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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教育与学位管理相关
委员会设置办法
（２０１６年７月修正）

　　为提高我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质量，进一步完善教育与
学位管理体制，特制订本办法。

本办法旨在完善我校教育与学位管理架构的组织和职能，

整合人才培养和学位管理机制，推动本科与研究生教育及相应

管理体制的有机衔接，建立培养单位行政正职领导统筹管理本

科和研究生教育的管理体制。

一、组织架构

在学校层面，在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之下，设立人文社会科

学学科、理学学科、医学学科、应用与工程学科等学位分委员

会；在学院 （直属系）层面，设立教育与学位委员会，在其

下分设本科教育与学位专门委员会和研究生教育与学位专门委

员会。只承担本科教育或研究生教育任务的学院 （直属系），

不另设专门委员会，其职能由教育与学位委员会履行。

学院 （直属系）教育与学位委员会负责统筹本单位的人

才培养与学位管理工作，在其领导之下，本科教育与学位专门

委员会负责指导本单位本科招生、培养及学位管理的日常工

作，并决定相关重要事宜；研究生教育与学位专门委员会负责

指导本单位研究生招生、培养及学位管理的日常工作，并决定

相关重要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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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直属系）教育与学位委员会及其本科教育与学位

专门委员会工作职责中与本科招生和培养相关的工作，受校本

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导；与本科学位管理相关的工作，受校学

位评定委员会及其分委员会指导。学院 （直属系）教育与学

位委员会及其研究生教育与学位专门委员会工作职责中与研究

生招生、培养及学位管理相关的工作，受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及

其分委员会指导。

附属医院按学院 （直属系）研究生教育与学位专门委员

会的组建方式，设置教育与学位委员会，不另设专门委员会。

附属医院教育与学位委员会同时履行本办法所规定的学院

（直属系）教育与学位委员会工作职责中与研究生招生、培养

及学位管理相关的职能，以及学院 （直属系）研究生教育与

学位专门委员会的职能，并受医学学科学位分委员会指导。附

属医院的本科教育与学位管理维持２０１２年以前的体制不变。
学校教育与学位管理相关委员会的基本架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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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一）组成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由学校主要负责人、各学科正高级专业

技术职务的知名学者组成。成员一般为２５名，主席由校长担
任，任期２～３年。委员会成员由研究生院会同教务部、发展
规划办公室提名，校长批准，并报教育部备案。

（二）主要职责

１．审批学校有关本科学位管理以及研究生招生、培养、
学位和质量管理等方面的规章制度；

２．审批研究生教育的学科设置与调整；
３．授权研究生院审查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申请人员名单；

授权教务部审查学士学位申请人员名单；

４．通过学士学位获得者名单；
５．作出授予硕士、博士学位的决定；
６．审批申请博士学位人员免除部分或全部课程考试的

名单；

７．讨论、通过授予名誉博士学位的人员名单；
８．作出取消申请学位资格或撤销已授学位的决定；
９．作出撤销不称职人员研究生导师资格的决定；
１０．研究和处理与学位授予有关的争议以及其他与研究生

培养有关的事项；

１１．听取关于研究生申诉以及学术不端行为处理情况的
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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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位分委员会

（一）组成

学位分委员会一般由７～１５位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
组成，任期２～３年。学位分委员会主席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委员兼任。委员会成员由研究生院会同教务部、发展规划办公

室提名，报校长批准。

（二）主要职责

受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托，主要履行以下职责：

１．审议研究生教育的学科设置与调整；
２．审议申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人员名单和资料，向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提出授予学位的建议；

３．提请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取消申请学位资格或撤销
已授学位的建议；

４．提请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撤销不称职人员研究生导
师资格的建议；

５．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反映有关学位授予的争议以及其
他与研究生培养有关的事项，并提出处理意见；

６．处理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托的其他事项。

四、学院 （直属系、附属医院）教育与学位委员会

（一）组成

学院 （直属系、附属医院）教育与学位委员会由 ７～１５
名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以上的专家组成，原则上正高级专业技

术职务专家总数不低于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二，且至少有两名副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青年学术骨干、一名其他学院相关学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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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专家；组成成员必须包括院长 （主任）、

分管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副院长 （副主任），院长 （主

任）担任委员会召集人。教育与学位委员会的产生，一般由

所在单位党政联席会议提名，经研究生院与教务部、发展规划

办公室协商汇总，报校长批准。

教育与学位委员会任期２～３年。因学院 （直属系、附属

医院）相关行政负责人调整或委员会委员工作变动而需作出

调整时，须按程序提出申请，经研究生院报校长批准。在特殊

情况下，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可直接委派学院 （直属系、附属

医院）教育与学位委员会组成人员。

（二）主要职责

教育与学位委员会每学年至少召开一次工作会议。主要履

行以下职责：

１．负责在本单位落实学校关于本科和研究生招生、培养
和学位管理等方面的政策；

２．负责所属学科本科与研究生招生、培养和学位管理等
方面的重大事项决策，制定所属学科本科与研究生招生、培养

和学位管理等方面的战略规划、规章制度与重大政策；

３．审议所属学科本科专业设置与调整，经发展规划办公
室与教务部组织专家论证后，报学校相关机构审批；审议所属

学科研究生学科设置与调整，经发展规划办公室与研究生院组

织专家论证后，报学位分委员会审议；

４．根据国家相关要求，审定所属学科本科人才培养质量
标准和体系，报教务部；审定所属学科硕士、博士培养质量标

准和体系，报研究生院；根据国家对专业学位的要求，审定专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标准和体系，报研究生院；

５．处理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及学位分委员会、校本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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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委员会等交办的其他相关事项。

五、学院 （直属系）本科教育与学位专门委员会

（一）组成

学院 （直属系）本科教育与学位专门委员会由７～１５名
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以上的专家组成，其中具有正高级专业技

术职务专家不少于三分之一，可包括教学一线的青年教师；组

成成员必须包括院长 （主任）、分管本科教育的副院长 （副主

任），院长 （主任）担任委员会召集人。本科教育与学位专门

委员会的产生由所在单位党政联席会议提名，经教务部与发展

规划办公室协商汇总，报校长批准。

本科教育与学位专门委员会任期２～３年。因学院 （直属

系）相关行政负责人调整或委员会委员工作变动而需作出调

整时，须按程序提出申请，经教务部报校长批准。在特殊情况

下，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可直接委派学院 （直属系）本科教育

与学位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

（二）主要职责

本科教育与学位专门委员会每学期至少召开一次工作

会议。

主要履行以下职责：

１．落实学校和教育与学位委员会通过的有关本科招生、
培养和学位管理等方面的政策和决定；针对本单位本科培养与

学位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向教育与学位委员会提出政策或

制度建议；

２．研究所属学科本科专业设置，制定本科专业办学规划，
提请教育与学位委员会审议；制定本科专业的招生计划、专业

分流和转专业方案等，报教务部，并负责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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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制定所属学科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和体系，提
请教育与学位委员会审议并负责实施；进行质量监控与评估，

形成本科教育质量评估报告，报教务部；

４．审定所属学科本科专业培养方案、合作办学项目等，
报教务部及相关管理部门；负责本科专业课程建设、教材建

设、实训基地建设等的组织和指导工作；负责教学工程项目、

教学成果以及其他与本科培养相关项目的评审工作；

５．定期评估本单位教师在本科教学方面的教学能力、教
学状态和教学效果，报教务部及相关管理部门；

６．对本单位教师违反本科教学纪律的事项进行处理，并
将处理意见报教务部及相关管理部门；研究和处理教师在本科

教学评教中出现的争议等事项，并将处理意见报教务部及相关

管理部门；

７．审查本科毕业生的思想品德和学业成绩，向学位分委
员会提出授予学士学位的建议；审议 “Ｎ＋Ｍ”联合培养项目
的授予学士学位申请，向学位分委员会提出授予学士学位的建

议；审议 “考试作弊学生”提出的授予学士学位申请，并就

是否同意其申请向学位分委员会提出建议；审议并向学位分委

员会建议撤销已授学士学位；

８．研究和处理有关本科生学术不端行为的事项，向校学
风建设领导小组提出处理建议；

９．对本单位本科教育和学位管理工作进行学年自评自查，
并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向校长提交关于新学年的 “本科教

育发展与创新规划”；

１０．研究和处理本单位本科培养和学位授予过程中出现的
其他争议，以及教育与学位委员会委托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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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院 （直属系）研究生教育与学位专门委员会

（一）组成

学院 （直属系）研究生教育与学位专门委员会由７～１５
名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组成，原则上成员须为博士生导

师，且至少有一名成员为其他学院相关学科的正高级专业技术

职务专家；组成成员必须包括院长 （主任）、分管研究生教育

的副院长 （副主任），院长 （系主任）担任委员会召集人。研

究生教育与学位专门委员会的产生由所在单位党政联席会议提

名，经研究生院与发展规划办公室协商汇总，报校长批准。

研究生教育与学位专门委员会任期２～３年。因学院 （直

属系）相关行政负责人调整或委员会委员工作变动而需作出

调整时，须按程序提出申请，经研究生院报校长批准。在特殊

情况下，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可直接委派学院 （直属系）研究

生教育与学位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

（二）主要职责

研究生教育与学位专门委员会每学期至少召开一次工作会

议。主要履行以下职责：

１．落实学校和教育与学位委员会通过的有关研究生招生、
培养及学位管理等方面的政策或决定；针对本单位研究生招

生、培养及学位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向教育与学位委员会

提出政策或制度建议；

２．研究所属一级学科硕士点和博士点建设情况，并就学
科设置与调整向教育与学位委员会提出建议；制定所属学科硕

士和博士培养质量标准和体系，提请教育与学位委员会审议并

负责实施；进行质量监控与评估，形成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报

告，报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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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制定本单位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招生指标分配制
度，提请教育与学位委员会审议，并根据审议通过的研究生招

生指标分配制度制定每学年的研究生招生计划分配方案，报研

究生院；

４．确定所属学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
制定录取标准以及笔试与复试办法，报研究生院；审定所属学

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小组成员名单；

５．审定所属学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合
作办学项目、联合培养项目、培养基地以及其他与研究生培养

相关的项目，并报研究生院及相关管理部门；确定本单位各类

研究生奖励、资助项目的推荐名单，报研究生院；

６．审定本单位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人
及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７．研究和处理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以及学位论文答辩和
学位授予审核过程中出现的异议，并向校学风建设领导小组或

学位分委员会提出处理建议；

８．审议硕士和博士毕业生资格，以及申请硕士学位和博
士学位人员的思想品德、学业成绩和论文答辩情况，并就是否

批准答辩委员会建议授予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决议，向学位

分委员会提出建议；

９．提请学位分委员会审议取消申请学位资格或撤销已授
硕士或博士学位，并提供相关资料；

１０．审议通过新增博士生、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名单，并
报研究生院备案；

１１．提请学位分委员会作出撤销不称职人员研究生导师资
格的建议；

１２．对本单位教师违反研究生教学纪律的事项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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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处理意见报研究生院及相关管理部门；研究和处理教师在

研究生教学评教中出现的争议等事项，并将处理意见报研究生

院及相关管理部门；

１３．对本单位研究生教育和学位管理工作进行学年自评自
查，并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向校长提交关于新学年的 “研

究生教育发展与创新规划”；

１４．研究和处理教育与学位委员会委托的其他事项。

七、附则

１．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的组成和职能，学校已另有规定，
不在本办法中说明。

２．本办法通过施行之后，各学院、直属系不再设立学位
评议组和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附属医院不再设立学位评

议组。

３．校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工作机构为教务部，负责本
办法中有关本科招生及培养相关规定的解释；校学位评定委员

会的工作机构为研究生院，负责本办法中有关研究生招生、培

养及学位管理相关规定的解释。本办法中有关本科学位管理的

相关规定，由教务部与研究生院商定后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