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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进一步加强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建设，规范学

科专业设置与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其

暂行实施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贯彻落实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

发展需求，遵循学科专业发展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创新学

科专业目录管理模式，构建放管结合、设置规范、动态调整

的目录管理新机制，逐步向指导性、统计性目录转变，完善

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体系。

第三条 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体系分为学科门类、一级

学科与专业学位类别、二级学科与专业领域。

第四条 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适用于博士硕士学

位授予、招生培养、学科专业建设和教育统计、就业指导服

务等工作。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与专业学位类别是国家进行

学位授权审核与管理、学位授予单位开展学位授予和人才培

养工作的基本依据。

第五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与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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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的设置与调整，以及学科专业目录的编制。二级学科与

专业领域，由学位授予单位按有关规定在一级学科或专业学

位类别学位授权权限内自主设置与调整。

第二章 学科门类的设置与调整

第六条 学科门类是对具有一定关联学科的归类，设置

应符合学科专业发展规律和人才培养需要，并兼顾教育统计

分类惯例。

第七条 学科门类保持相对稳定。学科门类的调整（包

括增设、更名、撤销）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根据学科专业发展、人

才培养和教育统计分类的要求提出调整方案；

（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广泛征求省级学位委员

会、学位授予单位、有关学术团体、行业组织和部门代表以

及专家意见，完善调整方案；

（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对调

整方案进行审议咨询；

（四）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批准后编入目录，并向社

会公布。

第三章 一级学科与专业学位类别的设置与调整

第八条 新增一级学科与专业学位类别采取先试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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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入目录的方式进行设置。

（一）一级学科设置须体现知识分类，应符合以下基本

条件：

1. 具有确定的研究对象，已形成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

理论、知识基础和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和学科内涵与其他一

级学科之间有比较清晰的界限；

2. 一般应具有多个明确的二级学科；

3. 已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在构成本学科的领域内，

有一定数量的学位授予单位已开展了较长时间的人才培养

和科学研究工作，已形成较为系统的课程体系、一定规模的

师资队伍及其他培养支撑条件；

4. 社会对本学科培养的人才有较稳定和一定规模的需

求。

（二）硕士专业学位类别设置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1. 具有明确的职业指向，主要服务国家战略、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和行业发展重大需求，培养高素质、应用型、技术

技能人才；

2. 所对应职业领域人才的培养规格已形成相对完整、系

统的知识结构和实践创新能力的要求；

3. 具有比较广泛的社会需求。

（三）博士专业学位类别设置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1. 主要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需求，培养某一职业领域

的高层次应用型未来领军人才；

2. 所对应职业领域对知识、技术、创新能力有较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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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具有较大且稳定的博士层次人才需求；

4. 原则上具有硕士专业学位类别人才培养与学位授予

的基础。

第九条 试点设置分自主设置和指定设置两种方式。

（一）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可自主开展一级学科和硕

士专业学位类别的试点设置工作。根据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工

作的基本要求，遵循科学、规范、公开的原则，制订本单位

自主设置办法，依规进行试点设置工作。其自主设置程序按

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高等学校开展学位授权自主审核

工作的意见》的有关规定进行。

（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根据国家重大需求组织开展试

点设置工作。经征求相关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全

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学位授予单位、相关学

术团体、行业组织和部门代表以及专家意见，确定试点设置

的一级学科或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类别，并组织相关学位授

予单位开展试点设置工作。

第十条 学位授予单位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结合学

科专业发展目标和人才培养条件，可撤销试点设置的一级学

科或专业学位类别。撤销需征求有关教职工意见，在履行相

关校内程序后，经省级学位委员会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

准。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根据国家需求重大变化或试点效果，

可撤销已试点设置的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

被撤销的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在学研究生，可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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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方案继续培养直至毕业。

第十一条 试点设置与撤销的一级学科与专业学位类

别，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批准后，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十二条 试点设置的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编入

目录，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试点设置单位不少于 3所、毕业生不少于 3届、

就业需求旺盛的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可由试点设置单

位联合其他学位授予单位或相关部门、学术团体、行业组织，

按照本办法中第八条的要求进行论证，并联合行文向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提交编入目录申请；

（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组织专家对有关申请进

行评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须获得三分之二及以

上专家同意；

（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对申

请进行审议咨询；

（四）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批准后编入目录，并向社

会公布。

现有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更名，由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学科评议组或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提出

申请，按上述程序第（二）（三）（四）款进行。

第十三条 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退出目录，按以下

程序进行：

（一）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知识分

化融合和人才需求变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对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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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提出退出草案；

（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组织专家对草案进行评

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须获得三分之二及以上专

家同意；

（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对草

案进行审议咨询；

（四）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后，从目录中退出并向社

会公布。

退出目录的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在学研究生，可调

整至相关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培养，也可按原培养方案

继续培养直至毕业。

对于社会仍有需求，但已退出目录的一级学科或专业学

位类别，学位授予单位可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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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专业领域的名称原则上不得与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

名称相同。

第十六条 学科专业代码由 6位数字组成。前两位代表

门类，代码从“01”开始顺序编排；中间两位代表相应门类下

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其中一级学科代码从“01”开始顺

序编排，专业学位类别代码从“51”开始顺序编排，最后两位

代表相应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下二级学科或专业领域，

从“01”开始顺序编排。

第十七条 试点设置的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代码

按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则编排，从现行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

别目录编码之后顺排，并应在代码前标注大写英文字母“S”。

第十八条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负责学科专业设

置与管理。省级学位委员会、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行业主管

部门，应根据区域或行业发展需要，加强学科专业设置调整

工作指导。学位授予单位要坚持内涵发展、特色发展的办学

理念，科学规范开展学科专业设置调整工作，健全机制，细

化程序，保证质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全国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应为学科专业设置调整工作

提供指导、咨询和建议。

第十九条 学位授予单位应加强学科专业建设工作领

导，保证正确办学方向，制定发展规划，加大资源投入与配

置力度，强化自我监督和 置调

特强供 学科或业设议 根特

代质量程展学

第 第位授予单位应点设置的一级学科

第

第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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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类别须按规定参加学位授权点核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办公室对自主设置学科专业建设效果较差的学位授予单位，

进行约谈、通报、直至取消自主设置权。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二级学科与专

业领域设置备案办法另行制定。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原《学位授予

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硕士、博士专业学

位设置与授权审核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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