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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说 明

为了全面反映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各年度的基本情况及各项事业的改革与发展，
整理并保存各年度研究生院主要活动和各项工作的重要文献、文件、统计数据等资料，
自２００１年起，研究生院逐年编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年鉴》，并自２００７卷开始全面
改版。

改版后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年鉴（２００７）》汇集了２００６年学校事业发展及重
大活动基本情况，重点反映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党的建设、教学科研、学科建设、人
才培养、队伍建设、学校管理、对外合作交流、校园文化等方面的重要活动和所取得
的经验、成果等。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年鉴（２００７）》是资料性文献汇编，以文章和条目为基本载
体，以条目为主。全书设置重要活动、学校概况、专文特载、院系情况、教育业务、
国际合作、干部培训、综合支撑、党务工作、文件与规章、机构与干部、表彰奖励、大
事记、媒体报道目录、毕业生名单等栏目。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年鉴（２００７）》选题基本事件范围为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至１２
月３１日间的重大事件、重要活动及各个领域的新进展、新成果、新信息。年鉴收录的
统计数据，由学校相关部门提供、审定。

年鉴的编辑印刷工作得到了学校领导的支持以及全校各部门的大力协助，在此谨
表示深深的谢意。年鉴涉及面广，内容多，加上编辑人员水平有限，年鉴中存在的问
题和疏漏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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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校 概 况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成立于１９７８年，是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成立，由中国科学院创办的我国第
一所研究生院。著名科学家严济慈先生任首任院长。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以下简称“研究生院”）以中国科学院分布在全国２０余个省（市）的
１２０余个研究生培养单位（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院、中心、园、台、站）为基础，建立起以北京集
中教学园区为主体，以分布在上海、成都、武汉、广州、兰州５个研究生教育基地为延伸，联系和覆
盖全国的网络式研究生教育体系，坚持“院所结合的领导体制，院所结合的师资队伍，院所结合的
管理制度，院所结合的培养体系”，负责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研究生的统一招生、统一教育管理和统
一学位授予。

经过３０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和发展，研究生院已经形成了“两段式”的培养模式：研究生入学
后，先在北京集中教学园区或各教育基地进行为期一年的基础课程和学位课程的集中学习；随后进入
各培养单位跟随导师，在科研实践中开展课题研究并完成学位论文。

北京集中教学园区和分处全国各地的研究生教育基地是研究生院集中开展研究生课程教学、学术
交流、公共管理以及营造校园文化氛围、进行综合素质教育的主要场所。遍布全国各地的研究生培养
单位（各研究所、院、中心、园、台、站）作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育的基本单元和培养实体，在
研究生创新能力和科研素质培养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各培养单位超过１万名的科研骨干直接参与研
究生的课程教学、科研训练和论文指导，其中包括３００余名两院院士、４０００余名博士生导师。
２００６年，研究生院在北京集中教学园区设有数学科学学院、物理科学学院、化学与化学工程学

院、地球科学学院、资源与环境学院、生物系、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管理学院、人文学院（下设
社会科学系、科技考古系）、外语系、计算与通信工程学院、工程教育学院等直属教学机构。各培养
单位建有５个国家实验室、６６个国家重点实验室、６７个中国科学院重点实验室、１４个国家工程研究
中心、１０２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为研究生开展学术研究、参与科研实践、锻炼创新能力，提供了科
研支撑条件。
２００６年，研究生院拥有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２６个，分布在理学、工学、农学、医学、教育

学、管理学６个学科门类。博士学位二级学科授权点１１３个，分布在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
学、教育学、管理学７个学科门类；硕士学位二级学科授权点１３６个，分布在哲学、经济学、文学、
理学、工学、农学、医学、教育学、管理学９个学科门类；并在１８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下自主
设置了３０个二级学科专业，另有工商管理硕士、工程硕士２个专业学位授权点。

研究生院教师队伍由专任教师、任课教师、论文指导教师组成。２００６年，研究生院有专任教师
２７５人（教授或研究员１００人、副教授或副研究员１２１人），任课教师９５６名，论文指导教师约７０００
人。研究生院实行每学年秋季、春季、夏季三学期制度，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学年在北京集中教学园区为研
究生提供各类课程１０６２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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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毕业研究生６０２８人（博士研究生３６５７人、硕士研究生２３７１人）。授予博士学位３５０２
人、硕士学位２６５５人。招收研究生１１３４９人，其中博士研究生５０２５人，硕士研究生６３２４人。在校研
究生３３１４７人，其中博士研究生１６６２１人，硕士研究生１６５２６人。
２００６年，毕业外国留学生５人，其中博士研究生４人，硕士研究生１人；毕业港澳台学生３５人，

其中博士研究生９人，硕士研究生２６人。录取港澳台学生和外国留学生３１人，其中博士研究生２９
人，硕士研究生２人。在学港澳台学生和外国留学生１３５人，其中博士研究生１０５人，硕士研究生３０
人。

研究生院图书馆依托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为研究生提供图书文献资源。中国科学院国家科
学图书馆建筑面积４万平方米，拥有馆藏图书５２０万册（件），其中中外文期刊１６０００种（包括电子
期刊）。

研究生院主办《自然辩证法通讯》、《管理评论》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３个公开发行
的学术刊物，并有内部刊物《研究生院》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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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文 特 载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领导班子届中经济责任审计述职报告

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３日
本届行政领导班子于２００４年７月３１日上任（科发人任字〔２００４〕３５号），今年７月将到任期届

中。根据北京分院《关于对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定代表人实施任期届中经济责任审计的通知》（科
京发院字〔２００６〕１６号），对研究生院进行经济责任审计，审计期间为２００３年９月底至２００５年１２
月底。按照《中国科学院所属事业单位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 （科发纪监审字
〔２００１〕２３６号）要求，现将任期以来的主要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２００３年底，中国科学院党组做出了关于中国科学院管理干部学院（以下简称“管理干部学院”）
成建制并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以下简称“研究生院”）的决定。整合期间的党政领导班子至２００４
年６月届满。２００４年７月３１日，中国科学院党组正式任命了本届班子。
１ 办学目标
研究生院的办学目标是：进一步整合系统内的教学资源、科技资源和智力资源，大力发展以博士

生教育为主体的研究生教育，实现统一招生、统一教育管理、统一学位授予，研究生培养的总体质量
居全国前列，与发达国家可比，部分学科专业争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把研究生院建设成为国际知
名、国内研究生培养规模最大、教学条件和校园环境亚洲一流的研究型大学。
２ 组织机构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本届班子对研究生院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形成了目前的组织机构格局（见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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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院组织机构表
党务行政部门
院办公室（党委办公室） 党委组织部
党委宣传部

教育业务行政部门
招生办公室 培养办公室
学位办公室 学生处（党委学生工作部）
教务处 国际合作处
培训部

综合支撑部门
人事处 计划财务处
科研处 保卫处
离退休与群众工作处 基建处
网络中心

院（系）、实验室
数学系 物理学院
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地球科学学院
资源与环境学院 生物系
信息与信息工程学院 管理学院
人文学院 外语系
软件学院 工程教育学院
成人教育学院 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
认知科学重点实验室

园区管理部
玉泉路园区管理部 中关村园区管理部
雁栖湖园区管理部

其他部门
校友会 中科研源公司
科大管理部

３ 主要成绩
本届班子上任以来，在科学院领导的直接关心和各职能局的指导下，在各研究所的配合下，围绕

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战略目标，贯彻“三统一、四结合”的办学方针，按照研究生院知
识创新二期试点方案任务书的要求，深化改革，加速发展，全面推进各项工作，圆满完成了创新二期
的各项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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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研究生招生数量达到１１２１４名（博士５０１１名，硕士６２０３名），博士生源优秀率达到
７９ ３％，硕士生源优秀率达到７１ ７％；授予博士学位２７０４人，授予硕士学位２１８７人；在学研究生规
模达到３０９８９名（博士１５７１４名，硕士１５２７５名）；北京集中教学的硕士研究生人数达到当年招生总
人数的７２ １％，集中教学课程门数增加到９８２门，教学改革不断深化，教学质量逐步提高；队伍建
设改革力度加大，队伍结构明显优化；学科建设和院系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办学条件显著改善，创新
文化建设成效明显；“三统一、四结合”的教育体制进一步深化，制度建设日趋完善、管理水平不断
提高，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育品牌的影响力彰显。

从２００３年起，在社会评估机构发布的中国一流研究生院排名中，中科院研究生院连续获得理科
第１名、工科第２名，综合排名第１名。

　 　 二、工作进展

１ 办学规模
从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０５年，在读研究生规模从２２４１６人增加到３０９８９人，增长到１ ４倍。２００５年，我

院博士招生占全国招生总数的９ ０２％，硕士招生占全国招生总数的１ ９８％。
从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０５年，招生规模从９２１０人增加到１１２１４人，增长到１ ２倍；博士生源优秀率从

６７ ６％提高到７９ ３％，硕士生源优秀率从６６ ６％提高到７１ ７％。招生规模迅速突破，生源质量稳步
提高。

坚持学位授予两级审核制度。从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０５年，共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１１６９３人，其中博士
学位６４５２名，硕士学位５２４１名。

留学生工作取得了大规模突破。２００１年攻读学位的境外学生仅有１３名，到２００５年底在读外国留
学生８０人，分布在１４个国家，其中９０％攻读博士学位；另有在读港、澳、台地区学生５０人。
２ 集中教学
在北京地区参加集中教学的研究生，从２００３年的３０６７人增加到目前的７４８５人，增长到２ ４倍；

参加集中教学的培养单位增加到８４个，开设课程数量增加到９８２门，其中公共选修课程增加到２９１
门。北京地区已经形成了由专任教师、任课教师和兼职教师组成的师资队伍。专任教师总数达到２５８
人，来自培养单位承担集中课程教学的任课教师有４７３人，院外兼职教师达到３０３人。

自筹４０万元人民币，设立了“教材出版基金”，支持鼓励教材的编写；通过社会招标，由高等
教育出版社免费出版研究生院所有教材，首批４１本教材已列入出版计划，已有６本教材入选教育部
研究生教学用书。
３ 教育管理
根据院所结合的原则，构建了办学的基本框架。组建了学位评定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文化建设

委员会、教学委员会、校务委员会以及各类一级学科专家组等。
注重培养质量的逐步提高，加强制度建设，规范各培养环节的科学管理。遵循“三统一、四结

合”的办学方针，制定修订了教学培养管理文件４８个、各类规章制度２００余项。
组织１９个培养单位，参加全国１５个一级学科的整体评估，全部进入前５名；其中，物理学等４

个学科获第一名，地理学等５个学科获第二名。
规划、设计并实施了ＴＲＰ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系统。已经建成１６个子系统，初步实现

了对全院教育基础数据的统一管理，为“三统一、四结合”的实施提供了统一的管理平台和技术支
撑平台。
４ 学科建设
在各研究所的大力支持配合下，完成了涉及６个学科门类、３２个一级学科，共计２０７５门课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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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和教学大纲的撰写编制。
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查批准，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总数从２３个达到２６个，新增３个，全国

总数排名由第四位上升至第三位；新增博士学位二级学科授权６个。
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权，自行审核增列硕士点８个；并在１６个一级学科领域内自主设置了２３

个二级学科专业；自行审批增列博士培养点６１个和硕士培养点５５个。
５ 干部培训
初步形成以科技领导力和科研项目培训为重点的科技管理培训体系，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０５年，共培训

所级领导和管理干部４３００余人次，有效促进了知识创新队伍建设。积极开展培训教学研究，塑造科
技管理培训品牌。重点开展了《中国科学院继续教育指南》研究，提出了中科院继续教育和干部培
训的规划要点和培训体系；确立了以科技领导力培训和科研项目管理培训为培训品牌建设重点、以院
所领导和管理骨干以及战略科学家为培训重点的培训工作体系。

原管理干部学院与研究生院的整合后，优化队伍、整合资源，结合研究生院的办学优势，干部培
训的力量得到了加强。
６ 科研工作
加强科研团队建设，支持青年教师积极参与中国科学院的青年科学家小组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活

动，鼓励教学科研人员积极争取“９７３”、“８６３”、国家基金项目等重大项目；大力推进横向合作和科
技成果转化工作；成立了企业技术创新中心、数据挖掘与知识管理中心、虚拟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
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中心、工程研究中心等研究平台，促进了科研教学团队的发展。２００５年，新增科
研项目１０２项，科研到账经费３０５０万元。

科技创新能力逐步提升。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密码理论与技术等领域取得一系列重要成
果，主要成果处于国际先进水平。认知科学重点实验室已成为我国认知神经科学领域的一支重要力
量，陈霖院士等的论文发表在《Ｓｃｉｅｎｃｅ》杂志上，这是我国认知成像领域突破性的成果。此外，研
究生院专任教师的科研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２项，省部级奖８项。

主办《自然辩证法通讯》、《管理评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等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
扩大了研究生院的影响。
７ 人才队伍
加大杰出人才的引进力度。出台人才引进管理办法、“百人计划”管理办法等文件，规范人才引

进工作。自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５年底，本部专任教师中增选院士１名，引进“百人计划”人才１２
名，引进专任教师和科研人员９７人，其中８７人具有博士学位或博士后工作经历。

优化专任教师队伍结构。截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底，共有专任教师２５８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３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有１６３人，占总人数的６３％；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的教师比例达到８５％；其
余人员主要是年龄在５０岁以上且具有高级职称的老教师。教师的年龄结构也逐步趋向合理，４５岁以
下教师的比例增加到７０％。

提高管理支撑队伍综合素质。选拔或招聘具有业务背景、高学历的人员走上管理岗位，正副处长
岗位人员中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的比例达到４０％，普通管理／支撑岗位人员平均年龄３８岁，全部具
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达到６３％。

顺利实现原管理干部学院和研究生院的队伍整合。２００４年上半年实现了机构和各类人员的工资
等待遇政策的对接和统一；２００４年下半年本着“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的原则，实现了全校统
一机构设置、统一岗位设置、统一竞聘上岗工作。截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底，共有在编职工６６３人。
８ 园区建设
玉泉路园区改造建设基本完成。对教学楼、各园区内市政基础设施及配套管线、绿化环境、道路

系统进行了改造及部分更新，拆除危旧及临建房屋、抗震棚等建筑２ ３万平方米，新增绿化面积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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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米。玉泉路教学园区新建一幢１ ８万平方米的研究生公寓楼，扩建４千余平方米研究生宿舍，
改建完成２ ８万平方米研究生宿舍。

中关村园区建设初具规模。新建１ ３万平方米现代化的中关村教学楼，接收并管理中关村１４ ８
万平方米青年公寓，正在规划建设６ ３万平方米学生公寓及食堂。

雁栖湖新园区规划完成可行性研究。２００３年１２月，中国科学院批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新园
区规划建设汇报纲要》。２００４年３月，国务院原则同意中国科学院在雁栖湖建设研究生院新园区的规
划。２００５年，研究生院新园区建设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经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
９ 校园文化
谨守“博学笃志，格物明德”校训；创办《研究生院》综合刊物，集中反映中国科学院研究生

教育的改革进程和独特经验；举办了“建设与发展论坛”近４０期；编辑出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演讲录》１ － ８辑。

主办由路甬祥、郑必坚发起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６个单元主题报告会，有３６位国内外政
要、知名学者、著名科学家发表演讲；编辑出版“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演讲录，产生了广泛而深
远的社会影响。

举办“校园文化艺术节”，组织“高雅艺术进校园”系列活动；组织成立各类学生团体，目前有
博士合唱团、创业者协会、研究生剧社、学生记者团等２０多个学生团体。

开通“科苑星空”ＢＢＳ网站，积极引导、严格管理，为全院研究生提供交流平台和精神家园，
进一步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

制定和修订校务、招生、教学、学位、学生管理、留学生、科研、人事、财务、资产管理等方面
的规章制度１００余项，编印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规章文件汇编》１—４辑，制定《教师手册》、
《学生手册》等各类人员的行为规范。
１０ 廉政建设
健全制度。建立和完善了领导班子学习制度、领导干部专题民主生活会和党员组织生活会制度、

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干部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制度、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等，陆续制定了一系列经费审
批、监察审计的规章制度，用制度来规范和约束员工的行为。

持续开展党风廉政教育，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扎实推进廉政工作。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
“两个条例”；建立副处以上党员干部的廉政档案；认真做好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对有经费收入的单
位不定期进行财务收支状况抽查和审计；坚决查处“小金库”现象；纪委直接参与，强化对工程项
目招标、大宗物资采购等的监控；认真处理群众来访、信访和举报工作，及时查处个别干部的违法违
纪事件。

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努力推进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通过电子政务系统（ＯＡ网）、院长接待
日、院长信箱、在线访谈等多种形式和渠道，积极推行院务公开；定期召开全院教职工大会、中层干
部会议，及时通报学校大政方针、重要工作进展；充分发挥职代会作用，职工代表直接参与学校发展
规划、人事改革政策的制定和修改。

　 　 三、财务资产工作

原管理干部学院于２００３年１１月进行了任期提前换届／整合审计（审计期间截止到２００３年９月
底），研究生院也于２００３年１２月份进行了同样审计（审计期间截止到２００３年９月底），院监察审计
局提出了审计意见，我们已经认真按审计意见进行了落实和整改，并向监审局作了书面报告。２００５
年３月，中编办批复原管理干部学院正式成建制并入研究生院（科发人教字〔２００５〕７０号），原管理
干部学院法人资格注销，其职能、人员、经费等并入新组建的研究生院。２００５年１０月，按照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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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计划局的要求，对原管理干部学院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５年１０月财务资产帐务情况进行了专门审
计。根据审计结果，经科学院批准，将原管理干部学院财务资产帐务正式并入了研究生院，两院整合
圆满完成。
１ 严格执行国家财经制度，规范财务管理
认真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财经制度，及时转发国家和科学院有关财经制度，并结合单位实际，

制定相应的实施办法，力争做到依法理财。
重视财务制度建设，已经建立了较完善的符合单位管理特点和要求的财务资产管理制度达２０余

个，其中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后制定的财务制度３个，逐步实现了财务、资产管理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促使各项经费的合理和高效率使用，确保国有资产的有效使用。

这些年来，我们强化了内部控制体系，规范日常财务管理，撤消未经报批的银行账户；开展了全
院范围的资产清查工作，完善固定资产管理，有效提高资产使用效率；认真清理往来款项，专人负责
应收账款的催报；认真学习业务，提高自身素质，解决两院整合及后勤部门财务并账问题，完整反映
单位业务，连续３年获得院财务决算先进单位称号。
２ 学校财务基本状况
（１）基本财务数据
从２００３年９月３０日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１日，研究生院财务基本数据见下表：

单位财务资产基本状况表（合并）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２００３ ９ ３０
（研究生院）

２００３ ９ ３０
（原管理干部学院）

２００３ ９ ３０
（合计）

２００３
年底

２００４
年底

２００５
年底

一、资产
１ 货币资金 ６１４３ ２３６６ ８５０９ ６５６３ ５６ ９７７５ ６３ １１２７０ ７５

２ 应收账款 ４４１８ ７０４ ５１２２ ４３３２ ９０ ３２２３ ７３ ３７５４ ００

３ 库存材料 １７２ １４ １８６ ５ ０４ １８ ５４ ２１ ７３

４ 对外投资 ６９２ ６９２ ６９２ ０５ ６９２ ０５ ６７２ ０５

５ 固定资产 １０８６４ ３２３１ １４０９５ １８８３７ ８９ ２０７４２ １８ ２５１８３ ０２

资产合计 ２２２８９ ６３１５ ２８６０４ ３０４３１ ８１ ３４４５２ １３ ４０９０１ ５５

二、负债
１ 应付款项 ４４３８ １４９３ ５９３１ １２１０ ５７ １７８２ ０２ ３０１８ １０

２ 合同预收款 ２４３１ ３ ２４３４ ３０３８ ４９ ３２３０ ００ ４０９８ ６６

负债合计 ６８６９ １４９６ ８３６５ ４２４９ ０６ ５０１２ ０２ ７１１６ ７６

三、净资产
１ 事业基金 ７０６ ５５２ １２５８ １８４６ ３５ ２５２０ ５８ ２００８ ７３

２ 固定基金 １０８６４ ３２３１ １４０９５ １８８３７ ８９ ２０７４２ １８ ２５１８３ ０２

３ 专用基金 １７１５ １３１１ ３０２６ ３０００ ６３ ２９３５ ０６ ２９６７ ３５

４ 财政补助结存 ２４４２ － ３３５ ２１０７ ２４２１ ７２ ３１３１ ３８ ３５６３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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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名称 ２００３ ９ ３０
（研究生院）

２００３ ９ ３０
（原管理干部学院）

２００３ ９ ３０
（合计）

２００３
年底

２００４
年底

２００５
年底

５ 拨入专款结存 ２１ － １１ １０ ７６ １５ １１０ ８９ ６２ １４

６ 未分配结余 － ３２８ ７１ － ２５７

净资产合计 １５４２０ ４８１９ ２０２３９ ２６１８２ ７５ ２９４４０ １１ ３３７８４ ７９

　 　 与２００３年底比较，研究生院总资产增加１ ０５个亿，其中固定资产增加６３４５万元、货币资金增
加４７０７万元、材料存货增加不到１７万元；对外投资减少２０万元、应收账款减少５７９万元。在教学、
科研业务工作总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研究生院的资产的总体质量不断改善和提高。

和２００３年底比较，研究生院的负债增加２８６８万元，其中合同预收款增加１０６０万元；单位净资
产增加７６０２万元，其中固定基金增加６３４５万元、财政补助结存增加１１４２万元、事业基金在提供近
５８２ ３４万元自筹基建资金后仍增加了１６２万元。经历了研究生教育规模的迅猛发展，研究生院整体
的资金结构趋向健康、合理。

（２）收支情况
从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３１日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１日，研究生院各项收入及支出总体情况见下表。创新经

常性经费增加近４３１万元，预算外收入增加５３４万元，科研收入增加４５３万元。研究生院教学规模扩
大、科研能力提高，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研究生院收入基本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财政补助收入

小计 其中：基
本事业费

其中：创
新经常性

拨入专款
事业收入

小计 预算外
收入 科研收入

其他收入 合计

２００４年 １４１１３ １８ ２２８５ ５４ ３９４７ ６５ ３１６ ０７ ７０４８ ５０ ５６１８ ５７ １４２９ ９３ １４ ５０ ２１４９２ ２６

２００５年 １０４９３ ００ ２２８５ ５４ ４３７８ ５５ ３０４ ７９ ８０３４ ７３ ６１５２ ３６ １８８２ ３７ ３３１ ９２ １９１６４ ４８

研究生院支出基本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事业支出

财政补助支出预算外支出 小计
专款支出结转自筹基建支出合计 当年收支

事业性结余
２００４年 １３４０３ ５２ ４９７４ ２５ １９７５０ ８７ ２８１ ３３ ２７ １８ ２００５９ ３８ １４３２ ８７

２００５年 １００６０ ８８ ５９０３ ６８ １７８０４ ４５ ３５３ ５４ ５５５ １６ １８７１３ １９ ４５１ ２９

（３）往来账款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加大清理应收账款的力度，有专人负责定期催报，控制应收账款的增长。

２００４年底应收账款比２００３年底降低１１０９万元，２００５年底比２００３年降低５７９万元。应收账款构成主
要是预支基建款１７１３ ５７万元、购买科学院经济适用房８５１ １万元、医疗费超支２７２万元、退还科学
院“百人计划经费”款７３万元、汇往科学院各所奖学金７８ ６９万元（尚未获取所收据）、以及怀柔
新园区建设前期投入１００万元、原已经批准管理干部学院综合楼前期投入７１ ７８万元、各类年底未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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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的设备款１３６ ５万元等。除科大５７万元工程款由于历史原因较难清理外，其他应收款项形成原因
及金额清楚，不会形成无法收回的坏账。

应付账款２００５年比２００３年有一定的幅度增长。应付账款主要构成是：应上缴财政预算外收入款
３０３ ６万元、应交税金及附加３３ ５万元、暂存的养老储备金４２３ ８万元、研究所暂存待发放的学生助
学金２３５ ３万元、各类奖学金及奖教基金１７４ ７万元、尚待处置的职工购房款２５８ ３万元、住房押金
４７ ７６万元、待发放的留学生生活费２８３万元、年底尚未确认办理科研项目款等５９０ ５万元及其他款
等２０３ １万元。应付款项基本都有资金来源，多为代收代发关系，和一般意义上的债务有差别。

（４）创新经常性经费
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５年，研究生院合理使用创新经常性经费，创新经常性经费的使用率为９８％ （见下

表），其中用于教学、管理等方面的设备投入经费两年共１５５６万元，较好地改善了教学、基础设施和
办学条件。

研究生院创新经常性经费支出基本情况表 单位：万元
人员性支出 设备支出 其他公用性支出 创新经常性支出

２００４年 ９６７ ０６ ８１６ ００ ２１６４ ５９ ３９４７ ６５

２００５年 ９１４ ４９ ７４０ ７４ ２５４５ ９２ ４２０１ １５

３ 资产管理
（１）固定资产基本情况
２００３年底研究生院（含原管理干部学院）固定资产１８８３７ ８９万元，截止到２００５年底固定资产

达到２５１８３ ０２万元（不含未办理竣工决算手续的多项基建工程及中关村青年公寓未办理转入手续的
房屋资产），增加６３４５万元。

研究生院各类固定资产分类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１日

房屋建筑 ７１６５ ３７ ６０８１ ３４ ８２８７ １４

专用设备 １７９１ ５５ １９６０ １３ ６４５２ ８４

交通工具 ９４３ ０９ １１５４ ５３ １２５０ ３２

办公设备 ６９９ ２８ ８８２１ ３８ ６３１４ １１

通讯工具 １６ ８ ２０ ８３

家具 １２７６ ８８ ２０７７ ９０ ２３８２ ４４

标本及陈列品 １ ８５ １ ８５ ２ ６６

图书 ４８８ ３２ ４２３ ８７ ４４７ １３

其他 ７７ １ ８６ ６２

其他（并账） １１０ ６５ １１３ ７３ ４６ ３８

合　 　 计 １８８３７ ８９ ２０７４２ １８ ２５１８３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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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基本建设情况
从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日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１日，学校获得批复的基建项目８个（含４个百人计划专

项），批复投资总额２６２４１ ５万元，期间到位资金１９５６万元。见下表。

研究生院基本建设基本情况表
序
号 批复文号 项目名称

批复总投资（万元） 资金到位（万元）
合计拨款自筹贷款合计拨款自筹贷款

１
科发建字
［２００３］３５１号

引进国外杰出人才
（乔从丰） ２７ ２７ ０ ０ ２７ ２７ ０ ０

２
科发建复字
［２００４］２４１号

玉泉路科教园区综
合服务中心大楼 ３３７０ ５ １５２５ １８４５ ５ ０ １５２５ １５２５ ０ ０

３
发改高计
［２００４］２２７８号

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
验室设备更新改造 ３５０ ３５０ ０ ０ ３５０ ３５０ ０ ０

４
科发建复字
［２００４］２６３号

中关村园区研究生食
堂及辅助用房１３号楼 ２４１４ ６８５ ０ １７２９ ０ ０ ０ ０

５
科发建复字
［２００４］１４１号

中关村园区研究生
宿舍１２号楼 １６９８３ ０ ０ １６９８３ ０ ０ ０ ０

６
科发建复字
［２００４］１４２号

中关村园区地下停
车场 ３０４３ ０ ０ ３０４３ ０ ０ ０ ０

７
科发建字
［２００４］３６２号

引进国外杰出人才
（王嵬 石勇） ５４ ５４ ０ ０ ５４ ５４ ０ ０

８
科发建字
［２００５］２９８号

引进国外杰出人才
（丁文军） ２７ ２７ ０ ０ ２７ ２７ ０ ０

合　 　 计 ２６２４１ ５ ２６４１ １８４５ ５ ２１７５５ １９５６ １９５６ ０ ０

研究生院完成投资基本情况表 单位：万元
　 　 　 　 　 时间
项目　 　 　 　 　

０３年
１０ １ － １２ ３１

２００４
年度

２００５
年度 合计 备注

拨款金额 ——— １２２３ ００ １９５４ ４６ ３１７７ ４７
２００４年拨款含当年未
形成投资的３７７万

　 其中：自筹 ——— ——— ４０２ ４６ ４０２ ４６

完成投资 １５６ ０２ １１６６ ４８ １８４９ ３８ ３１７１ ８９

交付使用资产 ３８１２ ６７ ５６ ４６ ７４７７ ２７ １１３４１ ４０

（３）政府采购
全面遵守并认真执行国家政府采购相关制度和规定，将学校的资产采购体系和政府采购制度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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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政府采购的公开性、透明性等积极作用，注意克服政府采购中可能产生的工作
效率问题。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我们贯彻政府采购制度，结合单位实际，下达相关通知８项，确保了
学校政府采购工作的规范执行。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５年，我们实行的政府采购项目分类如下表：

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５年政府采购情况表 单位：万元

时间 协议供货询价采购定点采购办公用品采购服务采购工程采购 合计

２００３年 ３３９ ３２ ２２１ ５４ ３７４３ ０５ ４３０３ ９１

２００４年 ３５８ ２２ １７８ ５７ ２３ ７０ ５５０ １１１０ ４９

２００５年 ６４７ ２０ ２４２ ７７ ２２ ７６ １６ ５４ １２２ ８２ １９２７ ４６ ２９７９ ５５

数据表明，我们实施政府采购的项目、金额逐年递增。政府采购制度的有效实施，规范了单位的
资产购置，保证了采购货物的质量和数量。

　 　 四、存在的不足

几年来，在中科院领导的关怀、院职能部门和北京分院领导的指导和支持下，研究生院的财务、
资产工作制度比较健全，管理逐步规范，经费使用和支出结构基本合理，资金使用效益比较明显，为
研究生院的未来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但从事业发展和面临形势来看，我们认为，尚存在以下不足：
１ 单位自有资金不足，基本建设资金缺口较大，部分基建项目已经投入使用，但不能办理竣工

手续。
２ 多园区运行，资产管理金额较大，资产件数很多，但许多资产单位价值小，资产管理手段较

落后，管理难度大。
３ 往来款资金额度较大，虽然形成坏账的可能性不大，但一定程度上占用了其他资金，需加大

清理力度。同时，往来款中用于预支经济适用房款金额较大，建议尽快明确枫林绿洲房款价格，以便
我们收回预支的购房款。
４ 由于学校总体财力不强，除保证人员经费、日常运行等经费外，无力安排学校进一步发展所

需的经费，创新经费中设备投入比率不高，对学校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是有影响的。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２００５ 年党的工作总结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日
２００５年，是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进入试点三期，改革发展转入新阶段的关键一年，也是中

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以下简称“研究生院”）的工作重心从规模发展转向提高质量、开始持续稳定发
展的关键一年。在２００５年，研究生院党委紧密围绕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和研究生院的中心任务，按
照中央和科学院党组的部署，认真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并以先进性教育活动为契机，
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推动研究生院各项事业健康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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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认真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搞出了特色，取得了实效

根据党中央和院党组的部署，２００５年２月至６月，研究生院２０００余名师生党员参加了以学习实
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党委高度重视先进性教育活动，成立了先进性教育领导小组，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制定了党
委会与先进性教育领导小组每两周一次的联席会议制度，以及党总支书记工作交流、汇报会制度，切
实加强领导，抓好组织落实，确保措施到位。同时，结合我校学生党员多、支部多、地域分散（分
布在三个园区）等特点，坚持分类指导原则，扎扎实实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确保每一环节都取得
实效。例如，针对青年学生的特点，党委制定了《中共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委员会学生党员保持共
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实施方案》和《中共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委员会学生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辅
导员工作指导意见》。在各院系６９个学生党支部中，由院系党员干部、党员班主任、党员教师担任的
辅导员，对学生党员的先进性教育活动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采用简报形式及时传递信息，进行导
向，共出简报１３２期。

经过全校各基层党组织的精心组织和广大党员的共同努力，历时４个多月，圆满完成了先进性教
育活动三个阶段的各项任务，取得了明显成效。在群众满意度测评的结果中，全部１２项测评指标中
有７项在９０％以上，其中群众总体满意度测评结果为９４ １％；党委对１３个优秀基层党组织和４７位
优秀共产党员进行了表彰和奖励。党员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工作干劲和服务意识明显提高，基层党
组织建设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二、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提高思想认识

结合先进性教育活动，广大党员干部紧密结合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和研究生院发展建设实
际，深入系统地学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章和党的基本理论，注重实效，学以致用。通过
学习，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认识，增强了党性修养，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科技观、教育观、发展观、权力观和政绩观。先进性教育活动的理论学习，为圆满完成研究生院
的各项工作、开创改革发展的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把先进性教育活动与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紧密联系起来，通过先进性教育活动带动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针对少数学生党员存在的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不能按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等问
题，着重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上下功夫，着重在牢记党的宗旨、严守党的纪律上下
功夫，着重强调树立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和政治信仰，强调爱国、成才、奉献的志向，强调服务人
民、报效祖国的责任。

　 　 三、加强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党委针对在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征集到的关于学校整体工作的２７６条意见和建议，研究制定了３３
条整改措施，并按规定时间基本完成了整改措施的落实。通过整改，加强了党委自身建设，增强了党
政领导班子的整体合力和内在活力。在推动学校改革发展过程中，党政密切配合，领导班子团结进
取，党委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通过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锻炼了基层党组织，同时增强了党员之间、党群之间、干群
之间的沟通与了解，各支部、各单位的凝聚力明显增强。通过虚心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各基层党组
织认清了自身的不足，明确了努力的方向。通过整改，解决了部分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和影响力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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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进一步增强，凝聚力、战斗力不断提高，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得
以充分发挥。

完成党总支部（直属党支部）的调整换届工作，做好党员发展工作。年内新建党总支部（直属
党支部）３个，完成了１０个院系党总支部换届工作。发展新党员８８人，其中教职工８人，学生８０
人；有５１２名预备党员转正，其中教职工４人，学生５０８人；在先进性教育活动期间，有５名教职工
递交了入党申请书，３名教职工在“七一”前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发挥研究生业余党校的作用，组织了２００５级研究生支部书记培训班和２００５级研究生预备党员培
训班，进一步规范了学生党员发展工作程序。

　 　 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作风建设，进一步提高凝聚力和战斗力

积极配合先进性教育活动，深入开展党风廉政教育，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把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
教育活动和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工作有机的融合在一起。组织了全校１６００多名师生员工参观反腐
败警示展；修订制订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细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
院关于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具体办法》；明确
了各级党政干部和党组织对党风廉政建设应负的责任，做到了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相结合，谁主管，
谁负责，一级抓一级；严格执行中央有关党员干部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不断提高党员干部廉洁从政
的自觉性；认真办理群众来信、来访和举报工作，认真查处了后勤公寓管理中心主任等二人私分截流
住宿费问题。

通过先进性教育活动切实加强作风建设。通过认真学习、征求意见、自我剖析和民主评议等方
式，认真查找党员及领导干部在工作作风、民主作风、全局观念、服务意识、团结协作等方面存在的
问题和差距，并有针对性地改进和提高。在分析评议阶段，共５００余人次参加学校层面的各场座谈
会，征集到关于学校整体工作的各类意见和建议共２７６条，涉及教学、管理、学生培养、后勤服务等
多个方面。通过学习和整改，党员及党员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进一步改善，党员队伍和党组织的凝聚
力和战斗力不断提高。

　 　 五、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继续加大人才队伍建设力度

按照党管干部的原则，注意做好中层干部的任前考察、任前公示和任期考评，促进干部工作进一
步规范化、制度化。年内对４个任期届满的学院和２个重点实验室的行政班子进行了任期考评。

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年内引进各类专业人才４５人，其中“百人计划”４人，教授２人，３８人具
有博士学位或博士后工作经历。在大力引进人才的同时，加强考核，特别加强了专业技术岗位的试用
期、聘任期满考核，保证队伍质量。对因各种原因不能胜任或不适合创新岗位工作的人员，实行低
聘、转岗分流或待岗。实现人员有进有出、职位能上能下、待遇可增可减。

　 　 六、推进创新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成功举办“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第五单元和第六单元主题报告会；编辑出版科学系列《中国
科学院研究生院演讲录》第七辑和第八辑；筹划推出大型系列“研究生教育访谈录”；举办六讲“建
设与发展论坛”；启动校史馆的筹备工作；全面加强学校网站建设，策划推出先进性教育活动专题网
站、新闻网、招生网和就业网；开设“空中课堂”频道；科苑星空ＢＢＳ站健康运行；开展创新案例
的编写工作，组织编写案例１１篇；计算地球动力学重点实验室和网络中心被列入中国科学院首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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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优”科技创新团队。
举办第四届校园文化艺术节、高雅艺术进校园系列活动、 “青春校园”夏日激情露天音乐会、

“秋之韵”迎新专场文艺汇演、纪念“一二九”７０周年歌咏比赛、博士合唱团成立一周年专场汇报
演出、各种体育比赛等文体活动；举办“人生、拼搏、收获”首届研究生演讲大赛；举办创业计划
大赛，参加宁波全国创业计划大赛并荣获多项奖励；参加第六届ＣＣＴＶ “希望之星”英语风采大赛选
拔赛并荣获多项大奖和团体优胜奖；组织学生２０余次近３０００人次参加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凤
凰卫视举办的多个栏目的现场录制活动，很好地展示了研究生院学子的风采。

　 　 七、发挥民主党派、群众组织作用，做好统战、离退休及群团工作

修订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关于加强新时期统战工作的几点措施》，完善了研究生院党员领导
干部、党委委员联系党外代表人士制度，鼓励和引导各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对学校工作民主监督、建
言献策、发挥作用。

加强离退休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关心离退休教职工的生活，为离退休教职工排忧解难，做好服
务。在离退休党员中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专门召开离退休及内退人员代表座谈会，征询离退老同志
对党委和学校发展的意见建议。

加强对教代会（工会）、共青团等的领导，支持它们按各自的章程积极开展工作。充分发挥教代
会（工会）在思想政治工作、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保护群众利益、关注弱
势群体等方面的作用。完善了院系团组织体系，完成了研究生院团委换届工作，组建了中国科学院研
究生院学生会。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２００６ 年党委工作要点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日
２００６年，是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三期工作启动和“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共

产党建党８５周年的喜庆之年。大力推进党的建设，努力做好党的工作，对于全面完成本年度改革发
展的各项工作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新的一年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以下简称“研究生院”）党的工作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十六大及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精神，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服务知识
创新工程三期目标这条主线，切实加强党的建设，进一步巩固与扩大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成果，努力推
进领导班子建设、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创新文化建设，认真做好新形势下的统战工作和群众组织工作，
求真务实，开拓进取，为完成创新三期和“十一五”开局之年的各项工作任务，提高研究生培养质
量，促进研究生院和谐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和组织保证。

　 　 一、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为研究生院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可靠的组织保证

充分发挥党委的领导核心、政治核心和团结核心作用。坚持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立党为公、执
政为民，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委统揽全局、正确决策、引领大局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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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能力。重点抓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抓好研究生院发展目标的确立以及发展战
略、发展规划的制定，抓好研究生院改革发展中各项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决策，抓好规章制度的建立完
善，抓好人才干部队伍建设，抓好校园安全稳定工作。

进一步健全制度，完善工作机制。坚持中心组学习制度，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努力树立科
学的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贯彻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相结
合，不断增强领导干部民主集中制的自觉性；完善领导班子学习、议事、监督、管理、会议等制度和
规则；认真准备，开好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以推进事业发展为出发点，坦诚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
评，提高领导班子解决自身矛盾、驾驭复杂局面和领导改革发展的能力。

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的理论学习。通过对基本理论、时事政治、重大科教政策、领导能力、中国
科学院党组精神等主要内容的学习，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理论修养，不断提高中心组成员的政
治素质和理论水平，提高准确把握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教发展态势的能力，提高科学管理、民主管
理和依法管理的能力，提高按教育发展规律、科技创新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领导创新的能力，为知识
创新工程三期提供可靠的组织保证。

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坚持党管人才。根据学校的总体发展规划，调整制定人才、队伍规划，制定
配套政策，构建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加大对优秀骨干人才的引进力度，合理使用现有人才，加快骨
干人才的培养和成长，建立合理的人才更新和动态管理机制。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完善干部教育、培养、遴选、考察、聘任、评议、奖惩、审计、监察制度，
为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和能力提供制度保证。坚持在改革与创新的实践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把德才兼
备、政绩突出、群众公认的优秀人才及时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二、推进党的思想建设，进一步巩固、扩大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成果

进一步巩固先进性教育成果。高度重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建立健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长效
机制；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章，把学习贯彻
党章同完善党组织保持先进性长效机制、巩固深化先进性教育活动整改成果的各项工作结合起来；与
时俱进，不断强化教育、管理、监督和激励机制，通过学习来培育先进性，通过实干来展示先进性，
通过创新来丰富先进性，通过保持来巩固先进性。

切实加强全体党员和师生员工的理论学习。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章，以学习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
全国科技大会精神、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和中国科学院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为主要内
容，以中心组学习为龙头，分层次、有重点地组织全校师生员工进行系统学习，认清形势，统一思
想，凝聚力量，与时俱进，促进学校各项工作的稳健发展。

进一步推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贯彻落实党中央、教育部及中国科学院关于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的指示精神；认真总结推广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经验；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和人格健全
培养，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及心理疾患的防范工作，完善学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加强“以
科教兴国为己任，以创新为民为宗旨”的科技价值观教育，加强学生的行为规范及文明礼仪的养成
教育，培育优良学风和正确的科研道德观；制定并完善学生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采取多种形式，开
展有益于学生健康成长的各种活动。

　 　 三、推进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认真贯彻落实京区党委《关于开展基层党委工作考核评价的实施意
见》，推进党委考核评价工作；结合健全完善基层党组织保持先进性长效机制，探索基层党支部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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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加强基层党支部特别是院（系）党组织建设，更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积极
探索学生党支部设置的新形式，配备好、并培训提高学生党支部书记；编辑学生党支部工作手册、党
建工作文件汇编；对院系学生党务工作人员进行培训。

认真做好党员发展工作。不断研究和解决在党员发展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做好在
青年教师和业务骨干中的组织发展工作；加强学生业余党校建设，坚持办好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培训班
和研究生预备党员培训班；做好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进一步规范学生党员发展及预备党员转正工作
程序，提高在研究生中发展党员的质量，严把入党质量关。

精心组织建党８５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７０周年纪念活动，不断增强党组织在全局工作中的影响
力。

　 　 四、加大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力度，不断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

学习宣传贯彻中纪委六次全会精神。把中纪委六次全会精神传达到全体党员，并组织好学习和宣
传。通过学习宣传，进一步提高认识，领会精神实质，明确职责任务，增强工作责任感。结合实际，
深入贯彻落实院党组、分院党组《关于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
败体系实施纲要〉的实施意见》。把贯彻落实《实施意见》同巩固与扩大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果、建立
健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长效机制，大力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结合起来，同贯彻落实“三个条例”，
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入推进依法办学、民主办学结合起来，确保工作落到
实处。

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认真做好处以上党员干部收入申报、礼品登记、重
大事项报告、招待费报告制度，不断提高党员干部廉洁自律的自觉性；做好内部审计工作，做好信访
举报的查证核实工作，履行监督、监察职能，认真处理违纪违法问题。

　 　 五、进一步推进创新文化建设，营造有利于持续发展的文化氛围

推动创新文化建设继续向前发展。以中国科学院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研究生分会为平台，研究新
形势下的研究生思想动态，创新工作思路；继续做好创新案例的编写工作；继续举办“中国科学与
人文论坛”和系列讲座，并通过远程教育平台播出；加强对ＢＢＳ科苑星空站的监管，促进其健康发
展；推出校史展览，面向新生开展校史校情教育；继续深入开展“三优”科技创新团队创建活动和
“我为创新做贡献”主题实践活动。

健全制度体系。依据《中国科学院章程》，清理现行规章制度，构建符合研究生教育规律、符合
我校发展要求的规章制度体系，强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强化制度的权威性与严肃性，进一步营造
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认真贯彻落实中国科学院公共事务管理的四个标准，做好管理创新，提高公
共事务水平和质量。

开展活动，营造氛围，做好文化育人工作。充分发挥学生社团组织的“自我学习、自我教育、
自我管理”作用，引导学生团体开展各项有益活动；继续举办富有我校特色的素质教育系列讲座、
校园文化艺术节、高雅艺术进校园等系列活动，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和科学与人文素质全面提
升；继续加强校园文化设施建设，为文化育人提供良好的硬件平台。

　 　 六、加强统战、群团和离退休工作，为改革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认真落实《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关于加强新时期统战工作的几点措施》精神，坚持和完善校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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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联系党外人士制度、民主座谈会制度，适时组织党员干部和民主党派及党外人士的联谊活动，鼓励
和引导党外人士建言献策，岗位建绩。

健全和完善教职工民主管理机制，拓宽民主渠道，不断推进校务公开。发挥教代会作用，针对学
校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开展专题研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加强基层群众组织自身建
设，发挥群众组织的优势，积极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继续做好帮困送温暖工作，努力为职工办实事办
好事。

加强对共青团、学生会工作的领导，支持共青团和学生组织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开展多种形式的教
育活动，推动共青团、学生会工作整体水平的提高。

进一步做好离退休老同志的服务和管理工作，主动关心和切实解决老同志在思想、生活等方面的
具体问题。坚持以人为本，求真务实，为老同志“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创
造必要条件，尽心尽力地为老同志做好事、解难事。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２００５ 年行政工作总结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４日
２００５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以下简称研究生院）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保持共产党员
先进性教育活动为契机，继续贯彻落实“三统一、四结合”的办学方针，进一步规范管理，不断提
高教育教学质量，完善运行机制，同心协力，励精图治，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

　 　 一、教育教学工作

（一）招生工作
１ 稳步推进统一招生工作。建立和完善了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有关规章制度，奠定了全院招考

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的基础；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统一设置考试科目、全院统一命题、统一编制考试
大纲、统一阅卷；全院博士招生统一网上报名、京区单位统一组织考试、博士招生考试政治理论科目
实行全院统一命题；开展了全院研究生招生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促进了招生工作水平的提高；建立
起了面向全院各培养单位的统一的网络化招生工作平台，建立起了面向考生的研究生院招生信息网，
实现了招生工作的网络信息化。
２ ２００５招生年度，有１０７个培养单位招收硕士学位研究生、９７个培养单位招收博士学位研究生。

硕士招生计划６１８３名，报名人数１８９９４名，实际录取人数６２０３名，接收推免生２０３４名，占录取总数
的３２ ７９％，生源优秀率达７１ ６９％；博士招生计划４９５２名，报名人数１００７４名，实际录取人数５０１１
名，硕博连读生和提前攻博生２３０３名，占录取总数的４５ ９６％，生源优秀率达７９ ２７％。

（二）教学与培养
３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６学年全校共开课１０１３门，其中秋季３５９门、春季４０４门、夏季２５０门。共对１１９

门课程进行了教学督察，对５４９门课程进行了教学巡查；加强了对学位课程在教学组织、考核等方面
的质量要求。在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５学年开设的８８９门课程中评选出了６６门优秀课程、１２７门优良课程、５
个夏季学期优秀教学组织单位和４门夏季学期课程特别奖，同时对７２门课程提出了整改措施。成功
举办了２００５年全国研究生化学暑期学校。第一次举办了本部青年骨干教师培训班，增强了青年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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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教学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
４ 开通了空中课堂，设置了１１个教育频道，对部分课程进行网络直播，实现了远程异地同步授

课、学习。更新了玉泉路园区多媒体教学设备和部分远程直播设备。教学文献资源建设取得了明显的
进展。远程教学课件资源储备和课件制作进一步发展，完成流媒体普通课件１５５门，讲座１５７讲，总
计５９７６学时；完成精品课件２５门，精品讲座课件３６讲，远程教育分中心和站点提供课程６门，网
上发布课程４１１门。
５ 启动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材”遴选出版工作。通过公开招标，确定所有入选教材由高

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成立了教材编审委员会，并成功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经教材编审委员会专家审
核，遴选了４４本列入２００５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材”出版计划。
６ 正式获得了教师资格认证工作许可，启动了教师资格证的办理工作。由研究生院主办、各分

院和教育基地承办，在全国各地组织导师培训班１０期，参加培训并取得培训证书的导师达４２０余位，
提升了导师质量意识和职业素质。
７ 参与了“中国科学院创新试点单位的教育评价指标”的制定，实施了２００５年中国科学院优秀

博士学位论文的初选和院长奖及各类冠名奖的评选工作。启动了首次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系列教材的
评审工作。评审中国科学院“社会实践与创新研究”专项资助项目；选拔优秀博士生赴德参加诺贝
尔大会。
８ 共组织２１个培养单位１７个学科参加了２００５年博士授权点的定期评估工作，６个一级学科授

权点、１０个二级学科授权点合格，“信息与通信工程”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被列入责令整改并于两年
后重新进行评估的学科名单。
９ 继续做好与中国科技大学合办的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在职申请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教学管

理、学位申请及后续管理工作。细致、慎重地推进了成人教育的收尾工作。
（三）学位工作、学科建设与专业学位教育
１０ 修订了学位授予规章文件，对研究生发表的论文数量不再做统一的量化要求。在培养点增列

与自行审核新增硕士点的工作中，实行“专家匿名通讯评议、学科评议组评审、学位评定委员会投
票表决”三个阶段的审核机制。对于已经弱化的培养点，实行自我评估、撤销备案的机制。２００５年
共授予博士学位２７０４人，授予硕士学位２１８７人。共新增硕士点７个，有６个培养单位在７个一级学
科下自主设置了７个学科点。
１１ 组织成立了研究生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专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履行专业学位初审职责。召开

了“２００５年度专业学位教育工作研讨会”。申报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物流管理工程培养领域获得批准。
攻读专业学位硕士生在学人数达１１７３人，已有４４人获得软件工程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在职人员
攻读硕士专业学位连续３年在国务院学位办公布录取结果排序中排在前１０名；工程硕士ＧＣＴ考试成
绩在全国排第６名；管理学院ＭＢＡ荣获２００５年“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ＭＢＡ”第一名。

（四）学生管理与就业指导
１２ 发布《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生管理规定（试行）》，制定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院系学

生工作指导意见》。推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学籍的统一管理的落实工作，完成了研究生数据的统一上
报和学历证书的统一发放工作。组织召开了学生管理工作研讨会，召开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次学
代会，正式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生会，并加入全国学联。
１３ 搭建就业信息交流平台，加强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建设完善就业信息服务网，建立就业指

导资料库，举办就业指导系列讲座，提供学生就业和维权相关法律咨询。举办用人单位宣讲会和招聘
会，制作学校宣传折页分发到各大用人单位，成立学生就业服务社并开展工作。组织了“青年博士
服务周”赴山西考察活动，与山西、广西地方政府建立人才互动机制。协助人教局完成近４０００名毕
业生的就业派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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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着力抓好学生思想教育、人文素质培养等工作，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开展“校园文化艺术
节”、“高雅艺术进校园”等多项大型文体活动，优化育人环境。初步开展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邀请专家作心理健康教育讲座，每周开展心理咨询活动，支持学生心理咨询社开展活动，与有关医疗
机构建立心理危机干预绿色通道。

（五）党校和干部培训
１５ 认真完成了中国科学院、院机关各职能局、研究所１２个培训班、１１４０人次的培训工作。召

开中国科学院党校校务委员会会议，制定教学计划，开拓与完善特色单元课程。认真组织参与“中
央党校国家机关分校办学条件与教学组织管理评估”活动。进行了“党校大事记”和“继续教育大
事记”编写工作；定期出版《党校论坛》；编辑汇总党校学员的论文、软课题，形成了多部论文集。
１６ 完成了“科技领导力”课题、“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０年中国科学院所局级领导干部教育培训规划”

课题研究工作。开展了“中国科学院继续教育课程体系研究”、“创新案例进培训”等课题研究。参
与了中国科学院院长基金课题“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可持续发展机制与模式”课题的部分研究工作。

（六）留学生教育与国际合作
１７ 建立并完善留学生管理制度，实现了留学生管理信息化和规范化。留学生招生工作正在逐步

走上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到２００５年底，有来自港澳台的学生５０人，来自巴基斯坦等１３
个国家的学生８０人。
１８ 先后与众多国际著名高校和科研教育机构发展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签署校级合作协议８项。

接待来访外宾４５批２１５人次，派出９３批１２９人次。聘请６名外籍文教专家，有１２位世界顶尖的科学
家作为“爱因斯坦讲席教授”来校讲学。
１９ 积极发展国际合作项目，如中德国际联合培养研究生项目（２个）和中荷联合培养研究生项

目（６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澳大利亚ＢＨＰ Ｂｉｌｌｉｏｎ研究生奖学金项目，与东京大学合办中日学
生论坛。组织实施了中国科学院“发展中国家科研院所领导人研修班”和“发展中国家科研项目管
理者研修班”二个人才援外培训项目，共培训来自７个发展中国家的２６名科技官员或专家学者。

　 　 二、管理与支撑工作

（一）管理的制度化与规范化
２０ 年内共修订、制定各类规章制度２６件，编印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规章文件汇编》（四）。

启动了原中国科学院管理干部学院档案进馆工作。
２１ 继续完善ＴＲＰ系统。完成了公寓管理、招生管理、导师管理、奖学金和优秀论文评选管理网

络平台的开发和使用人员的培训。搭建起所级ＡＲＰ数据采集的网络环境，对人事、薪酬、财务、资
产、科研、电政等方面工作进行大量的数据采集工作，完成了所级ＡＲＰ上线的前期准备工作。完成
了ＴＲＰ与ＡＲＰ的教育数据资源核对工作。
２２ 推动工作重心向院系转移。各院系除了原来承担的教学组织、学生管理工作外，逐步开始在

组织统一命题、统一阅卷、学科建设、培养方案调研、质量管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二）人才引进与队伍建设
２３ 引进各类专业人才４５人，其中“百人计划”４人，教授２人，３８人具有博士学位或博士后

工作经历，绝大部分充实到教学科研岗位。设立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才基金”，用于支持学校
新近引进的专职教师。
２４ 专任教师队伍由２００４年的２２３人增加到２００５年的２５５人；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５学年聘请来自培养单

位和周边少数高校的任课教员１３１名，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６学年聘请任课教员２１７名。
２５ 修改完善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专业技术岗位聘任办法》，规范专业技术岗位聘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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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２００５年度管理与支撑岗位的职员职级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
（三）科学研究工作
２６ 组织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各类项目总计９９项，获批资助项目３１项（其中：面上项目２９

项，重点项目２项），总资助金额９９６ ２万元；获批科技基础条件平台项目两个子项目，总资助经费
为２２０５万元；首次获批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两项；９７３项目二级课题立项３项。首次组织了中国
科学院研究生院科研启动经费的评审工作，批准资助项目１２项，总资助经费１８４万元。全年共新增
各类科研课题１０２项，到帐科研经费３０００余万元。成立了金融科技研究中心、工程应用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数据技术与知识经济研究中心（筹）。石耀霖院士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２７ 组织专利申请１３项，软件著作权１７项。荣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一项，获教育部提名国家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项，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
２８ 承办主题为“工程创新与和谐社会”的香山科学会议第２５９次学术讨论会，举办“第３５届

国际科技考古学术讨论会”、“首届ＳＫＬＯＩＳ信息安全与密码学国际会议”、“计算地球动力学国际学术
研讨会”、“２００５国际数据挖掘技术与应用研讨班”、“商业智能及其在金融领域应用研讨会”等数次
学术会议。

（四）基建与后勤
２９ 新园区建设项目得到了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正式批复。玉泉路园区食堂建成投入使用，

中关村园区食堂建设工程进展正常。顺利通过中国科学院对玉泉路园区三座研究生公寓、综合楼、办
公楼、礼堂建设项目的验收。
３０ 调整后勤运行体制，成立了后勤工作指导委员会。完成了雁栖湖园区后勤工作的对接和保

障，完成了两校合并后的医疗统一管理系统与政策的对接。首次组织京区高年级学生进入北京市公费
医疗系统，京区约８０００学生受惠。计划生育、妇女工作、爱国卫生、绿化工作均被评为中国科学院
先进单位。

（五）其他工作
３１ 财务保持健康运行态势。年度经费（不含基建经费）总收入１９１６４ ４８万元，总支出

１８７１３ １９万元，较好地完成了预算的各项指标。财务管理体制进一步健全，财务管理服务水平继续
提高。完成了原管理干部学院财务及资产的审计和并表并帐工作，标志着两院整合工作圆满结束。
３２ 不断完善离退休干部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规定，落实离退休教职工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定期

召开离退休教职工座谈会。认真落实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夕阳红工程”，充分挖掘、发挥离退老同
志智力资源，为社会服务。
３３ 校友会工作取得较好进展，完善了校友通讯录，组织了７８—８０届校友返校联谊活动，组织

了李政道讲座十二讲，并出版文集。
３４ 中科研源公司充分利用中关村园区作为学生生活园区的特点，开展多种业务经营。在积极创

收的同时，为园区的６０００多名研究生、博士生提供便利。
３５ 政务信息报送工作稳步进行。本年度被采用信息２００余条，在中国科学院的政务信息采用排

名位于第１１位。
３６ 建立健全了各级岗位安全责任制，制订完善了各类安全工作预案，有力地保障了校园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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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２００６ 年行政工作要点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４日
２００６年，是中国科学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三期的第一年，也是国家实施“十一五”规划的第一

年。在２００６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以下简称“研究生院”）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各项工作，贯彻十六届五中全会与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精神，落实
《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 －
２０２０年）》，按照中国科学院党组的统一部署，以稳定规模、提高质量、办出特色为主线，努力做好
创新三期开局之年的各项工作。

　 　 一、坚持科学管理，推进管理创新

努力实现管理的制度化。依据《中国科学院章程》，清理现行规章制度，完善各项规章制度，编
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规章文件汇编》（五）。完成原中国科学院管理干部学院档案进馆工作；制
定《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档案进馆工作实施方案》，启动研究生院档案进馆工作。组织好中国科学院
公文、档案、安全、信息宣传等公共事务管理试行标准的宣传贯彻工作，提升管理效率和水平。

推进管理的信息化，坚持以信息化促进管理的科学化。完善ＴＲＰ各子系统建设，尤其是招生、
教务、教师管理等信息系统的开发与完善工作；做好学位、学籍、档案、毕业派遣等系统的支撑运行
工作。做好ＡＲＰ的全面上线试运行，出台相关制度，建立工作流程，搭建运行环境，开展模块培训，
开发个性化外挂功能。实现准确高效的数据采集，做好ＴＲＰ与ＡＲＰ相关数据的共享。

以人为本，完善运行机制，营造文化氛围。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探索有利于提高管理水平、有
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运行机制。全面推进创新文化建设，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弘扬科学、民主、爱国、奉献的光荣传统，发扬唯实、求真、协力、创新的优良院风，恪守“博学笃
志、格物明德”校训，积极营造协调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文化氛围。

　 　 二、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１ 推进招生改革，提高生源质量
研究和解决计划资源紧缺与招生需求增长之间的矛盾，实现计划资源的合理调剂和配置。加强政

策研究，探索新形势下招生工作的新要求、新特点、新方法，加强对招生工作的前瞻性调查研究。积
极探索招生改革新途径，服务院所学科布局和创新队伍建设，提升全院招生工作水平。

大力推进全院硕士招考统一命题工作，修订考试科目设置方案，编制考试大纲，推进题库建设。
加强博士生招生工作调研，进一步完善博士招考工作管理制度。继续完善复试制度，严格复试规则，
规范复试程序，提高复试质量。加强对推荐免试、硕转博、提前攻博、调剂录取、破格录取、同等学
历录取等环节的管理，严格工作程序，加强监督检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进行招生宣传，努力吸引优
秀生源。继续完善招生网络管理系统，研究制定网络管理平台工作条件下的新的招生工作流程和管理
方法。
２ 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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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加大课程教学的改革力度，优化课程结构，努力建设一批精品课程。
在继续提高基础课教学质量的同时，按照学科和专业需求，有针对性地增加课程供应量，尤其是公共
选修课程的数量；增加开设科技文献检索、科学论文与科研项目方案写作、学术道德规范与科技道德
素养、专题讨论班等课程。

结合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制定，修订和完善课程设置与教学大纲，完善教学评估工作。充分发挥我
院的教育教学资源优势，增加空中课堂的教学内容。加强教学督察和巡查工作，并逐步向其他集中教
学单位辐射，规范教学管理。在科学规划、合理设计、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实质性推进教学实验室平
台的建设工作。继续办好夏季学期。坚持做好中青年骨干教师的教学岗位培训工作，进一步提高中青
年教师的综合业务能力和素质。
３ 加强质量保证机制研究，提高培养质量
积极推进各学科培养方案的制定工作。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做好导师培训工作。继续稳步

地做好教师资格认证工作。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加强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举办好物理学科一
级学科博士论坛，组织好研究生访学计划。

加强评估和评审工作。出台并完善培养质量评估体系，参与推进研究所研究生教育评价。做好自
设培养点的评估，跟踪在评估中存在问题的培养单位和培养环节；抓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
工作。做好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和各类奖学金评审工作。继续实行教材出版专家评审制度，
加大教材建设力度，提高教材质量。
４ 加强学科建设与学位工作，发展专业学位教育
积极探讨建立统一授予、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初审、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复审、校学位评

定委员会终审三级管理的学位授予体系。在原有学科评议组基础上，建立分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分委
员会。组织研究制定《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位授权点定期自检评估制度》。组织召开学位评定委员
会会议；组织对３８个培养单位申报的８１个培养点进行学位授权培养点终审，保证学科建设的严肃、
客观、公正。

申报公共管理硕士（ＭＰＡ）专业学位授权，逐步扩大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领域和招生规模。通
过中外联合培养项目，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教育理念、办学模式以及课程和教材。抓好工程硕士专业培
养领域的教材建设工作，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传播手段不断进行改进。加强工程硕士教育与
企事业单位的联系与合作，建立共赢平台。推动工程硕士教育与职业资格认定结合方面的研究和实践
工作。
５ 提高学生工作水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以着力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学生工作的中心任务，精心谋划学生工作大局，

全方位体现服务学生、以学生为本的学生工作理念。切实加强与各培养单位及各院系在学生工作方面
的沟通与互动，充分发挥学生工作体系的效能，确保各层面学生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制定与学生管理
规定相关的各类实施细则，制定学生事务管理工作流程，认真做好学籍管理和学生事务管理工作。

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和人格健全培养，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及心理疾患的防范工作，完善学生突
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加强团委和院系团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学生会“三自”平台作用，指导学生
团体开展各项有益活动。加强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精心筹办富有我校特色的素质教育系列讲座，继续
办好“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大力开展各类贴近学生、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工作，继续推进高雅艺
术进校园系列活动。积极拓展学生社会实践项目，鼓励学生参与校内外多种形式的科研创新活动，提
升学生的科技创新才能和社会适应能力。

加大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力度，完善就业指导网站建设，充分发挥网络功能做好就业信息服务工
作。积极探索发挥校友资源在促进就业工作中的重要作用。认真做好毕业生的派遣工作。
６ 发展留学生教育，推进国际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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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好校级代表团的出访，组织好中、日、美学生论坛（北京）等活动。做好外籍文教专家聘
请工作，适当提高、改善在我校工作的外籍文教专家工资待遇和生活条件。建设好研究生院英文网
站。

优化结构，拓宽来华留学渠道、招生生源国、学生类别。策划并组织对外招生宣传工作；编制境
外学生招生工作的宣传册，以及适应境外学生管理、为境外学生服务的校园指南（中、英文）。拓宽
经费来源，加大联合培养研究生项目的力度，拓展奖学金的境外资源。推广来华留学生信息化管理系
统，逐步实现境外学生管理的系统化、规范化。

　 　 三、完善人事制度，优化人才队伍结构

在实践中探索尊重人、凝聚人、培养人、造就人，充分发挥人才的创新才能的人才与人事体制与
机制。坚持队伍壮大、结构优化和质量提高相结合的原则，建立合理的人才更新和动态管理机制，为
人才成长创造条件。深入调查研究，明确教学科研岗位职责，细化专业技术岗位及岗位津贴级别聘任
条件，制定绩效考核标准及实施办法，建立一整套科学、完整的岗位聘任、绩效考核、绩效奖励制
度。

发挥院系、重点实验室（研究中心）等教学和科研实体在人才引进、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中的
核心作用。进一步加强研究生院发展急需人才的引进工作，提高骨干人才的薪酬待遇，向特殊学科和
特殊人才倾斜，力争与市场接轨，留住人才、吸引人才。采取多种措施，加大博士后队伍建设力度，
加强对现有人员的培养和使用。认真组织好新一轮教学和科研岗位、管理和支撑岗位以及职员职级的
岗位聘任工作，继续优化队伍结构，保持队伍的生机和活力。

　 　 四、加强党校和干部培训工作，提升培训水平

加强党校教学研究和教学管理队伍建设，加强教学体系和课程专题研究，加强工作调研和案例编
写，精心组织策划，不断提高党校教学水平。高质量完成好中国科学院的重点培训任务，积极落实面
向全院的基础培训，努力开展适应研究所需求的专项培训。做好第二十一期所局级领导上岗培训班、
党校第五期所局级领导特训班、第一期所局级领导战略领导能力培训班等培训项目。

加强培训教学研究、案例调研、课件建设和培训教材建设。建立科技领导力研究平台，深度开展
科技领导能力、战略科学家培养、科研院所党的建设等专题研究工作。

　 　 五、加强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促进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

积极拓宽科研项目争取渠道，及时掌握并发布信息，鼓励科研人员争取和承担更多的国家和地方
重大科技任务，鼓励科研人员独立承担三期创新课题或加入研究所的创新研究。争取落实“教学人
员合作科研匹配支持基金”。进一步完善科研活动、技术推广的奖惩制度，制订符合我校定位的科研
活动规则。大力开展与国内、国外的学术交流，拓展视野，取长补短，促进队伍自身业务素质提高，
最终促进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改进《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六、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后勤保障能力

积极推动新园区建设项目前期各项工作，做好新园区的功能规划设计论证，争取年底进入开工阶
段。中关村食堂建设项目争取９月份竣工并交付使用。跟踪了解中国科学院创新三期建设资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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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落实中关村教学楼、中关村食堂、玉泉路食堂自筹资金的拨付。完成玉泉路园区基础改造项目中
国科学院基建专业组验收工作。

进一步理顺各园区服务与管理职能，完善建章立制工作。加强对物业的监督与管理，保证现代基
础设施的运行维护与管理。加强增效节资的措施和力度。研究各园区饮食管理与服务的运行体制，确
保饮食安全与质量。

　 　 七、其他工作

做好成人教育学院现有学生的教育和管理，保证培养质量。继续做好与中国科技大学合办的研究
生课程进修班、在职申请硕士学位研究生的教学管理、学位申请及后续管理工作。

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务分析、履行监督职责。进一步完善财务资产管理制度和成本核算工作，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强全校财务、资产管理队伍建设，完善政府采购工作，改善资产管理手段，适
应ＡＲＰ管理要求，进一步提高财务和资产管理工作水平。

继续规范中科研源公司内部管理体制。认真研究并遵循市场规律，挖掘和利用有效资源，努力探
索院地合作的途径。在着眼于高新科技成果的产业化的同时，积极开展多种经营活动。

加大对外宣传的力度，树立研究生院教育品牌。进一步加强与媒体的沟通、联络，精心策划宣传
活动。加强对信息宣传工作的统一领导，确保信息的数量与质量。加大校史收集整理工作力度，进一
步改进《研究生院》刊物。

加强校友会工作。建设好校友会网页，提高宣传联络校友的能力。组织好李政道讲座，利用李政
道先生八十岁寿辰，联络国内外优秀校友，出版征文文集。以院系、专业为主，举办校友联谊活动。

加强安全保卫保密工作。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制，做好各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的
修改完善工作，加强校园技防设施建设。积极探索和实践新形势下校园安全保卫保密工作，为学校各
项事业顺利进行提供有力保障。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领导班子届中考核述职报告

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８日

各位领导、老师，同志们：
本届行政领导班子于２００４年７月换届，本届党委于２００４年９月换届。根据北京分院《关于研究

生院领导班子届中考核的通知》精神，我代表研究生院本届党政领导班子，作届中考核述职报告。

　 　 一、取得的主要成绩

创新国家，必须创新教育；引领创新，首先要引领教育。全院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提高，是
关系全院大局、关系到落实“三个基地”定位和“四个一流”新要求的重要方面。在院党组的直接
关怀下，本届领导班子上任以来取得了以下主要成绩（“１３项进展”）：
１ 快速增长实现了规模突破，生源质量持续提高。２００５年，研究生院录取博士生５０１１名，硕士

生６２０３名，共计１１２１４名；在招生规模年均２２％的高速增长前提下，与２００１年相比，博士生报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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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１ ７上升到２ ０，硕士生报录比从２ ７上升到３ ０；按相同统计口径，博士优良生源从６５ ３％上升
到７９ ３％，硕士优良生源从５８ ２％上升到７１ ７％。目前，在读学生３０８９８名，博士生占５０ ４％。
２ 教学改革不断深化，集中教学质量逐步提高。北京集中教学园区每学年的开课数量从２００１年

的３４１门，２００５年已达到９８２门，增加近３倍；专任教员从１４７名增加到２５８名，任课教员从１８１名
增加到４７３名。资深专家、百人计划学者、海外著名专家参与教学的比例逐步加大；新设置夏季学
期，每年开设学科综合、发展前沿、专题讲座２００余门。
３ 初步建立了淘汰机制和激励机制。２００５年来，集中教学阶段因学位课程不合格而淘汰１４名学

生；配合国务院学位办完成１７个博士授权学科的评估；推出了教学督察制度；通报了教育管理事故
３起，严肃查处违规违纪事件１起。２００６年初，开始了学位论文的双盲抽查评审。每年评选优秀论
文、优秀学生。依据国家相关法规，制定了《学生管理规定》、《优秀学生奖励条例》、《学生纪律处
分条例》，编制了《心理健康教育的若干意见》。２００５年对各培养单位教育管理干部６４２人次进行了
业务培训。
４ 在研究生教育中，加强了人文素质的培养，鼓励全面发展。人文、经济、管理类公共选修课

快速增加，到２００５年底已经增加到１９８门。组织专家、教授开展“论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研究生人文素质培养研究”（研究生院院长基金项目）等项目的研
究。２００３年至现在，举办了“中国科学家人文论坛”４１人次演讲，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
利用中科院远程教育系统，组织播出多个系列的院士报告、前沿学术讲座、素质教育讲座以及开学典
礼、学位授予仪式等重大活动，运用先进的远程教育手段传播科学与人文精神，在学生人文素质培养
中发挥独特作用。
５ 在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依法取得了一些政策性的资源。依据研究生院的高等教育法理地位，

北京市教委２００４年授权研究生院审定国家高等教育教师资格，我院从事研究生教育的指导教师开始
分批获得教师证，首批已发放２０５名，第二批将发放约６００名；２００５年又将全部一年级集中教学学生
（含京外研究所）、北京地区部分研究所高年级学生，共计１ ２万名纳入国家公费医疗体系。另外，
２００５年教育部明确了不再受理科研单位博士点增设之后，研究生院以教育单位资格的申请审理未受
此影响，新增了２个二级学科的授权批准。
６ 留学生工作和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全面展开。目前，来自１７个国家８３名留学生在研究生院攻

读学位，其中６８名为博士生（理工类全国人数最多）。已与美、德、法、英、荷、澳、日、韩等国
的著名高校建立了广泛的教育交流与合作。２００５年，教育部首次对研究生院下达了政府留学生奖学
金名额。
７ 院干部培训工作任务的落实，得到进一步加强。认真落实院党组、党校、人教局组织制定的

干部培训任务，对促进创新队伍的培训建设提供了有效服务。２００４年顺利实现原中科院管理干部学
院与研究生院的整合后，结合研究生院的办学优势，进一步优化队伍、整合资源，加强了干部培训的
教学及组织力量。
８ 领导班子建设不断加强，为事业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充分发挥党委的领导核心、政

治核心和团结核心作用，党政密切配合，努力形成团结、敬业、开拓、进取的领导集体。坚持中心组
理论学习制度，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制度，不断提高领导班子的政治素
质、理论水平、管理能力，以及解决自身矛盾、驾驭复杂局面和领导改革发展的能力。不断完善领导
班子学习、议事、监督等制度和规则，不断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积极推行院务公开，努力推进
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９ 党建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坚持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武装广大

师生，切实推进党的思想建设。坚持党委委员分头联系基层制度，不断规范和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
加大在教学、科研和管理骨干中发展党员工作的力度；开办学生业余党校，加强研究生党建工作。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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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开展党风廉政教育，采取措施扎实推进廉政工作，及时查处个别干部的违法违纪事件。认真开展先
进性教育活动，搞出了特色，取得了实效，促进了学校各项工作稳健发展。

截至今年４月底，我校有１４个党总支部、３个直属党支部，１２２个党支部（其中教工党支部２５
个，学生党支部８４个）；有党员２７４３人（未含出国不归党员），其中在岗职工党员２９８人（含离岗
安置人员２３人），占在岗职工总数的４３ ３７％；研究生党员１９９０人（占园区就读学生总数的
３９ ９％）。

１０ “两院整合”平稳顺利。２００３年１１月，院党组做出了“管理干部学院并入研究生院”决定。
２００４年上半年，实现了机构和各类人员的工资等待遇政策的对接和统一；２００４年下半年，本着精简
高效的原则，重组了党务行政部门、教育业务行政部门和综合支撑部门，本着“公开、透明、公平、
公正”的原则，完成了全校岗位设置和竞聘上岗工作。截至今年４月底，共有在编职工６５７人。
１１ 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加强。本着“引进杰出人才，用好现有人才，稳定骨干人才，培养未来人

才”的原则，进一步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实行项目聘用，保证人才质量；设立人才基金，支持引进
人才；改革分配制度，稳定骨干人才；加强岗位培训，培养未来人才；严格考核制度，优化人才队
伍。初步实现了“人员有进有出，职位能上能下，待遇可增可减”的良性机制。
１２ 创新文化建设继续深入。从２００４年到今年４月底，制定和修订规章制度７３项，编印了《中

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规章制度汇编》（３ － ４辑）；主办“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２８人次演讲，出版“中
国科学与人文论坛”演讲录《世纪机遇》、《和平崛起》；编辑出版科学系列《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演讲录》５ － １０辑；举办近１５期“建设与发展论坛”。主办《研究生院》综合刊物，集中反映我院
教育改革的进程和独特经验；举办校园文化艺术节；开通“科苑星空”ＢＢＳ网站。校园氛围日趋浓
厚，以北京为中心、覆盖各培养单位的研究生教育的创新文化逐渐形成。
１３ 办学条件显著改善。截至今年４月底，玉泉路园区增绿化面积２ ２万平方米，新建一幢１ ８

万平方米的研究生公寓和０ ７５万平方米的学生食堂，扩建０ ４万平方米、改建２ ８万平方米研究生
宿舍；中关村园区新建１ ３万平米教学楼，接管１４ ８万平米研究生公寓的使用管理，正在建设的０ ６
万平方米的学生食堂将于９月份竣工；怀柔新园区建设项目建议书已经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建成了
覆盖华北、华东、华南、西北等地区６６个京外培养单位的远程教育系统，完成北京、上海、合肥３
个远程教育分中心以及４７个接收教学站的基础建设。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去年底，院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会议提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院研究生教育工作总体上缺乏对
教育发展战略、发展规律的系统深入研究，在院所层面上尚未形成符合教育规律的管理体系，尚未形
成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紧密结合、协同发展的体制与机制，教育资源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整合和充分的
利用。我们认为，主要存在着以下主要问题（“四薄弱、六缺乏”）：
１ “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仍显薄弱；培养与使用的有机统一，尚需加强。我院以科研创新为

中心任务的定位，以及研究生教育作为队伍必要补充的传统，既为研究生教育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
在客观上也容易助长“重视使用、疏于育人”的风气。关注成果产出、用津贴补助缓解矛盾，忽视
学生思想的多变性、可塑性，“导师”往往演变成为“老板”；不尊重学生合法权益，导致群体性的
师生对立事件时有出现；由于心理障碍得不到必要关怀帮助，引发的自杀和自伤事件偶有发生；考试
作弊、抄袭剽窃论文屡禁不止。等等这些，严重危害着我院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２ “依法办学”的观念仍显薄弱，尚未真正成为全员意识和行为准则。几年来，由于不规范的

教育行政处理，我院已出现过多起学生法律投诉的被动事件，造成了不良影响。随着国家教育法规的
逐步健全，以及近年来教育领域法制化的迅速实施，针对我院上百个培养单位的客观现实及培养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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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量庞大，依法办学已经成为我院研究生教育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在我院教育领域强化依法办学
的理念，并形成相应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刻不容缓。
３ 培养质量的制度保障仍显薄弱，质量保障体系、分流机制亟待健全和完善。目前的基础课教

学、科研实践训练、学位论文评审，尚缺乏可靠的质量保障措施和相应淘汰分流机制，不能适应科技
创新人才的培养要求，不利于研究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提高。虽然集中教学阶段开始
加大了淘汰分流力度，但尚未有效延伸至培养的全过程；虽然各培养单位普遍实行了资格考试、中期
考核，但并未真正成为质量的把关环节；虽然已经开始实行学位论文抽查制度，但有待进一步提高效
率、完善程序。并且，我院各学科普遍缺乏统一的培养方案，各培养环节上的监督和检查大多流于形
式；研究生院成立后实行的学位两级管理机制，有效地规范了学位授予，对于质量提高起到了促进作
用，但仍然存在批准学位时间难于协调、终审汇集量过大、学科之间的标准难于平衡等问题。
４ 基础课教学的培养环节仍显薄弱，教学水平和质量仍需继续提升。目前高等教育中本科通识

化的趋势，造成了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不足；本科阶段各高校实验训练普遍不够重视，造成学生高分
低能的现象进一步加重。致使我院基础课学习阶段的教学实验设施设备建设，投入不足的问题更为凸
显。在我院，考生来源复杂多样，加之新兴交叉学科领域的迅速发展，致使研究生基础课教学的课程
供应总量仍然不够；培养规模扩大后，基础教学师资队伍数量短缺和质量欠缺的问题，变得更加严
峻。所有这些，很有必要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根据实际的需要，从根本上予以解决。
５ 缺乏招生资源的合理配置，培养质量和学科优化发展与招生指标分配仍然脱节。未来几年内，

国家学位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的稳定博士规模、加强学科审批和评估监管，与我院各培养单位急
切希望增加博士比例的愿望形成强烈反差。我院已经形成的教育管理传统和规模分布格局，致使招生
资源配置与培养质量、学科优化发展的合理挂钩，难于实施；研究所招生指标分配存在的学科、地区
的不合理差异，逐渐显现。
６ 缺乏对开拓创新的有效激励，奖学、助学投入的效益不高。仅计算我院每年以助学金、奖学

金、“三助”等方式发放至研究生个人的直接资助生活费用，每年约有４亿元（保守地按人均１０００
元／月计）；学生获得各种津贴是一般高等院校的两倍以上，但是学生的满意度、责任感普遍不高。
在表面上，是学生发生角色错位，把求学当成了谋生；在深层次上，与我院现有的学生管理体制、助
学体系不健全，资助所得与质量考核脱节等有密切联系。呼之欲出的高等院校研究生培养费用分担，
对于长期自筹培养经费的中国科学院，是教育投入再优化的难得时机。
７ 缺乏对教育管理队伍的规范要求及考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各行其是。随着几年来招生规

模的快速发展，各研究所在读学生规模普遍达到或超过了创新岗位的科研人员规模，各所原有教育管
理机构设置及教育管理人员编制，已经普遍不能适应和胜任相应的要求。根据对１０９个培养单位的情
况和数据汇总，各所承担教育管理的部门名称多达３４个，学生毕业派遣手续常常引起接收单位的质
疑；我院各所专兼职教育管理干部固定人员累计只有３１８名，大多是身兼数职、疲于应付，“千针万
线穿一个眼”，难于顾及思想政治教育、培养质量监管和管理水平提高；况且，由于历史和待遇的原
因，部分教育管理干部的学历偏低、能力堪忧。
８ 缺乏对就业指导工作的足够重视，有待明确职责，形成全院合力。我院目前拥有全国规模最

大的研究生群体，每年将有近万名毕业生走向社会。我院毕业生的就业前景和就业走向，不但关系我
院研究生教育事业的社会声誉，并且直接关系到我院流动队伍建设的成败。由于社会原因，学生就业
的难度加大，目前上海等发达地区已经开始对外埠毕业生就业设限。更需要指出的是，研究生院、各
培养单位都对毕业生就业工作普遍重视不够，亟待进一步理顺体制、明确各级教育组织的职责，形成
有利于我院毕业生就业的良好意识和整体合力。
９ 缺乏对管理职能和教学职能的足够投入，影响了持续健康发展。近年来，研究生院集中教学

的学生规模、开课总量分别增长到３ ３倍、３ ０倍，专任、任课教员规模分别增长到１ ８倍、２ ６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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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全院的招生、教育管理、学位授予等职能的规划组织、教育行政、质量监管、统筹协调等工作，
从无到有；课程教学急需的中青年教师补充、与原管理干部学院的整合，使人员规模大幅度增加；集
中教学规模扩大、学费入不敷出造成的缺口，多园区运行成本增加等等，造成必要支出迅速增大。而
与此相应，财政拨款仅增长到１ ３４倍，致使研究生院的财政运行捉襟见肘、困难重重。对于教育信
息化ＴＲＰ系统等影响全局的重要工作，已无财力加快实施。
１０ 缺乏对我院研究生教育的战略研究和系统分析，对特色、优势、弊端的认识不够深入和明

确。按照塑造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高级科技人才的要求，现有的培养目标、管理体制和教育理念需与
时俱进、继续更新。构建知识传授与素质提高、能力发展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强调个性教育与创
新教育相依托，注重专业教育与综合教育彼此贯通，加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平衡互补，还有许多工
作要做。在因材施教方面，需要把创新能力的培养放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形成和完善具有中国科学院
特色、更有利于创造性人才培养的科学教育体系，任重道远。

以上存在的主要问题，表面上看应该是在研究生院层面的，但实际上是涉及全院的全局性问题，
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形成全院合力，尽快解决落实。

　 　 三、未来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

国内外科技与人才的竞争日益加剧，推动着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育结构的不断创新；新兴交
叉学科的快速发展，对研究生培养的学科调整和融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强大的社会需求，促成了研
究生教育经费来源渠道和培养模式的多元化；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加速着研究生教育的
国际化步伐。

教育部明确提出，“未来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重点，提高培养质量为主题，
贯彻‘以人为本、创新机制、提高质量、适应需求、引领未来’的方针，强调‘育人为本，依法建
章，规范管理，加强监督’的原则。此外，在未来几年内，扩大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规模，稳定博士
生的培养规模、重在提高质量”。

遵循当代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紧密结合、相互促进的规律，在科技创新的实践中造就人才，为
“创新跨越、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生力军，“研究生教育不仅寄托着我院的未来，而且支撑着
我院的现在”。发挥我院作为国家科研机构的雄厚优势，落实十六大提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战
略任务，践行“三个基地”定位、“四个一流”新要求，在“创新国家，必须创新教育；引领创新首
先要引领教育”中，我院应该大有可为。

我们认为，新研究生院从２００１年取得统一的教育属性法理地位到现在，经过全院上下的努力，
体制机制基本理顺，社会品牌初步形成，全院共有、共治、共享新研究生院的理念已逐步成为共识，
开始出现了“良好的走势”，各方面条件更为有利，已经为下一步的健康、快速发展，奠定了必要的
坚实基础。

我院研究生教育的指导思想：以“引领创新首先要引领教育”为己任，树立“以人为本、全面
发展”的培养理念，坚持“三统一、四结合”办学方针；深化改革、扬长补短，实现教育培养质量
的不断提高；发挥优势、突出特色，实现创新人才培养的明显突破；服务全局、服务创新、服务研究
所，尽快实现“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战略目标。

为此，在今后５年的工作方针：“坚持质量优先、励精科教融合、践行创新教育”。坚持质量优
先———就是追求质量与当前相比有明显提高、与国内高校相比有明显优势、与国际水平相比有自身特
点；励精科教融合———就是实现研究生院与培养单位相融合、科研任务与人才培养相融合、创新使命
与育人义务相融合；践行创新教育———就是形成培养有潜力创新人才的突破、研究生教育体制机制的
优化、规模培养高级人才创新教育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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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２００６年开始，在今后几年的主要任务，可以归纳为：“一提升、一深化、一构建”。
“一提升”———抓紧促进质量提高的相关工作，进一步提高各个培养环节的质量标准和政策要

求，完善全程培养的质量保障体系、建立各环节的分流淘汰机制，争取培养质量的不断提高。
“一深化”———为更好地发挥我院研究生教育的优势，除了在思想理念、认识观念上的提高和进

步，同时需要深化改革，克服和纠正目前体制机制方面仍然存在的弊端，推进改革发展和制度建设。
“一构建”———我院研究生教育所具有的综合优势，已经拥有了国内培养创新人才的最良好条

件。关键在于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实现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拓展有潜力优秀学生的自主空间，促
进创新人才脱颖而出。

此外，保障完成院人事教育局组织安排制订的干部培训计划和任务。充分重视培训计划和任务的
落实，全面履行承担相应的实施职能，切实保障教学组织和培训的需求，在岗位配置、人员待遇和后
勤服务方面优先落实，确保院干部培训工作的正常开展、各项要求能够有效满足，对创新队伍建设的
干部培训，做好全面服务。

怀柔新园区的建设，集中精力、全力推进。近期将取得市建委《中央在京单位建设计划任务
书》，下一步在土地、勘测、控规、环保、市政等环节上尽力并行启动，缩短审批周期。确立美观庄
重、朴素和谐的设计方针，树立节约、耐用的建设原则，追求简洁、经济、实用的目标，争取早日建
成运行。
２００８年，是研究生院建校３０周年，至今还有两年的时间。研究生院应争取各方面的工作都再进

一步取得明显成效，进一步形成中国科学院的教育品牌和办学特色，使建校３０周年，成为实现“国
内一流、国际知名”战略目标的重要里程碑。

　 　 四、提升质量保障的若干措施

在未来的五年，要按照党组的明确要求，控制规模、提高质量、办出特色，使研究生教育事业持
续健康发展。尤其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把主要注意力和工作重点都转移到提高培养质量的轨道上
来，形成有效的质量保障体系、淘汰分流机制。在下一步的工作中，继续落实以下措施（“四建立、
六加大”）：
１ 按一级学科制定培养方案，建立统一规范的培养标准。２００１年底至２００４年，各学科组建了以

研究所科研人员为主体的学科专家组，完成了全院范围内硕士生课程设置２０７５门。从２００５年下半年
开始，已经在数学、化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地理学等一级学科，依靠学科专家组启动了制定博士生
培养方案（硕士作为中间分流层）的试点工作，取得经验后将全面推进，尽快填补长期以来我院研
究生教育普遍缺乏统一培养方案的空白。该项工作，争取２００８年全部完成。
２ 形成全方位的教育评估体系，建立教育信息发布制度。２００４年底，研究生院设置了评估中心，

开始了教育评估指标体系的探索和研究，并开始积累相关数据，还尝试了个别单项指标的评估。从
２００６年起，将按年度发布“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育信息年报”，客观反映各培养单位导师队伍、培
养能力、培养质量、管理水平、就业状况等方面的情况。评估结果，将作为招生指标配置调剂、学科
培养点批准的重要依据。
３ 在招生考试中规范命题、阅卷，建立统一的考录资料系统和管理体系。２００２年底，组建了部

分培养单位专家在内的考试委员会，并启动了按学科分类的题库建立。在２００６年的硕士研究生统考
中，已有涉及３１个研究所、４０门课、４３２１名考生的专业课考试，实现了统一的命题和阅卷；计划在
２００８年，基本实现统一的院内命题和阅卷。此外，一年来还认真处理了分散考务工作出错而引发学
生投诉事件３起，以及某研究所教育管理人员严重违纪违规事件１起，均向全院通报。
４ 发挥中科院的优势，建立优质教学资源共享机制。已与高教出版社合作出版“中国科学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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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院教材”系列，对方承担全部编辑出版发行费用，由各所专家撰写的首批４０本教材，已通过专
家委员会评审，年内陆续出版发行。通过院投入建成的远程系统，已将一大批高水平系列学术讲座、
精品课程多媒体、精品教案课件等优质教学资源供全院师生使用，２００５年累计播出７７３０学时。争取
得到院“十一五信息化”规划的支持，完成ＴＲＰ的全面建设，进一步加强交互平台和互动功能的建
设，把资源共享提高到新水平。
５ 继续提高集中教学的质量要求和时间效益，加大淘汰分流力度。依据新制定的学生管理规定，

２００４级北京集中教学淘汰硕士生７名、上海生科院组织的硕士生课程教学淘汰２名，对被淘汰的学
生均妥善安置。２００５年，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院数学系密切协同，成功地组织了数学硕
博连读生综合考试的试点工作，取得了很好的经验。根据各研究所的普遍要求，从２００６年秋季学期
开始，将在集中教学园区实施硕博贯通的基础课教学改革，为研究所后续博士资格考试及淘汰分流奠
定基础，同时有效缩短了硕博连读生用于必修基础课程学习的时间。
６ 总结推广成功经验，加大对资格考试及中期考核的实施，使之成为质量保障的重要环节。目

前，各培养单位普遍实行了资格考试及中期考核，对学生培养有一定促进作用，但未能形成真正淘汰
分流的实效。与此同时，上海有机所、成都有机所、北京遗传发育所等单位，在文献综述考察、资格
考试、中期考核等环节，已经形成了一些成功的经验。此项工作的整体滞后，有研究所导师之间情面
关系问题的原因，更主要的是研究生院制定规则程序不够具体完善、督促检查力度不够、成功经验总
结推广不及时，亟待改进。
７ 在论文评审和学位审定阶段，加大学位论文抽查、盲审、预审等有效措施，促进各培养单位

严格把关。地理资源所等单位，多年坚持博士学位论文抽查盲审，有效地提高了导师的责任心和学生
的认真程度，促进了培养质量的提高。在２００６年春季学位审理过程中，研究生院学位办在经过了研
究所学位初审的博士论文中，从５５家单位各随机抽取一份送相关专家双盲评审，评审结果提交研究
生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作终审的重要参考。从２００６年秋季开始，将要求申请博士学位终审的论文，
需全文提交学位办，使随机抽查双盲评审作为学位评定授予的例行工作。
８ 规范我院研究生教育的奖助学金体系，加大对提高质量的激励引导。根据我院实际，遗传发

育所、海洋所等单位对研究生实行与学习及表现挂钩的奖学金，既防止了学生在导师之间或团队之间
的攀比，又有效地调动了学生发奋学习、投身创新的积极性。要将研究所目前发放的各种津贴、补
助，规范到奖学金、助学金和“三助”津贴的体系，与学生的学习情况、科研实践、创新贡献、行
为操守紧密挂钩，既保持各所在学生待遇上的充分自主权，又将实际发放情况报备研究生院。另外，
按院主要领导倡导，增设优秀优良学生奖学金。
９ 明确职能责任，加大对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研究生教育培养的各个方

面，都要把“以人为本”作为基本出发点。把爱国、守法、诚信、敬业为核心的理想信念道德教育，
贯穿到各类课程和各培养环节中；把积极支持建立健全党团组织和学生会，积极支持学生团体开展丰
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推动学生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管理，作为教育工作者的基本职责；把
建立健全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关心帮助学生健康成长，作为教育工作者的基本职业道德。
１０ 构建学生就业指导服务平台，加大帮助毕业生顺利就业的有效支持。为了把研究生就业工作

落实得更具体，院人教局已于２００５年底将毕业派遣的管理职能移交研究生院，研究生院随之成立了
就业指导中心，开通研究生就业信息网，将为社会用人单位、研究所、毕业研究生之间建立了便捷的
沟通渠道。但就业指导工作的真正落实，还需要方方面面的积极努力。从２００７年开始，各单位毕业
生的就业情况，将作为综合评估、招生指标调整的重要依据。最近，上海分院与市政府积极沟通，解
决了上海地区研究所毕业生进入上海市就业的门槛设限问题。

（另外，原定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召开以推动质量建设为核心内容的第一次研究生院工作会议，由于各
种原因一再推迟，拟将于今年６月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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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深化研究生院本部体制机制的进一步改革

发挥我院综合优势，形成对创新教育的引领示范作用。使一流的科研人员成为研究生课程教学和
论文指导的主体，使一流的设施和项目成为研究生培养的依托，使一流的教育管理成为研究生教育品
牌的质量保障，使科研与教育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为此，针对研究生院本部，需要进一步深化改
革、明确定位、理顺职能职责。

研究生院本部是我院研究生教育的法理依托，是“三统一、四结合”的核心枢纽，是社会品牌
的形象代表。研究生院本部的职能定位、管理效率、组织水平、示范作用，事关全院研究生教育的大
局。针对目前存在的弊端和缺陷，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二理顺、四提高”）：
１ 理顺队伍建设思路，从相关培养单位吸纳骨干力量充实师资队伍。研究生院本部目前拥有２２４

名专任教师，教学力量薄弱。拟吸纳研究所资深科研骨干１００名（人事关系不变），用协议方式确定
合理聘期，同岗同酬、同任务同考核，进入研究生院专任教师队伍。来自研究所的专任教师的充实，
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有利于加强院所的结合，有利于研究所创新队伍的动态调整。
２ 理顺体制机制思路，将学院（系）建设成为相关学科育人的综合业务平台。研究生院本部目

前拥有１２个专业院系，几乎覆盖了全院１００余研究生培养单位的授权学科、基础课程教学。从招生
规划、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教学组织、资格考试、中期考核、论文评审等培养环节出发，有必要把
院系建设成为相关学科育人的综合业务平台，有利于推动培养质量提高。
３ 继续提高集中教学的质量和水平。研究生院玉泉路教学园区、中关村教学园区，目前每学年

开课近１０００门。从２００３年起，依据研究所建议、教学督导评估、学生反馈意见，每年对１０％的课程
进行“末位整改”、对２０％的课程进行“优秀、优良表彰”。提高教学质量问题，将作为长时期的任
务来不断推进。
４ 继续提高对全程培养质量的监控和督导。研究生院２００３年起，开始对出现的教学事故、教育

管理事故进行全院通报；２００４年起，尝试将招生指标增量与培养质量、管理水平挂钩；２００５年起，
开始推动资格考试、中期考核在各培养单位的落实；２００６年起，履行学位授予终审前进行随机抽查、
双盲评审的制度。目前正在进行准备，将从２００７级招生起，实施招生指标配置与学科布局调整、生
源状况、培养质量、管理水平、就业情况的全面挂钩。
５ 继续提高队伍的动态调整力度。研究生院从２００２年起执行授课教师的资格认定，２００３年起实

行专任教师的考核淘汰，至今已分别对近２０名原专任教师进行了降低职级、离开教学岗、调离学校
的处理。２００４年“两校整合”对管理支撑岗位进行全面设置、合理安排，彻底实行了“按需设岗、
按岗聘任、以岗定薪、岗变薪变”的机制。２００４年起，管理支撑岗位已不再新增在编人员；拟正式
调入教学岗位的年轻教学人员，必须经过至少一个周期的“项目聘用”进行考核。下一步，将继续
加大动态调整力度，增强队伍的活力。
６ 继续提高运行效益，全面实行成本分担。从２００２年起，研究生院本部实行了教师办公用房核

算、院系公用房核算、教员科研用房水电资源占用成本分担等政策。２００４年起，在玉泉路、中关村
两个园区，对学生宿舍的水电供应实行“定额免费、超额自付”的节约措施，对教职员工在公用食
堂就餐加收１０％的管理服务费。２００６年起，院系专任教师招收研究生需缴纳培养成本分担费用，参
照各研究所，分担标准定为１万元／生年。

以上方面，有些是牵涉全院研究生教育和管理问题，有些是研究生院本部的问题；有些是已经做
或正在进行中的问题，有些是发展战略和发展理念问题。由于涉及面较广，还很不全面和系统，请领
导批评指正。

同志们，让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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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为契机，紧密围绕中国科
学院新时期办院方针，谨守“博学笃志、格物明德”的办学理念，创新进取，齐心协力，为实现
“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谢谢大家！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８日

同志们，今天是举行全院研究生院第一次工作会议，刚才白春礼院长做了一个题为《稳定规模、提
高质量，为创新型国家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报告，讲得很全面；研究生院的副院长马石庄同志，
也专门就研究生院的工作做了一个汇报，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和教育。

五年以前，科学院在教育部的支持下，正式成立了研究生院，由此科学院形成了一校一院的教育
体制，中国科技大学到今天已经有４８年的历史。依托科学院的强大人才队伍和高水平的科学研究，
科大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大学的创新之路，在国内外赢得了较高的声誉。几代领导人对科大都十
分关注，对科技大学的办学成就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科技大学成绩也是科学院的骄傲，是新中国高
等教育的骄傲。研究生院成立的时间虽然比较短暂，仅仅５年时间，但是在研究生院的领导班子和研
究生院以及全院的教师、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不光是规模有了较大的发
展，更重要的是初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具有自身特色的人才培养制度，明确的办学方向和奋斗目
标。

刚才白院长的回顾和肯定的成绩我完全同意，所以我要借这个机会，向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科学
院研究生院两个领导班子，以及全院从事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专职和兼职的教师，广大的科学工作者，
全体的教育工作者和干部、职工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祝贺，感谢大家为国家培养高级创新人才所做的贡
献，感谢各位在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进程中所取得的重要的成就！同时也要借这个机会向今天获得优
秀教师称号和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还有五位获得突出贡献奖励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祝贺和崇高的敬
意！向研究生院教材评审委员会以及所有参与研究生教材编撰工作的同志们，当然还有高等教育出版
社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祝贺！感谢你们为研究生教材编撰和出版所做的贡献。

其实我要讲的话春礼同志报告里面都讲了，邓勇每一次都是希望我能够再讲一点什么，我想我只
能强调和重复我觉得应该比较关注的几个问题。我想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希望全院要进一步充
分的重视教育工作，尤其是研究生教育工作。科技创新人才为本，要做一流的创新贡献必须要培养和
造就一流的科技人员。在我院来说，研究生教育是培养一流创新人才的基础，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已经
很难再找到一项重要的科研活动没有研究生参与，也很难再找到有某一项重要的科研成果没有研究生
所做的贡献。五年以前，刚才邓勇同志讲我曾经说过，而且确实说过，研究生不光是科学院的未来，
也是科学院今天的一支生力军。研究生是我们科学院生存和发展重要的基础，我想这一点在当年江泽
民同志为庆祝科技基地４５周年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明确指出了，他当时要求科学院成为国际一流的
科技创新基地，高级人才培养的基地，促进中国高新科技产业发展的基地，其中就有人才培养基地建
设。胡锦涛同志在去年提出了“四个一流”的要求，也包含一流人才，他希望科学院建设成为具有
一流成果、一流效益、一流管理与一流人才的研究机构。而从实践上来看，无论是研究型大学还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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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国内研究机构，无一例外都把高水平的创新工作和高水平的人才培养结
合在一起，仅仅在学位授予制度上会有不同。

我们中国科学院因为历史，因为国情的原因，我们不光培养人才，而且还有所说的大学和国内的
研究生院的学位授予权。这既是国家赋予中国科学院的重要责任，也是有利于高水平的研究工作和高
水平的人才培养紧密结合的好的体系。正如刚才春礼报告里面所说的我在国外访问，跟其他国际上类
似的研究机构、领导人接触当中，都清楚地感受到他们对我们这一种制度的肯定、羡慕，甚至是推
动。所以我们全院的同志，包括院所两级的领导班子，全体的科技人员和管理工作者都要进一步的充
分的重视教育工作，尤其是研究生教育工作，把它看成是国家与人民赋予我们的责任，是科学院三个
基地建设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科学院为国家与民众或者是进一步为全人类作出创新贡献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因为我们所创造的新知识、新技术，大量的是要通过我们的研究生，我们培养的青年人才走
向社会，走向企业，服务我们人民，乃至于走向世界。任何教育工作，研究生教育工作的观念都应该
得到纠正，院党组会一如既往的重视教育工作和研究生工作，支持教育工作和研究生工作，同时不断
地根据实际的需要和可能，加大对教育工作和研究生工作的投入，为人才培养创造更好的物质条件和
文化氛围。也希望我们全院同志共同努力，为创造我院更好的创新环境与人才培养环境共同奋斗。

第二，我以为我们要牢固的确立培养爱国奉献、高级创新人才的理念。我们要培养的人才是要立
志科教兴国，创新为民，具有世界眼光，献身于科学，献身于人民，献身于国家的优秀的创新人才，
能够坚持科学真理，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诚信合作，坚持敬业奉献的优秀人才。我们人才培养的质
量，最终要受到社会检验，当时研究生院希望我能够建议一下研究生院的发展目标，我不敢提得太
高，只讲了一个国内一流，国际著名，这当然是一个过渡性的目标。但是我想在２０２０年以前要实现
这个目标，也并不容易。世界科技发展迅速，中国的经济社会进步速度更快，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生
教育也处在迅速发展，不断提高改革的进程之中，我们始终要走在国内一流，而且在国际上能够达到
著名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必须在科技创新，必须在高等学府，必须在人才全面素质等方面，扎
扎实实做好工作。因为最后是要社会公认的，是要国际公认的，还要经受得起历史的检验。有的时
候，尤其是数量的发展，或者表面的质量的提高，也许还容易做到，但是能不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要求就更严格了。

特别是在当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发展的初期，在法治环境还不是很完备，在学术界还存
在许多浮躁的现象的今天，我们怎么样把科学院，把科学院的研究生院，当然还有中国科技大学，真
正造就成为一个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级人才、创新人才的摇篮，我觉得是一个需要我们深刻思考，艰苦
的努力实践，长期奋斗的任务，不能懈怠。我们不光需要向国内院类的先进单位，先进案例学习，而
且还要善于吸收国际上成功的经验，需要正确的认识国情与当前的发展阶段，切实改造成为适合我们
自己的情况的制度和办法，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创新关系，使我院研究生院，我们的科技大学真正
成为一流水平的人才辈出的创新基地和人才培养基地。

第三点我要强调重复的，我觉得要实现这个目标，关键在于要转变教育观念，改革创新我院的人
才培养制度。我们国家有悠久的历史，古代也有灿烂的文化，但是也不能否认由于封建生产的影响，
我们国家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当中还存在着许多不适应现代教育要求的方面。例如中国的传统教
育，比较重视书本教育，不太重视启发和鼓励受教育者的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我们虽然是有着传统
教育的国家，但是在教育过程当中对学生个人的尊重，对学生创造力的尊重，对学生爱好的尊重往往
受不到重视。由于比较长时期在科学技术方面，处在落后的方面。所以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人才教
育方面，我们跟踪模仿的多，自主创新的比较少，自主创新的自信心不足。这种状态，这种文化，必
然会影响到我们的同学们、研究生。我刚从美国访问回来，看了一些国立研究机构和大学，感觉到这
些年来美国的高等教育和研究工作在推进学科交叉方面，有了进一步的长进。比如像（英文）这样
的学校，无论是化学系，无论是物理系，无论是生物系还是工程系，他所介绍的内容在科学研究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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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已经不是很大，虽然重点还颇有不同，但是共同点都是学科交叉的，很难分开。而且在教育内容
上，也逐步地走向多学科之间交叉的文化，给学生有更开阔的国际视野。

另外一个方面依然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当然也重视超级计算能力的运用。一再强调导师和学
生之间双向的沟通交流，认为培养学生科学思维能力，科学洞察力，理性和创新的必要条件。我觉得
我们在教育观念的方法上，离开科技创新实践的需要，离开创新人才培养的实际需要，还有比较明显
的差距。更不要说还有少数的导师，把研究生过多的看成是自己的科研知识，不能放手让研究生发挥
自己的创新，相对独立地从事他所感兴趣的科研研究工作，渐渐地支持研究生开拓新的研究思路，尝
试新的研究方法。有的导师甚至仅仅把研究生工作当成完成自己科研任务的工具，获取积累数据的目
的。这样子做，当然就不可能培养出一流的创新人才，在科学与人文论坛上，我也曾经呼吁过，当时
在座的许多研究生给了我掌声。我觉得我们如果教育观念不转变，教育方法不转变，我们要培养高水
平的创新人才没有路可走。即便出几篇高质量的论文也是偶然的，完全是在导师的帮助之下的。特别
是我们研究生规模已经有了比较大的发展，优秀导师身边的研究生已经不是一位、两位，有的有三
位，有的有五位，导致完全有可能改变指导的思想，放手让研究生做一些科学上很重要，但是导师自
己还不太了解的学科，争取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有的导师说培养研究生有一个观念，就是，我所熟
悉的东西不要你重复做了，我希望研究生做的是有科学价值，有意义的新的工作，新的任务。我们的
教育观念上也要树立以人为本，创新为先的思想观念，尊重学生的创造力，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在培
养阶段就培养学生自主创新的勇气和信心，敢于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敢于探索外国人也在探索的领
域。

跟各级创新同样的，我觉得培养创新人才，除了我们会用标准的仪器做实验，用计算机模拟仿真
技术，或者用数据分析做工具以外，我们现在的科技创新活动当中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很缺乏仪
器的创新，实验方式的创新，而在国际上许多新领域的开拓，新的知识的获得，甚至新学科的开拓，
都是一场实验室的创新而取得的。而许多科学仪器的创新、科学方法的创新，也有许多是在导师指导
下，研究生实现的。所以我觉得，我们除了鼓励用常规方法，用已知方法做出优秀的博士论文以外，
还应该鼓励部分研究生要开拓新的实验方法，创造新的实验手段，改造新的实验仪器。我觉得我们科
学院当前的人事结构还不太合理，研究人员所占的比重过高，技术人员或者是技术支撑队伍比例过
低。国外许多优秀的研究机构，重视导师指导优秀研究生的同时也非常重视有创造能力的支撑环节，
而且还自主培养技术创新人才。我们的研究生比国内的一般大学实验方面要好一些，这是事实，但是
这不能是我们自我满足的理解，我的观察也不过就是用常规仪器，用已有仪器做实验的机会多一点，
所以就锻炼能力好一点。真正的发展仪器，改造仪器，创新仪器的能力，我们还是差的，而且在大学
生时代就比较差，大学时代以后这种实践的能力普遍更加减少，所以我希望我们的研究生在转变教育
观念当中，也要注意，要改变我们重理论轻实践、重仿真轻实验的这种趋势，鼓励研究生创造新的实
验方法和手段，从研究生阶段就培养起这样的能力和自信心来，以后才有可能在走上工作岗位后成为
优秀的研究工作者，或者是成为企业优秀的创新开发工作者。

科学院有许多优势，我们有比较大规模高水平的研究工作，我们有一批优秀的科技人才，科学院
也有比较好的民主科学的传统和管理体制，而且在不断地改革之中。也有以院风为代表的良好的文化
氛围，同时还有畅通的国际交流合作的机遇和条件。但是怎么样把这些优势转变成为我们研究生教育
真正可以受益的因素，我觉得还是要做工作。当然我们部署研究生院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我想科研
是永无止境的前沿，教育创新和人才创新也是永无止境的前沿，我们要努力为研究生创造更好的条
件，让他们迅速成长成为优秀的科技创新人才。在人生道路上，我觉得研究生阶段，也许还可以包括
研究生毕业以后工作３、５年的阶段，是一个人成长、成才的关键时期。国际上对科学大师的跟踪研
究，一般做出创造性贡献的年龄段都是在３５岁以前，或者是４０岁以前，也就是在做研究生阶段和研
究生毕业以后十来年时间登顶，取得突破，然后逐步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指导和培养更年轻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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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人才开拓新领域，有的转移到科研工作的领导岗位，为其他的科研人员创造更多的条件，这也是一
个普遍性的规律。所以在研究生教育、博士后教育阶段，我们如果创造了好的环境，对他们的关爱、
尊重和支持能够做得更到位，我相信科学院的创新人才的提升能够得到显著的收益，对未来国家创新
能力的提升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因为现在２５岁左右的博士研究生，他们的服务年限如果按照６５
岁来计算，大体上要服务到２０４５年左右，正好我们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历史阶
段。我们科学院不光应该在科技创新方面发挥骨干和引领的作用，也应该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起示范
和带动的作用。因为我们的体量是比较小的，我们不能说在人才培养方面也起骨干作用，大头还是在
大学里面。但是我们起一点示范作用，起一点带头作用总可以吧。我们如果能够做好了，有了经验
了，或者是有了一定社会公认度，我相信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他们会认同。当然我们也要努力向大学
和其他研究机构，包括优秀的企业的学习，来丰富我们的教育改革思路。

我今天想着重强调的就是这三点，谢谢大家！

稳定规模、 提高质量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培育高素质创新人才

———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研究生院院长白春礼在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８日
同志们：

当今世界，人才是竞争的核心，是发展的关键。在复杂多变、竞争激烈的国际环境中，在经济全
球化以及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潮流中，在一个受制于人口、资源和环境多重压力的国情基础上，
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我们能否培养、造就、凝聚并使用好大批高素质的创新人才。

当代科技发展的进程表明，高水平科学研究与高水平人才培养互为依托、相互促进已经成为普遍
规律和必然趋势。中国科学院作为新中国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先行者和重要的参与者，在几十年的发展
历程中，为我国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科学院于１９９８年率先启动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
几年来取得了重要进展，现在已经进入“创新跨越、持续发展”的新阶段。在新的历史时期，我院
不仅要创造一流的成果、一流的效益、一流的管理，更要造就一流的人才。

甬祥院长今年４月９日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发表演讲，向全院发出动员令：“中国科学院
也是我国高级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应该充分发挥我院体制、生源与师资、研发规模与水平，国际合
作以及创新文化等优势，在创新教育、培育造就创新人才的实践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积极改革，大胆探索，发挥先导与示范的作用。”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研究生院第一次工作会议，就是要认真总结经验，大力推进改革发展和制
度建设，共同研究确定未来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方向和行动策略，有重点有针对性地改革实际存在的影
响高级人才培养的思想、体制和机制方面的弊端，促进创新人才脱颖而出，为实现我院研究生教育的
跨越发展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和有力的政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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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当前国际国内研究生教育发展态势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国际竞争已经从军事对峙转向了经济、技术、知识和人才的竞争，通过研
究生教育来培育高层次人才，成为各国提升本国竞争力的重要途径。研究生教育主动适应着国家和社
会的需求，与社会发展形成了良性互动机制，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其一，研究生院制度成为规模培养研究生教育的组织保证。各国逐渐采纳研究生院制度，摒弃师
徒式、讲座式的单一培养模式，营造规模较大的学院式培养人才模式，发挥信息来源广泛、高层次人
才群体互汇交融的优势，提供有效的组织和管理平台，以解决集中管理和有序管理的问题。

其二，多元化是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为应对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各国研究生教育从宏观
结构到微观运行都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在教育机构、学位类型、培养目标、培养方式、筹资方式等
方面不断创新；建立了学术型（科学）学位和专业型（职业）学位并行的学位制度。

其三，国际化是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带来的是生源的国
际流动、跨国办学等国际教育资源的共享。发达国家凭借领先优势和优质资源抢夺世界优秀人才，教
育对外扩张的层次上移，并不断向我国渗透，研究生教育的国际竞争日显加剧。

其四，“科研－教学－学习”的对立统一成为研究生教育的主要特征。现代研究生教育的基本理
念，是源于１９世纪初期倡导“通过科学进行教育”的“洪堡原则”，这一原则体现在世界各国以研
究型大学、学院型大学、研究生院大学和应用型大学等形式来培养研究生。但是，教育在于培养社会
需要的人才，科研在于创造社会需要的成果，学习在于是获取适应未来的知识与能力；促进三者之间
的协同发展，是各国研究生教育共同面对的课题。

本世纪头２０年，同样是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实现全面、协调和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实现把我国建设为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关键在于培养、造就大批创新人才。优质的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将为国家发展提供广泛的智力支持和坚实的人才基础。我国的研究生教育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需
求与挑战：

其一，高等教育大众化将带动研究生教育发展。从２０００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以每
年平均两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２００５年已经达到２１％；本科的通识化教育使得毕业生的专业素质和
实验技能相对下降。与此相对应，研究生注册率也不断提高，我国研究生教育还存在着相当的发展空
间。

其二，研究生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略有错位。长期以来，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一直定位于培养高校
师资和科研人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高科技企业、服务业、政府部门等非传统的学术性岗位，已
经形成对研究生教育的巨大需求。研究生教育如果不能兼顾学术型和非学术型岗位的双重需求，适时
调整培养目标、培养方式、组织形式、质量标准，毕业研究生将出现失业、不充分就业和浪费使用。

其三，发达国家对我国研究生教育提出严峻挑战。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我国加入ＷＴ０，我
国研究生教育处于全球性的竞争格局之中。通过重新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开设世界一流的研究生课
程、扩大留学生规模、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和联合培养等方式，提高研究生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培
养具有全球观念，能够适应科技和经济全球化竞争环境的学生，是我国当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所面临
的挑战。

其四，“提高质量、稳定规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新决策。针对当前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中存在
的矛盾和问题，温家宝总理在不久前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要求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提高质量、稳定规
模；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合理确定办学规模，调整学科布局和专业设置；要以学生为本，以社
会需求为导向，以培养高素质人才为目标，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建立和完善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
要提高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实行启发式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实践能力和创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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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近年我院研究生教育体制改革回顾

２０００年６月，中科院首次教育工作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围绕“以质量促发展，以特色示成就，
突出创新能力培养与全面素质教育，努力构建我院教育工作新体系”的主题，针对我院研究生教育
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以及未来的发展战略进行了研讨。会议同时提出要建设好中国科学院
研究生院，形成具有我国和我院特色的研究生教育体系，以及我院未来１０年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目标。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９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同意调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

培养和学位授权管理体制及更名的批复》，同意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正式更名，并作为单独设置的学
位授予单位，从２００１年９月起正式实施统一学位授予工作。中国科学院５个学部和各研究所不再作
为学位授予单位行使学位授予权，这些单位原有的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全部归入研究生院。
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２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正式更名揭牌。新研究生院作为中国科学院下属的独立

教育事业法人，对除中国科大以外的研究院所的研究生教育施行“统一招生、统一教育管理、统一
学位授予”，是在坚持“院所结合的领导体制，院所结合的师资队伍，院所结合的管理制度，院所结
合的培养体系”的原则基础上，以研究生培养特别是博士生培养为中心任务的办学实体，逐步建立
起以北京为主体、覆盖全国的网络式研究生教育体系。

此后几年里，院人教局根据院党组的决定，把从招生录取到毕业派遣的研究生教育管理职能、教
育基地的指导与管理职能、研究生指导教师培训的职能逐步转移到研究生院；研究生院按照“三统
一、四结合”的办学方针，在各培养单位的大力支持下，积极推动研究生教育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

去年下半年，我院成立了教育发展战略研究组，我作为组长，传杰同志作常务副组长，由院相关
职能局、研究生院、部分教育基地和研究所、中国科大的部分负责同志参加，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形
成了《中国科学院教育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并向院党组扩大会作了汇报。院党组认为，中国科学院
不仅应在提升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方面发挥骨干和引领作用，也应在创新教育、培育造就创新人才
方面发挥先导与示范作用。

今年４月份，院长办公会议听取了研究生院《关于我院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若干重要问题的汇
报》，原则同意汇报中提出的改革发展思路、方向与措施。要求研究生院要发挥对除中国科大以外全
院研究生教育网络的指导、管理和服务的作用；同时要求研究生院要充分发挥我院的优势，坚持科教
融合与创新教育，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发挥先导与示范作用，努力成为新时期我国研究生教
育改革发展的先行者。

应该说，六年前上海会议确定的构建新体系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体现在不久前颁布的《中国
科学院章程》中，用甬祥院长的话说：“总体上看，科学院已经形成了‘一院一校’的教育体系。这
是科学院要长期坚持的。国际同类研究机构对我们这样的培养体制都比较赞赏，有的表示很羡慕。”

　 　 三、五年来我院研究生教育主要成就

院党组为研究生院制订的“三统一、四结合”的办学方针，研究生院是由一百多个研究生培养
单位、几万余名师生“共有、共治、共享”的研究生院。应该说，这几年全院上下基本上都经历了
从不熟悉、不理解到较熟悉、较理解，再到希望研究生院真正担当起全院研究生教育管理重任这样一
个过程。以这次会议为标志，思想认识上的转变正在转化为行动上的跨越。
５年来，我们依靠着最大规模的国家科研机构，依靠着最雄厚的科学研究队伍、最高水平的导师

力量、最优良的科研设施设备、最丰富的研究项目以及国内最强实力的学科专业、最众多的培养单位
（研究所），举办最大规模的研究生教育，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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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我院研究生培养工作整体纳入了国家教育事业的法理体系。研究生院经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
门批准更名组建，确立了我院研究生教育在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坚实的法理地位，减少了局部性、临
时性政策的干扰和限制。几年来，研究生院在各培养单位支持配合下，取得了多项有利的教育政策资
源，我院研究生教育的外部整体环境大为改善，社会声誉大幅度提升。

我们大家都记得，在２０００年以前，任何一个研究所要增加新的学科点，必须向两年一度的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申报。现在不同了，依据研究生院的教育法理地位，全院的学科资源实现了
共享，为知识创新工程的学科调整提供了巨大空间。再举个例子，研究生院的同志拿着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和教育部的批复，多次与有关部门协商，最终使得在北京学习生活的１ ２万名学生纳入了国家公
费医疗体系，为研究所解决了大问题。还有，研究生院获得了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授权，全院
７４个研究所的８００多名在研究生院聘任岗位的研究生指导教师，首次拿到了国家的正式教师资格证
书。

二是在学规模实现突破，学科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基本满足发展需求。研究生是知识创新工程的
生力军，是我院流动队伍的主体。没有足够数量的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我们的知识创新工程
将难以为继。自２００１年开始，研究生院根据院党组的决策，抓住国家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
连续４年招生规模以平均２２％的速度增长，今年录取研究生１ １万人，比研究生院更名成立以前翻了
一番。目前，研究生院在读学生达到３ １万，其中博士生超过一半，已成为全国乃至亚洲最大的以博
士生培养为主的研究生培养基地。

自２００１年９月起，国家批准研究生院新增博士授权一级学科３个、二级学科６个；经研究生院
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批准，在１２个一级学科领域内自主设置了２３个二级学科博士授权，满足了新兴
交叉学科领域的发展需求，在人文、管理、法学等学科领域也取得了突破。目前，研究生院拥有博士
学位一级学科授权达到２６个，博士授权学科专业达到１３１个，硕士授权学科专业达到１３６个，是全
国理工科博士一级学科授权数最多的研究生培养单位。此外，研究生院还获得了工程硕士以及ＭＢＡ
等专业学位的授权。

据统计，这几年，由研究生院自行审批，全院有８１个培养单位新增了学科培养点，１８个培养单
位自主设置了二级学科，１４个培养单位（包括４个新建单位）新增了博士培养点。新疆、云南等地
区的研究所，实现了博士点的零突破；像宁波材料所、广州健康院这样的新创新单元，在研究生院的
支持下，在筹建的同时就开始招收研究生。没有以研究生院更名重组为标志的体制改革，实现这些变
化是不可能的。

三是研究生教育的体制机制基本建立，培养质量逐年提升。几年来，按照“三统一、四结合”
的办学方针，研究生院设立了覆盖各培养单位的学术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等机构；初步形成了适
应网络式分布结构的“两级管理，所为基础”教育管理体制，规范了招生、学籍管理、教学管理与
评估、学生奖惩、学位授予等研究生培养的诸多环节，初步建立起淘汰机制和激励机制，研究生培养
体系建设以及教育管理制度建设日趋完善，奠定了质量保障体系的制度基础。

研究生院初步开发并实施了覆盖各培养单位的ＴＲＰ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教育管理系统，
加强了教育业务系统的衔接，为加快教育信息化建设搭建了必要的网络平台。

研究生院集成院内外的资源，先后组建了１２个学院，聘请了郑必坚、徐冠华、陈佳洱、朱道本
等一批知名学者担任院长。前不久，研究生院在原数学系的基础上与数学院联合组建了数学科学学
院，聘请郭雷担任院长。这是深入贯彻“三统一、四结合”办学方针，实现资源整合、优势互补的
一项重要举措。

研究生院不断深化教学改革，集中教学质量逐步提高。从２００１年起，依靠各培养单位，组织完
成了课程设置，制定了统一的教学大纲；研究生基础教学课程供应量不断增加，２００５年已达到近千
门，是“三统一、四结合”前的三倍；实施了学期制度改革，增设了衔接基础与前沿，汇聚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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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名流的夏季学期，“李政道讲座”等声名远扬。与此同时，上海生科院开设的“细胞生物学”等
课程荟萃海内外专家，具有国际影响。

据我所知，在座的许多所长和导师，都常年坚持为研究生讲授基础课程。正是这样一支由一线的
优秀科技人员组成的教师队伍，逐步提高了研究生集中教学的质量，为不断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奠定
了基础。

我院研究生直接参与知识创新的科研实践，得益于研究所的深厚积累，受教于导师们的悉心指
导，总体培养质量一直位于全国的前列。从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６年，全国共评选７８６篇优秀博士学位论
文，除科大外各培养单位共有１２６篇博士论文获奖，占总数的１６％，今年共有１９篇入选。

四是在突出创新能力培养的同时加强了全面素质教育。研究生教育本质上是创新教育。推动创新
教育，我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有条件并不等于现实。学生参加科研实践，并不等于受到创新
教育。我们还必须同时重视素质教育和创业教育，与创新教育融会贯通。甬祥院长特别为研究生院亲
笔题写了“博学笃志，格物明德”的校训，昭示着我院研究生教育培养的人才，要有渊博的学识、
远大的志向、求是的精神和健全的人格，凝炼了全院数万师生的办学理念和治学追求。

根据甬祥院长的倡议举办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至今已举办４７场报告，涉及教育、科技、
经济、历史、文化等多个主题。每年一度的校园文化艺术节和高雅艺术进校园系列活动，武汉教育基
地的“小洪山论坛”，沈阳自动化所的“研究生科研道德与创新文化学习活动”等，都非常有特色，
吸引了广大师生积极参与。可以说，有利于创新教育和研究生全面发展的人文环境和校园文化正在全
院逐渐形成。

五是研究生教育品牌逐步确立，国际交流合作全面展开。研究生院更名成立以后，社会影响力迅
速扩大。在全国统一组织的几次学科评估和学位授予质量评估中，均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从２００３年
起，在社会评估机构发布的中国一流研究生院排名中，连续获得理科第１名、工科第２名，综合排名
第１名。说明我院的研究生培养质量，特别是博士生培养质量，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赞誉。当然，我
们也注意到，国内对大学排名的方式和方法还存在争议。

自２００２年起，研究生院全面开展为各培养单位招收境外学生的工作。目前，共有来自１７个国家
的１０２名留学生在３０多个培养单位攻读学位，其中８６名为博士生，理工类博士学位留学生人数在全
国最多。

同时，研究生院与各国著名高校间教育合作交流活动得到加强，日趋频繁。比如，不久前在北京
成功举办的中、日、澳、美四国１００余名学生参加的国际学生论坛，有在我院生命科学领域２３个研
究所学习的博士生参与了交流。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这一教育品牌在国际上的影响和知名度正在不
断提升。

同志们，经过几年的探索，我们已经积累了办好我院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经验。其中包括，“积极
适应国家需求”，是我院研究生教育的根本；“科研与教育紧密结合”，是我院研究生教育的主要优
势；“两段式培养”，是切合中国科学院实际的有效模式；“教育资源的有机整合”，是我们事业快速
发展的有效措施；“两级管理、所为基础”，是网络分布结构的必然选择；“以博士生培养为主”，是
满足科技创新需求的合理结构。

实践证明，院党组按“三统一、四结合”原则更名组建新研究生院的决策，是十分正确的、及
时的。上述成就的取得，得益于院党组的正确领导、研究生院的有力协调和各培养单位的全面支持，
更得益于全院各级领导和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四、未来我院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思考

我院研究生教育的体制创新和成功实践，适应了在科技创新中培养人才、在人才培养中促进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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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规律，满足了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对人才队伍合理结构的需求，形成了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互为
依托、相互促进的上升态势。但是，我们还要清醒地看到，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与国家发展对高级
科技创新人才的需求相比，与我院确定的战略目标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首先，科研与教育的有机协调问题凸现。在一些单位和导师中存在着“用人”重于“育人”的
现象，只关注成果产出而忽视学生的培养和教育，存在学生“职工化”倾向；学生角色淡化，求学
与谋生错位，每年投入数亿元的奖助学金，教育效能和学生满意度并不高。不少培养单位没有建立起
针对学生特点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组织保证和工作机制。

其次，缺乏对教育发展战略、发展规律的系统深入研究，尚未形成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紧密结
合、协同发展的体制与机制，教育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整合和充分的利用。

第三，研究生培养重点尚未完全转移到以提高学生创新能力为主线上来，教育质量保证体系亟待
健全和完善；教学方式、培养模式、学科动态调整尚不能完全适应我院科技创新和国家对高级科技创
新人才素质的要求。

第四，研究生集中教学课程供应数量和教学质量仍然不能满足需求，在化学、生物、物理、信息
等学科专业，研究生基础实验训练明显不足。

第五，面对我国不断加快的教育法制化进程，有的单位和导师“依法办学”的观念仍旧薄弱，
在招生、管理和学位授予工作中有规不循的行为时有发生，学生因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尊重的投诉渐
多。

第六，缺乏对教育管理的规范要求及考评，各培养单位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各行其是，教育管理
干部身兼数职、疲于应付，已经普遍不能适应新的发展要求。

第七，目前我院还缺乏指导研究生就业的恰当的体制和机制，对研究生就业指导还需进一步加
强。毕业生的就业前景和走向，关系到我们能否再招收高质量的新生，直接关系到我院研究生教育事
业的社会声誉。

针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根据中国科学院未来５ － １５年的总体战略部署，我院研究生教育的指导
思想是：充分发挥我院高水平科研带动高水平教育、高水平教育促进高水平科研的优势，将人才培养
作为知识创新工程中的重要工作予以重视，完善教育网络体系；健全教育体制与机制，加强导师队伍
建设，以博士生培养为重点，为国家培养造就一大批高水平科技创新人才。

我们的战略发展目标是，到２０１０年，研究生院全日制在学研究生规模保持在３ ５万人；建立有
效的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研究生培养的整体质量居全国前列，若干学科教育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保持与加强我院自然科学基础学科优势，适当发展有基础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大力推进高新技术等应
用学科的发展，积极扶持新兴、交叉学科，培养国家急需的理工结合高级复合型人才；加快基础设施
建设，完成怀柔新园区建设并投入使用。

为了实现上述战略目标，从中国科学院层面上，我们需要采取下列举措：
一是加强战略研究。充分把握世界科技和教育发展趋势及我国科技和教育发展的战略需求，持续

开展教育战略研究，明确我院教育发展目标和战略构想，制定教育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强化规划的
指导作用和动态管理。

二是加强宏观调控。加强各级党组（委）及行政领导班子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加强对全院教育
工作的统筹协调和顶层设计，明确人事教育局、研究生院、分院、教育基地、各研究所的教育事权，
完善规划、执行、资源配置与评估相对分离的宏观管理体系，使各个环节之间既分工又协作。

三是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通过资源配置和评价导向等措施，充分发挥研究生院、分院和研究所的
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各自优势和特色，成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吸纳
社会教育资源、开展国内外教育合作的主体。

四是合理配置资源。根据学科特点、地域特点，制定教育资源配置规划和计划，统筹院教育资源



４６　　　

专
文
特
载

的配置，明确研究生投入当量；配合国家研究生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的改革，探索建立我院研究生的培
养成本分担机制，明确教育成本中的院部、研究生院与研究所和课题组、导师的成本分担；增加教育
管理及支撑岗位。

五是建立科学的评价体制。完善以衡量学生创新能力为核心的教育评价体系；制定并组织实施我
院研究生教育标准体系；建立健全导师、管理人员以及培养单位教育绩效评价体系与奖励制度。

　 　 五、近几年我院研究生教育的工作重点

同志们，在近几年内，全院要按照“更新观念、规范管理、优化配置，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
质量”的工作思路，切实把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完善制度、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来。下面，我将围绕更新观念、规范管理和优化配置三个方面，就带有全局性的工
作重点作一阐述。

首先是更新观念。观念的更新涉及教育理念、培养目标等多个方面，是促进我院研究生教育可持
续发展的前提。只有转变传统教育的价值观和人才观，才能切实推进素质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培养造就创新人才。

我们的教育发展，要切实以“创新教育”为行动指南，不仅要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外在需求
和我院知识创新的内在需求，还要通过理念、制度等方面的创新，在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发挥先
导和示范作用。

我们的培养目标，要从一元化转变到多元化。我院的学生将来９０％要走向社会，服务于社会的
方方面面。因此，我们的研究生教育，既要为我院知识创新工程培养生力军，也要为创新型国家建设
和科技进步培养后备军；既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也要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我们的制度构建，要从有利于教育者和管理者，转变为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
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和对学生的引导、培养作用；要立足我院实际，遵循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固有规
律，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在国家教育法规允许范围内，积极推进研究生招生、课程、培养和学位等方
面的制度创新；要把行政推动转变为机制牵引，使不同的利益主体在合作中能够实现互惠互利。

我们的师资建设，要继续完善“三元”的师资结构，重点引导研究人员完成由“探索自然”向
兼顾“教书育人”的角色转变；教育方式上，要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倡导自主学习、自由探索，
增加参与式讨论课和专题讨论课的比例，注重学生分析和论证水平的提高；教学方式上，要由标准
化、灌输式向启发式、互动式转变。

我们的教育管理，要把“以学生为本”作为基本出发点。把爱国、守法、诚信、敬业为核心的
理想信念道德教育，贯穿到各类课程和各培养环节中；把积极支持建立健全党团组织和学生会，积极
支持学生团体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推动学生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管理，作为教育工
作者的基本任务；把建立健全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关心帮助学生健康成长并顺利走向社会，作为
教育工作者的基本职责。

其次是规范管理。要按照国家教育职能部门的要求，建立起更加严格的培养、管理和质量保障体
系。在明确统一的质量要求、品牌要求、管理要求的前提下，妥善处理好全院统一与兼顾各所实际、
规范要求与因材施教的关系。

要继续推进培养模式与体制改革。坚持并完善具有我院特色的两段式培养模式，基础课程和学位
课程的学习，要重点培养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和人文素养，扩展知识基础，开阔学术眼界；回所后的科
学训练和学位论文研究，要着重培养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在坚持学术型学位为主的前提下，适当开
展专业型、应用型学位的培养工作。

在规范管理的同时，也要积极推进招考制度、培养方式等方面的改革，改革的核心就是要提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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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等怀柔新园区的教学生活设施建成之后，届时可能会考虑有计划地适度扩大招生规模，但仍然是
要与进一步改革完善培养模式与管理体制机制紧密结合起来，同时加大对硕转博的筛选和资格考核的
难度，使博士生中硕博连读生的比重保持在一个适当的范围，目的仍然是全面促进质量的提高。

要建立开放型的教师队伍。选聘研究所优秀科研人员不断充实专任教师队伍，建立起专任教师、
任课教师和指导教师相衔接、既流动又分工合作的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制度。鼓励院士和研究员走上
讲台。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专任教师和研究所的导师联合从事科学研究，提高自身水平和教学质量。

要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研究生院应在研究生导师的遴选、聘任、培训、考核等环节中，加
强宏观指导和统一管理；各培养单位应将科研人员承担研究生的课程教学工作量，纳入其绩效考核指
标。要继续坚持并进一步规范导师上岗培训制度，建立导师备案和注册制度。打破导师终身制，加强
导师团队建设，实行导师与研究生的双向再选择。

要采取有效措施推进教育管理队伍建设。研究生院应对教育管理岗位的任职条件、能力要求、考
核标准提出指导意见，并加强对教育管理干部的培训和业务指导，有效提高教育管理队伍的自身素质
和工作能力水平。各培养单位应建立严格的聘用和考核制度，并对教育管理干部的岗位设置和待遇予
以切实保障。

第三是优化配置。我们拥有的资源是有限的，要根据我院创新特色和教育特点，统一协调全院教
育资源的配置；通过优化有限资源，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益，培育出更多更杰出的人才。同时，加
强对国内外高校、研究机构以及地方政府的合作，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弥补部分地区教育资源的不
足。

整合教育资源、集中投入、提高效益，要成为我们考虑问题、谋求发展的一个基本点。院里已经
下决心支持研究生院建设教学实验室，改善学生基础实验能力训练的基础条件。研究生院怀柔新园区
建设已写入院中长期规划，列入北京市政府的督办工程，今年要力争奠基开工，是我院建院以来最大
的基本建设项目，目的是让来自不同高校的新生有共同的学习生活环境。

规范我院研究生教育的奖助学金体系，加大对提高质量的激励引导。研究生院要牵头探索建立我
院研究生培养成本分担机制，建立健全研究生“三助”制度；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措施，把奖学金与
学生的学习情况、科研实践、创新贡献、行为操守紧密挂钩；要根据我院实际，研究制定统一规则，
将研究所目前发放的各种津贴、补助规范到统一的奖助学金体系当中来，既要防止在学生、导师或团
队之间相互攀比，又要有效地调动学生发奋学习、投身创新的积极性。

着力建立研究生教育评估体系，建立导师和培养单位的信用制度。按年度定期公布“中国科学
院研究生院教育信息年报”，客观反映各培养单位导师队伍、培养能力、培养质量、管理水平、地域
差异、就业状况等方面的情况。评估结果将作为招生指标调剂、学位点增设、学位授予、教育经费下
拨的重要依据，要和研究所的整体评估相挂。加强研究生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加强在研究生招生、
考试、培养等各个环节的纪律监督，建立导师和培养单位的信用制度。

我院创新三期正在部署的新增创新单元和创新岗位，使各所对博士生的需求进一步加大。我院招
生需求与国家下达计划尚有约１０％的缺口，博士招生计划数已成为紧缺资源。因此，刚刚结束的科
学院院长办公会议决定，研究生院要以保证培养质量为前提，按照“普遍核减、动态调整”的原则
优化各研究所的博士招生计划。请各个培养单位从全局出发给予积极配合。

同志们，培育一流人才是中国科学院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我院拥有全中国规模最大的研究生群
体，在今后的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里，无疑会在他们中产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坚分子，在他们身上寄托着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我们不仅要让这些学生通过参加科学
研究获得创新能力，更要全面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使他们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同呼吸、与祖国共
命运，在亿万人民的事业中施展才华，实现远大抱负。

我们一定从建设创新型国家、确保国家长治久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代代相传的高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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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我院的研究生教育工作。让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
科学发展观，以实施知识创新三期工程为契机，全面贯彻中国科学院新时期办院方针，统一思想、坚
定信心、奋发努力、扎实苦干，为培养和造就一流科技创新人才而努力奋斗！

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 研究生院院长、
研究生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白春礼
在研究生院学位评定委员会第二届

第 ７ 次会议上的讲话

２００６年７月２９日
各位委员：

早上好！
今天我们召开研究生院学位评定委员会第二届第７次会议，主要对２００６年秋季毕业的１０７个培

养单位，４７４５名研究生的学位申请进行终审。其中申请学历博士２４７７人，学历硕士２０６２人，同等学
力博士２人，同等学力硕士９０人，专业学位１１４人。在各位委员履行职责之前，按照惯例，我还是
想利用这个机会，给大家通报一些情况。

　 　 一、关于国家推出的学位评审“阳光工程”

大家知道，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每两年进行一次新增学位授权点审核工作。去年，也就是２００５年，
进行了第十次学位授权审核。今年５月份《中国青年报》有一则报道，题目为《学位授权实行“阳
光评审”》。文中谈到由于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近年来在学位授权审核中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
象，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申报材料中掺加水分甚至弄虚作假。为此，教育部已采取了一些措施，
从学位授予单位和评审专家队伍两方面入手，明确要求，加强监督。一是在关于审核的有关文件中明
确材料填报要求、评审程序和审核纪律，做到申报和审核工作有章可循；二是通过《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学科评议组组织章程》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在学位授权审核、评估等工作中
的行为规范》等，对专家的评审行为提出自律要求；三是针对审核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苗头，及
时发布专门文件予以督促指导。这些做法，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学位审核工作中不正之风的进一步蔓
延。但要从根本上抵制不正之风，最有效的办法是审核程序透明和申报信息公开化。实施“阳光评
审”，最大限度地压缩不正之风的干扰空间，达到健康评审的目的。

据了解，将要实施的“阳光评审”包括：明确评审程序，严格按照评审程序评审；实施申报材
料审核前公示制度，申报材料在互联网上公布，接受投诉，加强申报单位的自我约束能力；对有异议
的材料进行核查，要求有关单位提供相关数据的佐证材料，如获奖证书的原件、发表论文的清单等，
并将核查结果提供给复评专家组；针对不同情况，采用专家投票实名制，强化专家的自律意识；对审
核通过的单位和学位授权点进行公示，接受监督。以此加强学风建设，实现审核制度的深化改革，实
现对权力的监督。

我想，这些措施的实施，将有助于我国今后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的公开、公正和规范管理以
及质量保证。同时也将对我院的学位审核和培养点评审等工作起到指导作用。“阳光评审”工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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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我院有些制度要相应地做出调整和改革，也要做到“阳光评审”。

　 　 二、研究生院第一次教育工作会的有关精神

７月１８日，研究生院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甬祥院长作了重要讲话，对我院研究生教育工作
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希望全院要进一步重视教育工作，尤其是研究生教育工作；二是要牢固地确立
培养爱国奉献高级创新人才的理念；三是转变教育观念，改革创新我院的人才培养制度。在这次会
上，我也作了题为《稳定规模，提高质量，为创新型国家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报告，分析了国
内外研究生教育的形势和特征，回顾了我院教育改革历程、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对今后的研究
生教育战略发展目标和未来几年的工作重点进行了阐述。研究生院马石庄副院长专门就研究生院工作
做了一个汇报，来自武汉教育基地、物理所、长春光机物理所、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等代表，在会
上就创新人才培养、综合素质教育、导师团队建设，以及奖助体系和激励效益等主题进行了交流。这
次会议，使大家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我们今后的工作思路，即：我们要通过更新观念、规范管
理、优化我院教育资源配置，从根本上保证我院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这是研究生院２００１年更名以来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会议开得很成功，今后我们要继续这种做法，
创造交流的机会和平台，让大家能开诚布公的进行交流，共同努力为提高我院研究生教育质量献计献
策。

大家知道，为保证研究生教育质量，其他研究生培养机构（高校）也在采取各种措施，优化资
源配置，如前几天报道的北京大学从明年开始，研究生招生实行新的奖学金制度，新生都将缴纳学
费，混日子的研究生将自己买单，但九成以上新入学研究生将有机会获得高额奖学金，其中最低档三
等奖学金将与学生每学年应缴纳的学费等额。其实这也是优化配置、规范管理问题。

对于我们研究生院而言，我们一直强调要明确我院“三助制度”，一定要规范管理，明晰各自的
权利和义务。请研究生院对各个培养单位“三助制度”落实的情况以及其他高校实施的收费制度和
奖学金制度对我院的影响进行调研，以便我院提前做好准备，采取相应措施，完善有关制度。

我院拥有的教育资源是有限的，我们要根据我院创新特色和教育特点，统一协调全院教育资源的
配置，要规范我院研究生教育的奖助学金体系，加大对提高质量的激励引导；通过全院范围内的按学
科制定培养方案，加强全院研究生培养的规范管理；加强导师团队建设，实行导师与研究生的双向再
选择，着力建立研究生教育评估体系，建立导师和培养单位的信用制度。

研究生院第一次工作会议提出了今后的工作思路和重点，下一步就是怎样落实的问题。各培养单
位都要积极行动起来，有步骤、有计划地加以贯彻和落实。

　 　 三、我院学位工作的开展情况

第一，关于博士学位论文抽查匿名评审情况
今年春季学位终审会前，针对我院在去年国务院学位办组织实施的博士学科授权点定期评估中，

被抽查的一篇博士学位论文存在问题，导致我院“通信与信息工程”博士授权点被责令整改，两年
以后重新参加评估的情况，根据国务院学位办提出的“加强学位授予单位自我评估”等指示精神，
完善质量保证体系，研究生院评估中心对我院春季申请博士学位人员的学位论文进行了抽查匿名评
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一做法也得到了在座的各位委员的肯定和支持。

春季评审会后，研究生院评估中心还及时对抽评论文中所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撰写了专题分
析简报，发给各培养单位和院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委员，得到了各培养单位、导师的重视。大家一致认
为，应将学位论文终审前的匿名抽评，作为一项常规性的工作坚持下去。本次会议，还提供给大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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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所抽查的８１篇博士学位论文的匿名评审情况，供各位委员终审时参考。
研究生院的成立和“三统一、四结合”的方针，给科学院的研究生教育和管理带来诸多的好处，

例如能够自己评审新增博士、硕士培养点，研究生实现了公费医疗，导师可以获得教师资格证等。但
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某个单位的某个学科出现问题，就会影响到我院的一级学科点，也会影响到
所有相关的研究所。因此，我们要认真关注和帮助在研究生教育中的后进单位，不断提高研究生培养
的整体质量。

第二，关于撤销学位授权点与培养点的备案情况
在去年进行的全国博士学科授权点定期评估中，我院经自我评估并向国务院学位办提出申请，已

批准撤销了“冶金物理化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在近期国务院学位办组织的硕士点定期评估中，根
据各培养单位的自检自评结果，我院又向国务院学位办申请撤销５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分别是：系统
工程、建筑历史与理论、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渔业资源，以及土地资源管理等５个硕士学位授权
点。

培养点是分布在我院各研究生培养单位的二级学科、专业点。培养点增列或撤销，属于我院学科
专业的内部调整。我院对不具备培养条件或不适宜保留的培养点，建立了规范的撤销备案机制。目前
申请撤销备案的有：上海药物研究所的“有机化学”博士培养点、化学研究所的“材料学”硕士培
养点、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的“动物学”、“土壤学”两个硕士培养点。

据我了解，这些学科点自行撤销的主要原因是近几年未招生，因此我希望各培养单位要重视学科
建设和评估工作，同时我建议今后增列学科点的工作要和评估工作结合起来。尤其是新建研究机构，
更要注意规范管理和质量保证。希望对新建单位设立的培养点严格按照标准进行审批，以免个别单位
出现问题影响全局。

第三，２００７年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内自主设置学科专业情况
根据国务院委员会文件的规定，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内自主设置学科专业的申报是在每年年底

进行，鉴于我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开会时间限定，因此，以往我院是通过同行专家通讯评议后，直接报
国务院学位办备案。根据上次（春季）会议部分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的意见，为保证博士学位授权
一级学科内自主设置学科专业的规范性，完善评审机制，今后自主设置的学科专业的申报工作提前到
每年上半年进行，在同行专家通讯评议的基础上，经研究生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后上报。提请本次
会议审核的学科是：“生物无机化学”、“科学史”、“技术史”、“医学史与生命科学史”及“科学、
技术与社会”。

第四，《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位授予暂行条例》的修订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结合我院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具体情况，２００１年１１月研究生院学位评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国科学院研究
生院学位授予暂行条例》。时隔５年，我院的学位与研究生院教育管理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因此，
研究生院学位办根据部分委员提出的修改建议，对该《暂行条例》的进行了修订，主要内容是有关
研究生院学位评定委员会职责的扩充，修改稿提交今天会议，请各位委员审议。

　 　 四、今后学位管理方面将要开展的工作

１ 由于我院学位终审一直按照每年春秋两季通过固定会议制来实施，其中秋季学位评定委员会
会议的时间，已经由每年８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调整到每年７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即便如此，我院
学位终审的时间相对高校还是滞后。由于无法在学生毕业后及时提供学位证明，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
院研究生就业，因此，从明年起秋季学位终审会议的时间提前到７月１０日前的星期六，但各培养单
位填报学位系统和报送学位终审材料的时间不变，仍以每年６月３０日为最后截至日期，７月１日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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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系统。请各培养单位严格遵守时间，及时准确地报送材料。
２ 随着我院创新工程的推进，学科专业也在进行动态调整，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要

推广硕博连读的培养模式，以博士为培养目标，按一级学科制定统一培养方案，建立统一规范的培养
标准。全院有６０００多位导师。我们现有４２个一级学科／ １３６个二级学科，我们要动员大家共同参与，
同时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委员作为导师，也要积极参与到培养方案的制定工作中。
３ 我院为适应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培养传统的学术性人才，授予学术性学位的基

础上，从２００２年开始涉足专业学位领域，在研究生院、各培养单位的共同努力下，目前我院已经拥
有了８个工程硕士和ＭＢＡ专业学位领域，已授予专业学位１０８人。

专业学位教育成为我院研究生培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质量也将直接关系到我院研究
生教育的品牌和质量。因此今后我们除对科学学位论文进行抽评外，还需要对专业学位论文进行抽
评，希望研究生院评估中心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国家专业学位指导委员会的要求，制定评
审办法，明年春季评审时启动这项工作。

本届学位评定委员会成立已经５年。５年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院的学科建设、学位管理
和学位授予工作取得较大的成绩。目前，研究生院已有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２６个，博士授权学科
专业１１３个，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１３６个。我们建立了学位的“统一授予，两级管理”的体制，成
立了“物理学、天文学、力学、光学、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材料科学与工程”等１０个学科评
议组，对相关一级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资格的科研成果要求进行了认真研究，制定了分学科基本
要求，汇集各培养单位具体标准和规定，逐步完善了学位管理方面的制度建设。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的意见，学位授予审核可以按照一级学科来进行。我建议研究生院从一级学科的角度对研究生课程
的设置、研究生的培养以及学位授予审核进行调研，提出一个报告，经研究生院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
通过后，修改相关的规定，将来可以委托按一级学科成立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进行学位授予审核，然
后由研究生院学位评定委员会进行程序上的审议。这样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也更能够符合实际。

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学位终审是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最后一个关口，我们每一位委员都肩负重
任，决不能将不合格的“产品”向社会输出。我感谢大家一年来的辛勤工作，也希望今后我们能一
如既往，不懈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的高质量创新人才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谢谢大家！

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白春礼
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２００６ 级新生

开学典礼上的致辞

２００６年９月１２日
各位来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秋高气爽，丹桂飘香，在这个收获的季节里，我们满怀豪情地迎来了又一批朝气蓬勃的青年学
子。伴随着知识创新工程三期的全面展开，又有一万一千余名新同学走进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首
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全体教职员工和中国科学院的全体科技人员，向新同学们，
包括来自国外及港澳台地区的新同学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衷心的祝贺！

同学们，中国科学院作为我国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机构和全国自然科学与高新技术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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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展中心，拥有一支多学科的自然科学与高技术研究与发展队伍，在众多领域代表着中国科学与
技术发展的最高水平。当代科技发展的进程表明，高水平科学研究与高水平人才培养互为依托、相互
促进已经成为普遍规律和必然趋势。中国科学院作为新中国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先行者和重要的参与
者，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为我国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半个世纪以来，中国
科学院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７万余名研究生，其中包括中国第一位理学博士、第一位工学博士、第一
位女博士和第一位双学位博士。在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过程中，研究生已经成为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队
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创新队伍中最富想象力、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生力军。研究生不仅塑造着中国
科学院的未来，更支撑着中国科学院的现在。
２００１年５月，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更名挂牌成立，是

在坚持“院所结合的领导体制，院所结合的师资队伍，院所结合的管理制度，院所结合的培养体系”
的原则基础上，整合中科院系统内的教育资源、人力资源、科技资源，以研究生培养特别是博士生培
养为中心任务的办学实体。５年来，我们依靠着最大规模的国家科研机构，依靠着最雄厚的科学研究
队伍、最高水平的导师力量、最优良的科研设施设备、最丰富的研究项目以及国内最强实力的学科专
业、最众多的培养单位（研究所），举办最大规模的研究生教育，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

目前，研究生院在读学生达到３ ３万，其中博士生超过一半，已成为全国乃至亚洲最大的以博士
生培养为主的研究生培养基地。研究生院拥有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达到２６个，博士授权学科专业
达到１３１个，硕士授权学科专业达到１３６个，是全国理工科博士一级学科授权数最多的研究生培养单
位。在全国统一组织的几次学科评估和学位授予质量评估中，均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我院的研究生培
养质量，特别是博士生培养质量，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赞誉。从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６年，全国共评选
７８６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各培养单位共有１２６篇博士论文获奖，占总数的１６％，今年共有１９篇入
选。此外，研究生院还获得了工程硕士以及ＭＢＡ等专业学位的授权。这些成就的取得，同时凝聚着
全院一代又一代教育工作者的心血，在这里，谨向常年工作在科研培养和论文指导第一线的老师们，
向支持帮助我院办学的院外兼职教授们，向辛勤工作在教学、科研、管理和支撑服务领域的所有教职
员工，致以我们深深的谢意！在今年七月份的研究生院第一次工作会议上，我们第一次表彰了３８７名
优秀教师和５０名优秀教育工作者，让我们也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同学们，你们选择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作为你们研究生学习和科研工作的起点。在这里，你们
将受到国内最好的自然科学领域内的专业训练，你们将获得宽厚扎实的基础知识，养成唯实、求真、
协力、创新的良好素质。从今天开始，你们将在众多学术造诣享誉海内外、道德情操声名远播的著名
科学家的言传身教下，开始人生征程中一次新的起跑。

同学们，当你们带着青春的骄傲和成功的喜悦踏进中科院研究生院的时候，一定希望能在这里走
向成功之路奠定坚实的基础。我曾是研究生院培养的首届研究生，今天又成为研究生院教师队伍中的
一员，我想在表达欢迎之意之余，再谈四点希望。一、勤奋学习、追求卓越；二、追求真理、勇于创
新；三、诚实守信、实事求是；四、提高品位、走向成熟。

同学们，在今后的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里，无疑会在你们中产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坚分子，在你们身上寄托着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作为你们的学长和老师，希
望同学们秉承中国科学院“科学、民主、爱国、奉献”的光荣传统，发扬“求实、唯真、协力、创
新”的科学精神，铭记“博学笃志、格物明德”的校训，在今后的求知生涯里，刻苦学习，勤于思
考，努力成长为立志科教兴国、创新为民，具有世界眼光，勇于献身于科学、献身于人民、献身于国
家的优秀的创新人才！“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祝同学们成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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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白春礼
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２００６ 年
学位授予仪式上的讲话

２００６年９月２８日
尊敬的各位博士、硕士学位获得者、各位导师、各位来宾、各位家属：

一年一度，又到了秋风送爽、果实飘香的金秋时节。值此国庆和中秋双节来临之际，我们欢聚在
四处洋溢着丰收喜悦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玉泉路教学园区，共同庆祝大家企盼已久的庄严而幸福的
时刻，庆祝这个属于中国科学院全体研究生的节日！我们将为一批朝气蓬勃、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加
冕，欢送他们踏上新的征途。在此，我谨代表中国科学院向经过不懈努力获得博士、硕士学位的同学
们表示热烈地祝贺！向为你们的成长倾注了无数心血的老师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也向全
力支持你们完成学业的父母与家属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寒暑易节，几度春秋。同学们，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自２００１年重新更名成立以来，已累计授予
学位２０１６３人，其中有１１１８８名同学获得博士学位，８９７５名同学获得硕士学位。作为其中的一员，你
们伴随着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成长，并亲身经历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育体制的改革和跨越式发
展，感受到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强大潜力和勃勃生机。在这里，你们秉承“唯实，求真，协力，
创新”的精神，刻苦学习，努力创新，积极参与各培养单位和导师的研究课题，参加国内外高水平
的学术交流，在开放竞争的环境中炼就了过硬的科研攻关能力和组织能力，取得了一批又一批的科研
成果。学有专攻之余，你们还积极投身社会实践，锻炼了多方面的能力，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改
革与发展做出了贡献。你们锤炼了人格和意志，谱写了人生一段优美的乐章，也拥有着一份最值得珍
藏的回忆。同学们，你们的奋斗和努力不仅为你们自己赢得了荣誉，同时也给母校增添了光彩，母校
将永远怀恋你们、记住你们、感谢你们！因你们而自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优秀学子的名册，也将
永载你们的名字。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获得学位并不意味着学习的结束，而是另一个阶段的开始。同学们！
在你们即将踏上人生新的征程之际，我想以一个普通导师的身份，向大家提几点希望，与大家共勉。

一、希望同学们爱党爱国，知荣明耻，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为国家
和社会全面进步作出应有贡献。

二、要志存高远，知行合一，脚踏实地，做一翻轰轰烈烈的事业，在祖国强盛的过程中实现自己
的价值。

三、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视野开阔，胸怀宽广，做一个与时代同行的人。与时代同步前进，才
能成就大业。

四、继续发扬中国科学院的优良传统，追求真理，勇于创新，做一个连接科学院与社会的使者。
同学们！你们顺利完成学业、即将离去，研究生院的一草一木都记着你们，跟随着你们，牵挂着

你们，等待着你们建功立业的消息。无论你们走多远，也无论你们走到哪里，请你们记住，母校永远
是你们的坚强后盾。也希望你们一如既往的热爱母校，支持母校的发展。

“几年苦读，秉求是，求创新，顾昨天举步同跨越；今朝离别，承师恩，携友情，盼明日展翅共
遨游”。同学们！让我们唱起《毕业歌》吧，像过去一代代的中华学子一样，勇敢地承担起当今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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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今天你们是桃李芬芳，明天你们是祖国的栋梁”。希望你们谨记我们的
校训“博学笃志格物明德”，发扬科学院“唯实、求真、协力、创新”的优良传统，不断追求人生
新的卓越。我们期待着你们事业有成，你们的亲人、老师和同学将与你分享你们的精彩人生！

感谢各位来宾、家属、校友和师长的莅临与祝福。
谢谢大家！

北京市副市长赵凤桐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雁栖湖校园奠基仪式上的讲话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日
尊敬的路甬祥副委员长、刘淇书记、王岐山市长、白春礼副院长，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上午
好！

今天，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雁栖湖校园在这里隆重举行奠基仪式，在此，我代表北京市委、市政
府，对研究生院雁栖湖校园的开工奠基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向辛勤工作在科教战线的科研工作者和
教育工作者表示诚挚的问候！

中国科学院是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机构，是全国自然科学与高新技术的综合研究与发
展中心，取得过诸如“两弹一星”等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为我国的科技事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及国防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科院和北京市一直有着长期全面的合作关系，为北京的科技、经济、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
技资源。双方在联合建设中关村科学城、北郊生命科学园区，推动科技奥运项目实施、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今年９月２６日，北京市政府和中科院签署了
新一轮全面合作协议，将继续本着“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协同创新，共同发展”的原则，开展合
作交流，创造更好的合作模式和体制机制，为北京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发展作出贡献，特别是为
科技奥运提供服务。北京市也将继续全力支持中科院的发展。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作为我国高层次科技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中科院依靠最雄厚的科学研究队伍、最优良的科研
设施设备、最丰富的研究项目以及国内最强实力的学科专业，举办最大规模的研究生教育，取得了一
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科技创新人才。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科院必将
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做出杰出贡献，同时也将为
首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善之区，实施“新北京、新奥运”的战略构想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人
才支持、科技支撑。

今天，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高水平人才培养基地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新校园，即将在风景如画
的雁栖湖畔开工建设，希望这个校园能建成个性鲜明、功能完善的现代化教育中心，促进中科院科研
教育资源的有效整合，同时推动首都教育布局规划调整和区域教育结构的优化。要求市政府和各级部
门以及社会各界积极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大力支持研究生院雁栖湖校园的建设工作，真正把这一工程
建设成一个精品工程，确保如期完工交付使用，为广大师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
同时我也希望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能以此为契机，开创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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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
白春礼在雁栖湖校园奠基仪式上的致辞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日
尊敬的北京市王岐山市长、赵凤桐副市长，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是中国科学院三万科学工作者和三万研究生翘首以待的日子！我们相聚怀山柔水雁栖湖
畔，高朋满座，举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雁栖湖校园的奠基仪式。我代表中国科学院，向长期鼎力支
持中国科学院建设北京市和怀柔区各级领导，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

中国科学院是新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先行者。建立一流的研究生院是中国科学院几十年的追求和梦
想！甬祥院长亲自为研究生院亲笔题写了“博学笃志，格物明德”的校训，昭示着中国科学院研究
生教育培养的人才，要有渊博的学识、远大的志向、求是的精神和健全的人格，凝炼了全院数万师生
的办学理念和治学追求。

今日的研究生院是完全新型的高等教育机构，依靠着最大规模的国家科研机构，依靠着最雄厚的
科学研究队伍、最高水平的导师力量、最优良的科研设施设备、最丰富的研究项目以及国内最强实力
的学科专业、最众多的培养单位，举办最大规模的研究生教育，已经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

中科院研究生院形成了独特的“两段式”培养模式。新生入学后，先在校园内进行为期一年的
基础课程和学位课程的学习，然后到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各研究所从事论文选题和研究工作。即将开始
建设的新校园，为“两段式”培养模式注入新的活力，让来自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的一万多名研究
生同学，在共同的人文环境和校园文化氛围的熏陶中，学习专业课程和素质教育，“同学一年，终生
难忘”。

特别要提到的是，还要陆续建成有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和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力学研究所、空间科
学中心和地质与地球物理的实验室和观测平台，一方面可以为研究生提供教学实验基地，也必将带动
为地方的高科技产业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同志们，研究生院新园区的规划建设工作一直得到王歧山市长等亲自关心，一直得到北京市和怀
柔区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今天的奠基仪式是一个新的起点，离新校园的建成还有更艰
巨的任务。我诚挚地希望北京市和怀柔区的有关部门能一如既往地给予大力支持，同时要求研究生院
和相关研究所，要通力合作，精心设计、精心组织，建设好“亚洲最好、世界知名”的研究生院，
早日建成中国科学院最具规模的教学科研基地，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而奋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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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科学学院

【概况】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数学科学学院于２００６年６月
２１日正式更名成立，由原中国
科学院研究生院数学系和中国
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共同组建成立。数学科学学院
现有数学和系统科学两个一级
学科；设有１３个专业；包括
二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
点：数学和系统科学；一个二
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计算
机软件与理论。

数学科学学院现有教职工
２０人，其中教师１７人（包括
教授１０人、副教授５人、讲师
２人），行政管理人员３ 人。
２００６年，在数学科学学院任课
的教师还包括数学与系统科学
研究院教师２４人，其它国内
外高校和科研院所教师１５人。
２００６年，数学科学学院有

在校学生１９１人，硕士研究生
１７４人，博士研究生１７人。其
中，本部硕士研究生６１ 人，
本部博士研究生１７人。
２００６年，数学科学学院共

开设５３门课程（包括学科基

础课１１门、专业基础课１４门、
公共选修课１７门。高级强化
课４门、讲座课７门），其中
春季学期２１门、夏季学期１２
门、秋季学期２０门。
２００６年，数学科学学院

（本部）在研的科研项目有：
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４
项；基金—面上项目１项；自
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１项；
研究生院院长基金２项；研究
生院启动基金１项；科学院重
要方向项目１项；企业委托项
目２项；中科院基础局基础数
学支持项目１项。
２００６年，数学科学学院组

织的《院士系列讲座》荣获研
究生院颁发的夏季学期课程特
别奖；数学科学学院工会小组
被评为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度工会工
作先进集体。
【与培养单位共同规范和统一
博士研究生的基础课程】２００６
年１２月，基本完成了数学学
科博士研究生基础课程改革工
作。从２００７ 年下半年开始，
将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和研
究生院数学科学学院本部的博
士研究生的部分基础课程统一
到研究生院数学科学学院开
设，列在研究生院的开课计划

中，统一管理，并在网上向全
研究生院公布，与科学院其它
研究所和高校共享。由研究生
院教务处统一出课程成绩单，
其它专业课程仍在数学与系统
科学研究院开设课程。
【开展教学改革试验】２００６年，
数学科学学院加大力度进行教
学改革实验。将教师被动选课
改为主动开课，建议老师讲授
各自最擅长的并有深刻研究体
会和成果的课程；同时在培养
单位发放调查问卷进行课程需
求调研，调查统计论文导师希
望学生学习的课程，并以此调
查结果作为新学年开设课程的
参考。２００６年，发放并收回调
查问卷３００余份，涉及到的课
程５０余门。
【招生工作改革顺利完成】
２００６年，数学科学学院与各对
口培养单位统一、协调、同步
地开展招生的各项工作，顺利
完成招生工作改革。包括对硕
士研究生推荐免试的录取工作
进行统一部署、统一协调生源
和统一录取；院所联合成立相
关的命题组进行统一命题，并
统一协调生源、统一录取；规
范统一数学学科硕转博资格考
试的内容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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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家贵教授、焦晓祥教授承
担重要课题项目】２００６年，数
学科学学院彭家贵教授主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焦
晓祥教授主持其中的一个子课
题；彭家贵教授和焦晓祥教授
承担了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重
要方向项目。
【郭田德教授承担国家十一·
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项目】数
学科学学院郭田德教授与北京
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
所、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
申请的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
计划课题“千万人级指纹自动
识别和全国异构系统查询关键
技术研究”和“掌纹自动识别
系统关键技术研究”获得成
功。郭田德教授具体承担“千
万人级指纹自动识别核心算法
研究”和“掌纹自动识别核心
算法”两个研究课题。
【四位教师分别获得项目资助】
数学科学学院高随祥教授、尹
红霞教授、唐国平教授分别作
为主持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的资助。孙义静副
教授作为主持人获得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的资助。
【唐国平教授获得王宽诚科研
奖金项目】数学学院唐国平教
授与德国Ｒｅｇｅｎｓｂｕｒｇ大学张的
根教授获得“中科院王宽诚科
研奖金”项目并进行了为期三
个月的科研合作。
【召开“代数Ｋ －理论”国际
研讨会】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３日—
１６日，由数学科学学院主办的
“代数Ｋ －理论”国际会议在
研究生院召开。来自美国、法
国、德国、加拿大、新加坡的
十几位外国专家和４０多名国

内学者出席了会议参加了此次
研讨会。各位专家分别在会上
阐述了自己在这一领域的研究
成果及需要进一步论证的相关
理论分析。
【４ ｓｔｉｎｇ弦乐四重奏乐团奏响
莫扎特经典曲目】１０月８日，
由数学科学学院主办的“纪念
莫扎特诞辰２５０周年暨４ ｓｔｉｎｇ
弦乐四重奏乐团专场音乐会”
在青年公寓多功能厅举行。本
次音乐会的演奏曲目主要是音
乐巨匠莫扎特在各个时期的经
典之作，有《Ｇ大调弦乐小夜
曲》、《Ｆ大调弦乐嬉游曲》和
《Ｄ小调第十五弦乐四重奏》。
这次音乐会作为“高雅艺术进
校园”的一部分，丰富了大家
的业余生活，拉近了高雅音乐
与学生的距离。

物理科学学院

【概况】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物理科学学院在原物理系的基
础上组建成立。原中国科学院
研究生院物理系是随着新中国
第一所研究生院—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研究生院（中国科学院
研究生院的前身）的成立而诞
生的。物理科学学院现有４个
研究室、２个中心、９个实验
室；并设有９个一级学科，分
别是物理学、力学、天文学、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核科
学与技术、光学工程、机械工
程、仪器科学与技术、航空宇
航科学技术，２６个专业。

物理科学学院现有教职工
３０人，其中教师２６人（包括
教授１３人，副教授１２人，讲

师１人）；行政管理人员４人。
物理科学学院有中国科学院院
士２名， “中科院百人计划”
特聘教授３名，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获得者１名。２００６年
在物理科学学院授课的任课教
师有１９８名，其中外籍教师２０
余名。

物理科学学院现有在校学
生８２０人，硕士研究生８０５人，
博士研究生１５人。其中，本
部硕士生研究生２１人，本部
博士研究生１５人。
２００６年，物理科学学院开

设课程１２２门。其中春季学期
４６门，夏季学期３２门，秋季
学期４４门。包括基础课３０门、
专业基础课４７门、专业课１１
门、公共选修课４门、高级强
化课１６门、系列讲座１４ 门
（包含两门十讲的系列讲座）。
２００６年，物理科学学院共

有１６项科研项目获得批准，
其中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１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５项、８６３计划项目１项、
９７３计划项目２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１
项、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
重要方向项目１项、中国科学
院优秀博士论文科研启动专项
基金１项，其它项目４项。一
项课题通过成果鉴定。
２００６年物理科学学院荣获

研究生院“优秀集体”光荣称
号；物理科学学院工会被评为
研究生院优秀工会小组；２００６
年获得研究生院“夏季学期优
秀组织奖”。
【二名博士授聘为物理学院教
师】３月７日和４月１３物理科
学学院分别在玉泉路会议室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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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引进人才考核会。会上，应
聘人员向评委介绍了各自的研
究方向和所做工作，评委就其
研究选题、研究方法等诸方面
进行提问，最后通过投票同意
杨德山博士和黎明博士为拟聘
人员并报人事处审批，二人于
８月与研究生院正式签订了聘
任合同。
【召开百人计划答辩会】３月
１０日和３月３０日物理科学学
院分别召开百人计划答辩会，
中科院院士叶铭汉、崔尔杰分
别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最
终，专家们以全票通过郑阳恒
博士和倪明玖博士百人计划答
辩初审，并给出初审意见书。
１２月，经中国科学院批准，同
意以百人入选者引进二位博士
到研究生院工作。郑阳恒博士
和倪明玖博士分别是实验高能
物理和流体力学专家。
【建设特色课程】２００６年物理
科学学院以建设高水平有特色
的课程为目标，进行教学改
革：新增《现代宇宙学》、《原
子核反应》、《原子核结构》等
９门课程，以配合科学院第三
期知识创新工程启动，各研究
所研究方向调整；组织直观教
学，让选修《力学实验与原
理》、《加速器物理》、《粒子加
速器物理》等实验课程的同
学，走进相关所的国家重点实
验室参观学习，使学生了解实
验的全过程。
【继续推出《李政道讲座》】６
月１５ 日，连续三年开设的
《李政道讲座》再次在物理科
学学院拉开序幕。本次讲座由
来自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加州
大学、ＩＢＭ华生研究中心等著

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包括杨
昆、金山、萧敏、刘祖平、尤
力、邱字强、涂予海、谢心
澄、杨登科、王肃文、马龙
生、韦丹等１２位活跃在前沿
科学领域的中外ＣＵＳＰＥＡ学者
担任主讲，讲座内容涉及粒子
物理、宇宙学、凝聚态物理等
多个领域。该讲座被评为２００６
年度研究生院精品课程。
【夏季学期推出有影响讲座】
２００６夏季学期，物理科学学院
开设的《凝聚态物理前沿讲
座》、《科学研究入门与学术规
范系列讲座》、《力学进展系列
讲座》、《动力工程与工程热物
理进展讲座》、 《２１世纪新能
源系列讲座》等讲座受到学生
广泛欢迎，成为有影响讲座。
其中童秉纲院士和乔从丰院长
领衔开设《科学研究入门与学
术规范系列讲座》，作为本院
教师开设（参与）的全校公选
课程，在研究生院首开先例。
【举办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２００６年量子信息暑期学校】７
月２ － １２日，物理科学学院、
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举办
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２００６
年量子信息暑期学校”。此次
暑期学校采用专题讲座形式，
８名国内外专家讲授了量子光
学、量子信息基本概念、量子
通讯、量子计算和量子密码等
课程，该暑期学校为期１０天。
来自全国６所高校２００人参加
学习。
【召开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
（物理学）】７月９日到２１日，
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

司委托，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承办的《２００６年全国博士生学
术论坛（物理学）》，在中国科
学院研究生院中关村教学园区
举办。论坛以“２１世纪现代物
理学”为主题，分为理论物理
与粒子物理，量子光学和量子
信息，凝聚态实验，凝聚态理
论四个专题，研讨最新研究成
果。来自全国１９所大学和科
研机构的１７３名博士参加研
讨，共提交论文１７３篇、摘要
２０５份；共有１４１名博士生在
各个分论坛进行了报告，评选
出优秀论文３５篇。
【高效薄膜硅“单晶硅太阳能
电池及其制备方法”课题通过
成果鉴定】９月１４日，北京市
科学技术委员会组织了由中国
科学院研究生院物理科学学院
完成的“高效薄膜硅／单晶硅
太阳能电池及其制备方法”科
技成果鉴定会。鉴定委员会听
取了技术研究报告、测试报
告、查新报告等，审查了相关
技术资料，经质询、答疑和讨
论，一致同意通过鉴定。
【筹建高等物理教学实验室】
１１月９日研究生院院长办公会
决定，同意物理学院申请建立
的高等物理教学实验室开始启
动建设。高等物理教学实验室
包括薄膜物理实验室，固体物
理实验室，高等光学实验室，
原子光谱及量子信息实验室。
已完成考察、制定建设计划
书、建成后的任务和使用效率
可行性论证、实验室设备经费
预算、实验室用房安排等工
作。预计０７年投入教学。
【召开院所结合学生工作研讨
会】５月８日至１１日，物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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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方面对口的院所结合学生工
作交流研讨会，在福州中科院
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举办。会
议讨论研究生管理、教学和考
试命题等问题。中科院物理科
学方面１２个研究所和研究生院
的１８名人教干部参加了会议。
【附录】物理科学学院对口培
养单位名录：

物理研究所、高能物理研
究所、国家纳米科学中心、苏
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
所、理化技术研究所、国家授
时中心、国家天文台、长春人
造卫星观测台、乌鲁木齐天文
工作站、声学研究所、声学所
东海研究站、力学研究所、渗
流流体力学研究所、半导体研
究所、近代物理研究所、福建
物质结构研究所、理论物理研
究所、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宁
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微
电子研究所、新疆理化技术研
究所、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概况】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于２００４
年９月更名成立，其前身是中
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化学系。学
院现有化学、化学工程与技
术、材料科学与工程三个一级
学科，有９个专业。

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现有
在职教职工２６人，其中教师２２
人（包括教授１０人，副教授１２
人），行政管理人员４人。２００６
年，在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授
课的任课教师有１００人。

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现有

在校学生６９６人，其中，硕士
研究生６８３人，博士研究生１３
人，其中，本部硕士研究生４８
人，本部博士研究生１３人。
２００６年，化学与化学工程

学院开设１１１门课程，其中专
业基础课６６门，学科基础科
１６门，高级强化课２２门，系
列讲座７个。春季学期课程４３
门、夏季学期课程２９门、秋
季学期课程３９门。课程总学
时数为４９７８学时，选课人数
共计６９９０人次。
２００６年化学与化学工程学

院共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三
项，共计５９万元；中科院研
究生院科研启动基金一项，２０
万元；中科院研究生院院长基
金一项，６万元。
２００６年化学与化学工程学

院工会被评为研究生院优秀工
会小组。在研究生院大众广播
体操验收中被评为优秀。
【引进二位项目聘用教师】
２００６年，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继续加大人才引进的力度。专
门组织应聘教师进行面试和专
业课程试讲，最终决定引进刘
薇、姚鑫二位博士为化学与化
学工程学院项目聘用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考核与聘任工
作顺利完成】３月３１日，根据
研究生院人事处专业技术岗位
聘任期满考核通知要求，化学
与化学工程学院对聘任期满的
教师在教学、科研和学生培养
等方面进行考核，并最终决定
继续聘任赵红、曹洁和李增喜
三位老师为化学与化学工程学
院教学科研岗位副教授。６月
８日，经研究生院（本部）学
术委员会评议、研究生院岗位

聘任委员会审议，李增喜、向
军辉晋升为教授，王彩旗、罗
明芳、李晓毅、周克斌、宋锐
晋升为副教授。
【二位教师入选“百人计划”】
１２月１４日，经过中国科学院
百人计划领导小组审核批准，
同意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百人
计划候选人汪志祥博士、任坦
博士获得中国科学院“百人计
划”入选者荣誉称号。汪志祥
博士和任坦博士分别是物理化
学和有机化学专家。
【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化学生
物学”通过国务院学位办公室
备案】２００６年，化学与化学工
程学院向中科院研究生院（本
部）学位委员会提出的在化学
一级学科范围内自主设置二级
学科“化学生物学”的申请获
得批准并通过国务院学位办公
室备案，学科代码为０７０３２１。
从２００７ 招生年度起，可在
０７０３２１化学生物学专业招收、
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并授予
学位。
【研究生院（本部）“化学学术
委员会”成立】１０月１１日，
重新调整充实之后的新的研究
生院（本部） “化学学术委员
会”成立。该委员会共有８名
专家组成，朱道本院士任名誉
主任委员，赵宇亮教授任主任
委员，何裕建教授任副主任委
员并主持日常工作，张宏担任
秘书工作。新一届学术委员会
制定了学术委员会工作条例和
２００６年学术工作计划。
【徐光宪院士担任我院资深学
术顾问】５月１９日，著名的物
理化学家、无机化学家和化学
教育家徐光宪院士在化学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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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程学院作题为《二十一世
纪化学发展的大趋势—挑战
与机遇》的学术讲座。讲座结
束后徐院士与该院师生进行了
亲切交流，并回答了学生提出
的各方面问题。应化学与化学
工程学院常务副院长胡中波教
授邀请，徐光宪院士担任该院
资深学术顾问。
【两个培养单位首次挂靠化学
与化学工程学院招生】 ２００６
年，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
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
所挂靠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招
生。当年，化学学院春季招收
博士研究生１人，秋季招收博
士研究生８人，硕士研究生２１
人（含６名推荐免试研究生）。
【统一阅卷工作顺利完成】２
月１４日—１７日，化学与化学
工程学院的集中阅卷工作顺利
完成。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的
全体教师参加了本次阅卷工
作。阅卷教师根据专业分为六
个阅卷工作小组，共批阅试卷
２５２份。
【举办卡拉ＯＫ大赛】４月２１
日，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学生
会组织的卡拉ＯＫ大赛在玉泉
路园区礼堂举行。来自１１个
班的２２名同学登台献艺，评
委团由１１个班的１１位同学组
成。经过激烈的角逐，４１０班
王鹏荣获大赛的一等奖，４１０
班郭靖、４０９班魏卓等五名同
学荣获大赛二、三等奖，４０２
班张传辉等三名同学荣获单项
奖，４０６班陈成猛等同学获优
秀奖。
【“五月的鲜花”歌咏比赛荣获
二等奖】５月１９日，化学与化
学工程学院６４名２００５级学生

组成的合唱团参加了中国科学
院研究生院第五届文化艺术节
“五月的鲜花”歌咏比赛。并
荣获二等奖。
【纪念“一二·九”７１周年歌
咏比赛荣获三等奖】１２月９日
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７０ 名
２００６级学生组成的合唱团参加
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一二
·九”７１周年爱国运动歌咏比
赛，并荣获三等奖。
【举办新年文艺晚会】１２月１５
日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在玉泉
路园区礼堂举办了“祝福传
送，梦想飞扬”为主题的新年
文艺晚会。晚会上歌声嘹亮，
节目异彩纷呈。学生自编自导
小品《新版大话西游》博得阵
阵欢呼。三次抽奖活动将晚会
推向了一个又一个高潮。化学
与化学工程学院全体教师在晚
会上合唱了改版的《两只蝴
蝶》，用歌词的形式唱出了师
生情。
【实验课开设增至两门】２００６
年，化学与化学工程院的教学
实验室的建设取得一定成效。
春季学期开设了《物质结构与
性质分析实验》实验课，加上
之前开设的《色谱与光谱实
验》，该学院仪器类实验课程
已有两门。《色谱与光谱实验》
开设的实验内容有：紫外—可
见（ＵＶ ／ ＶＩＳ）光谱、红外
（ＩＲ）光谱、电泳仪的原理和
应用、荧光光谱等实验； 《物
质结构与性质分析实验》课程
内容包括原子力显微镜
（ＡＦＭ）、电化学工作站、Ｘ －
Ｒａｙ衍射、旋光谱仪等仪器的
原理及使用的内容。
【高效液相色谱展示试用】５

月，韩国ＹｏｕｎｇＬｉｎ仪器公司将
一台价值约１８万元人民币的
ＡＣＭＥ ９０００ ＨＰＬＣ高效液相色
谱免费提供给化学与化学工程
学院使用，这台先进的实验仪
器，使学生能够直接与实物面
对面学习《高效液相色谱仪
（ＨＰＬＣ）的基本原理和应用》。
２００６年有近１００学生选修了此
课，有９位熟悉各种仪器的老
师参与了实验课教学。
【课程设置逐步完善】根据学
科发展和学生专业方向需要，
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认真研究
每学期的课程设置，不断调整
和增加所开课程。２００６年春秋
季开课总门数为８２ 门，比
２００５年同期开课总门数（６８
门）增加了２１％，曾一度中断
的两门实验课也重新开设，使
得课程设置更加科学合理。
【白春礼院士、李静海院士等
众多国内外专家学者为夏季学
期授课】６月１２日至７月１４
日，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邀请
国内外著名高校和研究所的多
名院士、教授、研究员、 “杰
出青年基金”、“百人计划”获
得者，在夏季学期授课，受到
学生们的欢迎。中国科学院常
务副院长白春礼院士、副院长
李静海院士，也做了精彩的讲
座。其中， 《化学系列讲座》
被评为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学年夏季学
期特别课程奖。
【研究生教育工作研讨会在京
召开】１２月９日—１０日，第
一届中科院化学化工口研究生
教育工作研讨会在中科院研究
生院召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副主任、研究生院化学
与化学工程学院院长朱道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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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研究生院党委书记邓勇教
授、副院长马石庄教授、教务
长苏刚教授出席会议并作重要
讲话。来自京内外化学化工口
二十余家培养单位所领导及研
究生教育主管５０余人参加了
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学生管
理、实验室安全、招生统一命
题和报考生源调剂等相关问
题。
【附录】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对口培养单位名单：

化学研究所、过程工程研
究所、理化技术研究所、国际
纳米科学中心、上海有机化学
研究所、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上海药物研究所、上海生命科
学研究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
所、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兰
州化学物理研究所、青海盐湖
研究所、广州化学所、成都有
机化学研究所、新疆理化技术
研究所、山西煤炭化学研究
所、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宁
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地球科学学院

【概况】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地球科学学院于２００２年９月更
名成立，其前身为地学教学
部。遥感科学家徐冠华院士出
任首任院长至今。地球科学学
院现有地球物理学、大气科
学、地质学、海洋学、土木工
程、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测
绘科学与技术等７个一级学
科，１６个二级学科。

地球科学学院现有教师２７
名，其中教师２３人（包括中
国科学院院士１ 人，教授９

人，副教师９人，讲师４人），
行政管理人员４人。年龄在５０
岁以下的教师全部具有博士学
位。２００６年，在地球科学学院
授课的任课教师还包括培养单
位教师及其他兼职教师３００余
名，其中两院院士３０余人。

地球科学学院现有在校学
生６８８人，硕士研究生６６９人，
博士研究生１９人，其中，本
部硕士生２４人，本部博士研
究生１９人。
２００６年，地球科学学院开

设１１９门课程（学科基础课２６
门、专业基础课４８门、专业
课１１门、公共选修课８门。高
级强化课２１门、讲座课６门、
学科综合课２门），其中春季
学期４４门，秋季学期３９门，
夏季学期３５门。
２００６年度，地球科学学院

在研项目有：基金－重点上１
项；基金—面上项目１８ 项；
９７３子课题４项；８６３子课题１
项；海外合作基金１项；院创
新方向性项目２项；院海外青
年学者基金１项；北京自然科
学基金１项；研究生院启动基
金２项；研究生院院长基金１
项；国际合作项目１项；其他
纵向项目４ 项；横向课题４
项。地球科学学院在２００６年
度１０余人次出访美国、日本、
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进行科
研与合作交流或参加国际学术
会议。全年组织学术报告和讲
座共计２１讲，组织国际学术
会议２次。
２００６年地球科学学院在筹

建校史馆工作中获得研究生院
“突出贡献奖”集体荣誉称号。
【召开应聘面试会引进两位教

师】２００６年８月，地球科学学
院召开人才引进工作会议，对
应聘教师从教学、科研等方面
对应聘老师进行了解、面试，
最后决定引进王多君和张海明
二人为地球科学学院教师。
【一位教师获“百人计划”择
优支持】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经中
国科学院组织的“百人计划”
择优支持专家评审会审定，章
文波教授获得“百人计划”择
优支持。
【两名教师获研究生院优秀教
师称号】地球科学学院石耀
霖、周蕙兰两位教师获得中国
科学院研究生院优秀教师称
号，并在７月１８日研究生院第
一次工作会议召开上接受颁
奖。
【国内外知名学者在夏季学期
授课】２００６年夏季学期，地球
科学学院共开设３５门课程，
内容涉及地球物理学、地质科
学、海洋科学、大气科学、测
绘科学与技术、地质资源与地
质工程等多个一级学科，邀请
６３位国内外资深科学家、知名
学者来校授课，其中包括国外
学者２４人，中国科学院、中
国工程院院士８人， “百人计
划”入选者１０余人。
【召开教学研讨会】２００６年１２
月２９日，地球科学学院举办
教学研讨与新年茶话会议，３０
余位长期奋战在教学一线的资
深兼课教员，２０余位相关培养
单位的主管所长与教育干部及
本部员工参加了这次会议。会
上，地球科学学院颁发奖状表
彰了６６位执教讲坛２０余年的
资深兼职教授及２３位优秀教
育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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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世界气象日主题活动】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２日—２９日，地
球科学学院举办了世界气象日
系列活动，积极宣传环保知
识。该系列活动包括：邀请中
国气象局副局长许小峰研究员
作题为《气象预报与灾害预
防》的报告、制作气象科普知
识展板在玉泉路教学园区展
出、向师生发放气象知识宣传
单、举办天气预报播报比赛等
活动。
【举办世界地球周系列活动】
２００６年４月，为宣传“世界地
球日”，地球科学学院组织了
“世界地球周”活动。在活动
期间，邀请７位国内知名教
授、院士作了精彩的学术报
告，分别是许建东的“地震紧
急救援国际现状与前进中的中
国国际救援队”、陈德亮的
“什么是科学？———兼谈气候
研究工作和论文质量”、李栓
科的“极地高寒生存”、林景
星的“海底黑烟囱—极端环境
与生命进化”、单新建的“卫
星遥感技术在地震科学研究中
的应用”、金之钧的“中国油
气资源善及油气工作发展战
略”、石耀霖的“复活节岛揭
秘—从复活凶岛看地球岛”。
【两次获研究生院足球联赛冠
军】在２００６年春季和秋季足
球联赛中，地球科学学院两次
取得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足球
联赛冠军。
【获得研究生院排球联赛冠军】
２００６年６月１９日，在中国科
学院研究生院排球联赛中，地
球科学学院以２：０战胜信息
学院，获得２００６中科院研究
生院排球联赛冠军。

【设立马文静优秀研究生奖】
２００６年７月，地球科学学院设
立了马文静优秀研究生奖，该
奖项是由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
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研究
生院地球科学学院吴忠良教授
捐资设立的，用以奖励在地震
科学领域，西部培养单位的优
秀研究生，该奖项为期三年。
【举办“地科论坛”系列讲座】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地球科学学院
学生会和分团委联合举办了
“地科论坛”系列讲座，该讲
座包括石耀霖教授的“兴趣、
责任感与洞察力”，侯泉林教
授的“我国能源状况及对策分
析”，北京大学大气物理学院
胡永云教授的“我在美国１３
年的人生经历与感悟”及吴忠
良教授的“地震故事”。
【召开地球动力系统国际学术
研讨会】２００６年７月４—５日，
地球科学学院举办了题为“地
球动力系统”的国际学术研讨
会。与会专家就地球动力学的
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
交流。包括东京大学的Ｈｏｒｉ教
授，美国ＮＡＳＡ戈达德太空中
心前主任Ｂｅｎ Ｃｈａｏ教授，伯
克利分校的Ｗａｎｇ Ｃｈｉ － Ｙｕｅｎ
教授等及地学院教员在内的国
内外２０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
此次会议。
【举办现代地球科学信息基础
构架国际研讨会】２００６年７月
２０—２３日，地球科学学院和中
国科学院网络中心共同主办、
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协办
的“现代地球科学信息基础构
架国际研讨会”于北京香山饭
店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地球
科学信息基础构架的若干战略

思考和实施规划等问题，包括
国外５０余名专家在内的共８０
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固体地球科学教学实验室相
关委员会成立】２００６年１１月
１５日，地球科学学院“固体地
球科学教学实验室”专家指导
与咨询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
成员包括：秦善、谈戈、高志
球、陈洪滨、朱敏、石耀霖与
杨忆；同时成立“固体地球科
学教学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
员会，负责该实验室的具体建
设与管理。
【附录】地球科学学院对口培
养单位名单：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
所、中科院大气物理所、中科
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所、中
科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
心、中科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
究所、中科院武汉岩土力学
所、中科院兰州地质所、中科
院广州地球化学所、中科院地
球化学研究所（贵阳地化）、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中科院南
海海洋所、海洋技术中心、海
洋局一所、国家海洋环境预报
研究中心、地震局地球物理
所、地震局地质所、地震局地
震预测所、地震局地壳应力
所、地震局武汉地震所、地震
局兰州地质所、地震局工程力
学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中国地
质科学研究院

资源与环境学院

【概况】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资源与环境学院（以下简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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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学院）成立于２００４年５月。
著名自然地理学家、中国气象
学会理事长秦大河院士任院长。

资环学院设有地理学、环
境科学与工程、农业资源利用
和林学４个一级学科，和９个
二级学科，分别是自然地理
学、人文地理学、地图学与地
理信息系统、环境科学、环境
工程、土壤学、植物营养学、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治理、土地
资源管理。

资环学院现有教职工２０
人，其中教师１７人（包括教
授７人，副教授５人，讲师５
人），行政管理人员３人。兼
职教师１３５人，其中包括，院
士７人，长江学者２人， “百
人计划”学者１３人，教授１０１
人，副教授１０人。

资环学院现有学生５０６
名，其中，博士研究生５人，
硕士研究生５０１人，本部博士
研究生５人，硕士研究生１２
人。
２００６年，资环学院开设

９０门课程（学科基础课１９门、
专业基础课４１门、专业课１１
门、公共选修课１门。高级强
化课１０门、讲座课７门、实验
课１ 门），其中春季学期３７
门，秋季学期３５门，夏季学
期１８门。
２００６年资环学院共有约

２８项在研科研项目。其中包括
“９７３”项目子课题１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１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研究计
划１项、院创新方向性项目子
课题３项、海外合作项目１项
及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４
项。２００６年资环学院２人申请

软件著作权３项，共发表学术
期刊论文３０篇。

资环学院荣获２００６年度
政务信息工作优秀集体称号；
２００６年度考核，资环学院为优
秀的集体。
【筹建环境科学与工程教学实
验室】２００６年９月１０日，资
源与环境学院向研究生院提交
了“环境科学与工程教学实验
室”建设规划申请书并于２００６
年１０月１２日第３１次院长办公
会研究决定并获得批准，１１月
４日，该实验室建设规划方案
通过了由院资环局领导和院外
专家组成的实验室建设专家论
证会。
【引进水环境治理方向优秀人
才】２００６年，资源与环境学院
从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
心引进了水环境治理方向的刘
新春博士；为适应资环学院发
展的需求，从地理科学与资源
研究所引进了人文地理学方向
的张晓平博士。
【国内外知名学者在夏季学期
授课】２００６年夏季学期，资源
与环境学院共开设１８门课程，
内容涉及４个一级学科，９个
二级学科。邀请５１位国内外
知名学者来校授课，其中包括
国外学者８人，中国科学院院
士４人，“百人计划”入选者
１３人，杰出基金获得者２人，
长江学者２人。
【设立地理信息系统论坛】
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２日，资源与环
境学院设立地理信息（ＧＩＳ）
论坛。该论坛是由学生创办的
学术专业论坛，采用以科苑星
空ＢＢＳ论坛和定期讲座形式，
开展学术交流。２００６年，该论

坛共举办６场，４００余学生参
加了交流学习。
【土壤生态学社成立】２００６年
４月２日，资源与环境学院组
建的“土壤生态学社”成立。
共组织了十余次学术报告，报
告主体为专业是土壤生态学方
面的０５级硕士，先后共有３０
余名学生做过报告，该学社通
过研讨、考察、实践等多种形
式在学校内外开展学术交流。
【举办世界地球日主题活动】
２００６年４月２２日，资源与环
境学院与北京市国土资源与石
景山分局、北京市石景山环境
保护局等政府部门共同宣传
“世界地球日”。北京９所高校
共同以“善待地球—珍惜资
源，持续发展”为主题联合起
来，号召大家爱护地球、保护
家园。此次９所高校联合行
动，共持续两周，由中国科学
院研究生院主办，北京超图地
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协办。活
动以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玉泉路校区）宣传巡展为始，
经过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
都师范大学、中科院地理所、
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农业大
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联合
宣传，最后在石景山玉泉小
学、石景山环保局的参与下成
功落下帷幕。北京市石景山电
视台、北京市石景山周刊等媒
体的记者们参与了报道工作。
【举办全国土地日主题活动】
２００６年６月２５日，由资源与
环境学院和北京市国土资源局
石景山分局等单位主办的全国
土地日宣传活动在北京市石景
山区古城花园举行。中科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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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院资源与环境学院的同学
们负责宣传活动内容并分发宣
传单。
【召开研究生教育交流座谈会】
２００６年９月１２日，资源与环
境学院组织召开了研究生教育
管理工作座谈会。座谈会邀请
了科学院生态环境中心、沈阳
应用生态所、地理所、青藏高
原所、遥感所、遥感地面站及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培养单
位的教育干部参加。与会人员
对学院的教学、学生管理工作
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良好的建
议，对如何促进研究生的全面
发展提出各自的见解。
【召开学术年会、进行学术交
流】１１月２５日到２６日，资源
与环境学院召开学术年会，资
环学院４０余名师生参加了会
议，本次年会的主要目的是进
行多方位、多层次的学术交流
活动。
【附录】资环学院对口培养单
位名单：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地
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遥感应
用研究所、遥感卫星地面站、
青藏高原研究所、生态环境研
究中心、沈阳应用生态研究
所、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
所、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
所、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
所、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地球环境研究所、亚热带农业
生态研究所、水土保持与生态
环境研究中心

生　 物　 系

【概况】生物系成立于１９７８年

３月。现有一级学科两个：生
物学和药学。生物学下设１２
个二级学科，包括植物学、动
物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物学、遗传学、水生
生物学、生理学、神经生物
学、生态学、微生物学、生物
物理学、发育生物学。药学下
暂未设二级学科。

生物系现有教职工１８人，
其中教师１４人（包括中国科
学院院士１人，教授７人，副
教授６人，讲师１人），行政
管理人员４人。另有博士后３
人。全年共有来自其他研究所
及高校的教师１００余人参加授
课。

生物系现有参加集中教学
硕士研究生７１８名。本系博士
研究生２７人，硕士研究生２６
人。
２００６年，开设９２门课程

（学科基础课１４门、专业基础
课３７门、专业课１６门、公共
选修课７ 门。高级强化课５
门、讲座课１１门、学科综合
课２ 门），其中春季学期３８
门，秋季学期３３门，夏季学
期２１门。
２００６年生物系在研项目共

２０项，其中９７３项目子课题２
项，８６３项目１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７项，百人计划择优
资助２项，科学院院长基金１
项，其他７项。当年新立项９
项。共发表论文１１篇，其中
ＳＣＩ期刊８篇，核心期刊２篇，
其他１篇。

生物系设有教学实验室２
个：生物化学实验室，植物形
态学实验室。科研实验室６
个：酶学实验室，医用酶实验

室，环境与健康实验室，遗传
学实验室，植物分子生物学与
基因工程实验室，细胞学实验
室。

教师学生参加国内外学术
研讨会２６人次。提交会议论
文摘要２７篇，５次大会特邀报
告，６次大会报告，８个会议
墙报。
２００６ 年，生物系荣获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度工会工作先进
集体；荣获２００６年夏季学期
优秀组织奖。
【生物化学教学实验室装修改
造】１１月２５日—１２月１５日，
生物系对生物化学实验室进行
了装修改造。更新了实验台、
通风柜、药品柜，对室内进行
了粉刷、油漆，重新布设电路
系统。购置了双光束紫外—可
见分光光度计和循环水泵。实
验室基础设施的更新改造使实
验条件和教学环境大为改观，
新添仪器使教学仪器紧张的状
况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在分
析测定实验方面工作质量和速
度有明显提高。共花费８ ９３
万元。
【在“乒协杯”选拔赛中获团
体第一名】４月９日，生物系
乒乓球代表队经过激烈的小组
循环赛和淘汰赛，战胜所有对
手，获得第一名。并于４月１６
日代表研究生院参加中国科学
院乒协杯比赛，打入前八名。
【获得拔河比赛获冠军】５月
１７日下午，研究生院拔河比赛
决赛在玉泉路园区举行，生物
系代表队经过３局比赛，以２
比１战胜对手获得冠军。
【举办书画摄影大赛】１１月，
生物系举办了以“弘扬健康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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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的精神文化，展示当代研究
生的青春风采”为主题的书画
摄影大赛，共展出各类作品
１００余幅，５００余人参与了评
选投票工作。此次活动吸引了
近千名师生参观。
【举行南京招生咨询活动】５月
２１日，研究生院组织本部各院
系及相关培养单位在南京大学
举办研究生招生咨询活动，生
物系３位老师参加了此次招生
咨询。前来咨询的学生达４００
多人。随后生物系的３位老师
访问华南理工大学和东南大
学，并在该校回答了学生的相
关问题。
【召开命题工作会】１０月１４—
１５日，中科院研究生院在小汤
山召开了生命科学领域研究生
入学考试命题工作会议。主管
招生的校领导、招生办主任，
生物系的领导，参加命题的部
分老师和来自京区各研究所的
主管招生的同志参加了会议。
会议总结了前一年的命题工作
情况，重申了命题工作的原则
和命题要求，并布置了当年的
命题工作。
【集中阅卷工作完成】２００６年
研究生招生统一命题试卷的集
中阅卷工作２月１０—１３日在玉
泉路园区进行。本次共完成９
门课程３５６３份试卷的评阅工
作，参加阅卷的有来自京区各
所的近８０余人。
【招生宣传咨询组访问浙江大
学】５月２４日，招生宣传组一
行３人访问了浙江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就有关招生工作与浙
大生科院主管招生的同志进行
了交流。
【丁文军教授出访台湾】丁文

军教授１１月２５日至２７日受邀
前往台湾参加在高雄义守大学
举行的第十二届亚洲青年生物
化学工程学会（ＹＡＢＥＣ ２００６）
大会，并作大会报告。会议期
间访问了义守大学和成功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及化学与化工学
院，就教学和科研问题双方进
行了广泛的交流，并达成开展
教学科研交流合作的意向。
【日本山犁县环境科学研究所
濑子义幸教授访问生物系】９
月２２日，濑子义幸教授访问
生物系，并为生物系的学生做
了题为：“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ｔ Ｆｕｊｉ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ｈｅａｌｔｈ：Ｄｏｓｅ ｔｈｅ ｖａｎａｄｉ
ｕｍ ｉｎ ｇｒｏｕ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ｏｆ Ｍｔ Ｆｕｊｉ
ｈａｖｅ ｓｏｍ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ｈｅａｌｔｈ？”的学术报告。并与生
物系本部部分师生进行了学术
讨论。
【丹麦Ｒｏｓｋｉｌｄ大学Ｈａｎｓｅｎ教
授来访】４月，丹麦Ｒｏｓｋｉｌｄ大
学Ｈａｎｓｅｎ教授访问生物系，
就共同申报中国———丹麦合作
研究项目事宜进行协商，双方
达成协议，由酶学实验室与丹
方共同申报：“动物脂肪酸合
酶及细菌酮酰还原酶的空间结
构研究”，并就各方的各自承
担的任务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与
协商。
【酶学实验室接待多次国外专
家来访】５月新西兰国家研究
所园艺与食品研究所田梅生博
士访问生物系酶学实验室，商
讨建立合作研究机制，申报国
际合作项目的事宜。７月美国
跨国公司雅芳公司（Ａｖｏｎ）研
发专家访问酶学实验室，商讨
建立研发合作的可能性。８月
欧洲跨国公司蒂斯曼公司

（ＤＳＭ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Ｌｔｄ）
中国公司研发负责人Ｖｉｎｃｅｎｔ
博士访问酶学实验室，商讨建
立研发合作的可能性。
【首次获得“８６３项目”资助】
柴团耀教授主持申请的“重金
属污染土壤的基因工程超富集
植物———微生物联合修复机理
研究及其应用”项目获批准立
项。这是生物系首次获得８６３
项目资助。这将进一步提高生
物系的科研水平和影响力。
【酶学实验室与生物物理所签
订合作研究协议】６月，生物
系酶学实验室与生物物理所免
疫实验室签订合作研究协议。
研究动物及人的脂肪酸合酶免
疫学及脂肪酸合酶天然抑制剂
抑制癌细胞的研究。
【附录】生物系对口培养单位
名单：

华南植物园、动物研究
所、成都生物研究所、广州生
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西双版
纳植物园、昆明植物研究所、
昆明动物研究所、武汉植物
园、生物物理研究所、基因组
研究所、西北高原生物研究
所、遗传与发育研究所、植物
研究所、微生物研究所、近代
物理研究所、河南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概况】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于２００１
年１１月２３日正式成立，由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学部、电
子学教学部、和信息安全国家
重点实验室组建而成。学院现
有信息与通信工程、控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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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电
气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５
个一级学科，共有１８个专业，
包括三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
予点：信息与通信工程、电气
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两
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
控制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
技术。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现有
在职教职工２７人，其中教师
２２人（包括教授７人，副教授
１３人，讲师２人），行政管理
人员５人。２００６年在信息科学
与工程学院任课的教师总人数
为１３５人，其中：聘请研究所
教师９５人，信息科学与工程
学院教师２２人，研究生院其
他部门教师１８人。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现有
在校学生９０９人，其中硕士研
究生８８５人，博士研究生２４
人。其中，本部硕士研究生
１３４人，本部博士研究生２４
人。
２００６年，信息科学与工程

学院共开设１３４门课程。其中
春季５７门、夏季２４门、秋季
５３门。包括：学科基础课２９
门、专业基础课６７门、专业
课８门、公共选修课６门。高
级强化课１９门、讲座课５门。
全年共组织学术报告和讲座共
计６０讲。
２００６年，信息科学与工程

学院在研的项目有：院拨百人
计划经费１项，研究生院匹配
百人计划经费２项；国防项目
１项；国际合作项目２项；８６３
课题１项；北京市自然科学基
金１项；研究生院院长基金３
项；研究生院启动基金３项；

基金－重点项目１项；基金－
面上项目１项；科技部基础条
件平台项目１项；企业委托４
项；院其他项目１项。
２００６年，信息科学与工程

学院荣获研究生院“优秀集
体”光荣称号；２００６年度政务
信息优秀集体；学院工会小组
被评为院优秀工会小组；学院
合唱团取得中科院研究生院纪
念“一二 九”运动７１周年
歌咏比赛二等奖、五月里鲜花
歌咏比赛二等奖；学院篮球
队、排球队分获研究生院篮球
赛亚军；学院足球队获研究生
院足球赛季军。
【召开人才引进会议考查应聘
者】２月１５日，信息科学与工
程学院召开人才引进工作会
议，组织应聘者进行面试及研
究生课程的试讲。通过面试，
从教学、科研等多方面对应聘
者进行了解和考查。最后确定
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的刘莹博
士为拟聘人员，报人事部门审
批。
【邀请微软亚洲工程院专家来
信息学院作讲座】５月２３日，
微软亚洲工程院研发部门经理
陈通贤先生和项目经理徐静怡
女士应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邀
请，在中关村教学园区作了一
场题为《走进ＡＴＣ》的讲座，
介绍微软亚洲工程院的技术、
管理、企业文化等多个方面内
容。
【参加技术科学论坛第二十二
次报告会】６月４日，信息科
学与工程学院学生到信息技术
学部参加了技术科学论坛第二
十二次学术报告会，聆听了四
位新当选院士的报告：著名软

件专家何积丰院士作的《Ｖｅｒｉ
ｆｉｅｄ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可验证软件）；
超导电子学家吴培亨院士作的
《太赫兹技术》；上海技术物理
研究所的褚君浩院士作的《窄
禁带半导体的光电跃迁效应》；
总参第五十八研究所黄民强院
士作的《现代密码学的几个典
型问题及其数学基础》。
【夏季学期圆满结束】７月６
日，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学年夏季学期
圆满结束，夏季学期信息科学
与工程学院共开设２４门课程，
其中高级强化课程１９门，系
列讲座课程５门（共４５讲），
总选课人数２１００人次。共邀
请专家６０位，包括国外专家７
位、国内院士６位、所长５位、
副所长５位、 “百人计划”６
位、中科院十大杰出青年３
位。
【黄锷院士作题为“频率与瞬
时频率”讲座】１１月３日，国
际著名科学家Ｎｏｒｄｅｎ Ｅ Ｈｕａｎｇ
（黄锷）院士在中关村园区教
学楼Ｓ２０４教室为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的学生做了题为“频
率与瞬时频率”的讲座。黄锷
院士从频率的平均定义和积分
定义出发，由浅入深的介绍了
引入瞬时频率（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的概念的必要性。
【筹建网络与通信教学实验室
和先进计算与数字媒体教学实
验室】９月１５日，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开始筹建网络与通信
教学实验室和先进计算与数字
媒体教学实验室，并完成相关
准备工作，包括：制定信息科
学与工程学院教学实验室建设
规划申请书，论证建设的可行
性，分析“平台”建成后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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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和使用效率，制定建设计
划，考察预购的实验室设备，
估算实验室所需经费预算和安
排实验室用房等。
【与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建立
合作关系】１月１１日，美国伯
克利加州大学史提夫教授访问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双方建
立了无线传感器网络在结构健
康监测方面应用的合作关系，
并参加了中美国家自然基金会
的项目。
【易卫东教授与美国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Ｓｐｅｅｃｈ公司及中国电信北京研
究院达成合作意向】１月１９
日，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百人
计划学者易卫东教授与美国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Ｓｐｅｅｃｈ 公司总裁阿马
达博士、中国电信北京研究院
主任周民利博士就语音声讯互
联网技术的中国市场化研发达
成合作意向协议并展开实质性
研究。共同研究开发余音互联
网技术。
【黄庆明教授参加第十四届
ＡＣＭ国际多媒体会议】１０月
２２—２７日，信息科学与工程学
院副院长黄庆明教授应邀参加
在美国圣巴巴拉召开的第十四
届ＡＣＭ国际多媒体会议，并
在会上发表论文，同时就多媒
体的发展与相关专家学者进行
了学术交流与讨论。
【易卫东教授成为中美结构健
康监测合作研究计划中方组成
员】１０月２２日，信息学院百
人计划学者易卫东教授成为中
美结构健康监测合作研究计划
中方组成员，负责无线传感器
网络的应用研究。
【召开学生干部全体会议】３
月６日，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召开了全体学生干部会议。会
议总结了上学期的工作和存在
的问题，对本学期的工作做了
安排，并集体学习了《优秀学
生评选条例》及《学生纪律处
分条例》。
【参观中国金融认证中心】５
月１９日，信息科学与工程学
院３０余名学子在信息安全国
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荆继武教
授的带领下参观了中国金融认
证中心（ＣＦＣＡ）。学生们听取
了ＣＦＣＡ技术总监关振胜老师
作的有关介绍中国金融认证中
心的报告，并参观了ＣＦＣＡ与
外部网络的接入环境等实体。
【召开研究生教育工作座谈会】
９月１２日上午，信息科学与工
程学院组织各对口培养单位的
教育干部在玉泉路园区召开研
究生教育工作座谈会。此次座
谈会听取了各培养单位的意
见，通过反馈以便今后及时调
整工作计划，充分利用各方资
源，真正把“三统一、四结
合”的办学方针落实到实际工
作中。各培养单位的教育干部
也对信息学院的教学质量和研
究生管理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
定，并就如何整合各自资源、
加强联合教学及有效解决学生
反映出的情况等方面发表了意
见。
【参加“二十一世纪计算”大
会】１０月２４日，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１５０多名学生参加了
微软亚洲研究院与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和清华大学联合
举办的微软亚洲研究院第八届
“二十一世纪的计算”大会。
大会的主题为“‘质’取计算
未来”。来自国内外计算领域

的顶级大师和知名学者，包括
三位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
图灵奖得主，分别作了报告，
介绍他们在软件核心运算方面
的研究成果。
【举办“名企求职全接触”讲
座】１０月２７日，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学生会邀请了职业咨
询师ｒｏｃｋｙ做了“名企求职全
接触”的讲座。讲解求职的实
用技巧，强调学生在求职过程
中了解心仪企业的企业文化、
企业的用人标准等方面的重要
性。
【附录】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对口培养单位名单：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
所、自动化研究所、电子学研
究所、软件研究所、电工研究
所、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成
都计算所、成都光电研究所、
新疆理化技术所、空间科学与
应用研究中心、遥感卫星地面
站、遥感应用研究所、声学研
究所东海站、首都师范大学、
冶金自动化研究院、总参５８
所、航天一院１２所、河南大
学

管理学院

【概况】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管理学院成立于２００１年５月，
其前身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
究生院（北京）管理学部。著
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先生出任第
一任院长至今。管理学院秉承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院（管
理学院）所（研究所）结合＂
的运行体制，与中国科学院科
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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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中
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
院、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等
中国科学院研究院所共同进行
课题研究、学生培养。

管理学院现有管理科学与
工程一级学科和金融学、创新
管理、企业管理、技术经济及
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五个二
级学科；一个一级学科博士学
位授予点：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学院设有信息管理与
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企业管理
研究中心、金融与经济研究中
心、社会与组织行为研究中
心，并与合作院所联合共建虚
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
中科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和中
科院—路透金融风险管理联合
实验室。

管理学院本部教授１２人，
副教授１７人，讲师１人；联合
培养单位教师５０人；兼职和
荣誉教授３５人。管理学院教
师队伍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３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２人、国
际质量科学院院士１人、第三
世界科学院院士１人、全国一
级学会理事长６人、国际重要
学术期刊副主编和编委１６人。

管理学院自１９９８年起招
收ＭＢＡ学生，２００３年起自主
招收ＭＢＡ学生，自２００４年起
招收港澳台和国外留学生。现
有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
３１４人，ＭＢＡ研究生３４８人。

２００６年，管理学院共开设
１７４门课程，包括学科基础课
７门，专业基础课１５门，专业
课１５门，公共选修课４６门；
高级强化课８门，系列讲座５
门，高级研修专题６门；单考

班课程６门；ＭＢＡ课程６６门。
２００６年管理学院在研项目

有：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２个，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１
个，基金—面上项目７个，基
金—其他项目４个，地方政府
委托项目１０个，大中型企业
委托项目５个，研究所自选项
目４个，专向项目３个，其他
委托项目３个。
２００６年管理学院荣获研究

生院２００６年度政务信息优秀
集体。
【柳卸林、时勘加盟管理学院
担任博士生导师】９月，管理
学院引进柳卸林和时勘两位教
授。

柳卸林教授此前任职于国
家科技部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
究中心，兼任中国科学学与科
技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河北
省政府科技顾问。曾于２０００
年荣获国家教育部科技进步一
等奖。

时勘教授此前为中国科学
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社会与
经济行为研究中心主任、学术
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心理学
会副会长，兼任清华大学现代
管理研究中心教授、中国人民
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北京大学
光华管理学院ＥＰＤ中心教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学部
评审组专家、国家劳动部人力
资源管理师职业资格鉴定专家
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宇航员培
训与科研基地特聘专家、北京
市人民政府专家团和奥运会社
会安全顾问。时勘教授目前已
经发表学术论文１９０余篇，获
得多项国家部委级科学技术进
步奖。

【全国政协委员寇纪淞受聘我
校兼职教授】１０月１２日，天
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寇纪
淞先生为管理学院师生作报
告，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
学研究院副院长、管理学院副
院长汪寿阳为寇纪淞先生颁发
兼职教授聘用证书。
【开滦集团董事长杨中受聘管
理学院兼职教授】１０月３１日，
开滦集团董事长杨中先生受聘
担任中科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
的兼职教授，为管理学院师生
做了题为“企业与生涯”的报
告，管理学院副院长赵红为杨
中颁发了聘书。
【召开教学研讨会】６月１５日、
１６日，中科院研究生院管理学
院召开教学研讨会，对研究生
课程改革事宜进行商讨。普研
课程改革将按照学科发展体
系，分专业进行逐步的细化改
革，并集中精力在近几年内打
造出具有国内一流水平的专业
精品课程，同时加强教学督导
和教学评估的执行，不断完
善，使其更合理、更科学。将
ＭＢＡ课程的公选课改为选修
课，课程内容着力向实战型转
变，加强企业导师的对学生的
论文指导和教学工作，培养精
良的ＭＢＡ文化环境。
【夏季学期推出１４门特色课
程】２００６年中科院研究生院夏
季学期中，管理学院课程安排
整合ＭＢＡ和普研教学资源，
广泛邀请专家学者。管理学院
的夏季课程共开设１４门课程，
其中３门高级强化课，４门系
列讲座，７门公选课。３门高
级强化课中，有两门课程邀请
了来自美国西北大学的Ａｎｄ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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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ｏｌｔｎｅｒｓ教授和美国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的Ｌａｒｒｙ Ｓｕｌｌｉａｎ教
授前来讲授销售团队设计和风
险投资相关内容；台湾创意创
业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游源
淳讲授“知识工程与知识管
理”课程；４门系列讲座分别
为科技创新管理与决策系列讲
座、金融系列讲座、物流企业
家系列讲座、经济管理高端论
坛。
【推行新课试讲】７月２０日，
中科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举行
“０６—０７秋季学期新开课程试
讲会”，讲授普研和ＭＢＡ课程
的部分老师参加了此次试讲。
经过评审，有６名教师达到了
要求，他们所教授的８门新课
列入秋季学期教学课程。通过
秋季学期新课试讲的课程包括
管理学院３门专业课和研究生
院５门公共选修课。
【管理学院教授参与２００６年度
“科学与社会系列”三大报告
撰写】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相关
领域权威专家编纂的２００６年
度“科学与社会系列”三大报
告于３月正式出版，即《２００６
科学发展报告》、《２００６高技术
发展报告》和《２００６中国可持
续发展战略报告》。管理学院
部分教授参与了三大报告的撰
写工作。在“两会”期间，上
述三大报告呈送全国人大和全
国政协参阅，与会代表、委
员。
【杨如彦副教授主编金融报告
出版】由中科院研究生院发起
组织，管理学院杨如彦副教授
主编的《中国金融工具创新报
告（２００６）》、《中国金融制度
创新报告（２００６）》于４月由

中国金融出版社以金融皮书的
方式出版。报告通过描述和分
析国内金融创新活动的政策环
境和市场环境，寻找金融领域
创新机制和创新体系的运行规
律，为在金融市场形成以创新
活动推动核心竞争力的培育过
程，提供逻辑起点和启示。

报告撰写邀请了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
院、中国证监会、中国银监
会、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和中
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等方面的
专家学者对报告分章节进行了
书面评议，报告同时送交中国
人民银行等机构领导同志参
阅。研究生院邓勇书记担任两
份报告的学术委员会主任委
员，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
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生院管
理学院副院长汪寿阳教授担任
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科研成果荣获北京科技进步
奖】５月９日北京市人民政府
召开了北京科学技术大会，在
会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
委书记刘淇，国务委员陈至
立，北京市长王岐山，中科院
党组副书记方新等领导为获得
２００５年度北京市科技进步奖的
代表颁发了获奖证书。管理学
院周寄中教授等的“科技资源
的优化配置与管理”项目成果
荣获三等奖。
【承办中国科协年会“管理创
新与创新型国家建设”单元会
场】９月１７日，２００６年中国
科协年会“管理创新与创新型
国家建设”专题分会场的“管
理创新与技术创新”单元在中
科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举行。
单元会场由中国管理现代化研

究会组织、中科院研究生院管
理学院承办。来自全国各地管
理学界的学者、企业人士及管
理学院教师共５０人参加了本
次会议。收到来自全国各学术
机构、研究机构、高校、企业
等将近百篇学术论文，经专家
评选最终挑选出５０位论文作
者参加科学年会，同时，５０篇
论文被收录到《中国科协年会
优秀论文集》（光盘）中。
【与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联办
“信息管理学术研讨会”】１１
月２４日上午，由中科院研究
生院管理学院和香港城市大学
商学院联合举办的“信息管理
学术研讨会”在研究生院中关
村教学楼召开。中国科学院院
士、计算机科学家陆汝钤先
生，香港城市大学四位研究信
息管理领域的教授，以及研究
生院管理学院的三位教授以
“信息管理理论与实践前沿”
为主题，分别在会议上作了学
术报告。
【筹建社会与组织行为中心】
１０月中旬，管理学院开始筹建
社会与组织行为中心。筹建工
作由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时勘
教授主持。研究中心旨在系统
探索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不
同层级人或群体的心理行为变
化规律，为政府提供决策咨
询，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美国杜克大学Ｆｕｑｕａ商学院
代表团访问管理学院】１月１６
日，美国杜克大学Ｆｕｑｕａ商学
院考察团在Ｂｒｅｅｄｅｎ院长带领
下访问中科院研究生院管理学
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中科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
院长成思危教授在人民大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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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接见了代表团成员，并与
Ｂｒｅｅｄｅｎ院长进行会谈。随后，
Ｂｒｅｅｄｅｎ院长结合Ｆｕｑｕａ商学院
的发展历程，给管理学院的师
生做了“如何创建一流商学
院”的报告。代表团还与管理
学院就进一步的合作进行会
谈。研究生院授予Ｂｒｅｅｄｅｎ院
长名誉教授头衔。
【法国巴黎高等商学院考察团
访问管理学院】４月２１日，法
国巴黎高等商学院的大项目管
理研修考察团一行５２人在该
院院长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Ｌｕｃｋｘ的带领
下，访问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
院管理学院。管理学院副院长
赵红及５０余名学生参加交流
活动。双方师生就教学、科
研、课业等内容进行了充分的
交流和沟通。
【管理学院两名博士研究生生
赴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攻读“双
学位博士”】 ３ 月１５ 日、１６
日，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双学位博士项目的主管
Ｊａｃｏｂ ｄｅ Ｈａａｎ教授和Ｒｉａｎ Ｋｏｎ
ｉｎｇ教授来管理学院对报名申
请双学位博士合作项目的９名
博士生进行面试。两名学生顺
利通过荷兰方面的面试和资格
审查，并于２００６年９月赴荷兰
格罗宁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管理学院和荷兰格罗宁根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的双学位博士合
作项目于２００６年２月份正式启
动，双方将联合培养博士研究
生，目前联合培养的专业项目
主要有：市场营销、投入产
出、国际商务、运筹和运营管
理等。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生代
表团访问管理学院】６月８日

上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在
职硕士代表团一行１２人在东
亚研究中心戴杰教授的率领
下，到管理学院进行学生交流
活动。这次活动是继２００５年
宾西法尼亚大学在职硕士班到
管理学院访问的又一次交流。
管理学院副院长赵红及ＭＢＡ０５
级在职班和脱产班近２０名同
学参与了交流活动。交流活动
以小组为单位，中美同学就当
前的热点经济问题进行了交流
和探讨。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商
学院院长访问管理学院，与成
思危院长会谈】 ７ 月１７、１８
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商学院院长Ｊｕｄｙ Ｏｌｉａｎ
一行到中科院研究生院管理学
院进行交流访问。全国人大副
委员长，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管理学院院长成思危先生在人
民大会堂接见了Ｏｌｉａｎ院长，
双方介绍了各自院校的发展情
况，并共同表达了进一步合作
的意愿。１８日，主宾双方进行
了座谈交流，介绍各自院校的
基本情况，并就下一步的实质
合作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９位台湾籍学生攻读博士学
位】９月，来自台湾省的九位
学生在管理学院攻读管理科学
与工程专业的博士学位。这９
位学生中年龄最大的６４岁，
也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年龄
最大的一名学生。
【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Ｋｏｏｓｅｒ访问管理学院】９月６
日，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Ｂｉｌｌ Ｋｏｏｓｅｒ先生到管理学院访
问。与管理学院在学生互访、
教师互访以及课程等方面的合

作事宜进行了商讨。
【与香港理工大学建立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１０月２１日，香
港理工大学物流系代表团访问
了管理学院。双方代表就教学
科研及研究生培养和管理学院
成立现代物流研究中心等问题
进行商讨，并达成协议，确立
了学术研究的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双方互为物流研究基地，
将定期举办教师、博士研究
生、硕士研究生、ＭＢＡ学生的
互换与学术交流活动，联合进
行科学研究项目和学术论文的
合作，共同举办研讨会、学术
会议和夏季学期课程。
【香港城市大学代表团访问管
理学院】１１月２４日，香港城
市大学商学院信息系统系系主
任Ｋｗｏｋ Ｋｅｅ Ｗｅｉ带领５位教授
访问管理学院，参加管理学院
筹办的“中科院研究生院—香
港城市大学信息管理学术研讨
会”，４名代表在会议上作了学
术发言。此后，双方就交流合
作事宜进行了会谈，商讨在在
具有前瞻性的学科项目进行深
入合作的事宜，决定在教师互
访、学生交流，教学组织管
理、课程设置等方面也大力加
强交流与合作。
【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拉特里
奇访问管理学院】１２月１１日
上午，美国里根总统和老布什
总统经济顾问，Ｒｕｔｌｅｄｇｅ投资
董事长约翰·拉特里奇博士访
问管理学院，管理学院副院长
赵红教授会见了拉特里奇博
士，双方就课程合作进行了会
谈。随后，拉特里奇博士参观
了路透金融试验室和中科院预
测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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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鲜花”歌咏比赛荣获
三等奖】５月１９日，管理学院
合唱队在“五月的鲜花”歌咏
比赛中荣获三等奖。合唱队的
曲目为《青年团员之歌》和
《阿拉木汗》。６５名学生参加
合唱比赛。
【三名研究生获首届格林奖学
金】６月１３日，首届格林奖学
金颁奖仪式在中科院研究生院
举行。管理学院有３名学生获
得首届格林奖学金。“格林奖
学金”是格林集团在中国科学
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和中
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设立的面向
经济分析和金融研究方向的奖
学金，用于奖励中国科学院在
经济分析和金融研究领域做出
突出研究成果的优秀研究生。
“格林奖学金”每年设６个获
奖名额，奖学金额度为３０００
元／人。
【举办第十届学生学术论坛】
中科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第十
届学生学术论坛于７月１０日
举办。本次论坛的主旨为“关
注经济热点问题、为构建和谐
社会贡献才智”。参加论坛的
各个报告小组围绕这一主题，
针对目前我国在经济管理中的
热点问题提出了各自的见解。
管理学院多个研究领域的老师
亲临现场担任评委，并作点
评。
【两学生党支部分获“纪念建
党八十五周年展板比赛”二、
三等奖】中科院研究生院管理
学院９０４党支部以“党徽熠熠
中华腾飞”为主题的展板和管
理学院９０２支部以“团结齐奋
进永葆先进性”为主题的展
板分别获得了研究生院举办的

“纪念建党八十五周年展板比
赛”的二等奖和三等奖。
【“一二·九”合唱比赛荣获
二等奖】１２月８日，中科院研
究生院纪念“一二九”运动７１
周年歌咏比赛举行。共有十个
学院参加比赛。管理学院的合
唱歌曲《长征———红军不怕远
征难》和《祖国啊，慈祥的母
亲》获得比赛二等奖，名列第
四。有６名老师和７７名学生参
加了合唱。
【推行“ＭＢＡ新课试讲”】管
理学院于１月２０日、２月１３
日，对春季学期开课的老师先
后安排了“ＭＢＡ新课试讲”。
试讲教师均根据要求汇报了课
程的进度安排，教学大纲，案
例组织，完整课件，并对课程
的核心内容进行了详细讲述。
评委对教学内容选择安排，案
例选取与互动设计，语言表达
与讲课技巧，知识基础与熟练
程度等方面进行了评分，并提
出了改进意见。有６位老师达
到要求，登上春季学期ＭＢＡ
讲台。
【研究生院领导指导ＭＢＡ工
作】４月２６日下午，研究生院
副院长吕晓澎、叶中华和招生
办主任高随祥、培养办副主任
吕静及学位办刘玲老师到管理
学院就ＭＢＡ教育工作进行专
题调研。管理学院高鹏副院
长、吕本富副院长、ＭＢＡ中心
主任董纪昌以及其他管理人员
参加了此次会议。
【《哈佛商业评论》案例大赛落
幕】６月１８日下午，哈佛《商
业评论》案例大赛２００６中国
科学院研究生院赛区决赛在管
理学院Ｓ１０１教室结束。中科

院ＭＢＡ共有五支参赛队伍参
加决赛角逐，最终，ＳＩＮＯＶＯ
队以优异的成绩和表现获得研
究生院赛区冠军，团队成员分
别为：刘娜、战雪峰、赵鸣、
赵宇彤。
【ＭＢＡ两支队伍分获“２００６
全国ＭＢＡ培养院校企业竞争
模拟大赛”冠、季军】 ６月，
在第五届“全国ＭＢＡ培养院
校企业竞争模拟大赛”中，管
理学院派出的由杜春雨、孙
玲、周长青、刘洋君和郭华民
５位同学所组成的模拟企业
———凯旋，由谢晔、刘赞、李
嘉嵋、王娟和刘小正５位同学
组成的模拟企业———快乐无
限，从来自北大、清华、复
旦、人大、厦大等各个院校的
近千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
闯入仅有１４ 支队伍参加的
ＭＢＡ决赛，并最终分别获得了
冠军和季军。本次大赛由全国
ＭＢＡ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办、北
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承办。
【首批ＭＢＡ毕业】７月１３日，
中科院研究生院举行首届ＭＢＡ
毕业典礼。管理学院院长成思
危为７３ 名首届脱产学习的
ＭＢＡ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
【首名韩国留学生柳炫在获工
商管理硕士学位】９月２８日，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２００６年
学位授予仪式举行。韩国留学
生柳炫在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
（ＭＢＡ）学位。他是中科院研
究生院首届７３名ＭＢＡ毕业生
的一员。
【管理学院ＭＢＡ 再次荣登
“２００６ 年中国最具影响力
ＭＢＡ”排行榜】由财经杂志
《世界经理人》周刊和《蒙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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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联合举办的２００６年度世
界经理人高峰会暨中国最具影
响力ＭＢＡ排行榜发布会于９
月１７日在香港隆重举行。中
国科学院研究生院ＭＢＡ荣登
“２００６ 年中国最具影响力
ＭＢＡ”排行榜第十位。耶鲁大
学管理学院教授、耶鲁用户观
察中心主任、著名品牌管理专
家莱维·多尔（Ｒａｖｉ Ｄｈａｒ）为
获奖商学院颁发证书。２００５
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ＭＢＡ
荣登此排行榜的第１２位。
【建立ＭＢＡ实习基地１２家】
２００６年中科院研究生院管理学
院ＭＢＡ中心职业发展部与１２
家企业签署实习基地协议，这
些企业分别为：北大纵横管理
咨询公司、中国太平洋建设集
团、新华信集团、北京瑞征汽
车贸易有限公司、电子工业出
版社、北京零点市场调查与分
析公司、北京易观网络信息咨
询有限公司、北京和君咨询有
限公司、北京博亮木业有限公
司，北京叶氏企业集团有限公
司、龙门集团、易观国际公
司。在两的协议期内，ＭＢＡ学
生将会有机会到实习基地进行
实习和就业。
【附录】管理学院对口培养单
位名单：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
理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国
家科学图书馆

人文学院

【概况】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人文学院成立于２００２年９月，
由原人文社会科学教学部和外

语教学部组成。人文学院由社
会科学系、科技史与科技考古
系和体育教研室组成。原中央
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教授出
任学院院长。

人文学院现有科学技术哲
学（哲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
科）和科学技术史（理学门类
下的一级学科）的博士学位
点，科技哲学、科技史、科技
传播学（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
下的二级学科）、科技法、科
技行政管理等硕士学位点。

人文学院现有教职员工４０
名，其中教师３４人（包括教
授１２人、副教授１４人，讲师
７人，博士后１人），行政管理
人员６人。

人文学院现有学生１９０
人。其中硕士研究生１５８人，
博士生３０人，外籍学生２人。
２００６年度人文学院共开设

课程１０８门（含博士生政治
课），（学科基础课１１门、专
业基础课１２ 门、专业课１０
门、公共选修课４２ 门。高级
强化课１１门、讲座课９ 门、
学科综合课４ 门），其中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学年春季学期４５
门，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学年夏季学期
２７门，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学年秋季学
期３５门。

由人文学院社科系主办的
学术期刊《自然辩证法通讯》
为国家一级学术期刊、哲学类
核心期刊、人文社会科学核心
期刊、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在海
内外学术界和知识界享有盛
誉。
２００６年人文学院共有约

４５项在研科研项目，其中包括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１

项、基金委主任基金项目１
项、杰出青年项目１项、面上
项目１项、中国科学院院长基
金项目１项以及中国科学院创
新方向性项目２项（１项主持，
１项参加）；共发表学术期刊论
文约９２篇，著作４本。
【人才引进】２００６年，中科院
研究生院人文学院根据专业的
需求和学科的发展，从哈尔滨
工业大学引进了科技哲学专业
的青年教师王大洲教授，接收
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的毕
业生闫文军博士、中国科技大
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专业的毕
业生朱剑博士（主要从事陶瓷
考古方向的研究工作）。
【召开科技哲学专业学科建设
工作研讨会】２００６年，中科院
研究生院人文学院举办了“科
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教学
研讨会，人文学院领导与讲授
此课程的中青年教师参加了本
次研讨会，会议主题是如何将
研究生的政治课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实践有机地相结合，
进一步修改和充实其课程内
容，以加深理工科的研究生对
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深
入理解。
【新增２个招生专业】２００６年，
中科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硕士
研究生新增招生专业２个，分
别是：科技法律专业与科技行
政管理专业。
【考古系举办系列学术报告】
２００６年，人文学院科技考古系
相继邀请了仇士华、周卫荣、
孔祥星、李延祥等教授为该院
系师生作系列学术报告３２场。
加深和提升了在校研究生对中
国悠久文化历史的认识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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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拓宽了视野。
【作遗传学与基因增强学术报
告】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９日，人文
学院社科系邀请英国兰卡斯特
大学、卡蒂夫大学教授Ｐｒｏｆｅｓ
ｓｏｒ Ｒｕｔｈ Ｃｈａｄｎｉｃｋ，在研究生院
作题为“遗传学与基因增强”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ｎｈｕｎｃｅｎｅｎｔ）的
学术报告
【举办海峡两岸科普论坛学术
研讨会】２００６年７月４日—６
日，中科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
与中国科协科普研究所，在北
京香山卧佛山庄举行了“海峡
两岸科普论坛”。共有包括５
名人文学院教员在内的两岸四
地的９７位科普人士参加了此
次论坛，近距离地畅谈了科普
发展的现状与未来。本次论坛
的主题为： “弘扬华夏文化，
促进科学普及”。两岸四地的
学者在论坛上探讨了关于科普
作品的原创写作和翻译中存在
的问题，科普的社会性，公民
科学素养促进的方式与机制及
青少年的科普工作以及今后海
峡两岸的进一步合作前景等问
题，本次论坛共提交论文１２
篇。
【举办第２届Ｘ －射线考古国
际学术研讨会】２００６年１０月
２９日，中科院研究生院人文学
院举办了第二届国际Ｘ射线考
古学研讨会。来自日本、美
国、斯洛文尼亚和中国的二十
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研
讨会上各位专家除了介绍Ｘ射
线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还展示
了一些最新的考古发掘和研究
成果，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讨
论。
【与莱比锡进化人类学研究所

开展合作研究】２００６年，中科
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科技考古
系副教授胡耀武博士应邀赴德
国马普协会莱比锡进化人类学
研究所，与Ｍ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教授
在古代人类食谱领域开展合作
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为拓
展研究深度，双方将继续合
作。
【参加国际第３６届科技考古学
术国际会议】２００６年４月，中
科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科技史
与科技考古系主任王昌燧教授
和胡耀武副教授参加了在加拿
大魁北克召开的国际科技考古
界最高级别的国际第３６届科
技考古学术讨论会，并分别作
了“中国若干古代建筑材料的
研究”和“喇嘛洞遗址古代人
骨的稳定同位素分析”的大会
报告。
【在“五月的鲜花”歌咏比赛
中获一等奖】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９
日，中科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
２００５级学生在中科院研究生院
第五届文化艺术节“五月的鲜
花”歌咏比赛中，获得一等
奖。
【在“１２ ９”歌咏比赛中获得
一等奖】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８日，
中科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０６
级学生在中科院研究生院组织
的“纪念一二、九运动７０周
年”歌咏比赛中，获得一等
奖。
【３名学生在第八届科学技术传
播国际会议作报告】２００６年５
月１５日—１８日在韩国首尔举
行的“第八届科学技术传播国
际会议”（ＰＣＳＴ）上，人文学
院科技传播专业学生欧阳静、
李娇、尚严伟、姜同夏（外

籍）４名同学到会，欧阳静、
李娇、尚严伟３人分别作了
“中国科技特派员制度”、“中
国转型时期科教影视发展趋
势”和“科技咖啡馆：跨文化
科技传播的成功模式”的大会
发言，其发言被编入大会论文
集。
【获科学技术传播新人奖】
２００６年，在“第八届科学技术
传播国际会议”上，李娇同学
获得了“科学技术传播新人
奖”。这是中国学生第一次在
科学传播领域获得的国际学术
会议奖励。
【郑必坚、路甬祥等在“中国
科学与人文论坛”上发表演
讲】２００６年４月９日，人文学
院院长郑必坚教授与科学院院
长路甬祥在人民大会堂，分别
做了题为“中国和平发展与中
华文明复兴”和“造就创新人
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
的论坛报告。本年度，在人民
大会堂共组织了７场“中国科
学与人文论坛”报告会，邀请
到了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政
界要人１６名，聆听报告者约
５０００余人。
【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在
“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论
新世纪的中美关系】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１４日，美国前总统乔治
·布什应邀在中科院研究生院
大礼堂做了题为“新世纪的中
美关系”的论坛报告。本年
度，在研究生院大礼堂共组织
了２场“中国科学与人文论
坛”报告会，聆听报告者约
１５００人。
【附录】人文学院对口培养单
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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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心理所、中科院自
然科学史研究所

外　 语　 系

【概况】中科院研究生院外语
系的前身为是中国科学院研究
生院外语教学部。外语系成立
于１９７８年，当时由研究生英
语教学项目及“中国科学院出
国人员外语培训中心”组成。
承担着当时中科院的学位英语
教学任务和出国人员的外语培
训任务。１９７８年外语系开始招
收英语教学（ＴＥＳＯＬ）研究生。
１９９０年获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硕士学位授予权，中科院研究
生院是全国最早建立外国语言
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的院校。

目前外语系有博士研究生
英语、硕士研究生英语、二外
和语言学四个教学项目。一个
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

外语系现有教职员工３２
人，其中教师２９人（包括教
授７人，副教授１２人，讲师９
人，助教１人），行政管理人
员３名。具有博士学位教员有
３位，在读博士２人。

２００６年，外语系聘请来自
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
外籍教师７人担任博士学位英
语口语及写作教学。
２００６年度外语系共开设

５３门课，其中：公共必修课８
门，公共选修课２１门，学科
基础课８ 门，专业基础课８
门，强化课８门。全年共组织
学术报告和讲座８次。

外语系组织的《学术讲
座》课程被评为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学年夏季学期课程特别奖。在
研究生院２００６年度考核中获
优秀集体奖。
【派遣教师出国进行学术交流】
２００６年，外语系派遣两名教师
分别赴英国剑桥和伯明翰大学
进行学术交流访问。
【实施教学改革】２００６年９月，
开始实施新的教学方案，将硕
士和博士的学位英语教学打
通，统一管理。
【夏季学期推出特色课程】
２００６年夏季学期，外语系开设
特色课程２０门。包括：由外
语系组织，澳大利亚Ａｄｅｌａｉｄｅ
大学写作教学小组及我校资环
学院教授联合举办的学术英语
写作讲习班；与教学改革配套
的英语Ａ和英语Ｂ强化课程；
旨在提高语言学专业学生教学
实践能力的“外语教学的艺
术”课程。
【新增外语公选课】２００６年，
外语系新增了英语科技词汇、
国际商贸英文信函、英语口语
ＡＢＣ等三门新的外语类公选
课。
【聘请国内外名校学者讲学】
２００６年夏季学期，外语系从清
华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学院等名
校聘请了多位语言学专业教师
来研究生院作学术报告１２场。
【参加国际学术会议】２００６年，
外语系高原老师题为“Ｔｗｏ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ａｋｏｆｆ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ｓ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的
论文被英国的Ｓｉｘ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会议接收。
骆涵赴英国参加Ｓｉｘ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并宣读

论文“Ｔｈ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ｈｒａｓａｌ ｖｅｒｂｓ”。彭
工、骆涵等教师赴日参加了第
四届亚洲英语教学（Ａｓｉａ ＴＥ
ＦＬ）国际会议，并宣读论文
“Ａ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Ａｄｕｌｔ Ｏｒａｌ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郭建、高
原等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１ｓ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ｔｙｌｉｓ
ｔｉｃｓ，分别宣读论文“Ｓｔｙｌｉｓｔｉｃ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Ｇｅｎｉ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ｎｄ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Ｗｒｉｔ
ｉｎｇｓ”和“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ｎ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Ｕｓｅ”。

计算与通信工程学院

【概况】计算与通信工程学院
前身为软件学院，由中国科学
院研究生院、计算技术研究
所、软件研究所、计算机网络
信息中心、软件工程中心五家
单位，于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８日共
同发起成立。软件学院于２００６
年５月１１日更名为计算与通
信工程学院，工业与信息化部
奚国华副部长兼任院长。

计算与通信工程学院专注
于ＩＴ领域高端实用型人才培
养，专业涵盖了计算机和通信
等信息产业发展最活跃的领
域。她培养计算机应用技术博
士研究生、计算机应用技术工
学硕士研究生以及软件工程、
电子与通信工程、计算机技
术、控制工程、集成电路工程
等领域的工程硕士研究生，同
时与香港理工大学联合培养软
件科技理学硕士研究生。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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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通信工程学院每年招收硕士
博士４００余名，目前在读学生
１４０４人，其中统考博士及硕士
研究生１２２人，工程硕士研究
生１０８９人，软件科技理学硕
士研究生１９３人。

计算与通信工程学院在师
资队伍上，形成了由来自科研
院所专家、产业资深人士及国
外大学／科研机构知名学者等
组成的“三三制”结构。目前
拥有授课教师９１名，其中来
自科研院所及高校的教师中
８５％具有正高级（研究员或教
授）职称；来自产业界的专家
均为企业总裁、技术总监或高
级技术和管理人员；国外大学
的授课教师全部为所在学校的
终身教授，其中４０％为所在院
系的主任／院长或学科负责人。
目前拥有论文导师３３５人，其
中理论导师１９８人，实践导师
１３７人；理论导师７０％具有正
高级职称（研究员或教授），
４０％为所在实验室或课题组的
负责人；实践导师中研究员级
高级工程师占２６％，高级工程
师４５％，博士学位者占３０％，
技术总监、副总裁、总裁达到
７０％。

计算与通信工程学院２００６
年开设课程７０门，其中基础
课１４门，专业领域课４２门，
选修课１４门。邀请来自政府
官员５名、中科院系统专家９
人、企业资深人士１０人开设
讲座２３讲，涉及ＩＴ前沿技术、
ＩＴ应用、ＩＴ＆管理及ＩＴ＆人文
等四个系列。２００６年教学评估
中，８５％以上课程结果达到９０
分以上。
２００６年，计算与通信工程

学院共组织２７次论文答辩活
动，累计邀请专家１５８人次，
累计邀请论文评阅专家２４０人
次；组织了２６次论文开题与
中期检查，累计完成开题与中
期考核２４９人，累计邀请专家
９５人次。本年度２１７名同学获
得硕士学位，毕业生的论文课
题８３％直接来源于学生所从事
的工作，９０％以上论文课题解
决了产业实际问题。
２００６年，计算与通信工程

学院承担了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１项、百人计划科研启动项目
１项、兵器工业部项目１项、
研究生院科研启动基金１项、
企业委托５项；发表于ＳＣＩ ／ ＥＩ
及国内核心刊物文章论文１０
篇，出版专著１部。学院还建
设了“数字媒体技术实验室”、
“ＸＢＲＬ技术实验室”、 “宽带
与无线网络实验室”及“数据
分析实验室”等科研实验室，
建成了“计算机网络”和“嵌
入式系统”等教学实验室。

计算与通信工程学院通过
积极的国际合作与密切的产业
合作，为教学培养提供有效的
资源。自２００４年开始，计算
与通信工程学院与香港理工大
学电子学系联合培养软件科技
理学硕士研究生，双方共同开
发课程，共享师资资源，实现
学分互认。截至２００６年９月的
第三届学生入学为止，共有
２００余名学生分别在北京、香
港、广州三地进行学习。２００６
年１２月，第一届学生完成学
业获得学位。计算与通信工程
学院通过生源推荐、师资聘
任、实训基地、联合实验室及
联合培养等多种方式的产业合

作，为教学培养提供资源。
２００６年，新增合作企业１２家，
新增实训基地１家；２００６年，
来计算与通信工程学院招聘学
生的企业有３０多家，发布职
位２００余个。
２００６年，计算与通信工程

学院被评为“优秀集体”。
【新增博士招生专业】２００６年
７月，计算与通信工程学院新
增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博士招
生。
【首次招收计算机应用技术实
验班】２００６年７月，计算与通
信工程学院首次进行计算应用
技术专业工学硕士研究生实验
班招生。计算机应用技术实验
班为中科院研究生院教育创新
试点，由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
长兼研究生院院长白春礼院士
提出，由计算与通信工程学院
实施。实验班通过整合中科院
系统的师资与课题资源，充分
挖掘学生的特点和兴趣，在导
师与学生的双向互动基础上，
开展培养工作。
【首次招收双证软件工程硕士】
２００６年７月，计算与通信工程
学院首次招收软件工程领域双
证工程硕士研究生。计算与通
信工程学院通过对教育资源与
产业资源的整合，开展双证软
件工程硕士的培养，为信息产
业输送高级软件工程技术与软
件工程管理人才，进一步推动
“产、学、研、用”的有效结
合。
【５８％新入学的ＩＴ领域工程硕
士具有中高级职务／职称】
２００６年３月，计算与通信工程
学院３２５名工程硕士新生入
学，包括软件工程、电子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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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工程、计算机技术、控制工
程等四个领域。２００６年所录取
的新生均为来自产业一线的ＩＴ
人员，毕业院校为“２１１ 工
程”的学生占５０ ８％，毕业专
业与所报考专业直接相关者占
７４ ９％，具有中高级职务／职
称的学生占５８％。
【引入“百人计划”学者１位、
专职教师１名、１位老师晋升
为副教授】２００６年６月１２日，
经学校学术委员会评议和学校
岗位聘任委员会审议，计算与
通信工程学院１位专职教师晋
升为副教授。２００６年８月，计
算与通信工程学院接收中科院
自动化所博士研究生１名，充
实到专职教师队伍。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计算与通信工程学院引
入的“百人计划”学者张宝贤
教授获通过。
【奚国华担任计算与通信工程
学院院长】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１日，
工业与信息化部奚国华副部长
接受中科院研究生院聘请，担
任计算与通信工程学院院长及
研究生院客座教授。
【新增计算机应用技术博士专
业】２００６年增设计算机应用技
术博士专业，包括下一代通信
技术、计算机图形学、无线传
感器网络与无线网络、嵌入式
系统、实时系统与数控技术、
面向控制器的计算机系统、ＩＰ
通信技术等七个研究方向。
【开设计算机应用技术工学硕
士实验班专业】２００６年新增计
算机应用技术工学硕士实验
班，包括网络内容管理、大规
模知识处理、高性能计算、人
机交互技术、编译优化技术、
生物特征识别与网络信息安

全、软件集成与服务计算、综
合信息系统控制与集成、生物
特征识别、语义信息处理、医
学图象处理、多媒体技术、虚
拟现实技术、基于物理的动画
技术、移动计算与智能移动应
用、未来互联网技术、无线传
感器网络、智能控制与系统、
智能机器人、机器学习理论与
算法等２０个研究方向。
【增设双证软件工程专业】
２００６年新增软件工程领域双证
工程硕士研究生招生，研究方
向包括ＩＴ服务管理、软件测
试、知识管理、ＸＢＲＬ 技术、
智能移动应用、实时嵌入式系
统、自然语言处理、数据挖
掘、网络分布计算与软件工
程、网络与信息安全、分布式
网络、计算机网络协议、网络
测试与测量、未来互联网技
术、无线传感器网络、计算机
图形学与可视化技术、变形仿
真技术等１７个。
【新增讨论课与实验课】２００６
年开始，计算与通信工程学院
开设了５门讨论课和３门实验
课，培养学生的研究问题的能
力和动手实践能力。讨论课通
过小班授课、课题分组、课堂
讨论、小组展示等多种方式结
合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主
动思考的习惯、协作能力与正
确展示意识，并实现课程学习
与论文课题的衔接。统计数据
表明，讨论课后超过６０％的同
学把讨论课学习的课题确定为
自己的论文方向。实验课把知
识传授与动手实践有机结合起
来，让学生通过实践把相对抽
象的知识真正理解，为同学们
提供实践平台和动手机会。

【两个教学实验室建成】２００６
年８月，计算与通信工程学院
建成“嵌入式系统教学实验
室”和“计算机网络技术教学
实验室”，硬件环境的搭建和
实际课题的模拟，为课程教学
中的实践环节开创了平台。
【积极参加学术活动，获得优
异成绩】２００６年８月，计算与
通信工程学院组织学生参加中
科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第
九届研究生学术研讨会征文活
动，在８篇投稿中６篇被收
录，其中１篇文章被确定为大
会发言，１篇文章作小组发言。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计算与通

信工程学院代表队参加了“花
旗杯”科技应用大赛，获大赛
二等奖。
【校友会成立】２００６年７月，
计算与通信工程学院成立校友
会。校友会由学院主管领导、
老师和各级毕业校友组成。校
友会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
动，为毕业校友提供持续的沟
通与资源共享平台。
【记者团成立】２００６年１１月，
计算与通信工程成立了学院记
者团。记者团由在读学生和毕
业校友组成，为计算与通信工
程学院的教学培养、师生互
动、学院与产业交流、同学间
交流搭建共享平台。
【科研实验室建成】２００６年４
月，计算与通信工程学院建成
了“数字媒体技术实验室”、
“ＸＢＲＬ技术实验室”、 “宽带
与无线网络实验室”及“数据
分析实验室”等科研实验室。
科研实验的建立，为计算与通
信工程学院科研工作提供了环
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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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香港理工大学电子系联合
推出“高级软件工程师职业资
格证”】２００６年８月，计算与
通信工程学院与香港理工大学
电子系联合推出“高级软件工
程师职业资格证书”，为“软
件工程”领域和“软件科技理
学硕士”专业的优秀毕业生颁
发该资质证书。２００６年１２月，
首批７５名毕业生通过审核获
得该资质证书。
【首批与香港理工大学联合培
养的“软件科技理学硕士”学
生毕业】２００６年１２月，计算
与通信工程学院与香港理工大
学联合培养的首批２０ 余名
“软件科技理学硕士研究生”，
完成规定的学分顺利毕业。
“软件科技理学”硕士项目自
２００４年５月获得国家批准以
来，目前该项目已有三级２００
余名学生在读。计算与通信工
程学院通过与香港理工大学电
子系共同开发课程，共享师资
资源，开展对该项目学生的培
养工作。
【建立“实训基地”】２００６年６
月，计算与通信工程学院与首
都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开展
“实训基地”合作。首都信息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将作为计算
与通信学院学生的实训基地，
提供导师与课题资源。双方将
在此基础上建立互访制度，在
资源共享的基础上开展人力资
源供需及科研项目等方面的合
作。到目前为止，计算与通信
工程学院共与５３家企业签署
合作协议，建立实训基地４
家。

工程教育学院

【概况】２００６年，中国科学院
研究生院工程教育学院以工程
硕士教育为核心，在完善项目
管理、物流工程学科建设的同
时，重点推进工业工程与工程
管理学科建设。
２００６年，工程教育学院成

立教研室，按照学院探索出的
教学、科研、应用三结合的高
级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组建，
负责工程硕士的教学和科研工
作。新引进具有博士学位专任
教师４人，获准入选“百人计
划”１人。工程学院现有教职
工３７人，其中教师９人（包
括教授３人，副教授１，讲师５
人）；行政管理人员２８人。院
所结合体制下共有专任教师１７
人。

工程教育学院设有系统开
发实验室、系统平台研究室、
项目管理研究组、应急管理研
究组等科研团队。与中国科学
院研究生院工程应用研究中心
配合，开展应急管理、干扰管
理及相关信息采集和图像处理
技术等多个方向的研究和应用
开发。目前有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２项，中科院“百人计划”
研究项目１项，国际合作项目
１项，横向课题４项。

２００６年，工程教育学院招
收信息技术统招硕士研究生２
人。２００６年招收项目管理领域
工程硕士学生２４２名，物流工
程领域工程硕士３名。２００６年
举办１０个研究生课程进修班，
招收学生３８７人，结业５４３人，

１１３名研究生课程班学员以同
等学力获得硕士学位；２００６年
继续与澳大利亚伊迪斯？科文
大学合作培养信息技术硕士
（ＭＩＴ），３０人获得澳大利亚伊
迪斯·科文大学信息技术硕士
（ＭＩＴ）学位证书。２００６ 年，
河南大学选送１１名硕士研究
生到我院合作培养。
２００６年，工程教育学院与

美国北卡罗来那州立大学、美
国北卡罗来那大学、荷兰ＥＤＩ
天然气培训机构、美国项目管
理协会、澳大利亚伊迪斯·科
文大学等教育培训机构开展了
交流与合作。２００６年，工程教
育学院主办国际学术会议１
次，共接待海外教育培训机构
代表４６人次。
２００６年度，远程教育中心

完成８９门课程的录制与课件
制作，完成“中国科学与人文
论坛”、“中国科学院创新案例
系列讲座”、研究生院“在线
访谈”、研究生院“建设与发
展论坛”等３４个讲座的录制
工作，累计完成流媒体课件
１２３门（包括课程和讲座），
共计３０１７学时。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工程
应用研究中心（ｈｔｔｐ： ／ ／
ｃｅａｒ ｇｕｃａｓ ａｃ ｃｎ）挂靠在工程
教育学院；中国（双法）应急
管理专业委员会（ｈｔｔｐ： ／ ／ ｅｍ
ｒｃ ｇｕｃａｓ ａｃ ｃｎ）秘书处设在工
程教育学院。
【许延滨少将受聘工程应用研
究中心顾问】４月１６日，中国
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原
副院长许延滨少将受聘担任中
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工程应用研
究中心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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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硕士教研室成立】７月５
日，工程教育学院成立工程硕
士教研室。新成立的教研室负
责工程硕士的教学工作和科研
工作，按照工程教育学院探索
出的高级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
学、科研、应用三结合的模式
组建，该教研室有授课教师１７
人，分别来自工程教育学院和
其他科研院所。
【聘请行业专家指导研究生】
２００６年，工程教育学院新聘任
客座教授及工程硕士研究生行
业导师９人。工程教育学院共
聘请客座教授、行业导师２０
余名。
【焦建彬老师入选“百人计
划”】１２月１４日，经科学院百
人计划领导小组审核批准，同
意工程教育学院百人计划候选
人焦建彬博士获得中国科学院
“百人计划”入选者荣誉称号。
【召开学院建设发展情况汇报
会】４月１７—１８日，工程教育
学院召开学院建设发展情况汇
报会。工程教育学院教学委员
会委员、工程应用研究中心顾
问以及工程教育学院教师员工
六十多人聚集一堂共同商讨学
院发展大计。研究生院吕晓澎
副院长参加了汇报会。
【召开工程应用学科建设工作
专家研讨会】１２月１３日，工
程教育学院召开工程应用学科
建设工作专家研讨会。研究生
院吕晓澎副院长及中、美两国
８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
会。会议重点就工程应用型高
级人才培养和相关学科建设特
别是工程博士培养的可行性进
行了深入研讨。专家们一致认
为工程应用学科建设和高级人

才培养特别是工程博士培养是
一项重要而迫切的工作，研究
生院应当抓住机遇努力突出自
身优势和特点，加速开展工程
应用型高级人才培养和相关学
位、学科申报工作。
【开展教材建设】工程教育学
院２００６年顺利完成并出版由
高等教育出版社支持的中国科
学院研究生院工程硕士首部教
材———《突发事件应急管理》，
并完成对《项目管理中的数学
方法及应用》、 《项目管理案
例》、《干扰管理》等教材建设
的立项工作。
【开展教学改革“三段式”教
学获好评】３月２０日，工程教
育学院开展教改实验。该实验
面向《项目管理中的数学方法
及其应用》课程，采取根据实
例提炼数学问题，讲解相关数
学理论知识，利用数学方法实
际解决问题的“三段式”教学
法。学院项目管理工程硕士生
９９人参加实验。
【与企业联合举办项目管理研
究生课程班】２００６年，工程教
育学院先后与北京五建、建工
集团公司总承包部联合举办项
目管理研究生课程班，上述企
业共送来业务骨干８１人参加
学习。项目管理行业特色教学
逐渐形成。
【研究生院成为首批项目管理
工程硕士与ＩＰＭＰ合作试点院
校】２００６年，研究生院成为首
批项目管理工程硕士与国际项
目管理专业资质认证（ＩＰＭＰ）
合作试点的八所院校之一。国
际项目管理专业资质认证
（ＩＰＭＰ）是国际项目管理协会
（ＩＰＭＡ）在全球推行的四级项

目管理专业资质认证体系的总
称。工程教育学院从２００３年
开始在项目管理研究生班中导
入ＩＰＭＰ国际认证，目前已经
有近３００名同学顺利取得该项
认证。
【研究生院工程应用研究中心
系统平台研究室在津成立】３
月２８日，中科院研究生院工
程应用研究中心系统平台研究
室揭牌仪式在天津市和平区举
行。系统平台研究室将与天津
市的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开
展广泛的合作，开展应用项目
的研究，履行服务社会的职
能。
【“中国项目管理基线研究”
项目启动】１０月１４日，由中
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发起、美国
项目管理协会（ＰＭＩ）支持的
“中国项目管理基线研究”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Ｍｏｄｅｌ）
课题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启
动。该课题计划通过构造项目
管理指数体系和基线模型为政
策制定、教育科研、应用实践
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该课
题由研究生院工程教育学院院
长黄钧教授领衔，威廉·韦乐
思、计雷、池宏、吕晓澎等国
内外专家参与指导。中国统筹
法优选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
中国建筑业协会工程项目管理
委员会、中国宇航学会等均将
积极参与并大力支持此项研究
工作。
【召开第一届应急管理国际研
讨会】 １０ 月２０—２１ 日，以
“北京２００８奥运与应急管理”
为主题的“中国（双法）应急
管理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应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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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国际研讨会暨清华—ＵＮＣ第
二届奥运物流国际研讨会”在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召开。会
议听取专家对北京２００８奥运
与应急管理等问题专题报告，
介绍国外在应急管理方面的经
验和具体实践。来自５个国家
的应急管理专家学者及政府官
员、企业管理人员共６０余人
参与了研讨。
【焦建彬老师获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资助】工程教育学院焦建
彬老师申请的“复杂环境下新
型多目标动态检测”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本课题旨
在开发一种能够在复杂环境下
准确、可靠地对多个动态目标
进行检测、识别及跟踪的算
法，在复杂环境下进行特征追
踪与图像匹配，准确有效地检
测出目标并对其长时间准确跟
踪，有效处理多个目标的交叉
和遮挡等问题。
【中国项目管理委员会选派我
院教师赴印度培训】２月１６—
１８日，ＩＰＭＡ国际项目管理全
球大奖评估师培训班在印度举
行，中国项目管理委员会
（ＰＭＲＣ）派工程教育学院颜晓
维老师作为代表参加印度站培
训班。
【举行首批中澳合作ＭＩＴ学位
授予仪式】４月１５日，中国科
学院研究生院与澳大利亚伊迪
斯？科文大学合作培养信息技
术硕士（ＭＩＴ）项目首期首批
毕业生学位授予仪式在中科院
研究生院举行。该批学生３０
人，于２００４年９月入学，先后
参加计算机网络、网络管理与
设计和信息技术专业与实践等
共计９门课程学习，２００５年１２

月完成学业。
【荷兰ＥＤＩ天然气培训机构执
行总裁等来访】９月２１日，中
科院研究生院吕晓澎副院长、
国际合作处朱相彬处长、工程
教育学院于华常务副院长、资
源与环境学院王艳芬副院长会
见荷兰ＥＤＩ天然气培训机构执
行总裁Ｖｏｌｋｏ ｄｅ Ｊｏｎｇ博士、副
总裁Ｈａｎｓ Ｔｕｒｋｅｎｓｔｅｅｎ一行两
人，双方主要探讨高端培训等
合作事宜。
【伊迪斯·科文大学副校长
Ｔｏｎｙ Ｗａｔｓｏｎ教授来访】９月
２９日，中科院研究生院吕晓澎
副院长、工程教育学院黄钧院
长会见了澳大利亚伊迪斯？科
文大学副校长Ｔｏｎｙ Ｗａｔｓｏｎ教
授一行三人。双方表示希望在
成功举办中澳合作ＭＩＴ项目的
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合作领
域，共同培养中国急需的国际
化应用型高级人才。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执行副
校长来访】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２４日
美国北卡莱罗纳州立大学执行
副校长Ｌａｒｒｙ Ａ Ｎｉｅｌｓｏｎ博士一
行四人访问我院。双方就共同
开拓工程管理新专业，开展远
程课程合作和远程学位合作，
以及教育培训合作等达成共
识。
【举办“项目管理青年论坛”】
工程教育学院自３月起组织以
项目管理在学学员和校友为主
体的“项目管理青年论坛”，
以活跃学术研究和交流，促进
项目管理教学与行业实际应用
相结合。年内陆续有１０位报
告人登坛开讲。
【举行北京军区研究生课程进
修班座谈会】７月１４日，工程

教育学院举行２００３级北京军
区“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研
究生课程进修班学生座谈会。
研究生院２００２年起与北京军
区合作为军队培养现代化高素
质的信息技术人才，共录取７０
名现役军队骨干。目前已有５０
人两科均通过同等学力人员申
请硕士学位全国统考英语和专
业综合课；３６人获得硕士学位
或已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等待学
位评定委员会终审；３人考取
博士研究生。
【项目管理工程硕士同学到企
业研讨项目管理】７月２７日，
工程教育学院０６级工程硕士
集中班到位于京郊顺义区的燕
京啤酒集团现场实习，对燕京
啤酒的生产流程、全自动生产
和监控系统进行了全面了解，
并就企业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在自动化生产企业中的应用、
项目成本管理等问题进行研
讨。
【１１３名学员以同等学力获中科
院硕士学位】９月２８日，在工
程教育学院结业的２０余位获
得硕士学位的学员参加了中国
科学院研究生院２００６年学位
授予仪式，他们代表了从工程
教育学院结业、本年度以同等
学力获得硕士学位的１１３名研
究生课程班学员。截至２００６
年底，工程教育学院研究生课
程进修班结业学员中已有１８１
人以同等学力获得硕士学位。
【举行师生趣味运动会】１１月
５日，工程教育学院组织趣味
运动会，８０余名师生参加了活
动。工程教育学院针对项目管
理工程硕士和研究生课程进修
班的学生多是利用业余时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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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特点，每年举行不同形式
的师生联谊活动，包括学友论
坛、拓展训练、运动会等。
【“中国科学院远程教育系统”
项目通过验收】１月１８日，中
国科学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主持了院“十五”信息
化建设专项《中国科学院远程
教育系统》 （ＩＮＦ１０５ － ＤＥＯＮ）
项目验收会。验收专家组一致
认为：“中国科学院远程教育
系统”的建设，完成了《任务
书》的建设任务，在课件资源
建设方面大大超额完成了原定
的指标，积累了丰富的教学资
源；实现了卫星组播和基于中
国科技网的“视频会议系统”
无缝结合；系统整体运行稳
定，远程教学系统的应用取得
了显著进展；形成了一支院所
结合的远程教育技术保障队
伍；为科学院远程教育的资源
共享，实现研究生教育、科研
的全过程培养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该项目财务审计合格、设
备到位、文档齐全，验收专家
一致同意该项目通过验收。
【研究生院“空中课堂”改版】
１０月１９日，远程教育中心对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６日开通的研究
生院“空中课堂”进行了改
版。根据教务处的要求，新版
“空中课堂”按照院系与特色
频道相结合的形式推出在线学
习频道，包括中国科学与人文
论坛、夏季学期特色课程等１７
个在线学习频道。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视频新
闻”正式开播】１２月１９日，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视频新闻
正式开播。首期视频新闻报道
了党委书记邓勇教授的讲话和

“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４８至
５３场主题报告会的情况。视频
新闻工作按照“着眼长远、分
步推进、部门协作、共建共
享”的原则，由党委宣传部、
远程教育中心、信息与网络中
心等部门通力合作，联合制
作。视频新闻将首发新闻网，
观众可直接收看。

信息安全国家重点
实验室

【概况】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
验室筹建于１９８９年，于１９９１
年通过国家验收并正式对外开
放。实验室由中国科学院主
管，依托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
院。１９９９年起中国科学院软件
研究所参与实验室共建。实验
室于１９９９年进入中国科学院
知识创新工程。

实验室拥有一支多学科交
叉、理论研究与工程技术相结
合、以年轻骨干为主体的教学
科研队伍。现有工作人员２６
人，其中教学科研人员２３人，
中科院百人计划２人；教授、
研究员７ 人，博士生导师７
人；副教授、副研究员１２人。

实验室设有信息安全二级
学科硕士、博士点，并设有博
士后流动站。现有在站博士后
１２人，在读博士研究生５３人，
硕士生７１人。
２００６年，实验室１６名教

师共开设研究生课程２１门。
实验室承担国家、科技

部、中科院知识创新重点工程
等科研项目共７９ 项，其中
２００６年新立项目４６项。

２００６年批准开放课题９
项，资助经费１８万元；主办
国际学术会议３次；实验室人
员出国访问及参加国际学术会
议５７人次，邀请国外学者来
实验室讲学７人次，在国内讲
学４０人次，参加国内学术会
议６０人次。
２００６年，实验室取得软件

著作权登记２７项，申请专利４
项。在国内外刊物和学术会议
上发表论文１５８篇，其中ＳＣＩ
或ＥＩ索引的论文为１１１篇，国
内核心刊物论文３５篇；出版
外文专著１ 部，中文专著２
部，译著１部，编辑外文论文
集１部；获密码科技进步一等
奖１项。
【召开第四届学术委员会第三
次会议】１月４日，实验室第
四届学术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召
开，蔡吉人院士主持会议，１４
名成员参加了会议。实验室主
任冯登国研究员作了实验室
２００５年度工作报告，介绍了
２００６年工作思路。会议讨论并
审定了实验室２００５年度第二
批开放课题。
【召开２００５年年度总结学术报
告会】１月１４至１５日，实验
室召开２００５年年度总结学术
报告会。冯登国主任主持报告
会并作了《实验室２００５年工
作总结暨２００６年工作计划》
的报告；戴宗铎教授、荆继武
教授、赵战生教授等分别就自
己的研究成果和科研动向作了
专题学术报告。实验室教职
工、研究生以及嘉宾等２４０余
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主办ＳＥＴＡ０６国际会议】９
月２４至２８日，由实验室和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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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交通大学移动通信省重点实
验室共同主办的“Ｔｈｅ ４ｔｈ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ＴＡ０６”国际学术会议在北京
召开。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
者约７０人参加了此次大会。
戴宗铎教授作为我国唯一的专
家在会上作特邀报告“Ｍｕｌｔｉ －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ｓ”。
【主办Ｉｎｓｃｙｐｔ ２００６国际会议】
１１月２９日至１２月１日，由实
验室主办的“ＳＫＬＯＩＳ 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 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ｒｙｐｔｏｌｏｇｙ —Ｉｎｓｃｙｐｔ ２００６”国
际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共收
到来自世界各地论文２２５篇，
录用２３篇，由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Ｖｅｒｌａｇ
出版。内容涉及数字签名、序
列和流密码、访问控制和认证
协议、网络安全、多媒体安全
和应用、传感网络、数据挖掘
等主题。来自中国、美国、澳
大利亚、比利时、西班牙、日
本、韩国、新加坡等六十名专
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与国际密码学会联合主办
２００６亚洲密码年会】１２月４
至７日，由国际密码学会ＩＡ
ＣＲ和实验室联合主办的２００６
亚洲密码年会“Ａｓｉａｃｒｙｐｔ２００６”
在上海召开。本届会议共收到
来自世界各地的稿件３１４篇，
录用３０ 篇。来自澳大利亚、
比利时、加拿大、瑞典、瑞
士、英国、美国等国家的专
家、学者约１８０人参加了本次
大会。
【荣获２００６年度密码科技进步
一等奖】由实验室冯登国研究

员等研究完成的“ＳＳＲ０２密码
算法综合检测分析平台”荣获
２００６年度密码科技进步一等
奖。

认知科学开放
实验室

【概况】认知科学开放实验室
系中国科学院重点实验室。科
技部批准，该实验室和生物物
理所视觉信息处理开放实验室
和心理所心理健康开放实验室
（部分）联合，组建了脑与认
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从事
脑与认知科学以及脑认知功能
成像研究。

该实验室现有在职教职工
８人（其中教授２人，高级工
程师１人，副教授３人，讲师
２人），在校学生共１４人，其
中硕士生２人，博士生１１人，
博士后１人。
２００６年，该实验室在研的

项目有：９７３计划项目１项；
９７３计划项目二级课题项目３
项；认知科学及脑认知成像创
新团队项目１项。
２００６年，该实验室共发表

论文８篇。培养博士研究生３
名。招收硕博连读研究生１
名。
【９７３计划项目—特征捆绑和
不变性知觉的脑认知功能成像
（２００５ＣＢ５２２８００）获批准】根
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９７３计划）２００５年度项目评
审结果，“特征捆绑和不变性
知觉的脑认知功能成像”获批
准。首席科学家是陈霖院士。
本项目集中研究当代认知科学

领域的一个前沿中心问题———
“特征捆绑问题”，就解决这个
知觉领域的七大问题之一，创
立“大范围首先” （ｇｌｏｂａｌ －
ｆｉｒｓｔ）的不变性知觉的原创性
系统理论。创立“大范围首
先”学说的关键科学问题是：
从不变性知觉的角度对知觉组
织特别是初期整体知觉以科学
统一的描述，包括（１）建立
科学系统描述各个认知层次的
“大范围和局部”关系的理论
框架；（２）发现大范围不变性
知觉“首先”的各个认知层次
的实验（特别是脑认知功能成
像）证据。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项目
获批准】１１月，创新研究群体
科学基金项目———“视觉信息
的表达及视觉系统的脑功能区
成像”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批准。本群体的研究方
向是：视觉信息的基本表达及
视觉系统ＩＴ区的脑功能区成
像。拟开展的工作包括（一）
集中解决“特征捆绑”这个知
觉领域重大难题；近一步系统
发展“大范围首先”的不变性
知觉理论。把特征捆绑问题这
个“由局部到大范围”的颠倒
的问题再颠倒回来，回到“由
大范围到局部”的正确轨道。
（二）建设以脑功能成像为核
心，从分子遗传、细胞生理、
功能成像到心理行为大跨度学
科的脑与认知科学的实验环
境。集中在两方面：以功能磁
共振成像为核心的各种成像方
法的结合，建设既具有高空间
分辨率、又具有高时间分辨率
的脑认知功能成像系统；同时
开展各种脑成像方法和分子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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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学研究方法以及电生理、组
织解剖学方法的联系和结合。
（三）把上述基础研究和临床
医学基础研究特别是脑系科密
切结合。
【中心获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
台建设专项支持】北京磁共振
脑成像中心成功进入《国家科
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专项》中
的“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的
完善、提高”项目，并获重要
资助。“中心”将在该项目的
支持下，用三年的时间，对中
心从装备到运行机制进行重大
升级、改造，实现建设“为高
水平研究服务”的脑与认知科
学平台的目标。
【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首次参加评估并获得优秀】

３月２日，脑与认知科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首次以国家重点实
验室身份参与了科技部对生命
科学国家和部门重点实验室进
行的评估，并获得优秀。在６１
个参与评估的实验室中，１２个
国家重点实验室被评为优秀类
实验室。
【“中心”磁共振系统完成重大
升级】９月，在国家重点实验
室建设专项和国家科技基础条
件平台建设专项的支持下，中
心的３Ｔ西门子ＴＲＩＯ磁共振成
像系统完成了ＴＩＭ升级。该升
级仅保留了ＴＲＩＯ系统的磁体，
更换了其它几乎所有部件，完
成了脱胎换骨的改造。该项升
级为保持中心的３Ｔ磁共振成
像系统在国际上的技术领先性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西门子集团重要领导人来访】
１０月３１日，西门子集团执行
董事会成员、负责全球技术合
作的Ｒｅｑｕａｒｄｔ博士一行，访问
了北京磁共振脑成像中心，探
讨与“中心”未来的科研合
作。陪同Ｒｅｑｕａｒｄｔ博士来访的
有西门子中国医疗系统总裁
Ｏｈｎｅｓｏｒｇｅ博士、西门子—麦迪
特公司总裁薛敏博士和西门子
中国医疗系统磁共振部总经理
陈燕冰博士等。中科院方面参
加与西门子客人会谈的有生物
局副局长赵永仁研究员、生物
物理所副所长赫荣乔研究员、
“中心”主任陈霖院士以及来
自多个单位的“中心”合作伙
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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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工作

【概况】２００６年，中科院研究
生院招生工作的各个环节顺利
开展并及时完成。采用多种形
式进行招生宣传，吸引生源工
作取得成效，生源数量和质量
都有一定幅度的提高。在招生
过程中，管理更加规范，工作
更加透明，各项规章制度得到
落实。招生计划执行情况良
好，全面实现了招生工作的目
标。
２００６招生年度，研究生院

共有１０２个培养单位招收博士
学位研究生，１１１个培养单位
招收硕士学位研究生。博士招
生专业涵盖哲学、教育学、理
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
学七大学科门类的３７个一级
学科共计１２９个专业；硕士招
生专业涵盖哲学、经济学、教
育学、文学、理学、工学、农
学、医学、管理学九大学科门
类的４５个一级学科共计１４６个
专业。
２００６年，教育部给研究生

院下达的博士招生计划为５００２
名，硕士招生计划６１８３ 名，

全院博士报名人数１０１６７ 名
（其中春季入学报名人数为
１１９４名，秋季入学报名人数为
８９７３ 名），硕士报名人数
１９９６８名。

研究生院博士招生实际录
取人数５０２５名，硕博连读和
提前攻博考生为２５７６名，录
取参加统一考试的考生为２４４９
名。在录取的统考生中，来源
于设立研究生院的高校考生为
８７８名，来源于２１１工程高校
的考生为１２０９名，来源于科
学院的考生２６７名（不含硕博
连读生和提前攻博生）。
２００６年，研究生院硕士招

生实际录取人数６３２４名。在
录取的考生中，来源于设立研
究生院的高校考生为３６９８名；
来源于２１１工程高校的考生为
４５５３名；从考试方式看，全国
统考考生４１７７名；推荐免试
１９８３ 名；单独考试４１ 名；
ＭＢＡ联考１２０名；少数民族高
层次骨干人才计划３名。
【在南京举办大型招生咨询活
动】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１日，中科
院研究生院在南京大学体育馆
举办大型招生咨询活动。研究
生院苗建明副院长、南京地理
与湖泊研究所杨桂山所长等到

咨询现场。本次招生咨询活动
由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承
办，院属１００余个研究生培养
单位，１３０余名招生干部到场
参加咨询，约４０００余名大学
生、研究生参加了本次咨询活
动。
【在北京举办招生咨询活动】
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７日，中科院所
属的京内外１００余个研究生培
养单位和教育基地的近２００余
名教育干部和导师，汇聚在研
究生院中关村园区教学大楼，
开展了招生咨询宣传活动。有
近５０００名大学生、研究生参
加了本次咨询活动。研究生院
副院长苗建明和马石庄在现场
指导工作。
【招生信息网页面访问量突破
５００万人次】截至２００６年９月
６日，中科院研究生院招生信
息网（ｈｔｔｐ： ／ ／ 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 ｇｕ
ｃａｓ． ａｃ． ｃｎ）页面访问量突破
５００万人次。该招生信息网自
２００５年８月开通以来，招生办
公室一直派专人进行信息数据
维护和更新，并根据使用中的
反馈信息对版面进行了调整和
改进，为考生了解中科院研究
生院招生的最新信息提供了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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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和成绩分布情况】２００６
年春季入学博士招生考试外国
语统一考试时间为２００５年１０
月２２日（周六）上午８：３０ －
１１：３０，共有３１个研究所和研
究生院的８个学院系共８１２名
考生参加英语统一考试。本次
考试英语平均成绩为６２分，
最高分为８７，最低分为１５，及
格率为６３ ６７％。
２００６年博士招生秋季入学

考试外国语统一考试时间为
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８日（周六）上

午８：３０—１１：３０，共有９８个
研究所和研究生院的９个学院
系的５３７２名考生参加英语统一
考试。本次考试英语平均成绩
为５７ ０１分，最高分为８４，最
低分为１４，及格率为４０ ４０％。
２００６年全国硕士招生入学

统一考试为时间为２００６年１月
１４—１５日，我院初试成绩最高
分为４６３分，达到４００分的考
生有５９８人，达到３９０分的有
１０４０人，３８０分的有１６５１人，
３７０分的有２４２７人，３６０分的

有３２８６人，３５０分的有４２５１
人，达到３００分的人数有９２０１
名，２５０ ～ ３００分之间人数有
３１０７人。
【硕士统一命题和阅卷工作】
２００年，中科院研究生院组织
院级统一命题科目４０门，共
有３５ 个培养单位征订试题
６９７４份。２月１０日～ ２月１９
日，招生办公室和考试中心组
织各院系进行相应科目的阅
卷、登分和成绩录入工作，共
评阅试卷４３２１份。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２００６年招生报名录取情况表

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
硕士 博士

报名数 录取数 报名数 录取数
８０００２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４１８ ９２ ２１５ ８６

８０００５ 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７５ ２５ ７３ ３２

８０００７ 力学研究所 １５８ ７７ ８０ ４０

８０００８ 物理研究所 ２７３ １１６ １９３ １３３

８０００９ 高能物理研究所 １７７ ８０ １０７ ７０

８００１０ 声学研究所 １９６ ７２ ８９ ６１

８００１２ 理论物理研究所 １１７ ２０ ３６ ２２

８００１４ 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１０５ ７５ ７６ ５０

８００１７ 近代物理研究所 ９５ ５０ ４４ ３０

８００２０ 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１０４ ５２ ５６ ３６

８００２１ 紫金山天文台 ３３ ２３ １８ １０

８００２２ 上海天文台 ４６ ２４ ２２ １６

８００２３ 云南天文台 ３０ ２５ ３２ １２

８００２４ 国家授时中心 ２４ ２０ １３ ８

８００２５ 国家天文台 ７６ ３０ ４７ ３２

８００２６ 声学研究所东海研究站 ８ ８

８００２７ 渗流流体力学研究所 １２ １２ １２ ８

８００２８ 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８２ ３５ ８ ６

８００２９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３５ １０ ３５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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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
硕士 博士

报名数 录取数 报名数 录取数
８００３０ 理化技术研究所 １９３ ７８ ８１ ６４

８００３２ 化学研究所 ４５３ １１５ ３４８ １９４

８００３３ 广州化学研究所 ６４ １５ ２０ １０

８００３５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３６３ ８５ ９５ ７１

８００３６ 成都有机化学研究所 １１２ ３０ ４５ ３０

８００３７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３２１ １０７ １５４ １１２

８００３８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３４２ １１０ ２１４ １１５

８００３９ 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１７０ ４６ ９１ ６０

８００４０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２７５ ６５ １２０ ５７

８００４１ 过程工程研究所 １７９ ５０ １４５ ５５

８００４２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３２３ ６４ ２５２ １０６

８００４３ 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１３０ ５０ ７９ ４７

８００４５ 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９４ ６８ ８９ ４７

８００４６ 青海盐湖研究所 ５７ ２５ １４ １０

８００５３ 兰州地质研究所 １３ １０ １４ ６

８００５４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１７ １０ ９ ４

８００５５ 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２１ １１ １０ ７

８００５７ 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３１ １９ １７ ８

８００５８ 大气物理研究所 １２２ ５３ １０４ ７１

８００６０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２３８ ７９ ３４４ １１２

８００６１ 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８３ ２１ ８６ ２８

８００６２ 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１０８ ２５ １００ ３３

８００６３ 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７９ ２５ ５１ ２６

８００６５ 地球化学研究所 １４４ ５２ ５７ ４１

８００６８ 海洋研究所 ２３７ ８０ １７０ ８０

８００６９ 南海海洋研究所 １０７ ５１ １１４ ３７

８００７０ 遥感应用研究所 １３９ ４６ １５０ ６０

８００７３ 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 １７１ ７０ ５９ ２７

８００７４ 遥感卫星地面站 ７２ ３０

８００７５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１９３ ８０ １８３ 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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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
硕士 博士

报名数 录取数 报名数 录取数
８００７６ 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１５５ ６０ １０９ ６８

８０１００ 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８７１ ２３５ ２９８ ２３１

８０１０２ 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２４５ ６５ １０２ ３２

８０１０３ 动物研究所 １６７ ５５ ２１３ ７７

８０１０４ 昆明动物研究所 １７０ ４５ ４８ ３０

８０１０５ 植物研究所 ４３６ １２０ ２５６ ８３

８０１０６ 昆明植物研究所 ３１０ ４７ ８７ ４０

８０１０７ 华南植物园 １７２ ６０ ７０ ３２

８０１０８ 武汉植物园 ８９ ２６ ３５ １５

８０１１０ 成都生物研究所 ２７１ ４５ ６４ ３３

８０１１２ 生物物理研究所 ２２８ ８３ １４６ ７５

８０１１３ 微生物研究所 ３０９ ５１ ２１０ ５２

８０１１９ 水生生物研究所 ２８９ ８９ １３９ ６９

８０１２１ 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２５４ ５９ ２３０ ８８

８０１２２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１５５ ３１ ３０ １６

８０１２３ 上海药物研究所 ３５６ ８０ １５１ ７０

８０１２４ 武汉病毒研究所 １５３ ４６ ７３ ３５

８０１２５ 心理研究所 ３２０ ３９ ９０ ３３

８０１２６ 南京土壤研究所 １３３ ４０ ９６ ４０

８０１２７ 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１９８ ５７ １０９ ４５

８０１２８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１７４ ３８ ３７ １８

８０１２９ 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５７ ２２ ４２ ２１

８０１３２ 计算技术研究所 ７３１ １９４ ２０７ ９９

８０１３３ 沈阳计算技术研究所 １９０ ４７

８０１３５ 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７９ ４０ ３８ ２５

８０１３６ 半导体研究所 ３０９ １１０ １３８ ８８

８０１３７ 电子学研究所 ４７８ １０１ １３１ ６８

８０１３８ 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１４７ ７５ ９１ ５２

８０１３９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６７３ ２００ ２４３ １３４

８０１４０ 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１８４ ７０ １２５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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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
硕士 博士

报名数 录取数 报名数 录取数
８０１４２ 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１３６ ８０ ５２ ３５

８０１４３ 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１６６ ７０ ９３ ６０

８０１４４ 金属研究所 ２５８ ９０ １２５ ９０

８０１４６ 自动化研究所 ３３４ ９０ ２６２ ９８

８０１４７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２７５ ６０ １１６ ４０

８０１４８ 电工研究所 １５５ ４５ ７８ ３２

８０１４９ 广州能源研究所 ５３ ３０ ３２ １４

８０１５０ 软件研究所 ４４２ ９６ １１４ ４４

８０１５１ 光电技术研究所 ２４２ ６１ ６４ ３５

８０１５３ 成都计算机应用研究所 ６７ ２５ ２５ １２

８０１５５ 文献情报中心 ８７ ２０ ３５ １５

８０１５６ 遗传发育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 ２１ １６ １３ １０

８０１５８ 地球环境研究所 ４８ １８ １９ １１

８０１５９ 微电子研究所 １９９ ４７ ３８ ３０

８０１６０ 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１０１ ３５ １９ ７

８０１６２ 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７３ ２０ ７０ １３

８０１６３ 南京天文仪器研制中心 ５ ３

８０１６４ 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６５ １８ ６７ １７

８０１６５ 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１６９ ８１ ２１５ １１７

８０１６６ 国家天文台乌鲁木齐天文站 ２７ ９

８０１６８ 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４０７ １９３ ２２９ １１５

８００１８ 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 １６ １６ ５ ３

８００１９ 长春人造卫星观测站 ２ ２

８０１５４ 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８ ３

８０１６７ 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１８８ ４０ ４５ ２７

８０１６９ 资源环境科学信息中心 １２ ９

８０１７１ 青藏高原研究所 ３５ ２１ １４ １８

８０１７２ 光电研究院 ５４ ３８ ２２ ８

８０１７３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１８ １６ ２０ １８

８０１７４ 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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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
硕士 博士

报名数 录取数 报名数 录取数
８０１７５ 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９５ ２４ ７８ ２０

８０１７７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１４

８０１７８ 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 ８

８００８０ 数学科学学院 ３２ １６ １１ ６

８００８１ 物理科学学院 １１ １８ １２ ６

８００８２ 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３１ ２１ １２ ５

８００８３ 地球科学学院 １４ １９ ３１ １４

８００８４ 资源与环境学院 １５ １４ ２２ ７

８００８５ 生命科学学院 ２３ １１ ２１ １４

８００８６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１６０ ６０ ５２ ２５

８００８７ 管理学院 ６３７ １８９ １３１ ２４

８００８８ 人文学院 ５２ ３９ ４６ １５

８００８９ 外语系 １４ １０

其中： 管理学院ＭＢＡ联考 ４２５ １２０

单独考试 ７２ ３９

合计 １９９６８ ６３２４ １０１６７ ５０２５

学生事务

【概况】２００６年，进一步落实
中科院研究生院“三统一、四
结合”的办学方针，学生工作
向各个中科院培养单位延伸，
大研究生院学生工作格局初步
形成。
２００６年，中科院研究生院

新入学学生１１２４７人，其中博
士研究生４９７０人，硕士研究
生６２７７人。截至２００６年１０月
１１日统计，在校学生共计
３３１４７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１６６２１人，硕士研究生１６５２６

人。２００６年共有４４９５名学生
参加京区集中学习，其中院京
内计２８８７人，院京外计１３０４
人，院外代培３０４人。在玉泉
路园区２５６７人，中关村园区
１９２８人。２００６年毕业研究生共
６０６１人，其中博士生３６５４人、
硕士生２４０７人。
２００６年，中科院研究生院

共有６名学生因违纪受到校纪
处分，其中留校察看１人，记
过１人，严重警告３人，警告
１人。

２００６年，在广泛调研中科
院各培养单位的基础上出台多
种指导全院学生工作重要文
件，包括学生管理、学籍管

理、纪律处分、学生评优、心
理健康、安全管理、荣辱观教
育等多方面，有效、全面指导
全研究生院的学生工作。
２００６年，首次开展全研究

生院范围的优秀学生评选。评
选各类优秀学生５０００ 余名。
为提高在校研究生的综合素
质，积极策划和组织多项大型
学生素质教育活动。２００６年，
共有６００余名２００５级研究生参
加研究生业余党校的培训并结
业，为确保培训取得实效，学
生处注重各个环节的检查落
实、严格管理，培训效果显
著。
２００６年，共有６２个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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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的９８个项目申报中国科
学院研究生“社会实践”类资
助专项项目。１０月１３日，经
研究生院初选委员会评议，初
选出３０个申报项目报中科院
人教局。
２００６年，面对日益突出的

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学生处
采取了多种措施，积极开展防
范和教育工作并加强对学生的
思想教育和引导。有针对性地
做好学生思想教育引导工作；
及时帮助出现思想或情感困惑
的学生，解决学生实际问题；
每周两次邀请专家开展心理咨
询，举办６场心理健康教育讲
座，支持学生心理咨询社开展
活动；针对有心理疾患的同
学，开设“绿色通道”及时转
介到相关医疗机构。
２００６年，学生处在指导协

调研究生院本部各院系突发事
件的处理工作上也取得成效。
通过定期举行学生工作例会，
进行交流情况，全面部署，及
时检查并总结。２００６年度未发
生重大责任事故。
２００６年学生处组织举办了

多项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
动，包括校园文化艺术节、高
雅艺术进校园等重大系列活
动。并积极组织学生参加校外
各项活动，树立中科院学子新
形象。
２００６年，进一步规范管理

学籍管理工作。严格、精确地
完成各类研究生数据的统一上
报工作。
２００６年，学生处在学生事

务管理与服务工作中继续秉承
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关注
学生心理健康、完善信息就业

交流平台，积极主动为学生服
务。
【举办学生素质教育系列活动】
２００６年，围绕学生素质教育工
作，举办各类大型活动：先后
举办了中科院青年科学家第二
百场报告会、团中央五四青年
奖章获得者报告会、科学与人
生大型诗歌朗诵会、中科院创
新案例报告会、求是论坛报告
会等１０余场，举办各类人文
素质教育讲座８场；承担１０余
场人文论坛报告会和新生开学
典礼等大型会议的学生组织工
作。开展全校性的学生宿舍卫
生检查评比工作，促进学生文
明卫生习惯养成。
【顺利完成优秀学生评选工作】
２００６年５—７月，中国科院研
究生院组织开展了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学年优秀学生评选工作，依据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优秀学
生评选条例（试行）》，经１０８
个培养单位的认真评选和推
荐，研究生院优秀学生评审委
员会评审和公示，研究生院院
长办公会议决定，包莹等２６５
人获得“三好学生标兵”荣誉
称号；赵玉凤等４５４２人获得
“三好学生”荣誉称号；黄海
涛等６７４人获得“优秀学生干
部”荣誉称号；石玉英等３４８
人获得“优秀毕业生”荣誉称
号，上述学生成为研究生院第
一批优秀学生称号获得者。
【举办第五届文化艺术节】
２００６年４月—６月，中科院研
究生院举办了“中国科学院研
究生院第五届文化艺术节”，
包括七项大型活动，其中全中
科院范围的活动４项，分别为
“艺韵”书画摄影大赛及优秀

作品展、研究生英语演讲大
赛、“青春的风采”文艺汇演
和研究生有奖征文；中科院京
区范围的活动共三项，分别为
京区“舞动的青春”社交舞大
赛、京区艺术电影周、 “五月
的鲜花”歌咏比赛。文化艺术
节贴近学生，学生广泛参与，
充分体现了科苑学子积极向上
的精神风貌，成为研究生院学
生活动中的品牌活动。
【举办高雅艺术进校园系列活
动】２００６年，邀请北京舞蹈学
院、中央音乐学院等高等艺术
院校开展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
举办了“欧美风情”西洋音乐
演奏演唱会、 “古舞新韵”中
国舞代表作品欣赏会；邀请中
央民族乐团举办了两场民族音
乐经典作品欣赏会；举办了云
南普米族原生态歌舞欣赏晚会。
【举办纪念一二·九运动７１周
年歌咏比赛】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８
日晚，研究生院纪念一二·九
运动７１周年歌咏比赛在玉泉
路园区礼堂隆重举行，１１个院
系组队参赛，评委会由各院系
第一负责人组成，经过现场评
比，评出一等奖２名、二等奖
３名、三等奖５名。获奖情况
如下：一等奖：人文学院、外
语系联队和计算与通信工程学
院；二等奖：信息科学与工程
学院、地学院、管理学院；三
等奖：资源与环境学院、化学
与化学工程学院、生物系、物
理学院、数学科学学院；参加
助演的博士合唱团荣获特别
奖。
【研究生院团委荣获“中国科
学院五四红旗团委”称号】
２００６年４月，中科院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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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委荣获“中国科学院五四红旗
团委”称号。中科院系统共有京
内外九个单位获得该项荣誉，京
区党委副书记刘松林、国家机关
党工委组织部副部长周德进、研
究生院副院长隋红建等领导为获
奖单位颁发了奖牌。
【博士合唱团亮相２００６中央电
视台《人物新周刊》节目】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研究生院博士
合唱团作为“中国学历最高的
合唱团”，亮相２００６中央电视
台《人物新周刊》节目，与著
名演员潘长江同台献艺，向全
国播出。
【博士合唱团西北行汇报演出】
２００６年暑期，研究生院博士合
唱团完成了西北行汇报演出，
历经陕、甘、青、新四省区，

行程８０００余公里，到所在地
的各研究所参观学习及巡回演
出，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中科院常务副院长、研究生院
院长白春礼院士专门致电说：
“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
中国科学院培养的研究生要面
向未来，必须走向更加广阔的
天地参加课外社会实践，在行
万里路中读社会实践之万卷
书，写社会实践之万卷书。”
【“天惠杯”中国科学院第二届
青年创业大赛成功举办】研究
生院与怀柔区科委共同举办“天
惠杯”中国科学院第二届青年创
业大赛，并组织参加中国宁波科
技创业计划大赛，取得了２５％
的获奖率，充分展现了研究生院

学子雄厚的科研实力。
【全方位多渠道指导毕业生就
业】２００６年，不断完善毕业生
就业指导服务体系，多渠道、
多层次地对毕业生开展就业指
导。在研究生院就业信息服务
网上提供职业测评软件，有
１８４６名学生进行了测评；购置
“职前网络教育学堂”的３５门
课程，共有２９４８人次选该系
列课程；举办企业宣讲会、专
场招聘会、讲座近４０场；举
办综合招聘会１场；举办模拟
面试大赛、职场明日之星大赛
等相关活动；利用各种渠道进
行毕业生推介工作，包括：组
织学生前往用人省市参加洽谈
会，进行考察交流。

京区培养单位落实去向情况汇总表

类别 总人数 博士非定向 博士定向／委培 硕士非定向 硕士定向／委培

毕业人数 ２６１８ １４７０ ２４０ ８８２ ２６

落实去向人数 ２４０３ １３７５ ２４０ ７６２ ２６

待　 分 ２１５ ９５ ０ １２０ ０

落实去向率 ９１ ７９％ ９４ ４４％ ８６ ７８％

京外培养单位落实去向情况汇总表

类别 总人数 博士非定向 博士定向／委培 硕士非定向 硕士定向／委培

毕业人数 ３４７３ １５７０ ３９７ １４４４ ６２

落实去向人数 ３２９２ １５１４ ３９７ １３１９ ６２

待　 分 １８１ ５６ ０ １２５ ０

落实去向率 ９４ ７９％ ９７ １５％ ９１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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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院落实去向情况汇总表

类别 总人数 博士非定向 博士定向／委培 硕士非定向 硕士定向／委培

毕业人数 ６０９１ ３０４０ ６３７ ２３２６ ８８

落实去向人数 ５６９５ ２８８９ ６３７ ２０８１ ８８

待　 分 ３９６ １５１ ０ ２４５ ０

落实去向率 ９３ ５０％ ９５ ７３％ ８９ ８５％

２００６年全研究生院毕业研究生主要落实去向情况一览表（不含定向／委培生）

单位性质 全部所占比例博士所占比例硕士 所占比例

科研单位 １３９９ ２８ １５％ ８６４ ２９ ９１％ ５３５ ２５ ７１％

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其他企业 １０６５ ２１ ４３％ ３３７ １１ ６６％ ７２８ ３４ ９８％

高等教育单位 １０１１ ２０ ３４％ ８１２ ２８ １１％ １９９ ９ ５６％

出国、出境 ６３１ １２ ７０％ ４６３ １６ ０３％ １６８ ８ ０７％

升　 学 ２３６ ４ ７５％ １２６ ４ ３６％ １１０ ５ ２９％

其他事业单位 ２１７ ４ ３７％ ９４ ３ ２５％ １２３ ５ ９１％

党政机关 １８４ ３ ７０％ ７９ ２ ７３％ １０５ ５ ０５％

　 　 说明：“所占比例”是指占派遣人数的比例

培养工作

【概况】２００６年度研究生培养
工作的重心是：加强教师队伍
建设，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研究
生教育质量保证体系、规范研
究生培养过程。
２００６年，研究生院培养办

公室积极进行师资队伍建设，
组织导师培训，审核教师岗位
聘任，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
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共聘任

了１５２０名教授，４４５名副教
授，为６１９名教师办理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教师资格
证书。

为提升教育管理干部管理
水平，组织教育管理干部培
训，１３０余名教育管理干部通
过培训，获得培训证书。
２００６年，制定了研究生培

养工作条例等相关制度，规范
研究生培养过程。

努力推进、实施研究生教
育创新计划并开展全院研究生
教育的信息年报、研究生教育

培养质量的评估与研究，评估
与研究结果的发布。积极进行
研究生院教材建设工作，全年
共组织出版了１２本教材。
２００６年研究生院（本部）

共录取硕士研究生３９４名、博
士研究生１０７名，共有１４９名
硕士研究生获硕士学位、３９名
博士研究生获博士学位。２００６
年先后起草了《中国科学院研
究生院（本部）研究生指导教
师遴选暂行办法》、《关于中国
科学院研究生院（本部）研究
生导师招生年龄有关规定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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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院
系直属研究生培养成本分担管
理规定》等文件，进一步规范
了研究生院本部研究生的培养
工作。
【举办导师研讨班】３月—１２
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主
办，科学院各分院、教育基地
和研究所共承办了１０次导师
研讨班。马石庄副院长、余翔
林教授、缪园副教授、刘蓉晖
副教授等为研讨班授课。５５０
余名导师就研究生培养中的问
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取得了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
指导教师培训证书”。
【首次举办教育管理干部培训
班】１１月，在贵阳举办第一次
研究生院教育管理干部培训
班。培训班邀请马石庄教授、
吴志功教授及研究生院各职能
部门的负责人就研究生教育的
发展趋势、研究生培养规律、
教育管理干部的发展与提高等
议题向教育管理干部做了报
告。１３０余名教育管理干部就
新形势下研究生教育管理实践
进行了研讨，并提交了工作体
会和论文，取得“中国科学院
研究生院教育管理干部培训证
书”。

【完成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初选
工作】４月，在培养单位推荐
的基础上，按学科分别组织专
家对各培养单位推荐的优秀博
士学位论文申报材料进行通信
评议，最终９３ 篇通过初选，
报送中国科学院人事教育局参
加终选。
【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
２００６年，经教育部批准，组织
中国科学院各培养单位接收了
３１所高等学校（其中２０所研
究生院高校）的５０名博士研
究生，到中国科学院２３个培
养单位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
访学研究，实施以研究生为课
题载体的、交流合作的联合培
养。该项目以提高研究生创新
意识、创新能力为核心，加强
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为宗旨，
促进学术交流和优质资源共
享，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推
动研究生培养模式和机制的深
刻改革，开展博士生访学的试
点，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创
新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举办爱因斯坦讲席教授学术
报告会】２００６年，共举办１２
次爱因斯坦讲席教授学术报告
会，邀请了海外各学科的著名
学者为我院师生作学术报告，

全院２０００人次聆听报告会。
【组织博士生出席德国诺贝尔
奖获得者大会】８月，向中德
科学研究中心推荐了２３名生
命科学领域的博士研究生参加
德国诺贝尔奖获得者大会。最
终有来自动物所、生物物理
所，上海生命科学院的４名同
学通过中德科学研究中心组织
的面试，出席了德国林岛举行
的生物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大
会。
【举行教材首发仪式】 ７月，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材首发
式在北京举行。中国科学院常
务副院长、研究生院院长白春
礼院士，高等教育出版社副总
编辑吴向出席了首发式。这套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材由高
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内容涵盖
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
工程技术、人文管理及地学七
大学科。
【新增２５名博士生导师】６月，
研究生院（本部）召开学位评
定委员会，对３８名硕士导师
和３４名博士导师的申报材料
进行了评审，最终２５名教师
获博士导师资格，３６名教师获
得硕士导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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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名录

序号 姓名 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号 序号 姓名 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号

１ 彭平安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０５

２ 郭振永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９７

３ 伍　 凡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５４

４ 黄泽永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５６

５ 种劲松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７０６

６ 李声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１２

７ 熊楠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３９

８ 孔力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３４

９ 傅家谟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２２

１０ 魏全忠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７４

１１ 范天泉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３２

１２ 邓云凯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４８

１３ 赵凤军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１９

１４ 叶甜春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９４

１５ 方在庆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２７

１６ 苏荣誉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６２

１７ 徐寄遥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３７

１８ 陈运法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６０

１９ 张懿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７３３

２０ 李静海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１５

２１ 马庆虎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３１

２２ 李镇清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９８

２３ 张明理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５４

２４ 谢宗强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４０

２５ 洪德元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８３

２６ 杨崇俊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１６

２７ 王　 超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２３

２８ 张占军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２９

２９ 郝永梅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３８７

３０ 张辽云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７５６

３１ 张玉虎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３１

３２ 孟月东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１９

３３ 于丽娟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７８７

３４ 秦克章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９５

３５ 王清晨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９８

３６ 黄宝春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６５

３７ 张毅刚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３４

３８ 吴福元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６７

３９ 范宏瑞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３４

４０ 史建魁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７１

４１ 韩建伟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９２

４２ 袁章福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８０

４３ 陈家镛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６８

４４ 林金星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９１

４５ 刘公社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８３

４６ 田世平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５３７

４７ 桑卫国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８５

４８ 李晓维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０３

４９ 曹存根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９１

５０ 鲁士文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４６

５１ 张兆庆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７２８

５２ 李向军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０５

５３ 王鲲鹏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０７

５４ 唐　 娉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５４１

５５ 刘建明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７４

５６ 肖举乐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４５

５７ 刘立波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７０

５８ 刘嘉麒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７６

５９ 朱日祥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８０８

６０ 刘　 洪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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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名 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号 序号 姓名 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号

６１ 孔　 屏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３３３

６２ 林　 伟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９０

６３ 翟明国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７８

６４ 裴国玺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０９

６５ 秦庆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９４

６６ 秦四清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９３

６７ 郝天珧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３８８

６８ 胡瑞林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７２

６９ 陆　 洋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４４

７０ 李仁东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１３

７１ 马石庄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２９

７２ 郭传杰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０１

７３ 陈德泉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７６

７４ 孙昌璞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５９

７５ 董宇辉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３９

７６ 丁仲礼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４３

７７ 刘光鼎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８２

７８ 滕吉文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４０

７９ 姚振兴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９９

８０ 刘　 键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７３

８１ 杜　 寰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３８

８２ 刘新宇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５８

８３ 张海英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７７０

８４ 吕克伟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４０

８５ 周海军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０３

８６ 向　 涛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４８

８７ 覃绍京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４５

８８ 虞　 跃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８３

８９ 刘　 纯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８５

９０ 郁文生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８２

９１ 谭　 民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４３

９２ 胡包钢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７８

９３ 谭铁牛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４２

９４ 王　 珏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０９

９５ 乔荣川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９８

９６ 许林生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３１

９７ 李焕信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１９

９８ 孙继敏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５５

９９ 魏继红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６７７

１００ 周易勇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８１４

１０１ 王　 丁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１９

１０２ 宋立荣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６７

１０３ 田　 卫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３６

１０４ 韩丙进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９４

１０５ 高军毅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１５

１０６ 纪竹生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５１

１０７ 毛诗珍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４２５

１０８ 盛荣武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７８

１０９ 叶朝辉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９８

１１０ 刘　 利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４６９

１１１ 范　 琳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２３３

１１２ 王　 东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１８

１１３ 孙文华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５０

１１４ 刘国诠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８１

１１５ 陈晓松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６３

１１６ 吴岳良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５９

１１７ 张文生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４２

１１８ 徐　 德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３８

１１９ 侯增广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７９

１２０ 马颂德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２８



９５　　　

教
育
业
务

续表

序号 姓名 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号 序号 姓名 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号

１２１ 田　 捷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３８

１２２ 彭思龙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０４

１２３ 胡永辉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６７

１２４ 王玉林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８３

１２５ 黄庆明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５８

１２６ 王文杰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９４

１２７ 蔡荣根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９４

１２８ 胡征宇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６６

１２９ 张先锋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３８

１３０ 韩晓增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９０

１３１ 许艳丽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６２８

１３２ 佟连军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３５

１３３ 杨健夫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１０

１３４ 詹明生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７７

１３５ 梅刚华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２３

１３６ 王笃金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１７

１３７ 杨振忠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０２

１３８ 陈晓闽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２６４

１３９ 黄　 勇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５７

１４０ 宋延林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６６

１４１ 谢　 萍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６４１

１４２ 张榕本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５０

１４３ 毛兰群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２６

１４４ 赵　 睿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７１４

１４５ 许舒人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２９

１４６ 金　 宏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３９

１４７ 王丹力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５２１

１４８ 陈海明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７０

１４９ 周津慧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９９

１５０ 万卫星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２９

１５１ 宁百齐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１５

１５２ 陈福坤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７３

１５３ 金蓓弘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３４１

１５４ 张云泉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３０

１５５ 王起超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００

１５６ 邓　 伟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５０

１５７ 吴新涛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６１

１５８ 王二七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１４

１５９ 赵　 琛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２０

１６０ 王　 青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４９９

１６１ 王永吉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８６

１６２ 张凤军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７３

１６３ 张忠杰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２３

１６４ 刘伊克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５４

１６５ 刘　 琼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４６６

１６６ 石志强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７４

１６７ 王文成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９５

１６８ 蒋颖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３４３

１６９ 吴恩华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６８

１７０ 沈一栋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８２

１７１ 施建农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７７

１７２ 隋　 南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６１

１７３ 张习文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４０

１７４ 底青云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２４７

１７５ 白武明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９５

１７６ 常　 旭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２８４

１７７ 伍法权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５５

１７８ 储雪蕾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５７

１７９ 吕厚远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４１

１８０ 吴乃琴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６６３



９６　　　

教
育
业
务

续表

序号 姓名 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号 序号 姓名 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号

１８１ 白世伟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９６

１８２ 汪　 稔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２５

１８３ 杨春和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１５

１８４ 郭敬辉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００

１８５ 顾兆炎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０３

１８６ 赵宇亮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１２

１８７ 刘振安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４９

１８８ 胡海明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７７

１８９ 张家文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６４

１９０ 王贻芳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８７

１９１ 王建民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１１

１９２ 常　 哲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８３

１９３ 吕才典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４２

１９４ 魏　 龙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７６

１９５ 陈　 刚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７２

１９６ 傅世年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２０

１９７ 左　 春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９９

１９８ 韩永生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８９

１９９ 罗　 琳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３５

２００ 刘细文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６１

２０１ 方　 曙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２９

２０２ 罗跃嘉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３４

２０３ 张宏福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６８

２０４ 陈从新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７８

２０５ 刘明贵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６８

２０６ 盛　 谦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７９

２０７ 葛修润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０９

２０８ 张　 杰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６０

２０９ 胡圣标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７０

２１０ 钟大赍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０７

２１１ 孙枢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５３

２１２ 胡天斗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６９

２１３ 王焕玉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１３

２１４ 何舜平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８６

２１５ 常剑波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８６

２１６ 沈韫芬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５８１

２１７ 谢　 平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４２

２１８ 徐　 盈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６３４

２１９ 童金苟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３３

２２０ 刘建康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７５

２２１ 雷　 武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３２８

２２２ 刘永定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５１

２２３ 欧吉坤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１４

２２４ 周宁丽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８１６

２２５ 张智雄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２４

２２６ 孙　 坦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５１

２２７ 金碧辉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３４０

２２８ 翁旭初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７０

２２９ 杨玉芳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６０３

２３０ 时　 勘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７３

２３１ 张建新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６２

２３２ 李钟杰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９４

２３３ 曹文宣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８８

２３４ 余育和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８４

２３５ 杨思泽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０６

２３６ 刘伍明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６２

２３７ 董　 成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４２

２３８ 魏志义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７１

２３９ 方　 忠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２６

２４０ 靳常青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３８



９７　　　

教
育
业
务

续表

序号 姓名 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号 序号 姓名 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号

２４１ 吴振斌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５７

２４２ 朱作言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８０１

２４３ 汪建国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２７

２４４ 戴和平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２５３

２４５ 张奇亚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７５３

２４６ 朱耀仲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８０５

２４７ 孙和平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５７

２４８ 许厚泽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３２

２４９ 许志强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２７

２５０ 王恩哥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１６

２５１ 王玉鹏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８２

２５２ 林文娟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４８９

２５３ 郑　 钢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１０

２５４ 朱莉琪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８０９

２５５ 陈毅文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６１

２５６ 崔　 耀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５４

２５７ 王　 俨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９１

２５８ 叶建忠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９７

２５９ 尹文刚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９０

２６０ 王二平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１５

２６１ 陈锡康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６５

２６２ 余德浩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８６

２６３ 钱　 鹤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０１

２６４ 刘训春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５７

２６５ 海潮和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９５

２６６ 陈宝钦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８１

２６７ 徐秋霞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６３５

２６８ 覃一平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４４

２６９ 桂建芳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０２

２７０ 葛运建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０８

２７１ 邝健政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３１

２７２ 陈海生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６９

２７３ 赵哈林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１７

２７４ 刘锦淮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７２

２７５ 梅　 涛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２２

２７６ 陈　 畅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２８０

２７７ 刘　 缨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４５２

２７８ 丁恩勇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４６

２７９ 石　 寅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７５

２８０ 江　 涛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４７

２８１ 阎锡蕴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６２１

２８２ 汲娟娟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３５４

２８３ 李忠勤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９５

２８４ 周爱辉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０５

２８５ 傅小兰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２１９

２８６ 陈大鹏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７７

２８７ 叶　 青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９６

２８８ 周玉梅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８１３

２８９ 夏　 洋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５０

２９０ 宋国峰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６９

２９１ 曲胜春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９０

２９２ 姬　 扬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５５

２９３ 常　 凯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８５

２９４ 欧　 文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１３

２９５ 阎跃鹏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２０

２９６ 冯继文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２３

２９７ 郑婉华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７０９

２９８ 孙宝权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６０

２９９ 李晋闽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１６

３００ 王良臣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０５



９８　　　

教
育
业
务

续表

序号 姓名 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号 序号 姓名 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号

３０１ 李国华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２１

３０２ 丁永建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４４

３０３ 曹恩华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８９

３０４ 龚为民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０６

３０５ 胡坤生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７５

３０６ 肖洪浪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４６

３０７ 何元庆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８４

３０８ 赖远明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３０

３０９ 王　 涛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９７

３１０ 任贾文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８６

３１１ 王可丽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５０８

３１２ 匡光力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３２

３１３ 武松涛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５２

３１４ 罗家融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３６

３１５ 景遐斌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３７

３１６ 刘淑莹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４６５

３１７ 裴奉奎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１０

３１８ 丁孟贤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４５

３１９ 张思远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４４

３２０ 刘雅言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４５６

３２１ 万宝年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３１

３２２ 张晓东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３６

３２３ 吕世华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３８

３２４ 李栋梁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２４

３２５ 沈钧贤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８３

３２６ 曹德榕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９０

３２７ 哈成勇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９６

３２８ 陈鸣才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６７

３２９ 吕满庚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３９

３３０ 胡美龙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７３

３３１ 李述训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１０

３３２ 程国栋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５９

３３３ 傅　 鹏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２１

３３４ 刘小宁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５９

３３５ 杨剑波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１１

３３６ 吴跃进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５８

３３７ 徐经伟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３６

３３８ 李德谦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２５

３３９ 屈建军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８９

３４０ 王丕新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０２

３４１ 何天白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８５

３４２ 张寅超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３２

３４３ 吴　 毅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６０

３４４ 周　 军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８１７

３４５ 高闽光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１２

３４６ 余吟山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８５

３４７ 江海河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４９

３４８ 王乐意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０６

３４９ 纪玉峰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５２

３５０ 胡欢陵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７６

３５１ 孙东松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５８

３５２ 齐晓宁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０２

３５３ 赵　 军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７１６

３５４ 董绍俊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２４０

３５５ 汪尔康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２８

３５６ 乔延利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９６

３５７ 张晓平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３５

３５８ 张树文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４６

３５９ 梁正伟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９２

３６０ 吕宪国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３７



９９　　　

教
育
业
务

续表

序号 姓名 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号 序号 姓名 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号

３６１ 顾思洪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０４

３６２ 刘文清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６３

３６３ 陆亦怀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４３

３６４ 易维宁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７９３

３６５ 魏庆农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７５

３６６ 张黎明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５８

３６７ 孙献平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４９

３６８ 张为俊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４３

３６９ 刘景双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７１

３７０ 张　 柏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７５

３７１ 朱思铮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８０６

３７２ 李玉良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９９

３７３ 方晓红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２２８

３７４ 张　 冰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７４

３７５ 胡立群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７４

３７６ 宋金宝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６８

３７７ 姚元根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００

３７８ 王元生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８１

３７９ 韩丽君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３９１

３８０ 程文旦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５８

３８１ 孙　 松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５２

３８２ 侯一筠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８０

３８３ 相建海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４９

３８４ 彭宇行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０３

３８５ 王一丁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８８

３８６ 燕敦验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１９

３８７ 张三国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４８

３８８ 尹红霞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７９２

３８９ 陈　 防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７４

３９０ 卢笑丛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４４８

３９１ 王有为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８４

３９２ 黄宏文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６０

３９３ 朱　 祯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８０４

３９４ 马润林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３０

３９５ 贾　 旭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５０

３９６ 李建刚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１８

３９７ 刘　 扬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５５

３９８ 习　 复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５１

３９９ 马会民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３２

４００ 阳明书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１８

４０１ 单家芳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５１

４０２ 洪茂椿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８２

４０３ 刘　 前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６７

４０４ 黄良民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５９

４０５ 王友绍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８５

４０６ 肖　 天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４４

４０７ 张国范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７２

４０８ 李鹏程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１４

４０９ 吴晓春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６６２

４１０ 刘玉贵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５０

４１１ 孙应飞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４７

４１２ 王伟强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９６

４１３ 苏桂平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５６４

４１４ 叶世伟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９５

４１５ 陈　 安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８２

４１６ 胡晓予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３６８

４１７ 于　 革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７８９

４１８ 李夜光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０２

４１９ 张相岐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３７

４２０ 凌宏清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８７



１００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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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续表

序号 姓名 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号 序号 姓名 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号

４２１ 张靖溥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７５９

４２２ 江　 南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４８

４２３ 李建强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１７

４２４ 杨　 波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６１７

４２５ 李　 巍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０８

４２６ 姜　 彤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４６

４２７ 赵桂萍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７１８

４２８ 魏东平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７８

４２９ 李世杰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１１

４３０ 孙义静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５４８

４３１ 高随祥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１１

４３２ 范成新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３５

４３３ 孙恢礼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５６

４３４ 曹晓风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２８７

４３５ 王　 斌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２４

４３６ 李传友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２７

４３７ 张　 建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６３

４３８ 朱保葛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８１１

４３９ 胡瑞忠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７１

４４０ 陈　 凡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７５

４４１ 朱建国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８１０

４４２ 王晓来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９２

４４３ 林先贵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８８

４４４ 蒋　 新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４４

４４５ 周健民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００

４４６ 戴锦芳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２５２

４４７ 方　 勤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２３０

４４８ 闫建平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２４

４４９ 张忠信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２２

４５０ 刘维民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６４

４５１ 刘　 霞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４６０

４５２ 张国威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７１

４５３ 甘为群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１７

４５４ 秦晓英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９２

４５５ 李广海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２３

４５６ 孟国文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２１

４５７ 崔　 平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２５６

４５８ 朱震刚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８０３

４５９ 索有瑞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４６

４６０ 陈桂琛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７１

４６１ 许木启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３０

４６２ 盛承发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８０

４６３ 张正伟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２６

４６４ 郑宝山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１１

４６５ 万国江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３０

４６６ 刘丛强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８４

４６７ 周宁一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８１５

４６８ 涂光炽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３２

４６９ 欧阳自远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１２

４７０ 张治平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２５

４７１ 张先恩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３９

４７２ 刘纪远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７８

４７３ 杨林章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０８

４７４ 杨劲松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０９

４７５ 吴　 钢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６６

４７６ 封志明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２４

４７７ 谷树忠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０５

４７８ 樊　 杰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３６

４７９ 甘国辉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１８

４８０ 周成虎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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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号 序号 姓名 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号

４８１ 史学正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７０

４８２ 谢高地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４３

４８３ 邵雪梅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５８４

４８４ 蒋生祥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４５

４８５ 薛群基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２５

４８６ 张立德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５７

４８７ 蔡伟平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９３

４８８ 费广涛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２５

４８９ 吴国江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６５

４９０ 彭　 敏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０６

４９１ 吴德金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６９

４９２ 方前锋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３１

４９３ 黄光力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６２

４９４ 姚大志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０１

４９５ 鲁春林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４７

４９６ 秦　 勇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９１

４９７ 曾　 雉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７７９

４９８ 孙青原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５４

４９９ 邓友全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４９

５００ 魏孝义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７２

５０１ 严　 俊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２３

５０２ 杨　 戟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１２

５０３ 王家宁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５１２

５０４ 毛伟军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２４

５０５ 袁吕军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８１

５０６ 张振超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２７

５０７ 王琛柱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２２

５０８ 黄大卫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６３

５０９ 戈　 峰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１０

５１０ 黄　 标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６４

５１１ 李忠佩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９６

５１２ 乔传令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４００

５１３ 骆永明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３３

５１４ 王德建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２０

５１５ 陈　 ?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６６

５１６ 宋延龄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５６５

５１７ 薛大勇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２６

５１８ 张树义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４５

５１９ 阎　 顺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２２

５２０
阿布力米提
阿布都卡迪尔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９８

５２１ 张希明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４１

５２２ 王彦瑜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９０

５２３
热合木都
拉·阿迪拉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８８

５２４ 敬　 岚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３３６

５２５ 满开弟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２７

５２６ 乔卫民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９７

５２７ 杨晓天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６０５

５２８ 肖国青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４７

５２９ 魏宝文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７９

５３０ 刘　 虹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４７９

５３１ 张怀刚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６６

５３２ 杨星科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０４

５３３ 韩福生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９３

５３４ 张润志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４９

５３５ 乔格侠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３９９

５３６ 周红章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０２

５３７ 王雁玲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８９

５３８ 伍一军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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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号 序号 姓名 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号

５３９ 杨德刚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１４

５４０ 纪力强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５３

５４１ 朱顺义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８０７

５４２ 刘以训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５３

５４３ 蒋志刚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４２

５４４ 梁爱萍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９３

５４５ 李国平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２０

５４６ 崔向群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２５５

５４７ 雷加强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２９

５４８ 尹林克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９１

５４９ 田长彦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３９

５５０ 魏文寿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７３

５５１ 彭辉银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０８

５５２ 史保平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７２

５５３ 龚其国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０７

５５４ 于锦海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８８

５５５ 郭伟远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１９９

５５６ 张　 红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７６９

５５７ 陈亚宁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６２

５５８ 穆桂金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１８

５５９ 詹文龙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７６

５６０ 张　 健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６１

５６１ 侯泉林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８１

５６２ 周元泽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８１２

５６３ 杨如彦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０７

５６４ 周华荣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０１

５６５ 朱　 政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８０２

５６６ 高必烈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１６

５６７ 潘伯荣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１１

５６８ 李希国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０６

５６９ 李文建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０７

５７０ 苏　 弘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６３

５７１ 吴忠良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５６

５７２ 张矢的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４７

５７３ 杨海珍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６１３

５７４ 石敏俊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７６

５７５ 郑循华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７０８

５７６ 康雪雅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３３５

５７７ 李大光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２６

５７８ 孟建伟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２０

５７９ 王晓军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９３

５８０ 张洪勋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６７

５８１ 李　 勇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００

５８２ 章文波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２１

５８３ 郭学良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９８

５８４ 刘　 嘉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７７

５８５ 赵明安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１５

５８６ 巴　 杭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９７

５８７ 李英凡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０１

５８８ 李　 晓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０４

５８９ 刘春艳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４８６

５９０ 陈创天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７９

５９１ 吴骊珠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６６４

５９２ 王乃兴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０３

５９３ 张佳宝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６５

５９４ 李广宇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２２

５９５ 李天宪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３０９

５９６ 庄　 明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８００

５９７ 王明玉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０４

５９８ 董纪昌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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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号 序号 姓名 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号

５９９ 佟仁城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３４

６００ 王跃思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８０

６０１ 李志红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４９７

６０２ 黄海宁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３６１

６０３ 倪　 宏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１７

６０４ 陆　 妩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４４５

６０５ 张玲玲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７５５

６０６ 徐永福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６３３

６０７ 王普才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０１

６０８ 张仁健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５１

６０９ 张庆云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７５２

６１０ 聂　 品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１６

６１１ 杜秀月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２３７

６１２ 任迪远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８７

６１３ 高　 林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１４

６１４ 王劲林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１０

６１５ 高梅影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２１３

６１６ 彭景螰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０７

６１７ 蔡祖聪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２９２

６１８ 赵燕平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７１３

６１９ 汪良斌 ２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６５２６

２００６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材出版目录

序号 培养单位 教材名称 作者姓名
１ 软件所 代数学基础与有限域 林东岱
２ 数学研究院 科学工程计算中的偏微分方程有限差分方法 张文生
３ 高能所 粒子加速器技术 赵籍九
４ 国家授时中心 时间科学基础 漆贯荣
５ 生物物理所 神经信息学—神经系统的理论模型 汪云九
６ 武汉病毒所 病毒分类学 张忠信
７ 地理所 土壤物理学 邵明安
８ 遥感应用所 高光谱遥感科学与应用 童庆禧
９ 地质所 理论地层学与应用地层学 张守信
１０ 科技政策所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 计　 雷
１１ 文献情报中心 科技信息检索 孟连生
１２ 研究生院（本部） 环境与社会—人文视野中的环境问题 肖显静

２００６年“爱因斯坦讲席教授”名录

序号 来访专家姓名 专家情况介绍

１ Ｃｌａｕｄｅ Ｃｏｈｅｎ － Ｔａｎｎｏｕｄｊｉ 法国科学院院士，１９９７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
２ Ｓｕｎｅ Ｓｖａｎｂｅｒｇ 瑞典皇家科学院和工程院两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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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来访专家姓名 专家情况介绍

３ Ａｖｒａｍ Ｈｅｒｓｈｋｏ 以色列科学院院士，２００４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４ 朱棣文 斯坦福大学教授，１９９７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
５ Ｙｏｎａｔｈａｎ Ｚｏｈａｒ 美国马里兰大学海洋生物技术研究所教授
６ Ｎｉｌｓ Ｃ． Ｓｔｅｎｓｅｔｈ 奥斯陆大学生态进化中心主任
７ Ｒａｎｄｙ Ｇａｕｇｌｅｒ 美国ＲＵＴＧＥＲＳ大学昆虫系
８ 小柴昌俊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２００２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

９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Ｂ． Ｐｒｕｓｉｎｅｒ
加州大学神经学和生物化学教授，１９９７年诺贝尔生理学与
医学奖获得者

１０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Ｎ． Ｃｏｈｅｎ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
１１ Ｃ． Ａ． Ｒ． Ｈｏａｒｅ 微软（剑桥）研究院研究员
１２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Ｈａｂｅｒ 慕尼黑技术大学景观生态研究所所长

２００６年出席德国诺贝尔奖获得者大会博士生入选名单

序号 培养单位 姓名

１ 生物物理所 朱永群
２ 动物所 张连军
３ 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杨秀娟
４ 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管沉冰

课程建设与
教学工作

【概况】２００６年，中国科学院
研究生院的集中教学工作根据
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三期对研
究生教育的要求，结合当前国
内外研究生教育发展趋势，及
时改进和完善教学工作涉及的
相关政策和规定，不断深化教
学改革，优化课程开设，强化
课程建设，规范教学秩序，加

强教学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教
学实验室建设步伐，努力促使
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进一步提
高，从多方面加强研究生创新
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在研
究生教育方面不断探索具有鲜
明特色的教育教学体系。
２００６年，在研究生院参加

集中教学的一年级硕士生有
４３６９人（不包括单考班３９人，
ＭＢＡ１２０人），学生人数比上年
增长了１． ５％。这些学生涉及
４３个一级学科，分别来自９９
个培养单位。北京集中教学园

区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学年１０６２ 门
（其中秋季３９０门、春季４２２
门、夏季预计２５０门），比上
一年增长了６． ２％。当年，来
自科学院内４５个（含京外１２
个）、科学院外１０个培养单位
的博士生（不含１年级硕博
生）选修了公共必修课，共计
２３７０人次，其中春季６９４人
次、秋季１６７６人次（其中选
修政治７８６人次、英语１５８６人
次）。组织６２２ 人次博士生
（不含１年级硕博生）英语免
修考试两次。组织二年级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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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及旁听生修读课程４５４人
次。参加专业课程学习的博士
生人数５２０人次左右。本年度
有１０１位来自京外的博士生入
住玉泉路园区学习。当年，我
校共有１６ 名留学生参加了
《中国概况》和《汉语》两门
必修课程的学习。
２００６年度的三个学期共组

织了６８５门课程、４５０００多人
次参加的考试，加强了对课程
考核的严格管理，严明了考试
纪律，强化了巡考制度。本年
度，研究生院召开教学委员会
会议５次，教学秘书例会２１
次，发布教学通报１２期。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学年秋季学期，实现了
基于网络的客观和主观课程评
估。认真组织开展教学督察、
教学巡查活动。共对９２门课
程进行了教学督察，对５５２门
课程进行了教学巡查，及时发
现和解决了教学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
２００６年夏季学期共开设课

程２３９门，其中前沿系列讲座
６７门，高级强化课程１１１门，
其他课程６１门；主讲教师５７４
名，包括院士５０名，外籍院
士４名，外国专家９５名，百人
计划学者９０名。课程开设总
量比上一年增长了１８％，共有
１４０００余人次参加了夏季学期
课程的学习。
２００６年，北京集中教学园

区新建、改建了９个大容量的
教室。至年底，玉泉路和中关
村两个园区共有９５个多媒体
教室，８２００个座位，包括远程
直播教室７个，互联网连通的

教室６６个。容纳百人以上学
生的教室２６个，学生上机机
房４个，用于教学的计算机
３５８台。

２００６年，按照“院系与特
色频道相结合”的形式，对空
中课堂进行改版，推出了在线
学习频道。本年度录制课程及
讲座１２３门次，３０１７学时，在
“空中课堂”发布１０２门次课
程及讲座，其中讲座２５讲。
２００６年，深化了实验教学

改革力度，增加了对教学实验
室建设的投入。在多次论证和
修改完善建设方案的基础上，
经过培养单位和知名高校专家
参加的教学实验室建设论证
会，原则同意先行建设生命科
学学院“细胞与分子生物学教
学实验室”、资源与环境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技术教学实
验室”、地球科学学院“固体
地球科学教学实验室”、化学
与化学工程学院“化学合成与
分离基本技术教学实验室”和
物理科学学院“高等物理教学
实验室”。
【开展教学改革】２００６年，对
公共必修课程进行了较大力度
的教学改革，实行硕博贯通的
教学模式。政治理论课由原来
为硕士生开设的“自然辩证
法”及为硕博生开设的“自然
辩证法与科技革命”改为统一
开设“自然辩证法与科技革
命”；学位英语改为英语Ａ和
英语Ｂ课程，分别面向硕士生
和博士生，使所有通过英语Ａ
考试的学生都有机会修读英语
Ｂ类课程。为使研究生院的人

才培养更加适应知识创新工程
的要求，考虑到目前我校跨学
科和交叉学科选课的实际情
况，２００６年进一步加强了对学
位课程在教学组织、考核等方
面的质量要求。
【召开夏季学期教学工作会议】
２００６ 年１０ 月２０ 日，召开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学年夏季学期教学
工作会议，旨在总结三年来我
校夏季学期教学工作所取得的
显著成绩，进一步突出夏季学
期的办学模式和鲜明特色。

教学委员会委员、教学督
察小组成员、各院系负责人、
教学秘书及教务处有关人员５０
余人出席会议。会议由教学委
员会常务副主任彭家贵教授主
持。
【编辑２００５年青年骨干教师培
训班文集———教学的艺术】
２００６年，教务处负责编辑２００５
年青年骨干教师培训班文集
———教学的艺术。该书收集了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５日至６日在研
究生院雁栖湖园区举办的
“２００５ 年青年骨干教师培训
班”上的领导报告、资深教授
教学经验交流、青年教师培训
心得及培训班总结，共计６３
篇文章。该培训班的举办旨在
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业务水平
和综合素质，使其熟悉研究生
教学的规律和基本要求，树立
正确的教学理念，熟练完成教
学环节的各项任务，更好地履
行岗位职责。此次培训经历还
将作为青年教师上岗的重要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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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

序号 代码 课程名称 序号 代码 课程名称

１ ０１０１ 哲学
２ ０４０２ 心理学
３ ０７０１ 数学
４ ０７０２ 物理学
５ ０７０３ 化学
６ ０７０４ 天文学
７ ０７０５ 地理学
８ ０７０６ 大气科学
９ ０７０７ 海洋科学
１０ ０７０８ 地球物理学
１１ ０７０９ 地质学
１２ ０７１０ 生物学
１３ ０７１２ 科学技术史
１４ ０８０１ 力学
１５ ０８０２ 机械工程
１６ ０８０３ 光学工程
１７ ０８０４ 仪器科学与技术

１８ ０８０５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１９ ０８０７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２０ ０８０８ 电气工程
２１ ０８０９ 电子科学与技术
２２ ０８１０ 信息与通信工程
２３ ０８１１ 控制科学与工程
２４ ０８１２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２５ ０８１３ 建筑学
２６ ０８１７ 化学工程与技术
２７ ０８２５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２８ ０８２７ 核科学与技术
２９ ０８３０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３０ ０９０３ 农业资源利用学
３１ ０９０７ 林学
３２ １２０１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３３ １２０５ 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学年春季学期课程公共必修课程
（玉泉路教学园区、中关村教学园区）

序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任课教员

１ ０ＧＢ００Ｙ ／ Ｚ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３０ １ ０ 胡新和等
２ ０ＧＢ０３Ｙ ／ Ｚ 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博士课程） ３０ １ ０ 李伯聪等
３ １ＧＢ０１Ｙ ／ Ｚ 硕士学位英语 ３６ ３ ０ 外语系
４ １ＧＢ０２Ｙ ／ Ｚ 博士学位英语 ７２ ２ ０ 外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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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选修课程
（玉泉路教学园区）

序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任课教员

１ ０ＧＸ１３Ｙ 音乐素养与合唱艺术 ４０ ０ ５ 张　 帆
２ ０ＧＸ１４Ｙ 欧美文学作品选读 ５４ ３ ０ 卓慧臻
３ ０ＧＸ１５Ｙ 证券投资概论 ３０ １ ０ 曹忠胜
４ ０ＧＸ１６Ｙ 合同法－以案说法 ３０ １ ０ 罗先觉
５ ０ＧＸ１７Ｙ 知识产权法—以案说法 ３０ １ ０ 罗先觉
６ ０ＧＸ１８Ｙ “环境与社会：人文视野中的环境问题” ６０ ２ ０ 肖显静
７ ０ＧＸ１９Ｙ 现代作家研究 ４０ ２ ０ 刘为民
８ ０ＧＸ２０Ｙ 科技法概论 ６０ ２ ０ 唐素琴
９ ０ＧＸ２２Ｙ 人类学导论 ５４ ２ ０ 潘守永

１０ ０ＧＸ２３Ｙ 戏剧理论与实践 ４０ ０ ５
王宗伟
梁国庆

１１ ０ＧＸ２４Ｙ 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和中国经济 ３０ １ ０ 曹忠胜
１２ １ＧＸ０１Ｙ 德语（二外） ９０ ２ ０ 沈永前
１３ １ＧＸ０２Ｙ 日语（二外） ９０ ２ ０ 黄小玄
１４ １ＧＸ０５Ｙ 汉译英翻译训练 １６ ０ ５ 李晓棣
１５ １ＧＸ０８Ｙ 英语科技词汇 ３２ １ ０ 连　 先
１６ １ＧＸ１９Ｙ 国际体育舞蹈赏析与实践 ３２ １ ０ 刘　 彬
１７ １ＧＸ２０Ｙ 英语修辞与写作 １６ ０ ５ 郭　 建
１８ １ＧＸ２２Ｙ 高级英语听力与笔记技巧 ３２ １ ０ 于少蔚
１９ １ＧＸ２３Ｙ 英语口语ＡＢＣ １６ ０ ５ 刘　 彬
２０ １ＧＸ３０Ｙ 国际商贸英文信函 １６ ０ ５ 梁　 寒
２１ ２ＧＸ１９Ｙ 变分法及其应用 ２０ １ ０ 孙义静
２２ ２ＧＸ２０Ｙ 数值计算方法 ４０ ２ ０ 张敏洪
２３ ７ＧＸ０２Ｙ 计算机网络导论 ６０ ２ ０ 隋红建
２４ ７ＧＸ０７Ｙ 数据库系统基础 ６０ ２ ０ 张晋连
２５ ９ＧＸ０３Ｙ 管理学基础 ３０ １ ０ 徐艳梅
２６ ９ＧＸ０４Ｙ 会计学导论 ３０ １ ０ 王冬梅
２７ ９ＧＸ０６Ｙ 企业文化与伦理 ３０ １ ０ 徐艳梅
２８ ９ＧＸ１０Ｙ 国际贸易与金融基础 ６０ ２ ０ 杨海珍



１０８　　

教
育
业
务

续表

序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任课教员

２９ ９ＧＸ１３Ｙ 网络营销 ３０ １ ０ 彭　 赓
３０ ９ＧＸ１９Ｙ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３０ １ ０ 张玲玲
３１ ９ＧＸ３１Ｙ 外汇学与贸易实务 ５０ ２ ０ 周金山
３２ ９ＧＸ４１Ｙ 组织学习与学习型组织 ３０ １ ０ 霍国庆
３３ ９ＧＸ４５Ｙ 企业生态与企业进化 ３０ １ ０ 徐艳梅
３４ ９ＧＸ４６Ｙ 市场调查 ３０ １ ０ 梁东生
３５ ９ＧＸ４８Ｙ 现代物流管理及案例分析 ６０ ２ ０ 张菊亮

公共选修课程
（中关村教学园区）

序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任课教员

１ ０ＧＸ１３Ｚ 音乐素养与合唱艺术 ４０ ０ ５ 张　 帆
２ ０ＧＸ１６Ｚ 合同法－以案说法 ３０ １ ０ 罗先觉
３ ０ＧＸ１７Ｚ 知识产权法－以案说法 ３０ １ ０ 罗先觉
４ ０ＧＸ１９Ｚ 现代作家研究 ４０ ２ ０ 刘为民
５ ０ＧＸ２０Ｚ 科技法概论 ６０ ２ ０ 唐素琴
６ ０ＧＸ２１Ｚ 心理学与生活 ６０ ２ ０ 刘　 嘉
７ １ＧＸ０２Ｚ 日语（二外） ９０ ２ ０ 黄小玄
８ １ＧＸ０５Ｚ 汉译英翻译训练 １６ ０ ５ 李晓棣
９ １ＧＸ０８Ｚ 英语科技词汇 ３２ １ ０ 连　 先
１０ １ＧＸ１３Ｚ 英美报刊选读 １６ ０ ５ 郑　 群
１１ １ＧＸ２２Ｚ 高级英语听力与笔记技巧 ３２ １ ０ 于少蔚
１２ １ＧＸ２３Ｚ 英语口语ＡＢＣ １６ ０ ５ 刘　 彬
１３ １ＧＸ２６Ｚ 英美文学经典选读 １６ ０ ５ 向　 俊
１４ １ＧＸ２７Ｚ 硕士汉英口译 １６ ０ ５ 彭　 宇
１５ ２ＧＸ２３Ｚ 应用随机过程 ６０ ３ ０ 张三国
１６ ２ＧＸ２４Ｚ 现代物流与物流中心规划 ４０ ２ ０ 赵　 彤
１７ ２ＧＸ２５Ｚ Ｌｉｎｇｏ优化软件及其应用 ３０ １ ０ 赵　 彤
１８ ２ＧＸ２８Ｚ 支持向量机新进展 ３０ １ ５ 田英杰
１９ ２ＧＸ２９Ｚ 物理学中的非线性方程 ４０ ２ ０ 赵俊霄



１０９　　

教
育
业
务

续表

序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任课教员

２０ ２ＧＸ３０Ｚ Ｍａｐｌｅ符号处理软件及其应用 ２０ １ ０ 赵俊霄
２１ ７ＧＸ０８Ｚ ＩＴ项目管理 ６０ ２ ０ 于　 华
２２ ７ＧＸ０９Ｚ 高级Ｗｉｎｄｏｗｓ程序设计 ６０ ２ ０ 杨力祥
２３ ９ＧＸ０２Ｚ 宏观经济学基础 ３０ １ ０ 梁东生
２４ ９ＧＸ０５Ｚ 电子商务 ３０ １ ０ 彭　 赓
２５ ９ＧＸ０９Ｚ 管理沟通 ６０ ２ ０ 吕本富
２６ ９ＧＸ１２Ｚ 会计报表分析 ３０ １ ０ 王冬梅
２７ ９ＧＸ１７Ｚ 社会心理学精要 ３０ １ ０ 刘蓉晖
２８ ９ＧＸ３２Ｚ 外汇交易 ３０ １ ０ 周金山
２９ ９ＧＸ３６Ｚ 科学研究与科技论文写作 ３０ １ ０ 缪　 园
３０ ９ＧＸ４４Ｚ 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透视 ４５ １ ５ 肖建华
３１ ９ＧＸ４７Ｚ 工业与组织心理学 ４５ １ ５ 刘蓉晖

学科专业课程
（玉泉路教学园区）

序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任课教员

１ ０１１０２Ｙ 心理多元统计分析 ８０ ４ ０ 陈毅文
２ ０１１０３Ｙ 认知心理学 ６０ ３ ０ 傅小兰
３ ０１１０４Ｙ 心理评估 ６０ ３ ０ 张建新
４ ０２１０２Ｙ 科技考古学概论 ６０ ３ ０ 王昌燧
５ ０２２０５Ｙ 中国考古学通论 ６０ ３ ０ 王　 涛
６ ０２２０６Ｙ 基因考古学 ６０ ３ ０ 杨益民
７ ０２２０７Ｙ 环境考古专题 ６０ ３ ０ 杨晓燕
８ ０２２０８Ｙ 科技考古前沿系列讲座 ６０ ３ ０ 廖育群等
９ ０２４００Ｙ 科学技术史 ６０ ３ ０ 刘二中
１０ ０３３０２Ｙ 科学哲学导论 ６０ ３ ０ 胡新和
１１ ０３３０３Ｙ 中外伦理思想流派 ６０ ３ ０ 胡志强
１２ ０３３０４Ｙ 科学社会学 ６０ ３ ０ 尚智丛
１３ ０３３０５Ｙ 技术与工程哲学 ５４ ３ ０ 李伯聪
１４ ０３３０６Ｙ 现代西方哲学 ６０ ３ ０ 孟建伟



１１０　　

教
育
业
务

续表

序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任课教员

１５ ０３３０７Ｙ 科技战略导论 ６０ ３ ０ 李志红
１６ ０４１０２Ｙ 传播学概论 ６０ ３ ０ 李大光
１７ ０４１０３Ｙ 广告学概论 ４０ ２ ０ 张浩达
１８ ０４２０２Ｙ 网络传播理论与实务 ６０ ３ ０ 莫　 扬
１９ ０４２０３Ｙ 传播媒介的艺术设计 ４０ ２ ０ 詹　 琰
２０ １１１０６Ｙ 句法学 ３６ ２ ０ 外语系
２１ １１１０７Ｙ 语义学 ３６ ２ ０ 高　 原
２２ １１１１０Ｙ 第二语言习得 ３６ ２ ０ 骆　 涵
２３ １１３０１Ｙ 语篇分析和符号学 ３６ ２ ０ Ｄａｖｉｄ

２４ １１３０５Ｙ 语料库语言学 ３６ ２ ０ 彭　 工
２５ １１３０８Ｙ 语用学 ３６ ２ ０ Ｄａｖｉｄ

２６ ３２２７３Ｙ 计算流体力学 ６０ ３ ０ 张德良
２７ ３２２８１Ｙ 非线性动力学与混沌 ６０ ３ ０ 钱俭
２８ ４１１０８Ｙ 高等无机化学 ６０ ３ ０ 胡中波
２９ ４１１０９Ｙ 高等有机化学（二） ６０ ３ ０ 陈晓闽
３０ ４１２１６Ｙ 高分子化学专题 ５４ ３ ０ 王身国等
３１ ４１２１７Ｙ 物理化学原理 ６０ ３ ０ 刘铨良
３２ ４１２１８Ｙ 群论及其在化学中的应用 ５４ ３ ０ 叶学其
３３ ４１２１９Ｙ 分子光谱和分子结构 ６０ ３ ０ 陈波珍
３４ ４１２２０Ｙ 化学计量学 ４０ ２ ０ 白乃彬
３５ ４１２２１Ｙ 有机物光谱解析 ６０ ３ ０ 李晓毅
３６ ４１２２２Ｙ 顺磁共振波谱方法及应用 ２０ １ ０ 张建中
３７ ４１２２３Ｙ 磁共振导论 ６０ ３ ０ 张建中
３８ ４１２２４Ｙ 纯化和分离科学 ６０ ３ ０ 曹　 洁
３９ ４１２２５Ｙ 不对称合成 ４０ ２ ０ 刘　 利
４０ ４１２２６Ｙ 过渡金属有机化学 ４０ ２ ０ 郭建权
４１ ４１２２７Ｙ 配位化学 ５４ ３ ０ 朱文祥
４２ ４１２２８Ｙ 现代量子化学 ６０ ３ ０ 黄明宝
４３ ４１２３０Ｙ 高等杂环化学 ６０ ３ ０ 杨镜奎
４４ ４１２３１Ｙ 功能高分子化学 ６０ ３ ０ 张辽云



１１１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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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续表

序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任课教员

４５ ４１２３２Ｙ 生物分析化学 ５４ ３ ０ 王海欧
４６ ４１２３３Ｙ 生物无机化学 ６０ ３ ０ 李向军
４７ ４１２３４Ｙ 固体无机化学 ６０ ３ ０ 向军辉
４８ ４１２３６Ｙ 组合方法 ６０ ３ ０ 宋　 锐
４９ ４１２３７Ｙ 生物分子结构化学 ６０ ３ ０ 计明娟
５０ ４１２３８Ｙ 化学生物学 ６０ ３ ０ 何裕建
５１ ４１２３９Ｙ 胶体与界面化学专题 ２０ １ ０ 李俊柏
５２ ４１２４０Ｙ 聚合物超分子材料 ６０ ３ ０ 王彩旗
５３ ４１２４１Ｙ 光功能材料化学 ６０ ３ ０ 樊美公
５４ ４１２４２Ｙ 仪器分析在生物学中的应用 ５０ ２ ０ 赵保路
５５ ４１２４３Ｙ 高分子物理专题 ５４ ３ ０ 严大东
５６ ４１２４４Ｙ 物质结构与性质分析实验 ２０ ０ ５ 向军辉
５７ ４１２４５Ｙ 色谱和光谱实验 ２０ ０ ５ 杨镜奎
５８ ４１２４６Ｙ 电化学原理与应用 ６０ ３ ０ 张占军
５９ ４２１０５Ｙ 高等化工热力学 ６０ ３ ０ 陆九芳
６０ ４２１０６Ｙ 高等工程数学 ６０ ３ ０ 查金荣
６１ ４２１０７Ｙ 计算机在过程工程中的应用 ５４ ３ ０ 郭　 力
６２ ４２２０８Ｙ 材料化学（一） ５４ ３ ０ 龚江宏
６３ ４２２０９Ｙ 材料化学（二） ４０ ２ ０ 陈运法
６４ ４２２１０Ｙ 化工数学模型与方法 ４０ ２ ０ 毛在砂
６５ ４２２１１Ｙ 工业催化 ６０ ３ ０ 李增喜
６６ ４２２１２Ｙ 绿色化学与化工 ４０ ２ ０ 余　 江
６７ ４２２１４Ｙ 生化生产工艺学 ５４ ３ ０ 邢建民
６８ ４２２１５Ｙ 资源环境化学与工程 ５４ ３ ０ 袁章福
６９ ４２２１６Ｙ 环境催化和功能材料 ６０ ３ ０ 周克斌
７０ ４３２０２Ｙ 近现代聚合物分析方法 ４０ ２ ０ 杨　 睿
７１ ５１１０２Ｙ 生物工程与技术原理 ４２ ２ ０ 俞炜源
７２ ５１１０３Ｙ 现代微生物 ６０ ３ ０ 刘志恒
７３ ５１１０５Ｙ 分子遗传学 ４５ ２ ０ 左建儒
７４ ５１１０７Ｙ 生物信息学２ ４０ ２ ０ 王　 俊



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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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任课教员

７５ ５１１０９Ｙ 分子免疫学 ３０ １ ５ 马大龙
７６ ５１１１２Ｙ 分子免疫学２ ４０ ２ ０ 秦志海
７７ ５１１１３Ｙ 基因工程原理２ ６０ ３ ０ 吴亮其
７８ ５１２０２Ｙ 生殖生物学 ４５ ２ ０ 孙青原
７９ ５１２０４Ｙ 神经信息学 ４０ ２ ０ 汪云九
８０ ５１２０７Ｙ 酶学及酶工程 ６０ ３ ０ 田维熙
８１ ５１２０８Ｙ 全球生态学 ４５ ２ ０ 周广胜
８２ ５１２１５Ｙ 实验动物学 ４４ ２ ０ 黄莉莉
８３ ５１２１８Ｙ 应用微生物学 ４０ ２ ０ 江　 宁
８４ ５１２２１Ｙ 肿瘤细胞生物学 ６０ ３ ０ 杨建虹
８５ ５１２２３Ｙ 农业生态学 ４０ ２ ０ 戈　 峰
８６ ５１２２７Ｙ “研究生院生物系统学原理与方法” ４０ ２ ０ 梁爱萍
８７ ５１２２８Ｙ 结构生物学导论 ４０ ２ ０ 龚为民
８８ ５１２２９Ｙ 生物统计与实验设计 ４０ ２ ０ 李镇清
８９ ５１２３０Ｙ 分子生物学研究技术 ６０ ３ ０ 柴团耀
９０ ５１２３２Ｙ 保护生态学 ４０ ２ ０ 马克平
９１ ５１２３５Ｙ 植物发育生物学 ３０ １ ５ 白书农
９２ ５１２４０Ｙ 进化生态学 ４０ ２ ０ 康　 乐
９３ ５１２４８Ｙ 生物大分子 ６０ ３ ０ 钟良玮
９４ ５１２５０Ｙ 神经生理学 ５０ ２ ５ 王晋辉
９５ ５１２５６Ｙ 分子病毒学 ６０ ３ ０ 刘利新
９６ ５１２５７Ｙ 新药研究与开发 ４０ ２ ０ 马晓丰
９７ ５１３０３Ｙ 生物化学实验技术 ６０ ２ ０ 王瑞林
９８ ５１３０５Ｙ 理论生态学 ４０ ２ ０ 李典谟
９９ ５１３１０Ｙ 生物膜与医学 ５０ ２ ５ 程　 时
１００ ５１３１２Ｙ 心理生理学 ４０ ２ ０ 范思陆
１０１ ５１３１５Ｙ 基因组学 ３０ １ ５ 于　 军
１０２ ５１３１７Ｙ 分子细胞生物学进展 ３０ １ ５ 陈　 ?
１０３ ５１３１８Ｙ 分子神经生物学 ４５ ２ ０ 赫荣乔
１０４ ５１３１９Ｙ 动物生态学前沿 ４５ ２ ０ 张知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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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业
务

续表

序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任课教员

１０５ ５１３２０Ｙ 植物形态学实验技术 ６０ ３ ０ 郑宏春
１０６ ５１３２１Ｙ 陆地生态系统学研究方法 ４０ ２ ０ 孙建新
１０７ ５１３２６Ｙ 生物物理实验技术与方法 ４０ ２ ０ 张　 芳
１０８ ５１４０３Ｙ 生命科学与诺贝尔奖 ６０ ３ ０ 吴晓东
１０９ ６１１０８Ｙ 震源理论基础 ５４ ３ ０ 陈运泰
１１０ ６１１１０Ｙ 岩石圈物理与大地构造 ５４ ３ ０ 滕吉文
１１１ ６１２０７Ｙ 空间物理探测技术 ５４ ３ ０ 韩建伟

１１２ ６１２０９Ｙ 基础太空等离子体物理学 ６０ ３ ０
周国成
徐荣栏
陈　 涛

１１３ ６１２１１Ｙ 现代分析技术与地球科学 ６０ ３ ０ 马麦宁
１１４ ６１２１３Ｙ 并行算法和并行软件设计 ６０ ３ ０ 张　 怀
１１５ ６１２１４Ｙ 有限元方法子地学中的应用 ６０ ３ ０ 张　 怀
１１６ ６１２１５Ｙ 结构动力学理论和计算方法 ５４ ３ ０ 王　 生
１１７ ６１２１６Ｙ 渗流力学 ３０ １ ５ 马石庄
１１８ ６１２１７Ｙ 岩石断裂力学 ５４ ３ ０ 李世愚
１１９ ６１３０５Ｙ 工程地震学 ５４ ３ ０ 董瑞树等
１２０ ６１３０６Ｙ 综合地震图理论及应用 ５４ ３ ０ 姚振兴
１２１ ６１３０７Ｙ 数字地震学 ５４ ３ ０ 陈运泰
１２２ ６２２０１Ｙ 盆地分析 ６０ ３ ０ 琚宜文
１２３ ６２２１５Ｙ 地球化学热力学 ６０ ３ ０ 吴春明

１２４ ６２２１６Ｙ 矿床学 ４０ ２ ０
秦克章
范宏瑞

１２５ ６２２１７Ｙ 环境矿物学与人类健康 ４０ ２ ０ 曾荣树
１２６ ６２２１８Ｙ 同位素年代学及地球化学 ２０ １ ０ 陈福坤
１２７ ６２２２１Ｙ 工程地质学 ５４ ３ ０ 伍法权
１２８ ６２２２２Ｙ 变质地质学 ６０ ３ ０ 吴春明
１２９ ６２２２３Ｙ 第四纪地质学 ６０ ３ ０ 林秋雁
１３０ ６２２２４Ｙ 区域地质与大地构造 ４０ ２ ０ 肖文交等
１３１ ６２２２５Ｙ 统计地球化学 ２０ １ ０ 蒋　 志



１１４　　

教
育
业
务

续表

序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任课教员

１３２ ６２２２６Ｙ 生物地球化学 ６０ ３ ０ 李玉梅

１３３ ６２２２７Ｙ 地幔地球化学 ２０ １ ０
周新华
郭敬辉

１３４ ６２２２８Ｙ 古地磁学与环境磁学 ２０ １ ０ 朱日祥
１３５ ６２２２９Ｙ 古气候学 ４０ ２ ０ 丁仲礼
１３６ ６２３０３Ｙ 有机地球化学 ４０ ２ ０ 李　 原
１３７ ６２３０４Ｙ 层序地层学 ２０ １ ０ 陈代钊
１３８ ６２４０１Ｙ 地学前缘 ４０ ２ ０ 陈　 丰
１３９ ６３１０３Ｙ 全球气候系统 ６０ ３ ０ 姚凤梅
１４０ ６３１０４Ｙ 高等天气学 ５４ ３ ０ 丁一汇
１４１ ６３１０５Ｙ 全球变化科学引论 ５４ ３ ０ 马柱国等

１４２ ６３１０６Ｙ 大气边界层物理 ５４ ３ ０
胡　 非
高志球

１４３ ６３１０７Ｙ 大气中的波传播及遥感物理 ５４ ３ ０
陈洪滨
王普才

１４４ ６３１０８Ｙ 计算地球流体力学 ５４ ３ ０ 季仲贞

１４５ ６３２０３Ｙ 大气科学概论 ５４ ３ ０
郭振海
谢小宝
林一骅

１４６ ６３２０４Ｙ 热带地球流体动力学 ５４ ３ ０
黄荣辉
陈　 文

１４７ ６４２０２Ｙ 海底构造学 ６０ ３ ０ 张　 健
１４８ ６４２０３Ｙ 描述性物理海洋学 ５４ ３ ０ 杨海军
１４９ ６５１０１Ｙ 抗震工程导论 ６０ ３ ０ 章文波
１５０ ６５１０２Ｙ 活动断层与地震灾害分析 ６０ ３ ０ 史保平
１５１ ６７２０１Ｙ 卫星轨道理论、观测方法与应用 ６０ ３ ０ 于锦海
１５２ ８１１１２Ｙ 现代区域发展理论与实践 ４０ ２ ０ 樊　 杰

１５３ ８１１１３Ｙ 现代地图学 ６０ ３ ０
廖　 克
齐清文

１５４ ８１２０８Ｙ 现代水文学与水资源学 ４０ ２ ０
宋献方
于静洁



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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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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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续表

序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任课教员

１５５ ８１２０９Ｙ 环境经济学 ５４ ３ ０ 甘国辉
１５６ ８１２１０Ｙ 资源经济学 ５４ ３ ０ 谷树忠
１５７ ８１２１１Ｙ 城市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４０ ２ ０ 张文忠

１５８ ８１２１２Ｙ 陆地表层系统野外实验原理与方法 ４０ ２ ０
唐登银
袁国富等

１５９ ８１２１３Ｙ 城市地理与城市规划 ６０ ３ ０ 谢正观
１６０ ８１２１４Ｙ 遥感图像处理Ａ ５４ ３ ０ 朱重光等

１６１ ８１２１５Ｙ 遥感图像处理Ｂ ５４ ３ ０
唐伶俐
姜小光

１６２ ８１２１６Ｙ 微波遥感 ４０ ２ ０
王　 超
张　 红

１６３ ８１２１７Ｙ ＧＩＳ空间分析方法 ４０ ２ ０ 裴　 韬
１６４ ８１２１８Ｙ 网络地理信息系统 ４０ ２ ０ 杨崇俊
１６５ ８１２１９Ｙ 景观空间分析与模拟 ６０ ３ ０ 张　 娜
１６６ ８１２２０Ｙ 农业与乡村发展 ４０ ２ ０ 刘彦随
１６７ ８１３０２Ｙ 生态系统模型 ２０ １ ０ 于强等
１６８ ８１３０３Ｙ 生态学研究方法 ６０ ３ ０ 牛海山
１６９ ８１３０４Ｙ 历史环境变化研究方法 ５４ ３ ０ 邵雪梅等
１７０ ８１３０５Ｙ 旅游地理 ４０ ２ ０ 牛亚菲
１７１ ８１３０６Ｙ 环境与灾害遥感 ６０ ３ ０ 宋小宁
１７２ ８１３０７Ｙ 海洋遥感 ４０ ２ ０ 林明森
１７３ ８１３０８Ｙ ＧＩＳ在资源环境研究中的应用 ６０ ３ ０ 宋现锋
１７４ ８１３０９Ｙ 资源管理与空间规划 ４０ ２ ０ 甄　 霖
１７５ ８２１０３Ｙ 环境化学 ６０ ３ ０ 叶常明

１７６ ８２２０２Ｙ 环境地球化学 ４０ ２ ０
杨忠芳
侯青叶

１７７ ８２２０７Ｙ 现代环境分析与监测 ６０ ３ ０ 黄衍初

１７８ ８２２０８Ｙ 环境水化学 ４０ ２ ０
辛宝平
刘研萍

１７９ ８２２０９Ｙ 土壤修复原理与技术 ６０ ３ ０ 崔岩山



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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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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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任课教员

１８０ ８２２１０Ｙ 固体废物资源化与管理 ４０ ２ ０ 黄　 波
１８１ ８２２１１Ｙ 清洁生产 ４０ ２ ０ 李中和
１８２ ８２２１２Ｙ 水环境模拟与系统决策 ４０ ２ ０ 王明玉
１８３ ８２３０１Ｙ 分子生物学技术在环境科学中的应用 ６０ ３ ０ 余志晟
１８４ ８３１０４Ｙ 植物营养学基本原理及其应用 ６０ ３ ０ 侯彦林
１８５ ８３２０３Ｙ 土壤地理学 ４０ ２ ０ 陈佐忠
１８６ ８３２０４Ｙ 高等土壤化学 ４０ ２ ０ 林启美
１８７ ８３２０５Ｙ 土壤生态学 ６０ ３ ０ 王淑平
１８８ ８３３０１Ｙ 植物生理生态学 ６０ ３ ０ 崔骁勇

学科专业课程
（中关村教学园区）

序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任课教员

１ ０２４００Ｚ 科学技术史 ６０ ３ ０ 刘二中
２ ２１１０３Ｚ 代数拓扑 ６０ ３ ０ 余建明
３ ２１１０６Ｚ 微分几何 ６０ ３ ０ 焦晓祥
４ ２１１０７Ｚ 泛函分析 ６０ ３ ０ 孙义静
５ ２１１０８Ｚ 偏微分方程概论 ６０ ３ ０ 张维韬
６ ２１１１０Ｚ 最优化计算方法 ６０ ３ ０ 袁亚湘
７ ２１１１１Ｚ 数值分析 ６０ ３ ０ 周爱辉
８ ２１１１２Ｚ 李群初步 ４０ ２ ０ 肖　 良
９ ２１１１３Ｚ 李代数 ４０ ２ ０ 肖　 良
１０ ２１２１３Ｚ 试验设计与分析 ６０ ３ ０ 张建方
１１ ２１２１４Ｚ 高等数理统计 ６０ ３ ０ 胡晓予
１２ ２１２１５Ｚ 组合优化 ６０ ３ ０ 郭田德

１３ ２１２１６Ｚ 有限元方法的数学基础 ６０ ３ ０
王烈衡
许学军

１４ ２１２１７Ｚ 运筹学通论 ６０ ３ ０
张汉勤
胡旭东

１５ ３１１０４Ｚ 量子统计 ６０ ３ ０ 覃绍京



１１７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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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任课教员

１６ ３１１０６Ｚ 凝聚态物理导论 ６０ ３ ０ 苏　 刚
１７ ３１１０７Ｚ 固体理论 ６０ ３ ０ 金　 彪
１８ ３１１０８Ｚ 近代固体物理分析方法 ６０ ３ ０ 刘玉龙等
１９ ３１１１１Ｚ 高等电动力学 ６０ ３ ０ 刘渝珍
２０ ３１１１３Ｚ 介观物理与纳米电子学导论 ６０ ３ ０ 郑庆荣
２１ ３１１１４Ｚ 高等数学物理方法 ６０ ３ ０ 王建雄
２２ ３１１２０Ｚ 原子核反应 ６０ ３ ０ 彭光雄
２３ ３１２０１Ｚ 群论２ ６０ ３ ０ 马中骐
２４ ３１２０３Ｚ 量子多体理论 ６０ ３ ０ 赵保恒
２５ ３１２０５Ｚ 路径积分和量子物理导引 ６０ ３ ０ 侯伯元
２６ ３１２０９Ｚ 高等半导体物理 ６０ ３ ０ 朱美芳
２７ ３１２１１Ｚ 固体材料学 ６０ ３ ０ 周玉琴
２８ ３１２１２Ｚ 理论声学２ ６０ ３ ０ 张海澜
２９ ３１２１３Ｚ 加速器物理 ６０ ３ ０ 秦庆等
３０ ３１２１８Ｚ 半导体器件物理 ６０ ３ ０ 刘丰珍
３１ ３１２２１Ｚ 规范场理论 ６０ ３ ０ 章德海
３２ ３１２２２Ｚ 粒子物理２ ６０ ３ ０ 杨茂志
３３ ３１２２５Ｚ 粒子物理和核物理实验２ ６０ ３ ０ 朱永生
３４ ３１２２６Ｚ 粒子加速器物理 ６０ ３ ０ 赵籍九等
３５ ３１２２７Ｚ 激光光谱学 ６０ ３ ０ 钟志萍
３６ ３１２２８Ｚ 光电子技术基础 ６０ ３ ０ 屈一至
３７ ３１２２９Ｚ 半导体光子学 ４０ ２ ０ 余金中
３８ ３１２３１Ｚ 半导体量子电子器件物理 ４０ ２ ０ 李国华等
３９ ３１３１６Ｚ 量子场论中的几何与拓扑 ６０ ３ ０ 杨富中
４０ ３１３１９Ｚ 同步辐射应用概论 ６０ ３ ０ 董宇辉
４１ ３２１７３Ｚ 数学物理中的渐进方法 ６０ ３ ０ 李家春
４２ ３２１７４Ｚ 连续介质力学基础 ６０ ３ ０ 王文标
４３ ３２１７５Ｚ 两相流动与热物理 ６０ ３ ０ 卢文强
４４ ３２２７３Ｚ 计算流体力学 ６０ ３ ０ 张德良
４５ ３２２７４Ｚ 弹塑性力学 ６０ ３ ０ 李晖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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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任课教员

４６ ３２２８３Ｚ 高等固体力学 ６０ ３ ０ 张年梅
４７ ３２３８１Ｚ 计算传热学 ６０ ３ ０ 王增辉
４８ ３２３８２Ｚ 旋涡运动基础 ６０ ３ ０ 余永亮
４９ ３２３８３Ｚ 高等有限元 ６０ ３ ０ 田宗漱
５０ ３３１４１Ｚ 天文数据处理 ４０ ２ ０ 曹惠来
５１ ３３１４４Ｚ 星系动力学 ６０ ３ ０ 邹志刚
５２ ３３２４４Ｚ 射电天文方法 ４０ ２ ０ 南仁东
５３ ３３２４７Ｚ 等离子体天体物理 ６０ ３ ０ 颜毅华等
５４ ３３３４１Ｚ 现代宇宙学 ６０ ３ ０ 朴云松
５５ ３３３４２Ｚ 星系天文学 ６０ ３ ０ 邹振隆
５６ ３３３４４Ｚ 高能天体物理 ６０ ３ ０ 陆　 烨
５７ ７１１０４Ｚ 排队论 ６０ ３ ０ 张汉勤
５８ ７１１０５Ｚ 高级人工智能 ６０ ３ ０ 史忠植
５９ ７１１０８Ｚ 高级计算机网络 ６０ ３ ０ 孙　 翼
６０ ７１１１０Ｚ 计算机通信网络安全 ６０ ３ ０ 徐　 静
６１ ７１２０１Ｚ 分布式多媒体计算机系统 ６０ ３ ０ 刘玉贵
６２ ７１２０２Ｚ 计算机系统性能评价 ６０ ３ ０ 苏桂平
６３ ７１２０４Ｚ 分布式操作系统 ６０ ３ ０ 夏道藏
６４ ７１２０５Ｚ 并行处理 ６０ ３ ０ 范植华
６５ ７１２０７Ｚ 计算机网络设计与性能分析 ６０ ３ ０ 王文杰
６６ ７１２１２Ｚ “数字系统的故障诊断与容错设计” ４０ ２ ０ 李晓维
６７ ７１２１７Ｚ 处理器体系结构前沿 ４０ ２ ０ 安　 虹
６８ ７１２１８Ｚ 高性能并行计算 ４８ ２ ０ 迟学斌
６９ ７１２３０Ｚ 形式语义学引论 ６０ ３ ０ 柳欣欣
７０ ７１２３２Ｚ 计算语言学 ４０ ２ ０ 刘　 群
７１ ７１２３４Ｚ 代数基础与有限域 ６０ ３ ０ 林东岱
７２ ７１２３５Ｚ 需求工程 ４０ ２ ０ 金　 芝
７３ ７１２３７Ｚ 统计学习及应用 ６０ ３ ０ 卿来云
７４ ７１２４１Ｚ 神经计算 ６０ ３ ０ 叶世伟
７５ ７１２４２Ｚ 分布式数据库系统及其应用 ６０ ３ ０ 徐俊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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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任课教员

７６ ７１２５２Ｚ 行业应用软件及软件企业管理 ４０ ２ ０ 左　 春
７７ ７１２５３Ｚ 自然语言理解 ４０ ２ ０ 宗成庆
７８ ７１２５４Ｚ 多媒体内容分析与检索 ６０ ３ ０ 王伟强
７９ ７１２７７Ｚ 计算中的随机化方法 ４０ ２ ０ 李　 宝
８０ ７１２７９Ｚ 理论密码学 ６０ ３ ０ 周展飞
８１ ７１２８３Ｚ 密码协议理论 ６０ ３ ０ 李红达
８２ ７１３１２Ｚ 椭圆曲线密码学 ６０ ３ ０ 叶顶锋
８３ ７１３１４Ｚ 安全协议的形式化分析 ４０ ２ ０ 姬东耀
８４ ７１３１５Ｚ 安全多方计算 ６０ ３ ０ 徐海霞
８５ ７１３１７Ｚ ＰＫＩ技术 ６０ ３ ０ 荆继武
８６ ７１３１８Ｚ 入侵检测技术 ６０ ３ ０ 连一峰
８７ ７１３１９Ｚ 网络攻击与防范 ４０ ２ ０ 张玉清
８８ ７１３２６Ｚ 安全信息系统概论 ４０ ２ ０ 吕述望
８９ ７２１０４Ｚ 电磁场理论及数值分析 ６０ ３ ０ 熊　 楠
９０ ７２１０５Ｚ 电力电子与现代控制 ４０ ２ ０ 郭　 伟
９１ ７２２２１Ｚ 微电子机械系统引论 ６０ ３ ０ 易卫东
９２ ７２２３４Ｚ 超导物理 ６０ ３ ０ 丘　 明
９３ ７３１０２Ｚ 近世代数 ６０ ３ ０ 翟起滨
９４ ７３１１１Ｚ 微波工程基础 ６０ ３ ０ 罗积润

９５ ７３２５７Ｚ 微波遥感理论与技术基础 ６０ ３ ０
董晓龙
张云华

９６ ７４１０３Ｚ 信号检测与估计 ６０ ３ ０ 黄志蓓
９７ ７４１０７Ｚ “现代信号处理：反卷积和图像复原” ６０ ３ ０ 邹谋炎
９８ ７４２０４Ｚ 数字图像处理 ６０ ３ ０ 李象霖
９９ ７４２０８Ｚ 现代数字通信 ６０ ３ ０

"

国防
１００ ７４２２５Ｚ 数字图像处理与图像通信 ６０ ３ ０ 王一丁
１０１ ７４２２７Ｚ ＭＥＭＳ分析与设计 ４０ ２ ０ 易卫东
１０２ ７４２３５Ｚ 数字图像处理与分析 ６０ ３ ０ 刘定生
１０３ ７４２３７Ｚ 专用集成电路设计 ６０ ３ ０ 段成华
１０４ ７４２３９Ｚ 语音交互技术基本原理 ４０ ２ ０ 杜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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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任课教员

１０５ ７５１０４Ｚ 系统辨识 ６０ ３ ０ 孙应飞
１０６ ７５１０８Ｚ 计算机控制理论及应用 ６０ ３ ０ 杜继宏

１０７ ７５２０９Ｚ “计算机图形学在生命科学中的应用” ４０ ２ ０
张晓鹏
Ｍａｒｅ Ｊａｅｇｅｒ

１０８ ７５２１１Ｚ 计算机视觉 ４０ ２ ０ 谭铁牛等
１０９ ７５２１３Ｚ 小波与滤波器设 ６０ ３ ０ 彭思龙
１１０ ７５２２２Ｚ 系统与控制理论中的线性代数 ６０ ３ ０ 燕敦验
１１１ ７５２３７Ｚ 医学图像处理与分子影像学 ６０ ３ ０ 田　 捷
１１２ ９１１０２Ｚ 高级微观经济学 ６０ ３ ０ 杨如彦
１１３ ９１１０３Ｚ 高级宏观经济学 ６０ ３ ０ 许　 健
１１４ ９１１０４Ｚ 管理运筹学 ６０ ３ ０ 尹红霞
１１５ ９１１１９Ｚ 管理统计 ６０ ３ ０ 王　 谦
１１６ ９１２０７Ｚ 营销管理 ６０ ３ ０ 赵　 红
１１７ ９１３０１Ｚ 中国经济与中国金融 ４０ ２ ０ 王　 潼
１１８ ９１３０３Ｚ 国际贸易与金融 ６０ ３ ０ 杨海珍
１１９ ９１３０６Ｚ 企业财务管理 ６０ ３ ０ 薛倚明
１２０ ９１３０７Ｚ 金融工程 ６０ ３ ０ 董纪昌
１２１ ９１３０８Ｚ 供应链物流管理 ６０ ３ ０ 龚其国
１２２ ９１３１０Ｚ 投入产出技术及其应用 ６０ ３ ０ 佟仁城
１２３ ９１３１６Ｚ 组织行为学：组织行为理论与管理技能 ６０ ３ ０ 汤超颖
１２４ ９１３２０Ｚ 应用公司理财 ６０ ３ ０ 张矢的
１２５ ９１３２２Ｚ 信用风险管理 ６０ ３ ０ 魏先华
１２６ ９１３２４Ｚ 决策支持系统 ４０ ２ ０ 唐锡晋
１２７ ９２１０４Ｚ 信息政策与法律 ４０ ２ ０ 周庆山
１２８ ９２１０６Ｚ 网络信息系统 ４０ ２ ０ 李广建
１２９ ９２２０７Ｚ 情报分析与研究 ４０ ２ ０ 李　 宏

学位与学科建设工作

【概况】２００６年，中科院研究

生院学位工作主要围绕学位授
予审核与学科建设等工作展
开。２００６年３月和７月，学位
办先后组织召开两次学位评定
委员会，共审核批准授予博士

３５０２人，硕士２６５５ 人。２００６
年我院新增６４个博士、硕士
培养点；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批准新增７个硕士学位授权
点；在国务院学位办备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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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个自主设置学科专业。
【召开学位评定委员会第二届
第六次会议】３月２５日，中国
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位评定委员
会召开了第二届第六次会议。
会议审议批准授予博士、硕士
学位１４１９ 人（其中，授予博
士学位１０２４人，授予硕士学
位３３１人，专业硕士学位６４
人）。
【召开学位评定委员会第二届
第七次会议】７月２９日，中国
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位评定委员
会召开了第二届第七次会议。
会议审议批准授予博士、硕士
学位４７３８ 人（其中，授予博
士学位２４７８人，授予硕士学
位２１４６人，专业硕士学位１１４
人）；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位授
予暂行条例》。
【建立和实施学位论文的统一
提交制度】自６月１日起，中
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实行研究生
学位论文印刷本和电子版统一
提交制度，培养单位向研究生

院图书馆提交研究生学位论
文，由研究生院图书馆统一进
行保存，并统一向学位论文国
家法定保存单位存缴。
【举行年度学位授予仪式】
２００６年９月２８日，在研究生
院玉泉路园区举行了“中国科
学院研究生院２００６年度学位
授予仪式”。研究生院学位评
定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
员，中国科学院京内外培养单
位领导、导师代表、教育干
部，以及６００余位硕士、博士
学位获得者参加了本次仪式。
【新增研究生培养点】２００６年
３月在培养点增列申报工作中，
研究生院共有３８个培养单位
申报了５０个博士培养点、３１
个硕士培养点，覆盖了４１个
二级学科。经中国科学院研究
生院学位评定委员会２００６年３
月２５日第二届第六次会议审
议，全院共新增培养点６４个，
其中，博士培养点３９个，硕
士培养点２５个。
【新增硕士学位授权点】２００６

年２月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启
动的第十批自行审核硕士学位
授权学科专业申报评审工作
中，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得
批准新增７个硕士学位授权学
科专业。
【自主设置学科专业通过国务
院学位办备案】２００６年３月研
究生院获得国务院学位办备案
通过的共有６个培养单位在７
个一级学科范围内申报的７个
自主设置学科专业。
【启动２００７年度自主设置学科
专业申报评审工作】２００６年４
月学位办组织了２００７年度自
主设置学科专业的申报评审工
作，研究生院学位评定委员会
审核通过了两个培养单位申报
的５个自主设置学科专业，并
于１２月底前上报国务院学位
办备案。
【撤销培养点、学位授权点备
案情况】２００６年研究生院撤销
备案１个博士培养点，３个硕
士培养点；拟撤销３个培养
点，５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２００６年学位授予（门类）情况

代码 学科门类
博士 硕士

学历 同等学力 合计 学历 同等学力 合计
总计

１ 哲学 ２ ２ １２ １２ １４

２ 经济学 １ １ １

４ 教育学 １４ １４ １２ ４ １６ ３０

５ 文学 ９ ９ ９

７ 理学 ２２１９ ４ ２２２３ １０１５ １９ １０３４ ３２５７

８ 工学 １１３１ １１３１ １１５９ １０９ １２６８ ２３９９

９ 农学 ３７ ３７ ４０ ０ ４０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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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学科门类
博士 硕士

学历 同等学力 合计 学历 同等学力 合计
总计

１０ 医学 ６２ ６２ １５ １５ ７７

１２ 管理学 ３３ ３３ ４２ ４０ ８２ １１５

专业
硕士
学位

工程硕士 １０８ １０８

ＭＢＡ ７０ ７０

０６年授予情况
总计 ３４９８ ４ ３５０２ ２３０５ １７２ ２６５５ ６１５７

其他形式研究生教育

【概况】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除了学术性学位研究生教育
外，还有工程硕士、ＭＢＡ等专
业性学位研究生教育。
２００６年，研究生院录取专

业学位研究生共７９７ 人，其
中，录取工程硕士新生６２５
人，工商管理硕士（ＭＢＡ）新
生１７２人（录取参加１０份全
国联考的新生５２人，录取参
加１月份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
考试的新生１２０人）。
２００６年举办１０个研究生

课程进修班班，在读人数１５４５
人，全年办理结业８５４人。

【召开专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会议】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８日和７
月１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学位评定委员会专业学位评定
分委员会分别召开了第一届第
２次和第３次会议。两次会议
通过了拟授予专业学位人员共
１７８人，其中，工程硕士１０８
人、工商管理硕士（ＭＢＡ）７０
人。１７８人均通过本年度学位
终审，获得相应专业硕士学
位。
【召开年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工作研讨会】１１月２１日—
２２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２００６年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工作研讨会在苏州召开。会议
的主要内容是：贯彻第五届全

国工程硕士研究生教育工作研
讨会会议精神，分析和研讨研
究生院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工
作。会议由研究生院学位办主
办，中科院计算所苏州分所承
办。来自全国工程硕士专业学
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处专
家、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
学研究院负责人、上海交通大
学专家、以及研究生院有关专
业学位培养学院和培养单位近
４０人参加了会议。
【调整专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人员组成】１１月，根据工作需
要，调整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
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专业学位评
定分委员会人员组成，成员共
有１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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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合 作

国际交流合作

【概况】２００６年，中科院研究
生院因公派出教职工１５９人
次，派出国家和地区主要分布
在美国、德国、荷兰、加拿
大、瑞典、法国、英国、澳大
利亚、意大利、俄罗斯、日
本、新加坡、巴西、中国香港
和中国台湾等地区。２００６年，
研究生院共接待来访外宾２２６
人次，接待人数超过历史记
录，其中包括美国前总统布什
及其夫人芭芭拉一行和美国国
家科学基金会主任Ａｒｄｅｎ Ｌ．
Ｂｅｍｅｎｔ Ｊｒ． 博士及１１名世界知
名高校校长、科研机构领导人
的来访。另有多名爱因斯坦讲
席教授来校院进行学术讲座。
２００６年７月，“国际学生

论坛”在研究生院玉泉路园区
举办，共有来自中、美、日、
澳等四国１００余名研究生参
加。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９日—１２月
１３日，受商务部委托，我校成
功举办了“葡语国家工程和基
础设施研修班”项目。２００６年
共聘请８名长期在我校工作的
外籍文教专家。

２００６年，研究生院与美国
普渡大学、北卡罗莱纳州立大
学、韩国庆北科技园和韩国
ＧＢＴＥＣ公司分别签署了学术交
流合作协议。中—德国际联合
培养研究生项目、中—荷联合
培养研究生项目、中国科学院
研究生院———澳大利亚ＢＨＰ
Ｂｉｌｌｉｔｏｎ研究生奖学金项目、国
际学生论坛、澳大利亚科技论
文写作培训项目、中国科学院
研究生院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的学术研讨会等项目正在稳健
实施过程中。
２００６年，研究生院共举办

国际学术会议８项，会议名称
和举办日期如下：
【名誉教授授予】２００６年５月
２２日下午，研究生院在中关村
园区举行仪式，授予美国国家
科学基金会主任Ａｒｄｅｎ Ｌ． Ｂｅ
ｍｅｎｔ博士研究生院名誉教授学
衔。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
研究生院院长白春礼院士亲自
向Ｂｅｍｅｎｔ博士颁发了证书。
Ａｒｄｅｎ Ｌ． Ｂｅｍｅｎｔ博士，现任美
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是美
国工程院院士及艺术科学院研
究员，美国总统和国会政策顾
问团成员。Ｂｅｍｅｎｔ主任在研究
生院的留言簿上欣然题词：

“中国是一个充满奇迹的地方，
中科院研究生院是最伟大奇迹
之一。致身于青年人的教育是
最高尚的事业，我很高兴成为
这个伟大集体中的一员。”
２００６年研究生院授予的名

誉学衔还有美国杜克大学Ｆｕ
ｑｕａ商学院院长Ｂｒｅｅｄｅｎ （名誉
教授，１月１６日），必和必拓
（ＢＨＰ Ｂｉｌｌｉｔｏｎ）公司前副总裁、
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工程院
院士Ｂｏｂ Ｗａｔｔｓ教授（顾问教
授，１０月１８日）。
【开展中—荷联合培养博士研
究生项目】 ４ 月２５ 日上午，
“中—荷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项目”评审会议在研究生院玉
泉路园区举行。本次共收到来
自中科院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１６
份申请，内容涉及地学、物
理、化学、天文学、生物学、
心理学、材料学、管理学等多
个学科专业。有６份申请最终
入选。“中—荷联合培养博士
生项目”是面向中科院所有研
究生培养单位的国际合作交流
项目，中科院国际合作局委托
我校组织实施。根据协议，荷
方每年将资助６名中方博士生
赴荷兰研究深造，每人每年获
得荷方资助金额为１３２００ 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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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第一轮“中—荷联合培养
博士研究生项目”已于２００５
年付诸实施。
【举办中、美、日、澳四国学
生论坛】６月３０日，中科院研
究生院举办了“２００６国际学生
论坛”。来自美国、日本、澳
大利亚和中国的约１００名研究
生参加了该论坛。本届论坛为
期三天，主题集中医学、生物
学等领域。参加论坛的各国学
生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实验
经验分别进行１５分钟的学术
报告。
【开展澳大利亚科技论文写作
培训项目】６月１９—２３日，在
澳大利亚ＢＨＰ Ｂｉｌｌｉｔｏｎ公司资
助下，５名澳大利亚专家来研
究生院开展科技论文写作培训
项目。该项目旨在通过课堂教
学的形式，介绍世界知名科研
杂志的收文原则和形式标准，
提高科研工作者的写作技巧，
增强论文作者的资料收集和使

用能力。项目总共持续一周，
约有１２０余名学生和教师参加
了课程培训，项目将持续实施
３年。
【与美国普渡大学签署合作协
议】１０月２３日下午，研究生
院与美国普渡大学签署《中国
科学院研究生院与美国普渡大
学合作备忘录》。根据协议，
双方将开展学者、学生、职员
交换项目、联合培养研究生项
目以及其他科研合作项目。
【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
签署合作协议】１０月２４日下
午，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
教务长兼副校长Ｌａｒｒｙ Ａ Ｎｉｅｌｓ
ｅｎ教授等一行４人来研究生院
考察访问。双方签署了《中国
科学院研究生院与美国北卡罗
莱纳州立大学合作备忘录》。
双方约定，将在教育、科研及
其他相关领域开展学术交流活
动，内容包括教师、学者和学

生的交换项目以及与教学、科
研合作领域相关资料的交流等
活动。
【“葡语国家工程和基础设施研
修班”开学】１１月２９日，由
中科院研究生院承办的国家援
外培训项目“葡语国家工程和
基础设施研修班”正式开学。
来自安哥拉、葡萄牙、巴西、
佛得角、莫桑比克、东帝汶等
６个葡语国家的１４名政府官员
和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培训。
本次培训内容主要包括：介绍
中国工程建设成就、北京奥运
工程展示、城市发展规划与市
政建设、中国科技园区规划与
建设、参观国家大剧院、赴广
西实地考察中国古代杰出工程
灵渠等。培训班是经中华人民
共和国商务部批准，研究生院
承办的第三个援外项目。这是
中国首次针对葡语国家官员开
展此类培训工作。

２００６年“中—荷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入选名单

中方项目申请人 单位 项目名称

１ 董　 鸣 植物所 Ｌａｒｇｅ ｗｏｏｄｙ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ｄｒｙ ｍｏｂｉｌｅ ｓａｎｄｓ － ｌｉｆ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ｒａｉｔｓ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２ 张志东 沈阳金属所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ｐｉｎ ｉｎ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ｉｌｍｓ ａｎｄ ｈｙｂｒｉｄｓ
ｏｆ ｍａｎｇａｎｉｔｅ ｏｘｉｄｅｓ

３ 陈学思 长春应化所 Ｓｔｅｒｅ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ｐｏｌｙｍ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ｓｏ － ｌａｃｔｉｄｅ
ａｎｄ ？ － ｂｕｔｙｒｏｌａｃｔｏｎｅ

４ 吕永龙 生态环境中心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ｕｄｉｔｉｎｇ 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５ 杨维才 遗传发育所 Ｒｈｉｚｏｂｉｕｍ － ｒｉｃｅ 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

６ 罗　 劲 心理所 Ｂｒｉｄ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ａｐ ２：ｈｏｗ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ｌ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ｌｏｂ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ｇｕｏｕｓ 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 ｍｅｍｏ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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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外国文教专家名单

姓名 性别 国籍 合同期限

Ｃｒａｉｇ Ｒｏｇａｎ 男 美国 ２００６ ９ １—２００７ ７ ２０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Ｊｏｓｅｐｈ Ｃｏｎｂｏｙ 男 美国 ２００６ ９ １—２００７ ７ ２０
Ｒｙａｎ Ｈ Ｐｏｐｅ 男 美国 ２００６ ２ １５—２００７ １ ３０

Ｈｏｗｅ Ｔｅｏｎｇ Ｈｅａｎ，Ｊａｒｒｏｄ 男 新加坡 ２００６ ９ １—２００７ ７ ２０
Ｗａｙｎｅ Ｃｈｖｅｓｔｕｉｋ 男 美国 ２００６ ９ １—２００７ ７ ２０
Ａｌｙｃｉａ Ｊｏｙ Ｊｏｒｇｅｎｓｅｎ 女 美国 ２００６ ９ １—２００７ ７ ２０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ａｔｈｅｓｏｎ 男 英国 ２００６ ９ １—２００７ ７ ２０
朱　 菁 男 加拿大 ２００３ １０ ３１—２００６ １０ ３１

留学生工作

【概况】２００６年，中国科学院
研究生院留学生和港澳台学生
工作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强化留学生和港澳台学生的管
理；修订和完善招生、培养、
管理等有关文件；加大力度进
行安全教育；对全体留学生和
港澳台学生实行医疗保险制度；
实现管理信息化；对来华留学

生保险实行全员保险确认制。
２００６年，新生报到人数

３３人，其中：博士２２人，高
级进修生９人。在校来华留学
生人数共１００人，来自１９个国
家（美国、德国、法国、英
国、西班牙、瑞典、希腊、加
拿大、克罗地亚、日本、韩
国、朝鲜、巴基斯坦、埃及、
孟加拉国、斯里兰卡、泰国、
印度、越南），分布在４２个培
养单位。其中：博士８２ 人，
硕士（含ＭＢＡ）７人，高级进

修生１０人，普通进修生１人。
２００７年度来华留学生毕业３
人，结业６人。
２００６年，新生报到人数

１０人，其中：博士９人，硕士
１人。在学港澳台学生人数共
４８人，其中：博士２４人，硕
士２４人。２００６年港澳台学生
毕业１人。
２００６年，留学生和港澳台

学生中有６人获得中国政府奖
学金，３７人获研究生院奖学
金，４５人获外国政府奖学金。

２００６年在学来华留学生统计

序号 学习单位 博士 硕士 高级
进修生

普通
进修生小计

１ 动物研究所 ８ ８

２ 微生物研究所 ５ ３ ８

３ 软件研究所 ６ １ ７

４ 物理研究所 ６ ６

５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４ １ ５

６ 化学研究所 ４ ４

７ 金属研究所 ３ １ ４

８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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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学习单位 博士 硕士 高级
进修生

普通
进修生小计

９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３ １ ４

１０ 华南植物园 ３ ３

１１ 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３ ３

１２ 研究生院管理学院 ３ ３

１３ 高能物理研究所 １ １ ２

１４ 过程工程研究所 ２ ２

１５ 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２ ２

１６ 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２ ２

１７ 昆明植物研究所 ２ ２

１８ 理论物理研究所 ２ ２

１９ 南海海洋研究所 ２ ２

２０ 生物物理研究所 ２ ２

２１ 水生生物研究所 ２ ２

２２ 研究生院人文学院 １ １ ２

２３ 植物研究所 １ １ ２

２４ 半导体研究所 １ １

２５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１ １

２６ 大气物理研究所 １ １

２７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１ １

２８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１ １

２９ 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１ １

３０ 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 １ １

３１ 海洋研究所 １ １

３２ 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１ １

３３ 计算技术研究所 １ １

３４ 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 １ １

３５ 南京土壤研究所 １ １

３６ 微电子中心 １ １

３７ 心理研究所 １ １

３８ 研究生院数学系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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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习单位 博士 硕士 高级
进修生

普通
进修生小计

３９ 研究生院物理科学学院 １ １

４０ 研究生院信息和工程学院 １ １

４１ 自动化研究所 １ １

４２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１ １

合　 　 计： ８２ ７ １０ １ １００

２００６年在学港澳台学生统计表

序号 学习单位 博士 硕士 小计

１ 管理学院 １７ ９ ２６

２ 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１ １２ １３

３ 大气物理研究所（全日制２人） ２ １ ３

４ 武汉病毒研究所（全日制２人） ２ ２

５ 国家天文台 １ １

６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１ １

７ 文献情报中心（全日制１人） １ １

８ 理论物理所（全日制１人） １ １

合计： ２４ ２４ ４８

２００６年度中国政府奖学金获得者名单

序号 护照姓名 性别 国籍 学生类别 学习单位

１ ＤＩＬＩＰ ＫＵＭＡＲ ＢＩＳＷＡＳ 男 孟加拉国 博士 植物研究所
２ ＫＩＴＡＭＵＲＡ ＴＡＫＡＳＨＩ 男 日本 博士 软件研究所
３ ＳＹＥＤ ＦＡＷＡＤ ＭＵＳＴＡＦＡ 男 巴基斯坦 博士 软件研究所
４ ＹＯＵＳＳＥＦ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ＯＭＡＲ 男 埃及 博士 动物研究所
５ ＩＶＡＮ ＪＡＫＯＶＬＩＣ 男 克罗地亚 博士 水生生物研究所
６ ＴＨＡＮＫＡＲＡＪ ＡＬＰＨＯＮＳＡＬ ＪＯＳＥＰＲＩＹＡ 女 印度 博士 海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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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度中国科学院奖学金获得者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国籍 培养单位名称

１ ＫＩＭ ＤＡＥＣＨＵＮ 男 韩国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２ ＹＯＵＳＳＥＦ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ＯＭＡＲ 男 埃及 动物研究所
３ Ｓａｉｍａ Ｍｕｔｉ 女 巴基斯坦动物研究所
４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ＱＡＤＥＥＲ ＡＦＺＡＬ ＭＡＬＩＫ 男 巴基斯坦高能物理研究所
５ ＰＡＲＯＭＩＴＡ ＣＨＡＫＲＡＢＯＲＴＹ 女 印度 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６ ＳＩＶＡＪＩ ＰＡＴＲＡ 男 印度 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
７ Ｙｏｎｇ － Ｊｉｎ Ｋｗｏｎ 男 朝鲜 过程工程研究所
８ Ｓａｊｊａｄ Ｓａｒｗａｒ 男 巴基斯坦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９ ＲＵＥＮＲＯＥＮＧＫＬＩＮ ＮＥＵＮＧＮＡＰＡ 女 泰国 华南植物园
１０ ＬＥ ＶＩＥＴ ＬＡＭ 男 越南 华南植物园
１１ ＪＩＮＧＹＵ ＳＨＩ 男 美国 华南植物园
１２ Ｓｕｐａｋｉｔ Ｗａｎａｓｉｔｈ 男 泰国 华南植物园
１３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ＩＱＢＡＬ 男 巴基斯坦金属研究所
１４ ＤＡＧＨＦＡＬ ＪＯＨＮ ＰＡＵＬ 男 美国 金属研究所
１５ Ｅｄｗａｒｄ Ｇａｕｎｔｌｅｔｔ Ｏｂｂａｒｄ 男 英国 金属研究所
１６ ＯＨ ＳＯＯＮ ＯＫ 女 韩国 昆明植物研究所
１７ ＢＪＯＲＮ ＨＥＩＳＥ 男 德国 南海海洋研究所
１８ ＲＡＶＩ ＫＵＭＡＲ ＭＥＮＡＳＡＧＥＲＥ ＳＨＩＶＡＮＮＡ 男 印度 南海海洋研究所
１９ Ｊｅｒｅｍｙ Ｌａｍｄｏｎ Ｄａｒｉｌｅｋ 男 美国 南京土壤研究所
２０ ＳＹＥＤ ＦＡＷＡＤ ＭＵＳＴＡＦＡ 男 巴基斯坦软件研究所
２１ ＴＡＫＡＳＨＩ ＫＩＴＡＭＵＲＡ 男 日本 软件研究所
２２ ＡＢＤＥＬ － ＬＡＴＩＦ ＨＥＳＨＡＭ ＡＢＤＥＩ － ＬＡＴＩＦ 男 埃及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２３ ＷＡＮＧ ＢＵＵ ＴＨＡＮＨ 男 瑞典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２４ Ｙｕｋｉ Ｈａｓｈｉ 男 日本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２５ ＬＥＥ ＪＡＥ ＨＷＡ 男 韩国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２６ ＩＶＡＮ ＪＡＫＯＶＬＩＣ 男 克罗地亚水生生物研究所
２７ Ｍｙｏｎｇ Ｃｈｏｌ Ｒｙｕ 男 朝鲜 微生物研究所
２８ ＮＡＢＩＬ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ＥＬＳＨＥＥＲＹ 男 埃及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２９ ＳＡＷＡＴ ＳＡＮＩＴＪＡＮ 男 泰国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３０ ＴＲＡＮ ＸＵＡＮ ＣＵＯＮＧ 男 越南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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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国籍 培养单位名称

３１ ＳＡＭＡＲ ＡＢＤ ＥＬＡＺＩＺ ＯＭＡＲ 女 埃及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３２ Ｃｈｉｅｈ － Ｙｕ Ｙｅｈ 男 加拿大 心理研究所
３３ Ｊａｙａｓｉｎｇｈａ Ａｒａｃｈｃｈｉｇｅ Ｐｒｉｙａｎｔｈａ 男 斯里兰卡研究生院人文学院
３４ ＤＩＬＩＰ ＫＵＭＡＲ ＢＩＳＷＡＳ 男 孟加拉国植物研究所
３５ ＫＵＢＯ ＴＥＲＵＹＵＫＩ 男 日本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３６ ＳＡＩＭＡ ＭＵＴＩ 女 巴基斯坦动物研究所
３７ ＹＯＮＧ － ＪＩＮ ＫＷＯＮ 男 朝鲜 过程工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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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 部 培 训

【概况】２００６年，中共中国科
学院党校（培训部）工作的重
心是：（１）发挥中共中国科学
院党校（培训部）干部培训的
主渠道作用，承担中科院党员
领导干部与管理骨干的培训任
务，举办所局级党员领导干部
特训班和处级党员管理骨干进
修班，着力提高中科院科研院
所党员领导干部的理论素养、
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和党性修
养能力；（２）开展面向中科院
干部队伍的系列管理培训工
作，提升科研院所管理者队伍
的综合素质和管理能力；（３）
发挥中科院党校干部培训和继
续教育的品牌优势，开展中科
院继续教育培训规划和相关领
导力、继续教育课程体系等研
究课题，持续增强在中科院干
部培训和继续教育方面主渠道
作用的发挥。

中共中国科学院党校于
２０００年５月１０日正式恢复成
立，是中国科学院中高级党员
领导干部学习、研究、宣传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的重要阵地，也是党员领导干
部进行党性锻炼的熔炉，在提
高科学院党员领导干部的理论

素养、世界眼光、战略思维、
党性修养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

中国科学院党校在教学管
理上属中央党校中央国家机关
分校系统，中国科学院党校学
员同时也是中央党校学员，毕
业时颁发中央党校校长签章的
中央党校毕业证书。中国科学
院党校现依托于中国科学院研
究生院开展教学工作。２００６年
９月，中科院党校由中科院研
究生院雁栖湖园区迁址玉泉路
园区。
２００６年，中国科学院党校

由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方新
同志任校长；院党组成员、副
秘书长何岩同志任常务副校
长；中科院研究生院副院长苗
建明同志任副校长。

作为中科院干部马克思主
义理论教育的主渠道，自２０００
年到２００６年，党校共举办十
期处级党员管理干部脱产学习
进修班，培训学员３１４名；举
办所局级党员领导干部特训班
五期，培训学员１２２名，以上
学员均获中央党校毕业证书。
此外，２００６ 年，党校（培训
部）共举办中科院各级管理干
部、科研人员培训班２０班次，

共培训学员１７６９人次。
【承办中央党校国家机关分校
教学管理人员上岗培训班】３
月２９日至３１日，中央党校国
家机关分校教学管理人员上岗
培训班在研究生院雁栖湖园区
举办，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各党
校班、直属班的２９名教学管
理人员参加了培训学习。培训
班目的在于提高中央国家机关
分校系统新上岗教学管理人员
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了解党校
工作，热爱党校工作，熟悉党
校作。培训采取教师专家授
课、案例研讨、小组讨论、全
班交流等教学方式，并辅之以
拓展训练等活动。培训达到了
预期的效果。
【举办中科院京区研究所支部
书记上岗培训班】４月６日至
７日，中科院京区党委与中科
院党校在中关村研究生院青年
公寓联合举办中科院京区研究
所支部书记上岗培训班，来自
京区研究所的１３８名新任党支
部书记参加了培训学习。培训
班目的在于通过学习，进一步
了解和掌握了在新的形势下做
好党支部工作的内容、程序和
方法，增强新任党支部书记工
作的责任感。培训采取专家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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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小组讨论等教学方式，培
训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举办中科院京区研究所支部
书记提高班】４月１３日至１４
日，中科院京区党委与中科院
党校在中关村研究生院青年公
寓联合举办中科院京区研究所
支部书记提高班，来自京区研
究所的１６５名任职满一届的支
部书记参加了培训学习。培训
班目的在于通过学习，使支部
书记了解和掌握新形势下如何
改进和完善党支部工作，进一
步提高党支部书记工作的责任
感和工作技能。培训采取专家
授课、小组讨论、经验介绍等
教学方式，培训达到了预期的
效果。
【举办中科院京区研究所科研
骨干党的知识培训班】４月２１
日，中科院京区党委与中科院
党校在中关村联合举办中科院
京区研究所科研骨干党的知识
培训班，来自京区研究所的３５
名科研骨干中的入党积极分子
参加了培训学习。培训班目的
在于通过学习，使入党积极分
子进一步端正入党动机，提高
思想政治素质和理论修养，促
进入党积极分子更快成长，不
断地把符合党员条件的科研骨
干和其他先进分子吸收到党组
织中来。培训采取领导座谈与
专家授课相结合的教学方式，
培训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举办中科院党外中青年骨干
培训班】４月２２日至２４日，
中科院京区党委与中科院党校
在研究生院雁栖湖园区联合举
办中科院中科院党外中青年骨
干培训班，来自中科院系统的
３２名党外中青年骨干参加了培

训学习。培训班目的在于通过
学习，使党外中青年骨干学习
理论，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在实践中自觉地把共产党领导
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
持好、完善好、落实好，树立
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识和参政
意识。培训采取专家授课、小
组讨论、经验介绍等教学方
式，培训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举办中科院党校第五期所局
级领导干部特训班、第十期党
员管理骨干进修班】５月９日
至７月２９日，中科院党校第五
期所局级领导干部特训班在研
究生院雁栖园区举办，来自中
科院机关、各分院、研究所的
１６名所局级领导干部和３２名
处级管理骨干参加了此次学
习。教学以“三基本”、“五当
代”、科研院所党的建设为主
要学习内容。采用自学为主和
读原著为主，加强研讨和交
流，倡导研究式学习的教学方
法。目的是使学员进一步提高
理论学习的系统性、针对性、
实效性，增强其思想政治素质
和忠实实践“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提升
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党性修
养、科技创新能力。全部学员
撰写提交毕业论文并全部顺利
毕业，获中央党校毕业证书。
【方新为党校班学员作责任、
要求、学习专题报告】５月１０
日上午，在研究生院雁栖园
区，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
中国科学院党校校长方新为
２００６年中科院党校进修班学员
作了题为《责任、要求、学
习》的报告，报告着重从党校
学员应承担的责任、对党员领

导干部的要求、对党校学员的
学习要求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
阐述。中科院党校第五期所局
级领导特训班和第十期党员管
理骨干进修班的６２名学员出
席并听取了报告。
【井冈山上回顾红色党史烈士
墓前重温入党誓词】６月８日
至１２日，为加强党性锻炼，坚
定理想信念，中科院党校２００６
年领导干部进修班一行４３人，
赴井冈山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革
命传统教育的现场教学。学员
们聆听了井冈山干部学院老师
做的《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几个
重大问题》专题报告，参观了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茨坪毛泽
东旧居、红四军第一次党代会
会址、黄洋界哨口等革命遗址。
在井冈山烈士陵园，党校还组
织学员进行了庄严肃穆的敬献
花篮和重温入党誓词活动。学
员们接受了一次生动形象的党
史教育，更加坚定了大家对共
产主义的信仰。
【举办中科院新疆企业家经济
管理培训班】６月１９日至３０
日，第四期新疆昌吉企业家经
济管理干部培训班在研究生院
雁栖园区举办，来自新疆昌吉
州的４３名县级领导、企业家
和经济管理干部参加了此次培
训。培训以领导科学、企业战
略、核心竞争力等为主要内
容，采用专家授课、交流研
讨、参观调研等教学方式。目
的是使学员们通过培训，能够
更新管理理念，拓展理论视
野，提高科技创新和驾驭市场
经济的能力，以增强地方自主
创新能力，推动当地制造业、
农产品深加工、传统工业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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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升级、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
等。４３名学员领取结业证书并
顺利结业。
【举办中科院研究生院研究生
导师培训班】７月１１日至１３
日，中科院研究生指导教师研
讨班在研究生院雁栖园区举
办，来自科学院京内外各研究
所的近９３名研究生指导教师
参加了此次研讨。培训以研究
生素质教育、研究生心理卫生
及研究生教育的质量评估等为
主要内容，采用听专题报告、
经验交流、主题研讨等教学方
式。目的是通过学习，进一步
加强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建
设，提高研究生指导教师教书
育人的能力，加强研究生导师
之间交流与合作，进而推进中
科院研究生院研究生教育质量
的提高。９３名研究生指导教师
顺利结业并领取结业证书。
【举办中科院２００６年培训培训
者学习班】７月１９日至２２日，
中科院培训培训者学习班在研
究生院雁栖园区举办，来自中
科院各科研院所人事教育处负
责人和相关工作人员共４６人
参加了培训。培训以培训五环
节、案例交流和培训命题实操
演练等为主要内容，采用听专
题报告、经验交流、主题研讨
等教学方式。目的是通过培
训，提高我院培训工作者的培
训能力和技巧，帮助他们掌握
现代培训工作中的一般规律，
以提高培训工作的实效性和针
对性，并促使我院各单位的培
训工作逐渐走向规范化、职业
化和科学化。４６名学员全部顺
利结业。
【举办中科院纪检监察审计培

训班】８月２８日至９月１日，
中科院纪检监察审计培训班在
研究生院雁栖园区举办，来自
中科院院属单位的新任纪委书
记、副书记等共计５０名学员
参加了培训，此次培训以我院
惩防体系建设、纪检监察实
务、内部审计理论与实践、基
本建设项目管理等为主要内
容，采用领导授课、参观调
研、交流研讨等方式，目的是
让培训者通过学习，能够了解
我院纪检监察的实际情况，认
识到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不
断提升自己的防腐意识，提高
自身防腐拒变的能力，努力做
好本职工作，为我院的廉政建
设作贡献。５０名学员全部顺利
结业。
【举办中科院企业支部书记培
训班】９月２２日，中科院企业
支部书记培训班在京举办，来
自京区各企业的支部书记共
１２０人参加了培训，此次培训
以企业支部建设理论与实践、
支部书记的素质要求、如何做
好党支部作为主要内容，采用
形势报告、专家授课、经验交
流、研讨等形式。目的是通过
学习，使学员了解目前我院党
建的基本情况，拓展支部建设
的理论知识，积累工作经验，
提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不断
推进本部门的党建工作。１２０
名学员全部顺利结业。
【举办中科院所局级领导〈江
泽民文选〉学习班】中科院所
局级领导干部《江泽民文选》
第一期和第二期学习班分别于
９月２６日—２９日、１０月２５日
—２７日在京举办，来自中科院
系统的５３名所长、党委书记

参加了培训。此次培训以《江
泽民文选》为主要学习内容，
采用院领导和中央党校知名专
家授课、交流研讨的教学方
式。目的是通过培训，使培训
者深刻认识学习《江泽民文
选》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江
泽民同志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思
想和理论观点，进一步增强贯
彻落实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
性，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切实提高领导改革发展稳
定的本领，推动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各项任务的落实与切实提
高领导科技创新、建设创新型
国家的能力。２７名学员全部顺
利结业。
【举办中科院京区入党积极分
子党的知识培训班】９月２８日
至２９日，中科院（京区）第
二十二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
在研究生院中关村园区举办，
来自科学院京区各科研院所的
单位科研、教师、管理等岗位
的工作骨干和在读研究生中的
４２０名入党积极分子参加了此
次培训。培训以《中国共产党
章程》，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等为内
容，采用专家授课、经验交
流、研讨等形式。目的是帮助
学员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
值观、人生观，积极引导他们
对自身理想信念的追求，加强
他们对党的基本知识、基本理
论的了解，端正他们的入党动
机，并在今后的工作学习中以
一个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
己，做工作上的模范，学习上
的标兵，争取在思想和行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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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积极入党。４２０名学员递交
学习心得并顺利结业。
【举办中科院第２１期所局级领
导干部上岗培训班】９月４日
至１６日，中科院第２１期所局
级领导干部上岗培训班在研究
生院雁栖湖园区举办，来自中
科院机关、研究所和企业的５９
名局级领导干部参加了培训学
习。培训班目标定位于“加快
角色转变，提升领导能力”，
主要从“形势与任务”、“领导
角色与领导能力”、“科技管理
实践”三大块设计培训课程，
采取教师专家授课、案例研
讨、小组讨论、全班交流等教
学方式，并辅之以拓展训练等
活动。培训班５９名学员撰写
提交结业论文并顺利结业。
【举办中科院科技处长培训班】
１０月８日至１１日，中国科学
院综合计划局、战略规划局与
中科院党校联合举办的中科院
科技处长２００６年研讨培训班
在研究生院雁栖湖园区举行，
来自院属单位的１４１名科技处
长参加了培训。中科院秘书长
李志刚、战略规划局局长潘教
峰出席开班仪式并为学员授
课。培训班开班仪式由综合计
划局吕永龙副局长主持，中科
院研究生院副院长苗建明出席
了开班仪式。本次培训班为期
３天，旨在进一步落实新的科
技发展观，了解国家和中科院
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最新进
展，并通过深入的研讨和交
流，不断提高科技处长的工作
能力和水平，更好地为创新工

程服务。
【举办中科院京区研究所青年
干部培训班】１０月９日至１２
日，中科院京区党委与中科院
党校在河北涿州联合举办中科
院京区研究所青年干部培训
班，来自京区研究所的２９名
后备青年干部参加培训学习。
培训班目的在于通过学习，提
高年轻干部的责任意识和角色
把握能力，按照中央和院党组
的要求加强年轻干部的党性修
养，不断提高其理论素养和工
作能力，促进年轻干部健康成
长。培训采取专家授课、小组
讨论、经验介绍等教学方式，
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协办中科院“百人计划”国
情院情学习班】１１月７日至９
日，中国科学院第四届“百人
计划”国情、院情学习研讨班
在北京举行，共有来自６２个
研究所的１３５位“百人计划”
入选者参加了研讨班的学习。
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常务
副院长白春礼在研讨班开班仪
式上与全体学员亲切见面并发
表了重要讲话。本次研讨班邀
请了院党组成员、秘书长李志
刚、战略规划局局长潘教峰、
人事教育局副局长李和风分别
做专题讲座。同时还特别邀请
到国家科学技术部、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有关负责同
志针对国家科技中长期发展规
划、国家９７３计划、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概况及项目资助格
局等内容做了专题报告。
【举办中科院人事处长培训班】

１１月２７日至３０日，中国科学
院人事教育局与中科院党校联
合举办的中科院人事处长培训
班在上海举行，来自院属单位
的１３０名人事处长参加了培
训。培训主题是“必须进一步
推动中国科学院创新三期人事
人才工作的改革和创新”。通
过培训，使人事处长了解、熟
悉国家与我院相关的人事政策
与法规，薪酬与社保管理制
度、人才政策与管理，从而准
确把握国家和院的各项方针政
策；同时通过人力资源管理的
培训，使人事处长逐步掌握现
代人力资源管理的观念和方
法，提高人事处长的业务能力
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促使
我院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更科
学、更规范。
【培训课题研究】２００６年，研
究生院培训部（党校办公室）
参与中国科学院院长基金课题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可持续
发展机制与模式”研究，同时
开展“中国科学院继续教育课
程体系研究”、“领导力”课题
研究工作，进展顺利，阶段性
研究成果已刊发在《科学学和
科学技术》和《科学新闻》等
期刊上。另外，培训部重点就
中国科学院所局级领导干部上
岗培训班进行全面回顾和总
结，并深入开展培训调研和座
谈，就科学院所局级领导干部
的重点培训项目撰写、提交分
析报告和培训总结，上报中科
院党校校务委员和人事教育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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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培训项目执行信息表

序号 培训班名称 时间 人数

１ 中科院第２１期局所级领导干部上岗培训班 ９月４日—９月１６日 ５９

２ 中科院党校第五期局所级领导干部特训班 ５月９日—７月２９日 １６

３ 中科院党校第十期党员管理骨干进修班 ５月９日—７月２９日 ３２

４ 中央党校国家机关分校教学管理人员上岗培训班 ３月２９日—３１日 ２９

５ 中科院京区研究所支部书记上岗班 ４月６日—７日 １３８

６ 中科院京区研究所支部书记提高班 ４月１３日—１４日 １６５

７ 中科院京区研究所科研骨干党的知识培训班 ４月２１日 ３５

８ 中科院党外中青年骨干培训班 ４月２２日—２４日 ３２

９ 中科院新疆企业家经济管理培训班 ６月１９日—３０日 ４３

１０ 中科院研究生院研究生导师培训班 ７月１１日—１３日 ７４

１１ 中科院２００６年培训培训者学习班 ７月１９日—２２日 ４６

１２ 中科院纪检监察审计培训班 ８月２８日—９月１日 ５０

１３ 中科院企业支部书记培训班 ９月２２日 １２０

１４ 中科院所局级领导《江泽民文选》第一期学习班 ９月２６日—２９日 ２７

１５ 中科院京区入党积极分子党的知识培训班 ９月２８日—２９日 ４２０

１６ 中科院科技处长培训班 １０月８日—１１ １４１

１７ 中科院京区研究所青年干部培训班 １０月９日—１２日 ２９

１８ 中科院所局级领导《江泽民文选》第二期学习班 １０月２５日—２７日 ２６

１９ 中科院“百人计划”国情院情学习班 １１月７日—９日 １４５

２０ 中科院人事处长培训班 １１月２７日—３０日 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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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管理

【概况】２００６年度，研究生院
的综合管理工作继续围绕学校
的中心工作开展，把高效承办
事务，全面搞好服务，作为工
作重心，确保学校各项工作顺
利开展。院办公室是作为履行
综合管理工作职能的部门，在
２００６年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
着力树立形象意识、服务意
识、规范意识和学习意识，认
真履行学校领导的参谋助手、
学校上传下达的信息枢纽、部
门院系工作的综合协调、各项
工作的督促落实及对内对外、
对上对下服务的各项职能，努
力建设规范、高效、成熟的学
习型、服务型部门。
２００６年研究生院院办公室

具体负责草拟学校党委、行政
工作计划、工作总结，各类上
报材料，各类活动的领导讲话
稿、主持词，各种会议大量的
文字材料，对外联络的信函等
文稿。完成全院收文的统一处
理，其中：中科院及各部委的
来文１０００余件，各部门报送
院领导的请示、报告１００ 余

件。完成全院发文的统一处
理，其中：上行文１６０件，下
行文２９８件。综合协调全校性
会议、活动组织，完成１５次
党委会、３６次院长办公会及
１６次院系负责人例会的会务工
作，征集会议议题、记录会议
内容、整理会议纪要，协调安
排３５周会议活动。整理编印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规章文
件汇编（五）》，编辑《中国科
学院研究生院年鉴》２００５卷和
２００６卷， 《北京市教育年鉴》
２００５卷、 《中国科学院年鉴》
２００６卷、《北京市石景山年鉴》
１９９６—２００４年卷等的研究生院
部分。管理使用院章、法人章
及党委印章７００余次，启用新
印章４枚，备案院级合同５５份
并存档，核发党政介绍信４０
余份，出具事业法人证书副本
和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包括
复印件）５６人次。接收各部门
移交文件档案１２５６件，接收
学生入学登记表共６４盒，分
类整理组卷１２５卷。完成我校
ＡＲＰ所级系统实施小组与北京
分院、Ａ办以及核心团队的沟
通，以及各模块间的工作协
调。法律顾问室提供法律服
务，其中代理诉讼１件，代理

非诉讼、非仲裁案件２件，起
草、审查、修改法律文件６０
余份，为学校有关部门和个人
提供咨询数十次。积极开展国
内合作，规范招投标管理，审
核招标项目１７项，金额超过
６００万元。
【校领导班子通过届中考核】５
月１８日，研究生院召开“领
导班子届中考核述职报告会暨
党委工作考评会”。校领导班
子分别从行政业务和党委工作
两个方面做了总结。行政业务
工作总结包含主要成就、存在
问题和今后主要任务３个方
面，党委工作总结包含先进性
教育活动、党的组织建设、思
想建设和作风建设４个方面。
中科院党组对我校工作给予充
分肯定，要求领导班子和领导
干部要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
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群众
能信得过。中科院北京分院考
核组与我校部分师生１００余人
参加会议。
【召开研究生院第一次工作会
议】７月１８—１９日，研究生院
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会议主
题是“更新观念、规范管理，
推进我院研究生教育的创新与
发展，进一步提高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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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知识创新工程，并争取在
创新教育中发挥先导与示范作
用”。会议总结研究生院更名
成立５年来工作，表彰优秀教
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４００人，
举办研究生教材首发式。来自
研究生院领导、教师和培养单
位代表２００人参加会议。
【印发员工通讯录】１月，研
究生院首次印发《中国科学院
研究生院员工通讯录》，涵盖
各单位、部门以及离退休人员
７００余人，收录办公电话、住
宅电话、移动电话、电子信箱
等内容。
【启动贯彻实施公共事务管理
标准工作】３月６日，研究生
院成立贯彻公共事务管理标准
工作小组，组织中国科学院公
文、档案、安全、信息宣传等
公共事务管理试行标准的宣传
贯彻工作，提升管理水平。
【规范玉泉路园区建筑物称谓】
３月１０日，研究生院印发《关
于规范玉泉路园区建筑物称谓
的通知》 （院发办字〔２００６〕
２６号），规范玉泉路园区内各
主要建筑物的称谓。
【印发教育通讯录】５月１０日，
研究生院印发《中国科学院研
究生院教育通讯录》，涵盖研
究生院本部各教育业务部门和
院系、５所教育基地以及１１２
所培养单位，收录单位、主管
教育所领导、研究生教育部门
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的通讯方
式。
【成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７
月３日，经研究生院院长办公
会议研究，决定成立“中国科
学院研究生院招标投标管理办
公室”，挂靠院办公室，主要

负责学校招标投标工作的制度
建设及程序监管。
【规范法律事务委托和办理程
序】１０月３０日，研究生院院
办公室规范法律事务委托和办
理程序，明确委托范围、法律
顾问的职责、委托程序、委托
时间、办理时限、协调人、联
系方式等方面内容，保证学校
法律顾问有充裕时间妥善办理
法律事务。
【规范用印和提交议题手续】
１２月１５日，研究生院院办公
室将《用章签批单》和《议题
提案单》电子版在电子办公系
统上公布，规范院级印章和提
交院级会议议题的签批手续，
提高办理效率，确保归档资料
的格式统一。
【完成规章制度清理工作】１—
７月，研究生院清理废止规章
制度１３个，制订修订制度２９
个，编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
院规章文件汇编》（五），收录
规章文件２８份，含规章制度
３１项。
【规范印章管理工作】 １—１２
月，清理、作废、销毁无效印
章１３枚，清理、封存原管理
干部学院印章９枚，刻制、启
用新印章４枚，加强合同用印
管理。
【通过ＡＲＰ所级系统上线检
查】２月２８日，研究生院采用
视频会议和数据会议同时向中
科院主会场领导汇报ＡＲＰ所级
系统使用情况，在抽查中，能
快速、准确地完成规定问题的
操作，通过上线检查，本校
ＡＲＰ所级系统开始进入试运行
阶段。各模块负责人、实施骨
干２０人参加检查。

【成立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３
月１６日，研究生院成立信息
化建设领导小组，由中科院研
究生院法人代表和相关主管副
院长组成研究生院信息化建设
领导小组，小组办公室挂靠院
办公室。该小组下设全日制学
生培养管理系统工作组、非全
日制学生培养管理与远程教育
系统工作组、ＡＲＰ系统工作组
和技术支持工作组，由主管副
院长和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
具体落实相关工作。
【举办ＡＲＰ所级系统电子政务
模块培训会】４月１９日，研究
生院院办公室举办ＡＲＰ所级系
统电子政务模块培训会，培训
通过现场讲授、实机练习、同
步答疑的方式进行，包含登录
步骤、收发公文流程、关键节
点处理方法、办理公文状态查
询等内容，会议明确ＡＲＰ所级
系统工作计划、时间节点要求
以及电子政务模块的工作要
求，院属各单位、部门７０人
参加培训。
【规范ＡＲＰ项目应用管理】５
月１１日，研究生院印发《中
国科学院研究生院ＡＲＰ项目应
用管理细则》（试行）（院发办
字〔２００６〕８３号），规范ＡＲＰ
应用中职责权限、用户设置、
用户帐号及密码管理、信息管
理、用户申请流程等方面内
容，各模块负责人、实施骨干
签署《ＡＲＰ关键管理岗位责任
承诺书》。

ＡＲＰ所级系统电子政务模
块全面试运行
５月２２日，停止ＡＲＰ所

级系统电子政务模块的练习测
试，进入全面试运行阶段，开



１３７　　

综
合
支
撑

始正式公文的收发管理，各部
门在报送纸质公文的同时通过
ＡＲＰ进行收发，采取纸质和电
子版双轨并行的公文管理模
式。
【建立ＡＲＰ各模块工作流程】
６月１５日，研究生院印发《中
国科学院研究生院ＡＲＰ系统规
章制度汇编（试行）》，包含综
合财务、科研项目、人力资
源、装备计划、固定资产、电
子公文、政务信息以及运行维
护等８项管理办法，明确业务
部门的后台操作流程以及最终
用户的使用流程。
【ＡＲＰ所级系统实施工作通过
验收】６月２１日，中科院ＡＲＰ
验收小组到研究生院听取ＡＲＰ
所级系统实施情况报告、现场
测试各模块实施和应用情况、
查看相关管理制度、实地检查
系统运行环境，认为我校实施
工作符合验收规范，达到正式
运行要求，同意通过验收。我
校ＡＲＰ工作组及关键用户２０
人参加会议。
【启动研究生院档案进馆工作】
３月３０日，印发《中国科学院
研究生院档案进馆工作实施方
案》 （院发办字〔２００６〕４９
号），启动研究生院自１９７７年
到１９８０年永久保存的档案开
展进馆工作，共分为：准备阶
段，案卷的鉴定、整理、录入
阶段，《进馆档案全宗情况说
明》的编写阶段，验收阶段，
整改阶段，移交阶段等６个阶
段。整理档案９２卷，最终符
合进馆档案５２卷，输入进馆
系统３８５条目录。
【完成原中国科学院管理干部
学院档案进馆工作】 ４月２４

日，研究生院整理归档原管理
干部学院全部档案１５２３ 卷，
通过中科院进馆档案验收组的
检查，各类档案在进馆范围、
案卷整理质量及检索工具编制
等方面均符合进馆标准和要
求，通过验收并同意接收以上
档案进入中科院档案馆保存。
此项工作从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５日
开始，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３日正式
移交进馆。
【充分发挥档案资料价值】
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００６年９月，院
办公室协助宣传部筹建校史
馆、提供查阅复印４２卷档案
８８份文件、照片档案３３ 册
４１６３张，移交校史馆实物档案
锦旗、匾、奖瓶１４件，被评
为校史馆建设“突出贡献奖”。
【开展公文管理培训】 ４—６
月，研究生院结合ＡＲＰ所级系
统电子政务模块的使用，面向
院领导、各单位（部门）负责
人及公文管理人员、院办公室
人员开展３次公文管理培训，
并印发《研究生院ＡＲＰ系统
公文管理模块使用手册（暂
行）》。

人事工作

【概况】２００６年中国科学院研
究生院继续把加强师资队伍建
设、提高师资队伍质量放在人
事工作的首位，统筹兼顾，同
时做好其他各项人事工作，努
力推进人事工作和谐发展。
２００６年，研究生院本部有

在职教职工６８４人（含学校项
目聘用人员），离休人员５８
人，退休人员４０９人，博士后

１９人。在职教职工中，专职教
师２７５人，管理支撑人员２１８
人。专职教师中，具有高级职
称人员２２１人，占专职教师队
伍的８０％；具有博士学位的人
员１８７人，占专职教师队伍的
６８％。

２００６年，引进教学科研人
员３１人，其中百人计划２人，
教授５人，副教授２人，博士
后出站和应届博士毕业生２１
人，硕士１人。
２００６年，先后出台了《中

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项目聘用制
试行办法》、《中国科学院研究
生院劳动能力评议工作条例
（试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
院短期聘用人员管理办法（试
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百人计划”管理办法》、《中
国科学院研究生院ＡＲＰ系统人
力资源管理办法（试行）》、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关于公
派出国出境深造及访问人员工
资待遇的规定》等相关文件。
【完成专业技术岗位聘任】６
月８日，２００６年度专业技术岗
位聘任工作顺利完成。在此次
专业技术岗位聘任过程中，严
格按程序规范操作。首先由申
请人在网上报名；相关职能部
门对申请人的基本任职资格及
其申报材料的准确性进行审
核；通过审核的申请人的申报
材料提交学术委员会评议，其
中申请正高级岗位人员需进行
公开答辩，申请副高级岗位人
员由所在院系负责人向学术委
员会介绍情况，最后由学术委
员会成员对申请人进行无记名
投票，并将投票结果上报岗位
聘任委员会；最后由岗位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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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确定聘任人选；公布聘
任结果；签订岗位聘任合同。
本次专业技术岗位聘任，晋升
教授

#

研究员岗位８人、副教
授

#

副研究员岗位２４人、讲
师

#

助理研究员岗位２人。
【完成管理支撑工勤岗位聘任】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进行了管理支撑
岗位聘任工作。此次岗位聘任
工作分为三步进行，首先是处
级实职岗位的聘任，然后是管
理支撑岗位的聘任，最后是工
勤岗位的聘任。在每一轮的岗
位竞聘中，都是采用公开竞聘
的形式。首先在网上公布竞聘
岗位及任职资格要求；申请人
在网上选择竞聘岗位并填写相

关竞聘信息；由人事处对申请
人的基本申请资格进行审核；
岗位聘任小组听取申请人的竞
聘报告，进行无记名投票；岗
位聘任委员会确定聘任人选；
公布聘任结果；签订岗位聘任
合同。通过此次聘任工作，聘
任正处级实职岗位１１人、副处
级实职岗位１７人，管理支撑岗
位１６５人、工勤岗位３２人。
【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按
照中国科学院的要求，完成了
２００６年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
分配制度改革。在工资改革
中，对于参加工资改革人员的
参加工作时间、任职时间、套
改时间以及学龄等相关信息重

新进行了核对，并进行公示。
此次工资改革共涉及１１５１人，
其中在岗职工６９５人，离休人
员６３人，退休人员３９３人。
【制定专职教师队伍规划】根
据２００６年中国科学院核定的
研究生院事业编制控制数，对
我校今后三年教师队伍进行了
总体规划，制定了《中国科学
院研究生院专任教师队伍规划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文件根据
各院系学科建设方向，现有人
才结构，合理地规划了学校的
整体人才队伍建设；明确了专
任教师队伍规划的指导思想及
引进人才的基本原则。

本部教职工人员结构情况
教学科研
岗位人员

正高级 副高级 中级 初级及以下 合计
１００ １２１ ４６ ８ ２７５

管理
岗位人员

局级 处级 科级及以下 其他 合计
１０ ６６ ５９ ４４ １７９

支撑
岗位人员

高级 中级 初级及以下 其他 合计
９ ２０ ４ ０ ３９

工勤
岗位人员

高级工
（含技师） 中级工 普通工 其他 合计

６０ ２５ １ １５ １０１

离岗安置人员 ８３

待岗人员 ７

合计 ６８４

本部教学科研人员年龄及学位情况
学位

年龄　 　 　 ３５岁及以下 ３６—４５岁 ４６—５５岁 ５６岁及以上 合计

博　 士 ７９ ８４ １９ ５ １８７

硕　 士 ２１ １９ ７ ９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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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位

年龄　 　 　 ３５岁及以下 ３６—４５岁 ４６—５５岁 ５６岁及以上 合计

学　 士 ４ ５ ５ ２ １６

无学位 ０ １ ５ １０ １６

合　 计 １０４ １０９ ３６ ２６ ２７５

本部教学科研人员年龄及学历分布情况
学历

年龄　 　 　 ３５岁及以下 ３６—４５岁 ４６—５５岁 ５６岁及以上 合计

博士后 ３６ ４４ ９ ０ ８９

研究生 ６５ ６０ １８ １４ １５７

大学本科 ３ ５ ９ １２ ２９

合　 　 计 １０４ １０９ ３６ ２６ ２７５

财务资产

【概况】２００６年，中国科学院
研究生院财务资产工作在制度
建设、资产管理、经费使用等
方面更加规范、更加合理。支
出结构也趋于合理，资金利用
效率良好。研究生院经费实行
预算管理，制定了预算管理制
度和办法，专款专用，严格控
制经费支出。在保证日常经费
运行的前提下，重点保证招
生、教学、学位等业务工作和
改善教学条件方面的经费需
求，严格按院长办公会批准的
预算执行，并根据单位收入实
现情况和任务，适时进行预算
调整，有效的促进了研究生院
的发展。
２００６年，研究生院的固定

资产由上年的２５１８３万元增长

到３７９６５万元，增加１２７８２万
元。各项资金使用合理，资产
管理规范，资产的条形码管理
系统投入使用，同时进行了资
产清查工作的自查和复查工作。

截止２００６年底，研究生
院房屋资产账面价值达到
７６５７５万元（包含已投入使用，
但尚未办理转账的房屋资产
５７１０２万元）。房屋资产使用总
面积为３２２０７４平方米，其中
教学科研办公用房８９６４４平方
米，学生公寓１７３１９９平方米，
其他辅助用房５９２３１平方米。
【财务收支情况】２００６年中科
院研究生院经费总收入为
２２８２９８３１３ ４２元，比上年增加
３３６５３４９４ ８３元。其中：财政
补助收入１０７５７３１００元，比上
年增加２６４２７００ ００元；上级补
助收入（新园区建设专项）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拨入专款
５０３９６２８ ４９ 元；事业收入

９５６８５５８４ ９３元（包括科研收
入２５１６５４３０ ６７元，比上年增
加６３４１６７８ ０６元、预算外收入
７０５２０１５４ ２６元，比上年增加
８９８６６０２ ２９元）。经费总支出
为２２２３３８５３４ ７２元，其中：事
业支出２１７４６５１８９ ５０ 元（包
括财政补助支出１２２３８７７０４ １３
元、预算外支出６７０２４２６６ ０６
元）；专款支出４８７３３４５ ２２
元。当年事业结余５９５９７７８ ７０
元。２００６年，研究生院加大科
研项目管理力度以及认真分析
了历史原因形成的财政补助结
存原因，按规定处理了部分结
存。财政补助结存２００６年年
末数为２７１９９３１７ ４０元，比上
年减少８４３６１６０ ５８元。

科研与产业开发

【概况】２００６年，中科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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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院科研工作发展迅速，科研
立项和经费总数及科研成果等
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进一步完善科研管理的规章制
度，使科研管理更加规范化，
进而推动科研项目的申请与立
项工作及各类科研奖项的申报
工作。
２００６年，研究生院共申报

各类课题２１０余项，批准立项
课题１１５项，结题课题１０７项。
２００６年研究生院科研经费实际
到款金额３４５０ 余万元，。具
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
请１２６项，批准３１项。面上项
目２９项，国家杰出青年基金１
项，海外青年合作者基金１
项，批准经费９９６ ２万元。申
报８６３项目２５项，科技支撑计
划项目３项，中科院创新项目
１５项。等等。

２００５年，研究生院共发表
科技论文４８５篇，其中ＳＣＩ收
录６９篇，ＥＩ收录８３篇，ＩＳＴＰ
收录９０篇，国内核心期刊收
录３３７篇。２００６年共申请专利
１０项，有６项专利获得授权，
软件著作权登记共计１７项。

召开两次中国科学院研究
生院（本部）学术委员会全体
会议。评审２００６年度研究生
院（本部）专业技术岗位；评
审２００５年度研究生院科研启
动经费和院长基金。

研究生院主办的学术刊物
包括：《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学报》、《自然辩证法通讯》和
《管理评论》３个刊物。
【科研项目获奖】２００６年，研
究生院作为第二完成单位，由
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冯登
国研究员、戴宗铎教授、裴定

一教授、叶顶锋教授等完成的
“密码学基础问题研究”项目
荣获北京市２００５年度科学技
术一等奖。“密码学基础问题
研究”项目在国家重点基础发
展规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
助下，对密码函数、认证码、
公钥密码、序列密码和分组密
码等一组密码学基础模块的新
理论和新方法进行了系统深入
的研究。项目解决了密码学中
一些重要的基础问题，开拓了
密码函数研究的新思路。在国
际权威刊物和重要学术会议上
发表论文１２５篇，出版专著５
部，发表的论文被ＳＣＩ、ＥＩ和
ＩＳＴＰ收录和引用２０６篇次。
【自主知识产权ＣＡ技术被应
用】２月２０日，中国科学院举
行ＡＲＰ ＣＡ系统开通剪彩仪式。
ＡＲＰ ＣＡ系统是中国科学院资
源计划

$

ＡＲＰ系统的安全基础
设施，直接影响科学院ＡＲＰ系
统的安全，同时也是后续科学
院电子政务的开展的基础。
ＡＲＰ ＣＡ系统采用信息安全国
家重点实验室自主知识产权的
ＣＡ技术，该项成果获得了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第２７８次香山科学会议召开】
５月２２日，第２７８次香山科学
会议“数据技术与知识经济的
若干科学前沿问题”国际学术
讨论会在友谊宾馆召开，全国
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担任会议
第一执行主席，中科院常务副
院长、研究生院院长白春礼院
士、研究生院党委书记邓勇出
席会议。会议由中科院院士戴
汝为、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
研究所徐伟宣研究员和中科院
数据技术与知识经济研究中心

（筹）主任石勇教授担任大会
执行主席。１０位来自美国、俄
罗斯、德国、日本等国的著名
外籍专家和国内相关研究应用
领域的３０余位专家学者及各
大部委和大型企业的专家领导
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聚焦于
４个中心议题：数据挖掘技术
的前沿理论探讨、数据挖掘技
术的重要应用领域、知识管理
与企业竞争力、知识经济与和
谐社会战略。
【中日专家参加应急管理学术
研讨会】６月１３下午，应急管
理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会议
邀请了日本危机管理学会的专
家到会交流。来自政府部门、
企业、高校和科研单位的５０
余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此次
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推动我国
应急管理的理论和应用研究、
借鉴日本在应急管理方面丰富
的实践经验、加强两国应急管
理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三位日
本专家分别作了相关领域的精
彩报告，与会代表就应急管理
研究和应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
充分的交流与讨论。本次研讨
会由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
济数学研究会（简称中国双法
学会）应急管理专业委员会与
研究生院工程应用研究中心、
工程教育学院共同举办。
【期刊出版发行情况】中国科
学院研究生院主办有《中国科
学院研究生院学报》、《自然辩
证法》、《管理评论》３个公开
发行的学术期刊。《中国科学
院研究生院学报》是由中国科
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研究生
院主办。本期刊宗旨是及时反
映我国研究生、导师和科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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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创新性科研成果，加强学
术交流，促进学术繁荣；同时
突出反映研究生论文的前沿性
和创新性特色。是未来科学大
师发表处女作的园地。《中国
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发表的
论文包括：评述论文（特约）、
研究论文、研究简报、研究快
报和优秀博士论文（特约）刊
登的内容包括：数、理、化、
天、地、生、电子和计算机等
学科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各领
域的最新科研成果。本刊被收
录为国家科技部“中国科技论
文统计源期刊” （中国科技核
心期刊）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
研究所），是中国科学引文数
据库（ＣＳＣＤ）核心库、中国
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统计
源、《中国物理文献数据库》、
《中国数学文献数据库》和
《生物文摘数据库》的来源期
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
收录期刊。也是清华紫光集团
出版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
版》电子版的入编期刊，并加
入万方数据网—数字化期刊
群、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
２００６年，该期刊的印刷数为：
２５００册，影响因子为：０ ４３３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年度
报告（２００７）》）。

《管理评论》是由中国科
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研究生
院主办、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管理学院承办的面向高等院校
师生、科研人员以及企事业和
政府管理人员的管理类大型综

合性学术月刊。它创刊于１９８９
年，原名《中外管理导报》，
２００３年更为现名，大１６开６４
页，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著
名管理学家成思危教授担任编
辑委员会主任，多名中国工程
院院士、众多国内知名商学院
院长等一批中国一流的管理科
学家应邀组成编辑委员会。现
任主编石勇教授，副主编张维
教授和吕本富教授。

《管理评论》是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
定的少数几种核心期刊之一，
目前刊出的论文有一半以上得
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其
余多数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和其他基金资助。《管理评论》
主要栏目有金融管理、科技管
理与科技政策、网络经济与电
子商务、宏观经济战略与管
理、企业战略管理、市场营
销、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等，
每期发稿量１１篇左右，作者
队伍以国内知名院校为主，还
有来自香港和韩国等地的作
者。

《管理评论》改版后，本
着前瞻、务实、创新的宗旨，
评论管理学的学科前沿，传
播、传承管理学界的新思想，
发掘管理学理论支撑的新技术
和新方法，并持续关注企业管
理、公共管理、金融管理和产
业组织等领域内理论与实践中
出现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循序
渐进地推动管理学学科发展和
应用水平的提高。目前， 《管

理评论》已经被管理学界和业
界公认为一本学术价值和理论
价值均居领先地位的期刊。

《自然辩证法通讯》是中
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研
究生院主办，中国科学院自然
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编辑、出版
的学术性、理论性刊物。本刊
创刊于改革开放伊始的１９７９
年１月１０日，是国家核心期
刊。本刊辟有科学文化和技术
文化、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
术社会学、科学技术史、人物
评传及科学前沿、学人论坛、
学术评论、学问人生、问题讨
论、教学与研究、读者作者编
者、学术信息等栏目。向国内
外公开发行，逢双月１０日出
版，每期１１２页。截至２００６年
底，已出版２８卷共１６６期。年
发行量约１６０００册。
２００６年《自然辩证法通

讯》开设了焦点话题讨论栏目
“中国学术和教育：存在问题
与救治之方”，这是本刊对当
前学术界及社会热点问题的积
极回应。广大学人热情响应，
来稿十分踊跃，对此专题进行
了深入、细致的讨论。２００６年
此栏目共发稿３７篇，２００７年
将继续刊发。
２００６年各栏目的发稿量为

科学文化和技术文化１５篇、
科学技术哲学２４篇、科学技
术社会学１８篇、科学技术史
２１篇、人物评传６篇，其他栏
目共约３０篇。



１４２　　

综
合
支
撑

２００６年研究生院申请专利情况

序号 专利名称 申请号
１ 基于小波分形的遥感图像插值方法 申请号：２００６１００８１４５０ ３
２ 基于互联网的访问和共享远程设备的系统和方法 申请号：２００６１００６６３９４ ６
３ 基于数字水印技术的移动图像数字版权安全处理系统 申请号：２００６１００８７３４８ ４
４ 基于小波增强的合成孔径雷达图像船舰目标检测方法 申请号：２００６１００８０７４５ ９
５ 用于ＩＰ追踪的内部边采样方法和系统 申请号：２００６１０１６７７０２ ４
６ 一种二氧化铈纳米管的制备方法 申请号：２００６１０１６５５４８ ７
７ 数字电视传输流实认证装置及带有该装置的电视设备 申请号：２００５１０１１５０４８８
８ 基于粒子滤波技术的太阳黑子动态模型及跟踪预测方法 申请号：２００６１００８０７４４ ４
９ 一种在数字电视传输流中实时插入签名和验证签名的方法 申请号：２００５１０１２７８８４８
１０ 笛龠 申请号：２００６２０１３５６９３ ６

２００６年研究生院专利获得授权情况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１ 基于小波分形的遥感图像插值方法 专利号：ＣＮ１８９２６９８
２ 基于互联网的访问和共享远程设备的系统和方法 专利号：ＣＮ１８２５８２６

３
印度芥菜阳离子输出转运蛋白家族的基因ＢｊＣＥＴ１及其
蛋白质 专利号：ＺＬ２００４１０００４６５６ ７

４
印度芥菜阳离子输出转运蛋白家族的基因ＢｊＣＥＴ２及其
蛋白质 专利号：ＺＬ２００４１０００４６５８ ６

５
印度芥菜阳离子输出转运蛋白家族的基因ＢｊＣＥＴ４及其
蛋白质 专利号：ＺＬ２００４１０００４６５５ ２

６
印度芥菜阳离子输出转运蛋白家族的基因ＢｊＣＥＴ３及其
蛋白质 专利号：ＺＬ２００４１０００４６５５ ２

２００６年研究生院软件著作权登记情况

序号 软　 件　 名　 称
１ 太阳黑子跟踪预测软件
２ 合成孔径雷达图像（ＳＡＲ）船舰目标检测软件
３ ＫＮＯＷＭＡＰ数字图书资源可视化管理
４ 远程设备访问安全软件
５ 科学合作研究协同平台系统
６ 机载雷达波束测量区域定位软件
７ 人像比对系统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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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度研究生院院长基金立项情况
序
号 申请人 职称 部门 申请题目 批准金额

（万元） 课题编号

１ 张三国 副教授 数学系 广义线性模型拟似然估计
弱相合的几个问题 ３ Ｏ５５００１Ａ

２ 余永亮 讲师 物理学院 变形翼的理论模化研究 ３ ５ Ｏ５５００１Ｂ

３ 李向军 副教授 化学学院
电磁辐射作用下部分神经
递质类物质的电化学行为
研究

４ Ｏ５５００１Ｃ

４ 姚凤梅 讲师 地学院 气候变化及其对中国粮食
产量影响 ３ ５ Ｏ５５００１Ｄ

５ 崔岩山 讲师 资环学院 农田Ｃｄ污染对人体健康的
风险研究 ４ Ｏ５５００１Ｅ

６ 刘利新 讲师 生物系 ＨＣＰＬ４６基因在ＭＤＳ － ＡＭＬ
白血病中作用机制的研究 ４ Ｏ５５００１Ｆ

７ 苏桂平 副教授 信息学院 基于Ｐｅｔｒｉ网和公理化系统
的协议形式化分析方法研究 ３ ５ Ｏ５５００１Ｇ

８ 徐　 静 副教授 信息安全
实验室

可证安全协议的设计与分
析 ３ ５ Ｏ５５００１Ｈ

９ 吕　 科 副教授计算与通信
工程学院

基于ＸＢＲＬ的新一代业务报
告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实现 ４ Ｏ５５００１Ｉ

１０ 王　 谦 副教授 管理学院 客户服务中心的选址及人
员调配 ３ Ｏ５５００１Ｊ

１１ 骆　 涵 讲　 师 外语系 第二语言词汇习得 ２ Ｏ５５００１Ｋ

１２ 沈永前 教　 授 外语系 中科院研究生培养对第二
外语的需求 ２ Ｏ５５００１Ｌ

１３ 罗先觉 副教授 社科系 软件行业反垄断法律制度
研究 ３ Ｏ５５００１Ｍ

１４ 胡耀武 副教授 考古系 北京周口店田园洞遗址古
人类食谱与古环境研究 ４ Ｏ５５００１Ｎ

１５ 杨力祥 副教授 成教学院 通用程序图示化集成开发
环境的研究 ３ Ｏ５５００１Ｏ

资助金额总计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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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度研究生院科研启动经费立项情况表

序号 申请人 单位 项　 目　 名　 称 资助金额
（万元）

１ 郭田德 数学系 无线传感器网络若干关键理论和数学技术研究 １５

２ 乔从丰 物理学院 从微观到宇观的理论物理交叉科学研究 １５

３ 陈波珍 化学学院 活性中间体离子自由基的性质及其化学反应的
实验和计算研究 ２０

４ 章文波 地球学院 地震震源物理过程－震源动力学模型的研究 １５

５ 余志晟 资环学院 酵母菌降解染料的途径及机制研究 １６

６ 杨建虹 生物系 胰岛素信号传导通路在Ｉ型糖尿病性骨质疏松中
对骨生长和骨分化调控作用的研究 １５

７ 吴健康 信息学院 传感网络和应用 ２０

８ 王伟强 信息学院 高效景象匹配与运动目标跟踪技术研究 １２

９ 冯登国 信安实验室研究可信计算平台上的安全操作系统的实现 １５

１０ 徐艳梅 管理学院 企业生命力评价及企业商业年龄模型研究 ８

１１ 高　 原 外语系 认知语言学的应用研究 ４

１２ 朱　 菁 社科系 自由意志的哲学与科学 １０

１３ 王昌燧 考古系 中国白瓷起源与发展的初步探索 ２０

安全保卫工作

【概况】２００６年，中国科学院
研究生院的安全保卫工作继续
贯彻学校保卫工作的方针，坚
持维护校园稳定的大局，加强
防范，提高安全服务意识。保
证了校园安全正常的教学环
境、工作环境。保卫处是研究
生院安全保卫工作的职能部
门，负责履行校园安全、保
密、治安防范、交通安全、消
防安全和治安综合治理等管理
工作职责和职能。保卫处现有
专职保卫干部６人、兼职保卫
干部１人、保安队员１２０余人、

护林防火队员４０余人、各级
岗位安全员（兼）７７人。担
负着研究生院四个校区（分布
于北京市的石景山、海淀、怀
柔三个行政区），总占地面积
５０００余亩，其中山林面积３５００
余亩，总建筑面积４０余万平
米，１５０００余名在京就读学生
和６１５名教职工的安全保卫任
务。
【笔记本电脑丢失现象得到遏
制】２００６年９月，研究生院保
卫处与各园区管理部联合开展
工作，加强进出公寓的查验管
理和笔记本电脑锁的推广使用
力度，短时间内使学生公寓内
丢失笔记本电脑的问题得到了
有效遏制。

【举办安全培训活动】９月２９
日下午，由研究生院保卫处、
生物系、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联合举办了安全培训活动。两
个院系近１００名师生参加了培
训。本次培训的目的是针对生
物和化学实验室，存有大量有
毒有害、易燃易爆实验试剂
（药品），容易发生火灾事故的
特点进行的。通过培训，使全
体参加实验室工作的师生，对
实验室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和责
任程度有了清醒认识，进一步
掌握了实验室安全防事故常识
和技能。
【完成新园区奠基仪式的一级
警卫工作】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日，
研究生院新园区奠基仪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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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栖湖畔举行。本次活动的内
保工作责任重大、任务艰巨、
情况复杂，属一级警卫工作。
保卫处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协
调园区管理部等部门，深入现
场、提早准备、认真组织、严
密部署，圆满完成了安全保卫
工作，确保了活动的顺利进
行。
【完成乔治·布什来校访问的
特级警卫工作】２００６年１２月
１４日，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
来校访问，这是研究生院保卫
处完成的有史以来规格最高的
一次涉外安保任务。保卫处认
真制定内保方案，调动全校保
卫力量，逐人逐岗落实警卫责
任，为本次活动提供了安全有
序的良好环境，圆满完成保卫
任务。
【完成玉泉路园区保安队伍的
招标工作】２００６年５月７日，
玉泉路园区保安队伍招标工作
顺利完成。在此次招标工作
中，华创中安（北京）保安技
术服务公司、北京华威安保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和金盾安保劳
动服务公司三家公司参加招
标。最终，华创中安（北京）
保安技术服务公司凭借雄厚的
经济实力、现代化管理理念和
机制、完备的合法经营资质、
低廉的收费标准及优异的保安
服务业绩成功中标。该公司将
在今后三年内为研究生院提供
校园安全保卫服务。
【举办保安技能比武大赛】１０
月１３日，中科院研究生院三
个园区的三支保安队伍齐聚玉
泉路教学园区，进行了一次保
安技能比武。这次驻校保安队
伍的技能比武，是针对三支保

安队伍来自不同保安公司的特
点，进行的一次综合技能的展
现与比较。旨在摸清保安素质
底数，统一标准规范要求，促
进全校保安队伍素质整体提
升。比武内容针对校园保安职
责任务设计，包括灭火器灭
火、５０ 米收放水龙带灭火、
“突发事故现场”的应急处置、
３ × １百米携带灭火器接力赛、
高层建筑内快速机动、文明执
勤、队列等七项十一个内容。
华创保安公司驻研究生院玉泉
校区保安队，以微弱优势夺得
本次比武“优胜奖”。
【开展保卫干部业务培训】
２００６年，保卫处加强现有保卫
干部专业技能培训力度，先后
有５名保卫干部（含兼职）脱
产参加消防、技安、治安等专
业技术培训，并取得公安、消
防机关颁发的合格证书，实现
了持证上岗的要求。
【获北京市公安局嘉奖表彰】
２００６年，中科院研究生院赵江
波、陈福成在完成学校安全保
卫工作中成绩突出，经学校推
荐，受到北京市公安局嘉奖表
彰。

基建与后勤

基建工作

【概况】２００６年度研究生院的
基建工作主要围绕加快完善玉
泉路、中关村两个园区建设收
尾，基础设施、配套设施改造
这一中心任务开展。
２００６年，研究生院基建工

程共完成新建工程项目三项：

中关村青年小区１３号楼研究
生食堂项目、中关村青年小区
内热力站房项目和玉泉路园区
综合楼局部加层项目。完成收
尾项目一项：玉泉路园区综合
楼项目。累计完成基建投资
３６１８ ４７万元，完成建筑面积
６２４９ ４３平方米。
【改装供暖设施节约运行成
本】２００６年，从根本上解决了
中关村园区１＃楼～ ７＃楼供暖、
供热长期使用临时燃气锅炉房
等其它临时热源，运行成本高
的问题。建成中关村青年小区
热力站工程，将该园区内１＃楼
～ ７＃楼供暖、供热改由城市热
网供给，不仅提高了供暖、供
热的质量和安全可靠性，还节
省了运行成本。仅就采暖一
项，每平米每个采暖季即可节
省成本２５元。同时也大量节
约了锅炉房各种设备的维护成
本。停用和撤除３个燃气锅炉
房，停用５台燃气供暖供热锅
炉，节省燃气运行使用费，年
创效益５０万元以上。
【玉泉路园区１、３号公寓改扩
建项目工程验收】１月１２日，
中国科学院竣工验收专业组的
１１位专家对研究生院玉泉路园
区１、３号公寓改扩建项目工
程进行了验收。验收的依据是
中国科学院批复的可行性研究
报告和初步设计及总概算。两
栋楼的总建筑面积为３３３６５平
方米，总投资为５７４１ ８万元。
工程验收组的专家分为建安、
工艺、财务、档案、使用与管
理共五个专业组分别进行验
收，验收的结论：公寓改扩建
项目已具备竣工验收条件，可
以通过专业组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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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泉路园区综合楼加层项目
竣工】１０月１６日，研究生院
玉泉路园区综合楼加层工程通
过了由建设、监理、设计和施
工等单位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
对该项目进行的竣工验收，并
移交玉泉路园区管理部正式投
入使用。该工程是在综合楼四
层东侧屋面加建一层，建筑面
积２２６ ４３平方米，开工时间
为８月４日，用途为教学及教
学辅助用房，该工程批准的初
步设计总概算为５４ ４７万元。
【中关村园区１３号楼项目竣
工】１０月２４日，中关村园区
１３号楼研究生食堂通过了在质
检站相关人员的监督下，由建
设、监理、设计、施工单位工
程技术及管理人员参加的工程
竣工验收，并正式移交给中关
村园区管理部投入使用。该工
程的开工日期为２００５年１０月
３日，建筑面积为６０２３平方
米，地上二层（局部三层）、
地下二层，用途为研究生食堂
及热交换站、变配电站等辅助
用房，该工程批准的初步设计
总概算为２４１４万元。

园区工作

【概况】中科院研究生院本部
由玉泉路、中关村和雁栖湖三
个园区组成，在三个园区分别
设有管理部。２００６年，各园区
管理工作继续把为学校的教
学、科研和师生生活提供良好
的保障支撑条件及更加优质的
服务作为工作宗旨，各项工作
总体运转平稳、成果显著。
２００６年园区完成的主要工作包
括：水电暖的运行维护、房屋

修缮、公寓管理及住宿安全、
卫生保洁与绿化、会议服务等
后勤保障及科教用房的使用调
配、项目工程改造等。

其中玉泉路园区水、电、
暖的正常运行和维护修缮工作
共计１ ２万余次，其中紧急突
发事件３ 次。完成面积为
４４９００平米的室内保洁和４３２３０
平米环境卫生工作，被北京市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评为红旗
单位。并为２０４次各类会议及
活动提供后勤保障服务。玉泉
路园区的绿化工作也取得实
效。绿化面积达３６４６０平米。
移植雪松、枣树、玉兰、竹子
等树种３３０ 株，增补大叶黄
杨、金叶女贞等６５０００株。国
有资产管理与清查方面，对玉
泉路园区所属总额为２１６８ ９１
万元的２１７６９件资产进行了认
真、细致的核查。分别对玉泉
路园区三公寓一、二层、教学
楼阶梯教室、四公寓、四公寓
食堂、报告厅及五公寓进行了
装修改造，面积共计１ ７万余
平米。
２００６年，中关村过街天桥

开工建设，预计２００７年年底
竣工并投入使用；中关村园区
管理部完成将原管理干部学院
机房小院改造成学生宿舍的工
程；配合基建处完成１３号楼
（新食堂）的建设工作，对４０２
院二层办公楼和１０号楼地下
室进行了装修改造，并对９号
楼房间进行了２改３工程，改
造后增加了学生床位１２７张。
【举办新春团拜会】１月１９日，
在中关村园区６号楼三层多功
能厅举行了２００６年新春团拜
会。白春礼院长到会并发表讲

话，研究生院全体院领导出席
及中科院京区培养单位的所领
导、主管人事处长、主管研究
生工作的副处长等共计１８０余
人出席了团拜会。
【学生公寓获“全国优秀物业
管理示范小区”称号】９月７
日，中科院研究生院中关村园
区学生公寓获得“全国优秀物
业管理示范小区”称号。该称
号评选由建设部从１９９５年开
始设立。

饮食服务

【概况】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饮食服务中心成立于２００６年５
月，主要负责统筹管理研究生
院三个园区的饮食服务工作。
饮食服务中心自成立以来从
严、从细、从实抓管理；高起
点、高标准、高水平抓服务。
按照高校标准化食堂建设的标
准，重新完善了管理规章制度
三项，《饮食服务中心库房管
理制度》、《饮食服务中心采购
管理制度》、《饮食服务中心人
事管理制度》使食堂的各项管
理工作有章可循。
２００６年，在饮食服务中心

统筹管理下，各园区食堂不断
推出新菜品，在每个食堂每餐
保证主副食品种达到５８个品
种（大锅灶）的基础上，不断
推陈出新，在质量上精益求
精，尽量增加地方风味食品
（每个食堂现有风味品种６０个
左右），以适应学生不断提高
的饮食需求。
２００６年，食品原材料价格

上涨，特别是肉、蛋、食用油
等主要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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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饮食中心顶住压
力，采取集中采购、建立中心
库房等一系列管理措施，从内
部挖潜以降低成本，在保证质
量的前提下很好地平抑了各食
堂饭菜价格。
【综合楼新食堂启用】２００６年
２月，研究生院综合楼新食堂
正式交付使用。该食堂建筑面
积为３６００平方米，分为两层。
一层为学生食堂、二层设有招
待餐厅和风味餐厅。
【中关村１３楼食堂启用】２００６
年１１月２６日，中关村食堂正
式交付使用。该食堂建筑面积
为５２００平方米，分为三层，一
层为学生食堂、二层为风味食
堂、三层作为清真食堂。

医疗卫生

【概况】２００６年，中国科学院
研究生院医疗卫生工作的重心
是：保障研究生院全体教职
工、离退休人员和研究生的身
体健康，严防传染病在校园内
传播。门诊部承担医疗卫生工
作，具体负责日常门诊诊疗和
健康教育、预防保健、传染病
防治及公费医疗管理等工作。
门诊部在玉泉路园区，并在中
关村园区、雁栖湖园区和中关
村老干部活动中心设有医务
室。

研究生院门诊部设有内科
（全科）、外科、妇科、口腔
科、中医科、检验科，预防保
健科，配有急诊室、注射室、
观察室、换药室、针灸理疗室
等。有心电监护仪、全自动生
化分析仪、牙科综合治疗仪、
心电图机、电脑中频电疗机等

医疗设备。
研究生院门诊部全年共完

成门诊诊疗３２１７９人次。组织
完成８３８名职工、１８０名本部
高年级研究生的健康体检工作
及４４２７名新生体检工作。加
强对传染病的管理和食堂卫生
的监督检查，制定学校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发放宣
传材料４１５份、利用板报、网
络等方式积极宣传健康知识。
组织１５名学生参加石景山区
无偿献血活动。２００６年，中科
院研究生院被评为老山街道人
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单位。
【首次实现京区３１个培养单位
研究生公费医疗的统一管理】
２００６年，中科院京区３１个培
养单位学生公费医疗开始统一
纳入研究生院进行管理。为确
保该项工作的顺利完成，门诊
部专门制定公费医疗管理流
程，统一规范管理；按月进行
报表统计、及时发放门诊标准
费用，保证各项数据准确无
误。２００６年中科院研究生院共
有８１９０余名学生享受公费医
疗，公费医疗拨款达１４０余万
元（门诊拨款７１０８３５元；住
院７６人，拨款７３１２６７ ４元）。
【统一进行公费医疗管理】
２００６年，完成原中科院管理干
部学院与中科院研究生院职工
公费医疗合并、统一管理工
作。２００４年两校合并后，一直
实行不同的职工公费医疗标
准，即拨款渠道、报销途径、
报销比例等方面均不相同。
２００６年，中科院研究生院重新
修订教职工公费医疗管理规
定，建立人员就医信息库、完
成离退休人员就近医院选择等

工作，短时间内统一了公费医
疗管理。

交通保障

【概况】２００６年，中科院研究
生院交通运输工作继续把安全
运输和提供优质服务作为工作
的重点，有力保障了研究生院
教学、科研、行政办公等各项
事务的顺利开展。

研究生院车队拥有各类车
辆３１辆（大客车９辆、中型
客车３辆、旅行车５辆、小型
客车１４辆），司机１７人，主
要负责统一管理，合理安排学
校各类车辆的正常使用，确保
研究生院各项工作用车。

研究生院车队主要的运送
任务包括：教职工上下班通勤
用车、玉泉路和中关村两个园
区之间每天９趟双向对开接送
师生用车、领导用车、行政办
公用车、各类大型会议用车等
等。

研究生院车队在确保完成
学校各项用车任务的同时，有
计划、按时对车辆设备进行维
修保养，保证行驶安全，当年
未发生任何重大责任事故。

新园区建设

【概况】２００６年，中科院研究
生院继续加快推进怀柔新园区
项目建设的各项前期工作。新
园区建设的各项筹备工作取得
了实质性的进展。初步完成了
交通、环境、地质灾害等项评
估。土地利用规划及修建性详
细规划等工作都取得了一定进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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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研究生院怀柔新园区
建设项目立项批准】研究生院
怀柔新园区建设项目获国家发
改委立项批准。项目总投资
９ ７８亿元。项目建设用地面积
１３００亩（含预留用地２２５亩），
建筑面积２９万平方米。建设
地点为北京市怀柔区，建设期
为２年６个月。新园区建成
后，能够保证１万余名研究生
的正常的教学、生活和科研活
动，并逐步形成中科院最具规
模的教育和科技创新基地。
【中科院研究生院怀柔新园区
建设项目奠基仪式】 １２月４
日，研究生院怀柔新园区建设
项目奠基仪式在原管理干部学
院举行。参加仪式的有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
长路甬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北京市市委书记刘淇，北
京市市长王岐山，中科院常务
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白春
礼，研究生院党委书记邓勇及
怀柔区委、区政府等相关领
导。

信息化建设

【概况】２００６年，中国科学院
研究生院信息化建设工作的重
心是：保障高速畅通的网络基
础环境，推进各项教学及管理
工作中信息技术的应用，开发
整合全院信息和知识资源。为
学校全面推进教学科研环境、
手段和方法的信息化，推进业
务管理和政务工作的信息化，
提高研究生院的整体教育水平
和教育质量，提供支撑和保
障。

网络信息中心是实施管理
研究生院信息化建设的主要部
门，担负着保障和管理研究生
院校园网络的安全、稳定运行
的职责，致力于为研究生院构
建高速先进的信息化教学、科
研及管理的网络工作平台。
２００６年６月，网络中心更名为
网络信息中心。主要承担校园
网络设计规划、建设及网络设
备的管理运维、中科院ＡＲＰ所
级系统的管理运维、研究生院
ＴＲＰ （教学资源规划）系统的
运行维护及中科院“十一五”
教育信息化项目的开发建设任
务。
２００６年，网络信息中心设

立了网络管理维护部、ＡＲＰ管
理运维部和ＴＲＰ开发维护部。
网络管理维护工作为玉泉路、
中关村、奥运村、怀柔四个园
区提供网络设备和技术支持服
务；ＡＲＰ系统包括人事、薪
酬、财务、资产、科研以及外
挂系统等各模块；ＴＲＰ系统涵
盖了整个研究生培养过程，包
括招生、注册、学籍、档案、
教务、培养、学位、就业、教
师等九个信息管理子系统。
２００６年度，研究生院注册

中心调整后隶属于网络信息中
心管理。主要负责教育信息管
理系统中学籍数据和用户的管
理，教务管理系统中学生选课
权限的开放和密码管理，新生
撤离及报到系统的数据管理，
以及根据各职能部门和院领导
提出的要求提供学籍数据统计
报表。
【完成园区改造建设中网络设
备的安装部署工作】２００６年８
月至１１月期间，网络中心配

合玉泉路园区对四、五公寓、
中关村新小楼、科研楼、综合
楼、及青年公寓新食堂的建设
改造以及图书馆和工程教育学
院的搬迁工作，进行网络设备
的选型及安装调试工作８次，
购进、安装调试设备８０余台。
【网络信息中心机房改造完成
并投入使用】２００６年８月，网
络信息中心玉泉路机房的视频
监控系统安装完毕，同时完成
了从该机房至玉泉路园区四、
五公寓楼及科研楼东部约１１００
米光缆的铺设工作，该机房正
式投入使用。
【ＡＲＰ系统软硬件部署到位并
正式上线实施】２００６年１月，
研究生院ＡＲＰ所级系统软硬件
的上线实施部署完成，２月２４
日，通过了中科院ＡＲＰ项目管
理办公室检查小组的上线检
查，６月１９日，通过了ＡＲＰ
项目管理办公室组织的验收小
组的现场验收。ＡＲＰ系统正式
稳定运行。
【统一招生工作平台】２００６年，
招生管理系统正式确定为全院
统一的招生工作平台，支撑整
个招生工作流程的数据处理业
务。该平台的运行，更好地满
足了上级领导、业务部门和培
养单位的工作需要。
【完善学位管理系统数据校验
功能】２００６年６月，完善了学
位管理系统的数据校验功能，
保证了提交信息流程的规范性
和信息的完整性。
【开发完成教务管理系统中的
教学评估模块】经过５个月的
研发工作，２００６年１２月，教
务信息管理系统中的教学评估
模块开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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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评估工作由纸版人工统计
方式改进为通过网络平台进行
自动统计。
【承担中科院“十一·五”教
育信息化项目建设工作】２００６
年３月，开始组织实施中科院
“十一． 五”教育信息化项目
建设的规划、论证以及实施方
案的制定工作。通过与相关专
家进行研讨和前期调研，完成
了系统架构设计、网络组网方
案设计和实施方案的编写，并
组织实施方案的专家论证会征
求意见，多次与上级部门和专
家研讨教育信息化系统与ＡＲＰ
系统的接口工作。目前该项目
正在进行中。

图书资料

【概况】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图书资料工作由中国科学院国
家科学图书馆和研究生院教学
资料中心共同完成。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
馆于２００６年３月由原中国科学
院所属的文献情报中心、资源
环境科学信息中心、成都文献
情报中心和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四个机构整合成立，实行理事
会领导下的馆长负责制。总馆
设在北京，下设兰州、成都、
武汉三个二级法人分馆，并依
托若干研究所（校）建立特色
分馆。同时，还作为中国科学
院研究生图书馆。

该馆立足全院，面向全
国，主要为科研人员提供自然
科学、边缘交叉科学和高技术
领域的科技文献信息资源保障
和战略情报研究服务、公共信

息服务平台支撑和科学交流与
传播服务，同时通过国家科技
文献平台和开展共建共享来支
持国家创新体系其他领域的信
息需求。
２００６年，中国科学院研究

生院教学资料中心的工作的重
心是依托国家科学图书馆，充
分利用其现有资源和网络服
务，与之相互补充和密切合
作，为研究生院的教学科研提
供支撑保障与信息服务。

教学资料中心设有五个服
务窗口：报刊阅览室、外文书
库、中文书库、保存本阅览室
和公共机房，分别提供报刊阅
览与复印、图书外借与阅览、
公共上机和教学用机等服务。

文献资源建设方面，２００６
年采购中文图书１３５５种，４０３１
册；接受个人捐赠图书２８０
种，３９７册；订购中西文期刊
５５８种，中西文报纸６２种；采
购中文数据库２种，外文数据
库５种。

读者服务工作方面，２００６
年接待到馆读者４６４０２人次，
借还图书１２４０７８册次，办理
各类借阅证件５３８９个。

公共机房服务方面，共接
待上机课程５８ 门、总课时
１４７０学时，上课总人数４０４５
人次，总机时数为９３７７２ 学
时；接待零散上机用户７０００
余人次。

其他业务工作方面，核查
并修订联合目录数据库中有关
教学资料中心的数据１１０１５
条；完成２００５年期刊装订５５７
种、１０３０册，回溯期刊建库数
据１０７册，硕士／博士论文建
库数据３６９册；完成参考咨询

服务６００人次；传递文献１０５
篇次，代借代还图书２３０ 册
次；办理分布移动身份认证系
统（随易通）Ｅ － Ｋｅｙ用户１５６
个、普通用户２１个；向我校
研究生发放《资源与服务指
南》小册子８０００余份。
２００６年５月至６月，教学

资料中心顺利完成整体搬迁工
作，正式迁入三公寓一层并投
入使用。２００６年，教学资料中
心开始接手研究生院玉泉路园
区公共机房的管理工作。
【研究生信息服务协调工作组
成立】５月２２日，“研究生院
和国家科学图书馆研究生信息
服务协调工作组”正式成立，
该工作组主要任务是就研究生
信息服务的各项工作进行协
调、沟通，并建立例会和常规
信息交流制度。１１月２９日，
工作组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
通报研究生信息服务项目进展
情况、商讨各类问题的解决办
法、制定下一步工作计划。
【首次开设信息素质教育课程】
国家科学图书馆首次在中科院
研究生院夏季学期和秋季学期
中为研究生开设了《科技文献
和网络资源实用技巧》课程，
该课程由院、馆合作共３０学
时。其课程是以普及学生科研
文献查询技巧为具体目标，以
提高学生科学研究能力为宗
旨，推行研究生信息素质教
育；要求学生了解科研过程中
的信息需求类型，掌握在数字
信息时代，如何在查询过程中
运用技巧，综合利用数字图书
馆的信息资源与服务；学会识
别和评价信息的学术性和可用
性，指导学生如何查找他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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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和未来科研活动中所需文
献、数据等。该课程已正式被
列为研究生院管理学院公共选
修课。
【“研究生信息交流学习室”成
立】１２月１８日，国家科学图
书馆总馆（中科院文献情报中
心）“研究生信息交流学习室”
正式开放。该学习室分为：阅
览区、电脑学习区、讨论区和
休闲区四部分。这是以全新的
理念和服务模式，为研究生量
身定制相关的资源与服务，全
面打造研究生到馆的集成服务
平台。研究生信息交流学习室
主要服务对象为中国科学院研
究生，同时部分面向社会读者
开放。
【以“园区ＩＰ”方式开通国外
全文数据库】２００６年，国家科
学图书馆通过“园区ＩＰ”方式
为研究生院开通了１５个外文
全文数据库，内容涉及物理、
化学、地学、生物、材料、机

械、综合等学科领域，共５１３
种期刊、８８２册会议录。
【研究生院网络资源利用率居
中科院系统前列】２００６年，中
科院研究生院用户网络资源获
取能力为：全文期刊数据库使
用量１８万余篇，专门领域全
文数据库使用量１万余篇，其
他全文文献库使用量２０万余
次，二次文摘及事实型、工具
型数据库使用量６万余次；教
学资料中心采购的各数据库利
用率均位列中国科学院系统前
１０名之内，研究生用户成为网
络资源的使用主体。

校友会工作

【概况】２００６年，中国科学院
研究生院校友会继续广泛联络
校友，积极开展校友联谊活
动，充分利用资源，争取校友

对研究生院工作的支持，服务
学校建设。

为方便与校友的联系，努
力开拓途径，建立了校友信息
库，并及时进行数据的更新与
完善。同时，及时公布学校的
各项发展信息，发布校友联谊
活动信息进而增加学校的凝聚
力。
２００６ 年，继续（推出）

“李政道讲座”，校友会与物理
科学学院合作，邀请国内外
ＣＵＳＰＥＡ学者１０余位在夏季学
期为学生授课、开办讲座。该
系列讲座已连续三年在研究生
院开设，并被评为２００６年度
研究生院精品课程。
２００６年，为更好的开展校

友工作，研究生院还专门成立
了“中科院研究生院地学校友
分会”，负责资环学院和地球
学院校友的联系和相关的校友
联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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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务 工 作

综合工作

【概况】２００６年，中国科学院
研究生院党委办公室继续保持
与上级党政领导机关、中科院
各所、相关高校、各友邻单位
良好的工作关系与联系。协助
院领导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
针和政策，贯彻执行上级机关
和党组织的指示、决定，落实
学校重要工作。完成重大决策
执行情况、院长办公会和党委
会决定事项、院领导交办的各
项工作、公文办理过程等的落
实、督促与反馈。协调校内单
位（部门）间工作，确保单位
（部门）间沟通顺畅，密切配
合，互相支持，保证整体工作
不出现纰漏。完成领导班子务
虚会、中心组会、民主生活会
会务工作，组织落实重要文
件、精神、讲话的学习和总结
工作。
【组织召开领导班子务虚会】２
月１７日，研究生院组织召开
领导班子务虚会暨中心组学习
扩大会，会议学习贯彻中国科
学院２００５年冬季党组扩大会
议精神，各位院领导就分管工

作总结２００５ 年工作，提出
２００６年工作思路和计划。会议
提出，研究生院２００６年要继
续加强质量管理，精诚校所合
作，加强院系建设，优化队伍
结构，实行内部成本核算。共
有３８人参加会议。
【组织学习夏季党组扩大会议
精神】８—１１月，研究生院组
织领导班子成员和教学管理骨
干通过视频会议系统、文字材
料以及座谈等形式，学习路甬
祥院长在２００６年夏季党组扩
大会议精神传达会上的讲话，
从招收博士生、专任教师、管
理队伍、学术道德、激励机
制、规范新建研究所教育工作
等方面予以总结并形成学习报
告。
【组织召开暑期领导班子务虚
会】８月３０—３１日，研究生院
组织召开暑期领导班子务虚会
暨中心组学习扩大会。会议学
习中国科学院２００６年夏季党
组扩大会精神，分析讨论研究
生教育工作的形势和任务。各
位院领导分别就分管工作回顾
和总结了上半年工作，提出下
半年的工作思路和计划，与会
人员展开讨论。会议要求坚持
全员合力、勤俭节约的工作作

风，积极落实，做好工作，完
成年内各项任务，共有４０余
人参加会议。
【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制度】
２００６年，研究生院召开次领
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学习《江
泽民文选》、“八荣八耻”、党
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胡锦
涛同志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体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
【学习中科院工作会议精神】６
月，研究生院组织广大教职员
工学习中科院工作会议精神，
形成学习情况报告，从贯彻落
实国家、院中长期科技发展规
划纲要和争取各类重大科技任
务的情况，创新三期启动情
况，创新三期人才队伍建设部
署，创新三期加强党的建设以
及创新文化建设、科学道德建
设、规章制度建设的建议，实
现研究生教育体制机制的进一
步改革深化等方面予以总结。
【完成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报告】
３月１３日，研究生院完成经济
责任审计工作报告，对学校在
２００３年９月底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
底的工作进行总结，报告分为
基本情况、工作进展、财务资
产工作、存在的不足４个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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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党委工作考核评价工作】
５月１２—２５日，研究生院完成
党委工作考核评价，重点是对
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０６上半年工作进
行评价。该项考评工作通过支
部评议、党委自评、召开不同
范围座谈会、汇集评价意见、
召开党委工作考评会、汇总考
评结果等环节完成，从２００６
年起每两年组织一次。
【加强创新文化建设】 ２月，
研究生院开展“创建文明部
门、促进作风建设，争做优秀
管理工作者”活动，要求各部
门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加强能
力建设、加强作风建设、加强
道德建设，转变服务观念、加
强作风建设、提高管理水平。
【调整校务委员会组成】７月３
日，经研究生院院长办公会议
研究决定，调整校务委员会。
校务委员会由１７人组成，任
期与研究生院本届领导班子相
同。

组织工作

【概况】２００６年，中国科学院
研究生院组织工作的重点是：
积极进行党的组织建设、干
部、人才和统战工作。具体工
作有：进行党内选举、党的基
层组织建设、党员发展和预备
党员转正、党员的经常性教育
和日常管理、党内统计、党费
收缴、组织关系接转等。

截止到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底，
研究生院共有１４１个党的基层
组织；其中，１个党委，１３个
党总支部，３个直属党支部和
１２４个党支部。１２４个党支部

中包括３８个教工党支部和８６
个学生党支部，共有党员２９６５
名；其中在职党员２９０名，学
生党员２２６３名，离退休（退
职）党员３４３名。党员中，预
备党员４７９名，女党员１１０２
名，少数民族党员１０２ 名。
２００６年共发展新党员５６名，
其中教工党员４名，学生党员
５２名。接转党员组织关系
３７００人次；其中转出１８１７人，
接收１８８３人。截止到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底，研究生院在职人员中
共有民主党派成员２２人；其
中当年发展新成员３名。

进一步规范研究生院党员
发展工作程序，制定了《关于
预备党员转正工作中有关问题
处理的意见》 （党发组字
〔２００６〕４号），修订了《中国
科学院研究生院发展党员工作
实施细则》（党发组字〔２００６〕
１３号），并完成党建工作文件
汇编工作。先后对数学系、生
物系、外语系、人文学院、资
源与环境学院、化学与化学工
程学院６个任期届满的院系行
政班子进行了任期考评，为领
导提供决策依据。
【基层党委考评】２００６年５—６
月，按照京区党委要求，组织
完成研究生院基层党委工作考
核评价工作（２００６年研究生院
党委工作考评最终得分：
８６ ４）。本次考评的主要内容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基层党委
的政治核心作用和保证监督作
用、领导班子建设、党支部和
党员队伍建设、党风廉政建
设、统战工作、群众工作、离
退休工作、研究生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

【石景山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换届选举】２００６年
９—１１月，按照《中共北京市
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做好全市
区县、乡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
换届选举工作的意见》要求，
在北京市石景山区委选举办指
导下，研究生院顺利完成了石
景山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换届选举工作，选举出外
语系教授彭工同志为本选区石
景山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
【举办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培训
班】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４日至５日，
在雁栖湖教学园区举办了２００６
级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培训班，
来自研究生院各院系的８６名学
生党支部书记以及部分主管学
生党建工作的老师参加了培训。
本次培训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研
究生党支部书记了解在研究生
中发展新党员和预备党员转正
工作的具体程序、规定，以及
如何更好地发挥研究生党支部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举办预备党员培训班】２００６
年１１月１７、２０和２１日在研究
生院玉泉路园区和中关村园区
分院系组织了三场预备党员培
训，４００余名预备党员参加了
培训。各院系党总支部书记及
负责学生党建工作的老师分别
参加了两个园区的预备党员培
训。培训班上，组织部长沈永
前教授作了“努力做一名合格
的共产党员”的主题报告，提
出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所需的
各方面素质和要求。培训班上
还着重介绍了研究生院党委
２００６ 年下发的党发组字
〔２００６〕４号文件（《关于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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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转正工作中有关问题处理
的意见》）和党发组字〔２００６〕
１３号文件（《中国科学院研究

生院发展党员工作实施细则
（修订）》）。这两个文件对研究
生院预备党员转正的相关程序

和预备党员转正过程中的一些
特殊问题都做了具体的规定和
说明。

研究生院民主党派情况统计表（在职）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历 职称 党派
１ 王淑平 女 博士后 副教授 民盟
２ 潘辛平 男 博士 教授 民盟
３ 何裕建 男 博士 教授 民盟
４ 马石庄 男 博士 教授 民盟
５ 徐艳梅 女 硕士 副教授 民建
６ 薛倚明 男 硕士 副教授 民建
７ 李正义 男 大专 无 民建
８ 杨海珍 女 博士 教授 民建
９ 石勇 男 博士 教授 民建
１０ 宋国定 男 学士 研究员 民革
１１ 柳卸林 男 博士 研究员 民主促进会
１２ 谢正观 男 博士 教授 台盟
１３ 毕世栋 男 大学 副研究馆员 致公党
１４ 徐海霞 女 博士 讲师 九三学社
１５ 杨　 佳 女 硕士 教授 九三学社
１６ 田维熙 男 硕士 教授 九三学社
１７ 张颖建 女 学士 副教授 九三学社
１８ 王　 颖 女 博士 教授 九三学社
１９ 佟仁城 男 硕士 教授 九三学社
２０ 马晓丰 男 博士 副教授 九三学社
２１ 王多君 男 博士 讲师 九三学社
２２ 曹　 洁 女 博士 副教授 九三学社

纪检监察与审计工作

【概况】２００６年，中国科学院
研究生院纪检监察工作以邓小
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中纪
委六中全会的精神，围绕研究
生院规范管理、完善机制、提
高教学质量的工作目标，狠抓
干部自律、纠纷、办案等工作，
推进源头治理，充分发挥职能
部门的作用，强化责任制，努

力取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的新成果，保证和促进学
校的改革、发展和稳定。
【开展党风廉政教育】６月９
日，举行了的党风廉政建设教
育报告会，８０多名副处以上人
员参加。会议由纪委书记隋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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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主持。中纪委驻院纪检组组
长、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王庭
大作了题为《加强党风廉政建
设，为知识创新三期提供组织
保证》的报告。报告从党风廉
政建设的重要性、领导干部廉
洁自律、建立惩治预防腐败体
系、加强领导狠抓落实等四个
方面阐述了新时期的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
【查处招生工作中的不正当行
为】４月３日，数学系某某教
授，在硕士生复试工作中，未
经该系招生领导小组同意，个
人擅自通知考生参加复试，严
重违反了《研究生复试工作管
理规定》，学校给予其通报批
评的处分，取消其２００７年度
的招生资格。

宣传工作

【概况】２００６年度，中国科学
院研究生院宣传工作以贯彻落
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紧密结
合中国科学院新时期发展战
略，围绕“三统一、四结合”
办学方针，着眼于学校中心工
作和重点工作，在学校党委的
直接领导下，党委宣传部承担
了思想教育、文化建设和对外
宣传等方面的工作，取得了较
好的成绩。
【中国科学院思想政治工作研
究会分会成立】１月２０日，中
国科学院政研会正式批复同意
成立研究生分会（院文明办字
［２００６］２号）。３月２０日，中
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印发《中国
科学院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研

究生分会章程》和《中国科学
院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研究生
分会第一届理事会组成人员名
单》，宣告研究生分会正式成
立。５月１９日至２２日，中国
科学院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秘
书长会议在昆明召开，中国科
学院研究生院申报的《独具特
色的科学院研究生思想政治工
作模式探索》研究课题以最高
票通过。
【学习贯彻《国家中长期科学
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２月
２７日—３月２４日，为深刻理
解和把握《规划纲要》的指导
方针、发展目标、总体部署以
及若干重要政策和措施，增强
对国家未来发展高度负责的紧
迫感、使命感和责任感，充分
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举办了“我与科技自
主创新”有奖征文活动，收到
６５篇稿件，编印《创新之路》
一书。
【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活
动】３月４日，胡锦涛总书记
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
会议的委员时，发表了关于树
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
话。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师生
随后深入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
记重要论述、加强社会主义荣
辱观教育。信息科学与工程学
院、资源与环境学院、生物系
等院系和长春应化所、新疆生
态与地理所、广州能源研究
所、近代物理所、武汉病毒所
等培养单位的学习成效显著。
【纪念建党８５周年大会】６月
３０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举
行纪念建党８５周年大会暨文
艺汇演。中国科学院京区党委

副书记孙建国出席会议，中国
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邓勇
讲话指出，要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继续高高举起理想和信
念、建设和发展、团结和奋斗
“三面旗帜”。８０余名新党员
宣誓。文艺汇演中，共１２个
单位表演了２０个节目。
【学习《江泽民文选》】９月２７
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召开
学习《江泽民文选》座谈会，
研究生院党委书记邓勇谈了他
学习《江泽民文选》的几点体
会。首先， 《江泽民文选》是
十几年来全党思想理论建设的
集体智慧结晶。其次， 《江泽
民文选》生动记录了我们党十
三年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伟大历程。第三， 《江泽民
文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
命实践中的继承和发展。第
四，《江泽民文选》也是我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指导。学校通过下发通知、发
放学习材料等方式推动《江泽
民文选》的深入学习。
【深入开展理论调研工作】参
与起草白春礼院长在中国科学
院研究生院第一次工作会议上
的讲话，整理路甬祥院长在研
究生院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的讲
话。参与《江泽民与中国科学
院》、《胡耀邦与中国科学院》
等书的编写工作。共组织编写
创新案例４篇，约３万字，其
中人事处《引得好聘得对留
得住出得去》案例，培养办
《整合资源精编教材打造科学
院研究生教育品牌》案例分别
被科学院夏季和冬季党组扩大
会参阅材料录用编发。
【全方位开展对外宣传】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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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活动集中宣传和日常工作
长线宣传的原则，通过收集新
闻线索、开展宣传策划、与媒
体记者联络、采写新闻通稿、
汇集整理媒体报道等环节，推
动学校的对外宣传工作。起草
了《研究生院形象标识应用规
定》、《研究生院新闻宣传暂行
规定》。一年来，和国内主要
媒体建立了友好的工作关系。
主要围绕学校举办的中国科学
与人文论坛报告会、夏季学
期、开学典礼、学位授予、院
系更名成立、国际合作交流、
创新案例讲座等中心工作，组
织新华社、中新社、中央电视
台、北京电视台、凤凰卫视、
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科技
日报、科学时报、北京青年
报、新京报、上海文汇报等媒
体记者来访，媒体发稿１３０余
篇。
【多篇对外宣传稿件引起广泛
影响】宣传部通过媒体发表了
《中科院对研究生发表论文不
再做量化要求》 （人民日报１
月５日）、《白春礼认为研究生
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创新能力》
（科学时报４月２６日）、《中科
院研究生院将在招生中扩大面
试权重》（新华社５月７日）、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培养出
首位欧洲籍博士》（中新社１１
月８日）、《中科院研究生院：
学生读研不收费将享受奖学
金》（中新社０９月２８日）等
上百篇稿件，影响大，反响
好。
【新闻网建设成效显著】新闻
网于２００５年４月开通，旨在向
世界传播中科院研究生院的声
音，报道中科院各研究生培养

单位的教育动态，展现中科院
广大研究生的精神风貌。新闻
网本年度加强与教育基地和培
养单位的联系，着力反映“大
研究生院”在研究生教育方面
的工作进展、精神风貌；加强
各院系（部门）的信息员队伍
建设，增进相互交流与协作，
重点报道了研究生院第一次工
作会议、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
系列报告以及校园文化艺术节
等各类活动。开设了“学习
《江泽民文选》”、“感念师生情
２００６”、“我与科技自主创新”
等专题，举办“我的考研故
事”、“我的中科院记忆”等主
题征文活动。年末开展２００６
年度十大新闻评选。本年度新
闻网共发稿２５００余篇，日均
访问量达３５００余人次。
【政务信息报送取得好成绩】
起草《研究生院ＡＲＰ政务信
息系统使用管理办法》。２００６
年度政务信息报送工作取得较
好成绩，其中《要情》采用１５
条，院领导批示２条； 《领导
参阅》采用２条；《情况通报》
采用１条；《对上专报》采用５
条，中办采用１条，中央领导
批示１条；院网主页采用１２６
条。合计上报信息２４７条，采
用１４９条，得分３７３分，排名
第九。其中有些信息引起科学
院领导重视，并得到批示，对
学校工作起到了实质性促进作
用。
【开展“研究生教育访谈录”
系列采访】采访了白春礼、刘
东生、李佩、裴钢、欧阳钟
灿、饶毅、刘嘉麒、彭宇行、
苏刚等相关领导和院士教授。
相关稿件先后在新华社、人民

日报、光明日报、科学时报、
中国青年报、科学新闻等媒体
发表。在研究生院工作会议期
间，访谈稿件整理编印成《研
究生教育访谈演讲选集》，作
为会议交流材料。访谈文集
《推开另一扇窗》正式出版。
每月一期的《研究生教育信息
集粹》反响良好。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校史馆
揭牌】９月１２日，中国科学院
常务副院长、研究生院院长白
春礼、李佩教授为中国科学院
研究生院校史馆揭牌。中科院
院长路甬祥题写馆名。查阅了
档案８００余件，收集整理各类
照片近１０００张，各类校史书
籍近两百万字，实物近１００
件，寻访当事人２０余位，举
行各类会议６次，设计制作了
展板３５块、展柜１５个，校史
馆成为展示中科院研究生教育
发展历程、弘扬传统文化、激
励师生创新的阵地。截至年底
已有近五千人次参观了校史
馆。
【《研究生院》杂志改版】从
２００６年第１期开始，《研究生
院》杂志改版。年内编印《研
究生院》６期，约４５万字；编
辑博士合唱团西北行活动增刊
一本，约８万字。策划了“做
人、做事、做学问”、 “回望
２００５畅想２００６”；“良师益友
团队”；“导师谈培养”等主题
征文。新辟了“人物访谈”、
“择业就业”、“科苑星空ＢＢＳ
文摘”等栏目，稿件质量不断
提升，对外影响不断扩大。
２００６年《中国研究生》采用稿
件十余篇。
【举办５次建设与发展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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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琳、王庭大、阴和俊、阎保
平、王明玉、易卫东、王嵬等
多位嘉宾主讲，近六百人次与
会交流。其中相关报道在《中
科院北京分院院刊》、《科学时
报》发表。充分发挥论坛交
流、启发、互动的特性，注重
开拓教职工的视野，启发新的
工作思路，通过举办“建设与
发展论坛”促进学校的创新文
化建设。
【科苑星空ＢＢＳ站运行良好】
２００６年１月至１０月月均访问
累计人次近３０９万，科苑星空
ＢＢＳ版面总计５０７个，注册用
户近１０万，用户ＩＰ地址分布
为校内占３１％，各培养单位占
２６％，科学院系统之外的占
４３％。配合学校中心工作，设
计上传进站画面。在坚持原则
的基础上结合ＢＢＳ自身特点实
施敏感信息监管，较出色地完
成信息监管任务。协助各部门
利用ＢＢＳ与同学及时沟通，达
到释疑解惑的目的。组织科苑
星空ＢＢＳ站站徽征集评选活
动。策划组织ＢＢＳ两周年站庆
系列纪念活动，编印《科苑星
空ＢＢＳ站两周年纪念文集》１０
万字，发行１０００册；完成了
第三、四届十佳版主评选。编
印《站情通报》近２０期，累
计近八万字，力争做到及时客
观准确反映学生思想动态，为
学校各项管理工作提供有效参
考，成为做好学生思想政治工
作的有效载体。网络直播栏目
《在线访谈》，本年度共举办六
期。
【校园文化建设有声有色】紧
密结合时政形势和学校工作，
先后组织策划四期大型宣传图

片展，有两会报道、构建和谐
社会、世界地球日、学生摄影
书画美术风采大展、七一专题
等各类展览，累计制作两百余
块展板，陈列近千张精美图
片。共有近二十多个部门和院
系共同参与建设，内容更加丰
富多彩。
【研究生记者团作用凸显】宣
传部负责记者团的组织建设以
及日常工作管理和协调，对记
者团的换届、改选、招新等工
作，以及相关采访报道活动，
进行指导和协调。筹划推出系
列采访“科研进行时”，以
“记录研究生自己”为宗旨，
关注中科院研究生的学习、科
研、生活和思想状态，反映研
究生成长为一名科学家的历
程，组织记者团采访报道。记
者团参与了“中国科学与人文
论坛”、“中日美澳国际学生论
坛”、博士合唱团西北行活动、
中科学子无锡行、中科学子宁
波行活动、开学典礼、学位授
予仪式等重大活动的报道；积
极参与学校各类学术、文体活
动的报道；参与“研究生教育
访谈录”、“科研进行时”等专
题的采访报道活动，撰写大量
优秀稿件，发表在新闻网、
《研究生院》、 《中国研究生》
上。累计发稿３００余篇。
【推出视频新闻】１２月１９日，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视频新闻
正式开播，党委书记邓勇教授
发表讲话。首期视频新闻还报
道了“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
的有关情况。视频新闻工作按
照“着眼长远、分步推进、部
门协作、共建共享”的原则，
由党委宣传部、远程教育中

心、信息与网络中心联合制
作。管理学院２００６级硕士研
究生孙妮雅担任首任播音员。

离退休及群众工作

【概况】２００６年，是我国“十
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三期
的第一年，同时伴随建党８５
周、中国工农红军７０周年等
重要节日。中科院研究生院的
离退休工作认真贯彻离退休政
策，落实离退休干部各项待
遇，组织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
彩的活动如：春节团拜会、春
季和秋季参观游览、春季和秋
季运动会、专题报告会、座谈
会、健康知识问答活动等；离
退休党总支组织做好定期或不
定期的离退休教职工特困补助
工作、组织全体党员参观首都
博物馆等。
２００６年，慰问住院病人

１４５人次，元旦和春节期间，
共走访慰问住院老同志、年高
体弱、困难家庭、空巢家庭和
德高望重的老同志５０多户；
“七一”、“十一”走访慰问老
领导、老教授、高龄老同志３０
多户；院领导参加走访慰问老
同志４０余户。协助５位去世老
同志的亲属做好善后事宜；协
助书法班、合唱队、舞蹈队、
读书会等老年社团开展活动。
老年合唱团先后参加了研究生
院、科学院、石景山地区等有
关部门的文艺演出活动。不断
完善离退休工作内部管理制
度，如：慰问制度、丧葬费管
理制度、经费管理制度、车辆



１５７　　

党
务
工
作

管理制度等。
截止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研究

生院离退休教职工５５７人，其
中离休干部６１人、退休干部
３１１人、退休工人７９人、离岗
安置教职工８７人。７０岁以上
２３９人，其中７５岁以上高龄
１０５人。离退休党总支有１３个
党支部，离退休教职工党员
２９４名。
【举办书画艺术展庆祝建党８５
周年、红军长征７０周年】为
了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８５周
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
利７０ 周年，２００６ 年５ 月２５
日，离退休及群众工作处组织
举办离退休老同志书画艺术
展，书画艺术展以庆祝建党８５
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７０
周年为主题，参展作品形式多
样，包括书法、绘画、布艺、
手工制作等。老同志们在一个
月的时间里精心构思、精心创
作了６０多幅（件）作品。书
画艺术作品分别在玉泉路和中
关村老同志活动室、玉泉路多
功能厅面向全校教职工进行了
展出，历时２０天。
【召开老党员座谈会】结合建
党８５周年，离退休党总支于
２００６年６月２７日组织召开庆
“七一”老党员座谈会，座谈
会上大家畅谈中国共产党８５
年来的辉煌历程，并表示在新
时期依然要发挥老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
【召开科学院城区片离退休工
作调研会】２００６年４月７日上
午，科学院城区片离退休工作
调研会在我院召开。科学院离
退休干部工作局吴保祖局长及
离退休调研处的领导等前来参

加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研究
生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过程
工程研究所、植物研究所和科
学出版社等单位主管离退休工
作的所级领导，会上各所领导
汇报和交流了各所的离退休工
作。孙勤副院长介绍了研究生
院为加强离退休工作的机制保
障和具体措施等。
【就当前教育工作中热点问题
进行座谈】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５日
在一些老教授的建议下，为老
教授们在科教兴国中发挥作
用，组织召开了我国现行教育
的话题座谈会《关于我国当前
教育工作中热点问题———出国
热》，１５位老教授代表做了充
分准备，在座谈会上从不同角
度阐明了个人的观点。会后将
老教授们的发言整理成文字材
料，并交给了科学院离退休干
部工作局，受到了局领导的关
心和重视。
【发挥余热奉献社会】离退休
教职工中有许多老同志仍然活
跃在各条占线上发挥余热奉献
社会。其中返聘在我院从事科
研教学工作的有２０余人、返
聘在教辅和后勤岗位的１０余
人，被外单位返聘的３０余人。
李佩老师８６岁高龄依然为社
会公益事业无私奉献自己的余
热；颜基义老师以中关村诗社
为平台以诗会友联系老一代科
学家讴歌科学春天，推进和谐
社会发展；姜丹老师编写的
《信息论与编码教程》被教育
部遴选后，推荐为研究生专用
教材；万良春老师出版的《新
编领导科学教程》作为中央党
校指定教材，同时捐助北京市
宏志中学，设立了《宏志扬帆

奖学金》；左垲老师８７岁高龄
仍担任《研究生教育》杂志总
编…
【荣获“中科院离退休干工作
先进集体”】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０
月张旭东同志先后参加了两轮
科学院离退休干部工作先进集
体评选考核大会，并代表研究
生院离退休及群众工作处介绍
了我院离退休工作的事迹，展
示了离退休工作的资料、图表
和照片等，得到了离退休干部
工作局领导和其他院所代表的
一致好评。２００７年４月得到评
选结果，被科学院离退休干部
工作局评为“离退休干部工作
成绩突出先进集体”。
２００６年，离退休及群众工

作处被评为“研究生院先进集
体”

教代会（工会）工作

【概况】２００６年是国家“十一
五”规划的第一年，也是中国
科学院三期创新工程的开局
年。研究生院教代会（工会）
工作在研究生院党委的领导
下，紧紧围绕学校的中心工
作，服务于大局，充分发挥党
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认真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基
本职责，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
下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发
挥好教代会作用。
２００６年，组织召开３次职

工代表大会；分别就《２００５年
研究生院财务工作报告》、《研
究生院职工周转住房管理暂行
办法》、《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专业技术岗位聘任办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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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次性发放绩效奖励的
建议》等文件听取与会代表的
意见。

坚持开展“送温暖、献爱
心”活动。２００６年，研究生院
共发放送温暖及困难补助
２７６００元，对三十八名教职工
进行了困难补助。研究生院师
生共为灾区捐款１４９９５元，棉
衣、棉被等物品４９９件。积极
关注弱势群体，今年组织残疾
职工参观了世界公园及昌平天
龙源

建立单身青年职工数据
库，为三位大龄青年建立了央
务鹊桥网站平台联系。加强工
会财务的规范化管理，坚持按
上级工会财务规定要求执行。

为促进职工体育活动的广
泛开展，开办８次有６０人参加
的体育骨干培训班，建立并完
善了各群众性文体协会。成立
了音乐、舞蹈协会、书画、摄
影协会、牌类协会、棋类协
会、游泳协会、羽毛球协会、
登山协会、钓鱼协会、足球协
会共九个。目前，会员人数达
７１１人。研究生院现有玉泉路
园区、中关村园区、雁栖湖园
区三个分工会，下设２９个工
会小组。
【开展大众广播体操验收评比
活动】为继续深入开展普及大
众广播体操活动，５月１１日至
１２日，对全研究生院深入开展
普及大中广播操的情况进行验

收和评比活动，全院教职工以
部门为单位参加共有雁栖湖园
区管理部等５个部门１１位个
人表现突出，受到表彰。
【参加北京市第１２届国际长跑
节活动】３月２６日，组织研究
生院４０名教职工参加了在天
安门广场举行的北京市第１２
届国际长跑活动。
【参加北京移动通信杯北京市
全民健身周活动】６月２４日，
研究生院组队参加北京移动通
信杯北京市全民健身“周姚记
杯”３对３街头篮球争霸赛，
获得科技组冠军。同时，研究
生院在全民健身周活动获得先
进单位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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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件 与 规 章

党发文件及规章制度目录

１ 关于邓石翼、张晋连同志任免的通知（党发
组字［２００６］１号）

２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
研究生分会单程》和《中国科学院思想政治
工作研究会研究生分会第一届理事会组成人
员名单》的通知（党发宣字［２００６］２号）

３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２００６年党委
工作要点》等材料的通知（党发字［２００６］３
号）

４ 关于印发《关于预备党员转正工作中有关问
题处理的意见》的通知（党发组字［２００６］４
号）

５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２００６年纪委
工作要点》的通知（党发纪字［２００６］５号）

６ 关于开展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五周年纪念活
动的通知（党发字［２００６］６号）

７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宣传工
作暂行规定》的通知（党发宣字［２００６］７
号）★

８ 关于中国共产党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机关联
合总支部委员会干部任职调整的通知（党发
组字［２００６］８号

９ 关于撤销成教学院党总支部的通知（党发组
字［２００６］９号）

１０ 关于王艳芬同志免职的通知（党发组字
［２００６］１０号）

１１ 关于认真学习《江泽民文选》的通知（党发

宣字［２００６］１１号）
１２ 关于进一步加强学生业余党校培训工作的通
知（党发学字［２００６］１２号）

１３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发展党员工
作实施细则（修订）》的通知（党发组字
［２００６］１３号）★

１４ 关于管理学院党总支部委员会组成的批复
（党发组字［２００６］１４号）

１５ 关于评选２００６年度优秀学生主管的通知
（党发学字［２００６］１５号）

１６ 关于党委职能机构干部任职的通知（党发组
字［２００６］１６号）

１７ 关于管载麟、牛晓莉任职的通知（党发组字
［２００６］１７号）

院发文件及规章制度目录

１ 关于增补叶中华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位
评定委员会专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副主任的
通知（院发学位字［２００６］１号）

２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增列培养博
士、硕士学位研究生学科、专业点评审办法》
的通知（院发学位字［２００６］２号）★

３ 关于表彰２００５年度优秀集体和优秀个人的通
知（院发人字［２００６］３号）

４ 关于２００５年度考核为基本合格、不合格人员
的决定（院发人字［２００６］４号）

５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关于重新组建“中国科
学院百人学者论坛（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００）”理事会的
通知（院发人字［２００６］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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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关于成立“传感网络与应用研究中心”的通
知（院发人字［２００６］６号）

７ 关于张晋连任免的通知（院发人字［２００６］７
号）

８ 关于做好２００６届春季毕业研究生学历证书电
子注册工作的通知（院发学字［２００６］８号）

９ 关于增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本部）学位
评定委员会成员的通知（院发培字［２００６］９
号）

１０ 关于表彰２００５年度政务信息工作优秀集体
和优秀个人的通知（院发宣字［２００６］１０
号）

１１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关于下达２００６年研究
生招生（院发招字［２００６］１１号）

１２ 关于开展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２００６年度
“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初选工作
的通知（院发培字［２００６］１２号）

１３ 关于做好２００６年度中国科学院各类研究生
奖学金初选工作的通知（院发培字［２００６］
１３号）

１４ 关于做好２００６年导师培训工作的通知（院
发培字［２００６］１５号）

１５ 关于转发《关于印发国务委员、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主任陈至立同志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上讲话的通知》的通知（院
发学位字［２００６］１６号）

１６ 关于举办“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乌鲁木
齐）研究生指导教师研讨班”的通知（院发
培字［２００６］１７号）

１７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百人计
划”管理办法》的补充规定的通知（院发人
字［２００６］１８号）★

１８ 关于２００６年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基本支
出预算的批复（院发［２００６］１９号）

１９ 关于全国２００５年博士学位授权学科定期评
估及我院“信息与通信工程”授权点被责令
整改的情况通报（院发培字［２００６］２０号）

２０ 关于聘任刘红为副编审的通知（院发人字
［２００６］２１号）

２１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台湾学生奖
学金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院发外字
［２００６］２２号）★

２２ 关于开展２００６年春季博士学位论文抽查并
实施匿名评审工作的通知（院发学位字
［２００６］２３号）

２３ 关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本部）研究生导
师招生年龄有关规定的通知（院发培字
［２００６］２４号）

２４ 关于举办“２００６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五届
文化艺术节”的通知（院发学字［２００６］２５
号）

２５ 关于规范玉泉路园区建筑物称谓的通知（院
发办字［２００６］２６号）

２６ 关于在研究生中开展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
重要论述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活动的通
知（院发学字［２００６］２７号）

２７ 关于转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下达２００５
年博士学位授权点定期评估结果及处理意见
的通知》的通知（院发培字［２００６］２８号）

２８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关于雁栖湖园区管理部
干部任免的通知（院发人字［２００６］２９号）

２９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关于化学与化学工程学
院行政班子调整的通知（院发人字［２００６］
３０号）

３０ 关于成立“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国内合作办
公室”的通知（院发人字［２００６］３１号）

３１ 关于进一步推进信息化建设工作的通知（院
发办字［２００６］３３号）

３２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院系直属研
究生培养成本分担管理规定》的通知（院发
培字［２００６］３７号）★

３３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职工购房补
贴发放暂行办法》的通知（院发计财字
［２００６］４２号）★

３４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的若干意见（院发学字［２００６］４３号）

３５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职工周转
住房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院发计财字
［２００６］４４号）★

３６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位授予公
告》（第９号）的通知（院发学位字［２００６］４５
号）

３７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２００６年行
政工作要点》等材料的通知（院发办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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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４６号）
３８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项目聘用制
试行办法》的通知（院发人字［２００６］４７
号）★

３９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劳动能力评
议工作条例》 （试行）的通知（院发人字
［２００６］４８号）★

４０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档案进馆工
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院发办字［２００６］４９
号）★

４１ 关于公布２００６年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增
列培养博士、硕士学位研究生学科专业点评
审结果的通知（院发学位字［２００６］５０号）

４２ 关于成立“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计算与通信
工程学院”的通知（院发人字［２００６］５１
号）

４３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位评定委
员会第二届第六次会议纪要》的通知（院发
学位字［２００６］５３号）

４４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短期聘用人
员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院发人字
［２００６］５４号）★

４５ 关于成立中科院研究生院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的通知（院发保字［２００６］５５号）

４６ 关于２００６年秋季入学博士生录取工作的通
知（院发招字［２００６］６２号）

４７ 关于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有关人员在
２００６年硕士招生中违规违纪情况的通报（院
发招字［２００６］６３号）

４８ 关于做好２００６年硕士学位授权点定期评估
工作的通知（院发培字［２００６］６４号）

４９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优秀学生评
选条例（试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
生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的通知（院发学
字［２００６］６５号）★

５０ 关于２００６年中国科学院马普学会联合培养
博士生项目选派工作的通知（院发培字
［２００６］６６号）

５１ 关于同意ＤＣＳ中心申请注册为独立事业法人
单位的通知（院发科研字［２００６］６７号）

５２ 关于修订《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百人计
划”管理办法》的通知（院发人字［２００６］

６８号）★
５３ 关于２００５年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科研启
动经费项目立项的通知（院发科研字
［２００６］６９号）

５４ 关于２００５年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基
金项目立项的通知（院发科研字［２００６］７０
号）

５５ 关于开展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学年优秀学生评选工
作的通知（院发学字［２００６］７９号）

５６ 关于启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计算与通信工
程学院印章的通知（院发办字［２００６］８０
号）

５７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２００７年招
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科目设
置方案》的通知（院发招字［２００６］８１号）

５８ 关于“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
２００６年推荐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院发培字
［２００６］８２号）

５９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ＡＲＰ项目
应用管理细则》（试则）的通知（院发办字
［２００６］８３号）★

６０ 关于数学系招生复试工作中出现违规问题的
通报（院发字［２００６］９０号）

６１ 关于调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数据与通信
保护研究教育中心（ＤＣＳ）”领导班子的通
知（院发人字［２００６］９１号）

６２ 关于成立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信息宣传工作
领导小组的通知（院发字［２００６］９２号）

６３ 关于做好２００６年学科评估工作的通知（院
发培字［２００６］９９号）

６４ 关于成立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怀柔新园区建
设工程指挥部的通知（院发字［２００６］１００
号）

６５ 关于召开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次工作会
议筹备工作的通知（院发字［２００６］１０２
号）

６６ 关于转发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
等文件的通知（院发学字［２００６］１０３号）

６７ 关于做好２００６届夏季毕业研究生学历证书
电子注册工作的通知（院发学字［２００６］
１０４号）

６８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关于部门成立和干部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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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通知（院发人字［２００６］１０５号）
６９ 关于做好２００６年毕业生就业工作有关问题
的通知（院发学字［２００６］１０７号）

７０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本部）研
究生指导教师遴选暂行办法》的通知（院发
培字［２００６］１０９号）★

７１ 关于成立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优秀教育工作
者评审小组的通知（院发字［２００６］１１５
号）

７２ 关于２００６年度专业技术岗位聘任的通知
（院发人字［２００６］１１６号）

７３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ＡＲＰ系统
电子公文管理办法（试行）》和《中国科学
院研究生院ＡＲＰ政务信息系统使用管理办
法（试行）》的通知（院发办字［２００６］
１２３号）★

７４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ＡＲＰ系统
运行维护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院发
网络字［２００６］１２４号）★

７５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ＡＲＰ系统
人力资源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院发
人字［２００６］１２５号）★

７６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ＡＲＰ系统
科研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院发
科研字［２００６］１２７号）★

７７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ＡＲＰ系统
综合财务管理办法（试行）》和《中国科学
院研究生院ＡＲＰ系统固定资产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院发计财字［２００６］１２８
号）★

７８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ＡＲＰ系统
装备计划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院发
计财字［２００６］１２９号）★

７９ 关于成立推荐２００６年度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人员评审小组的通知（院发人字［２００６］
１３０号）

８０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保密工作管
理办法》的通知（院发科研字［２００６］１３１
号）★

８１ 关于成立“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数学科学学
院”的通知（院发人字［２００６］１３２号）

８２ 关于举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次工作会

议的通知（院发字［２００６］１３３号）
８３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关于“网络中心”更名
及相应干部调整的通知（院发人字［２００６］
１３４号）

８４ 关于成立“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招标投标管
理办公室”的通知（院发人字［２００６］１３５
号）

８５ 关于成立优秀学生评审委员会的通知（院发
学字［２００６］１３６号）

８６ 关于调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校务委员
会”的通知（院发人字［２００６］１３７号）

８７ 关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次工作会议地
点变更的通知（院发字［２００６］１３８号）

８８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本部２００７年
新增研究生指导教师名单的通知（院发培字
［２００６］１３９号）

８９ 关于成立教学实验室建设规划小组的通知
（院发教字［２００６］１４０号）

９０ 关于启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饮食服务中心
印章的通知（院发办字［２００６］１４１号）

９１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关于人文学院等行政领
导班子换届的通知（院发人字［２００６］１４３
号）

９２ 关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优秀教师”和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优秀教育工作者”的
表彰决定（院发培字［２００６］１４７号）

９３ 关于颁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突出贡献荣
誉奖”的决定（院发培字［２００６］１４８号）

９４ 关于表彰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学年优秀学生的决定
（院发学字［２００６］１４９号）

９５ 关于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学年相关培养单位优秀学
生评选结果的函（院发学字［２００６］１５０
号）

９６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关于公派出
国出境深造及访问人员工资待遇的规定》的
通知（院发人字［２００６］１５１号）★

９７ 关于做好２００６年秋季迎新工作的通知（院
发学字［２００６］１５４号）

９８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生管理规
定》的通知（院发学字［２００６］１５５号）★

９９ 关于举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２００６年度博
士、硕士学位授予仪式的通知（院发学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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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１５６号）
１００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位授予

暂行条例》的通知（院发学位字［２００６］
１５７号）★

１０１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位授予
公告》 （第１０号）的通知（院发学位字
［２００６］１５８号）

１０２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关于苏刚等任职的通
知（院发人字［２００６］１６２号）

１０３ 关于印发《白春礼主席在中国科学院研究
生院学位评定委员会第二届第７次会议上
的讲话》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位评
定委员会第二届第７次会议纪要》的通知
（院发学位字［２００６］１６３号）

１０４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专任教师
队伍规划（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的通知（院
发人字［２００６］１６４号）

１０５ 关于报送２００７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申
报材料的紧急通知（院发培字［２００６］１６７
号）

１０６ 关于举办“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期教
育管理干部培训班”的通知（第一轮）
（院发培字［２００６］１７４号）

１０７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关于化学学院行政领
导班子换届的通知（院发人字［２００６］１７５
号）

１０８ 关于申报２００６年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科学
与社会实践资助专项的通知（院发培字
［２００６］１７８号）

１０９ 关于调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安全工作领
导小组成员的通知（院发保字［２００６］１７９
号）

１１０ 关于做好石景山区第十届人大代表换届选
举工作的通知（院发字［２００６］１８０号）

１１１ 关于近期安全事故处理的决定（院发字
［２００６］１８６号）

１１２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港澳及华
侨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
（院发外字［２００６］１８７号）★

１１３ 关于聘任闫文军为研究生院法律顾问的通
知（院发人字［２００６］１８８号）

１１４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本部）

在读学生申请出国暂行规定（修订）》的通
知（院发外字［２００６］１８９号）★

１１５ 关于对陈玮同志破坏教学环境秩序行为的
处理决定（院发保字［２００６］１９０号）

１１６ 关于对薛宏旗按自动离职处理的通知（院
发人字［２００６］１９１号）

１１７ 关于对杨慧萍按自动离职处理的通知（院
发人字［２００６］１９２号）

１１８ 关于成立研究生创新研究资助专项评审委
员会的通知（院发培字［２００６］１９５号）

１１９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形象标识
应用规定》的通知（院发宣字［２００６］１９６
号）★

１２０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公有住房
租赁使用的管理办法》的通知（院发计财
字［２００６］１９７号）★

１２１ 关于选拔优秀博士生出席德国诺贝尔奖获
得者大会的通知（院发培字［２００６］１９８
号）

１２２ 关于调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本部）学
位评定委员会成员的通知（院发培字
［２００６］１９９号）

１２３ 关于成都山地所取消２００６级新生张义入学
资格的批复（院发学字［２００６］２０２号）

１２４ 关于调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本部）学
术委员会成员的通知（院发科研字［２００６］
２０６号）

１２５ 关于编制２００７年研究生招生计划的通知
（院发招字［２００６］２０８号）

１２６ 关于召开新建研究所研究生教育工作座谈
会的通知（院发培字［２００６］２２１号）

１２７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党政管理
机构及直属单位的职能设置》的通知（院
发人字［２００６］２２２号）

１２８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支撑
工勤岗位的聘任办法》的通知（院发人字
［２００６］２２３号）★

１２９ 关于做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２００６年博士学
位授权点的学位论文抽查工作的通知（院
发培字［２００６］２２４号）

１３０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关于公布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学年优秀、优良课程的通知（院发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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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２２５号）
１３１ 关于公布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学年夏季学期优秀教

学组织单位和课程特别奖的通知（院发教
字［２００６］２２６号）

１３２ 关于转发《关于转发〈中共中央宣传部中
共教育部党组关于认真学习李长春同志讲
话进一步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回信精神
的通知〉的函》的通知（院发培字
［２００６］２２７号）

１３３ 关于２００７年春季入学博士研究生录取工作
的通知（院发招字［２００６］２１６号）

１３４ 关于霍国庆和高银相同志任职的通知（院
发人字［２００６］２４３号）

１３５ 关于转发《关于申报２００６年度“教育部—
微软精品课程”建设项目的通知》的通知
（院发培字［２００６］２３７号）

１３６ 关于赵力等同志任职的通知（院发人字
［２００６］２３８号）

１３７ 关于印发《关于加强新（筹）建培养单位
研究生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院
发培字［２００６］２４４号）

１３８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后公
寓住房管理办法》的通知（院发计财字
［２００６］２５７号）★

１３９ 关于调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位评定委
员会专业评定分委员会委员的通知（院发

学位字［２００６］２５８号）
１４０ 关于表彰２００６年度优秀集体和优秀个人的

通知（院发人字［２００６］２６０号）
１４１ 关于２００６年度考核为基本合格、不合格人

员的决定（院发人字［２００６］２６１号）
１４２ 关于成立工资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的通知

（院发人字［２００６］２６２号）
１４３ 关于马石庄等任职的通知（院发人字

［２００６］２６３号）
１４４ 关于调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编

辑委员会及编辑部的通知（院发出字
［２００６］２６４号）

１４５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公职人员
因公短期出国（境）管理办法》的通知
（院发外字［２００６］２６５号）★

１４６ 关于羌滨健等任职的通知（院发人字
［２００６］２６６号）

１４７ 关于聘张宝贤、焦建彬为教授的通知（院
发人字［２００６］２６７号）

１４８ 关于调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二届学位
评定委员会成员的通知（院发学位字
［２００６］２７０号）

１４９ 关于转让北京首特科技孵化器有限责任公
司股权的决定（院发科研字［２００６］２７５
号）

★　 代表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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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党政领导名单

院长（兼） 白春礼
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法定代表人） 邓　 勇
副院长　 党委副书记（兼） 杜　 澄
副院长 孙　 勤
副院长 吕晓澎
副院长　 纪委书记（兼） 隋红建
副院长 苗建明
副院长 马石庄
副院长 叶中华
副院长 侯泉林

委员会及其成员名单

中共第七届委员会

书　 记　 邓　 勇
副书记　 杜　 澄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艳芬　 沈永前　 赵　 力　

"

国防　 侯泉林　 胡新和　 隋红建　 黄明宝

院长办公会成员

邓　 勇　 孙　 勤　 杜　 澄　 吕晓澎　 隋红建　 苗建明　 马石庄　 叶中华　 石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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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泉林　 苏　 刚

中共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　 记　 隋红建
副书记　 刁汉明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江　 川　 张文芝　 唐素琴　 高　 鹏　 黄　 钧　 霍国庆

学术委员会

主　 任　 路甬祥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邓　 勇　 成思危　 朱道本　 吴文俊　 陈佳洱　 余翔林　 郑必坚　 赵忠贤
　 　 　 　 郭　 雷　 高　 文　 徐冠华　 栾恩杰　 裴　 钢　 谭铁牛

学术委员会 （本部）

主　 任　 石耀霖
副主任　 杜　 澄　 苏　 刚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文军　 马石庄　 王　 嵬　 王艳芬　 王　 颖　 冯登国　 石耀霖　 石　 勇
　 　 　 　 叶中华　 乔从丰　 陈　 霖　 杜　 澄　 苏　 刚　 吴忠良　 张洪勋　 赵宇亮
　 　 　 　 侯泉林　 胡新和　 郭田德　 荆继武　

"

国防　 高　 鹏　 高随祥　 黄明宝
　 　 　 　 黄庆明　 隋红建　 彭　 工

学位评定委员会

主　 席　 白春礼
副主席　 李静海　 刘　 毅　 杨　 乐　 黄荣辉　 裴　 钢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仲礼　 马　 扬　 马中骐　 马石庄　 马志明　 孔　 力　 王利祥　 王英俭
　 　 　 　 王恩哥　 王越超　 叶中华　 叶恒强　 叶朝辉　 申德振　 石　 寅　 刘纪远
　 　 　 　 吕　 龙　 安芷生　 戎嘉余　 朱道本　 齐　 鸣　 何　 岩　 何士刚　 佟振合
　 　 　 　 吴一戎　 张小雷　 李启虎　 杨玉芳　 汪寿阳　 沈文庆　 沙国河　 陈凯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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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健民　 林惠民　 施剑林　 段恩奎　 洪友士　 相建海　 种　 康　 赵　 刚
　 　 　 　 赵景柱　 赵葆常　 郝小江　 徐引篪　 徐至展　 桂建芳　 龚惠兴　 彭平安
　 　 　 　 彭宇行　 彭家贵　 程国栋　 韩承德　 谭华荣　 谭铁牛　 薛勇彪　 薛群基

学位评定委员会 （本部）

主　 任　 陈　 霖
副主任　 黄明宝　 马石庄　 叶中华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文军　 王昌燧　 王艳芬　 石　 勇　 石耀霖　 乔从丰　 吕本富　 李　 宝
　 　 　 　 苏　 刚　 汪寿阳　 张洪勋　 何裕建　 罗铁坚　 钟良玮　

"

国防　 胡新和
　 　 　 　 侯泉林　 唐国平　 彭　 工　 彭家贵　 魏东平

教学委员会

主　 任　 邓　 勇
副主任　 彭家贵（常务） 　 马石庄　 苏　 刚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晖扬　 李伯聪　 李晓棣　 周寄中　 赵英时　

"

国防　 田维熙　 黄　 钧
　 　 　 　 黄明宝　 潘辛平

文化建设委员会

主　 任　 余翔林
副主任　 隋红建
副主任　 高　 鹏
委　 员（排名不分先后）
　 　 　 　 远泽清　 马石庄　 张　 泉　 李伯聪　 胡新和　 孟建伟　 霍国庆　 吕本富
　 　 　 　 赵　 力　 侯泉林　 苏　 刚　 沈永前　 杨炳忻　 谭红军　 颜雪红　 安玉山
　 　 　 　 刘国光　 洪天华　 刁汉明　 孙建立　 张旭东　 张晋连　 邱文丰　 钱玉美
　 　 　 　 杨建虹　 张　 莉　 杨晓梅　 林秋雁　 高　 鹏　 管载麟
理论组　 远泽清（召集人） 　 李伯聪　 胡新和　 孟建伟　 霍国庆　 吕本富
德育组　 马石庄（召集人） 　 张旭东　 张晋连　 邱文丰　 钱玉美　 杨建虹
　 　 　 　 张　 莉　 杨晓梅　 林秋雁
制度组　 赵　 力（召集人） 　 侯泉林　 苏　 刚　 沈永前　 杨炳忻　 谭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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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雪红
环境组　 安玉山（召集人） 　 张　 泉　 刘国光　 刁汉明　 孙建立
办公室主任　 高　 鹏（兼）
副　 主　 任　 管载麟

校务委员会

主　 任　 邓　 勇
副主任　 杜　 澄　 彭家贵　 张　 泉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昌燧　 田维熙　 石耀霖　 陈　 霖　 李伯聪　 周寄中　

"

国防　 赵英时
　 　 　 　 黄　 钧　 黄明宝　 谢正观　 童秉纲

“中国科学院百人学者论坛” 理事会

理事长　 方晓红
秘书长　 王艳芬
副秘书长　 庞　 维　 侯泉林

怀柔新园区建设工程指挥部

总指挥长　 邓　 勇
副总指挥长　 孙　 勤　 马石庄　 张　 泉　 王伟军
中国科学院基建局联络员　 　 任晓庄
办公室主任　 张风华
办公室副主任　 羌滨健（兼） 　 孙建立（兼） 　
办公室成员　 郑建全　 姜　 辉　 李鹏程　 胡彩虹　 王利民　 耿　 杰　 张新宇

优秀教育工作者评审小组

组　 长　 吕晓澎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石庄　 石山梅　 张晋连　 邱文丰　 苗建明　 赵宝奇　 夏　 昀　 高随祥
　 　 　 　 缪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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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团体及其成员名单

第六届教代会常设主席团暨第八届工会委员会

主　 席　 孙　 勤
副主席　 尚智丛　 张旭东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邓德振　 乔从丰　 刘卫强　 刘　 斌　 刘景辉　 陈玉福　 荆继武　 夏　 昀
　 　 　 　 彭　 工

共青团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二届委员会

书　 记　 刘红雨
副书记　 王　 静　 杜晨光
委　 员　 李志红　 刘　 斌　 孙燕新　 余永亮　 余志晟　 肖　 斌　 钱丽瑾　 董纪昌

妇　 委　 会

主　 任　 孙　 勤
副主任　 牛晓莉
委　 员　 范　 虹　 张颖建

院属党务行政部门及负责人名单

教务长　 苏　 刚
院长助理　 石　 勇

院长办公室 （党委办公室）

主　 任　 赵　 力
副主任　 羌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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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组织部

部　 长　 沈永前

党委宣传部

部　 长　 隋红建（兼）
副部长　 管载麟　 牛晓莉

教育业务行政部门及负责人名单

招生办公室

主　 任　 高随祥
副主任　 夏　 昀

培养办公室

主　 任　 马石庄（兼）
副主任　 缪　 园　 吕　 静

学位办公室

主　 任　 霍国庆
副主任　 石山梅

学生处 （学生工作部）

处　 长　 赵宝奇
副处长　 邱文丰　 刘红雨

教　 务　 处

处　 长　 苏　 刚（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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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处长　 刘卫强

国际合作处

处　 长　 朱相彬
副处长　 李　 莉

培　 训　 部

主　 任　 苗建明（兼）
副主任　 谭红军

院属综合支撑部门及负责人名单

人　 事　 处

处　 长　 沈永前（兼）
副处长　 范　 虹

计划财务处

处　 长　 徐中平

科　 研　 处

处　 长　 张洪勋
副处长　 杨立梅

保　 卫　 处

处　 长　 邓德振

离退休与群众工作处

处　 长　 高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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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处长　 顾海燕

基　 建　 处

处　 长　 侯泉林（兼）
副处长　 孙建立

网络信息中心

主　 任　 隋红建（兼）
副主任　 吉治平　 刘振清

园区管理部及负责人名单

玉泉路园区管理部

主　 任　 田国良

中关村园区管理部

主　 任　 邓石翼
副主任　 赵江波

饮食服务中心

主　 任　 周　 岳

院系、 重点实验室及负责人名单

数　 学　 系

主　 任　 郭田德
副主任　 唐国平



１７３　　

机
构
与
干
部

物理科学学院

院　 　 　 长　 陈佳洱（兼）
常务副院长　 乔从丰
副　 院　 长　 屈一至

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院　 　 　 长　 朱道本（兼）
常务副院长　 赵宇亮
副　 院　 长　 向军辉

地球科学学院

院　 　 　 长　 徐冠华（兼）
常务副院长　 石耀霖
副　 院　 长　 魏东平　 吴忠良（兼）

资源与环境学院

院　 　 　 长　 秦大河（兼）
常务副院长　 王艳芬
副　 院　 长　 张洪勋（兼）

生　 物　 系

主　 　 　 任　 陈　 霖（兼）
常务副主任　 丁文军
副　 主　 任　 钟良玮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院　 　 　 长　 栾恩杰（兼）
执行院长　 谭铁牛（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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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副院长　
"

国防
副　 院　 长　 黄庆明　 孙应飞

人文学院

院　 　 　 长　 郑必坚（兼）
常务副院长　 叶中华（兼）
副　 院　 长　 胡新和

人文学院社会科学系

主　 任　 胡新和（兼）
副主任　 尚智丛

人文学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

主　 任　 　 王昌燧

外　 语　 系

主　 任　 彭　 工
副主任　 刘　 彬

管理学院

院　 长　 成思危（兼）
副院长　 汪寿阳　 高　 鹏　 赵　 红　 吕本富

工程教育学院

院　 　 　 长　 黄　 钧
常务副院长　 于　 华

计算与通信工程学院

院　 　 　 长　 奚国华（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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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副院长　 王　 颖
副　 院　 长　 潘辛平

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　 任　 冯登国
副主任　 李　 宝　 荆继武

认知科学开放研究实验室

主　 任　 陈　 霖
副主任　 卓　 彦

产业开发部门及负责人名单

中科研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张风华

研究生院党总支部 （直属党支部） 书记、 副书记名单

数学科学学院党总支部

书　 记　 陈玉福

物理科学学院党总支部

书　 记　 刘渝珍
副书记　 乔从丰

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党总支部

书　 记　 黄明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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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书记　 李增喜

地球科学学院党总支部

书　 记　 张　 健

资源与环境学院党总支部

书　 记　 张洪勋

生物系党总支部

书　 记　 杨建虹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党总支部

书　 记　
"

国防
副书记　 李恒光

管理学院党总支部

书　 记　 高　 鹏
副书记　 龚其国

人文学院党总支部

书　 记　 叶中华

工程教育学院党总支部

书　 记　 黄　 钧

培训部党总支部

书　 记　 苗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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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书记　 谭红军

机关联合党总支部

书　 记　 赵　 力
副书记　 沈永前

离退休党总支部

书　 记　 郭　 萍
副书记　 马先一、戴淑珍

外语系直属党支部

书　 记　 刘　 彬

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直属党支部

书　 记　 荆继武

科大管理部直属党支部

书　 记　 杨文芹
副书记　 马善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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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彰 奖 励

获得各类研究生导师奖的导师名单

一、中国科学院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奖获奖名单（４１人）
肖　 玲　 胡星标　 汪寿阳　 杨金民　 孙昌璞　 薛其坤　 梁敬魁　 刘　 静　 白春礼
宋延林　 朱道本　 王会军　 段振豪　 王思敬　 贺　 泓　 李德明　 余运佳　 崔大付
高　 文　 诸葛海　 王飞跃　 李永旺　 成会明　 楼南泉　 韩艳春　 汪尔康　 冯林音
蒲慕明　 陈晓亚　 王恩多　 丁奎岭　 罗豪盨　 杨　 戟　 赖远明　 邵明安　 卢演俦
刘买利　 万卫星　 陈忠毅　 张亚平　 孙汉董
二、中国科学院优秀导师奖（１８人）
李嘉禹　 赵忠贤　 江　 雷　 李玉良　 张树义　 李晓维　 张　 旭　 裴　 钢　 龚尚庆
张　 苗　 杨学明　 秦　 松　 马　 巍　 周小红　 张立德　 肖贤明　 张亚平　 钱声帮
三、宝洁优秀研究生导师奖（１９人）
石钟慈　 曹道民　 王恩哥　 欧阳钟灿　 朱道本　 穆　 穆　 李任伟　 常文瑞　 薛勇彪
董绍俊　 卢　 柯　 段树民　 贺　 林　 　 裴　 钢　 耿建国　 林成鲁　 蒋华良　 邓友全
孙汉董
四、宝钢优秀教师奖（２人）
高随祥　 王艳芬

获得各类奖学金的学生名单

一、中国科学院院长奖（１７９人）
院长特别奖（１８人）
韩小利　 鲍新宇　 封心建　 李勇军　 李文东　 韩银和　 管吉松　 王娅娅　 钮月萍
狄增峰　 邱明辉　 赵方庆　 王大雁　 谢成营　 方晓生　 廖龙标　 孙　 昌　 朱俐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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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科学院院长优秀奖（１６１人）
葛根哈斯　 郑桂环　 胡小立　 赵玉凤　 白玉湖　 刘龙飞　 王　 飞　 王颖丹　 耿哲峤
齐　 欣　 　 张　 博　 冯志芳　 刘　 凯　 仲佳勇　 陈　 鹏　 董　 滨　 王少强　 龚宽平
侯剑辉　 　 张国齐　 赵永生　 马志亚　 张会刚　 田如海　 姚宜山　 胡剑英　 阎秀兰
尹云鹤　 　 程东幸　 李丰江　 符伟伟　 王　 鑫　 周波涛　 孙伟英　 郭建平　 胡引翠
吴秀杰　 　 赵凌霞　 石树群　 马小飞　 丁永和　 王焕忠　 赵　 岚　 校海霞　 冯　 捷
段晓男　 　 张西旺　 胡承志　 李进军　 朱永群　 陈　 晨　 胡少晖　 陈　 沁　 丛光伟
甘巧强　 　 王晓欣　 张石勇　 张秀文　 孙晓平　 谭松波　 武占春　 孙海波　 苟晨华
陈新建　 　 华志刚　 林富春　 张现平　 来国军　 彭春荣　 许媛媛　 刘兰翠　 刘向峰
李兵辉　 　 王　 谦　 吴家兵　 王绪高　 田孝军　 夏仁波　 俞建成　 楚天舒　 卢胜梅
秦　 峰　 　 孙成华　 李耀彪　 麻　 晗　 张瑞静　 殷帅文　 徐海阳　 陈　

%

　 冯晓国
吴　 川　 　 狄卫华　 刘　 俊　 白海鑫　 孙丽宁　 徐维林　 孙志高　 彭明营　 彭润伍
朱钰方　 　 方　 丹　 李亚巍　 陈晓科　 沈万华　 郭　 萌　 李　 李　 茅　 健　 施裕丰
吕京涛　 　 张　 挺　 鲍晓光　 周　 茹　 陈仕谋　 马国亮　 陆梁华　 李　 闯　 钱　 荣
舒富文　 　 郑远辉　 杨　 州　 孟凡巍　 章海波　 李　 婧　 赵永涛　 李　 臻　 庞洪喜
王传远　 　 王洪伦　 温现明　 雷　 铭　 周正朝　 苏建峰　 杨　 勤　 赵世忠　 吴彩燕
王芋华　 　 侯　 溪　 杨　 军　 胡小刚　 郭永超　 邓志姣　 陈昌永　 任伟中　 康　 明
陈忠勇　 　 牛冬梅　 李　 亮　 曹丙强　 朱文越　 胡建生　 唐旭利　 高春梅　 赵创新
李开枝　 　 汤少勋　 黄胜雄　 石章红　 代立东　 王少锋　 吴汉夔　 陈永金
三、中国科学院刘永龄奖学金特别奖（３０人）
程进三　 毛士鹏　 任　 权　 周桂萍　 董素英　 甘海洋　 胡业翠　 张春霞　 冯友军
穆睿聆　 彭文琴　 张京芬　 郑义军　 徐宁龙　 张　 峰　 骆苏华　 陈　 曦　 庄　 鹏
王忠锋　 刘利民　 杨　 军　 孟　 中　 高书燕　 苏峰华　 陈立武　 陈春霞　 王　 浩
安小红　 刘承帅　 黄　 玲
四、中国科学院刘永龄奖学金优秀奖（５０人）
俞　 海　 吕守芹　 张　 武　 张秀娟　 叶　 茵　 苏本勋　 万　 博　 李　 伟　 梅向东
张万军　 张　 勇　 梁成光　 吴作为　 殷　 雷　 李振宇　 吕　 品　 肖　 刘　 贾传亮
邢丽媛　 张群芳　 杨旅云　 漆云凤　 周孝好　 贾莹莹　 李明辉　 栾　 冰　 罗海彬
宋艳丽　 颜冬云　 周　 雷　 郭观林　 刘　 晗　 綦慧敏　 高世杰　 薛庆华　 唐　 江
邱洪灯　 张俊平　 王瑜玉　 邹德财　 任　 健　 张　 翔　 颜庆云　 段建宾　 李晶晶
葛筱璐　 吕　 源　 宋清海　 唐自华　 王晓博
五、宝洁优秀博士生奖学金（４５人）
李保奎　 杨建平　 包　 莹　 夏　 勇　 郭宇骞　 詹清峰　 唐雁坤　 石友国　 周庆莉
朱晓张　 郭培志　 袁群惠　 艾素芬　 姜桂元　 陈　 亮　 吴建峰　 李晓明　 张　 琼
闫　 冬　 陈　 芳　 谢正华　 李爱群　 蒋群峰　 黄　 莹　 张　 华　 郭夫江　 高振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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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芳　 刘文民　 段继诚　 朱向学　 薛新忠　 鄢俊敏　 徐志爱　 沈艳飞　 陈江山
郭志光　 杜正银　 岳美娥　 李小成　 赵秀丽　 董　 琳　 秦向东　 潘蓄林　 普建新
六、地奥奖学金一等奖（３０人）
华玉夏　 石树群　 崔　 峰　 马小飞　 付春祥　 牛国清　 马　 凯　 张可伟　 冯海忠
高利增　 杜亚涛　 壮子恒　 孙　 芸　 阳　 凯　 刘云清　 凌　 晨　 朱永友　 高继平
吴照球　 燕　 燮　 姚荣江　 李雪华　 安建梅　 类延宝　 李松海　 李　 涛　 秦新生
李晓莉　 杨汉奇　 徐学清
七、地奥奖学金二等奖（６０人）
胡会峰　 宋　 波　 张晓凌　 赵志军　 杨晋宇　 李晓娟　 何小元　 孙　 亮　 翟继先
陈四龙　 陆忠兵　 李德峰　 孙　 祥　 古　 强　 高清明　 钱　 忠　 张淑妍　 陈　 罡
李　 峙　 邓秋冬　 刘　 彤　 陈　 乐　 严顺平　 张　 冉　 黄健华　 郝　 睿　 王一国
袁海心　 黄春健　 代国飞　 吕　 伟　 刘伦华　 刘伟治　 解古巍　 孙燕瓷　 张晓坷
汪文俊　 张亦陈　 王　 风　 严巧娣　 孙　 菁　 张　 毓　 李艳辉　 但　 春　 胡相明
王爱芹　 耿凡锁　 董春升　 戴　 岳　 崔慧芳　 刘竞男　 徐国良　 张荣京　 李秀保
孟　 盈　 韩会丽　 王永富　 吕晓涛　 吴　 楠　 许联芳
八、宝钢优秀学生奖（１８人）
杨　 华　 刘玉民　 王亚餠　 倪卫宁　 刘　 冰　 徐玉杰　 梁巧梅　 温晓东　 邓春健
梁永民　 王震宇　 黄崇湘　 姜　 华　 彭鼎祥　 曾　 群　 邹　 军　 沈　 娟　 王英利
九、大恒光学奖学金特别奖（５人）
漆云凤　 阚瑞峰　 孙方稳　 冯秋菊　 王　 茺
十、大恒光学奖学金优秀奖（１５人）
邓德刚　 王顺权　 李安虎　 叶　 松　 郝立庆　 韩　 永　 陈　 敏　 李金萍　 杨文正
贾富强　 德格吉呼孟秀清　 游思梁　 亓洪兴　 李恩德

入选２００６年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情况

序号 培养单位 论文题目 作者指导教师

１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弹性力学问题的四边形Ｌｏｃｋｉｎｇ － ｆｒｅｅ元 胡　 俊石钟慈
２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关于半线性椭圆型方程和方程组的研究 韩丕功曹道民

３ 物理研究所 微波辅助化学气相沉积制备一维新的碳纳
米材料及其结构表征 张广宇王恩哥

４ 理论物理研究所 生物膜弹性的几何理论及碳纳米管的若干
物理性质 涂展春欧阳钟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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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培养单位 论文题目 作者指导教师

５ 化学研究所 功能分子的设计、合成及原理性的分子尺
寸器件的研究 郭雪峰朱道本

６ 大气物理研究所 非线性优化方法在ＥＮＳＯ可预报性研究中的
应用 段晚锁穆　 穆

７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苏丹被动裂谷盆地的油气成藏机理和成藏
模式 窦立荣李任伟

８ 生物物理研究所 菠菜主要捕光复合物２ ７２Ａ分辨率的晶体
结构研究 柳振峰常文瑞

９
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
所

金鱼草Ｓ位点编码的Ｆ － ｂｏｘ基因ＡｈＳＬＦ －
Ｓ２的功能分析 乔　 红薛勇彪

１０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纳米结构界面组装及电化学ＳＰＲ研究 金永东董绍俊

１１ 金属研究所 纯铁和３８ＣｒＭｏＡｌ钢的表面纳米化及其渗氮
行为研究 佟伟平卢　 柯

１２ 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胶质细胞释放的ＡＴＰ对海马突触传递的抑
制作用 张景明段树民

１３ 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精神分裂症侯选基因的传递不平衡分析 樊金波贺　 林

１４ 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β － Ａｒｒｅｓｔｉｎ２承担Ｇ蛋白偶联受体与其它信
号通路间通讯功能的研究 高　 华裴　 钢

１５ 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Ｓｌｉｔ２在肿瘤新生血管形成中的功能研究 王　 彪耿建国

１６
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
研究所 零维Ｇｅ和一维ＺｎＯ纳米结构与器件 万　 青林成鲁

１７ 上海药物研究所 老年痴呆相关蛋白靶标结构与功能关系的
分子动力学模拟研究 许叶春蒋华良

１８ 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非光气含氮化合物羰化催化基础 石　 峰邓友全

１９ 昆明植物研究所 五种五味子属药用植物及东紫苏化学成分
和生物活性研究 李蓉涛孙汉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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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情况

序号 培养单位 论文题目 作者指导教师
１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动力学方程（组）的全局古典解 喻洪俊肖　 玲

２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Ｈｉｒｏｔａ双线性方法和Ｐｆａｆｆ式在孤立子理论
中的应用 赵俊宵胡星标

３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基于ＴＥＩ＠ Ｉ方法论框架下外汇汇率与国际
原油价格波动预测研究 余乐安汪寿阳

４ 理论物理研究所 通过电弱物理量寻找新物理 曹俊杰杨金民

５ 理论物理研究所 量子绝热过程与非绝热跃迁的若干理论问
题研究 张　 秡 孙昌璞

６ 物理研究所 Ｓｉ （１１１）衬底上Ｐｂ薄膜的低温生长、电
子结构和量子效应研究 张艳锋薛其坤

７ 物理研究所 ＴｂＣｕ７结构的稀土－钴基高温永磁材料 骆　 军梁敬魁

８ 力学研究所 肿瘤冷热疗过程中复杂热物理问题研究和
应用 邓中山刘　 静

９ 化学研究所 利用自组装技术构筑功能纳米材料的研究 胡劲松白春礼

１０ 化学研究所 有机光电功能分子及其高密度信息存储特
性研究 温永强宋延林

１１ 化学研究所 分子器件的制备和性能研究 肖　 恺朱道本

１２ 大气物理研究所 南半球大气环流与东亚春季气候及沙尘的
关系研究 范　 可王会军

１３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分子水平上研究地质流体的物理化学性质 张志刚段振豪

１４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堆积层滑坡位移信息分析与失稳趋势判据
的研究 贺可强王思敬

１５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氧化催化剂在稀燃尾气ＮＯｘ选择性催化还
原体系和室温催化氧化甲醛中的应用 张长斌贺　 泓

１６ 心理研究所 执行功能在认知年老化过程中的作用 陈天勇李德明
１７ 电工研究所 磁导航外科手术系统电磁问题研究 白　 烨余运佳

１８ 电子学研究所 基于ＭＥＭＳ技术的ＰＤＭＳ微流控电泳芯片
研究 刘长春崔大付

１９ 计算技术研究所 基于率失真优化的视频编码研究 马思伟高　 文

２０ 计算技术研究所 对等网络环境下基于语义的异构数据管理
模型 刘　 洁诸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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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培养单位 论文题目 作者指导教师

２１ 自动化研究所 人工交通系统的基本方法研究 汤淑明王飞跃

２２ 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耦合法制备有机中间体的研究 朱玉雷李永旺

２３ 金属研究所 纳米碳管的可控制备、生长机理及物性研
究 任文才成会明

２４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小分子飞秒动力学和量子模拟计算 孙志刚楼南泉

２５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微图案化新方法及在有机光电器件加工中
的应用 王　 哲韩艳春

２６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贵金属纳米粒子的化学合成和自组装纳米
结构 程文龙汪尔康

２７ 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ｃＡＭＰ对ＢＤＮＦ引起的ＴｒｋＢ受体磷酸化和
树突棘密度增加的调控 季源源冯林音

２８ 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钙离子通过调节Ｒｈｏ家族的鸟苷三磷酸酶
触发神经元生长锥转向 金　 明蒲慕明

２９ 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ＴＲＰＣ离子通道在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介导
的神经元轴突转向过程中的作用 李　 艳蒲慕明

３０ 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受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１６０ 调控的生长素响应分子
ＡＲＦ１０和１６控制拟南芥根冠发育 王佳伟陈晓亚

３１ 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超耐热菌Ａｑｕｉｆｅｘ ａｅｏｌｉｃｕｓ亮氨酰－ ｔＲＮＡ合
成酶和ｔＲＮＡＬｅｕ的相互作用 赵明炜王恩多

３２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有机—金属手性自负载催化剂的设计、合
成及其在某些催化不对称反应中的应用 王兴旺丁奎岭

３３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铁电单晶ＰＭＮ － ＰＴ电光性能和结构本质的
研究 万新明罗豪盨

３４ 紫金山天文台 从近红外视角看年轻星星团的形成与演化 江治波杨　 戟

３５
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
究所

寒区隧道多场耦合问题的计算模型研究及
其有限元分析 张学富赖远明

３６ 水土保持研究中心 不同基因型小麦对土壤水分亏缺的生理生
化响应 邵宏波邵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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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地球环境研究所 中国黄土释光测年研究———新方法和新技
术 王旭龙卢演俦

３８ 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量子信息处理及其核磁共振实验实现 魏达秀刘买利
３９ 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中纬电离层的统计分析与模式化研究 雷久侯万卫星
４０ 华南植物园 姜科植物传粉生物学的研究 王英强陈忠毅

４１ 昆明动物研究所 东亚人群线粒体ＤＮＡ系统发育基因组学研
究 孔庆鹏张亚平

４２ 昆明植物研究所 四种药用植物的化学成分和生物活性研究 肖伟烈孙汉董

获得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学年优秀优良课程奖的教师名单

一、优秀课程奖获得者名单（４１人）
刘　 嘉　 张浩达　 王大明　 王昌燧　 Ｒｙａｎ　 　 金　 辉　 袁亚湘　 彭家贵　 张海澜
刘渝珍　 金　 彪　 李　 金　 黄明宝　 查金荣　 龚江宏　 周克斌　 沈钧贤　 吴乃虎
李典谟　 王瑞林　 叶正仁　 林景星　 冯晓兵　 彭思龙　 孙应飞　 段成华　 荆继武
周善有　 邵明安　 裴　 韬　 侯彦林　 石敏俊　 徐艳梅　 王冬梅　 许　 健　 杨　 杰
王　 颖　 董占球　 黄　 钧　 李象霖　 魏继红
二、优良课程奖获得者名单（７９人）
孟建伟　 李大光　 陈毅文　 肖显静　 刘庆龙　 姜文东　 胡　 静　 陈　 玮　 彭　 宇
余建明　 高随祥　 郭田德　 张君玉　 焦晓祥　 侯伯元　 赵保恒　 余金中　 杨国伟
马晖扬　 周玉琴　 孙孝兰　 林元章　 白乃彬　 颜达予　 赵瑶兴　 王光润　 吴　 凯
李增喜　 马克平　 陈润生　 龚为民　 韩兴国　 左建儒　 马晓丰　 王　 嵬　 柴团耀
曾荣树　 陈运泰　 滕吉文　 于锦海　 张学洪　 许荣华　 郭敬辉　 季仲贞　 李玉梅
眭跃飞　 罗铁坚　 孙　 翼　 谭　 民　 刘定生　

"

国防　 左　 春　 姬东耀　 姜　 丹
燕敦验　 杨力祥　 廖　 克　 齐清文　 唐登银　 袁国富　 唐伶俐　 姜小光　 党亚民
张洪勋　 谢正观　 宋现锋　 张矢的　 李　 宏　 杨如彦　 毛　 军　 吕　 科　 杨栋毅
李　 涛　 张学鹏　 潘加宇　 刘令中　 苏鸿根　 殷人昆　 陆佑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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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学期优秀教学组织单位和课程特别奖名单

一、夏季学期优秀教学组织单位名单
人文学院、物理科学学院、生物系、管理学院
二、夏季学期课程特别奖名单
数学科学学院组织的《院士系列讲座》
校友会与物理科学学院联合组织的《李政道讲座》
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组织的《化学系列讲座》
地球科学学院组织的《２００６年“百人论坛”—地球科学进展系列报告》
资源与环境学院组织的《地球信息科学进展》
外语系组织的《学术写作》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组织的《微软系列专项讲座》

２００６年度年终考核优秀集体和优秀个人名单

一、优秀集体名单
物理科学学院　 资源与环境学院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外语系

计算与通信工程学院　 院办公室　 学生处　 培训部　 人事处　 计划财务处
离退休及群众工作处
二、优秀个人名单
高随祥　 陈玉福　 唐国平　 赵　 彤　 韩　 艺　 金　 彪　 朴云松　 马晖扬　 郑庆荣
吕淑萍　 杨镜奎　 胡中波　 管旭红　 何裕建　 陈　 立　 石耀霖　 魏东平　 史保平
李玉梅　 韩　 彬　 余志晟　 崔岩山　 王燕培　 杨湘莲　 丁文军　 钟良玮　 刘占良
王瑞林　 马晓丰　 黄庆明　 燕敦验　 卿来云　 杨林春　 庞　 辉　 高　 鹏　 赵　 红
董纪昌　 彭　 赓　 许　 健　 赵　 朝　 杨丹静　 杨宏进　 胡志强　 杨晓梅　 李志红
张颖建　 罗先觉　 杨益民　 刘铁军　 张红晖　 陈　 谨　 姜文东　 卢　 莎　 李晓棣
刘　 彬　 金　 辉　 姚　 郑　 彭悦霞　 黄　 钧　 焦建彬　 王　 晔　 刘艳梅　 孙志霞
荆继武　 胡　 磊　 连一峰　 李亚莉　 张　 实　 周　 可　 卓　 彦　 葛维娜　 羌滨健
管载麟　 彭　 静　 夏　 昀　 谭　 宁　 石山梅　 刘　 玲　 常宏武　 张彭霞　 刘卫强
姜　 红　 吴文辉　 平爱国　 朱　 怡　 朱相彬　 彭　 彦　 潘建林　 李淑红　 范　 虹
张　 莉　 刘国光　 张勤俭　 时　 文　 李世强　 刘　 红　 王　 艳　 杜玉良　 顾海燕
郑建全　 周瑞珠　 王　 伟　 田国良　 李东起　 刁德贵　 王建忠　 杜国珍　 胡红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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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庆军　 付艳丽　 刘红雨　 彭　 端　 王　 萍　 卢　 柯　 孙福连　 毕常青　 陈国文
张一峰　 何锐志　 翟素娥　 赵旭亮　 朱　 兵　 焦宝田　 高学前　 王元生　 蔺建勋
李忠民　 刘玉平

２００６年度获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名单

获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名单
杜　 澄　 胡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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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一　 　 月

５日， 《人民日报》发表
署名文章《中科院对研究生发
表论文不再做量化要求》。文
章报道：中科院研究生院学位
评定委员会对学生发表论文数
量不再做统一量化要求，而由
各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根
据本单位学科专业的实际情
况，制定具体标准，并报研究
生院学位评定委员会相关学科
评议组备案。
９日，全国科学技术大会

在京举行，著名气象学家、中
科院大气物理所博士生导师叶
笃正院士获中国国家最高科技
奖，由中国科学院信息安全国
家重点实验室冯登国研究员、
荆继武教授等完成的“公开密
钥基础设施技术研究与应用”
荣获２００５年度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二等奖。
９日，研究生院印发文件，

“中国科学院百人学者论坛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００）”理事会重新组
建，方晓红任理事会理事长，
王艳芬任理事会秘书长，庞
维、侯泉林任副秘书长。

１０日，研究生院新闻网首
次举办十大新闻评选活动。经
网上投票和专家评议，研究生
院２００５年度十大新闻评选揭
晓，研究生院开展保持共产党
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研究生院
２００５年校园文化活动精彩纷
呈，研究生院对研究生发表论
文数量不再做统一要求，２００５
年度全国优博论文揭晓中科院
居榜首，“中国科学与人文论
坛”第五、六单元报告会举
办，众多大师名家登上夏季小
学期讲台，研究生院承办
“２００５年全国化学研究生暑期
学校”，研究生院培养出首位
外国博士研究生、美国前副总
统戈尔在研究生院发表研究成
果学术演讲，研究生院开通
“空中课堂”被评为２００５年度
十大新闻。
１５日，研究生院计算地球

动力学重点实验室被列入中科
院首批“三优”科技创新团
队。
１６日，美国杜克大学富科

商学院布瑞登院长访问研究生
院管理学院，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研究生院管理学院
院长成思危教授会见布瑞登院
长一行，研究生院副院长马石

庄教授为布瑞登颁发名誉教授
聘书。布瑞登做了“如何创建
一流商学院”的学术报告。
１８日，由研究生院承建

“中国科学院远程教育系统”
（ＩＮＦ１０５ － ＤＥＯＮ）项目通过中
国科学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
验收。
１９日，研究生院举办新春

团拜会，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
长、研究生院院长白春礼院士
出席团拜会并发表讲话。来自
研究生院本部、中科院京区各
研究生培养单位的主管领导、
研究生教育部门负责人、教育
干部近２００人欢聚一堂，在新
春团拜会上喜辞旧岁，共迎新
春。白春礼提出，要加强战略
研究，推动研究生教育事业发
展。

二　 　 月

１７ 日，研究生院召开
２００６年第一次领导班子务虚会
暨中心组学习扩大会，领导班
子全体成员，党委委员，各单
位（部门）负责人等共４０余
人参加了会议。党委书记邓勇
在讲话中，总结学校２００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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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项工作，分析了工作的背
景定位，提出了２００６年的工
作思路、重点工作和工作中应
牢牢把握的原则，对制度和作
风建设进一步提出了明确的要
求。邓勇书记指出，学校２００６
年要在继续加强质量管理、密
切院所结合、推进院系建设、
优化队伍结构、实行内部成本
核算等方面开展工作。邓勇书
记要求，为实现研究生院快
速、稳步和可持续发展，全体
教职员工要进一步转变思想作
风、加强团结合作，共同迎接
新的发展机遇，共创美好的明
天。
１８日，研究生院学位评定

委员会副主任、原常务副院长
高文教授在“２００５中国十大系
列英才颁奖典礼”获得“２００５
中国十大教育英才”称号。
２０日，中国科学院举行

ＡＲＰＣＡ系统开通剪彩仪式。中
科院施尔畏副院长出席仪式。
出席开通仪式的人员还有：办
公厅主任蒋协助；办公厅副主
任兼ＡＲＰ办公室主任丁二友；
人事教育局黄海霞副局长；综
合计划局张春先局长助理；研
究生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杜
澄。主管ＡＲＰ项目的桂文庄同
志主持了本次开通仪式。ＡＲＰ
ＣＡ系统是中国科学院资源计
划

$

ＡＲＰ系统的安全基础设
施，直接影响科学院ＡＲＰ系统
的安全，同时也是后续科学院
电子政务的开展的基础。

三　 　 月

１日，日本京都大学国际

中心主任田村武等一行５人访
问研究生院，副院长马石庄会
见来宾。双方就教育交流合
作、互派留学生事宜展开了友
好的交谈。
２日，应管理学院邀请，

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终身教授、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ＣＥＩＢＳ）
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奚恺元
教授来我校做题为《从经济学
到幸福学》的学术报告。
６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
祥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
的专访。路甬祥表示，青年进
行自主创新要具备三大品质：
创新意识、求真务实、诚信合
作。
７日，１９９７年诺贝尔物理

学奖获得者、法兰西学院和高
等师范学院物理系教授Ｃ． Ｃ．
塔努吉（Ｃｌａｕｄｅ Ｃｏｈｅｎ － Ｔａｎ
ｎｏｕｄｊｉ）受聘担任中国科学院
“爱因斯坦讲席教授”，并应国
家授时中心邀请为研究生作题
为“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ｕｌｔｒａｃｏｌｄ ａｔｏｍ
ｉｃ ｇ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的学
术报告。
８日，丹麦哥本哈根商学

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Ｋｊｅｌｄ Ｅｒｉｋ
Ｂｒ？ｄｓｇａａｒｄ教授访问研究生
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副院
长邓勇教授会见来宾。双方针
对共同感兴趣的教育合作事项
展开了建设性的会谈，双方就
在丹麦共同建立海外孔子学院
事宜达成了初步共识。
９日，韩国ＣＥＯ代表团一

行４０多人访问研究生院管理
学院，这是２００５年以来韩国
科学院派出的第二个韩国ＣＥＯ
代表团来我院访问交流。

１０ 日，研究生院召开
２００６年信息宣传工作会议，研
究生院党委书记邓勇教授就信
息宣传工作发表讲话。他认
为，要建设“亚洲一流、国际
知名”的研究生院，中科院科
技教育工作者要强化“共有、
共享、共治”观念，充分认识
到信息宣传工作对信息通达、
情况了解、品牌塑造的重要作
用。在信息宣传的实际工作
中，宣传干部要具有大局观、
全局观和职业激情。
１２至１３日，由中国科学

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承办
的“中科院研究生院研究生指
导教师研讨班”在乌鲁木齐举
行。来自中科院兰州分院、新
疆分院，资源环境科学中心、
近代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
所、兰州地质所、兰州化学物
理所、盐湖所、乌鲁木齐天文
站、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及新
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的研究生
导师、教育干部９０余人参加
了培训。
１３日，由英国科学与发展

网络（ＳｃｉＤｅｖ． Ｎｅｔ）与中国科
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科技新闻
学会共同主办的“全球化时代
的科学传播”东亚科技记者研
修班在研究生院开班。研究生
院副院长叶中华致辞祝贺研修
班召开。
１３日，“国际Ｋ －理论及

相关论题”会议在中关村教学
楼Ｓ３０４召开。研究生院院长
助理苏刚教授致开幕词，会议
执行主席唐国平教授主持会
议。来自英国、德国及国内高
校的多位学者作了专题报告。
１５日，研究生院被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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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度中央国家机关文明单
位。研究生院自２０００年更名
以来，在领导班子建设、精神
文明建设、机关作风建设、校
园文化活动、教职员工文体活
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校园
环境建设、卫生责任制推行等
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
１６日，中国科学院常务副

院长、党组副书记兼研究生院
院长白春礼院士以《科技发展
态势与自主创新》为题，在研
究生院做“中国科学院青年科
学家报告团”的第２００场报
告。他从科技自主创新内涵、
科技发展态势及其启示，以及
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思考
等三方面，阐述了他对自主创
新的理解。
１６至１８日，中国科学院

继续教育工作研讨会在中科院
上海分院举行，会议讨论了
《中国科学院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
继续教育规划》、《中国科学院
继续教育课程体系》等，研究
生院副院长苗建明等同志参
会。
２１日，中国科学院常务副

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白春礼院
士在２００６年院工作会议期间，
接受了研究生院“研究生教育
访谈录”的专题采访。在访谈
中，白院长强调了研究生院应
该承担的使命、责任以及在创
新工程三期中的工作重点，介
绍了我院在改革招考方式、实
施成本分担等方面的考虑，同
时也谈到了作为导师的责任和
对研究生的建议与期望。
２３日，德意志研究联合会

研究培训项目负责人和中德科
学中心项目负责人访问了研究

生院，研究生院副院长杜澄会
见来宾。
３１日，“龙芯”主要设计

师、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学术带
头人胡伟武研究员应邀来到研
究生院第十期“在线访谈”，
以科技自主创新为主题，与在
线网友进行了一个小时的现场
交流。软件学院常务副院长王
颖老师主持本次访谈。
３１日，研究生院第４０期

“建设与发展论坛”成功举办，
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研
究生院院长袁卫教授作为主讲
嘉宾作了报告。他以“当代研
究生教育的发展趋势及中国人
民大学研究生教育的实践”为
题，回顾了美、英、德、日等
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程，分
析了我国当前研究生教育的发
展形势，全面介绍了中国人民
大学近年来研究生教育的发展
现状。吕晓澎副院长主持了报
告，副处，副高以上人员与会
交流。

四　 　 月

４日，由共青团中央、全
国青联主办的“飞扬的青
春”———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系
列论坛在中科院研究生院正式
拉开帷幕，研究生院近千名研
究生和５位五四奖章获得者会
聚一堂，共话青春理想。南开
大学副校长陈永川、中科院计
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胡伟武、
第二炮兵工程技术研究所高级
工程师左莉、中星微电子公司
首席科学家、 “星光中国芯”
工程总指挥邓中翰、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公司第八研究院院长
助理马佳等５位奖章获得者当
日受聘担任研究生院校外辅导
员。
９日，“中国科学与人文论

坛”第３８、３９场主题报告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
院长路甬祥和原中共中央党校
常务副校长、论坛理事长郑必
坚在论坛发表演讲。路甬祥报
告的题目为“创新国家，创新
教育”，郑必坚报告的题目为
“中国和平崛起与中华文明复
兴”。
９日，中国科学院规划战

略局潘教峰局长在研究生院管
理学院教学楼为在场的１００多
位师生做题为《改革创新跨
越》的报告。
１４日，国务院学位办主任

杨卫院士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到
研究生院，就研究生培养机
制、师生关系、奖助制度等进
行调研。研究生院党委书记邓
勇，副院长吕晓澎、马石庄、
叶中华，院长助理苏刚以及有
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了调研座
谈。
１５日，由研究生院发起组

织，管理学院杨如彦副教授主
编的《中国金融工具创新报告
（２００６）》、《中国金融制度创新
报告（２００６）》与读者见面。
１９日，《中国社会科学院

院报》以《促进自然科学和人
文社会科学的新结合———“中
国科学与人文论坛”巡礼》为
题，对“中国科学与人文论
坛”举办３周年以来的情况作
综述性报道。
２６至２７日，中央民族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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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应邀来研究生院为广大师生
举办“风华国乐”经典名曲专
场演奏会。
２８日，“中国科学与人文

论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第４０、４１场主题报告会。中
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南极村南
极科学探险考察队首席科学家
刘嘉麒、国家海洋局局长孙志
辉先后以“极地科学探险与全
球变化研究”、“关于海洋的战
略地位与我国海洋面临的几个
问题”为题发表演讲。研究生
院副院长叶中华主持报告会。

五　 　 月

９日，由研究生院信息安
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冯登国研究
员、戴宗铎教授、裴定一教
授、叶顶锋教授等完成的“密
码学基础问题研究”项目荣获
北京市２００５年度科学技术一
等奖。
１０日，中共中国科学院党

校第五期所局级领导干部特训
班暨第十期党员管理骨干进修
班开学典礼在研究生院雁栖园
区中国科学院党校举行。中国
科院党组副书记、中科院党校
校长方新出席了开学典礼并作
重要讲话。开学典礼由中科院
副秘书长、北京分院常务副院
长、中科院党校常务副校长何
岩主持。中科院研究生院党委
书记邓勇，研究生院副院长、
中科院党校副校长苗建明出席
了开学典礼。
１０日，研究生院马石庄副

院长到位于湖南长沙的亚热带
农业生态所调研，与研究所领

导、研究生导师、管理人员及
在读研究生进行了座谈。
１４至１５日，数学与系统

科学研究院召开２００６年研究
生工作会议。中国科学院党组
成员、副秘书长何岩，中国科
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马石庄，
研究生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
任彭家贵教授等参会。会议对
于我院坚持科技创新和人才培
养的协调发展，培养德才兼备
的高层次优秀人才具有重大的
现实意义。
１５至１６日，荷兰格罗宁

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双学位博
士项目主管Ｊａｃｏｂ ｄｅ Ｈａａｎ教授
和Ｒｉａｎ Ｋｏｎｉｎｇ教授来我院面
试报名申请双学位博士合作项
目的９名博士生。
１６日，研究生院爱因斯坦

讲席教授托尼（Ｔｏｎｙ Ｈｏａｒｅ）
来到中关村教学园区Ｓ１０４教
室，为科学院的师生作了一场
题为《程序正确性的理想模
型》的报告。整场报告由中国
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研究员、博
士生导师张健先生主持。
１７—１９日，第九届公众科

技传播世界大会（ＰＣＳＴ － ９）
在韩国首都首尔召开，研究生
院科学传播专业硕士研究生李
娇的论文荣获了世界最高奖
项，这是中国学生首次在科学
传播领域荣获世界最高奖。
１８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副

书记方新率北京分院考核组来
到研究生院，对研究生院领导
班子进行届中考核，研究生院
党委考核评价工作同时进行。
研究生院法定代表人、党委书
记兼副院长邓勇同志代表研究
生院领导班子和研究生院党委

作了述职报告。方新代表院党
组对研究生院的工作给予了充
分肯定并提出了要求。
１８日，研究生院在中国国

家博物馆设立“素质教育基
地”。
１９至２２日，中国科学院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秘书长会
议在昆明召开，来自全科学院
近三十家分会秘书长聚集一
堂，进一步贯彻落实路甬祥院
长“加强政工研究、服务知识
创新”的重要指示，以服务领
导决策和基层工作为目的，共
同探讨思想政治工作领域理论
和现实问题。院政研会副会
长、京区党委常务副书记项国
英，院政研会秘书长、京区党
委副书记孙建国等相关领导到
会并讲话，院政研会研究生分
会秘书长、学生处处长赵宝
奇，院政研会研究生分会副秘
书长、宣传部副部长管载麟参
加会议并作工作交流发言。
２２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会主任Ａｒｄｅｎ Ｌ． Ｂｅｍｅｎｔ博士
受聘担任研究生院名誉教授，
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研究
生院院长白春礼院士为Ａｒｄｅｎ
Ｌ． Ｂｅｍｅｎｔ博士颁发聘书。研
究生院党委书记邓勇教授聘任
仪式。
２２日，第２７８次香山科学

会议“数据技术与知识经济的
若干科学前沿问题”国际学术
讨论会在友谊宾馆召开，全国
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担任会议
第一执行主席，中国科学院常
务副院长、研究生院院长白春
礼院士、研究生院党委书记邓
勇出席会议。来自美国、俄罗
斯、德国、日本等国的著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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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专家和国内相关研究应用领
域的３０余位专家学者与会，
会议聚焦于数据挖掘技术的前
沿理论探讨、数据挖掘技术的
重要应用领域、知识管理与企
业竞争力、知识经济与和谐社
会战略４个中心议题。
３０日，芬兰科学院项目主

任Ｍｉｋｅ Ｔｉｒｒｏｎｎｅｎ博士和科学
顾问Ｕｌｌａ Ｅｌｌｍｅｎ女士在国家基
金委国际合作局工作人员的陪
同下来研究生院商讨合作事
宜，双方就合作交流的细节的
问题展开了建设性的探讨。

六　 　 月

２日，研究生院“建设与
发展论坛”第４１期举行，中
国中元兴华工程公司总建筑
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李琳
作题为“国内外现代大学校园
规划浅析”的报告。研究生院
副院长孙勤主持此次论坛。
２日，美国南伊利诺伊大

学一行５人到考察访问并商谈
合作事宜。马石庄副院长会见
来宾
３日，“中国科学与人文论

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
４４、４５场主题报告会，国土资
源部部长高级顾问方克定、国
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分别以
《科学发展观与国土规划》、
《中外国家审计制度之比较》
为题在论坛发表演讲。
４日，中国科学院第十三

次院士大会“科学与中国”系
列学术活动之一的“技术科技
论坛”第二十二次学术报告会
在京隆重召开。此次活动由中

国科学院信息技术科学部、技
术科学部主办，中国科学院研
究生院协办。中国科学院的近
百位院士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
院百位师生参加了本次以“技
术科学前沿”为主题的论坛活
动。

上旬，２００６年度中国科学
院院长奖暨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评审会议日前在北京召开，来
自全国各地的３０余名院内外
知名院士、专家参加本次会
议。大会共评选出２００６年度
中国科学院院长特别奖获得者
２０名、优秀奖获得者１９９名，
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５０篇。
根据中科院有关规定，获奖名
单将进入３０天的公示期。中
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春礼作
为评审委员会主任在大会上致
辞。
１２日，研究生院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学年夏季学期开学，在北
京参与集中教学的４５００余名
研究生参加学习。主讲教师包
括５０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
程院院士，４位美国、丹麦等
国科学院院士，６５位外籍专
家、７６位中科院“百人计划”
入选者和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
得者。以学科前沿系列讲座为
主体，交叉学科课程和学科综
合课程为重点，其它高级强化
课程和人文、艺术、社科、管
理类等公共选修课程为补充。
今年，开设了１１８门高级强化
课，６６个系列讲座，６５门公
共选修课。
１２日，中国科学与人文论

坛第４６、４７场报告会在人民
大会堂举行，中国教育发展基
金会理事长、前教育部副部长

张保庆，中国科学院党组成
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
记郭传杰分别以《若干教育问
题的思考》、《创新人才成长的
文化环境》为题，发表主题演
讲。
１３日，郑桂环、刘庆伟、

谢雯、阎妍、李自然、郭丽等
６名博士研究生获得首届格林
奖学金。
１３日，中国优选法、统筹

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简称中
国双法学会）应急管理专业委
员会与研究生院工程应用研究
中心、工程教育学院共同举办
应急管理学术研讨会，邀请日
本危机管理学会的专家到会交
流。来自中国双法学会应急管
理专业委员会、国家广电总
局、国家信息中心、北京市消
防局、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
学、北京交通大学、厦门大
学、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
学研究所、中科院数学与系统
科学研究院等政府部门、国内
高校、科研单位和企业的专家
学者及研究生代表５０余人参
加了学术研讨和交流。
１４日，研究生院网络直播

互动栏目“在线访谈”第十三
期成功举行，研究生院副院长
马石庄教授应邀就“研究生创
新教育与素质教育”与在线网
友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互动交
流。生物系党总支书记杨建虹
老师主持了这期访谈。
１５日，中国科学院第十三

次院士大会举办期间，“科学
与中国”学术报告会在研究生
院举行，物理化学家陈懿院
士、田中群院士；理论有机化
学家吴云东院士做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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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日，由中国科学院京区
党委主办，中国科学院研究生
院承办的“中国科学院２００６
年创新案例讲座（女性专
场）”，中国科学院院士施蕴渝
教授、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所
副所长马光辉研究员分别以
“科技创新与女性科技工作
者”、“女性科技工作者如何面
对事业与生活”为题做演讲。
１５日，２００６ 年度“中—

荷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评审
结果揭晓，“Ｌａｒｇｅ ｗｏｏｄｙ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ｄｒｙ ｍｏｂｉｌｅ ｓａｎｄｓ － ｌｉｆｅ ｈｉｓｔｏ
ｒｙ ｔｒａｉｔｓ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
ｉｃｓ”等６个项目入选。

１６日，研究生院第４３期
“建设与发展论坛”，中科院电
子所所长阴和俊研究员作题为
《管理工作的一点体会》的报
告。研究生院副院长马石庄教
授主持报告。
１６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技

术研究所所长李国杰院士，为
信息学院夏季学期“先进计算
机和软件技术系列讲座”揭开
了序幕，他为广大学子做了一
场题为《高端计算机———发展
趋势与关键技术》的精彩报
告。
１７至２１日，“应用调和分

析：逼近与计算”国际会议在
研究生院举办。来自美、意及
国内的１６０多位调和分析专家
参会。
２０日，白春礼常务副院长

在京参加了中科院－马普学会
联合培养博士生计划情况介绍
会并致辞。来自德国马普学会
总部和下属研究所的专家和管
理人员向与会同学详细介绍了
马普学会的总体情况和马普学

会博士生培养的具体措施等。
人教局局长刘毅主持了情况介
绍会。国际合作局副局长葛明
义和研究生院副院长马石庄等
参加了会议。
２１日，研究生院数学科学

学院更名成立仪式在玉泉路园
区举行。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
长、研究生院院长白春礼院士
为郭雷院士和袁亚湘研究员颁
发数学科学学院院长和副院长
聘书，并与郭雷院士一起为学
院揭牌。研究生院党委书记邓
勇教授宣布更名成立“中国科
学院研究生院数学科学学院”。
研究生院吕晓澎副院长主持会
议并致欢迎词。
２３日，京区党委和研究生

院即将联合举办面向研究生党
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的中国科学
院求是论坛专题报告会。中共
中央党校党建研究室陈雪薇教
授将以“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
和主要经验”为题作“论坛”
主题报告，中科院京区党委副
书记、中科院文明办主任孙建
国主持报告。
２８日，研究生院老领导座

谈会在玉泉路园区召开，吴
塘、屈忠、王玉民、颜基义、
冯克勤等与会。研究生院党委
书记邓勇出席座谈会并发表讲
话，副院长隋红建主持会议。
３０日，有美国、日本、澳

大利亚和中国５３名研究生共
同参与的“２００６国际学生论
坛”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玉
泉路园区举办。中国科学院副
院长陈竺院士、美国内布拉斯
加州立大学副校长Ｄｏｎ Ｌｅｕｅｎ
ｂｅｒｇｅｒ、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
Ａｎｄｒｅｗ Ｓｍｉｔｈ、日本东京大学

医学研究所所长Ｙａｍａｍｏｔｏ Ｔａ
ｄａｓｈｉ、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所
长高福应邀出席开幕式。中科
院研究生院副院长马石庄主持
论坛开幕式。
３０日，研究生院纪念建党

８５周年大会暨文艺汇演在玉泉
路园区举行。研究生院党委书
记邓勇发表重要讲话。

七　 　 月

３至１３日，研究生院参与
主办的“２００６年量子信息暑期
学校”在京举办，来自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
学、国防科大、海军工程大
学、中科院研究生院等学府的
２００名学员参加为期１０天的学
习。
４至６日，研究生院人文

学院与中国科协科普研究所在
北京举办“海峡两岸科普论
坛”。两岸四地的科普人士如
此近距离地充分畅谈科普发展
的现状与未来，在新中国历史
上还是第一次。
１７至１８日，美国加州大

学洛杉矶分校（ＵＣＬＡ）Ａｎ
ｄｅｒｓｏｎ商学院院长Ｊｕｄｙ Ｏｌｉａｎ
到研究生院管理学院进行友好
访问，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
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院
长成思危先生在人民大会堂接
见Ｏｌｉａｎ院长。
１８至１９日，研究生院第

一次工作会议在北京玉泉路园
区隆重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
甬祥院士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
讲话，，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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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兼研究生院院长白春礼院士
做了题为《稳定规模、提高质
量，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培养高
素质创新人才》的报告。会议
由研究生院党委书记邓勇教授
主持。来自全院１００余个培养
单位主管研究生教育的所领
导、教育干部２００余人参加了
会议。会上同时举行了“中国
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材”首发仪
式。
１９至２１日，受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学位管理与
研究生教育司委托，由中国科
学院研究生院承办的《２００６年
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物理
学）》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
以２１世纪现代物理学为主题，
分理论物理／粒子物理，量子
光学／量子信息，实验凝聚态
物理和理论凝聚态物理四个专
题分论坛。本论坛的宗旨是：
交流最新成果，探讨前沿趋
势，激发创新思维，提高培养
质量。周光召院士和陈佳洱院
士分别担任论坛名誉主席和论
坛主席。
２１日，美国工程院院士、

明尼苏达大学研究生教育主任
Ｂｒｕｃｅ Ｆ． Ｗｏｌｌｅｎｂｅｒｇ教授来我
校访问，和计算与通信工程学
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相关
专业的研究生进行了面对面的
交流。
２９日，研究生院学位评定

委员会第二届第７次会议召
开，共４７ 名委员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批准授予博士、硕士
学位共４７３８人（其中，授予
博士学位２４７８人，授予硕士
学位２１４６人，专业学位１１４
人）；缓授学位７人；审核通

过了“生物无机化学”、“科学
史”、“技术史”、“医学史与生
命科学史”及“科学、技术与
社会”五个硕士、博士自主设
置学科专业点，原则审议通过
了新修订的《中国科学院研究
生院学位授予暂行条例》。

八　 　 月

上旬，研究生院博士合唱
团赴中科院西北地区各培养单
位汇报演出，合唱团先后到西
安、杨凌、西宁、兰州、乌鲁
木齐等地演出，受到欢迎。
１５日，由研究生院主办，

武汉教育基地承办中国科学院
研究生院研究生导师高级研讨
班于湖北宜昌结束。来自中科
院１２个研究生培养单位的４２
名研究生指导教师和１２名教
育管理干部参加这次为期一周
研讨班学习。
２３日，澳大利亚南澳大学

校长Ｄｅｎｉｓｅ Ｂｒａｄｌｅｙ女士、副
校长Ｒｏｂｉｎ Ｋｉｎｇ、国际部主任
Ｒｏｂ Ｇｒｅｉｇ等一行６人访问研究
生院。研究生院马石庄副院长
接见了到访客人。
３０至３１日，研究生院在

雁栖湖园区召开２００６年暑期
领导班子务虚会暨中心组学习
扩大会，会议由党委书记邓勇
教授主持，院长办公会成员，
党委委员，主要部门及委员会
负责人参加会议。

九　 　 月

３至８日，由研究生院主

管副院长吕晓澎带队，管理学
院主管教学和国际合作的副院
长赵红教授及该项目主管王谦
博士一行三人赴荷兰格罗宁根
大学进行为期一周的学术交流
与访问，同行的还有我院首批
派往荷兰攻读博士学位的两名
管理学院的博士生张璇和蒋雪
梅。
５至１６日，中国科学院第

二十一期局所级领导干部上岗
培训班在研究生院雁栖园区举
办开班典礼。来自科学院全国
系统的５９名局所级领导干部
参加了此次学习。
７日，北京市物业管理工

作会议在北京市会议中心召
开，研究生院中关村园区学生
公寓（青年公寓）喜获“全国
优秀物业管理示范小区”称
号，北京市副市长吉林同志亲
自授牌。
７日，由中国科学院党组

办公室、京区党委和研究生院
共同主办的２００６年中国科学
院创新案例系列讲座第二场报
告会举办。中国科学院大气物
理研究所所长王会军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长张
知彬研究员，分别作了题为
“中国科学院创新实践中的大
气物理研究所和我”和“把握
机遇，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
报告，研究生院副院长侯泉林
教授主持报告会。
１２日，浙江大学副校长、

研究生院院长来茂德教授率浙
江大学调研组一行七人来研究
生院进行工作调研，研究生院
吕晓澎、马石庄副院长、苏刚
教务长和学位办、培养办、招
生办、学生处负责人参加调研



１９４　　

大
事
记

座谈会。
１２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
甬祥题写馆名、全面集中展示
中科院研究生教育发展历程的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校史馆”
正式对外开放。，中国科学院
常务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白
春礼院士、研究生院八十七岁
高龄的李佩教授为校史馆揭
牌。研究生院副院长隋红建主
持揭牌仪式。
１２日，研究生院２００６级

新生开学典礼在玉泉路园区举
行，１１３４９名研究生正式成为
中科院研究生中的一员，步入
他们各自的科学生涯。中科院
常务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白
春礼院士，研究生院党委书记
邓勇教授，著名物理学家、物
理学院院长陈佳洱院士，著名
化学家、化学学院院长朱道本
院士，中科院人事教育局局长
刘毅教授，研究生院资深老教
授李佩等出席开学典礼。
１５日，武汉大学中国科学

评价研究中心发布的《２００６年
中国研究生教育评价报告》，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在国内一
流研究生院排行中居首。
１６日，２００６年中国科协

年会“管理创新与创新型国家
建设”专题分会场在中科院研
究生院举办。中国优选法统筹
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理事长、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
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
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教
授徐伟宣教授担任主持，管理
学院副院长汪寿阳和管理学院
教授柳卸林等学者作报告。
１７日，由著名财经杂志

《世界经理人》周刊和《蒙代
尔》联合举办的２００６年度世
界经理人高峰会暨中国最具影
响力ＭＢＡ排行榜发布会在香
港隆重举行。中国科学院研究
生院ＭＢＡ荣登“２００６年中国
最具影响力ＭＢＡ”排行榜第十
位。
２７日，中国科学院所局级

领导干部《江泽民文选》学习
班在京开班，来自科学院各分
院的党组书记、书记和部分研
究所党委书记、所长２７人参
加学习。中纪委驻中科院纪检
组组长王庭大同志就“学习
《江泽民文选》的几点粗浅体
会”这一主题与广大学员做了
交流。开班仪式由院党组成
员、副秘书长、北京分院党组
书记、常务副院长何岩同志主
持。中科院党校副校长、研究
生院副院长苗建明同志出席了
开班仪式。
２７日，研究生院召开学习

《江泽民文选》座谈会，研究
生院党委书记邓勇出席会议并
作发言。研究生院副院长叶中
华，党委职能部门负责人、各
党总支（直属支部）书记、部
分社科系教师参加会议。会议
由研究生院副院长隋红建主
持。
２８日，研究生院２００６年

学位授予仪式在礼堂前草坪上
隆重举行。共有２６５５人、３５０３
人分别被授予硕士和博士学
位。其中包括我院首位欧洲籍
博士白笛暮及首批７３名ＭＢＡ
毕业生。

十　 　 月

２日，第八届全球视频大
会开幕，中国科学院组织全院
５０个所于２００６年参加第八届
全球视频大会，研究生院博士
合唱团为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向
全球参会节点展现了富有中国
特色的精彩演出，受到各参会
节点的热烈欢迎。
３日至９日，研究生院马

石庄副院长应邀赴波兰华沙科
技大学商谈留学生项目，赴德
国柏林参加“德意志研究联合
会（ＤＦＧ）第２届国际联合培
养研究生项目会议”。
４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

院教学实验室建设论证会”召
开。研究生院党委书记兼副院
长邓勇教授到会发表热情洋溢
的讲话。论证会由研究生院教
务长苏刚教授主持。其中包括
生物系的“细胞与分子生物学
教学实验室”、化学与化学工
程学院的“化学基本技能教学
实验室”、资源与环境学院的
“环境科学与工程技术教学实
验室”、地球科学学院的“固
体地球科学教学实验室”、物
理科学学院的“高等物理教学
实验室”、信息科学与工程学
院的“先进计算与仿真教学实
验室”和“网络与通信教学实
验室”。
８日，“中国科学与人文论

坛”４８、４９场主题报告会在人
民大会堂常委厅举行。国际地
质科学联合会主席、原地矿部
副部长张宏仁，当代著名思想
文化史学专家、清华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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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分别以“地球科学与可
持续发展”、“中学西学与现代
化”为题，在论坛发表演讲。
１５日，研究生院地球科学

学院王多君博士与美国耶鲁大
学Ｋａｒａｔｏ教授合作，在《Ｎａ
ｔｕｒｅ》杂志上发表研究论文
《水（氢）对橄榄石电导率影
响》。作者从实验的角度研究
了水对上地幔中含量最大的矿
物－橄榄石的电导率的影响。
１６日，中国科学与人文论

坛第５０、５１场主题报告会在
人民大会堂小礼堂举行，国家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中共
中央委员田成平，微软公司全
球副总裁张亚勤在论坛发表演
讲。他们的演讲主题分别是
“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需要，加快完善劳动和社会保
障制度”、“微软公司的研发战
略和人才观”。
１６日，应计算与通信工程

学院的邀请，Ｇｏｏｇｌｅ （谷歌）
公司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
裁、研究生院名誉教授李开复
博士将以“选择的智慧”为主
题发表演讲。
１８日，首届“管理学杰出

贡献奖”颁奖典礼在复旦大学
举行。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
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研究生院
管理学院教授陈锡康获一等
奖，国务院原副总理、复旦管
理学奖励基金会会长李岚清同
志为陈锡康教授颁奖。
１８至１９日，中国科学院

—必和必拓２００６年度研讨会
在香山举行，来自中科院机
关、研究生院、相关研究所的
领导、科学家和获得中科院研
究生院

$

ＢＨＰ Ｂｉｌｌｉｔｏｎ奖学金

学生以及他们的导师７０多人
与必和必拓公司高层管理人员
和技术专家３０多人参加了此
次研讨会。研究生院邓勇书
记、副院长马石庄应邀参加。
２０日，“中国（双法）应

急管理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应急
管理国际研讨会”在研究生院
召开，６０余名来自国内外的应
急管理专家、企业管理人员以
及相关部门的政府官员参加此
次研讨。
２２至２６日，第四届国际

香根草大会在委内瑞拉首都加
拉加斯召开。华南植物园博士
研究生杨冰冰在其导师夏汉平
研究员、吴国江研究员指导下
和马镇荣工程师的共同参与下
完成的研究论文“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ｅｆ
ｆｉｃｉｅｎｔ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ａｇ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ｔｉｖｅｒｉａ ｚｉ
ｚａｎｉｏｉｄｅｓ”，荣获国际香根草
网络组织设立、大会组委会颁
发的香根草研究“创新奖”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ｗａｒｄ）。
２３日，《中国科学院研究

生院与美国普渡大学合作备忘
录》签署。两校将开展学者、
学生、职员交换项目、联合培
养研究生项目以及其他科研合
作项目。
２４日，《中国科学院研究

生院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
学合作备忘录》签署。双方将
在教育、科研及其他相关领域
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内容包括
教师、学者和学生的交换项目
以及与教学、科研合作领域相
关资料的交流等。
２９日，研究生院人文学院

主办的第二届国际Ｘ射线考古

学研讨会举行，来自日本、美
国、斯洛文尼亚和中国的二十
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２７至２９日，中国科学院

研究生院２００６年研究生导师
培训班（合肥、南京）于在安
徽省霍山举行。此次培训班由
合肥研究院研究生部和南京分
院人事教育处联合承办。
３１日，开滦集团的董事长

杨中先生受聘担任研究生院管
理学院的兼职教授，作题为
“企业与生涯”的演讲。

十一月

２９日，由研究生院承办的
国家援外培训项目“葡语国家
工程和基础设施研修班”开学
典礼在玉泉路园区举行。来自
安哥拉、葡萄牙、巴西、佛得
角、莫桑比克、东帝汶等６个
葡语国家的１４名政府官员和
专家学者将完成为期１５天的
培训计划。
２９至１２月２日，研究生

院吕晓澎副院长、计算与通信
工程学院常务副院长王颖教授
及研究生院广州培养点负责人
张昊博士一行，对香港理工大
学进行访问交流。
３０日，中国科学与人文论

坛第５２、５３场主题报告会在
人民大会堂小礼堂举行。文化
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
欣淼，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兼
首席执行官马云在论坛发表演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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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

２日，研究生院雁栖湖校
园奠基仪式在怀柔雁栖湖畔隆
重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
祥，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
市委书记刘淇，北京市市长王
岐山，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
长、研究生院院长白春礼，中
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方新等领
导出席了奠基仪式。北京市相
关部门、中科院有关职能局和
部分研究所的领导，以及研究

生院部分教职工代表共１００余
人参加了奠基仪式。
９日，中国科学院化学化

工研究生教育研讨会召开。中
国科学院化学化工口十六个培
养单位的领导、教育干部以及
研究生院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的教师四十多人参加了会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
任、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院长
朱道本院士，研究生院党委书
记邓勇、副院长马石庄、教务
长苏刚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
话。
１４日，“中国科学与人文

论坛”第５４、５５场主题报告

会在研究生院举行。美国前总
统乔治·布什、中国国际问题
研究所所长马振岗先后作主题
报告，分别就“新世纪的中美
关系”、“中美关系的过去、现
在和未来”等重大问题发表讲
演。
１４日，中国科学院２００６

年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院长
奖、冠名奖学金及优秀导师奖
颁奖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
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春礼院
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杨玉良院士为获奖者颁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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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科院对研究生发表论文不统一量化要求
（《科技日报》０１ ０４）

２ 可持续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主旋律（《科
学时报》０１ ０５）

３ 中科院对研究生发表论文不再做量化要求
（《人民日报》０１ ０６）

４ 科技考古学：未来不再是“陪衬”（《科学时
报》０１ ０６）

５ 京华揽才“闹醒”中科院（《无锡日报》
０１ １１）

６ 研究生院制度的使命（《科学时报》０１ １２）
７ 泰州与中科院研究生院共建人才基地（《新华
日报》０２ ２０）

８ １３所高校及中科院的２０名博士生获“爱因斯
坦奖”（《中国教育报》０３ ２１）

９ 中科院研究生院开放课堂讲基业长青（《北京
晚报》０３ ２３）

１０ 中科院研究生院培训中心举行创新管理人才
培养交流会（《科学时报》０３ ２９）

１１ 研究生的漫漫论文路（《科学时报》０３ ２９）
１２ 东亚科技记者研修班举办科技新闻培训
（《科学时报》０３ ２９）

１３ 老布什基辛格今年将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
演讲（中新社，０４ ０７）

１４ 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改版（《京华时报》
０４ ０７）

１５ 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聚焦中华文明复兴
（《科学时报》０４ ０８）

１６ 中科院倡导务实学风“科研老板”没有土壤

（《人民日报》０４ １０）
１７ 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面临着三大挑战（《人
民日报》０４ １０）

１８ 路甬祥倡导：让市场直接给科学家以回报
（《新京报》０４ １０）

１９ 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周日开讲＂ 文明复兴＂
（《北京青年报》０４ １０）

２０ 路甬祥痛斥科研老板指中国创新人才培养三
不足（中新社，０４ １０）

２１ 研究机构做企业不是健康模式（《中国青年
报》０４ １０）

２２ 路甬祥称： “我们历来反对‘科研老板’”
（《中国青年报》０４ １０）

２３ 路甬祥称我国创新人才培养有明显不足
（《中国青年报》０４ １０）

２４ 路甬祥纵论创新型人才培养（《科技日报》
０４ １０）

２５ 中国将树立和平、文明、可亲的大国形象
（中新社，０４ １０）

２６ 路甬祥认为培养创新人才必须实施素质教育
（新华社，０４ １０）

２７ 郑必坚说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质是中华文明伟
大复兴（新华社，０４ １０）

２８ 路甬祥称中科院没有“科研老板”的土壤
（新华社，０４ １０）

２９ 比尔·盖茨受邀将在中科院演讲（《法制晚
报》０４ １１）

３０ 造就创新人才要从四方面着手（《光明日报》
０４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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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刘东生院士：只有发现自己才能超越自己
（《科学时报》０４ １２）

３２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论坛开幕（《经济日报》
０４ １２）

３３ 研究生沦为导师“打工仔”？（《法制晚报》
０４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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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晨报》０４ １２）

３５ 奖励不是科技进步的拐杖（《红网》０４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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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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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 １２）

３９ 中科院院长痛斥科研老板现象（《工人日报》
０４ １３）

４０ 中科院将进行研究生招生改革———入学要测
素质一年后选导师（《人民日报》０４ １７）

４１ 中科院研究生院招生谋求改革拟出台多项举
措（中新社，０４ １７）

４２ 中科院积极酝酿研究生培养改革（《中国青
年报》０４ １８）

４３ 一流的研究机构必须有一流的研究生教育
（《科学时报》０４ １９）

４４ 中科院拟扩大导师选择和面试在研究生录取
中的权重（《科学时报》０４ ２１）

４５ 中科院副院长白春礼承诺研究生暂不收费
（《人民日报》０４ ２１）

４６ 中国和平发展与中华文明复兴（《解放日报》
０４ ２４）

４７ 营造创新环境还需要完善什么？（《中国教育
报》０４ ２４）

４８ 白春礼认为研究生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创新能
力（《科学时报》０４ ２６）

４９ 造就创新人才是关键（《解放日报》０４ ２７）
５０ 发表造假论文将被开除中科院研究生院出台
《学生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京华时报》

０４ ２８）
５１ 中科院研究生院统一处罚规定，５月１日施
行（《新京报》０５ ０８）

５２ 中科院研究生院将在招生中扩大面试权重
（新华网，０５ ０８）

５３ 刘嘉麒院士：中国人为什么必须去极地
（《科学时报》０５ ０９）

５４ ０５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已近１ ７万亿元（新
华社，０５ ０９）

５５ 中科院研究生院将提高研究生的创新能力
（新华网，０５ ０９）

５６ 谁有责任惩治学术腐败？（中国法院网，
０５ ０９）

５７ 中科院研究生院计算与通信工程学院成立
（《中国计算机报：》０５ １６）

５８ 中科院研究生院在甬举行研讨班（《宁波日
报》０５ ２３）

５９ 中外专家京城热议“数据”（《新京报》
０５ ２４）

６０ 专家呼吁大力加强数据挖掘技术研究应用
（《光明日报》０５ ２４）

６１ 中外科学家在华研讨数据技术与知识经济前
沿课题（中新网，０５ ２４）

６２ 中共中央、国务院任命饶子和为南开大学校
长（新华网，０５ ２９）

６３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南京“招兵买马”（《科
学时报》０５ ２９）

６４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提出政府在廉洁的
同时要降低运营成本（《光明日报》０６ ０５）

６５ 中国审计长：在岗一天就要依法履行审计职
责（中新社，０６ ０５）

６６ 中国审计长对屡查屡犯要屡犯屡查（中新
社，０６ ０５）

６７ 中国审计长称：政府成本太高也是浪费纳税
人的钱（中新社，０６ ０５）

６８ 中韩技术合作结出硕果（《中国贸易报》
０６ ０６）

６９ 美国ＮＳＦ主任受聘为中科院研究生院名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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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科学时报》，０６ ０６）
７０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为什么审计问题
屡查屡犯（《中国青年报》０６ ０６）

７１ 李金华：开发区税收流失６５亿没问题的几
乎没有（《市场报》０６ ０６）

７２ 打造“廉价政府”降低政府成本（《法制晚
报》０６ ０６）

７３ 别让政府高成本成为沉重的翅膀（《湖南红
网》０６ ０６）

７４ 打造廉价政府关键在于成本控制（《华夏时
报》０６ ０６）

７５ 我国８０开发区税收流失６５亿（《法制新报》
０６ ０６）

７６ 李金华：政府成本高也是浪费纳税人钱
（《广州日报》０６ ０６）

７７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违法违规问题为
何“屡查屡犯”（《科学时报》０６ ０６）

７８ 为李金华的三句话叫好（《新民晚报》
０６ ０６）

７９ 请把政府花的每一分钱都置于公众的监督之
下（《光明日报》０６ ０６）

８０ ６省区８０开发区税收流失６５亿（《新京报》
０６ ０７）

８１ 我国创新人才成长的文化环境“差”在哪
里？（《新华社》０６ １３）

８２ 张保庆“炮轰”博士生培养现状（《北京青
年报》０６ １３）

８３ 郭传杰认为中国学术人才成长环境宽严失当
（《中国青年报》０６ １３）

８４ 张保庆称中国绝对不能按照市场经济办教育
（中新社，０６ １３）

８５ 张保庆称我国高水平博士生不多因为导师有
问题（《中国青年报》０６ １３）

８６ 中科院研究生院夏季学期开学世界一流学者
授课（中新社，０６ １４）

８７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６英才获首届格林奖学
金（《科学时报》０６ １４）

８８ 创新人才培养要营造良好文化环境（《光明

日报》，０６ １５）
８９ 创新：我们缺少怎样的文化环境？（《科技日
报》０６ １５）

９０ 张保庆谈对教育问题的思考：教师的整体状
况令我担忧（《科学时报》０６ １５）

９１ 郭传杰谈我国科研文化环境中的问题：该宽
不宽，该严不严（《科学时报》０６ １５）

９２ 泰州３０名科技人才赴中科院研究生院受训
（《新华日报》０６ １５）

９３ 倾听女科学家施蕴渝和马光辉的心声（《科
学时报》０６ １９）

９４ ５４位院士担任中科院研究生院夏季学期主讲
教师（《中国青年报》０６ ２０）

９５ 中科院研究生院引入社会资源参与教育创新
（《新华网》０６ ２１）

９６ 名师荟萃中科院研究生院夏季学期（《科学
时报》０６ ２１）

９７ 何娟，乐观地面对贫穷（《金陵晚报》
０６ ２７）

９８ “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举办系列主题报告
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０７ １１）

９９ 促进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新结合———
“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巡礼（《中国社会科
学院院报》０７ １９）

１００ 博士比硕士多：中科院“大办”研究生教
育（新华社，０７ １９）

１０１ 我国最大规模的研究生教材首发（《科技日
报》０７ ２５）

１０２ 中科院大办研究生教育成亚洲最大培养基
地（《人民日报》０７ ２５）

１０３ 路甬祥指出中科院培养创新人才应起示范
带动作用（《科学时报》０７ ２８）

１０４ 博士，在合唱中“起锚远航”（《科学时报》
０８ ０９）

１０５ 中科院研究生教育培养未来科技将帅（《光
明日报》０８ ０９）

１０６ 石耀霖：我是自然科学基金培养出来的院
士（《科学时报》０８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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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７ 中科院把研究生推向创新实践的主战场
（《科技日报》０８ ２８）

１０８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与高等教育出版社联
手打造国内规模最大的研究生教材（《科学
时报：》０８ ３０）

１０９ 导师是我们科研和人生的“总舵手”（《科
学时报》０９ １２）

１１０ 放手“大办”研究生教育———中科院研究
生教育巡礼（上）（《科学时报》０９ １５）

１１１ 中科院研究生院今年录取１１位台湾学生父
子同校读博（中新社，０９ １５）

１１２ 中科院研究生院：国际教育交流从这里开
始（《科学时报》０９ １９）

１１３ 中科院研究生院录取１１台生（《侨报》
０９ ２６）

１１４ 着力培养未来科技将帅———中科院研究生
教育成就巡礼（中）（《科学时报》０９ ２６）

１１５ 中科院研究生院学生读研不收费将享受奖
学金（中新社，０９ ２７）

１１６ 发挥创新人才培养示范作用———中国科学
院研究生教育成就巡礼（下）（《科学时报》
０９ ２７）

１１７ 中科院承诺读研不收费各研究所奖学金优
厚（《新京报》０９ ２５）

１１８ 中科院研究生院“读研”仍不收费（《北京
青年报》０９ ２５）

１１９ ２００６年研究生教育排名发布中科院北大清
华名列三甲（中新社，０９ ２５）

１２０ 中科院学子获授学位（《新京报》０９ ２９）
１２１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培养出首位欧洲籍博

士（图）（中新社，０９ ２９）
１２２ 中科院研究生院举行２００６年学位授予仪式

（《科学时报》０９ ３０）
１２３ 探讨应急管理服务北京奥运（《人民日报

（海外版）》１０ ２７）
１２４ 专家建言三峡构建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系

（《第一财经日报》１０ ２４）
１２５ “项目管理在中国：基线模型”课题在北京

启动（《经济日报》１０ ２４）
１２６ 中外应急管理专家为北京奥运献策（《科学

时报》１０ ２３）
１２７ 中科院研究生院２７项目获自然基金资助

（《科学时报》１０ ２３）
１２８ 日本专家建议定位软件应嵌入奥运入场券

（《新京报》１０ ２３）
１２９ 在记忆中寻找课本里的长征故事（《中国教

育报》１０ ２３）
１３０ 项目管理基线研究课题启动（《经济日报》

１０ １６）
１３１ 研究生教育要着重抓质量———访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光明日报》
１１ ２７）

１３２ 劳动部部长为研究生分析就业形势（《科学
时报》１１ ２７）

１３３ 国家公务员成中国第一考５３万人争金饭碗
（《中国新闻网》１１ ２７）

１３４ 导师是我们科研和人生的“总舵手”（《科
学时报》１１ ２４）

１３５ 张亚勤：中国软件业机遇多于挑战（《科学
时报》１１ ２３）

１３６ 地质学将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挥重要作用
（《学习时报》１１ ２２）

１３７ 刘东生院士希望加强研究生创新意识教育
（《光明日报》１１ ２２）

１３８ 今年毕业生约１２４万人无法当期就业（《工
人日报》１１ ２２）

１３９ “当期就业”难还需宏观调控（《长江商报》
１１ ２２）

１４０ １２４万大学生无法当期就业（《成都商报》
１１ ２２）

１４１ 大学生＂ 国家干部＂ 身份该改改了（《潇湘
晨报》１１ ２２）

１４２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经济全球化挑战
（《辽宁日报》１１ ２２）

１４３ “１２４万大学毕业生无法就业”的背后……
（《人民网》１１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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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４ 微软全球副总裁张亚勤：成功最重要的是
心态（《中国青年报》１１ １８）

１４５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经济全球化挑战
（新华社，１１ １７）

１４６ 张宏仁：危害北京的是尘暴而不是沙尘暴
（《科学时报》１１ １７）

１４７ “十一五”期间新增职业病有望纳入工伤
保险（《北京日报》１１ １７）

１４８ 劳动保障部长：社保基金管理要把安全放
在第一位（中广网，１１ １７）

１４９ 中科院举办“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１１ １７）

１５０ ２８９万人当期就业１２４万人还要等待（《中
国青年报》１１ １７）

１５１ 中国社会保障体系面临四大挑战官方积极
因应（中新社，１１ １７）

１５２ 微软全球副总裁：中国发展软件业有四优
势后劲足（中新社，１１ １７）

１５３ 劳动保障部长：社保基金管理要把安全放
第一位（中新社，１１ １７）

１５４ 田成平：管理社保基金首先是安全其次才
是增值（新华社，１１ １７）

１５５ 用勇气拥抱世界———记中科院杨佳教授
（《工人日报》１１ １４）

１５６ 国际地科联主席称国际铁矿石供应量充足
（《北京青年报》１１ ０９）

１５７ 清华教授称学术只有对错、高下之分无中
西之分（中新社，１１ ０９）

１５８ “百人计划”入选者谈如何提高研究生培养
质量（《科学时报》１１ ０８）

１５９ 中国科学院出现首位外籍博士生导师（新
华社，１２ １）

１６０ 中科院研究生院雁栖湖校园奠基（《科学时
报》１２ ０４）

１６１ 中科院研究生院雁栖湖校区将开工建设
（《北京日报》１２ ０４）

１６２ 雁阵起飞的地方———中科院研究生院副院
长马石庄谈该院新园区建设前后（《科学时

报》１２ ０４）
１６３ 中国首次培训葡语国家官员加强双边交流

与合作（中新社，１２ ０４）
１６４ 北京故宫将公布馆藏文物目录以方便公众

查阅（中新社１２ ０４）
１６５ 中科院研究生院雁栖湖校区开工建设（北

京电视台１２ ０４）
１６６ 让出市场并不会换来技术占领高端才能够

创新国家（《北京青年报》１２ ０５）
１６７ 李金华，政府不仅是廉洁的还应是廉价的

（《北京青年报》１２ ０５）
１６８ 何兆武，学问只有精粗高下之分而无中西

之别（《北京青年报》１２ ０５）
１６９ 故宫一百五十万件文物目录即将出书李敖

守约送来乾隆题字（《北京青年报》１２ ０５）
１７０ １５０万件文物集中清理（《北京晨报》

１２ ０５）
１７１ １５０万故宫藏品目录将公开李敖捐乾隆墨

宝细节首次披露（《华夏时报》１２ ０５）
１７２ 故宫将公开文物目录（《北京日报》１２ ０５）
１７３ 故宫欲为１５０万件文物造册（《科技日报》

１２ ０５）
１７４ 故宫博物院将向社会公布所有馆藏文物目

录（新华社，１２ ０５）
１７５ ２００６年中科院百人论坛在广州地化所开讲

（《科学时报》１２ ０７）
１７６ 故宫忙于清“底账”１５０万件文物目录将公

布（《科学时报》１２ ０７）
１７７ 阿里巴巴网站掌门人： “正因为我不懂技

术”（《科学时报》１２ ０７）
１７８ 为建立创新型国家锻造一支优秀的科技新

军（《光明日报》１２ １１）
１７９ 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乔治布什谈新世纪

的中美关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１２ １４）
１８０ 老布什硈赏中国和平崛起（《香港文汇报》

１２ １５）
１８１ 老布什称乐见中国

&

大（《大公报：》
１２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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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 老布什难中国情结（《大公报：》１２ １５）
１８３ 老布什批参拜靖国神社是否认历史要日慎

重处理（中新社，１２ １５）
１８４ 美国前总统布什认为中国走的是一条非常

正确的道路（《中国青年报》１２ １５）
１８５ 老布什作报告校园内戒备森严（《法制晚

报》１２ １５）
１８６ 老布什当奥运观光当团长（《华夏时报》

１２ １５）
１８７ 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演讲中美关系（《光

明日报》１２ １５）
１８８ 老布什邀中科院研究生２００８年一起跳伞

（《北京日报》１２ １５）
１８９ 老布什受邀参观２００８奥运会（《新京报》

１２ １５）
１９０ 布什称２００８年来北京跳伞要找优秀生陪跳

（《北京晨报》１２ １５）

１９１ 老布什期待中美新合作将和全家人来北京
看奥运（中新社，１２ １５）

１９２ 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坚信中国会和平发展与
崛起（中新社，１２ １５）

１９３ 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中美关系会有更
好的发展（新华社，１２ １５）

１９４ 老布什批评日本歪曲历史（日本共同社，
１２ １９）

１９５ 国家将投资４８亿元支持中科院科教基础设
施建设（新华社，１２ ２０）

１９６ 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为研究生量身定做
个人“书房”（《科学时报》１２ ２５）

１９７ 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开放研究生信息交
流学习室（《科学时报》１２ ２５）

１９８ 两万余人报考中科院硕士研究生（《新京
报》１２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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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 业 生 名 单

博士研究生毕业名单

姜铁军　 吴　 敏　 李卫华　 马秀娟　 宋淑红　 王丽霞　 李友爱　 肖　 捷　 　 叶　 煌
曹南斌　 孙维昆　 袁和军　 胡庆席　 黄　 威　 徐立广　 韩小利　 侯松波　 　 李保奎
龙正武　 毛安民　 吴文明　 杨建平　 杨　 静　 杨争峰　 杨芝燕　 赵建伟　 　 赵　 亮
赵玉凤　 陈昕　 戴桂冬　 丰全东　 何　 平　 刘　 芳　 刘会坡　 王玲书　 　 徐玲玲
徐　 云　 杨菊娥　 姚昌辉　 殷俊锋　 余　 波　 余新刚　 赵引川　 杜彩凤　 　 蓝国烈
李启寨　 汤义峰　 许王莉　 张军舰　 钟玉聪　 曹正军　 程进三　 葛根哈斯　 郭丽峰
李冰玉　 石玉英　 孙志敏　 王贵栋　 温海瑞　 徐荣华　 杨卫华　 张明波　 　 张　 宁
郑大彬　 郭永江　 胡小立　 马宏宾　 尚松蒲　 邵志超　 孙玲?　 王　 培　 　 郭宇骞
康国莲　 谈树萍　 王剑魁　 侯丽珊　 夏传良　 付　 雪　 刘庆伟　 刘怡君　 　 涂玉娟
王二院　 王　 实　 杨　 军　 俞　 海　 郑桂环　 赖荣杰　 祗飞跃　 周　 俊　 　 崔　 涛
马士谦　 张海樟　 陈　 平　 李道纪　 汪杰繤　 徐天戈　 姚莉莉　 于洪波　 　 祝　 威
蒋　 驰　 林　 隆　 龙红亮　 秦　 龙　 胡　 鹏　 唐共国　 傅晓旗　 何治莉　 　 张　 文
季安安 （培养单位：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丁秀丽　 任伟中　 陈　 震　 李廷春　 陈　 锋　 刘才华　 倪　 俊　 肖海斌　 何　 翔
雷文杰　 苏国韶　 陈建斌　 戴永浩　 黄　 河　 冒海军　 潘鹏志　 夏艳华　 向先超
肖克强　 易小明　 张传庆　 张艺凡　 陈　 菲　 冯海鹏　 雷远见　 李仁江　 刘　 江
秦英译　 王　 俐　 王永刚　 王者超　 伍国军　 向晓辉　 徐高巍　 杨永香　 余　 颂
张　 波　 汤　 华　 夏　 祥　 徐光苗　 王贵宾　 魏进兵

（培养单位：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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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东清　 　 王凤清　 姚红星　 孟　 显　 赵　 威　 吕守芹　 许向红　 陈　 方　 陈慧新
田东波　 　 魏　 征　 董满生　 任　 权　 荣　 峰　 舒思齐　 张晖辉　 白玉湖　 耿永兵
李　 辉　 　 杨　 兵　 王化锋　 吴广智　 苏建宇　 卢　 靖　 殷　 悦　 张静伟　 刘　 荣
上官丰收　 胡宗民　 关永军　 陈　 杰　 戴振卿　 金　 晶　 李　 程　 李　 婷　 刘　 刚
刘　 渊　 　 杨学军　 卓启威　 刘　 磊　 邱　 峰　 张凌晨　 黄　 德　 刘　 帅　 王　 冬
向安宇　 　 崔　 佳　 龚道童　 胡　 莹　 矫滨田　 袁　 枫　 周　 良　 邹舒觅　 葛　 斐
胡　 明 （培养单位：力学研究所）

李　 昆　 李　 英　 刘国强　 房同珍　 陈寒元　 方靖海　 丰　 敏　 何　 珂　 景怀宇
刘清青　 王瑞红　 王皖燕　 王玉梅　 郗学奎　 徐鹏翔　 杨健君　 曾毓群　 张怀若
张立新　 张志勇　 赵言辉　 钟建平　 费义艳　 贾玉磊　 金　 展　 令维军　 田金荣
于全芝　 张庆利　 郑　 君　 贺鹏斌　 陈仁杰　 董爱锋　 胡书新　 黄延红　 李培刚
李社强　 李　 伟　 李志华　 梁雅琼　 柳　 娜　 柳祝红　 罗述东　 孟庆端　 聂　 棱
钱　 钧　 石　 玉　 孙春文　 唐春艳　 田　 鹤　 王天兴　 夏爱林　 杨　 华　 岳双林
朱丽娜　 朱小红　 冯　 帅　 冯志芳　 耿爱丛　 韩海年　 马士华　 彭钦军　 孙　 梅
田　 洁　 赵嵩卿　 朱学敏　 左战春　 安玉凯　 鲍新宇　 蔡建臻　 陈雷明　 陈卫然
陈玉金　 代学芳　 符秀丽　 高建华　 郭　 娟　 韩铁柱　 黄德财　 黄建冬　 纪爱玲
金传洪　 李大鹏　 李琳艳　 李　 正　 林　 晓　 刘道坦　 刘广同　 刘海青　 刘建永
马永昌　 苗雁鸣　 潘安练　 齐笑迎　 全保刚　 石友国　 宋　 礼　 汤美波　 唐雁坤
王　 晶　 王　 勇　 王治涛　 肖荫果　 薛勃飞　 于迎辉　 曾中明　 詹清峰　 张鸣剑
张谢群　 张兴栋　 张　 毅　 赵怀周　 赵小伟　 丁　 硕　 都鲁超　 关东仪　 刘运全
吕国伟　 沈　 鸿　 施宇蕾　 王学军　 徐新龙　 张　 玲　 张　 芹　 周庆莉　 时成瑛

（培养单位：物理研究所）

赵洪明　 周海清　 王小斌　 张丙新　 黎　 刚　 陈福三　 马振晗　 齐　 欣　 岳军会
曹文彬　 张　 鑫　 冯流星　 傅成栋　 马海龙　 唐　 军　 张　 辉　 叶进星　 段春贵
顾佩洪　 郭万磊　 何　 军　 黄　 飞　 李　 虹　 余先桥　 周明震　 曹学蕾　 陈海璇
邓子艳　 杜书先　 高兴发　 李　 可　 李树敏　 李向华　 任震宇　 尚　 雷　 孙亚轩
王大勇　 吴含荣　 俞国威　 张恩鹏　 张少鹤　 支联合　 庄胥爱　 洪才浩　 孙少瑞
曾　 钢　 赵　 佳　 陈锦晖　 陈　 宇　 程耀东　 黄　 松　 马　 楠　 裴士伦　 徐　 昊
薛　 鹏　 赵豫斌　 李彦恒　 朱　 晋　 罗崇举　 程　 悦　 高绍凯　 史俊稳　 喻宏伟
单利民　 刘一蕾　 赵敬霞　 钟　 娟　 邹　 毅

（培养单位：高能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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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柯　 朱　 敏　 吴金荣　 陈剑云　 刘　 宇　 张海云　 苏晓星　 黄海云　 江　 鹏
刘承恩　 楼厦厦　 朴大志　 杨秀庭　 张　 武　 陈德胜　 查　 冰　 陈国平　 董　 滨
冯师军　 康通博　 罗显志　 潘春建　 孙海信　 孙雄勇　 孙岩松　 汪　 俊　 王军伟
王　 磊　 王少强　 王维建　 武　 蓓　 邢　 韬　 熊　 亮　 于　 倩　 张东升　 张明新
张泰乐　 张扬帆　 朱晓东　 陈耀斌　 李岳鹏　 沙丹青　 吴　 楠　 雷　

%

　 李　 波
李　 震　 刘　 超　 刘壮明　 潘　 昕　 孙亚敏　 王　 锋　 王　 静　 王一骝　 王　 正
邢瞡夏　 徐卫锋　 杨　 君　 殷海庭　 张　 晨　 张轶湛　 周　 星　 张海斌

（培养单位：声学研究所）

黎　 明　 陈教凯　 贺晓涛　 胡　 锋　 刘　 静　 柳国丽　 高　 雷　 李　 恒　 林宏伟
马永亮　 王　 飞　 王颖丹　 左亚兵　 曹宇宁　 钟　 灵　 王　 琦　 韦　 浩　 魏　 韧

（培养单位：理论物理研究所）

张　 峰　 郑丽芳　 侯铮迟　 冉铁成　 王纳秀　 夏姣云　 尹娟娟　 韩家广　 马国亮
王　 鲲　 王　 森　 席再军　 岳伟生　 陈建敏　 郭金学　 李谷才　 李林繁　 孙汉文
王明伟　 俞国军　 张凤英　 曹红萍　 成　 诚　 韩毅昂　 李冬梅　 傅　 远

（培养单位：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陈思跃　 高　 格　 王华忠　 姚达毛　 程国旺　 黄群英　 黄世钊　 李志勇　 龚国波
黄　 峰　 满卫东　 王　 华　 王　 鹏　 魏永清　 陈连运　 古绍彬　 黄勤超　 瞿连政
柯　 严　 李国丽　 刘竞男　 卢松升　 陶声祥　 王付胜　 魏沛杰　 余　 勇　 陈忠勇
葛春梅　 胡智文　 李　 淼　 尤庆亮　 袁　 航　 张　 俊　 潘皖江　 王红艳　 张明新
朱晓翔　 丁克俭　 韩　 伟　 刘　 静　 刘清梅　 张祥胜　 钟少锋　 张远斌

（培养单位：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

田兴友　 安小红　 曹丙强　 陈东猛　 戴振翔　 方晓生　 高占勇　 郝玉峰　 何　 刚
何　 豪　 胡锦莲　 李　 地　 李　 亮　 刘　 庆　 石　 云　 王清周　 王　 瑶　 肖衍和
薛方红　 杨　 晔　 张俊喜　 赵高峰　 郑赣鸿　 孙会元　 王振洋　 辛红星　 范洪涛
陆启飞　 滕雪梅　 肖志东　 熊　 伟　 杨友文　 曾海波

（培养单位：固体物理研究所）

何　 伟　 赵永涛　 高　 远　 陆广成　 毛淑红　 闵凤玲　 祁辉荣　 宋立涛　 王华磊
王菊芳　 谢成营　 徐华根　 张鸿飞　 赵志明　 周利斌　 朱小龙　 季　 鹏　 李　 勇



２０６　　

毕
业
生
名
单

（培养单位：近代物理研究所）

陈　 忆　 宫雪非　 庄　 鹏
（培养单位：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

彭石林　 王　 操　 朱燕舞　 王立英　 雷海东　 舒华林　 胡　 伟　 黄世亮　 李英霞
王吉清　 文晓艳　 赵必强　 陈金松　 李发泉　 文灵华　 陈昌永　 高红昌　 牛晓娟
赵光欣

（培养单位：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殷兴辉　 刘富窑　 高维洪　 王　 敏　 范一中　 王　 英　 张江水　 谭宝林
（培养单位：紫金山天文台）

陈冬妮　 葛先辉　 李国亮　 刘　 怡　 吴江飞　 常加峰　 范忠辉　 许　 云　 常英立
郭　 鹏　 黄　 勇　 章红平

（培养单位：上海天文台）

戴　 宏　 金振宇　 陈洛恩　 郭建恒　 苏成悦　 张　 品　 董云明　 梁红飞　 吕国梁
尚俊娜　 宋汉峰　 胥成林　 杨孝鸿　 杨远贵　 陆睿静

（培养单位：云南天文台）

刘　 毓　 毛永毅　 张继荣　 阴亚芳　 华　 宇　 惠卫华　 苏建峰
（培养单位：国家授时中心）

朱文白　 田　 斌　 郭永卫　 胡智新　 孔民芝　 朱丽春　 李怀锋　 李彦琴　 孙希延
张　 锐　 周桂萍　 耿建平　 郝彩娜　 李春艳　 刘国萍　 仲佳勇　 马利华　 宋文彬
吴　 潮

（培养单位：国家天文台）

李宜强　 郑兴范　 葛稚新　 李继山　 李孟涛　 赵　 敏　 周万富　 张训华
（培养单位：渗流流体力学研究所）

刘知海　 侯　 钢　 彭永东　 游战洪　 刘　 煜　 王志强　 陈明晖　 潘亦宁　 王东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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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秀良　 袁振东
（培养单位：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吴云龙　 韩　 雪　 潘　 敦　 禹智斌　 梁文清　 刘华军　 孟祥颖　 王西安　 温小红
陈玉哲　 丁慧颖　 何　 勇　 江　 林　 雷　 蕾　 李成武　 李文军　 李　 雪　 李占先
刘志莲　 陶斯禄　 吴加胜　 姚宜山　 曾　 军　 张　 鲁　 张　 涛　 张秀娟　 周　 力
邹　 凯　 曹　 静　 陈　 渊　 冯华君　 高继宁　 景芳丽　 李　 智　 刘献明　 齐英群
滕淑华　 田如海　 王　 鹏　 王铁军　 张彦奇　 张志颖　 祝荣先　 方志春　 洪　 辉
刘加永　 莫　 青　 吴张华　 谢秀娟　 徐庆金　 张　 宇　 赵密广

（培养单位：理化技术研究所）

吕占霞　 陈　 方　 毛建军　 陈仕艳　 傅　 颖　 刘　 军　 杨鹏辉　 毕渭滨　 韩瑞敏
孙晓波　 朱耘玑　 左　 萍　 邓奎林　 苗　 兵　 闵长春　 邵科峰　 杨　 飞　 张立伟
张韬毅　 董素英　 龚宽平　 罗　 佳　 马家海　 邱丽美　 严乙铭　 张美宁　 甘海洋
甘　 泉　 黄木华　 酒同钢　 李　 　 李绍路　 李英锋　 李勇军　 廖江鹏　 吕海燕
吕正亮　 马大友　 宋立明　 王　 卓　 严胜骄　 张国齐　 张永芳　 朱晓张　 宗乾收
艾素芬　 曹安民　 车延科　 陈　 静　 崔　 岳　 刁玉霞　 封心建　 付　 磊　 干　 为
高碧芬　 高雪峰　 郭培志　 侯剑辉　 侯民强　 黄贱苟　 季冬梅　 姜桂元　 焦体峰
李守平　 李雅娟　 刘洪涛　 刘阳平　 鲁闻生　 麻宝成　 牟勇燕　 舒春英　 宋文静
宋小岩　 孙树涛　 孙振宇　 田国才　 王　 波　 王佳秋　 王满辉　 王　 淼　 许利苹
杨云华　 袁群惠　 张文凯　 张秀凤　 张志楠　 赵永生　 曹晨刚　 陈　 鹏　 陈商涛
范国强　 付亚琴　 管国虎　 何本桥　 侯俊先　 侯连龙　 江　 辉　 黎　 静　 李洪深
李化毅　 李婉婉　 刘　 锋　 刘　 刚　 刘继广　 刘　 静　 刘新海　 乔宝福　 秦怀礼
孙明昊　 孙银洁　 王　 理　 王　 昕　 吴立传　 武　 进　 晏　 超　 杨　 爽　 姚咏华
于　 慧　 曾希果　 张成贵　 张文娟　 张晓静　 张艳红　 张　 勇　 赵　 宁　 郑春晓
朱阳平　 尹梅芳　 易智泉　 欧阳生德

（培养单位：化学研究所）

庞　 浩　 刘雪宁　 尚雪亚　 闫　 辉　 曹　 悠　 高红云　 霍延平　 刘群峰　 郑一泉
王　 雷

（培养单位：广州化学研究所）

陈庆寿　 高飞峰　 罗治斌　 杨细文　 郑训海　 郭阳辉　 洪文旭　 胡天顺　 黄祚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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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利美　 李桂龙　 林　 云　 刘　 薇　 刘艳琴　 聂　 婷　 田　 娟　 童孝田　 王昊阳
王　 华　 王　 前　 王若文　 魏万国　 杨永华　 赵宝国　 赵　 琼　 周鼎英　 周金明
张　 磊　 侯军利　 杨严严　 于　 飞　 蔡　 倩　 陆梁华　 程战领　 魏　 萍　 朱　 江
李佳音　 吴宗铨　 杨永青　 邢春晖　 欧阳楠　 邓　 娟　 桑大永　 张　 雯　 龙　 凯
王小进　 方　 凯　 陆　 征　 冯　 锋　 陈　 迁　 沈增明　 董佳家　 邓贤明　 孙亚平
刘　 颵　 陆红健　 邵黎雄　 史炳锋　 俞寿云　 荆　 庆　 徐　 兵　 王广印　 祝诗发
叶萌春　 徐镇江　 彭　 丹　 陆国林

（培养单位：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贺峥嵘　 胡　 昱　 张　 华　 曹顺生　 陈　 方　 程传玲　 崔文权　 董　 琳　 杜治平
冯秀丽　 付清泉　 郭海明　 郭震球　 康武魁　 马言顺　 宋　 艳　 孙玉恒　 唐　 卓
王贵欣　 王小兵　 吴家守　 徐洪伍　 杨　 勤　 吁　 霁　 袁伟成　 张惠珍　 赵秀丽
周桂林

（培养单位：成都有机化学研究所）

沙宇芳　 田洪坤　 代　 辉　 贾佩云　 廉志红　 罗　 艳　 彭春耘　 吴　 强　 邢菲菲
尹贻东　 祝昌军　 包海峰　 郭红卫　 姜秀娥　 瞿晓虎　 康建珍　 李　 楠　 李志英
刘志国　 马　 英　 屈建莹　 孙春燕　 孙旦子　 孙旭平　 严吉林　 杨孟龙　 胡　 涛
刘　 峰　 马鹏常　 齐长河　 唐丽明　 吴叔青　 赵剑英　 郑战江　 苏　 怡　 熊永莲
敖玉辉　 曹建新　 陈庆勇　 程子泳　 丛　 杨　 杜夕彦　 高保祥　 宫玉梅　 郭　 玉
黎　 坚　 李红周　 刘立新　 刘晓播　 吕康博　 马　 良　 马智勇　 蒙延峰　 欧阳文泽
平　 鹏　 邱雪宇　 石　 强　 石胜伟　 孙树林　 谭志勇　 田华雨　 王红华　 吴学明
周　 刚　 朱连超　 高书燕　 吕敏峰　 王振领　 唐亚军　 闫　 静　 韩常玉　 刘　 洁
刘丽艳　 夏　 天　 鄢俊敏　 杨护成　 刘亚青　 白晓莉　 吴雪娥　 谢海波　 袁修华
吕　 磊　 王　 俊　 陈江山　 程文喜　 邓　 超　 方俊锋　 刘雷静　 聂　 伟　 潘道成
宋剑斌　 王海波　 徐效义　 严铉俊　 周云春　 朱雨田　 董红娟　 任长友

（培养单位：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盖宏伟　 孔宏伟　 桑石云　 杨　 青　 张占金　 赵小明　 韩　 平　 石　 英　 王东升
包德才　 叶　 震　 付冬梅　 李　 健　 梁爱叶　 汪　 俊　 赵景红　 王乃伟　 常福祥
黄秀敏　 李　 勇　 齐　 艳　 曲丽红　 汪哲明　 王振卫　 张海东　 赵　 红　 刘献斌
刘子玉　 王　 丽　 王秋艳　 刘文民　 刘　 勇　 宋　 波　 王　 畅　 谢传辉　 徐松云
曾桂凤　 张　 琳　 张凌怡　 卢胜梅　 陈亚中　 楚天舒　 姜鲁华　 冷　 静　 李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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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芳　 宋　 辉　 田琦峰　 王　 玲　 王美涵　 王韶旭　 吴文海　 袁丽威　 张保才
郑明远　 周树田　 朱海欧　 朱志荣　 胡经纬　 王　 罛　 周汉涛　 周帅林　 任东文
王秀丽　 张海涛　 张旭朗　 郑建华　 陈维苗　 黄声骏　 朱向学　 付绍平　 秦　 峰
王焕弟　 杨　 军　 杨志军　 张彩宁　 张　 岩　 周利鹏　 李砚硕　 李永刚　 汪国雄
王　 涛　 严　 丽　 张慧东　 张华安　 赵洪霞　 杨　 刚　 胡　 杰　 唐幸福　 王红明
李红剑　 梁永民　 王　 胜　 赵　 平　 綦文涛　 王永华　 李晓强　 彭文杰　 王小芳
张　 建

（培养单位：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周　 围　 胡　 斌　 李　 斌　 宋焕玲　 薄海波　 杜世勇　 李　 欣　 毕秦岭　 李　 安
余　 静　 周长征　 段志英　 高　 强　 李　 克　 李　 臻　 刘　 斌　 孟军虎　 潘　 卉
钱锦华　 孙　 蓉　 王文己　 张定军　 柳军玺　 罗兴平　 杨红澎　 赵艳芳　 丁　 军
杜正银　 郝俊英　 靳治良　 李红轩　 李小红　 孙胜玲　 许　 健　 翟翠萍　 岳美娥
郑淑琴　 任运来　 石　 雷　 刘晓红　 赵新红　 王嘉欣

（培养单位：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黄世明　 徐小川　 赵苏串　 朱　 波　 白光照　 冯纪伟　 管恩祥　 唐惠东　 陈名海
陈同来　 单　 妍　 杜瑞琳　 李松丽　 王　 英　 吴成铁　 余寒峰　 曾　 霞　 赵雪盈
朱钰方　 陈　 恒　 洪　 勇　 谢建军　 谢有桃　 赵红雨　 赵晓兵　 左开慧　 陈　 智
邓国初　 段成军　 付　 波　 韩小元　 吉亚明　 蹇敦亮　 江琳沁　 蒋　 亚　 李　 华
李小科　 梁瑞虹　 梁振华　 倪似愚　 沈卫华　 汪　 正　 王卫伟　 温晓炜　 吴历斌
熊　 智　 杨　 洪　 杨松旺　 易志国　 张灿云　 周国荣　 朱修剑　 左名文　 陈建军
寇华敏　 李会利　 林慧兴　 彭桂花　 秦来顺　 石晓梅　 王　 静　 吴宪君　 徐常明
杨爱民　 张学华

（培养单位：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高　 健　 何京东　 刘新华　 马志亚　 唐德翔　 王　 正　 　 杨昌炎　 张会刚　 刘海弟
王　 静　 曾冬冬　 赵　 辉　 蔡卫权　 胡雪生　 李春山　 　 宋学平　 孙兴华　 王丽娜
阳承利　 杨　 刚　 周　 峨　 刘　 荣　 王连艳　 王仁伟　 　 王云山　 周卫斌　 李玉平
吕文华　 梁春燕　 王　 蕾　 白玉兰　 杜春华　 欧阳朝斌　 王爱平　 刘丽英　 徐　 建
栾　 勇　 葛　 锋　 李巧霞

（培养单位：过程工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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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红　 周　 珊　 窦军霞　 刘晶茹　 马庆斌　 王　 震　 韩　 芳　 黄　 鹂　 卢金伟
王维娜　 巩　 杰　 郭　 然　 李伟峰　 刘传庚　 孙　 轶　 吴　 琼　 徐卫华　 华玉夏
刘海龙　 吕文洲　 孙　 伟　 曾清如　 陈少华　 陈　 敏　 董仁才　 韩　 恒　 贾海燕
罗祺姗　 魏彦昌　 肖荣波　 邢　 颖　 杨　 柳　 周文华　 安立会　 豆小敏　 高丽荣
郭宝元　 金　 芬　 孔维栋　 罗　 磊　 潘建华　 裴志国　 宋茂勇　 王　 栩　 王亚餠
吴　 强　 谢慧君　 徐　 鹏　 曾湖烈　 张旭红　 赵建伟　 赵荣飚　 陈朝阳　 郭雪松
胡承志　 李国亭　 梁　 祝　 王　 颖　 张西旺　 张忠国　 段晓男　 韩　 冰　 虎陈霞
连　 纲　 王英明　 颜昌宙　 张德平　 郑博福　 郑启伟　 安调过　 程祥磊　 段桂兰
范顺利　 高洪伟　 耿春梅　 郝春博　 呼　 庆　 胡立刚　 刘汉霞　 刘俊锋　 刘美林
刘文霞　 刘小丽　 刘新春　 马小东　 梅向东　 苏玉红　 王洪君　 王章玮　 王振宇
薛南冬　 晏明全　 李　 刚　 李进军　 许秀艳　 张发根

（培养单位：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谭猗生　 旷　 戈　 林荣英　 田　 震　 马建蓉　 陈树伟　 侯　 博　 王浩静　 姚素玲
张富强　 张瑞珍　 黄戒介　 薛永兵　 郝雅娟　 李东风　 梁丽萍　 肖福魁　 张成华
贾哲华　 赵　 娟　 白宗庆　 李奇飚　 李振环　 刘亚纯　 倪小明　 任　 君　 唐群力
王宝凤　 王　 慧　 杨东江　 张雪红　 郑　 岩　 程乐明　 郭彦霞　 韩丽娜　 雷智平
李秀涛　 梁　 鹏　 马兆昆　 孙志强　 肖　 勇　 邢新艳　 赵有华　 袁本雄

（培养单位：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廖秋霞　 王龙胜　 何　 翔　 王玉玲　 魏巧华　 吴本来　 吴少凡　 尹刚强　 张漫波
张明昕　 张全争　 陈白泉　 陈丽娟　 陈文通　 范乐庆　 付明来　 高立彬　 高水英
黄细河　 蓝尤钊　 李飞飞　 李　 凤　 李小菊　 李修芝　 李亚敏　 廖金生　 林州斌
刘九辉　 刘　 玺　 孙忠明　 王国明　 吴小园　 夏昌坤　 徐海兵　 许颜清　 袁大强
张　 健　 张　 彦

（培养单位：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沙占江　 龚福忠　 关　 伟　 滕祥国　 魏海珍
（培养单位：青海盐湖研究所）

周晓峰　 王万春　 马立元　 王晓锋　 吴保祥　 张小军　 赵　 欣
（培养单位：兰州地质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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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辉　 赵凌霞　 朱之勇　 李　 强　 吴秀杰
（培养单位：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王小娟　 傅　 强　 孟凡巍　 徐洪河
（培养单位：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柯小平　 黄建华　 闫昊明　 丁克良　 刘振东　 唐诗华　 阳仁贵　 张　 胜　 钟世明
鲍李峰　 侯林山　 胡小刚

（培养单位：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王业桂　 肖子牛　 雷恒池　 李　 刚　 王　 越　 丑洁明　 卢　 萍　 麻素红　 王爱慧
王同美　 何新星　 杨景梅　 蔡榕硕　 陈丽娟　 范丽军　 甘少华　 季崇萍　 康丽华
李江龙　 柳艳菊　 师春香　 王　 嘉　 周顺武　 何文英　 张英娟　 高　 丽　 顾　 雷
苏京志　 田向军　 万莉颖　 吴方华　 周波涛　 范学花　 刘玉芝　 王建凯　 张　 凯
周再兴　 符伟伟　 高　 荣　 贾小龙　 梁妙玲　 毛嘉富　 孙建奇　 赵天保　 姜　 洁
谢付莹　 薛　 敏

（培养单位：大气物理研究所）

黄　 玫　 李　 策　 王正兴　 姚予龙　 雷　 军　 姚　 敏　 李海龙　 李晓峰　 刘成武
刘华民　 刘林山　 孙　 宁　 孙泽强　 闫云霞　 占车生　 曹建民　 杜宏茹　 黄　 颉
刘　 洋　 罗仁福　 杨兴宪　 朱莉芬　 常　 军　 蒋　 艳　 马　 龙　 莫申国　 邱炳文
王　 薇　 邬群勇　 岳建伟　 张立立　 张一驰　 张银辉　 朱　 江　 朱迎波　 邬定荣
杨艳敏　 张雷明　 卜崇峰　 董明星　 董文福　 方玉东　 郝成元　 黄　 浩　 霍　 竹
姜鲁光　 李顺江　 李云成　 刘宝勤　 刘立新　 万书勤　 王　 丹　 王海龙　 王顺兵
王秀芬　 文　 斌　 杨　 聪　 杨吉山　 尹云鹤　 于伯华　 於　 ?　 袁再健　 张　 莉
周长海　 陈　 刚　 范振军　 侯晓丽　 胡业翠　 姜　 巍　 李海明　 李　 娟　 梁　 爽
刘　 洋　 马国霞　 盛科荣　 王　 海　 吴映梅　 张军岩　 张同升　 张　 伟　 曹云刚
方　 利　 李　 爽　 李　 素　 马胜男　 马　 廷　 明冬萍　 彭国均　 施润和　 田　 展
王海起　 王英安　 王　 勇　 武红智　 肖　 飞　 赵思健　 周文佐　 朱华忠　 诸云强
邹秀萍　 房全孝　 伏玉玲　 高俊琴　 李正泉　 王　 靖　 徐玲玲　 阎秀兰　 杨　 丽
于　 格

（培养单位：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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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国坤　 解晓南　 鄢帮有　 俞　 宏　 白晓华　 包先明　 曹焕生　 程俊军　 桂　 峰
韩士群　 胡　 斌　 李新国　 李兆富　 刘恩生　 刘吉峰　 沈明洁　 孙小静　 王艳君
肖海丰　 肖霞云　 熊　 飞　 杨　 州

（培养单位：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王永洁　 韩　 良　 刘兆顺　 杨　 波　 宫兆宁　 李晓燕　 王志强　 殷书柏　 袁兆华
张金波　 吴运军　 杨　 桄　 黄初龙　 金　 剑　 刘　 强　 王　 波　 徐　 凌　 杨继松
张　 磊　 赵书泉

（培养单位：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马东涛　 江晓波　 陈宁生　 刘　 键　 张仁军　 赵　 宇　 廖超林　 张　 宇　 常春平
高克昌　 李新坡　 齐永青　 王玉英　 吴鹏飞　 鄢　 燕　 原立峰　 张京红　 张秋英
周启刚　 周　 伟　 朱　 骥　 朱颖彦

（培养单位：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陈业全　 曹建劲　 肖加飞　 司荣军　 仇广乐　 胡　 健　 郎
%

超　 李　 军　 李晓燕
卢红梅　 容　 丽　 王明仕　 徐丽萍　 闫海鱼　 杨　 伟　 张国平　 张苗云　 朱　 俊
宋照亮　 谭　 秋　 唐从国　 陈　 兰　 代立东　 符亚洲　 管　 涛　 侯广顺　 黎　 文
李兆丽　 李仲根　 刘　 剑　 刘晓静　 王少锋　 魏中青　 张贵山　 张振亮　 朱书法
朱维晃　 朱兆洲

（培养单位：地球化学研究所）

俞永庆　 王珍岩　 欧素英　 王岩峰　 徐　 彪　 曹瑞雪　 方爱毅　 官　 晟　 郭佩芳
王庆业　 李　 捷　 梁　 艳　 刘贤德　 朱香萍　 伍玉梅　 王秀通　 杜长青　 高　 焕
葛保胜　 刘逸尘　 吴少杰　 阎　 松　 殷帅文　 张继泉　 张亦陈　 朱　 玲　 陈发亮
蒋恒毅　 李云平　 马立杰　 宋建勇　 卫平生　 李爱峰　 李　 玉　 陈海英　 郭衍游
纪永刚　 王　 刚　 王小龙　 唐　 晓　 安建梅　 程培周　 葛长字　 侯艳华　 李宝泉
刘　 波　 刘庆华　 秦艳杰　 邱丽梅　 谭志军　 檀琮萍　 王国栋　 王　 松　 王先磊
王相磊　 王子峰　 张留所　 张晓丽　 张　 展　 赵建民　 陈俊兵　 曲丽梅　 宋召军
王秀娟　 于雯泉　 柴　 超　 陈桃英　 蒲玉国　 丘仲锋　 张艳慧　 赵喜喜　 李　 宁
孙　 杰　 赵方庆　 孙荣涛　 万世明　 张善东

（培养单位：海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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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庆文　 王华接　 王江勇　 张吕平　 蔡泽平　 王　 静　 陈　 举　 夏华永　 郭　 青
刘　 胜　 张　 扬　 胡金鹏　 李　 彩　 陈国华　 程开敏　 南海函　 孙丽华　 王淑红
尹　 浩　 陈秀华　 宏　 波　 伍业锋　 肖贤俊　 严幼芳　 杨　 阳　 张志旭　 何　 磊
贺鸿志　 罗　 鹏　 孙翠慈　 万年升　 杨　 晋　 张凤琴

（培养单位：南海海洋研究所）

何剑锋　 马建伟　 朱华吉　 黄健熙　 庞　 勇　 陈世荣　 董彦芳　 冯晓明　 胡兴堂
李　 兴　 汤益先　 张　 霞　 蔡国印　 陈飞翔　 陈　 奋　 陈仁喜　 陈　 忠　 丛丕福
戴　 芹　 邓小炼　 杜今阳　 杜　 晓　 杜永明　 侯　 涛　 黄玉琴　 李盛阳　 李向军
李小英　 梅　 新　 蒙继华　 牟伶俐　 孙　 林　 王钦军　 卫　 征　 叶发茂　 于　 嵘
于文洋　 张健钦　 张　 勇　 钟少波　 朱　 军　 祝令亚　 蔡玉林　 樊明辉　 胡引翠
亢　 庆　 乐小虬　 林文鹏　 龙　 辉　 王臣立　 武胜利　 张建兵

（培养单位：遥感应用研究所）

付文君　 朱　 岩　 黄福成　 王馨悦　 吴明亮　 赵　 辉　 孙伟英　 张向强　 刘　 薇
袁　 江　 张糰毅　 纪　 巧　 马玉端

（培养单位：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

王广运　 王树寅　 郑大海　 段秋梁　 高红伟　 周立宏　 朱留方　 崔永谦　 胡立新
宋玉龙　 孙善学　 王新征　 衣怀峰　 祝靓谊　 王　 敏　 张立强　 张以明　 邹伟宏
李丽慧　 贾豫葛　 罗凯声　 王维红　 张平平　 赵连功　 郭绪杰　 焦贵浩　 马硕鹏
彭惠群　 王　 建　 王世军　 吴志宇　 谢占安　 邢德敬　 俞仁连　 周　 波　 李　 理
王志民　 李丰江　 刘宗秀　 孙会国　 国庆忠　 宁俊瑞　 杨占宝　 何天翼　 侯　 平
李　 逵　 李双建　 马维民　 王洪建　 王　 颖　 闫相宾　 俞　 凯　 柴建峰　 常中华
戴明刚　 齐　 诚　 王绪松　 尤建军　 张红梅　 张致付　 赵　 兵　 陈瑞银　 陈占坤
胡芳芳　 潘小菲　 祁　 民　 渠洪杰　 张丽萍　 张英利　 来庆洲　 雷永良　 卢庆治
尹秋珍　 张　 峰　 郭改梅　 苏天明　 袁仁茂　 那春光　 王力锋　 李守定

（培养单位：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李　 真　 鲁安新　 俞祁浩　 张东伟　 张耀南　 赵存玉　 高小红　 郭学军　 刘立超
宋克超　 温续余　 杨建平　 封建民　 郭凤霞　 郭庭天　 吕　 萍　 王书功　 吴志坚
谢昌卫　 杨　 萍　 余武生　 张志山　 赵敏桂　 赵　 昕　 任福康　 徐进祥　 车　 涛
吴通华　 苟学强　 黄承红　 刘志强　 罗　 芳　 马海艳　 马卫东　 孙志忠　 王大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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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忠奎　 余绍水　 王建宏　 陈世强　 陈应武　 李玉强　 刘　 蔚　 刘贤德　 卢爱刚
汪君霞　 汪万福　 王新华　 移小勇　 张艳武　 彭　 浩　 贾晓红　 温小虎　 温　 智
肖生春　 张立杰

（培养单位：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王烈成　 黄　 梅　 杨永杰　 梁汝强　 陆　 颖　 连红莉　 陶黎明　 傅继东　 陈晓科
刘　 欣　 王存国　 徐宁龙　 郑昌虹　 梁婉琪　 陈艳玫　 郭立霞　 胡轶红　 倪燕翔
牛　 钢　 夏　 鹏　 夏学春　 姚　 刚　 俞国华　 蔡晓辉　 蔡友庆　 曹　 芳　 答　 亮
单玉飞　 焦浩漭　 金　 言　 金志刚　 马志海　 时硕永　 汪生鹏　 陆剑锋　 陈　 谨
陈　 乐　 冯蓉蓉　 杨　 叶　 张发宝　 朱卫中　 左小潘　 邓秋冬　 董静慧　 郭盛珍
黄　 海　 贾怡昌　 刘　 剑　 沈万华　 孙　 涛　 王　 华　 郑泳澜　 陈江华　 王丽萍
王　 峥　 阎成仕　 何　 钊　 黄春健　 武家才　 谢正华　 余甬新　 郁　 伟　 柴志芳
陈小春　 高衍昆　 黄广华　 蒋群锋　 李燕红　 李志华　 马丽萍　 王　 晨　 杨亚男
张登宏　 吴　 蓓　 熊　 巍　 徐贞仲　 高金鹏　 蔺五玲　 刘红艳　 严顺平　 朱永友
蔡　 刚　 李木旺　 李　 慧　 谢　 红　 白占涛　 卞　 莉　 陈庆颖　 管吉松　 李明辉
宁丰收　 盛建松　 闫　 冬　 余　 岚　 付艳蕾　 李　 刚　 李　 李　 桑　 毅　 张艳春
张　 宇　 刘云清　 楼　 颖　 王娅娅　 吴晓东　 高大明　 贡向辉　 韩禹宏　 郝　 睿
黄仕勇　 李爱群　 凌　 晨　 戚春婷　 孙　 涛　 徐　 翔　 叶　 飞　 俞晓晶　 张媛媛
周　 波　 徐晓杰　 李庆华　 杨巧云　 茹　 鹏

（培养单位：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高卫东　 刘加珍　 刘明哲　 汤发树　 闫金凤　 叶　 茂　 赵振勇　 朱自安　 庄　 丽
（培养单位：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张保卫　 王二耀　 雷晓波　 田长海　 刘　 建　 汤清波　 郑玉芝　 杨勇军　 陈竞峰
李　 哲　 郭　 峰　 崔　 峰　 李红梅　 李水清　 刘承芸　 冉红凡　 田慎鹏　 徐　 湘
杨晋宇　 杨淑娟　 于晓东　 张同心　 张　 勇　 赵亚辉　 范秀军　 郭　 健　 贾莉玮
梁成光　 南昌龙　 石树群　 石玉强　 闫丽盈　 杨　 青　 于玲珠　 苑金香　 张　 恒
赵振军　 邓玲玲　 樊建庭　 李为争　 李文东　 李兴升　 卢学理　 秦　 琴　 王晟
王彦平　 吴　 刚　 于晓辉　 詹祥江　 张礼标　 张龙娃　 张少燕　 赵美蓉　 赵志军
姜　 岩　 李纪元　 刘全生　 吴　 捷　 赵彩云　 徐　 丽　 吴玉春

（培养单位：动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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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功伍　 敖　 磊　 丁晨晖　 孔德平　 　 石　 宏　 王银秋　 张高红　 张国莉　 张　 明
车　 轶　 董玖红　 黄　 玲　 李唐亮　 刘红亮　 欧阳东云　 孙　 昌　 谭　 华　 万绍贵
王美娜　 杨　 晖　 杨　 雅　 张淑霞

（培养单位：昆明动物研究所）

丁顺华　 李驰峻　 罗　 睿　 王孝民　 蔡　 清　 陈进勇　 陈又生　 龚红梅　 蒋甲福
马晶晶　 山红艳　 王红卫　 王　 瑞　 周相娟　 鲁　 萍　 孙双峰　 王　 旭　 周凌娟
产祝龙　 陈晓波　 韩和平　 蒋洪恩　 李博强　 李凤霞　 吕山花　 曲元刚　 孙静文
滕年军　 王士泉　 王雪英　 王英伟　 徐夙侠　 杨志荣　 张亚杰　 周　 峰　 周树峰
朱　 毅　 郝彦宾　 何正盛　 李春萍　 李　 刚　 刘海东　 刘　 苹　 王光美　 王建柱
叶学华　 张　 震　 赵　 威　 李春雨　 潘　 锦　 王　 荣　 谢　 磊　 袁　 琼　 张亮然
贾丙瑞　 孙红梅　 王风玉　 姚轶锋　 朱昱苹　 董贵俊　 迟　 峰　 刘振国　 马秀枝
刘晓强

（培养单位：植物研究所）

胡华斌　 王晨英　 代焕琴　 纪运恒　 马长乐　 秦向东　 夏志华　 张　 玲　 董旭俊
乐霁培　 李宏哲　 卢金梅　 杨汉奇　 杨献文　 张丽芳　 陈吉岳　 陈　 微　 李　 鲜
麻兵继　 王跃虎　 折改梅　 周　 华　 朱向东　 蔡祥海　 黄　 媛　 郑焕娣　 彭　 晟

（培养单位：昆明植物研究所）

陈之林　 　 李冬妹　 任随周　 尧金燕　 丹　 阳　 田胜尼　 王春林　 王　 旭　 张天彬
曹丽敏　 　 陈红锋　 宋丽丽　 王　 勇　 张小兰　 邹　 璞　 蔡锡安　 方运霆　 郝艳茹
欧阳学军　 唐旭利　 徐国良　 张桂莲　 周存宇　 李桂双　 刘　 海　 官丽莉　 黄红娟
刘　 惠　 　 韦　 霄　 周传艳　 王发国　 马其侠　 秦新生　 廖文芳　 李　 静　 旷远文
陈卓全

（培养单位：华南植物园）

李作洲　 厉恩华　 万开元　 王恒昌　 康　 明　 柯学莎　 姚小洪
（培养单位：武汉植物研究所）

丁永良　 何　 海　 王　 乾　 王晓玲　 但　 春　 段宝利　 李艳辉　 林　 波　 潘　 莉
潘志芬　 彭幼红　 秦　 岭　 任　 健　 吴　 芳　 肖艳华　 杨永清　 姚银安　 张桥英

（培养单位：成都生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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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蕾　 单　 璐　 王　 敏　 杨　 卉　 李　 文　 张治华　 张　 卓　 纪　 昕　 段建发
范成鹏　 高利增　 石　 毅　 张立强　 朱德裕　 朱　 骅　 兰　 蕾　 李　 彪　 陆忠兵
唐　 杰　 王占新　 望　 超　 肖　 茜　 严汉池　 黄春娟　 毛勇进　 秦三博　 汪　 涛
王　 睿　 郑春雷　 王　 翔　 钟　 声　 李德峰　 李升建　 张　 勇　 石宝晨　 张　 杰
曾海艳　 苑克鑫　 吴乐庆　 李大鹏　 刘　 胜　 孙　 蕾　 陈　 芳

（培养单位：生物物理研究所）

周启明　 陈亚丽　 刘树峰　 曲占良　 吴　 胜　 冯　 婕　 李　 影　 刘　 君　 王　 龙
吴建峰　 牛国清　 孙超岷　 吴仕梅　 郭长缨　 杨秀清　 董彩虹　 傅深展　 刘　 斌
马　 凯　 唐保宏　 魏鑫丽　 吴作为　 杨文斌　 程海荣

（培养单位：微生物研究所）

王春芳　 郭松林　 林　 刚　 刘国勇　 欧丹云　 彭作刚　 邱昌恩　 覃剑晖　 文春根
赵先富　 郑劲松　 董彩文　 汲广东　 王红莹　 许　 敏　 阎春兰　 金丽娜　 金士威
李　 谷　 宋士波　 曹　 特　 陈　 隽　 邓中洋　 杜　 波　 高　 原　 耿　 红　 郭宪光
韩丹翔　 豪富华　 郝玉江　 黄晓红　 江兴龙　 李　 　 李　 莉　 裴国凤　 宋　 英
陶建军　 杨　 华　 张　 松　 张文静　 赵　 娜　 陈玉栋　 韩亚伟　 裴得胜　 朱　 蓉
陈　 伟　 刘碧波　 刘永梅　 沈　 强　 唐东山　 王敬贤　 吴忠兴　 谢作明　 曾　 辉
赵高峰　 赵　 强　 左进城　 刘学勤　 杨　 军　 叶　 麟　 赵　 敏　 朱大玲　 袁　 丽
章晋勇　 渠晓东　 廖小林　 史顺玉

（培养单位：水生生物研究所）

包维东　 李晓波　 张　 瑞　 白贵荣　 何　 新　 黄卫红　 杨领海　 陈彩艳　 黄　 娟
李红昌　 刘　 勇　 宋俊芳　 徐民新　 闫东升　 郑丙莲　 朱玉兴　 陈天娥　 陈艳红
黄　 剑　 孔照胜　 齐　 冰　 宋秀芬　 索广力　 王　 飞　 张经余　 安丰英　 崔　 霞
丁永和　 黄　 剑　 刘现鹏　 刘小强　 刘学英　 穆睿聆　 牛　 妍　 屈彦纯　 师丽华
王焕忠　 王会文　 王秋韫　 熊国胜　 杨春英　 张军锋　 张文利　 郑　 琪　 廖　 勇
唐晓敏　 张可伟　 王彬彬　 翁蕾鸣　 李　 琳

（培养单位：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薛　 白　 罗晓林　 陈　 领　 董全民　 徐世晓　 崔庆虎　 郭松长　 王长庭　 王建梅
段元文　 王洪伦　 王玉金

（培养单位：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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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悦　 高　 欣　 赵华军　 陈益华　 仇文卫　 崔永梅　 高河勇　 郭夫江　 韩　 聪
贾　 睿　 金　 毅　 凌　 青　 刘伟治　 刘治国　 罗海彬　 毛水春　 宋艳丽　 王玉波
肖　 坤　 郑明月　 陈莉莉　 邓　 斐　 董　 群　 傅晓钟　 高振霆　 霍　 骏　 李慧媛
李　 剑　 刘　 博　 施燕红　 王方道　 徐　 骏　 俞娟红　 张邦乐　 张　 华　 周云隆
邹　 健　 蔡　 燕　 陈芳萍　 陈华友　 戴洁玉　 付云峰　 高召兵　 顾为华　 金道忠
刘华清　 刘　 静　 刘伦华　 沈　 瑛　 王桂凤　 吴照球　 谢成英　 张永炜　 周　 晋
周　 茹　 张振山　 白海云　 谢一利　 尹琳琳　 张福军　 张秀华　 陈娟娟　 李卫红

（培养单位：上海药物研究所）

李永进　 宋建华　 王常高　 镇　 达　 黄　 弋　 李莉娟　 司艳红　 闫达中　 杨艳坤
游　 　 张俊杰　 赵淑玲　 董春升

（培养单位：武汉病毒研究所）

孙宇浩　 陆小英　 钟建军　 杨家忠　 付秋芳　 郝　 芳　 何胜昔　 刘彩谊　 南　 云
牛　 勇　 程　 黎　 董　 妍　 刘玉娟　 刘泽文　 于肖楠　 张　 琼　 白新文　 秦宪刚

（培养单位：心理研究所）

殷云龙　 曹　 兵　 李仁英　 唐家良　 陈云增　 郭汝礼　 胡宁静　 李志博　 刘庆花
刘五星　 卢　 萍　 申荣艳　 王国庆　 颜冬云　 化全县　 李　 娟　 李素梅　 谢迎新
赵学强　 周鑫斌

（培养单位：南京土壤研究所）

王美娥　 徐崇刚　 布仁仓　 陈振举　 刁一伟　 董泽琴　 郭观林　 胡志斌　 解伏菊
金彩霞　 可　 欣　 冷文芳　 李雪峰　 李雪华　 刘方明　 刘艳军　 刘足根　 孟凡祥
阮亚男　 宋　 力　 宋雪英　 孙瑞莲　 唐立娜　 王清奎　 王顺忠　 王绪高　 魏建兵
魏玉莲　 吴家兵　 许　 东　 杨春璐　 尹　 炜　 于占源　 袁海生　 梁海军　 孙志梅
张晓珂　 郑立臣

（培养单位：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彭艳琼　 沈有信　 何云玲　 闫兴富
（培养单位：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樊恒辉　 刘咏梅　 王改玲　 戴全厚　 段建军　 赫晓慧　 焦　 峰　 谭　 勇　 于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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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斌
（培养单位：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程学旗　 葛仁北　 毛　 伟　 南　 凯　 朱贵冬　 蒋树强　 梁　 毅　 郑燕峰　 黄晓璐
王　 玲　 吴　 宇　 熊　 劲　 史　 立　 王树西　 张京芬　 赵章界　 孙　 俊　 唐　 胜
叶齐祥　 蔡一兵　 丁国栋　 丁连红　 郭韦钰　 胡海涛　 李景霞　 李　 军　 刘　 真
娄雪明　 鲁　 巍　 佟　 强　 吴贤国　 余　 波　 张方舟　 张天乐　 周园春　 陆天波
马炳先　 孙　 瑜　 谢能付　 霍龙社　 邱显杰　 王荣刚　 张冬明　 张广梅　 龚奕利
何　 雄　 李祖松　 彭　 聪　 秦　 刚　 孙庆南　 王东安　 王轶然　 赵红超　 郑天篧
丰强泽　 黄　 伟　 李东来　 杨修涛　 曹　 佳　 陈　 军　 韩银和　 郇丹丹　 黄海林
简方军　 刘章林　 卢宏超　 马士超　 谭松波　 唐　 锋　 田　 野　 吴佳骏　 徐勇军
张　 戈　 房　 俊　 黄　 河　 李清勇　 于满泉　 张　 程　 郑　 征　 刘玉杰　 周树民
胡勇其　 胡　 博　 谢勇均

（培养单位：计算技术研究所）

高　 林　 崔玉峰　 闫润生　 邓向阳　 韩　 巍　 韩振兴　 胡学功　 李志宏　 董向元
郭淑青　 李雪松　 乔春珍　 徐　 震　 王嘉炜　 颜晓虹　 张哲巅

（培养单位：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阚　 强　 邓加军　 孙连亮　 崔草香　 谷锦华　 杨少延　 周炳卿　 成步文　 丁　 颖
方　 青　 高雪莲　 李新宇　 马小涛　 苏艳梅　 肖雪芳　 蔡向华　 迟　 锋　 胡学宁
苏付海　 郝会颖　 黄秀颀　 雷　 文　 李杰民　 李若园　 刘　 ?　 冉军学　 沈文娟
吴洁君　 杨　 霏　 于理科　 陈　 俊　 陈媛媛　 高　 鹏　 龚春娟　 黄应龙　 贾久春
江鹏飞　 倪卫宁　 王翠梅　 王　 俊　 王小东　 肖宛昂　 谢红云　 徐　 渊　 杨　 华
叶志成　 张松伟　 郑　 凯　 白彦魁　 陈海波　 金锦双　 王立国　 杨　 谋　 丛光伟
李德尧　 李东临　 彭长涛　 彭文琴　 许　 颖　 张春光　 赵　 昶　 曹玉莲　 陈　 沁
冯小明　 郭金霞　 侯廉平　 邝小飞　 梁　 松　 刘　 伟　 孙　 飞　 王晓欣　 伊晓燕
张尚剑　 张石勇　 赵洪泉　 赵　 雷　 赵　 谦　 赵致民　 胡　 冰　 陈　 鹏

（培养单位：半导体研究所）

郑卫平　 王进华　 范　 强　 王　 琦　 于海锋　 陈伟东　 董玉和　 来国军　 李华清
张　 林　 鲁远耀　 潘志刚　 许　 猛　 谌安军　 孔德亮　 滕升华　 袁建华　 张　 新
边　 超　 苏　 波　 孙红光　 孙建海　 王海宁　 魏金宝　 肖　 刘　 郑义军　 朱　 敏



２１９　　

毕
业
生
名
单

潘小敏　 黄　 倩　 刘　 畅　 唐　 禹　 肖　 疆　 汤立波　 袁永照　 孟大地　 丁长林
（培养单位：电子学研究所）

邢玉梅　 曹　 辉　 赖春艳　 赵家昌　 程迎军　 冯　 涛　 郝国强　 黄占超　 姜　 华
蒋　 军　 金大重　 梁　 军　 骆苏华　 史　 清　 张恩霞　 张拥华　 曹共柏　 狄增峰
黄文奎　 蒋铁珍　 雷本亮　 梁继业　 刘康栋　 刘文平　 刘　 勇　 陆梅君　 吕京涛
隋妍萍　 夏阳华　 许宝建　 易万兵　 朱　 诚　 陶　 凯

（培养单位：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张大威　 孙丽娜　 黄金英　 王伟国　 张东梅　 李玉峰　 　 刘泽乾　 孟　 中　 周国辉
冯力蕴　 冯秋菊　 赖华生　 李明涛　 刘永军　 刘钟馨　 　 马　 骥　 王　 新　 吴春霞
徐茂梁　 尧　 舜　 李宏升　 刘　 华　 吕彦飞　 齐立红　 　 任旭升　 邢　 进　 徐　 颖
薛栋林　 白　 越　 付　 芸　 李淑娴　 李文军　 刘治华　 　 王　 智　 杨杰伟　 赵金宇
曹晓琳　 靳　 明　 李广泽　 李向荣　 刘　 微　 刘欣悦　 　 王冬梅　 王明佳　 王　 骞
吴　 川　 吴　 平　 徐欣锋　 杨晓红　 于　 晓　 张明慧　 　 张素莉　 张星祥　 张永祥
赵丹培　 车广波　 陈丽莉　 陈世建　 陈艳伟　 德格吉呼　 李金华　 隋晓萌　 肖芝燕
陈　

%

　 孟祥迪　 陈升来　 胡　 硕　 李清安　 李　 哲　 　 宋华军　 肖传伟　 闫　 丰
徐海阳　 冯晓国

（培养单位：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周　 飞　 戴恩文　 郭立萍　 胡建明　 刘英明　 王　 勇　 张冬青　 张广军　 边风刚
曹晓君　 陈　 雷　 戴翠霞　 杜建新　 高秀敏　 侯海虹　 康　 俊　 孔伟金　 李成斌
廖春艳　 刘宏展　 刘瑞军　 刘锡民　 潘卫清　 尚淑珍　 施伟杰　 孙海轶　 王　 乘
王吉明　 王建国　 王　 伟　 徐荣伟　 薛　 冬　 朱化凤　 朱　 荣　 邹　 华　 洪瑞金
刘世良　 谭天亚　 汪国年　 徐世珍　 成纯富　 方宗豹　 钮月萍　 赵保真　 柴志方
邓绍更　 郭凌伟　 郭袁俊　 韩秀友　 胡志娟　 霍义萍　 孔令峰　 郎海涛　 李红霞
刘　 丹　 刘　 峰　 刘继桥　 刘文军　 陆云清　 庞拂飞　 朋汉林　 彭润伍　 王春雨
王　 帆　 王　 欣　 徐学科　 叶　 青　 张玲玲　 赵　 栋　 赵永凯　 周素梅　 周增会
董永军　 马文波　 庞辉勇　 彭明营　 沈　 健　 宋　 词　 宋平新　 田光磊　 王银珍
严成锋　 杨旅云　 占美琼　 张　 锋　 袁新强

（培养单位：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邓国庆　 刘　 勇　 侯再红　 李保生　 杨培慧　 赵南京　 高闽光　 胡　 军　 黄　 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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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和来　 罗晓琳　 孙振海　 俞　 军　 张百顺　 赵雪松　 周孟然　 洪光烈　 阚瑞峰
马　 靖　 司福祺　 唐晓闩　 王先兵　 王先华　 王召兵　 杨　 辉　 钟志庆　 周留柱
朱　 军　 冯　 瑜　 李宏斌　 李　 双　 刘小勤　 牛冬梅　 苏　 静　 杨　 　 张　 靔
朱文越

（培养单位：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赵　 卫　 达选福　 高晓峰　 娄　 越　 徐庆安　 王英利　 刘继红　 杨晓东　 李金萍
李玮楠　 杨晓许　 李立钢　 刘立新

（培养单位：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周东平　 刘春华　 刘春霞　 刘冬毓　 童卫旗　 袁　 杰　 张霄宇　 甄红楼　 许武军
张晓东　 钟红梅　 周孝好　 柴震海　 秦　 琴　 舒　 嵘　 陶津平　 徐代升　 张海洪
陈建新　 高思莉　 郭方敏　 何　 政　 亢　 勇　 刘爱云　 徐运华　 庄春泉　 陈木旺
陈　 曦　 方　 丹　 钱志坚　 于凤海　 邓惠勇　 甘文祥　 李亚巍　 汤英文　 王元樟
吴礼刚　 游　 达　 祝善友　 于　 龙　 安博文　 刘大福　 邓　 雷

（培养单位：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白铁钧　 贺笑春　 苑学众　 郭金宇　 杨红旺　 张重远　 黄　 青　 于少飞　 敬和民
李万锋　 卢秋虹　 沈智奇　 王东林　 熊定康　 张维山　 赵新国　 陈继新　 申勇峰
王连文　 吴法宇　 吴峻峰　 徐士涛　 曹　 辉　 陈圣林　 封文江　 侯介山　 黄崇湘
李耀彪　 刘进军　 刘利民　 张继明　 陈　 永　 董春香　 付华萌　 麻　 晗　 屈定荣
王　 成　 王震宇　 吴成章　 徐　 磊　 颜　 军　 叶其斌　 张海斌　 张　 辉　 张　 
赵　 锴　 陈　 波　 程　 明　 崔新宇　 李建国　 吕昕宇　 曲周德　 杨成刚　 杨化娟
张伟红　 赵　 颖　 周　 全　 段德莉　 孟国哲　 赵志刚　 朱　 明　 赵龙志　 赵明久
董文卜　 淮凯文　 黄　 粮　 李　 杰　 李永锐　 宋影伟　 谭孟曦　 何　 杰　 张瑞静
冯长杰　 韩冬云　 吴　 莹　 边　 舫　 陈继春　 汤素芳　 邱　 萍

（培养单位：金属研究所）

张兆田　 刘佳璐　 李驹光　 李　 伟　 彭一准　 沈　 岭　 王　 辉　 张金芳　 张永谦
郑　 耿　 周庆瑞　 白洪亮　 白俊梅　 曹学光　 陈宇峰　 崔家礼　 金洪亮　 康永国
李江伟　 刘非凡　 沈　 滨　 孙哲南　 童晓峰　 王　 嘉　 王建哲　 吴友政　 张彩霞
张健楠　 张满囤　 朱万琳　 陈煜强　 邓全亮　 邓旭癑　 关　 强　 黄　 咏　 李新春
李　 原　 柳晓菁　 任思成　 沈志忠　 史运涛　 宋卫国　 魏　 萍　 熊鹰飞　 薛成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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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利娜　 张海涛　 张　 军　 张运楚　 陈新建　 段福庆　 范国梁　 韩　 智　 何余良
李乡儒　 梁　 猛　 梁　 伟　 林富春　 刘春梅　 刘中田　 鲁　 鹏　 田丽霞　 谢卫华
杨　 剑　 杨金福　 杨　 磊　 杨明辉　 殷绪成　 岳永娟　 张富彬　 赵梅芳　 朱远平
白笛暮　 艾云峰　 向立志　 严志刚　 钟志光　 龚高浪　 梁家恩　 石广建　 唐　

%

（培养单位：自动化研究所）

苑明哲　 李海越　 刘　 丹　 王忠锋　 高　 路　 李富明　 马明旭　 闵　 莉　 秦绪伟
王　 葛　 王立地　 夏仁波　 于　 军　 张志佳　 钟　 华　 孟凡力　 王崇海　 俞建成
郭彤颖　 贺鑫元　 马永壮　 王俊卿　 苏连成

（培养单位：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赵彩宏　 张立伟　 韩继文　 李希南　 刘宏伟　 马文忠　 姜雪松　 温志伟　 徐绍辉
薛　 山　 李海东　 邵　 涛　 李时杰　 刘　 伟　 张　 博　 赵艳雷　 刘同娟　 唐西胜
张慧妍　 马向国　 张　 飞　 张清涛　 谢　 孟

（培养单位：电工研究所）

程　 伟　 黄　 蒙　 方贵明　 陈宁江　 韩小西　 刘　 霞　 武占春　 袁　 峰　 蔡康颖
车皓阳　 张立武　 曹天杰　 陈　 伟　 季晓慧　 李　 娟　 刘绍华　 马应龙　 曲海鹏
王继?　 谢琳峰　 谢　 谦　 张　 昕　 段玉聪　 何永忠　 雷　 浩　 李俊峰　 路晓明
沈晴霓　 盛凌志　 孙延涛　 田　 勇　 王常青　 杨　 刚　 朱继峰　 庄　 盠　 孙海波
纪连恩　 秦严严　 魏　 峰　 丁丽萍　 刘军祥　 王大印　 王利明　 武延军　 邢　 娜
赵永华

（培养单位：软件研究所）

胡　 松　 戴　 云　 余国彬　 张耀平　 范　 斌　 陶冰洁　 雍　 杨　 张　 昂　 岑　 明
刘兴法　 张　 翔　 张继友

（培养单位：光电技术研究所）

陈　 联　 余　 强　 艾芳菊　 陈冬火　 陈　 澎　 方海光　 郭荣祥　 江建国　 蒋建民
潘　 斌　 佘　 莉　 覃广平　 万武南　 赵世忠

（培养单位：成都计算机应用研究所）

李　 宏　 郭德华　 符绍宏　 黄永文　 江　 淇　 孔　 敬　 李　 宇　 束　 漫　 宋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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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秋　 张学福
（培养单位：文献情报中心）

卢雪峰　 何洪鸣　 屈文军　 宋少华　 孙千里　 吴　 枫　 张　 凡　 车慧正　 费　 杰
韩永明　 宁有丰　 王晓勇　 刘　 林

（培养单位：地球环境研究所）

苏树兵　 郝学飞　 李海鸥　 薛丽君　 易里成荣　 高大明　 李瑞贞　 申华军　 苏　 立
王　 江　 杨　 威　 赵　 冰　 赵　 坤　 王德强　 　 刘　 威　 王修壮　 张晓潇　 林　 川

（培养单位：微电子研究所）

袁向春　 王世虎　 巫祥阳　 朱克超　 高志华　 鲁国明　 马英俊　 冯艳丽　 楼占伟
张明安　 侯启军　 肖焕钦　 邓述全　 宫　 色　 刘　 怡　 聂锦旭　 苏瑞侠　 汤世华
张素坤　 陈华勇　 耿新华　 胡忠良　 黎　 华　 廖玉宏　 罗震宇　 任　 曼　 王翠苹
王歆华　 熊永柱　 徐瑞松　 钟立峰　 周继彬　 陈新跃　 李　 雪　 彭冰霞　 黄德银
黄海峰　 季福武　 连剑波　 廖龙标　 林广春　 刘金萍　 娄全胜　 吕辉雄　 师育新
田　 辉　 王桂琴　 吴自军　 谢建华　 徐金鸿　 张辉煌　 张慧霞　 张俊岭　 邓　 辉
姜秀清　 李　 斌　 李鹏春　 张家震　 谢久兵　 曾庆辉　 张亚学　 陈永红　 郭　 栋
李超文　 李　 勇　 林松辉　 倪金龙　 彭头平　 陈来国　 陈社军　 邓红梅　 何秋生
秦　 艳　 唐小玲　 叶恒朋　 刘朝露　 赵必强　 徐义卫　 朱　 丽　 樊风雷　 张金区
王彦美　 杜雪晴　 陈利燕

（培养单位：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陈卫华　 胡少晖　 李　 娜　 张晓伟　 张以琳　 张　 宇
（培养单位：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李成峰
（培养单位：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李　 峥　 孙书韬　 杨庆平　 王　 鹏　 刘　 腾　 卢舍那　 王　 鹏　 周东明　 王安平
高　 能　 马卫局　 巫治平　 卜　 勇　 宋宜颖　 贾屹峰　 杨文国　 韩松柏　 王　 辉
刘向峰　 吕建英　 席宏伟　 李兵辉　 石科峰　 冯秀涛　 王能元　 陈锐刚　 高丽君
吉彩红　 李文鹣　 史德信　 王　 宇　 薛俊波　 张媛媛　 周良洛　 慕海峰　 张群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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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国海　 王月伶　 朱鹏飞　 孙建国　 赵　 伟
（培养单位：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本部））

硕士研究生毕业名单

骆玉宇　 李　 晓　 刘秀青　 彭　 岚　 唐　 林　 徐静静　 杜远凤　 范学荣　 胡　 炜
柯　 明　 沈佳蓉　 吴茂源　 曾丹华

（培养单位：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刘海波　 牛兴平　 陈开云　 林　 慧　 刘　 瑾　 裘　 亮　 阮久福　 谭模强　 王厚银
徐炜炜　 运高谦　 李金库　 刘　 敏　 王家保　 王玉娟　 张蕾蕾　 张　 婉　 朱　 键
袁金辉　 张小伟　 崔海现　 丁爱平　 兰鲁光　 鹿　 麟　 潘圣民　 万小刚　 王　 勇
吴　 勇　 曾　 勤　 曾　 庆　 刘海庆　 马天鹏

（培养单位：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

王卫超　 董传鼎　 华国民　 梁李敏　 刘贵锋　 乔彦彬　 阮长久　 杨登科　 杨玉杰
于文惠

（培养单位：固体物理研究所）

丁先利　 房　 燕　 黄　 熙　 李　 斌　 马　 龙　 蒙克来　 王　 癑　 武丽杰　 王凤臣
李庆瑞　 李素琴　 李中平　 王群要　 王晓银　 詹来龙　 周雪梅

（培养单位：近代物理研究所）

董志川　 杜福嘉　 韩立昌　 张明意　 张青峰　 周于鸣
（培养单位：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

戴通宇　 尹冬梅
（培养单位：长春人造卫星观测站）

戴　 爽　 张小丽　 钟　 杰　 何潇潇　 程学武　 钱俊超　 唐　 莉　 杨　 鹏　 郑秋莎
魏志刚　 陈华姣　 丁　 炜　 黄　 涛　 孟　 平　 苏永超　 陈凤华　 李　 俊　 王保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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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　 波
（培养单位：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陈世伦　 耿　 韬　 何　 晶　 康德勇　 任树林　 掌　 静　 蔡　 涛　 方　 正　 房　 敏
黄　 金　 黄　 宇　 李　 波　 苏　 杨　 万　 响　 严　 婷　 周团辉　 朱留斌　 刘　 林
吴功友　 张大海

（培养单位：紫金山天文台）

吴志波　 冯士伟　 郭迪福　 朱光暾　 韩　 虹　 韩　 玲　 刘国梁　 刘　 敏　 鲁华雨
邵艳丽　 王锦清　 徐建军　 杨　 艳　 殷　 妮　 张　 延

（培养单位：上海天文台）

谌俊毅　 郝龙飞　 金春兰　 李怀珍　 李乐平　 李语强　 伦宝利　 马素丽　 苏同卫
吴　 斌　 张卫锋　 张西亮　 周　 钰

（培养单位：云南天文台）

郭　 伟　 李　 明　 李晓彬　 马红皎　 张　 虹　 张庆伟　 赵爱萍　 邹德财　 黄长江
刘音华　 武建锋　 徐劲松

（培养单位：国家授时中心）

肖　 殷　 李　 理　 段　 帷　 高健健　 黄　 浩　 李　 丹　 李会贤　 刘　 波　 刘　 涛
刘云龙　 邱志强　 王保田　 王二超　 王　 珏　 文中略

（培养单位：国家天文台）

李德军　 李浩瞻　 吕艳华　 杨　 帆
（培养单位：声学研究所东海研究站）

丁绍卿　 郝明强　 胡志明　 梅士盛　 杨　 鹏　 姚尚林　 张亚蒲　 张廷阁　 严　 格
（培养单位：渗流流体力学研究所）

高　 巍　 雷卫祺　 李勇猛　 林　 侃　 刘　 勇　 吕金良　 彭新湘　 石　 强　 宋永波
孙永欣　 孙自才　 邢文超　 徐同玉　 张永学　 赵　 芸　 高　 嵩　 兰玉岐　 刘　 刚
刘秋江　 牛振红　 孙俊菊　 杨忠波　 曾祥明　 朱　 磊　 蔡广军　 姜亚明　 罗林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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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　 琦　 王晓博　 肖　 军　 于　 强　 张澄澈　 张　 仿　 吴　 彬
（培养单位：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胡晓菁　 李惠兴　 易　 蔚　 余　 君　 冯　 翔　 毛志辉　 徐国强
（培养单位：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陆　 扬　 李成章　 栗　 鹏　 周　 伟
（培养单位：理化技术研究所）

陈建成　 易智泉　 韩　 伟
（培养单位：化学研究所）

王国芝　 孔令环　 刘其林　 刘　 伟　 马世营　 唐金玉　 王雪莲　 王志新　 周　 磊
周　 癑　 班文彬　 曹现福　 陈　 飞　 陈艳春　 崔　 奇　 冯　 良　 何永祝　 吕　 源
秦爱香　 申德妍　 宋平安　 王安之　 王　 孟　 王　 焱　 原小平　 张靓靓　 陈　 龙
郭　 瑞　 田双红

（培养单位：广州化学研究所）

崔家荣　 罗　 煜　 黄丽娟　 李清江　 童晨骅
（培养单位：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孟庆华　 王晓岚　 李　 利　 李雪锋　 潘士印　 钟　 凯　 李　 鹤　 彭焕庆　 王　 斌
王富强　 袁明军　 程建丽　 罗文飞　 苗　 慧　 周建银　 韩华俊　 伍绍贵　 周　 昱

（培养单位：成都有机化学研究所）

刘利彬　 林作栋　 徐海霞　 黄海平　 唐　 江　 黎　 根　 徐建波　 薄应建　 陈冬年
李良钊　 林　 浩　 闵军辉　 任忠杰　 苏　 璇　 张　 萍

（培养单位：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段正超　 刘振峰　 赵玉军　 段枣树　 李辰楠　 杜　 海　 胡　 政　 刘晓琴　 时迎国
朱　 娣　 孙世国　 郑思静　 曹卫强　 俞耀伦　 刘　 晗　 马　 娟　 马隽宇　 全万志
周　 晶　 周志江

（培养单位：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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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晓明　 李秀娟　 赵钰玲　 刘瑞凤　 宋国勇　 曹翠玲　 赵晓琴　 王海君　 夏娅娜
（培养单位：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程　 伟　 龚国良　 吴岭南　 蔡闻捷　 黄建华　 李红芳　 李景新　 李玉科　 彭　 芳
齐瑞娟　 王元松　 陈俊锋　 董继鹏　 李华新　 许云鹏

（培养单位：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梁小锋　 刘　 建　 夏　 威　 闫世凯　 叶　 茵　 余　 斌　 余　 潜　 张　 磊　 张　 永
赵　 立　 黄杰勋　 刘　 吉　 仝启杰　 王申祥　 徐国强　 杨　 肖　 张　 鹏　 杜庆之
冯　 鲁　 雷　 亮　 王统一　 周华英　 邹　 磊　 乔颖欣　 秦东明　 赵保峰　 钟杨杰
祝　 宇　 卓流艺

（培养单位：过程工程研究所）

田　 超　 陈长龙　 陈　 琳　 韩　 霜　 胡会峰　 王　 欢　 王　 瑾　 崔　 青　 李　 晋
李　 伟　 刘　 颖　 乔春光　 肖睿洋　 杨晓芳　 禹　 果　 陈作帅　 董春松　 韩　 芸
兰永清　 鹿道强　 温雨鑫　 闫丽珠

（培养单位：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曹　 虎　 郭小惠　 李怀峰　 乔东升　 王建华　 武向阳　 梁　 栋　 刘亚琴　 孙先勇
闫　 曦　 张金才　 周经纶　 郭晓君　 景慧敏　 李小蓓　 彭文才　 任国良　 任云霞
熊志建　 翟旭芳　 张海峰　 周玉鑫　 王寨霞　 薛林兵　 袁淑霞　 霍立芳　 梁　 萍
袁本雄

（培养单位：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叶毅聪　 卢秀爱　 郑远辉　 董焕丽　 何锦润　 蒙泽榕　 潘大春　 王　 欣　 张　 磊
郑爱丽　 程岚霞　 戴枫荣　 黄美华　 赖注治　 林建地　 潘　 荧　 饶义剑　 童华南
许　 静　 尹培秀　 赵振乾

（培养单位：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王红英　 韩丽娟　 李昱昀　 林联君　 秦绪峰　 王世栋　 魏述彬　 尹松涛　 孔亚杰
李华玲　 武玉玲　 闫修川　 蔡　 伟　 王建国　 吴非权　 何　 琼

（培养单位：青海盐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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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红　 任军虎　 宋成鹏　 王　 广　 胡慧芳
（培养单位：兰州地质研究所）

鲁　 娜　 贾程凯　 吕锦燕　 孙承凯
（培养单位：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陈澌苇　 解古巍　 李　 泉　 彭永波　 王晓燕　 严贤勤　 张邁强　 张　 宜　 赵方臣
赵　 鑫

（培养单位：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黄应生　 梁守真　 刘灿德　 吴后建　 张婷婷　 田桂娥　 杨　 辉　 戴志军　 段建宾
洪　 樱　 黄兵杰　 黎　 琼　 王继业　 肖华东　 谢中华　 朱三妹

（培养单位：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全利红　 苏明峰　 崔应杰　 孔　 期　 雷　 航　 李　 颖　 肖　 潺　 张　 丽　 张文君
（培养单位：大气物理研究所）

廖迎春　 胡　 　 李九一　 任鸿瑞　 王　 芳　 王　 昊　 徐　 岩　 陈晓光　 高　 军
黄　 标　 靳晓燕　 孙心亮　 王中英　 张少辉　 陈　 勇　 陈卓奇　 封　 雷　 李　 晋
吕肖良　 罗　 春　 魏洪娟　 徐丽君　 韩　 超　 陈飞宇　 李轩然　 潘国艳　 闫　 巍
程　 杨　 孙　 歆　 王佳宁　 王姗娜　 向　 乐

（培养单位：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白秀玲　 陈永根　 陈　 軻　 靳晓莉　 李爱权　 刘建军　 宋晓兰　 于守兵　 于树梅
原　 峰　 周云凯　 崔　 旭　 李金莲　 孙　 伟　 王丙涛　 赵纯真　 朱天明

（培养单位：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蒋海东　 武海涛　 秦　 干　 孙　 虎　 王丹丹　 王胜源　 徐　 枫　 张宏飞　 布东方
贾志军　 李宏伟　 王　 磊　 王　 燕　 翟正丽

（培养单位：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陈泽富　 杜长江　 高健伟　 高延超　 耿学勇　 何祖慰　 杨阿强　 李　 豪　 李树信
倪化勇　 肖　 莉　 徐泰平　 杨德伟　 张桂香　 赵　 源　 汤庆新　 唐古拉　 张海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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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福虹　 李　 兰　 刘兴亮　 周　 维
（培养单位：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凌荣祥　 郑　 中　 王兴阵　 于文修　 白薇扬　 程红光　 邓鹤鸣　 郭利果　 韩文亮
黄　 艳　 蒋　 倩　 林治家　 刘占民　 孙　 力　 汪齐连　 许连忠　 龙良平　 谢丽萍
赵由之

（培养单位：地球化学研究所）

张成松　 韩丹岫　 刘　 叶　 莎日娜　 闫瑞华　 张　 克　 陈鸣渊　 冯　 妍　 韩　 刚
韩　 璐　 蒋　 维　 李文茹　 刘石林　 刘　 婷　 刘　 伟　 刘　 伟　 柳葵葵　 马　 强
石芳芳　 孙　 伟　 孙延红　 王晨阳　 王　 昊　 王优军　 魏　 炜　 张　 薇　 周　 克
别　 君　 靳　 宁　 刘艳霞　 赵汗青　 陈玫玫　 高咏卉　 孟庆勇　 宋　 飞　 周　 兴

（培养单位：海洋研究所）

刘长建　 许大志　 曾丽丽　 李桂平　 李善志　 李秀保　 林　 琛　 孙海燕　 吴华莲
朱艾嘉　 崔喜江　 陈绍愿　 杜建伟　 郭　 芳　 李　 方　 李小斌　 李学荣　 王光军
杨丽娟　 殷建平　 张丽娟　 赵明利　 邹仁爱　 郭　 朴

（培养单位：南海海洋研究所）

丁卫嘉　 杜　 聪　 高雪迪　 葛美玲　 韩继霞　 刘　 岩　 罗治敏　 毛海亚　 石　 城
汪诗锋　 王　 姣　 王　 翼　 魏　 华　 吴　 斐　 伍朝琳　 徐　 岩　 闫　 岩　 张利辉
赵祖军

（培养单位：遥感应用研究所）

王子云　 陈赵峰　 程　 陶　 孔令高　 罗冰显　 张龙飞　 陈立军　 陈　 伟　 陈　 瑶
公绪晓　 胡　 癑　 李朝瑞　 李　 楠　 刘保有　 刘　 峰　 牛国朋　 齐慧峰　 王红飞
王连国　 岳建梅　 张华伟　 赵　 清　 孔庆松　 吕　 娈　 马文臻　 马　 毅　 聂海峰
王　 珂　 魏　 玮　 吴　 霞　 伍　 捷　 杨　 艳　 朱精果　 庄小利

（培养单位：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

贾秀鹏　 马　 岩　 汤　 童　 童　 辉　 张兆明　 陈　 勃　 冯宝库　 李关义　 梁德成
刘　 亮　 唐梦辉　 王贵武　 魏　 亮　 曾　 怡　 张万军　 张智琦　 郑　 磊　 郑婉勤

（培养单位：遥感卫星地面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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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丹　 冯英杰　 刘卫华　 武　 晔　 肖　 波　 凡志逢　 龚道好　 万加亮　 王宏伟
孙　 斌　 武金涛

（培养单位：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王丽红　 丑亚玲　 崔晓庆　 何乃武　 黄翠华　 李明启　 李向应　 李　 馨　 刘伟刚
陆明峰　 马立峰　 马小杰　 施烨辉　 孙　 洋　 魏　 智　 尤晓妮　 董朝阳　 焦文献
李玉文　 王　 勇　 杜自强　 侯依玲　 梁　 玲　 马京津　 胡　 晓　 李　 英　 佘会莲
王彦辉　 杨　 静　 黄　 刚　 贾荣亮　 苏延桂　 严巧娣　 赵拥华

（培养单位：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胡文利　 吴　 刚　 赖　 征　 余君铭　 郑胜喜　 周平博　 代国飞　 惠　 昕　 彭长庚
沈　 萍　 王　 力　 徐　 苏　 徐志豪　 周　 净　 程　 哲　 靖采英　 黎陈静　 李小芬
宁萌萌　 谢慧芳　 谢松　 徐维丽　 许明敏　 郁　 芮　 张　 瑾　 张　 薇　 周　 旋

（培养单位：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张　 斌　 李凤英　 李玉杰　 于谦龙　 张雪艳　 蔡文春　 李欣华　 帕哈提·克依木
蔺　 卿　 刘　 英　 唐　 飞　 李凯辉　 张永智　 赵其文　 买尔旦·吐尔干　 徐　 峰
吴逸群　 唐自华　 袁素芬　 白　 旭　 陈志超　 何新梅　 马　 旭　 王　 雷　 王晓静
许　 浩

（培养单位：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叶　 健　 张尚武　 李晓华　 潘巧娃　 赵亚雪　 赵　 刚　 耿　 硕　 孙　 波　 宋　 琰
王　 磊　 艳　 丽

（培养单位：动物研究所）

倪庆永　 李亚杰　 余国华　 彭昆靖　 童晓梅　 郭晓汐
（培养单位：昆明动物研究所）

乔才元　 宋玉刚　 崔美玲　 李守丽　 李心正　 李　 岩　 宋　 瑾　 邬志荣　 郑冬梅
韩　 晋　 韩威威　 李晓娟　 李肖芳　 凌　 琳　 任晓华　 史秀玲　 虞珍珍　 耿浩林
李爱芳　 李　 峰　 刘　 伟　 渠晓霞　 宋创业　 万宏伟　 王玉猛　 衣英华　 于　 倩
左闻韵

（培养单位：植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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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柱檀　 马　 娟　 杨俊波　 常　 玮　 董浪平　 杜国顺　 房丽琴　 傅旭阳　 孔德良
李　 琳　 梁　 静　 刘　 磊　 柳继锋　 栾珊珊　 田均勉　 王　 岚　 向小果　 肖月芹
星耀武

（培养单位：昆明植物研究所）

张瑞泉　 郑　 枫　 郝振萍　 杨　 念　 张巧玲　 周贤龙　 陈玉华　 冯世鹏　 高广春
万玉玲　 朱淑颖　 白　 瑜　 韩玉杰　 胡永红　 吕明和　 邵元虎　 王莉丽　 张彩云
郑飞翔

（培养单位：华南植物园）

陈　 玲　 崔慧芳　 高　 丽　 郭晓芳　 纪炜炜　 刘　 嵩　 马晓业　 齐海涛　 孙宗喜
王　 静　 吴会芳　 许经伟　 杨　 敏　 杨　 伟　 朱　 强　 陈书秀　 吴文颖　 张利静

（培养单位：武汉植物研究所）

杨　 平　 古　 勇　 李洪娟　 刘　 毅　 吕卓璇　 舒守贵　 孙华钦　 王　 一　 陈贵英
熊　 晔　 张晋东　 张　 强　 邓洪渊　 郜晓峰　 李　 丽　 刘　 艳　 孙雪文　 方近圻
李玉武　 吕　 可　 宋　 亮　 肖　 玲　 朱　 珠　 薛　 嘉　 闫志英　 郑爱芳　 官艳丽
何志恒　 邹　 旭

（培养单位：成都生物研究所）

李志强
（培养单位：生物物理研究所）

潘海莲　 盖玉玲　 蔡　 莹　 杜冰冰　 郭学武　 吴　 薇　 高清明　 古　 强　 詹　 瑜
张　 涛　 周茂新　 高　 尚　 严晓华　 曾申艳　 陈小芳　 郝　 帅　 李光玉　 李　 开

（培养单位：微生物研究所）

郭　 政　 陈宇顺　 姜福全　 孟　 良　 王欣欣　 冯　 峰　 郭亚新　 黎慧娟　 汤宏波
王爱芹　 王春艳　 耿凡锁　 秦　 瑶　 王　 蕴　 熊美华　 王正琪

（培养单位：水生生物研究所）

刘　 ?　 曹培恩　 孔二艳　 杨大海　 白利君　 陈　 娟　 杨　 婷　 李元元
（培养单位：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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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怡　 畅喜云　 蒋福全　 皮　 立　 屈　 金　 王世红　 吴海峰　 赵　 利　 蔡振媛
曹俊虎　 张　 毓　 李锦萍　 李小娟　 李月梅　 刘德铭　 王学英　 吴　 兵　 杨仕兵
张得芳　 张挺峰　 朱春来　 祝存冠

（培养单位：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巴春丹　 白　 　 迟颖红　 何松涛　 李剑峰　 彭蜀莹　 曲世津　 唐　 娜　 徐吉庆
徐　 益　 朱凯成　 查若鹏　 徐　 魏　 严庞科　 张　 瑞　 赵绯丽　 朱一娜

（培养单位：上海药物研究所）

方　 卫　 谷万港　 郭青云　 类承凤　 梅春蕾　 宋玲莉　 王志华　 吴恩应　 张景涛
张晓煜　 张彦鹏　 仇　 超　 姜　 婷　 梁树才　 刘超红　 刘　 云　 王慧媛　 尹素改
张万菊

（培养单位：武汉病毒研究所）

秦绍正　 王培培　 陈单枝　 刁钟伟　 曲如杰　 宋晓辉　 余　 伟　 赵　 佳　 程　 婷
马达飞　 孙　 祥

（培养单位：心理研究所）

高　 岩　 赵洪涛　 王建伟　 徐江兵　 胡钟胜　 李国栋　 卢　 信　 秦　 华　 邵学新
孙小峰　 孙燕瓷　 唐昊冶　 吴运金　 杨国祥　 姚粉霞　 张丛志　 朱春梧　 程　 炜
黄进宝　 李海英　 马成玲　 谢长宝　 张启明　 张　 祥　 周　 峰

（培养单位：南京土壤研究所）

黄明运　 李　 微　 刘童燕　 范延辉　 任瑞霞　 张雪姝　 邓　 斌　 公　 霞　 胡小飞
华建峰　 姜子绍　 李超峰　 李　 刚　 李昕馨　 蔺　 菲　 刘大勇　 刘　 艳　 毛志宏
齐雪梅　 史宝东　 宋国正　 孙福红　 王　 鑫　 许申来　 杨　 弘　 张　 弥　 钟　 晔
周全来　 宗文君　 李　 涛　 刘永刚

（培养单位：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李　 冬　 蔡　 敏　 方利英　 李　 青　 刘玲玲　 潘玉梅　 邵玉涛　 张国成　 朱　 智
曹智伟　 陈建会　 崔建武　 韩利红　 贾开心　 李检舟　 李维峰　 李　 伟　 吕晓涛
乔秀娟　 石章红　 宋清海　 田　 婕　 王　 雪　 王重云　 严玉平　 张　 慧

（培养单位：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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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永刚　 胡　 伟　 胡相明　 李　 筠　 吴安慧　 韩凤朋　 牛振华　 杨永辉　 白文娟
刘雪芹　 吕　 雯　 史婉丽

（培养单位：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苏爱华　 黄　 静　 陈　 敏　 陈　 蕊　 陈　 伟　 陈　 瑜　 戴正华　 董　 婕　 董峻峰
范　 勇　 谷晓铭　 郝　 颜　 贺　 翔　 姜西瑞　 李　 诚　 李　 军　 李　 魁　 李艳霞
刘昌树　 刘丹军　 刘耕圃　 刘海洋　 刘宇翔　 潘　 杰　 潘晓丰　 彭亮锦　 彭友铭
隋　 毅　 汤　 彦　 万　 珊　 王　 亮　 徐　 斌　 徐文彬　 杨　 浩　 杨树庆　 易文娟
张　 楠　 张庆丹　 郑庆华　 周　 峰　 周新亮　 蔡津津　 陈铁睿　 程繁科　 崔世起
丁　 林　 郭杏荣　 李国辉　 李金国　 连　 浩　 廖志军　 刘务华　 刘燕兵　 王　 广
王洪翠　 王金伟　 王思力　 颜仁仲　 杨　 柳　 余　 蕾　 郑守志　 陈洪波　 丁春玲
杜守栓　 付立波　 侯现佑　 胡吉祥　 金文学　 李世平　 李欣慧　 刘　 超　 孟祥龙
彭　 锋　 谭　 永　 唐　 杰　 王建增　 王誽誽　 王　 薇　 谢水生　 邢丽媛　 徐　 彬
徐　 娜　 闫　 超　 严志贤　 杨　 非　 叶　 萃　 詹耀文　 张林广　 张　 楠　 邹　 翠
王　 申

（培养单位：计算技术研究所）

高文国　 李　 锁　 李一楠　 王兴泰　 王志成　 吴磊磊　 吴晓杰　 夏建明　 肖恒星
张景欣　 方　 琳　 高玲玲　 哈　 韬　 侯彦娥　 牛现云　 石伟兴　 史苇杭　 王　 平
王　 谦　 肖鹏飞　 张　 静　 张　 雷　 迟洪斌　 甘星明　 胡威鹏　 黄　 军　 贾军营
焦　 磊　 李世杰　 李文菲　 刘　 进　 刘俊岭　 彭正森　 隋学祥　 谢　 强　 颜西山
杨海波　 张华煜　 张　 杰　 张　 乐　 周　 雷　 邹昌伟

（培养单位：沈阳计算技术研究所）

刘星宇　 刘　 泉　 张国强　 张向荣　 李炳顺　 穆怀萍　 穆克进　 王际辉　 杨怀宇
（培养单位：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陈　 鹏　 吴　 黎　 闫　 煜　 甘巧强　 罗贤树　 马德胜　 毛　 威
（培养单位：半导体研究所）

冯　 磊　 陈　 静　 陈　 雁　 陈　 悦　 程永强　 巩祥鹏　 韩　 博　 何星星　 李　 策
李艳华　 梁金庆　 刘　 梅　 陶　 虎　 汪　 菲　 王　 慧　 王　 莉　 王　 奇　 毋正伟
曾欢欢　 张　 瑞　 张　 星　 张　 云　 赵燕青　 龚莉媛　 蒋成进　 陆见微　 周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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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瑛　 陈佳莹　 代　 亮　 贺召卿　 黄盈椿　 纪　 平　 句　 赫　 雷　 声　 李　 明
李　 倩　 李　 伟　 李兆军　 梁　 勇　 刘慈香　 刘佳音　 柳美莲　 梅大为　 梅国栋
牛晓锋　 沈　 羽　 史明霞　 谭　 斌　 王明芳　 吴广洲　 修志杰　 许长伟　 张炳煌
赵肖东　 赵彦全　 郑波浪　 龚　 伟　 李　 超　 李海月　 杨苗苗　 周欢雪

（培养单位：电子学研究所）

窦　 涛　 张晓科　 陈钰玲　 戴丽娟　 范克彬　 高　 磊　 高　 翔　 李　 莉　 刘北平
刘　 剑　 刘义冬　 刘玉菲　 龙文华　 罗　 源　 马明瑞　 冉　 瑞　 王　 彬　 王俊杰
王　 骞　 王笑龙　 王玉传　 吴　 浩　 夏吉林　 许若圣　 袁徐亮

（培养单位：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邓小红　 范馨燕　 金　 辉　 金　 霞　 康福增　 李忠芳　 任承志　 张国伟　 张继艳
赵存华　 赵莉娜　 朱琳琳　 柴梅平　 何　 林　 李　 洪　 李书功　 李永刚　 刘利娜
伦凤艳　 宋云夺　 杨洪涛　 赵国杰　 陈　 浪　 董期林　 李敏洁　 李友毅　 刘汉平
马　 媛　 慕志国　 张淑艳　 周晓东　 代　 霜　 李宪圣　 沈铖武　 张俊瑞　 孙军月
边会坤　 付新虎　 高长艳　 李拥军　 刘高霞　 苗　 裕　 史　 浩　 徐东亮　 赵才荣
高世杰　 李　 静　 李　 岩　 司玉美　 王立颖　 杨　 赛　 竺晓山

（培养单位：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杨柏谦　 郑　 莉　 傅小勇　 达　 宁　 白　 冰　 干慧菁　 金黎慧　 王成仁　 张　 丽
朱佳斌　 毕　 军　 陈大明　 陈　 力　 陈文霞　 崔品静　 戴　 珂　 董　 勇　 董　 癑
房　 滔　 盖玉健　 顾亚龙　 胡善江　 纪江华　 梁　 臖　 廖　 波　 刘红霞　 刘　 蕾
刘　 林　 刘　 锐　 潘伟波　 秦世博　 孙荣阁　 王　 丹　 王　 方　 韦资华　 阳　 莎
叶　

'

　 余　 琴　 赵书林　 赵慰祖　 朱　 坚　 朱美萍　 伏修锋　 何冬兵　 刘建军
尚光强　 唐　 彬　 徐永春　 赵郝炎　 周　 刚　 朱　 江　 朱月芹

（培养单位：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汪世美　 岳钦肶　 程　 爽　 程　 寅　 邓赞红　 丁　 蕾　 冯晓星　 葛筱璐　 何超兰
何　 朋　 胡学明　 黄国栋　 李　 丽　 李　 洋　 李玉金　 刘玉丽　 马光明　 屈凯峰
沈　 峰　 盛建军　 石　 奇　 苏清磊　 孙守军　 田　 光　 王　 宾　 王小强　 王晓梅
项　 巍　 肖　 雪　 邢建永　 张洪波　 张会芝　 张　 龙　 张运杰　 周志广　 朱玉军
郭瑞鹏　 王晓宾　 徐小峰　 张大毛

（培养单位：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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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　 丽　 杨文正　 卜江萍　 苏志梅　 张　 薇　 纪大山　 陈　 琦　 段学霆　 葛　 伟
黄光伟　 李　 强　 李同海　 罗志徽　 门海宁　 米　 磊　 王　 琛　 王　 瞞　 赵华龙
林　 静　 苏丽娟　 陶　 然　 余　 娟　 张文喜　 李　 凡　 盛立志　 王光明　 行　 海
张宣妮　 杜述松　 马小龙　 白　 ?　 陈林杰　 单　 洁　 董　 佳　 杜升平　 李　 瑛
吕帅华　 许瑞华　 元华明　 张稳稳　 陈　 智　 李爱玲　 刘庆飞　 邱仁峰　 时利勇
唐　 篧　 王　 锋　 闫奇　 岳　 亮　 张变莲　 张广华　 张占鹏　 朱家佳　 董永英
范　 娟　 王欣峰　 吴　 凡　 夏艳林　 张　 红　 章　 奇

（培养单位：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孙柏蔚　 李欣耀　 查　 鹏　 陈永和　 黄　 强　 李仲禹　 刘宏伟　 彭文臣　 邵　 君
孙　 磊　 涂步华　 薛　 闯　 殷甲青　 张朋翔　 赵志刚　 朱　 翔　 王　 永　 吴明勋
顾群楠　 李宁刚　 吴　 量　 许梅芳　 毕晓麟　 陈　 杜　 陈秋霞　 何　 　 黄　 正
李　 军　 卢京晶　 乔中柱　 汪　 毅　 王玉瞞　 邢　 超　 杨　 念　 张　 瑞　 郑小珍
钟文辉　 曹秀亮　 郭　 靖　 贾寒昕　 廖　 毅　 肖云鹏　 杨叶飞　 张建新　 蔡红艳
倪　 乐　 邱志敏　 孙　 凡　 汤瑜瑜　 肖杨昊　 易　 芬　 尹辉炳　 章　 炜

（培养单位：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吴　 波　 高　 明　 魏志刚　 戴文君　 耿凤霞　 李　 楠　 李胜昔　 李友林　 刘丽霞
刘志平　 柳长磊　 宋宇阳　 王　 聪　 王道岭　 王水勇　 伍春兰　 谢　 文　 张海媛
高玲玲　 洪张飞　 曲鹏程　 唐永吉　 王　 磊　 王　 薇　 王珍玉　 魏世同

（培养单位：金属研究所）

杨晟刚　 戴金辉　 华志刚　 陈人龙　 邓剑宏　 盖永波　 高倩倩　 胡　 卫　 靳文峰
李晨曦　 李永林　 吕碧波　 骆　 稢　 马建春　 莫开宇　 吴　 偶　 尹潘嵘　 张世清
张皖志

（培养单位：自动化研究所）

毕道明　 毕宇航　 蔡文杰　 常海龙　 陈有辉　 程小波　 侯海华　 王　 靖　 张培锋
张延宇　 赵海峰　 毕　 静　 常艳莉　 陈锡爱　 花海洋　 蒋华英　 李冰锋　 李宏霞
李瑞臻　 李　 嵩　 刘　 华　 刘　 林　 刘阳成　 马艳歌　 孙　 锐　 王才良　 吴　 菲
吴　 刚　 武慧芝　 线岩团　 谢勇祥　 闫占德　 于晓绎　 曾祥萍　 张　 帆　 张少太
张晓芬　 朱峻岭　 朱全博

（培养单位：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２３５　　

毕
业
生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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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茂　 蹇林旎　 李树柯　 史文庆　 王　 欢　 王　 丽　 闻　 伟　 张学礼　 谷　 琛
李光杰　 刘　 强　 陈　 睿　 付旺保　 林资旭　 原　 剑　 赵　 众　 陈海永　 高　 强
李丙乐　 李林霞　 刘　 萌　 刘　 昕　 齐　 峰　 商木喜　 束　 娜　 王　 军　 王丽丽
王　 琳　 王　 涛　 夏清文　 杨广辉　 张国艳　 赵　 欣　 周鹏飞　 周　 洲

（培养单位：电工研究所）

田　 龙　 张兴华　 刘鹏飞　 冯　 毅　 夏　 亮　 赵创新　 黄向阳　 李　 刚　 林于拉
刘灵芝　 毛宏举　 彭　 浩　 宋文祥　 王克红　 王小刚　 巫术胜　 谢　 军　 张　 铺
周　 薇　 胡　 城　 盛松伟　 鲁冠军　 张　 峰　 崔小勤　 樊俊林　 刘良军　 于　 华

（培养单位：广州能源研究所）

孙　 岩　 刘春明　 王　 辉　 陈华清　 陈　 亮　 陈秋萍　 丛兰兰　 崔天鑫　 郭红艳
何　 源　 胡　 坤　 花　 磊　 贾少亮　 江　 泓　 李　 凡　 李　 刚　 李　 梦　 李松林
李　 彦　 罗　 萍　 莫　 赓　 潘学俭　 任　 鑫　 孙　 亮　 童　 杰　 万志刚　 王博威
王　 帅　 王　 勇　 王　 源　 吴端仪　 武宇飞　 夏　 勇　 张博颖　 张立平　 张　 妮
张兴亮　 张　 毅　 郑浩然　 郑瑶海　 周　 全　 周扬荣　 曹春亮　 岑永洪　 陈珑元
陈序明　 丁　 婧　 丁兴邦　 董庆民　 董振华　 顾少慰　 郭　 鹏　 洪　 雷　 胡　 旷
蒋　 浩　 李　 静　 李少波　 李　 延　 李原野　 李　 铮　 廖成玉　 林亮亮　 凌庆华
刘大玮　 鹿保军　 罗政军　 闵金明　 曲富平　 孙　 宇　 王海东　 徐志博　 颜庭莘
杨　 贺　 杨　 毅　 臧　 锐　 张　 超　 周贵芳　 周　 阳

（培养单位：软件研究所）

刘　 红　 向春生　 杨　 欢　 张殷华　 余　 勇　 赵　 华　 黄智强　 李　 娟　 吴明霞
杨　 帆　 章子奇　 苏树锋　 李卫森　 乔俊仙　 韩平静　 王浩杰　 吴广涛　 吴国华
邢　 辉　 曾祥萍　 陈　 浩　 陈绿阳　 陈善球　 金　 峥　 黎翔英　 梁　 莹　 冉策方
魏　 丹　 许　 可　 周石磊　 雷　 涛　 李玉冰　 李元帅　 孙从军　 王婵娟　 严　 航
张秀娟　 赵文倩

（培养单位：光电技术研究所）

宗　 芳　 朱嘉鲁　 陈隋和　 李运娣　 刘永红　 唐樨瑾　 王　 懿　 黄文杰　 李庆峰
粟　 伟　 覃　 安　 谭思亮　 曾　 琼　 张　 婷　 赵万鹏

（培养单位：成都计算机应用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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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月婷　 程佳羽　 黄国彬　 李　 麟　 李　 平　 李　 飒　 林　 颖　 刘延华　 赵　 新
周静怡　 邵　 燕　 唐　 炜　 徐刘靖　 张　 剑

（培养单位：文献情报中心）

陈四龙　 冯　 伟　 付玉芹　 侯美亭　 黄　 涛　 黄　 玮　 李会龙　 李伟光　 刘香玲
乔海龙　 舒云巧　 宋文冲　 孙振山　 王淑芬　 张　 丽　 张　 群　 张亚哲　 张依章
赵　 慧

（培养单位：石家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

毕金元　 查金水　 陈建群　 陈士荣　 陈　 星　 高　 鹏　 黄迎华　 黄仲婴　 李广义
聂余满　 任鸟飞　 石　 振　 宋恩亮　 宋彦锋　 孙　 涛　 张东风　 张　 伟　 包竹苇
陈鼎才　 冯若富　 顾　 潇　 贺行健　 胡泽林　 黄　 海　 黄　 河　 吉宏伟　 康　 乐
李晶晶　 李绪勤　 李正鹏　 刘红军　 刘现平　 沈　 勇　 石　 军　 孙芝雨　 唐力强
万　 求　 王国梁　 卫治国　 魏铭旭　 吴小润　 夏小蕾　 肖　 波　 许井泉　 杨效余
张晓明　 张秀清　 张　 跃　 赵东林　 赵建辉　 郑晓峰

（培养单位：合肥智能机械研究所）

艾　 莉　 梁美艳　 刘随心　 王　 政　 弋双文　 易　 亮　 于严严　 周新郢　 解修平
李晓妮　 刘全玉　 毛晓亮　 尚　 雪　 朱崇抒

（培养单位：地球环境研究所）

李井龙　 管　 璇　 刘晓燕　 马　 旭　 汤跃科　 王宇晨　 徐　 涛　 赵世欣
（培养单位：微电子研究所）

李志全　 朱克威　 常丰峰　 段晶晶　 范先龙　 封　 涛　 郭丽娜　 季永志　 金　 榜
李　 辉　 李若霖　 李　 生　 李　 潇　 刘春雨　 马　 艳　 彭　 玺　 彭　 羽　 秦　 欣
盛少军　 陶智勇　 王兴杰　 吴　 磊　 肖汪洋　 续　 岩　 严海燕　 杨　 华　 杨　 辉
游军玲　 曾宪章　 张道庆　 张晶晶　 赵洪东　 甄久立　 朱　 骥

（培养单位：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黄伟生　 姜海林　 孔祥丽　 李美香　 李新爱　 刘春利　 彭洪翠　 彭英湘　 佘冬立
王　 彬　 王莉惠　 王晓燕　 张继光　 张　 军　 张　 伟　 张永刚

（培养单位：亚热带区域农业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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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莲　 王方威　 郑锋华
（培养单位：南京天文仪器研制中心）

陈　 晨　 陈　 卉　 陈　 薇　 陈晓静　 贺亚力　 黄　 鹏　 刘　 佳　 佟　 明　 王　 芳
杨瑞广　 杨　 巍　 赵丽娟　 周　 丁

（培养单位：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张　 红　 付小东　 贾成业　 孟　 妍　 屠霄霞　 肖慧娟　 叶美芳　 张　 晓　 赵宝林
陈爱平　 戴照福　 李宏丽　 刘敬勇　 吕　 莹　 潘　 峰　 秦向春　 唐金利　 王建芳
王志春　 向彩红　 杨志波　 叶　 春　 张　 芳　 张　 运　 赵永国　 王英超

（培养单位：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董　 江　 刘立勇　 刘志勇　 宋华刚　 田立丽　 赵融冰
（培养单位：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乌鲁木齐天文站）

张　 平　 　 张文彬　 高　 峰　 王小波　 李裕辉　 周　 梅　 唐仁敏　 殷建华　 王　 燕
袁大洋　 　 杨　 彬　 张培清　 郑晓林　 李安怀　 李剑宇　 殷　 胤　 何　 毅　 李玉兰
刘　 红　 　 刘应武　 欧龙新　 潘亚男　 秦　 怡　 陶秀慧　 王生林　 王文周　 艾海洋
方秀才　 　 韩晓岚　 刘立新　 马凤阳　 宋艺兵　 王文君　 吴晓彤　 曹红梅　 陈智敏
顾　 全　 　 黄　 敏　 李延明　 陆晓光　 王　 卓　 魏志良　 武晓晨　 杨　 鹏　 张春先
张　 凤　 　 郑　 淳　 常　 飞　 陈晓光　 陈雁高　 陈　 宇　 程争志　 段晓林　 付丽丽
龚中杰　 　 郭　 龙　 韩　 超　 何慎远　 何述枫　 何小明　 和俊峰　 侯　 健　 侯丽君
黄道洲　 　 吉金静　 蒋　 蕾　 瞿　 纲　 阚　 峰　 蓝茂煌　 李敬陶　 李　 琳　 李　 楠
李　 宁　 　 李培建　 李婷璐　 李晓娟　 梁小丽　 刘　 峰　 刘　 锋　 刘静丹　 刘丽琨
刘　 赞　 　 马敬一　 孟建华　 彭继学　 彭　 琼　 冉　 伟　 阮晶晶　 沈　 效　 舒嘉骊
司马海威　 孙昌双　 孙岚峰　 唐卫平　 万信忠　 王晨东　 王　 晶　 王雷兵　 王新爱
王　 焱　 　 王　 烨　 徐春斌　 徐广成　 杨红梅　 杨　 坤　 杨斯雯　 杨　 涛　 杨振宇
尹　 飞　 　 于广泳　 于洪淼　 喻红军　 张　 超　 张国利　 张永飒　 赵　 娜　 周　 帆
周健奇　 　 祖　 丽

（培养单位：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本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