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学位授权点建设计划 

（2022-2023 年度） 

 

    2021 年 12 月 7 日本学位点邀请广东省公共卫生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成员以及行业专家对学位点的总体情况进行评估。专家组充分

肯定了暨南大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的特色，即秉承暨南大学“侨

校+名校”的办学方针，思政教育有特色，成效明显，培养方案符合

国家人才培养要求。学科点在培养目标、基本条件、培养过程等方

面均已达到国家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硕士学位的基本要求。学位点

在招生选拔、课程教学、培养过程、教学指导、学位授予条件等方

面有严格的质量控制。学位点获批的各类科研项目数量和经费充

足，教学、科研平台相对完备，能够满足研究生培养的需要，研究

生培养上具有一定的成效。同时，也指出了学位点在建设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和不足：“1．缺乏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博士点，严重制约

该学科高水平发展。2．学位点师资队伍建设和学科资源有待加

强。” 

    结合以上建议和自身问题，学位点拟在未来的一年时间里重点

围绕以下几项内容开展工作： 

一、学科建设 

我校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是 2011 年获批的一级学科硕士点。

2021 年公布的软科中国最好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学科排名中位列第

35 名，较 2020 年的排名前移 2 名（2020 年排在第 37 名），进入全



国前 50%。虽然学科建设取得一定的成绩，但尚缺少博士点。因

此，2022-2023 年度学科建设的重点放在申报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博士点，完善预防医学专业的培养体系。我们将积极争取学校和学

院的支持，对照博士学位点申请条件，认真梳理目前存在的不足，

提出建设方案，弥补短板，做好申请博士点的准备。同时，做好首

届预防医学本科专业的招生宣传工作，完善制度，加强管理，实行

导师制，认真做好首届预防医学本科生培养工作。 

鼓励有条件的老师积极争取参编全国规划教材。多方筹集经

费，对我系教师主编或副主编的教材，拟资助 5-10 万元，争取 3 年

内我系有 2-3 部新的统编教材出版。 

二、人才培养 

2021 年共招收科学学位硕士研究生 14 名。流行病与卫生统计

学 7 名，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3 名，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1 名，儿

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 2 名，卫生毒理学 1 名。依据国家对公共卫生

人才的需要和学科建设发展的需求，学位点将积极向学校和学院争

取扩大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科硕的招生规模。 

其次，将加强对学位点老师的培训和管理，加强研究生培养全

过程的管理力度，通过开题、中期和答辩过程中严格把关，确保研

究生的培养质量。同时加强研究生实践的培训，邀请行业领域中的

专家走进校内，为我系研究生开展实践教学，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应

用紧密结合在一起。 



第三，鼓励学位点老师积极带领学生参加各类竞赛，2022 年已

经组织一个学生团队参加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两个学生团队参加第八届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今后

将进一步加大动员力度，组织更多学生参加相关比赛，提高学生培

养的质量。 

三、师资队伍建设 

我系继续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指示

精神，把师德师风建设作为教师队伍建设的首要任务，建立健全长

效机制，确保师德师风建设常态化、机制化。同时积极发挥我系党

支部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

德施教，争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

心”的好教师。 

学位点目前只有教工 28 人，师资队伍人数不足。学位点将积极

争取学校和学院的支持，加大人才引进力度，2022 年拟引进 2 位高

素质人才，2023-2025 年将进一步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力争引进 6-8

位青年才俊，进一步壮大学位点师资队伍。 

加强对学位点青年教师的培养力度，将建立起互帮机制，高年

资教授与青年老师结对，在科研和教学方面进行一对一指导。同时

利用暨南大学康泰生物医药发展基金设立教学奖励项目，2022 年已

拿出 35 万经费奖励 4 位在学院教学比赛中获奖的青年教师，2023-

2025 年将进一步加大教学奖励力度。 



学位点将出资鼓励青年教师参加各类高水平的学术会议以及赴

国内外高校进行访问学习和参观交流。同时，学位点将依托引进的

两位二类人才，建立“传染病与疫苗预防”和“环境变化与健康”

两个创新研究团队，吸纳青年教师加入团队，通过团队培养青年教

师。 

四、科学研究 

目前我们学位点的科学研究存在研究方向散、研究能力弱、研

究成果少、学术影响力小等问题。针对这些存在的问题以及国家对

公共卫生的需求，今后两年我们将开展下列工作： 

一是在已经确定的四个研究方向“公共卫生多源大数据挖掘与

应用”、“传染病防控与免疫预防”、“环境变化健康风险评

估”、“疾病负担评估和健康促进”基础上，加大资源整合力度，

力争建立一个人群队列，为学位点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研究

资源。 

二是学位点将利用暨南大学康泰生物医药发展基金，围绕上述

设立的 4 个重点研究方向，每年设立 6 个青年教师科研基金项目

（每个项目 10 万元），支持青年教师的发展。同时，学位点每周五

组织学术午餐会，加强学位点老师的学术交流和汇报，鼓励不同专

业和二级学科的导师之间跨专业合作；聘请校外同行和校内同领域

专家为本学科教师撰写的国自然基金的项目书进行修改打磨，提高

基金的命中率。 



三是进一步总结和凝练目前的研究成果，积极申报省级或国家

级科技成果奖励，学位点争取在 2022-2025 年度获得 1-2 个省部级

科技奖励。 

五、加强实践基地建设 

为了给学生提供良好的实践基地，本学科将积极拓展研究生的

实践基地，已经与省内 20 余家公共卫生和医疗机构签订了公共卫生

硕士培养基地，今后将进一步扩大培养基地，与基地开展联合培养

工作。同时，我们将完善和制定了基地建设相关制度，加强基地日

常工作管理，建立学位点老师与基地点对点联系机制，定期进行沟

通，解决学生在基地学习中存在的困难。第三，进一步加强了对基

地老师的培训工作，让基地老师明确在联合培养过程中的职责和任

务，提高学生培养的质量。 

六、加强系公共平台建设 

近 2 年学校投入到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的高水平建设经费 50 万

元/年，难以保证我系实验室平台实现跨越式发展，我系将积极动员

学位点老师，加强横向合作，特别是加强与企业的合作，争取各方

资源，加大生物样本库的建设，建立公共卫生大数据分析平台，购

买急需使用的小型仪器设备，逐步改善我系公共平台的条件，为科

研工作和学生培养创造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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