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合培养

2005年底，我校启动联合培养研究生工作，并在
科研处设置了重点学科与研究生培养科。2005年11
月，我校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联合培养的2名环境工
程专业硕士研究生来校报到，为我校首批联合培养全
日制研究生。同月，我校19名教师获聘太原理工大学
硕士研究生兼职指导教师，涉及化学工艺、工业催
化、生物化工、化工过程机械、控制理论与控制工
程、计算机应用技术等6个专业，太原理工大学的首
批14名学生于2006年3月来校报到。

学校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的规模逐步扩大。学校
先后与清华大学、英国林肯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太
原理工大学和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等高校开展联合培养
博士、硕士研究生362名，其中联合培养博士生27
名。导师队伍不断扩大，受聘合作学校的博士生副导
师或硕士生导师95人。学生在校期间除了完成相关的
实验和论文工作外，还参加导师的科研工作，在导师
承担的高级别纵向课题研究工作中成为了主力军，是
这些课题圆满完成的重要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逐年
提高，学生在校期间共发表学术论文500多篇。历届
联合培养博士生、硕士研究生均圆满通过答辩。与清
华大学联合培养的司小胜博士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优秀青年基金项目资助和全军优秀博士论文奖；
与湖南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生、硕士生在国际知名期
刊发表学术论文4篇。学校实行了从学位论文开题、
中期检查到论文答辩等各环节的全过程管理，建立了
以导师制为主体、主管职能部门监督相结合的质量保
证体制，逐步形成了一套涵盖了研究生导师遴选、研
究生管理、课程管理与考核、学位授予与管理和奖助
贷体系等各环节、全过程的管理规章制度，确保了研
究生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联合培养研究生工作，为
我校申硕乃至独立培养硕士研究生起到重要的推动作
用，为学校探索以提升职业能力为导向的专业学位研
究生培养模式积累了经验。

2009年1月16日，学校第二轮重点建设学科检查
评审会正式提出“吹响学科建设、科研工作和硕士点
建设的冲锋号”；4月2日，校长张清华主持召开申硕
规划研讨会，确定规划建设4个一级申硕学科，并创
新采取与名校结对帮扶、聘请学科顾问、深化与特大
型石化央企产学研合作等做法加强学科建设。同年
6月17日，学校与广东工业大学签署帮扶共建合作协
议。广东工业大学从学科帮扶共建、科研项目申报及
科技攻关、联合培养研究生、教学工作、人才培养、
教师培训及学术交流等6大方面对我校进行全方位帮
扶，其中重点是广东工业大学对口帮助我校加强化学
工程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机
械工程等学科建设。2010年，学校签约聘请首批学科
顾问，包括清华大学、天津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
工大学等高校具有“长江学者”“珠江学者”称号和
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的知名专家学者。协议对
受聘学科顾问的岗位任务目标作了明确要求：指导所
在学科凝练学科方向、制订学科中长期发展规划和科
研平台建设；指导所在学科组成员申报国家级科研项
目，指导所在学科组成员撰写并发表国内外权威刊物
学术论文；指导所在学科的教学质量工程建设工作，
指导学校的教学名师培养工作；参与学校建设高水平
师资队伍工作，积极向学校引荐优秀人才；协助学校
开展国内外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开展学术讲
座。此后的工作实践也充分证明借助外力是我校申硕
成功的一个重要举措。

2009年6月，学校成立了学科建设办公室，与科
研处合署办公。2014年学科建设办公室独立设置为学
校二级职能部门；2018年学科建设办公室与发展规划
处合并成立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

2011年3月，学校启动遴选第三轮校级重
点建设学科，进一步明确化学工程与技术、控
制科学与工程为申硕学科，环境科学与工程、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为支撑学科。自此开
始，学校重点学科建设工作直接瞄准申硕目
标，各项举措始终围绕申硕目标发力。

2011年4月8日，学校隆重召开学科建设工
作会议，校长张清华在会上作了题为《树立三
种意识，明确一个目标，深入推进学科建设》
的讲话，提出要树立学科建设的主导意识、全
局意识和特色意识。学科建设龙头地位牢固树
立，理念深入人心。同时，学校进一步明晰了
学科发展思路和定位，提出抢抓国家和广东省
实施教育改革与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及国家和
广东省石化振兴规划纲要的重要机遇，进一步
打造特色、突出优势，并形成多学科相互支
撑、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

2011年8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启动服务
国家特需专硕人才培养项目，学校紧抓这一极
佳机会，学校快速反应，整合资源申报工程类
别的化学工程领域。第一轮，从全省12所学校
中实现突围；第二轮，在晋级省答辩的5所学
校中位列前三，进教育部答辩。尽管最后未能
如愿，但是57岁的广东石油化工学院第一次进
京赶考的经历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经验。这次经
历、这份经验凝聚了中石化相关部门老领导、
茂湛石化企业领导、学科顾问、结对帮扶高校
广东工业大学领导、部分校友、社会热心人士
的艰辛劳动和极大贡献。

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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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硕士研究生报到现场

2008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博士、硕士学位授权
审核办法改革方案》，10月颁布《关于做好新增博士、硕士学位
授予单位工作的指导意见》，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的审
核工作实行了改革，采取立项建设、规划先行的管理模式。同
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做好2008-2015年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
予单位立项建设规划工作的通知》，根据通知精神，广东省教育
厅组织开展了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申报工
作，我校组织了申报，提交了《茂名学院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
建设规划》（2008-2020）。本次申报立项建设单位虽然没成
功，但这是我校升本以后第一次以书面形式提出申硕目标和建设
规划。在《茂名学院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建设规划》（2008-
2020）里，学校明确提出：力争在2013年成为硕士学位授权单
位。同时，《规划》也明确提出化学工程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
程两个学科作为授权学科，环境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两个学科
作为支撑学科。此后学校的重点学科建设工作和申硕学科建设工
作一直坚持重点打造以上4个学科，每年对4个学科的建设规划进
行动态修订。立项建设单位申报工作得到的启示是，成为立项建
设单位是申硕首要环节。弄清楚了这一点后，学校领导在很多重
要会议的讲话、学校学科建设的近期目标设定上都明确提出：力
争成为硕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

金秋硕果飘香，研途逐梦启航。9月8日，我校首届自主培
养的73名研究生来校报到，他们将在官渡、西城两校区进行为期三

年的学习，分别在电子信息、材料与化工、资源与环境3个专业攻读
硕士研究生学位，由此开启研路新航程。这是我校建校历史上又一标
志性大事件，具有里程碑意义。“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圆梦的
喜悦时刻，我们不应忘记，十多年来为实现这个目标而携手同心、不
懈努力的广油师生和学科顾问们。今天，让我们一起回溯广油申硕
“十年磨一剑”的非凡历程，致敬所有为深入贯彻实施科教兴国战
略、助推广东省和学校高质量发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而做出努力的
奋斗者们！
    我校先后经历了2008年的初次尝试失利、2011年以全省第三名的
成绩进入教育部答辩但最终未能如愿、2017年因未能入选省建设单位
无缘申报的三次跌倒和坎坷，但是广油人希望不灭、信念不倒、志
气不泄，终于梦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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