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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2 年公共卫生与
预防医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1984 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开始独立招收研究生，

在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学科中，具有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环

境卫生学（含卫生工程学）、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等三个专

业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具有流行病学、卫生统计学等两个专

业的硕士学位授予权；1988 年与原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和北京

医科大学联合创办“协和公共卫生学院”，定向培养实用型

公共卫生研究及管理人才；1998 年在国家调整专业目录后，

具有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等两个专业

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具有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卫生毒理学

（1998 年新设置）等两个专业的硕士学位授予权；2000 年，

获得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涵盖流

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营养与食品卫

生学、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2004 年开始招生）、卫生毒

理学等五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本学位点设有公共卫

生与预防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本学位点现有 2 个委重点实验室（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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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营养与健康重点实验室、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寄生虫病

原与媒介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二）学科分布情况。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覆盖中心除辐射安全所以外的 11

个直属研究生培养单位（类似高校院系所性质）。招收学术

学位博士和硕士，设有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劳动卫生与环

境卫生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卫

生毒理学等 5 个招生专业（二级学科）。

（三）研究生招生。

2022 年各专业招收博士、硕士研究生共 87 人。其中，

博士研究生 39 人、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48 人。

（四）在读研究生。

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各专业在读研究生 257 人。其中，

博士研究生 122 人，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135 人。

（五）毕业研究生。

2022 年毕业研究生 48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16 人，学

术型硕士研究生 32 人。

（六）学位授予。

2022 年授予博士、硕士学位 47 人。其中，授予博士学

位 15 人、硕士学位 32 人。

（七）研究生就业。

2022 年各专业毕业研究生总体就业率 97.9%。其中，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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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业于医疗卫生单位，占毕业研究生的 70.8%，有 5 人继

续深造，占毕业研究生的 10.4%。

（八）导师队伍。

2022 年现任研究生导师 164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54

人，硕士生导师 110 人。具有正高职称导师 150 人，副高职

称导师 14 人。年龄在 50 岁及以下的导师 78 人。截止 2022

年 12 月底，聘任研究生副导师 242 人。其中，外单位副导

师 52 人。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详见研究生教育

发展质量年度报告）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一）课程建设与实施。

2022 年度承担授课任务的教师共 85 名，其中，中心内

69 人，中心外 16 人；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教师 84 人，其中，

本单位 68 人，外聘 16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56 人，其

中，本单位 46 人，外聘 10 人。

学位课程的设置基本涵盖了生物统计学、流行病学、环

境与健康、卫生服务管理、社会与行为科学等核心领域。研

究生可结合自身专业背景、研究方向、兴趣爱好等，交叉选

修不同学科门类的学位课程，进而构建自身“既专又通”的

理论知识体系。现开设博、硕士学位课程 25 门，累计授课

139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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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要求讲解基础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学科

进展与前沿热点信息，强调将本行业最新的疾控实践凝练提

升并转化为具体授课内容，采取“教、学、做”一体化模式，

提升研究生应用所学知识发现、分析、解决公共卫生实际问

题的能力。

教学方法强调师生互动、实际事例（案例）讲解。教材

建设方面，推进实用性强的参考材料编写，已出版《慢性非

传染性疾病预防与控制》、《国际环境与健康研究经典案例》

等。学习考核上既注重考核学生专业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

又注重运用研制调查方案、报告、实例分析等开卷考核形式，

重点考查学生对所学专业知识实际应用能力。聘请不同学科

专业影响力较高的专家担任课程负责人，负责课程设计、聘

请适宜师资、制修订教学大纲等。

（二）导师选拔培训。

中心统一部署开展导师资格遴选，严格按照《研究生导

师管理规定》和《中心研究生导师资格遴选条件（2021 年修

订）》落实导师选拔。2022 年 10 人获批博士生导师资格，

14 人获批硕士生导师资格。

通过导师培训，组织导师及副导师学习国家有关研究生

培养相关政策，解读中心研究生培养有关规定，组织专题讲

座、优秀导师带教经验分享等，强化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

一责任人，提升导师的指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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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师德师风建设。

在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方面，中心对新晋导师的师德师风

进行严格审查，将职业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高尚的学术

道德和致力于学生品德培养作为选拔的首要标准。此外，中

心致力于强化对研究生导师及其团队的师德教育和宣传工

作，确保导师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不仅传授专业知识，

更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示范，成为学生道德成长的楷模，提

高导师的道德修养和责任感，构建一个积极健康的学术环境，

并以此推动研究生在学术和品德上的全面成长。

（四）学术和专业训练。

为拓展研究生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加强研究生专业知

识的应用能力、创新能力和职业能力培养，各学科为研究生

提供了大量参与疾控现场工作的训练机会，包括课题现场调

查、重大疫情等突发现场调查处置等。

（五）学术交流。

研究生积极参加中心举办的“疾控讲堂”专题讲座。2022

年共举办十场讲座，主题为：科技信息定量分析支持科研管

理的实践与创新、公共卫生与传统文化、暴露科学在老年健

康研究中的应用、蛇之七寸、国家生物安全与新冠抗疫、生

态平衡与健康、工作中的学习、辐射与健康、中国的公共卫

生实践：爱国卫生运动、研究生的心理健康与和谐发展。

（六）研究生奖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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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共发放校级奖学金 87.7 万元、助学金 327.4 万

元。

研究生困难补助 2022 年发放 5 人。

另外，各研究生培养单位还根据本单位情况制定研究生

生活补助发放标准。例如，营养所（院系级）在校级基本助

学金基础上，设置生活补助标准博士研究生 1200 元/生/月，

硕士研究生 800 元/生/月。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2022 年中心依托中国工程院“公共卫生教育培训和科技

创新”研究课题，组织专家深入研讨并论证公共卫生执业医

师处方权的相关事宜。同年中心对博士生招生方式进行了优

化，首次引入了推免直博生招生机制，并成功招收了 1 名推

免直博生。

在校园疫情防控方面，中心严格遵循教育部、北京市委、

北京市教委的疫情防控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全面、准确、

细致地落实各项防控措施，确保疫情防控工作的平稳有序。

加强思想引导，精准从严做好防控工作，精准研判疫情形势，

并组织全体研究生安全返校。同时注重人文关怀，耐心细致

地开展心理疏导工作，全力守护师生的身心健康。

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2022 年国务院学位办及北京市教委公布的博、硕士学位

论文抽检结果中，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各专业抽检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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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1 篇，硕士学位论文 3 篇，均不存在问题学位论文。各

单位在研究生培养中，积极发挥导师及副导师团队指导优势，

落实中心有关论文查重检测、论文匿名评阅要求，有效保障

学位论文质量。

六、改进措施

在 2021 年中心研究生教育发展质量年度报告所列措施

的基础上，以新时期公共卫生人才培养需求为导向，重点优

化各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方案，加强内涵建设，进一步凝练科

研基础扎实、应用研究能力突出的疾控研究生培养特点。


	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本学位点现有2个委重点实验室（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共营养与健康重点实验室、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寄生虫病
	（二）学科分布情况。
	（三）研究生招生。
	（四）在读研究生。
	（五）毕业研究生。
	（六）学位授予。
	（七）研究生就业。
	2022年各专业毕业研究生总体就业率97.9%。其中，34人就业于医疗卫生单位，占毕业研究生的70.
	（八）导师队伍。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详见研究生教育发展质量年度报告）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一）课程建设与实施。
	（二）导师选拔培训。
	中心统一部署开展导师资格遴选，严格按照《研究生导师管理规定》和《中心研究生导师资格遴选条件（2021
	通过导师培训，组织导师及副导师学习国家有关研究生培养相关政策，解读中心研究生培养有关规定，组织专题讲
	（三）师德师风建设。
	在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方面，中心对新晋导师的师德师风进行严格审查，将职业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高尚的学术
	（四）学术和专业训练。
	（五）学术交流。
	（六）研究生奖助。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2022年中心依托中国工程院“公共卫生教育培训和科技创新”研究课题，组织专家深入研讨并论证公共卫生执
	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六、改进措施
	在2021年中心研究生教育发展质量年度报告所列措施的基础上，以新时期公共卫生人才培养需求为导向，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