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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沈阳师范大学重点建设与重点扶持学科遴选方案》的通知 

学校各单位： 

  《沈阳师范大学重点建设与重点扶持学科遴选方案》已经校学术委员会审议并经校党委会讨论通过，

现印发给你们。请组织全体教职员工认真学习，并贯彻执行，确保我校“十二五”期间的学科建设工作取

得新成效。 

 

 

 

                                              

     二○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http://oa.synu.edu.cn/user_info.aspx?id=76


 

沈阳师范大学重点建设与重点扶持学科遴选方案 

  为落实《沈阳师范大学“十二五”期间学科与科研工作规划》，进一步加强学科的内涵建设，强化学

科优势，凸显学科特色，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原则和总体目标 

  1. 整体性原则。强化学校整体建设和发展理念，形成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的局

面，提高学校的核心竞争力。 

  2.“扶强”、“扶特”原则。打造学科高地，凸显具有不可替代性、空白性的特色学科和学科方向。 

  3. 有效性原则。整合优势资源集中建设，实行动态管理，强化学科建设的有效性。 

  4. 重点建设 4 个左右学科（一级学科）和重点扶持 8个左右学科（含二级学科），通过资源整合和

政策支持，形成体现我校优势和特色的学科布局，提升并扩大我校学科在省内、国内的影响力。 

  二、重点建设学科 

  （一）申报条件 

  凡省级重点学科项目（“特色学科项目”、“培育学科项目”，下同）所属的一级学科，符合以下条

件中的三项；或符合以下条件的一级学科，均可申报学校重点建设学科。 

  1. 优势与特色：具有学科标志性成果，近三年（2008.01—2010.12）科研、教学方面获得国家级、

部级奖励，或获得省级一等奖奖励。 

  2. 学科队伍：有兼职博导，学科第一梯队（各方向带头人）与第二梯队（学科骨干）数量与结构合

理，具有良好的发展态势。其中教授的数量在 5 人以上，获博士学位教师数量在 10 人以上。 

  3. 学科平台：有省级以上的重点研究基地，或重点实验室，或科研创新团队，或教学团队。 

  4. 科学研究：本学科三年内获得纵向科研经费（实际获得并计入学校财务账目）人文社科类学科 60

万元、理科类学科 150 万元、工学学科 350 万元以上。 

  （二）建设目标 

  获批学校重点建设的学科，在建设周期内应成为省重点一级学科，并在省内排名第一，成为我校的标

志性学科，能够承担博士学位授权立项学科任务。 

建设成效评价主要指标： 

  1. 学科平台：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重点研究基地、科研创新团队、优秀教学团队的总量为辽宁省

同类学科人文社科类学科排名第一，理工类学科排名前三。 

  2. 学科带头人：在国内国际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担任国家二级学会常务理事以上职务或教育部

指定的学术机构委员以上职务，指导并培养出一定数量的博士研究生。 

  3. 学科队伍：兼职博导为 3 人以上；学科成员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百千万人

才工程”一层次或二层次入选者、“教育部跨世纪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以上称号。 

  4. 科学研究：在本一级学科国家权威期刊及出版社（由各学科提名，经学科与科研工作处审核）上

发表（出版）隶属我校的论文（著作）数量、国家级课题获批数量、省级科研教学奖励全省同类学科均排

名第一；有国家规划教材出版，有国家级科研或教学奖励。 

  5. 人才培养：获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奖励。 

  （三）重点建设学科的政策 

  1. 包含在本层次建设的省重点学科（“特色学科项目”和“培育学科项目”）立项学科带头人作为

学校专业技术三级岗位评选聘用条件之一。 

  2. 包含在本层次建设的省“特色学科项目”立项学科建设期内补贴教授岗位 2 个、副教授岗位 3 个；

省“培育学科项目”立项学科建设期内补贴教授岗位 1.5 个、副教授岗位 2 个。 

以往关于学科相关高级职务补贴岗位的政策规定与本方案不一致处，以本方案为准。下同。 

  三、重点扶持学科 

  （一）申报条件 

  1. 重点“扶强”学科，符合以下四项中的一项： 

  （1）省“特色学科项目”学科； 

  （2）具有一级学科硕士授权，主要研究方向具有省重点学科平台，且一级学科及省重点学科在全省

同类学科排名均在前五名（含第五名）； 



  （3）具有一级学科硕士授权，暂无省重点学科的，一级学科省内同类学科排名前三（含第三名）、

所属最强的二级学科省内同类学科排名前五（含第五名）。 

  （4）具有一级学科硕士授权，有省级以上学科平台：重点研究基地，或重点实验室，或科研创新团

队，或教学团队。 

  2. 重点“扶特”学科，符合以下两项中的一项： 

  （1）具有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省内唯一、特色突出、且具有较高社会影响的二级学科； 

  （2）不具备硕士授权的，必须是在全国同类学科中排名居前、省内唯一、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二级

学科。 

  （二）建设目标 

  通过对“扶强”学科的建设，打造一定数量省内排名第一的省重点学科，并带动其所属的一级学科进

入省内排名前三，为增补省重点一级学科、成为博士授权支撑学科做准备；通过对“扶特”学科的建设，

使省内具有不可替代性的特色学科增补为省重点学科，培育学校新的学科生长点。 

  建设成效评价主要指标： 

  1.“扶强”学科：继续提升本一级学科中的强势二级学科的整体实力，通过建设，使其达到省内同类

学科排名第一，进而带动所属一级学科的发展，使其达到省内同类学科排名前三。 

  2.“扶特”学科：增补为省重点学科。 

  （三）重点扶持学科的政策 

  1. 包含在本层次建设的省重点学科立项学科带头人作为学校专业技术三级岗位评选聘用条件之一。 

  2. 包含在本层次建设的省“特色学科项目”立项学科建设期内补贴教授岗位 2 个、副教授岗位 3 个；

省“培育学科项目”立项学科建设期内补贴教授岗位 1.5 个、副教授岗位 2 个。 

  四、遴选程序 

  1. 各学院（部）要以申报学校重点建设学科和重点扶持学科为学科建设的重要工作，结合本部门实

际，认真组织教师研究讨论本部门学科发展的现实基础与未来发展建设的目标，科学论证本部门学科建设

的规划，确定并向学校申报重点建设与重点扶持学科。 

  2. 申报校级重点建设或重点扶持学科所在单位须按照遴选条件提交自评报告和支撑材料，所申报的

材料必须详实有据，并经本单位教授委员会讨论通过。申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学科带头人要做好针对申

报材料向校学术委员会进行陈述和答辩的准备。 

  3. 学科与科研工作处将组织专家对各单位所报学科及相关材料进行预评，并将预评结果提请校学术

委员会审议。最后经学校党委研究通过后向全校公布遴选结果，同时启动全面建设工作。 

  五、时间安排 

  本方案自学校党委会通过后实行。首次重点建设学科、重点扶持学科的遴选工作在 2011 年 5 月初启

动，并于 7月底前完成。 

  本方案由学科与科研工作处组织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