案例团队给予奖励和调研经费支持。

2.积极探寻校外实训合作，学生实习实训基地初显成效。为提高学生科研实践能力，学院积

极探索与校外相关单位实训合作。学位点与和林格尔新区、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局等政府机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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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建立了 5个实习实训基地，学生可在实习实训基地组织学术交流活动，也能在该基地寻求与其

他单位的合作等。

3.制度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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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制定培养方案时明确规定，实践教学权重不低于 2学分。

4.实践教学支撑。重点（培育）学科：行政管理自治区重点培育学科。科研平台：内蒙古社

会治理与创新研究基地、内蒙古自治区廉政研究中心、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研究中心、民族地

区大数据研究中心。实验室：电子政务实验室；心理学实验室。教学案例研究基地：内蒙古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案例教学与研发中心。专业实践基地：林格尔新区学生实习实训基地、内蒙古自治

区社保局教学科研基地、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局教学实习实训基地、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自

然资源生态环境和建设管理局教学实习实训基地、呼和浩特市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教学科研基

地。可用于培养研究生的主要仪器设备、软件情况：包括台式计算机、服务器和交换机等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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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学位点一直鼓励和资助MPA学生参加自治区内和全国性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大赛。

2.学位点始终坚持为MPA学生参加本学位点主办的国内、国际学术会议创造条件，近年由

于受新冠疫情大环境影响，这项工作暂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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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加强学位论文质量全过程管理，促进MPA教育内涵式发展，学位点基于全面质量管理和

关键环节监控思想，提出并实施如下举措。

1.开题

开题答辩通过方可进入下一个培养环节。在论文选题上，尽量减少学生自主选题，加大导

师科研课题选题比率；在选题时间安排上，在第一学年就基本完成论文选题，确定了学位论文方

向。

2.论文重复率

为加强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监控，避免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的滋生，我校使用“学

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简称为 TMLC系统）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检测。

（1）论文机检重复率低于 20%，经导师确认学位论文核心内容不存在抄袭行为，方可进入

送审和答辩环节。

（2）论文机检重复率高于 20%低于 35%者，则本次学位申请无效，需再次修改并推迟至下

一次申请。

（3）论文机检重复率高于 35%低于 50%者，则取消本次学位申请资格，原论文应做较大修

改，一年后再次提交检测。

（4）论文机检重复率高于 50%者，则取消本次学位申请资格。对有严重抄袭行为的研究生，

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将其检测结果认真分析后，提出重新选题或永久取消其学位申请资格的

建议，并报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

3.论文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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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21年起全部利用教育部平台实行校外专家双盲审。将论文校外评审结果与导师招生资

格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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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论文答辩

答辩未通过，需再次修改并推迟至下一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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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MPA教指委，2019）》、《内蒙古大学

硕士研究生培养指导意见（2021）》等相关文件要求，内蒙古大学MPA教育中心对 MPA教育培

养体系做进一步的优化和调整，建设目标为：保证课程体系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保证课程体系的

相对稳定性、提高学院教师的参与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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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措施为：

1.落实课程负责人。按照课程方案组建课程组（每门课程至少 2名任课教师，必修课 3名任

课教师）、确立课程负责人。课程负责人职责：安排课程组授课教师授课、出题、阅卷、成绩录入

等；完成课程建设任务，负责完善课程大纲、课件、案例库、题库建设等；负责本课程的教学研

究项目。

2.优化课程体系。根据现有的教学条件，MPA现设两个专业方向；围绕专业方向重新调整

了专业必修课，突出区域特色、服务于区域发展；根据教指委建议，新增《公共伦理》、《公文写

作》两门课程。

3.建立论文开题、预答辩及毕业答辩淘汰机制。为提高MPA学位论文质量，本学位点从学

员论文开题开始，实行一站式答辩淘汰机制。2021度共完成了 2次学位论文答辩和 2次论文开题

答辩。分别为 18级毕业答辩、往届延期毕业生答辩、19级学位论文开题答辩及 19级学位论文二

次开题答辩。

表 4 2021年学生答辩详情

答辩内容 答辩人数 答辩通过人数 答辩未通过人数 通过率

18 级毕业答辩 108 93 15 86.0%

往届延期毕业生答辩 53 37 16 69.8%

19 级开题答辩 147 101 46 68.7%

19 级二次开题答辩 59 56 3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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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杜绝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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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挥MPA导师监管职责。

3.着力加强奖惩制度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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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重复率超过 20%的论文不能进入答辩环节，要延期毕业，重新规范和完善论文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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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位点制定并严格执行公平、公正、公开、有序的招生录取制度，把好学生培养“入口

关”；建立 MPA班主任制度，负责MPA学生学习和生活正常运转，协助学校及时维护其合法权

益等；健全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申诉制度和课堂教学效果学员评价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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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5）
表 5 本学位点毕业生的就业去向情况（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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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2021年 130 101 4 2 0 4 11 2 0 0 6

五、服务贡献

（一）科技进步

【科研成果转化、促进科技进步情况】

1.以事关区域长远发展的理论研究为导向，凝练科研方向和研究力量，近两年学位点共获批

国家级和省部级纵向课题共 20项，为本地区智库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科研基础。

2.围绕重大现实问题，就各级党政机关相关议题开展调研，提出政策建议，近两年共有 16
篇咨询报告分别被自治区纪委监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呼

和浩特市区域经济合作局等机关和部门采纳。

（二）经济发展

【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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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学MPA教育中心十分重视与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合作。 从 2005年起，受内蒙

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委托，内蒙古大学MPA教育中心以MPA教育为平台，举办了三期“自治区

厅局级党政领导干部MPA课程进修班”，开启了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力量的良好传统。

1. 为自治区党政机关、高等学府、研究机构、国有企业及其他事业单位和非盈利组织培养

和输送了优质的骨干管理人才，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2.为政府机关提供实时咨询和业务理论培训服务，如为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

化问题提供咨询，为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提供有关志愿者服务、应急信息处理和播放等方面

的理论培训。

（三）文化建设

【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情况】

学位点十分重视文化建设，不断提升品牌意识。因为办学出色，内蒙古大学MPA曾连续三

年被评为首府百姓最满意的“专业学位教育”前三甲品牌，得到了自治区领导和MPA教育指导委

员会领导的肯定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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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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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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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篇，其中入选全国MPAcc教学案例库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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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篇，其中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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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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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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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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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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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严格按上述制

度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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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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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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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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点共有 17位专任教学人员，其中，副高及以上职称有 14人，占任

课教师总数的 82.4%；具有博士学位的老师是 11人，占任课教师总数的

6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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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本学位点聘请校外实践教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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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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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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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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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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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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著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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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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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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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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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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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实践基地
内蒙古华才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 院级 2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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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软件 Gis软件 1 12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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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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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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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教育部和全国MPAcc教育指导委员会有关文件的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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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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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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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本学位

点计划招收 55人，当年报考人数 682人，录取 55人，报录比例 12.4：1。

复试分数线 219分，录取最高分 236，录取最低分 219分。

2.生源结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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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源结构。从生源毕业高校来看，区内高校 29人，占录取总人

数的 52.7%，区外高校 26人，占录取总人数的 47.3%。从生源毕业专业

来看，文科类 55人，占录取总人数的 100%，理工科类 0人。

（2）生源质量。区内高校录取生源前三名为：内蒙古财经大学 14

人（25.5%）、内蒙古大学 13人（23.6%）、内蒙古农业大学 2人（3.6%）；

区外录取高校生源包括大连民族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天津工业大学、

西南民族大学、哈尔滨商业大学、湘潭大学等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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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开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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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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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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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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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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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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3、4、9月份分别开展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研讨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座谈会与《深

刻反思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学习教育期间存在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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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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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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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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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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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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在教学课程中共应用教学案例 40多个，其中已有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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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和定期实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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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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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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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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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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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专业学位中心组织专业学位硕士主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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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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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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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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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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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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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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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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专业学位中心不定期组织学生参观企业、座谈。2021年，专业

学位中心组织学生参观企业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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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 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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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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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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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会计硕士（MPAcc）研究生毕业论文开题专

业学位中心共邀请 3位行业专家参与论文开题，3位行业专家对论文选题

给出了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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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与论文答辩。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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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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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总计参与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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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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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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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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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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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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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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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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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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会计专业硕士研究生经指导老师同意共计提交论文 46篇。46位学生论文全

部一次性通过查重、盲审与论文答辩。本年度论文抽检中，有一名学生的论

文被两位评委认定为“不合格”。经调查了解，该生系 2017年应届毕业生，

因身体状况原因故延迟到 2020参加答辩。该生的论文在盲审评阅和论文答

辩环节均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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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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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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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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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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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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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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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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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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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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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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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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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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共进行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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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共进行 2次在校生满意度调查，满意度调查的最低得分为 94分，满意度

平均得分为 98.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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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本学位点共毕业 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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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9月份）统计的就业率

为 80.4%。到 2021年 12月底，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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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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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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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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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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在 2022年在公司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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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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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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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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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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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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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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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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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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学方法。主要采用课堂讲授、案例教学与专家讲座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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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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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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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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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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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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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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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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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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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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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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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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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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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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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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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博士后三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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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

华东师范大学王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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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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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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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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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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骨干为董宏老师，博士、博士后毕业于山

东大学，在相关核心期刊期刊发表美学研究论文多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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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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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民族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在相关核心

期刊发表文艺评论文章多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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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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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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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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年度横向课题“2020 年内蒙古文学报告”，经费 2万元，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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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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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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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 人，每人 8000 元，

研一 1人，每人 800 元，获奖比例为 30%。助学金为每人每年 8000 元，研二 4人，研

一 4人，获助学金比例为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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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考本学位点 2021 年度艺术学理论研究生人数为 30 人，录取 4人，录取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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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录取的四名同学中，省内 2 人，省外 2 人，地缘结构相对合理。毕业于南京师

范大学、内蒙古大学两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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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福军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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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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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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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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苹老师和鄢冬老师参加了 2021 年 6 月内蒙古大学举办的导师岗前培训

会，参加了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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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研究生郭锦蓉曾经在省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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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位点暂无毕业生，因此不涉及此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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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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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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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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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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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带头人王苹副教授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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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青年文艺评论家，同时担

任内蒙古民族艺术研究院副院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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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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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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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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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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性的培养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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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福军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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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学分≥3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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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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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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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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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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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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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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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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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内蒙古大学

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学术学位 2021 年度）

责 任 学 院

（学院公章）

授 权 学 科

授 权 级 别

学院名称：化学化工学院

负责人：谷晓俊

名称：应用化学

代码：081704

。 博 士

☑ 硕 士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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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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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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点现有在职教师 16 人， 其

中正高6 人（教授5 人，研究员 1 人），副教授 10 人，具有博士学位 14

人，硕士生导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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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点目前在读研究生52 人，2021 年授予硕士学位 17 人。

二、目标与标准

（一）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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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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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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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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化学相关问题和从 事基础

科学研究的能力。具备使用计算机等现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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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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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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成果与技能。具有较宽的学 术

视野和独立思考能力，具备独立从事科研、实验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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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培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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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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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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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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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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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名，其中正高职称教师6 人（教授5 人，研

究员 1 人）（占比37.5%），副教授 10 人（占比 62.5%）。师资队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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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14 人，占87.5%。专任教师中有博士生导师3 人，硕

士生导师 16 人；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3人（其中领军人才 1 人），中

国科学院“百人计划”1人，内蒙古“321 人才工程” 2 人；国家科学技术

奖获得者 1 人，省部级科学技术奖获得者4 人，内蒙古青年五四奖章获得

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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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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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 余篇，获授权发明专利30 余项，出版专

著 5 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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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项，在Nature Catalysis 等重要期刊发表研究论文 15 篇， 出版

《现代煤化工技术》教材 1 部，获授权发明专利5 项，指导的互联网 +大学

生创新计划项目获国家级银奖。

（2）绿色应用化学方向：学术带头人王文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 国

康涅狄格大学访问学者，内蒙古大学“骏马计划”高层次引进人才。入选 了

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领军人才、中科院“西部之光”人才和省级有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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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主持国家级项目2 项，省部级项目 10 项。研究成果 获

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省部级一等奖等科技奖励 8 项。共发表 SCI 论

文 160 余篇（ESI 高被引论文2 篇）。共同出版中文专著 1 部，Elsevier 英

文专著 1 部，参与编写其他专著4 部。参与制定国家行业标准 1 项。获 授

权发明专利50 余件，部分研究成果已经成功产业化。学术骨干刘鹰教 授，

工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离子液体绿色化工研究，主持国家 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3 项，在Chem. Eng. J.等重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0 余

篇，出版《离子液体在催化工程中的应用》专著 1 部。

（3）生物化工方向：学术带头人韩景芬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新

西兰梅西大学基础科学院访问学者，主要从事生物多糖改性及其生物医 学

材料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 5 项， 发

表学术论文20 余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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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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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骨干吴进芳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纳米电催化材料

的制备及其在能源催化中的应用研究，主持或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

目4 项，发表学术论文20 余篇，授权发明专利2 件。

（三）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面向国家与自治区的现实科技需求，针对自治区丰富的煤

炭、稀土、非金属矿等优势特色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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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本学位点新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 项，总经费 120 万元； 新增

省部级科研项目5 项，总经费25 万元；新增市县级科研项目 1 项， 经费

45 万元；新增省级人才计划项目3 项，总经费 190 万元。发表 SCI 论

文 11 篇，获授权发明专利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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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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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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本学位点共有研究生 52

人，获奖学金人数 18 人，获奖率 34.62%，共计发放奖助学金总额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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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本

学位点研究生报考人数为24 人，录取人数为 18 人，录取比例为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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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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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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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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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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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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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材建设方面，2021年本学位点郝海刚副教授出版了《现代煤化工

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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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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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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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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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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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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研究生为第一作 者发

表研究论文9 篇。研究生在参加科研实践活动方面也有成效，本学位 点研

究生武永成、李叶霞的“氯动科技”项目获得第六届“互联网+”大学 生创

新创业大赛自治区级金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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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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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本

学位点组织研究生参加了“第四届能源转化化学与技术研讨会” 、“第十五

届中国（临泽）凹凸棒石高层论坛” 、“内蒙古化学化工高层学术论坛”等 学

术会议累计50 余人次。郝海刚副教授应邀在“内蒙古化学化工高层学术 论

坛”上作了题为“高效复配型水煤浆添加剂中试放大生产及工业应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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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研究”的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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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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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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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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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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小组，监督检查学术不端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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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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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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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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和副院长亲自指导，系主任管理，并 由

1 名党委副书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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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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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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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届应用化学专业硕士毕业生共 17 人，截至2021 年年底，就业率

为 88.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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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15 9 1 0 5 0 8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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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占

总就业人数 33.33%，就业单位分别为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山

东海化集团有限公司、陕煤集团榆林化学有限责任公司、核工业二 0

八大队、天津麦克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选择继续考取博士深造 5 人，占

总就业人数 33.33%，升博学校分别为内蒙古大学、南昌大学、华南理 工

大学；到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就业毕业生4 人，占总就业人数 26.67%， 就

业单位分别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教育体育

局、张家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纤维检验所、赤峰二中国际实验学校；到股 份

制和民营企业就业人数为 1 人，占总就业人数6.67%，就业单位为弘元 新

材料（包头）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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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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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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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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态度，对单位培训机会和单位晋升空间的满意度均为83.3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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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科研成果转化方面也取得了较好进展。郝海刚副教授团队研

发的高效水煤浆分散剂产品在鄂尔多斯某企业实现了量产，并在下游煤化

工企业进行了推广应用。胡瑞生教授的专利成果“一种乙炔氢氯化反应低

贵 金 属含 量 Au-Cu-TiO2/C 催 化剂 的 制 备 方法 ” （专 利 号 ：

ZL201510469027.X）转让给内蒙古三联金山化工有限公司，转让金额为

26 万元。王文波教授团队研发了凹凸棒石功能材料系列产品，正在与杭

锦旗恒益建工有限责任公司对接成果转化事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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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位一体发展格局。本

学科郝海刚副教授团队研发的高效水煤浆分散剂的各项性能指标超过

国外同类产品水平，预计该技术初步应用后，可显著增加内蒙古地区煤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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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企业的经济效益，同时可以实现节能减排。王文波教授团队研发的凹凸 棒

石功能材料系列产品产业化后，可以实现黏土矿物资源的高值利用，预 计

初期可为企业增加产值千万元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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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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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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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学学位授权点培养方案

学位授予单位
名称：内蒙古大学

代码：10126

授 权 学 科

（ 类 别 ）

名称：应用化学

代码：081704

授 权 级 别
□ 博 士

■ 硕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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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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人，其中教授5 人，研

究员 1 人，副教授 10 人，具有博士学位 14 人，博士生导师3 人，硕士生导师 15 人，

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3人（其中领军人才 1 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1人， 内蒙

古“321 人才工程” 2 人。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1 人，省部级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4

人，内蒙古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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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研究方向具体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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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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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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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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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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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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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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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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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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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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培养方式

本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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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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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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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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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院安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 论 与 实 践 研
究 （学硕）

2/32 2 1 研究生院安排

自 然 辩 证 法 概
论 （学硕理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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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研究生院安排 讲座

研究生职业规划与
创新创业

1/16 1 1 研究生院安排 讲座

专业

学位

催化化学 3/48 3 1 胡瑞生 教授

化工传递过程 3/48 3 1 杨绪壮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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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化工过程设计与
优 化

3/48 3 1 刘 鹰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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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射线衍射学 3/48 3 1 孙 忠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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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反应工程 2/32 2 2 曾尚红 教授

煤化工 2/32 2 2 刘粉荣 副教授

生物化工 2/32 2 2 韩景芬 教授

无机物波谱学 2/32 2 1 胡 明 教授

高分子化学 2/32 2 2 黄晓玲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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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功能材料 2/32 2 1 刘志亮 教授

高等有机合成 2/32 2 2 陈树峰 教授

高等无机化学 2/32 2 2 常 菲 教授

光化学原理 2/32 2 1 苏毅国 教授

有机波谱分析 2/32 2 1 温国华 副教授

天然气综合利用
技 术

2/32 2 2 胡瑞生 教授

稀土元素及材料
化 学

2/32 2 2 李文先 教授

材料现代分析技术 2/32 2 1 张 军 教授

计算机化学 2/32 2 2 褚海斌 教授

应用电化学 2/32 2 1 赵彦宏 副教授

文献检索与科技写
作

1 1 导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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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安全技术 1 1 导师组

教学实习与实践 1 1-3

前沿讲座 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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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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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和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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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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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位论文对所研究的 课

题应当有新见解，论文研究工作时间（包括论文数据整理、写作、答辩） 一般不得 少

于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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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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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论文撰写要求和评定标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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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暂行实施细则》施

行。学位论文不计学分。论文答辩委员会对论文水平做等级评定，符合学位授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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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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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