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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医药大学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建设方案 
 

 

学校办学定位

办学目标定位：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国际知名的研究型大学。

学科发展定位：构建以中医药学为主干，多学科交叉融合、协调发展、特色鲜明的学科体系。中医学、

中西医结合、中药学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

学校发展目标

学科建设总体规划

到 2020 年，中医学、中西医结合、中药学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行列；培育和推进药学、管理学、

护理学及生命科学、人文社科类等建设，力争建成一批独具特色、行业一流的学科方向。

口径范围

一级学科：中药学。

一、建设目标 

二、学科建设（中药学学科）

2050年 2030年 2020 年 

保持在行业院校中的领先地

位，强化中医药主干学科的

核心优势，拓展中医药相关

学科的建设发展，进一步提

升国际影响。 

稳居高等中医药教育前列，中

医药主干学科稳居世界一流

前列，具有中医特色的生命科

学等相关学科进入世界一流

行列，具有重要国际影响。 

全面建成有特色、高水平、国

际知名的研究型大学，形成引

领国际中医药高等教育、科

研、医疗服务和文化传播的世

界一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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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目标 

 

 

建设内容 

 

 

 

 

 

 

 

 

 

 

 

 

 

 

 

 

 

 

 

 

 

 

 

 

 

 

 

 

 

 

 

 

人 

才 

培 

养 

提升承担重大项目的能力 明确学科科研主攻方向 

加强科研基地建设 提高科研质量促进高水平科技成果产出 

科 

学 

研 

究 

文
化
传
承
创
新 

社 

会 

服 

务 

近期目标（2020年） 中期目标（2030年） 远期目标（2050年） 

构建“精英型、复合型、应用型”分类培养体系 

突出高层次人才的培养 深化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保证中医药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中起到

融合育人作用 

将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行德行风培养、科研和临床能力提升与 

社会实践有机融合 

建立以中医药文化教育为核心的高层次人才实践教育长效机制 

为社会提供继续教育服务及各种形式的科技服务 

加强与社会、企业的对接，促进科技成果有效转化 

建立产、学、研、用合作示范基地 

推进与企业合作进行技术研发、产品开发 

中药学学科整体水平位居

国内领先 

中药学学科进入世界一流

学科建设行列 

跻身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学

科整体水平、国际影响力和

国际竞争力跨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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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整体建设 

 

通过开展中医学、中西医结合和中药学“一流学科”的专项建设，对提升学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和师资队伍建设等能力有重要的带动作用，是彰显学校鲜明

办学特色的重要载体，可为全面提升学校综合办学实力做出重要贡献。 

 

学科发展的具体举措 

 

 

 

 

 

 

 

 

 

 

 

 

  

三、整体建设 

师
资
队
伍
建
设 

国
际
交
流
与
合
作 

推进人才项目实施 

组织相应的培训，促进非中医药背景教师的融入 

设立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和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专项基金 

提高教师的专业技术应用能力、教育教学能力、课程开发与教学改革能力 

选派优秀中药学研究生出国留学，稳步提高中药学留学生的规模和层次 

推进与境外知名学校、科研机构以及企业等的合作，开展多层次、宽领域

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提高中青年教师的国际视野 

学科创新团队支持计划：高峰学科创新团队计划、高原学科创新团队计划、培育学

科创新团队计划 

领军人才推进计划 “岐黄英才”培育计划 协同攻关计划 

国家级科研平台建设计划：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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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根据教育部官网公布的《北京中医药大学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建设方案》精编版整理）



 

 

 

天津中医药大学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建设方案 
 

 

 

 

学校办学定位 

 

发展理念：传承与创新协同，科研与服务并举，以质量求内涵，全面协调发展。 

发展战略：做强中药，做精医学，做实健康相关专业，做大社会经济服务。 

以教育教学建设为重点，以科学研究为优势，以中医药国际教育为特色，以一流学科建设为引领，带

动学校整体进步和品质提升，建设成为医学、理学、文学、管理学、工学、教育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

特色鲜明、学科一流、国际知名的教学研究型中医药大学。 

 

学校发展目标 

 

 

 

 

 

 

 

 

 

学科建设总体规划 

 

以中药学一流学科建设为引领，保持和发展方剂学、针灸推拿学、中医内科学等重点学科优势；积极

培育药学、中医基础理论和中西医结合基础等学科；带动发展护理、健康服务、中医药工程等学科；

稳步提升管理、语言文学与传播、食品卫生与营养学等非医药学科；全面加强大学附属医院一体化建

设，整体提升学科发展水平。 

 

一、建设目标 

2050年 2030年 2020 年 

建成高水平的教学研究

型中医药大学，中药学

科成为一流。 

建设国内一流的研究教

学型中医药大学，中药

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

行列。 

建成特色鲜明、国际知

名的研究教学型中医

药大学，相关学科达到

国际一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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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径范围 

 

 

 

 

 

 

 

 

 

 

建设目标 

 

 

建设内容 

 

 

 

 

 

 

 

 

 

 

 

 

 

 

 

 

 

二、学科建设 

人 
才 

培 

养 

科 

学 

研 

究 

近期目标（2020年） 中期目标（2030年） 远期目标（2050年） 

全面建成国内一流学科，

进入世界一流学科行列 

建成高水平学科，进入国

内一流学科行列 

成为国内一流学科中坚，

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学科 

专：建立“2+X”本科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应用型人才 

精：创建“4+2”中药学类本硕连读模式，培养技术骨干人才 

尖：博士生教育，培养学术创新人才 

建立“双创”实验室，构建“双创”课程体系 

(1)组分配伍基础理论丰富与完善 

强化原创性基础研究 (2)中药先进制药技术研究 

(3)基于经典方剂和临床经验的创

新中药基础和应用研究 

加强重大设施共享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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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整体建设 

 

通过搭建中药学科高水平的教学科研平台，带动中医学、药学、中西医结合、健康服务、文化、护理

等健康相关学科的协同发展，推动学校深化机制体制的综合改革，提升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以一流的学科为基础，培育一流的人才，带动一流的学校建设。 

 

学校推动中药学学科发展的具体举措 

 

 

 

 

 

 

三、整体建设 

文
化
传
承
创
新 

社 

会 

服 

务 

师
资
队
伍
建
设 

国
际
交
流
与
合
作 

加强大学文化建设 校风、教风和学风建设 

多种方式推动文化传承创新 

服务中药健康产业发展 中药先进制药与信息化技术融合平台 

服务政府与行业决策 服务“一带一路”战略 

实施高层次人才引进与培养计划 

青年英才引进和培养计划 创新团队引进与培养计划 

实施“一带一路”中医药师资培训中心建设项目 

强化与诺丁汉大学等合作办学项目 

建设海外中医药中心 

经费投入使用向一流学科建设倾斜 

学校推动建设学科发展的进度安排 针对一流学科建立专门组织运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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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根据教育部官网公布的《天津中医药大学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建设方案》精编版整理）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建设方案 
 

 

 

学校办学定位 

 

以建设世界一流中医药大学为目标。坚持创特色和争一流同步推进，继承和发扬中医药特色优势，努

力为增进人类福祉与健康、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知识贡献。 

 

学校发展目标 

 

       近期目标（2020 年）       中期目标（2030 年）        远期目标（2050 年） 

 

学科建设总体规划 

 

面向国家需求和中医药事业发展，重点建设中医学、中药学、中西医结合三大主干学科；面向区域经

济发展和市民健康，带动康复医学、护理学学科水平整体提升。 

 

 

 

口径范围 

 

一级学科：中药学。

围绕科学前沿问题探索、重大科研任务实施，通过学科交叉，实现理论创新、技术集成创新。 

 

初步形成世界一流中

医药大学核心要素 

基本实现建设世界一流

中医药大学的目标 

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世界一流中医药大学 

一、建设目标 

二、学科建设（中药学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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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目标 

 

 

 

 

 

 

 

 

 

 

 

 

 

 

 

 

建设内容 

 

 

 

 

 

 

 

 

 

 

 

 

 

 

 

 

 

 

 

 

 

 

 

 

人 

才 

培 

养 

 

科 
学 
研 

究 

文 

化 

传 

承 

社 

会 

服 

务 

本草文化体验工程 

中药科普工程 

中药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中药学创新创业体系 

研究生、博士后培养方案改革 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 

源于中药的创新药物研究 

基于生物技术的珍稀濒危药用资源可持续发展研究 

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中药品质与功能评价研究 

中药（复方）生物效应物质基础与作用机理研究 

产学研结合 服务中药产业化 

中药发展高端智库 

2020 年 

整合现有实验室优势资源，申报国家重点实验室，提升学科 ESI 排名至前 400 位。

初步建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中药学前沿科学技术平台，取得一批创新性成果。 

 

2030年 

建成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中药学前沿科学技术平台和创新团队，在复方研究、新型给

药系统、创新药物研发等领域形成新优势，产生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成果。 

 

2050年 

中药学学科整体实力进入世界一流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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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五大建设任务和五大改革任务的具体政策举措 

 

 

 

 

 

 

 

 

 

 

 

 

 

 

 

 

学科发展举措 

 

 

 

 

 

 

  

三、整体建设 

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 汇聚中青年教师队伍 

师
资
队
伍
建
设 

国
际
交
流
与
合
作 

中药国际标准化战略 国际合作科技提升战略

教育国际化推进战略 

协同创新，突破学术研究“孤岛化”困局 

 

引培并举，打破人才培养“碎片化”现状 

重点支持和孵育中药学国家级教学团

队和创新团队 

 

分类考核，绩效激励，激发学科发展潜在增量 

重点支持和孵育中药学国家级教学团队

和创新团队 

 

加强监督，动态调整，完善资源配置机制 

重点支持和孵育中药学国家级教学团

队和创新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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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根据教育部官网公布的《上海中医药大学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建设方案》精编版整理）



 

 

 

 

中国药科大学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建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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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2018年1月26日“中国药科大学”微信公众号，原标题“一图读懂中国药科大学

‘双一流’建设方案”）



 

 

 

成都中医药大学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建设方案 
 

 

 

学校办学定位 

 

学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传承与发展

中医药、服务人类健康为重点，是一所以中医药学科为主体、 医药健康相关学科相互支撑协调发展，

办学特色鲜明，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中医药大学。 

 

学校发展目标 

 

       近期目标（2020 年）       中期目标（2030 年）        远期目标（2050 年） 

 

学科建设总体规划 

 

以推进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支撑，以一流中医药学科建设为核心，加强相关学科和交叉

学科建设，以点带面，建成一批中医药优势学科群，以一流中医药学科建设推动世界一流中医药行业

特色大学建设。、 

 

 

口径范围 

 

一级学科：中药学。 

以中药学学科建设为重点，以中医学学科为支撑，坚持医药结合、系统中药，推动中医药优势学科群

建设。 

中药学学科进入世界

一流中药学学科行列 

中医药类学科进入世界

一流中医药学科前列 

学校进入世界一流中医

药大学行列 

一、建设目标 

二、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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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目标 

 

 

 

 

 

 

 

 

 

 

 

 

 

 

 

 

 

 

 

 

 

 

 

建设内容 

 

 

 

 

 

 

 

 

 

 

 

 

 

 

 

 

 

 

 

2020 年 

以中药学一流学科建设为重点，发扬优势，凝练方向，以中药资源系统研究与开发利用省部

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和西南道地药材协同创新中心为平台，加强国际国内协作；以

重大项目为纽带，突破机制体制壁垒，创新科研组织和人才培养模式；完善国家中药种质资

源库，建设创新药物发现平台，构建临床前及临床安全性及不良反应监测系统，推进成果转

化，助力精准扶贫，传承大师学术思想，保持本学科国内一流地位，增强国际影响力。 

2030年 

凸显中药学学科的特色，建立更加协同、高效、开放、具有国际视野的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

体系，建成中药资源系统研究与开发利用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养院士级领军人才，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团队；加强全产业链创新，形成以中药资源为核心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产出国际性成果，提升国际地位。 

2050年 

建成世界顶尖中药学学科，带动学科群迈入世界一流行列，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团队，

成为国际顶尖的系统中医药研究中心、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心和中医药特色文化传播中心。 

建立“复合-创新-应用”三类型本科生人才培养模式 

以“国家级特色专业中药学”为核心的复合型人才培养 

以“凌一揆中药学基地班”为抓手的创新型人才培养 

以“中药学太极班”为重点的应用型人才培养 

人 

才 

培 

养 建立“寓教于研-寓教于用”研究生培养模式 

以延续性为抓手的“寓教于研”人才培养模式 

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寓教于用”高水平应用型研究生培养 

学科方向一：中药种质资源库建设与可持续发展 

学科方向二：中药创新药物发现 

学科方向三：中药毒-效多维评价体系构建 

学科方向四：中药制药与产品开发 

学科方向五：中药临床合理用药评价 

科 

研 

方 

向 

2020



 

 

 

 

 

 

 

 

 

 

 

 

 

 

 

 

 

 

 

 

 

 

 

 

 

 

 

学校整体建设 

 

 

 

 

 

实施“特区”政策，予以重点扶持 

 

 

 

 

 

 

 

 

 

 

 

 

-END- 

三、整体建设 

     方药结合，以开发为突破，促进中医基础学科大发展 

 
     医药结合，以应用为导向，促进中医临床学科大发展 

对中药学学科亟需高层次人才优先予以引进和培育 

 

重点支持和孵育中药学国家级教学团队和创新团队 

重点支持中药学“人才特区”建设 

集中优势资源打造一流中药学特色技术平台 重点支持中药学学科深化研究生改革试点 

加大经费投入，统筹分布实施 

完善师资结构 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 

学科文化辐射 

 

非物质文化传承 

中外合作办学 科普文化传播 

国家战略服务 教育拓展服务 

脱贫攻坚服务 

高校资源服务 

产学研深度融合 

人才国际化培养 

 

组建国际化师资队伍 

组建国际化师资队

伍 

 

打造国际创新课程体系 

 

加强国际科研项目合作 

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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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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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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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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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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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根据教育部官网公布的《成都中医药大学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建设方案》精编版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