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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学位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研究生
联合培养的通知

各本科高校：

为贯彻全国、全省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落实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质量管理的若干意见》（学位〔2020〕19 号）要求，支持

研究生培育单位建设，规范研究生联合培养工作，提高研究

生联合培养质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研究生联合培养范围

（一）参与单位。原则上由我省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

（以下简称“培养单位”）与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培育单位（以

下简称“培育单位”）共同开展研究生联合培养；对于我省

产业发展、民生领域急需的学科领域，允许少数非培育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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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培养单位开展研究生联合培养。鼓励我省高校与省

外、境外高水平高校、科研院所开展研究生联合培养。

（二）学科范围。各培育单位可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结合学校办学优势和特色，遴选不超过 3 个学科或专

业类别，每个学科或专业类别可与不超过 3 个培养单位的相

同（或相近）学位点开展研究生联合培养。优先支持在本轮

培育周期内能够达到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

件的专业学位类别开展研究生联合培养。

二、理顺研究生联合培养职责

（一）招生计划。研究生联合培养招生计划下达到培养

单位，由培养单位单列用于相关培育单位招生。招生计划安

排原则上以专业学位研究生为主。

（二）导师选聘。培育单位应严格按照培养单位规章制

度开展导师选聘工作，经培养单位导师招生资格审核方可招

生，应作为联培项目研究生的第一导师，也可作为非联培项

目研究生的导师小组成员全程参与研究生培养指导。培养单

位应将培育单位的导师纳入本校导师队伍管理体系，与本校

导师同管理、同要求、同培训；为联合培养研究生确定 1 名

校内合作导师。培育单位应制定相关管理办法，加强导师队

伍建设与管理。

（三）培养模式。联培双方要根据学科（类别）专业（领

域）的培养目标，统筹双方资源优势，科学制定研究生培养

方案，并严格按照培养方案落实课程学习、学位论文开题、

中期考核、专业实践和学位论文评阅、答辩等环节工作，确

保研究生培养质量。在联培双方的学习时间，原则上实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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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单位）+2（培育单位）”学习方式，具体由联培双方

协商确定。

（四）教育管理。联培双方要同时配备专人负责研究生

的教育管理工作，实行双重管理、属地为主。要切实加强思

想政治教育，及时掌握研究生的思想动态和身心健康状况；

要制定联合培养研究生的管理办法，与联合培养研究生保持

定期联系，并为研究生购买相关保险。

（五）签订协议。联培双方应签订研究生联合培养协议，

明确双方联合培养学科或专业类别、培养方案、经费投入、

科研成果归属等方面的责权。联培双方应与联合培养研究生

签订三方协议，明确各方责权利。

三、实施研究生联合培养项目

研究生联合培养实行项目管理，每年进行申报，经批准

后方可开展。

（一）申报单位。由我省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培育单位（以

下称“申报单位”）牵头，会同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以

下称“联培单位”）联合申报。

（二）申报材料。包括：申请报告、《福建省研究生联

合培养项目申报表》、联合培养方案、合作协议及相关佐证

材料等。

（三）申报时间。各申报单位于每年 1 月底前将申报材

料（1 式 2 份）报送省学位办。

（四）项目遴选。省学位办将组织专家通过审查材料等

方式遴选确定研究生联合培养项目，并予以公布。

（五）项目管理。项目执行期 3 年。执行期内，每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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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前，由申报单位报送项目执行情况年度报告，包括项目

执行情况、取得的成效、典型事例、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下一年工作计划等。

四、其他事项

（一）省学位委员会将通过学位论文抽检等方式对联合

培养研究生的质量进行跟踪和监督。对于联合培养管理规

范、培养质量高的联培双方，将在研究生招生计划安排、绩

效奖补资金安排等方面予以倾斜支持。对于未按时提交项目

执行年度报告或连续两年未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将终止项目

执行；对于管理环节问题较多、培养质量不高、存在师德师

风问题的培育单位，将取消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培育单位资

格。对于导师所指导的学位论文抽检出现“存在问题学位论

文”的，联培单位应取消导师资格。

（二）各培育单位要依托研究生联合培养项目，构建研

究生管理体系、培养体系和质量保障体系，培养研究生导师

队伍。鼓励联培双方建立交流学习机制，选派管理干部挂职

锻炼。

附件：福建省研究生联合培养项目申报表

福建省学位委员会

2020 年 12 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