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学术学位研究生指导教

师任职资格确认工作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学院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建设，进一步

完善研究生指导教师任职资格确认和认定制度，按照学校有

关规定要求，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研究生指导教师任职资格确认与认定原则。 

（一） 按需确认，宁缺毋滥。 

应综合考虑学科发展规划、研究生招生规模、师资规模

与结构、研究生培养条件、研究生培养能力和培养质量等因

素，合理确定研究生指导教师的规模与结构，坚持标准，保

证质量。 

（二） 自愿、分类申请。 

应由个人自愿、分类申请。申请人可按条件同时申请担

任学术学位、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申请人原则上分别

只能在一个一级学科或一种专业学位类别申请相应层次研

究生的指导教师。申请不同类别（指学术学位或专业学位）、

层次（指硕士或博士）的研究生指导教师，需填报相应的申

请材料。 

（三） 分类审议、分类确认和认定。 

申请不同类别的研究生指导教师，由相应的学术组织进



行审议、确认和认定。各学术组织应充分发挥集体作用，做

到公平、公正、公开。 

第三条 导师任职资格申请人（以下简称“申请人”）原则

上分别只能在一个一级学科或一种专业学位类别申请相应

层次研究生导师，并根据不同申请类型（学术学位或专业学

位）及申请层次（博士生或硕士生）研究生导师的要求，填

报不同的申请材料；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交叉学科的

学位点可不受前述条件限制，申请人可在本学科及交叉学科

双聘。 

第二章 导师任职资格确认条件 

第四条 导师任职资格常规确认工作每年开展 1 次，由研

究生院于当年上半年组织完成。认定流程申请者的任职资格

确认工作根据需要不定期开展。 

第五条 至申请年度 6 月 30 日前，申请博士生导师任职

资格年龄原则上不得超过 57 周岁，申请硕士生导师任职资

格年龄原则上不得超过 55 周岁。对于学校新引进的杰出人

才，经学校批准，年龄要求可适当放宽。 

第六条 校内人员的导师任职资格面向本校全职在岗在

编的教学科研人员（不含博士后）进行，校外人员（兼职导

师和行业导师）的导师任职资格面向学校已聘的兼职教授、

与学校签订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协议或合作办学协议的外

单位人员进行。 



第七条 科研项目在研时间截点以获批立项的《申请书》

计划完成时间为限。 

第八条 申请校外导师任职资格，其科研成果、项目等，

需要经学校科学技术研究处/社会科学研究处认定，英文论

文需要出具图书馆检索证明。 

第九条 博士生导师任职资格常规确认条件： 

（一） 专业技术职务与学位 

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和博士学位。 

（二） 科研项目与科研成果 

申报当年主持在研的国家级科研项目，本人可支配的纵

向项目经费不低于 20 万元，或可支配的到账横向项目经费

不低于 50 万元。 

并符合以下科研成果条件之一: 

近 3 年（含申报年度）发表 3 篇 A 类论文（含认定为 A

类应用成果），其中至少 1 篇 A2 类及以上论文；或 2 篇 A2 类

及以上论文（含认定为 A2 类及以上的应用类成果）；或获教

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前四名、或二等奖前三

名、或三等奖前两名；或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前两名、或二等奖第一名；或获以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为核心

内容的教学成果奖，国家级特等奖前三名、或一等奖前两名、

或二等奖第一名；或获省级特等奖前两名、或省级一等奖第

一名，且发表 1 篇本学科领域 A 类论文（含认定为 A 类的应



用类成果）。 

（三） 培养经历 

独立培养过一届在相应学科专业获得学位的硕士研究

生，所指导的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合格、无学术不端等造成

恶劣影响的违法违纪行为，无教学、培养等方面的责任事故，

能胜任博士研究生的教学和培养任务。 

第十条 硕士生导师任职资格常规确认条件： 

(一) 专业技术职务与学位 

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和博士学位。 

(二) 科研项目与科研成果 

申报当年主持在研的 1项国家级科研项目或 2项省部级

项目。申报当年本人可支配的纵向经费不低于 5 万或申报当

年个人账上可支配横向项目经费不低于 20 万元。 

并符合以下科研成果条件之一： 

近 3 年（含申报年度）发表 3 篇 B 类及以上论文（含认

定为 B 类应用成果），其中至少有 1 篇 A 类论文；或 2 篇 A 类

论文（含认定为 A 类的应用类成果）；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前五名、或二等奖前四名、或三等奖前三

名；或获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前三名、或二等

奖前两名；或获以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为核心内容的教学成果

奖，国家级特等奖前四名、或一等奖前三名、或二等奖前两

名；或获省级特等奖前三名、或省级一等奖前两名，且发表



1 篇本学科领域 B 类及以上论文（含认定 B 类及以上的应用

类成果）。 

(三) 培养经历 

主讲或参与讲授一门及以上研究生课程。具有 2 年以上

高校或科研机构的教学、科研或管理经验。 

第十一条 兼职导师任职资格按校内导师的基本条件和

程序进行。 

第十二条 直接认定 

（一） 博士生导师直接认定基本条件 

1.学校新引进（完成入职程序之日起 2 年内）认定为第

四层次及以上，且专业技术职务为副高及以上人才可直接认

定为博士生导师。 

2.导师任职资格申请年度新获评暨南大学正高级专业

技术职务者，有博士学位，且获评当年满足本办法“第九条 

第（二）款”关于科研项目之条件，可直接认定为博士生导

师。 

（二） 硕士生导师直接认定基本条件 

1.学校新引进（完成入职程序之日起 2 年内）认定为第

五层次及以上可直接认定为硕士生导师。 

2.导师任职资格申请年度新获评暨南大学副高级专业

技术职务者，有博士学位，可直接认定为硕士生导师。 



第三章 导师任职资格确认程序 

第十三条 导师任职资格确认工作应按照以下程序开展： 

（一） 本人申请 

以一级学科为单位，本人申请并填写相应类别的申请表

及提供所需材料。申请人所在单位党委（党总支）对申请人

进行政治和师德师风把关。 

（二） 核查与初审 

培养单位进行申请核查，审核申请人材料的真实性和准

确性。各学位评定委员会学科组进行初审及投票表决。 

（三） 分委会审议 

管理学分委会根据学科建设需要，结合学校、学院研究

生教育科研和人事管理的相关规定，对相关申请进行条件审

核，并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获得超过全体成员二分之一

同意者为通过。 

（四） 公示与备案 

管理学院公示管理学分委会审议通过的导师名单，公示

期 7 天。公示结束后，将无异议的导师名单报送研究生院，

其中硕士生导师名单由研究生院直接备案，并在校内公布，

博士生导师名单通过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备案，经学校公示

7 天后，在校内公布。 

（五） 各级审议表决原则按《暨南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

章程》执行。 



第十四条 符合本办法“第十二条”的申请人，其导师任

职资格确认材料经学校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处确认人才层

次，学院初审，学科组复核，分委会主席批准后，由学校发

文公布。 

第四章 异议与复核 

第十五条 对学术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任职资格有异议

的，应在公示期内，以实名、书面形式相应向学院学科发展

与研究生培养办公室提出。对于异议，根据实际情况由学院

学科发展与研究生培养办公室组织调查，提交管理学分委会

裁决。对分委会处理意见仍有异议的，向研究生院实名提出

异议申请，研究生院受理后视情况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复

议。研究生指导教师申请者本人对自己申请结果提出异议的，

只受理关于审议程序上有错漏的复议申请。 

第十六条 研究生院每年从备案名单中抽取部分导师进

行资格复核，若发现申请者本人存在申请材料弄虚作假、违

反学术规范或以不正当手段获取资格等违规行为，一经查实，

学校将终止其研究生导师任职资格和招生资格，3 年内不再

接受其申请。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适用于管理学院所属一级学科（管

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学、心理学）研究生指导教师任职



资格确认基本条件及工作办法。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学科发展与研究生培养办公室负责

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试行 1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