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①提出并实施“五位一体”的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模式和保障体系

围绕国家经济发展重大需求，服务于双一流建设需要，提出了学位授予单

位、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术组织、行业部门、社会机构“五位一体”的

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模式，基于全面质量管理和复杂系统理论设计了一个

系统完整的内、外部保障体系。

②建立以创新意识和能力为导向的研究生生源选拔机制

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律，强调以人才培养绩效和提高选拔

质量为导向，动态调整招生结构与指标，着力构建规模、结构、质量和效

益相协调的培育体系。2021年学院学术型硕士推免生生源全部为211以上

高校，其中985高校生源占比70%。

③建设一流的研究生培养环节与过程管理培养体系

完善科教融合的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加大推进本硕博贯通培养模

式；加强精品课程建设和案例教学研究，加大高水平成果培育及支持力

度，发挥绩效导向作用，更好发挥招生指标激励作用；为提高研究生的研

究能力，开设《高级微观经济学》等课程；重视研究生的科研训练，致力

于学术学位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让学术学位研究生“研究”起来；完善

产教融合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致力于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

让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起来。

④完善以学位论文质量为目标的全流程过程监管体系

建立质量认证和学位授权点评估相结合的质量监督和保障体系；通过规范

评阅流程、健全评审制度、提高授予标准和关注重点环节等多措并举，保

障了学位授予质量。近年来学院高水平论文数量质量有较大提升；2019年

获“研究生原创研究群体奖”，是武汉大学首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获此殊

荣的单位；首次获“武汉大学研究生学术创新特等奖”，2022年再次获特

等奖。

⑤打造一支具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研究生导师队伍

强化对导师的激励约束和考核机制，加强对导师的考核和遴选，实现动态

遴选，评聘分离；建立以质量为导向、与绩效挂钩的招生指标分配机制，

按照绩效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加大对优势学科、科研成果突出教师的指标

配置力度，每年受益导师达50余人，激发了导师的积极性。

⑥提供一流的条件保障和数据平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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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每年投入近300万元建设软硬件资源，拥有服务器等1200余台、近

50种国内外实验软件。已建成23类实验室和行为科学实验室、博弈实验室

等特色实验室。构建了完整的实验教学体系，建立了现代化实验教学软硬

件、数据库、网络和管理体系。已建成设备先进、功能齐全、具有鲜明特

色的实验教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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