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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校友会网发布《2013 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 

——我校在中国财经大学排行榜中位列第八 

5 月 29 日，中国校友会网发布最新《2013 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

将中国大学分为中国顶尖大学(六星级大学)、中国一流大学(五星级大学)、

中国高水平大学(四星级大学)、中国知名大学(三星级大学)。 

报告说，入选中国五星级大学的研究型大学有 46所，其中，综合型 37

所，特色型 9所。它们是中国一流研究型大学。9所五星级特色研究型大学

为：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政法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药科大学、第四军医大学、第二军医大学和第三军医

大学等。报告认为，这 9所大学是目前中国大学中办学水平最高、科学贡献

与人才贡献最大、办学特色鲜明的研究型大学，堪称中国一流特色研究型大

学。 

报告认为，中国五星级大学是中国一流大学，是目前中国两岸四地综合

实力、办学水平在两岸四地整体上位居一流、具有较高世界知名度的研究型

和专业型大学，是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知名高水平大学‛的生力军，

拥有全国一流的师资队伍和部分国际知名的学者，是目前我国人才贡献、科

学贡献尤为突出的中国一流大学。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台

湾大学等入围中国六星级大学，荣膺 2013中国最佳大学美誉。 

中国校友会网大学研究团队认为，‚大学评价关键看教师学术成就和校

友事业成就，看其对世界文明、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的贡献，不取决于大学

的学生人数、论文数量和办学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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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校友会网还发布了中国财经大学排行榜，该榜单把各院校分成综

合、理工、师范、财经、农林、政法、医药、民族、语言等几个类型，其中

排在财经类院校前 10 名分别为：上海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

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东北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

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天津财经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召开第二次学科建设工作会议 

6月 6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召开第二次学科建设工作会议。 

刘可风副校长在会上作了《树立一级学科建设理念 优化学科资源配臵 

推动我校学科建设跨越式发展》的工作报告。他指出，近年来学校学科建设

工作取得良好效果，主要表现为主干学科跃上新台阶、学科整体实力提升、

科学研究实力增强、师资队伍建设取得实效、人才培养质量提高。同时，结

合‚211工程‛三期验收和全国一级学科评估结果，我校目前学科发展中仍

存在一些问题，如高质量、高显示度的学术成果不足，高层次人才和学科建

设平台匮乏，国际化水平偏低等。 

报告指出，‚十二五‛时期，学校学科建设工作的发展目标是：巩固优

势学科，大力提升经、法、管主干学科核心竞争力，争取应用经济学、法学

在全国权威学科排名中进入（保持）前十，在一级学科重点学科方面取得突

破；扶持潜力学科，培育新兴学科，为学科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学科增长点；

进一步整合资源、促进学科交叉，极力彰显财经政法融通的学科特色。 

具体工作思路为：坚持走学科建设内涵式发展道路。树立一级学科建设

理念，优化学科专业布局；以重点学科项目建设为核心，以彰显学科特色和

凝练学科方向为突破口，以推进学科协同创新、提升学科国际化水平和完善

学科建设工作机制为抓手，注重改革创新，加大经费投入，努力提升主干学

科核心竞争力，开创学科建设新局面。 

结合学校学科建设的发展目标和工作思路，报告提出，要通过采取树立

一级学科建设理念、进一步彰显学科特色、进一步提高学科国际化水平、推

进学科协同创新发展、高度重视青年教师在学科发展中的骨干作用、完善学

科建设管理工作机制等多种措施，努力推动学校学科建设跨越式发展，开创

学科建设工作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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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汉东校长强调，学科建设工作要有战略意识、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

学科兴则大学兴，学科强则大学强。他指出，学科建设工程是涉及学校各个

方面的系统工程，学科建设工作是高校办学的根本任务，学科建设水平是大

学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目前同类高校在集中力量办学科上取得了不少成

绩，我校的学科建设工作还面临着传统强势学科发展后劲和成熟学科发展速

度等问题。学校要坚持经、法、管传统优势学科带动其他学科发展的思路，

抓住部部共建、部部省共建的机遇，推动学科建设‚群星灿烂‛而非‚一花

独放‛。吴汉东建议，经、法、管三大主流学科要以学部为单位，召开学科

建设工作会议，将各项措施落实到各学院；校党委、行政在近期召开会议，

研究‚十二五‛规划后半程的学科建设工作，拿出学科振兴的实施措施，通

过学科建设工作会议形成中南共识，再现学科辉煌。 

张中华书记强调，学科建设水平直接影响着学校高水平人文社科研究型

大学建设目标的实现，学校各二级单位党政负责人要担当起学科建设的任

务，推动学术团队建设、振兴学科工程，各学院要切实讨论会议精神，提出

学科复兴和创新的建议和意见，拿出有效措施，促进学科发展和振兴。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发布 2009-2013 年研究生招生白皮书 

近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发布 2009-2013年研究生招生白皮书。白皮书

中指出：‚在录取的硕士研究生当中，湖北生源占 47%‛。在研究生招生调

研过程中，研究生院为各学院提供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09-2013年研究

生招生工作白皮书》，从报考意愿和录取情况来看，湖北生源是学校的第一

大生源省份。 

报考和录取规模稳步增长 

数据显示，2009-2013年全校硕士研究生报考和录取人数呈逐年递增态

势，报考生源比较充足。2009年报考人数 9074人，2013年报考人数为 11735

人。每年报考人数增长 5.2%，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增长周期。2009 年录取

人数为 2251人，2013年达到 2496人，增长 11%。由于报考规模较大，硕士

研究生考录比一直较高。2011、2012年的考录比维持在 5：1以上，即考上

研究生的机率为 20%以内，2009、2010 及 2013 年报考考生考上研究生的机

率都低于 20%。报考和录取最多的五个专业为工商管理硕士、会计硕士、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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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学、法律硕士（非法学）和公共管理硕士，录取人数最多的学院依次为工

商管理学院、会计学院、金融学院、法学院和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生源最多 

选取报考考生的户口所在地作为生源地进行统计，显示我校 2009—2013

年录取硕士研究生主要来自于湖北省、河南省、山东省和广东省，隶属于中

南六省的范围。尤其是湖北省和河南省的考生，占每年录取人数的 60%左右。

以 2013 年数据为例，生源主要集中于湖北省（47%）、河南省（13%）、山

东省（7%）、广东省（7%）和安徽省（4%），其中安徽省考生录取人数显著

增加。此数据可为学校研究生招生宣传提供参考。 

女研究生居多 

从报考情况来看，报考考生中女生人数增长速度明显高于男生人数的增

长。2009年男女比例接近 1：1，2010-2012年基本为 0.80左右，2013年男

女比例有略微下降趋势，减少至 0.77。 

从录取情况来看，录取考生中女生人数增长速度略高于男生人数的增

长。2009年男女比例接近 1：1.45，2011-2012年基本为 1：1.57，2013年

男女比例有略微下降，降至 1:1.52。 

专业学位录取比例持续增加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现有金融硕士、税务硕士、法律硕士和工商管理硕士

等 17 个专业学位招生专业，从 2009-2013 年录取数据来看，专业硕士学位

录取比例持续增加。2010 年，该校只有 5 个专业硕士学位招生专业，其中

工商管理硕士占专业学位录取总人数的 48.68%，位居第一；而法律硕士（包

括非法学和法学）共占比例为 28.42%，公共管理硕士占比例为 9.32%，会计

硕士占比例为 13.58%。2010年，学校新增 10个专业硕士招生专业后，专业

硕士学位研究生录取规模明显增加。2009 年专业硕士录取人数占总招生人

数的 29.85%，2010年为 36.93%，2011年为 42.21%，2012年为 44.58%，2013

年 46.88%。依据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划，到 2015年，专业学位硕士研究

生教育的招生规模要达到当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的 50%。 

推免生规模有待增加 

推荐免试是硕士研究生招生的一个重要方式，是优质生源中的‚优质生

源‛。全国共有 908个研究生招生单位，具有推免生资格的单位仅有 31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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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单位数的 34.47%。教育部对推免生推出人数有严格的比例限制，‚985

工程‛、‚211工程‛和一般院校的推免生比例依次为应届本科毕业生人数

的 15%、5%和 1%。各研究生招生单位对接收推免生没有人数限制。该校接收

推免生人数和比例总体上呈增长的态势，2009 年，接收推免生 132 人，占

录取人数的 5.86%；2011 年，接收推免生 264 名，占 11.06%；2012 年，接

收推免生 278名，占 11.37%；2013年接收 320名，占 12.82%。和同类高校

相比，接受推免生人数和比例仍有一定的差距。为吸留更多优秀本科生申请

推免生，学校已开设文澜优秀大学生夏令营，分设‚中南经英‛、‚融汇中

南‛、‚直面法学名师‛和‚会人会语‛等 8个分营，为国内应届本科生提

供与我国专业领域资深专家学者和业界知名人士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白皮书通过对分析学校 2009-2013年研究生招生的基本数据，客观反映

了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的现实情况，为学校招生、专业调整和研究生教育等

方面的决策提供参考依据。研究生院将编制和发布研究生招生白皮书作为每

年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的一部分，以期更好为学校研究生教育服务。 

湖南大学取消导师终身制  优秀讲师也能当博导 

近日，从湖南大学了解到，从今年秋季起，湖南大学的优秀讲师也可以

申请担任博士生导师。这是自 2011 年该校取消导师终身制、实行导师岗位

动态管理后的又一举措。 

严把博导质量关是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的重要环节。近年来，为了提高

博士生培养质量，湖南大学在全国率先推出了博导动态选聘制度等系列‚新

政‛，博士生培养质量稳步提升，博士毕业论文连续两年获评‚全国百优‛

论文，并在近三年各级博士论文抽检中全部合格。 

‚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导师是关键。打破传统的导师终身制‘金饭碗’，

就意味着只有符合条件的教师才会被聘为博导、硕导。导师只是岗位不再是

身份。‛该校研究生院院长李庆国说。 

按照原来的办法，年轻教师进了学校，先要熬上 5年，甚至 8年，评上

教授以后，再熬成博导，之后就终身可以招收博士生了。这样一来，因为是

博导，一些没有好的科研项目和研究方向的导师，也要带博士；与此同时，

一些优秀的青年教师，拿了大项目和课题，有指导博士生的能力和水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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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也缺科研助手，但因为不是博导，就不能培养博士。这一矛盾导致的直接

后果就是博士生缺乏成才的沃土。 

为此，2011 年，湖南大学出台新的《博士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审核办

法》。从当年开始，不再遴选新的博导和硕导，只从年龄、科研水平、科研

项目、科研经费和培养质量等方面对导师招生资格进行认定。达到招生条件

的可不受职称限制，未取得招生资格的将不允许招生。 

这意味着博导不再是教授的专属，更不是终身的荣誉称号。得益于博导

岗位动态管理的政策，两年来，该校先后有 25 位青年副教授成为博导，其

中最年轻的仅 28岁。与此同时，34名教师没有通过博导招生资格审查。 

去年起，湖南大学还将取消导师资格的权力交到学生手上。学生对导师

的指导态度、指导时间等方面进行评价，学校对导师的科研能力、基本素质

等进行考核。两者测评总分低于 60分者将直接被取消博导资格。 

 

 

 

 

 

 

 

 

 

 

 

 

 

 

 

抄送：校领导、校长助理、全校中层干部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政办公室                     2013 年 6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