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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1——2015年广西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发展规划 
 

近年来，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如期建成、广西北部湾经

济区加速发展、《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

干意见》的颁布，以及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做大做强做优

我区工业的决定》及 40个配套文件的出台，广西的经济社会发

展面临着多重重大发展机遇，正处于加快发展的关键历史时期。

作为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具有重大支撑和推动作用的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必须充分发挥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培养和科技

服务的优势，认真把握和主动服务广西新发展的大局，科学谋

划“十二五”期间的建设和发展思路，促进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事业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为我区加快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一、广西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现状 

（一）基本现状。 

截至 2009年 12月，广西高校共有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3个，

博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 3个，二级学科博士点 22个；硕士

学位授予单位 11个，硕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 1个，一级学

科硕士点 42个，二级学科硕士点 420个；博士专业学位授予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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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1 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1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予单位 9

个，硕士专业学位类别 14 种，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26 个。全

日制在校研究生 18748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584 人，学术型硕

士研究生 17217 人，专业学位研究生 947 人。此外，还有非全

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 3952 人，各类在职攻读研究生 3073 人，

地方性计划研究生班学生 9010人。 

（二）“十一五”期间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迅速。 

1．学位授予单位建设取得重大突破。 

“十一五”期间，广西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 2 个：桂林

医学院和广西工学院；2008—2015年博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

位 3 个：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和桂林理工大学； 

2008—2015年硕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 1个：右江民族医学

院；博士专业学位授予单位 1 个：广西医科大学；硕士专业学

位授予单位 3 个：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师范学院和广西艺术学

院。 

2．学位授权点数量快速增长。 

“十一五”期间，自治区财政每年投入专项经费 1500万元

用于广西高校学位授权点学科建设，并要求学校按照 2:1的比例

配套，5年的建设经费总数达到 2.2亿元，投入力度大，成效显

著。“十一五”期间广西高校新增二级学科博士点 10 个，二级

学科博士点总数比 2005年底增长了 83.3%；新增一级学科硕士

点 30个，一级学科硕士点总数比 2005年底增长了 150%；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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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学科硕士点 228个，二级学科硕士点总数比 2005年底增长

了 118.7%。新增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1个：广西医科大学的临

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新增硕士专业学位类别 8 种，硕士专业

学位授权点 13个：广西大学的法律硕士和汉语国际硕士，广西

医科大学的公共卫生硕士，广西师范大学的法律硕士、体育硕

士、汉语国际硕士、社会工作硕士试点，广西民族大学的法律

硕士、汉语国际硕士，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桂

林理工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广西师范学院的教育硕士，广西

艺术学院的艺术硕士。 

3．学科建设水平显著提高。 

“十一五”期间，我区高校共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励 94

项，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202 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159

项，发表论文 81595 篇。截至 2009年 12月，全区高校共有国

家重点学科、重点研究机构 19个，其中国家重点学科 2个、国

家重点培育学科 2 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3 个、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 5个；全区高校共有自治区重点研究机构 16个，其中自

治区重点实验室 14个；全区高校共有广西高校重点学科 100个，

广西高校重点实验室（基地）92 个。2009 年 “广西理工科学

实验中心”、“广西医学科学实验中心”、“广西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中心”进入全面建设期，高校科学研究工作和科研平台建设

水平都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学科建设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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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位授权体系建设日趋完善。 

经过“十一五”期间的建设，广西博士学位授权学科点已

经覆盖了工学、理学、医学、农学、文学、法学等 6 大学科门

类，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已经覆盖了除哲学、教育学、历

史学和军事学以外的 8 大学科门类，硕士学位二级学科授权点

则覆盖了除军事学以外的所有学科门类。专业博士、硕士、在

职人员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高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

地方性研究生班和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等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也

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基本建立起学科门类较为齐全、授权体系

较为完备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体系。 

5．研究生教育规模不断扩大。 

截至 2009年 12月，我区高校全日制在校研究生 18748人，

比 2004年 12月增长 107.1%，其中博士研究生 584人，比 2004

年 12 月增长 156.1%，硕士研究生 18164 人，比 2004年 12 月

增长 126.2%。此外，还有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 3952 人，

各类在职攻读研究生 3073 人，地方性计划研究生班学生 9010

人，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规模增长迅速。 

6．研究生教育质量不断提升。 

自 2006年我区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行动计划”以来，自

治区财政共投入资金 1000 万元，受资助高校配套 2000 万元，

共资助博士学位研究生创新科研课题 142 项，硕士学位研究生

创新课题 2278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课题 30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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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生培养规模小。据统计，2009年每万人口中在学

研究生所占比例，全国为 9.72 人，广西为 3.68 人（仅为全国

37.86%），全国排名 25位，西部排名 9 位（排在陕西、重庆、

甘肃、四川、新疆、内蒙古、云南、宁夏之后）。2009年，广西

研究生在校生为 18748人（其中博士生 584人），全国排名第 23

位（其中博士生排名第 26 位），在西部排名第 6 位（其中博士

生排名第 7位）。2009年，全国高等教育在校生中研究生所占比

例全国为 4.81%，广西仅为 3.34%。高层次人才培养规模较小，

远远不能满足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 

2．硕士学位授权点布局结构需要调整和优化。 

（1）硕士点总量少且分布不均衡。广西高校一级学科硕士

点共有 42个，占全国 2081个一级学科硕士点的 2.0 %；广西二

级学科硕士点共有 420 个，占全国 15796 个的 2.66%，且硕士

点在各高校之间分布不均衡，60%以上的点都分布在广西大学、

广西师范大学和广西医科大学，其它高校布点较少。 

（2）学科门类结构不尽合理。一是一级学科硕士点偏少。

对比国家学科专业目录，我区的一级学科硕士点覆盖率只有

46%，还不到 50%，覆盖率偏小，且哲学、教育学、历史学和

军事学等四大学科门类的一级学科硕士点均为空白。此外，工

学、管理学的一级学科硕士点覆盖率只有 41%和 40%，低于广

西总体一级学科硕士点的覆盖率。二是二级学科硕士点发展不

均衡。对比国家学科专业目录，广西高校医学学科发展相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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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充分，其二级学科硕士点学科覆盖率达到 94%，法学、经济

学、管理学、历史学等的二级学科硕士点覆盖率都超过了 80%，

而教育学、工学、文学等二级学科硕士点的学科覆盖率只有

53%、58%和 59%，学科发展相对比较滞后。 

（3）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学科有待进一步加

强。我区高校的学科专业结构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广西产业发展

需求，基础性、传统性的学科比较多，而直接为产业发展服务

的应用型、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授权点较少，对广

西支柱产业发展的支撑能力有待加强。对应我区“14+4”产业

发展，高校的学科专业布局中直接服务冶金工业、建材工业、

修造船及海洋工程装备工业和海洋产业等 4 大产业的学位授权

点学科尚处于空白状态。 

3．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相对滞后。 

一是专业学位空白点多。广西高校布点的博士专业学位类

别 1种，占 4种博士专业学位种类的 25%，布点的硕士专业学

位类别 14 种，占现有硕士专业学位种类 38 种的 36.8%，总体

布局不完整，在教育博士、兽医博士、口腔医学博士专业学位，

和翻译、风景园林、会计、建筑学、军事、金融、应用统计、

税务、保险、国际商务、资产评估、应用心理、警务、新闻与

传播、出版、文物与博物馆、林业、工程管理、旅游管理、图

书情报、城市规划、药学、中药学、护理等硕士专业学位类别

均为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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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专业学位培养规模较小。2009 年，我区在校的专业学

位研究生 4899人，其中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 947人，培养专

业学位研究生的规模较小，仅以招生人数最多的工程硕士专业

学位为例，目前广西 3 个工程硕士培养单位在校生人数仅为

1368人，按照 3年的学习年限计算，平均每年招生的工程硕士

人数 450 多人，远远满足不了广西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对工程

类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 

二、“十二五”期间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

则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实施国家“深化改革，积极发展，

分类指导，加强建设，注重创新，提高质量”的研究生教育工

作方针，主动适应国家和广西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

的需要，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以提高质量为核心，以改革体制

机制为动力，以实现学位授权为阶段性目标，坚持规划先行、

科学发展、重在建设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思路，不断更新

教育观念，创新培养模式，完善学科类型，统筹研究生教育的

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的协调发展，努力提高学科建设的整

体水平，逐步构建适应我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布局结

构合理、优势和特色明显的广西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体系，为我

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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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二）基本原则。 

1．坚持服务发展的原则。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必须围绕国家

和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主动适应广西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紧密联系广西工业化、城镇化建设以及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调整和优

化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科类型和结构布局，积极发展学术型学

位研究生教育，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更加积极主动

地适应和服务于广西的新发展。 

2．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研究生培养质量是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的生命线。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一切工作都要把培养高质

量、高层次的创新型人才放在首位，要不断深化研究生培养机

制改革，创新研究生教育的教育理念和培养模式，注重研究生

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建设高水平的导师队伍，形成多

样化的学位标准和科学评价体系，走研究生教育内涵式发展道

路。 

3. 坚持强化优势和特色，突出重点的原则。学位授权点学

科建设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是要积极引导、鼓励和优

先支持广西“14+4”产业发展、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等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紧缺的和空

白点的学科。二是要强化学校的办学优势和特色，鼓励和支持

高校发展本校学科领域基础好、发展潜力大、特色和优势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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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点学科，并通过重点学科的交叉、渗透和融合作用，带动

其他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应用学科的发展，推动高校学科发

展整体上水平，不断提高高校办学水平和办学效益。 

4．坚持学术型学位研究生教育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并重

的原则。“十二五”期间，我区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要坚持学术

型学位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共同发展、各有侧重的原则。学

术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要在高端、前沿、精深上下功夫。专业学

位研究生的培养要知识覆盖面更广、与实际需求衔接更紧密，

注重组织协调和实践能力培养。当前我们要抓住国家大力发展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有力时机，积极调整和优化我区学位授

权的学科结构、类型结构和层次结构，在扩大科学学位学科授

权点的学科覆盖面的同时，不断增加专业学位授权类别，扩大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规模。进一步推进学术型学位与专业学位

的培养模式改革和管理机制创新，不断提高我区研究生教育人

才培养质量，更好地满足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拔尖创新

人才和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需求。 

三、“十二五”期间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目标 

到 2015年，广西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各方面的发展目标是： 

（一）全日制在校研究生达到 31500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1500 人，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15000人，硕士专业学位在学研究

生 15000人。非全日制研究生在册人员 20000人。 

（二）重点支持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医科大学、



 

 12 

广西民族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桂林理工大学、广西中医

学院、广西师范学院、广西艺术学院等高校的一级学科博士点

建设；大力支持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医科大学、广

西民族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桂林理工大学、广西中医学

院、广西师范学院、广西艺术学院、桂林医学院、广西工学院、

右江民族医学院、玉林师范学院、广西财经学院、河池学院等

高校的一级学科硕士点建设。 

（三）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3 个：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广西民族大学、桂林理工大学；积极支持广西中医学院、广西

师范学院和广西艺术学院等3所高校的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建设；

新增一级学科博士点 20 个，其中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一级

学科博士点 5 个以上。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 1 个：右江民族

医学院；积极支持玉林师范学院、广西财经学院和河池学院等 3

所高校的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建设；新增一级学科硕士点 60个，

其中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一级学科硕士点 20个以上。 

（四）新增博士专业学位授予单位 2 个：广西大学和广西

师范大学；新增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 2 种：兽医专业博士和

教育专业博士；新增硕士专业学位类别 16种以上，使全区硕士

专业学位类别增加到 30种以上。 

（五）建成区内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30个以上。  

四、政策措施 

（一）科学规划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 

研究生教育是最高层次的国民教育，对其他层次的教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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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巨大的带动作用，是高层次拔尖创新型人才的主要来源和科

学研究潜力的主要标志，是增强综合国力和区域竞争力的重要

因素，对推进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具有重要支

撑作用。因此我们要从推进广西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发展

步伐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全局出发，结合国际、国内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趋势，加强对我区高校学科专业建设的宏

观调控和分类指导。积极引导高校以我区经济社会需求为导向

调整学科专业结构，设置和建设紧缺人才学科专业，指导高校

合理定位、强化办学特色。充分发挥研究生教育为国家和区域

经济发展提供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和自主创新能力支撑的

重要作用。不断推动我区的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

为广西经济的腾飞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的支持。 

（二）多渠道筹措经费，加大投入。 

继续设立财政专项经费，支持学位授权点学科建设（列入

自治区 2011—2015年规划建设的学位授权点学科统计表见附件

1）。2011 至 2015 年，自治区财政专项经费每年以 20%的幅度

增加投入，重点用于资助 60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名单见附件 2）

和 104个一级学科硕士点（名单见附件 3）的建设，大力支持桂

林电子科技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桂林理工大学等 3 个博士学

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和右江民族医学院的硕士学位授予立项建

设单位的建设。同时要求有关高校对列入自治区财政专项经费

资助建设的学位授权点学科按照学校配套与财政专项 2:1 的比

例落实配套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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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高校要多渠道筹措经费，进一步加强学位授权点学科建

设，努力提高学位授权点学科的建设水平。2011年至 2015年，

由各高校自筹经费建设的一级学科博士点共 33个（名单见附件

4）、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学科共 85个（名单见附件 5）。 

（三）加强指导，按期实现建设目标。 

指导和要求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桂林理工

大学等 3 个博士授予立项建设单位和右江民族医学院硕士授予

立项建设单位认真实施《广西壮族自治区 2008—2015年新增博

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规划》，加强检查、指导，制定

新增学位授予权立项建设单位建设进度定期检查、评估制度，

保障各项建设工作按照规划有序进行。加强组织协调，调动区

内各种优势资源，保障建设单位顺利实现建设目标。确保博士

和硕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都在规划期间通过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的验收，成为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 

（四）调整优化学科专业布局结构。 

各高校要根据全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本校学科专业发展

实际，特别是要结合广西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

切实调整学科专业结构，优化学科专业布局。适度调整比重较

大、布点较多的学科专业，加大工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

学等一级学科布点较少的学科专业建设；适度调整布点较多的

基础学科，改造一批传统学科，形成一些新的学科生长点，培

育新能源、低碳经济与节能技术、物联网、生命科学、生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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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等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和高新技术学科；围绕教育服务广西

新发展的要求，大力发展应用学科，进一步提高应用学科的比

重，加强建设重大产业需要的学科，重点支持食品、汽车、石

化、电力、有色金属、冶金、机械、建材、造纸与木材加工、

电子信息、医药制造、纺织服装与皮革、生物、修造船及海洋

工程装备等产业以及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和涉外经济、金融、

法律及外语等领域急需学科的建设；积极支持国家级和自治区

级重点学科建设，建设好一批校级重点学科，同时充分发挥重

点学科的示范、辐射和带头作用，全面提高学科建设水平。 

（五）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 

导师队伍建设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研究生教育

的发展必须在扩大导师队伍规模的同时，切实提高导师队伍的

整体素质。进一步强化和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负责制，发挥导

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增强导师对培养研究生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健全和完善研究生导师遴选制度，制定导师

队伍培养和培育规划，营造研究生导师潜心研究、倾心育人的

良好环境和氛围。重视对导师的学术道德和职业道德教育，引

导教师以身作则、淡薄名利、努力提高学术水平和指导水平。

加强名师和导师团队建设，采用各种方式，通过各种渠道加大

引进杰出人才特别是海外优秀人才的力度。加强与科研院所的

合作，聘请德才兼备的企事业单位专家、学者成为研究生导师。

要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队伍的建设，加快形成由高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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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行业专家共同组成的“双师型”的导师队伍结构，造就一支

高素质、高水平的研究生导师队伍。 

（六）积极探索培养机制和培养模式改革。 

不断推进以完善科学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负责制和资助制为

核心，以建立研究生培养质量长效保障机制和内在激励机制为

主要内容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通过优化研究生奖励激励制

度，完善研究生培养协调机制，建立健全研究生培养的过程管

理机制；积极推进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管理水平。 

创新研究生培养模式，注重研究生科学素质、综合素质和

创新潜能的培养。专业课的教学要突出前沿性和国际性，强化

文献阅读分析、案例教学、实践研究、合作学习等环节。注重

推动跨学科、跨单位团队式合作培养、鼓励高校与科研机构、

行业部门、企事业单位合作建立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共同培

养研究生。针对学术型研究生和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不同培养目

标，加强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学术型研究生要更多地参加学

术活动和科技创新，善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促

进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要按照职业

指向，创新课程体系和培养方式，满足特定社会职业对专业人

才的需求。积极拓宽研究生的就业渠道，促进毕业研究生在广

西各个单位和部门的充分就业。 

继续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开展优秀研究生和优秀毕

业论文的评选工作。把创新能力培养作为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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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标志之一，大力培养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努力营

造研究生教育的创新环境，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建立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体系,保证非全日制研究

生的培养质量。对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入学考试、培养方式、论

文要求和学位授予等方面制定相关标准。建立评估监控机制，

重点对学科专业的水平、师资队伍、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培养环

节、学位论文答辩等进行评估和监控，进一步规范非全日制研

究生教育的管理。 

深入系统地开展研究生教育研究，不断丰富研究生教育管

理理论，建设高水平的研究基地，培育高水平的研究队伍，努

力打造广西特色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使我区的研究生教育研究

和管理工作步入规范化、专业化的轨道，提升研究生教育的理

论和管理水平。 

（七）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积极调整和优化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结构，尽快改变我

区硕士研究生教育原有的以学术型人才培养为主的格局，实现

应用型与学术型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共同发展。按照“全面、协

调、可持续”的发展要求，实现研究生教育的分类培养，大力

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加强应用型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力度，

促进人才培养与广西经济社会需求的有效衔接。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划另行制订。《广西壮族自治区

2010—2015年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规划建设表》见附件 6，《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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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壮族自治区 2010—2015年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规划建设表》

见附件 7。 

（八）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 

随着研究生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将更

多地取决于社会需求，因此必须适应社会多层次、多类型的需

求，确立多样化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和多元化培养目标，满足

各行各业对人才的不同要求。要树立科学的质量观，构建学术

型、应用型、复合型、国际型人才培养的质量标准体系，建立

健全政府调控、社会评价与监督和研究生培养单位自我约束、

自我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 

（九）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全面扩大研究生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努力探索不同形

式的合作办学，学习借鉴国际上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成

功经验，加快研究生教育与国际接轨的步伐，有针对性地引进

境外优质教育资源，包括先进的管理经验、教学理念、教学方

法等，探索互聘教师、交换学生、共建实习基地等合作途径，

培养有国际交流能力的高层次专业人才，提升人才培养的国际

化水平。进一步加强我区高校与东盟国家高校的合作，增加国

际留学研究生人数，提高留学研究生的层次，搭建服务广西和

东盟各国发展的国际化人才培养平台。 

（十）加强组织领导。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是集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大职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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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涉及高校工作的方方面面，各级

政府部门和高等学校要把研究生教育发展摆在突出的位置，切

实加强领导，提高管理水平，营造研究生教育事业健康、快速

发展的良好氛围。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经费保障机制，

确保自治区专项经费的投入和各高校配套经费落实到位，实行

专款专用；要完善质量保障评价机制，实行培养方案、课程教

学、学位论文等培养环节的过程管理，定期进行学位论文随机

抽查，保障培养质量；继续推行中期检查和期末验收制度，指

导和监督各高校严格按照规划目标进行学位授权点建设和研究

生培养；建立奖励激励机制，进一步完善研究生奖助学制度，

优秀毕业生遴选制度，激发研究生学习和创新的积极性，为研

究生的学习和就业提供支持和保障。加大宣传力度，加强组织

和领导，积极营造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的

良好氛围。 

 

附件：1. 2011—2015年广西高校规划建设的学位授权点 

学科总数统计表 

      2. 2011—2015年自治区财政资助建设的博士学位 

授权点学科名单 

3. 2011—2015年自治区财政资助建设的硕士学位 

授权点学科名单 

4. 2011—2015年学校自筹经费建设的博士学位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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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点学科名单 

5. 2011—2015年学校自筹经费建设的硕士学位授 

权点学科名单 

6. 广西壮族自治区 2010—2015年博士专业学位授 

权点规划建设表 

7. 广西壮族自治区 2010—2015年硕士专业学位授 

权点规划建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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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1—2015年广西高校规划建设的 

学位授权点学科总数统计表 
 

一级学科博士点 一级学科硕士点 

学校名称 

财政资助 自筹经费 合计 财政资助 自筹经费 合计 

广西大学 13 19 32 14 22 36 

广西师范大学 9 7 16 9 7 16 

广西医科大学 9  9 4  4 

广西民族大学 7 2 9 9 13 22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7 2 9 11 4 15 

桂林理工大学 7  7 9 11 20 

广西中医学院 3  3 6  6 

广西师范学院 3 3 3 8 5 9 

广西艺术学院 2  2 5  5 

桂林医学院    6 4 10 

广西工学院    10 7 17 

右江民族医学院    4 5 9 

玉林师范学院    3 2 5 

广西财经学院    3 2 5 

河池学院    3 3 6 

合  计 60 33 90 104 85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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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1—2015年自治区财政资助建设 

的博士学位授权点学科名单 

(共 60 个) 

 

一级学科 

代 码 名   称 
学校名称 备注 

0901 作物学 广西大学  

0710 生物学 广西大学  

0814 土木工程 广西大学  

0817 化学工程与技术 广西大学  

0808 电气工程 广西大学  

0906 兽医学 广西大学  

0822 轻工技术与工程 广西大学  

0905 畜牧学 广西大学  

0904 植物保护 广西大学  

0202 应用经济学 广西大学  

0805 材料科学与工程 广西大学  

0802 机械工程 广西大学  

08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广西大学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广西师范大学  

0401 教育学 广西师范大学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广西师范大学  

0703 化学 广西师范大学  

0701 数学 广西师范大学  

08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广西师范大学  

0202 应用经济学 广西师范大学  

0830 环境科学与工程 广西师范大学  

0809 电子科学与技术 广西师范大学  

1002 临床医学 广西医科大学  

1001 基础医学 广西医科大学  

1004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广西医科大学  

1003 口腔医学 广西医科大学  

1007 药学 广西医科大学  



 

 23

0831 生物医学工程 广西医科大学  

0710 生物学 广西医科大学  

1006 中西医结合 广西医科大学  

1008 中药学 广西医科大学  

1205 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 广西民族大学  

0817 化学工程与技术 广西民族大学  

0701 数学 广西民族大学  

0502 外国语言文学 广西民族大学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广西民族大学  

0304 民族学 广西民族大学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广西民族大学  

0810 信息与通信工程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0804 仪器科学与技术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0802 机械工程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0805 材料科学与工程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0810 电子科学与技术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08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0701 数学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0818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桂林理工大学  

0805 材料科学与工程 桂林理工大学  

0830 环境科学与工程 桂林理工大学  

0817 化学工程与技术 桂林理工大学  

0811 控制科学与工程 桂林理工大学  

1202 工商管理学 桂林理工大学  

0814 土木工程 桂林理工大学  

1005 中医学 广西中医学院  

1008 中药学 广西中医学院  

1006 中西医结合医学 广西中医学院  

0705 地理学 广西师范学院  

0401 教育学 广西师范学院  

0703 化学 广西师范学院  

0504 艺术学 广西艺术学院  

0503 新闻传播学 广西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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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1—2015年自治区财政资助建设 

的硕士学位授权点学科名单 

(共 104 个) 

 
一级学科 

代 码 名   称 
学校名称 备注 

0819 矿业工程 广西大学  

0301 法学 广西大学  

0502 外国语言文学 广西大学  

0101 哲学 广西大学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广西大学  

1204 公共管理学 广西大学  

0830 环境科学与工程 广西大学  

0807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广西大学  

0815 水利工程 广西大学  

0820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广西大学  

0827 核科学与技术 广西大学  

0704 天文学 广西大学  

新兴学科 新能源 广西大学  

新兴学科 低碳经济与节能技术 广西大学  

0601 历史学 广西师范大学  

0702 物理学 广西师范大学  

0301 法学 广西师范大学  

0504 艺术学 广西师范大学  

0710 生物学 广西师范大学  

0502 外国语言文学 广西师范大学  

0403 体育学 广西师范大学  

1007 药学 广西师范大学  

1202 工商管理学 广西师范大学  

1204 公共管理学 广西医科大学  

0402 心理学 广西医科大学  

0101 哲学 广西医科大学  

0502 外国语言文学 广西医科大学  

0805 材料科学与工程 广西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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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广西民族大学  

0401 教育学 广西民族大学  

0301 法学 广西民族大学  

0202 应用经济学 广西民族大学  

0707 海洋科学 广西民族大学  

0403 体育学 广西民族大学  

0504 艺术学 广西民族大学  

0302 政治学 广西民族大学  

0504 艺术学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0831 生物医学工程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0824 船舶与海洋工程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1202 工商管理学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0803 光学工程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0830 环境科学与工程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0823 交通运输工程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0808 电气工程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0825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新兴学科 物联网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0816 测绘科学与技术 桂林理工大学  

0815 水利工程 桂林理工大学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桂林理工大学  

08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桂林理工大学  

0310 应用经济学 桂林理工大学  

0304 民族学 桂林理工大学  

0703 化学 桂林理工大学  

0813 建筑学 桂林理工大学  

0502 外国语言文学 桂林理工大学  

1002 临床医学 广西中医学院  

1007 药学 广西中医学院  

1204 公共管理学 广西中医学院  

0402 心理学 广西中医学院  

1001 基础医学 广西中医学院  

0101 哲学 广西中医学院  

0702 物理学 广西师范学院  

0502 外国语言文学 广西师范学院  

0830 环境科学与工程 广西师范学院  

0504 艺术学 广西师范学院  

0302 政治学 广西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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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 工商管理学 广西师范学院  

0706 大气科学 广西师范学院  

0403 体育学 广西师范学院  

0813 建筑学 广西艺术学院  

0304 民族学 广西艺术学院  

0601 历史学 广西艺术学院  

0101 哲学 广西艺术学院  

1204 公共管理学 广西艺术学院  

1002 临床医学 桂林医学院  

1001 基础医学 桂林医学院  

1007 药学 桂林医学院  

0831 生物医学工程 桂林医学院  

1004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桂林医学院  

1204 公共管理学 桂林医学院  

0802 机械工程 广西工学院  

0817 化学工程与技术 广西工学院  

0814 土木工程 广西工学院  

0811 控制科学与工程 广西工学院  

1202 工商管理学 广西工学院  

0701 数学 广西工学院  

0703 化学 广西工学院  

0202 应用经济学 广西工学院  

081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广西工学院  

0821 纺织科学与工程 广西工学院  

1002 临床医学 右江民族医学院  

1001 基础医学 右江民族医学院  

1007 药学 右江民族医学院  

1004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右江民族医学院  

0817 化学工程与技术 玉林师范学院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玉林师范学院  

0601 历史学 玉林师范学院  

0202 应用经济学 广西财经学院  

1202 工商管理学 广西财经学院  

1203 农林经济管理 广西财经学院  

0304 民族学 河池学院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河池学院  

0817 化学工程与技术 河池学院  



 

 27

附件 4 

2011—2015年学校自筹经费建设 

的博士学位授权点学科名单 

（共 33个） 
 

一级学科 

代 码 名   称 
学校名称 备注 

0702 物理学 广西大学  

0701 数学 广西大学  

0903 农业资源利用 广西大学  

0503 新闻传播学 广西大学  

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 广西大学  

1202 工商管理学 广西大学  

0819 矿业工程 广西大学  

0301 法学 广西大学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广西大学  

1204 公共管理学 广西大学  

0830 环境科学与工程 广西大学  

0902 园艺学 广西大学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广西大学  

0811 控制科学与工程 广西大学  

0832 食品科学与工程 广西大学  

0829 林业工程 广西大学  

0907 林学 广西大学  

0828 农业工程 广西大学  

0908 水产 广西大学  

0101 哲学 广西师范大学  

0203 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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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1 控制科学与工程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0701 数学 广西师范学院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广西师范学院  

0303 社会学 广西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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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11—2015年学校自筹经费建设 

的硕士学位授权点学科名单 

（共 85个） 
 

一级学科 

代 码 名   称 
学校名称 备注 

0902 园艺学 广西大学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广西大学  

0811 控制科学与工程 广西大学  

0832 食品科学与工程 广西大学  

0703 化学 广西大学  

0504 艺术学 广西大学  

0829 林业工程 广西大学  

0907 林学 广西大学  

0828 农业工程 广西大学  

0801 力学 广西大学  

0201 理论经济学 广西大学  

1203 农林经济管理 广西大学  

0908 水产 广西大学  

0303 社会学 广西大学  

0401 教育学 广西大学  

0810 信息与通信工程 广西大学  

0813 建筑学 广西大学  

0809 电子科学与技术 广西大学  

0402 心理学 广西大学  

0823 交通运输工程 广西大学  

0304 民族学 广西大学  

0403 体育学 广西大学  

0201 理论经济学 广西师范大学  

0402 心理学 广西师范大学  

0705 地理学 广西师范大学  

0810 信息与通信工程 广西师范大学  

0907 林学 广西师范大学  

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 广西师范大学  

0706 大气科学 广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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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3 化学 广西民族大学  

0811 控制科学与工程 广西民族大学  

070703 海洋生物学 广西民族大学  

1204 公共管理 广西民族大学  

1202 工商管理 广西民族大学  

082903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广西民族大学  

081001 通信与信息系统 广西民族大学  

0601 历史学 广西民族大学  

0101 哲学 广西民族大学  

0303 社会学 广西民族大学  

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 广西民族大学  

070204 等离子体物理 广西民族大学  

050406 电影学 广西民族大学  

0301 法学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0202 应用经济学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0502 外国语言文学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0702 物理学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0709 地质学 桂林理工大学  

0701 数学 桂林理工大学  

0806 冶金工程 桂林理工大学  

0708 地球物理学 桂林理工大学  

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 桂林理工大学  

0823 交通运输工程 桂林理工大学  

1204 公共管理 桂林理工大学  

0809 电子科学与技术 桂林理工大学  

0831 生物医学工程 桂林理工大学  

0504 艺术学 桂林理工大学  

0702 物理学 桂林理工大学  

070704 海洋地质学 广西师范学院  

0402 心理学 广西师范学院  

0817 化学工程与技术 广西师范学院  

0101 哲学 广西师范学院  

0202 应用经济学 广西师范学院  

1006 中西医结合 桂林医学院  

1008 中药学 桂林医学院  

1003 口腔医学 桂林医学院  

071007 遗传学 桂林医学院  

0832 食品科学与工程 广西工学院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广西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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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 广西工学院  

0702 物理学 广西工学院  

0801 力学 广西工学院  

0823 交通运输工程 广西工学院  

0810 信息与通讯工程 广西工学院  

100209 护理学 右江民族医学院  

100218 急诊医学 右江民族医学院  

100302 口腔临床医学 右江民族医学院  

1002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右江民族医学院  

010105 伦理学 右江民族医学院  

08060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玉林师范学院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玉林师范学院  

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 广西财经学院  

1204 公共管理 广西财经学院  

0811 控制科学与工程 河池学院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河池学院  

0401 教育学 河池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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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广西壮族自治区 2010—2015年 

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规划建设表 

 

序号 
专业学位类

别代码 
专业学位类别 

专业领域

代码 
专业领域名称 

建设学校 

（所） 
建设学校名称 

1 95200 兽医博士     1 广西大学 

2 45100 教育博士     1 广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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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广西壮族自治区 2010—2015 年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规划建设表 

 

序号 
专业学位

类别代码
专业学位类别 专业领域代码 专业领域名称 

建设学

校（所） 
建设学校名称 

1 4101 法律硕士     3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广西师范学院、广西工学院 

2 4201 教育硕士     4 广西民族大学、广西艺术学院、广西大学、广西工学院 

430102 机械工程 1 广西工学院 

430105 光学工程 2 广西师范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430105 材料工程 2 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 

430106 冶金工程 1 桂林理工大学 

430108 电气工程 3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广西师范学院、广西工学院 

430109 电子与通信工程 3 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学院 

430110 集成电路工程 1 广西师范大学 

430111 控制工程 4 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桂林理工大学、广西工学院 

430112 计算机技术 5 
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桂林理工大学、广西师范学院、

广西工学院 

430113 软件工程 3 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桂林理工大学 

430114 建筑与土木工程 1 广西工学院 

3 4301 工程硕士 

430115 水利工程 1 桂林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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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学位

类别代码
专业学位类别 专业领域代码 专业领域名称 

建设学

校（所） 
建设学校名称 

430117 化学工程 3 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工学院 

430121 纺织工程 1 广西工学院 

430122 轻工技术与工程 1 广西工学院 

430123 交通运输工程 2 广西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430124 船舶与海洋工程 1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430125 安全工程 1 广西大学 

430129 林业工程 1 广西民族大学 

430130 环境工程 3 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430131 生物医学工程 3 广西医科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桂林医学院 

430132 食品工程 2 广西大学、广西工学院 

430135 车辆工程 2 广西大学、桂林理工大学 

430136 制药工程 3 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 

430137 工业工程 3 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桂林理工大学 

430138 工业设计工程 3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桂林理工大学 

430139 生物工程 4 
广西师范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桂林理工

大学 

430140 项目管理 2 广西师范大学、桂林理工大学 

3 4301 工程硕士 

430141 物流工程 4 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桂林理工大学 

4 4401 建筑学硕士     3 广西大学、广西工学院、桂林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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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学位

类别代码
专业学位类别 专业领域代码 专业领域名称 

建设学

校（所） 
建设学校名称 

5 4501 临床医学硕士     2 桂林医学院、右江民族医学院 

6 4601 工商管理硕士     4 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师范学院、广西工学院 

470104 植物保护 1 广西师范大学 

470107 林业 1 广西师范大学 

470111 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 1 广西师范大学 
7 4701 农业推广硕士 

470112 农业信息化 2 广西师范大学、桂林理工大学 

8 4901 公共管理硕士     8 

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医科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桂林电子科技

大学、广西师范学院、广西中医学院、桂林理工大学、广西工

学院 

9 5001 口腔医学硕士     2 桂林医学院、右江民族医学院 

10 5101 公共卫生硕士     1 桂林医学院 

11 5301 会计专业硕士     4 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12 5401 体育硕士     4 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师范学院、广西工学院 

13 5501 艺术硕士     6 
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广西师范学院、广西工学院 

14 5601 风景园林硕士     2 广西大学、广西艺术学院 

15 5701 
国际汉语教育硕

士 
    3 广西师范学院、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广西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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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学位

类别代码
专业学位类别 专业领域代码 专业领域名称 

建设学

校（所） 
建设学校名称 

16 5801 翻译硕士     7 
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学院、桂

林电子科技大学、桂林理工大学、广西工学院 

17 5901 社会工作硕士     4 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师范学院、广西工学院 

18 025100 金融硕士     5 
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广西大学、

广西工学院 

19 25200 应用统计硕士     7 
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师范学院、桂

林电子科技大学、桂林理工大学、广西工学院 

20 25300 税务硕士     4 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21 25400 国际商务硕士     5 
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广西师范学院 

22 25500 保险硕士     2 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 

23 25600 资产评估硕士     6 
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师范学院、桂

林电子科技大学、广西工学院 

24 035300 警务硕士   1 广西大学 

25 45400 应用心理硕士     7 
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师范学院、桂

林电子科技大学、广西医科大学、广西中医学院、广西工学院 

26 55300 新闻与传播硕士     5 
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师范学院、广

西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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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学位

类别代码
专业学位类别 专业领域代码 专业领域名称 

建设学

校（所） 
建设学校名称 

27 55400 出版硕士     3 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 

28 65100 
文物与博物馆硕

士 
    4 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广西艺术学院 

29 85300 城市规划硕士     2 广西大学、桂林理工大学 

30 95400 林业硕士     2 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 

31 105400 护理硕士     4 广西医科大学、广西中医学院、桂林医学院、右江民族医学院 

32 105500 药学硕士     3 广西医科大学、桂林医学院、广西中医学院 

33 105600 中药学硕士     2 广西医科大学、广西中医学院 

34 125400 旅游管理硕士     6 
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师范学院、桂

林电子科技大学、桂林理工大学 

35 125500 图书情报硕士     2 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大学 

36 125600 工程管理硕士     2 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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