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学科方向与特色 

1.学科方向。学科方向设置应体现申请单位特色，契合

新工科发展导向，至少包括3个稳定的主干学科方向（含建

筑设计及其理论方向），具体主干学科方向见《学位授予和

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特色学科方向不少于1个。 

2.学科特色。特色学科方向应面向建筑学学科发展前沿，

面向城乡人居环境建设，为服务国家、区域和地方需求提供

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并产生相当影响，具有较高的社会

声誉。 

二、学科队伍 

3.人员规模。专任教师总数不少于20人，具有博士学位

的正高级职称教授或研究员（不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不少

于3人，每个主干学科方向至少4名专任教师。 

4.人员结构。主干学科方向专任教师配置合理，教学队

伍年龄结构、技术职称结构合理，学缘结构多样化。其中，

45岁以下的比例不低于50%，获博士学位人员比例不低于

80%，有一定比例教师取得境外相关专业学位，或有连续半

年以上的海外访学或工作经历。 

5.学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每个主干学科方向有不少于2

名正教授作为学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学科带头人与学术骨

干能持续进行高水平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整体学术水平、科



研能力在本学科中处于先进行列。近5年科研成绩突出，为

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做出重要贡献。主

要学科带头人主持并完成过国家级课题，发表过有影响力的

学术代表论文或著作，近5年主持省部级以上纵向课题不少

于2项，其中国家级纵向课题不少于1项，取得不少于3项高

水平成果。学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至少已完整培养过1届研

究生。 

三、人才培养 

6.培养情况。硕士培养应通过建筑学全国高等学校教育

评估，并达到“合格”以上标准。有不少于3届硕士毕业生，毕

业总人数不少于80人。 

7.课程与教学。已开设的硕士专业核心课程应与申报的

主干学科方向契合，具备开设一定数量高水平博士研究生课

程的条件。所开设的课程能够支撑博士一级学科的课程体系，

能够覆盖学科各主要研究方向。培养博士研究生拟开设的课

程系列及其结构应符合《建筑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基本要

求》。博士研究生课程与硕士研究生课程相互贯通，并体现

学科交叉。 

8.培养质量。毕业硕士生培养质量高、总体就业率高、

职业胜任能力强、职业道德水平高、用人单位反馈评价好。

有一定比例的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国内外博士学位。在读硕

士研究生学术成果突出、发表学术论文较多。培养的硕士研

究生在学期间在国家级、省部级、行业竞赛中表现优异。有

一定比例的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过核心期刊学术论文，



学位论文获得省优秀学位论文。 

四、培养环境与条件 

9.科学研究。近5年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承担有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或社会科学基金及省部级科研项目，有充足的用

于博士研究生培养的纵横向科研经费。每年师均纵向科研经

费不低于5万元，横向科研经费不低于20万元。研究生参与

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的比例不低于50%。 

10.学术交流。有较好的学术交流制度和学术氛围，学科

带头人及学术骨干参加过国际、国内有影响的学术会议。50%

的研究生在读期间参加过1次以上国内外学术交流会议。近5

年开展的国内外建筑类学术交流与合作项目不少于10个。近

5年主办或承办一定数量的国际或全国性学术会议。应邀请

国内外有关专家为研究生开展专题讲座和学术报告。应有专

门经费支持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参加国内外学术活动。 

11.支撑条件。具有用于研究生教学科研的平台、基地、

实验室和展陈空间，满足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

要求的硬软件支撑条件。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应配备专用

于指导博士研究生的独立科研空间。建立完备的研究生培养

管理制度、研究生奖助学金管理及使用办法、研究生学风建

设规章等制度。学科建设与研究生培养的管理与运行机制等

应符合本学科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