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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交医〔2017〕17 号 

各院（系）、附属医院，各部（处）： 

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医学院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各

方共同努力，形成校部、医学院、附属医院和各二级学院合

力的格局。长期以来，尤其是与上海交通大学强强合并以来，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通过先后实施“211 工程”、“985 工程”、

“085 工程”以及“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等，学科建设

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带动了师资、科技、医疗和卓越医学

创新人才培养水平的整体跃升，为建设一流医学院奠定了十

分重要的基础。同时，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面对新的形势

和发展机遇，医学院的学科建设依然面临许多问题，迫切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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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强资源整合，创新实施方式。 

为聚集大家的智慧，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力量，勠力

同心，认真总结经验，加强系统谋划，加大改革力度，完善

医、教、研、管协同和包容式科学发展推进机制，统筹推进

“世界一流、中国特色、上海风格、交医特质”的一流医学

院建设，实现新的跨越，医学院决定在全院各部处、二级学

院和附属医院开展学科建设大讨论。在大讨论的基础上，结

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育综合改革方案》和《上海交大

医学院“十三五”规划》，形成新时期的学科发展目标和建

设路径。 

一、目标和任务 

本次讨论主要通过组织和发动医学院各部处、二级学院

和附属医院及其各学科负责人和成员，重点围绕师资队伍建

设、卓越医学创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水平、学科方向与定

位、科研基地建设、优秀文化传承、内部治理结构、体制机

制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举措，坚持以问题、需求和目标

为导向，既全面准确检视各单位、各学科的学科发展在医、

教、研等方面中所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更着眼当前、谋划长

远，面向国际医学生命科学前沿，面向健康中国和有全球影

响力的卓越创新城市的战略需求，准确把握学科发展的定位

与目标，创新学科发展举措，逐步凝聚改革共识，强化责任

体系，优化资源配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形成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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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相适应、符合中国国情，并富有医学院特点的学科发展

模式和体系。 

二、拟重点讨论的问题 

（一）师资队伍建设 

1．如何实现“引才、聚才、容才、爱才”的体制机制，

强化高层次人才的支撑引领作用，强化学科带头人的引领和

示范作用和责任意识？学科带头人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2．如何优化中青年教师（医师）成长发展、脱颖而出的

制度环境，加快培养和引进一批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满足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名师名医、一流科学家、学科领军人物

和跨学科、跨领域的创新团队？ 

3．如何造就一支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

有仁爱之心的优秀教师队伍，增强人才队伍可持续发展能力? 

4．各附属医院和二级学院如何在未来十年内，按照“扶

优、扶需、扶特、扶新”的原则，制定明确的人才引进和培

养目标，“靶向引才，靶向育才”，采取强有力的举措，保

质保量实施高水平人才引进工作？ 

5．如何科学设计考核评价体系，实行分层次、分类别的

人才考核、培养、评聘政策，充分保障其工作热情、投入与

荣誉感？ 

6．如何鼓励医学院及各附属医院范围内部的人才流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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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二）学科方向与定位 

7．各附属医院和二级学院如何全面准确分析学科现状，

把握学科的优势与发展中遇到的瓶颈，做好学科总体规划布

局，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强化学科内涵建设，使目前发展态

势良好的传统优势学科、重点学科水平能够进一步提升，真

正实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使属于领域内热点发展方向或新

兴前沿、对医学院整体学科水平提升有重要意义、或符合国

家民生之急需、但目前相对薄弱的学科水平能够快速提升；

使曾经处于全国领先水平、目前仍具有良好口碑、但近年来

发展相对缓慢的传统特色学科再现辉煌，从而实现学科整体

水平的提高？ 

8．在未来五年内，哪些学科属于重点扶植的“优、需、

特、新”学科？这些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什么？如何建设

并取得突破？ 

9．在“优、需、特、新”学科领域和方向，如何集中医

学院和各附属医院资源，统筹布局，遴选重点支持学科团队，

以学科带头人与人才梯队建设为核心，通过医教研管全方位

整合式建设，提升医院专科水平与整体综合水平？  

（三）科学研究水平 

10．如何把握学科现有优势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瓶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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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立足当前，瞄准长远，面向国际医学与生命科学前沿，

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重点凝练

并推动若干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问题研究，着力提升解

决重大问题能力、原始创新能力和成果转移转化能力，提升

高水平科学研究能力？ 

11．如何打破单位壁垒，创新科研组织模式，健全科研

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科学合理设计考核评价体系，实行分

层次、分类别考核，以鼓励团队间、学科间、医院间、学校

间的学术合作，培育重大科研项目，开展协同创新，提高科

技创新能力？ 

12．如何完善“双百人”计划，更加有效组织推动前瞻

性多中心临床研究，提升临床研究能力，打造一批具有引领

性的临床诊断和治疗成果？ 

13．如何促进学科、人才、科研、医疗与产业互动，建

立健全多要素深度融合的成果转移转化机制，实现转化医学

成果落地，为健康中国服务？ 

14．如何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和宽松的创新环境，保护

创新、宽容失败，大力激发创新活力？ 

（四）科研基地建设 

15．如何进一步做大做强现有各级各类重点实验室与工

程中心，发挥其引领、示范和辐射作用？ 

16．在未来五年内，各附属医院有何举措，举全院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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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领域内国际前沿，问题导向，需求牵引，通过打造高效

集约、具有国际一流水平公共科研平台，形成一套高效运转

机制，建设创新能力支撑体系，共享资源，共享数据，进而

积极推动不同团队、不同学科领域、不同医院及二级学院、

不同学校之间协同攻关，切实推进医学院及各附属医院临床

医学研究体系建设？ 

17．各单位拟就哪些领域或方向建设上海市、教育部、

国家卫计委及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其培养和建设举措

如何？  

（五）卓越医学创新人才培养  

18．如何坚持立德树人，突出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完

善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全面提升学生的思想品德、人文

情怀、综合素质、国际视野、科学精神、创新意识和科技能

力，着力培养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富有创新创造

精神的卓越医学人才？ 

19．如何深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促进基础教学、科学

研究、临床医疗之间的相互融合与贯通，不断完善卓越医学

教育体系？ 

20．如何完善院本部教学激励计划和“整合式教学改革”，

推动激励计划和整合教学在临床学科中开展？ 

21．如何推动医教协同，完善住院医生和专科医生规范

化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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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如何建立“医学大教育思政体系”，实现本科教育

与研究生教育、专业学位教育与学术学位教育、学校教育与

毕业后教育的融合与互动？ 

（六）优秀文化传承 

23．如何开展国情市情和校情院情教育，增强文化自觉

和制度自信，坚持用价值观引领知识教育，把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引导教师静心治学、潜心育人，

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勤学、修德、明辨、笃实，形成优良的校

风、教风、学风？ 

24．如何汲取老一辈名师名医和科学家的医学人文情怀、

科学创新精神和思想精华，传承医学院优秀传统文化，推动

医学院文化建设？ 

（七）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25．如何实质性推进国际交流合作，营造良好的国际化

教学科研环境，增强对外籍优秀教师和高水平留学生的吸引

力？ 

（八）完善内部治理结构 

26．如何坚持和完善医学院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和

党委在附属医院的政治核心作用，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

党政分工合作、协调运行的工作机制，有效发挥高校基层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牢牢把握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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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导权，不断坚定广大师生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 

27．如何加强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管理体系与组

织架构，充分发挥其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和学

风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工作要求和时间安排 

从 2017 年 5 月启动，历时 3 个月： 

1.2017 年 5 月 9 日，召开“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学科建

设大讨论”动员大会，正式拉开医学院学科建设大讨论的序

幕。 

2. 2017 年 5 月 12 日前，医学院各部（处）、二级学院

和附属医院形成学科建设大讨论的实施方案，报学科规划处

备案。 

3. 5 月-7 月，医学院和附属医院、二级学院成立学科建

设大讨论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以真抓实干的精神，组织各

级各类，院内院外专家进行分析、讨论；各单位领导小组和

工作小组负责和组织各单位、各条线讨论活动，及时跟踪大

讨论进展动态，汇总讨论成果，形成总结报告，向医学院领

导汇报。 

期间，医学院领导分别在各单位，选择部分群体、学科

进行调研，并带队在国内兄弟院校进行交流学习。 

4.2017 年 8 月，医学院组织校（院）长、书记联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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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专题务虚，形成学科建设共识。 

5.2017 年 9 月，医学院完成各项制度和计划，高质量编

制学科建设规划。 

四、预期成果 

1．凝心聚力，促使全医学院上下针对学科发展的目标及

模式集思广益，通过研讨，达成共识，形成学科建设“众人

拾柴火焰高”的良好氛围。 

2．通过此次大讨论，对医学院及各附属医院学科发展中

遇到的各方面瓶颈与难点问题提出解决思路，制订系统改进

方案。 

3．推动改革深化，完善医学院及各附属医院管理协调机

制，制定一系列关于人才队伍建设、科研管理、教学改革的

行动计划，逐步完善现有师资队伍、科学研究、教育教学体

系，建成层次清晰、布局合理、特色鲜明的学科发展规划。 

4．撰写各类专题调研报告及大讨论总结报告。在医院层

面和医学院层面出台一系列具有指导性和操作性的学科建设

举措，如《医学院学科竞争力提升计划》《医学院人才发展

和师资建设纲要》《医学院职称改革计划》《医学院科技发

展行动计划》《医学院科研管理制度改革方案》《医学院创

新团队培育支持计划》《医学院重大科学问题培育支持计划》

《医学院重点平台基地培育支持计划》《医学院教育教学改

革计划》《医学院思政教育建设计划》《医院/二级学院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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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目录》《医院学科建设规划》《医院人才队伍发展规划》

《医院一流科研平台建设规划》《医学院教师行为规范》等。 

5．最终建立与国际接轨、适应中国国情，并富有医学院

自身特色的学科建设发展模式，使科技创新能力、师资队伍

水平、卓越医学创新人才培养等若干关键指标达到世界一流

医学院水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2017 年 5 月 8日 

 

 

 

 

 

 

 

 

 

 

抄送：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7年 5月 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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