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关于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

（2022 年）》《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的通知 

学位〔2022〕1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学位委员会、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学位委员会、教育局，有关部门（单位）教育（人事）司（局），

军队学位委员会，中共中央党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各学位授予单位：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推进学科专业调整的重要指

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体系改革的

决策部署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推进新时代研究

生教育改革发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组织开展了新一轮学科

专业目录修订工作。现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 年）》（以下简称新版目录）

和《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为做好新旧目录衔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新版目录自 2023 年起实施。 

  二、现有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需按照新版目录开展对应调整的，

具体调整办法另行通知。 



http://m.moe.gov.cn/srcsite/A22/moe_833/202209/W020220914572994461110.pdf
http://m.moe.gov.cn/srcsite/A22/moe_833/202209/W020220914572994487095.pdf
http://m.moe.gov.cn/srcsite/A22/moe_833/202209/t20220914_660828.html


附件 1

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

（2022 年）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 育 部

二〇二二年九月



说 明

一、《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分为学科门类、一级

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是国家进行学位授权审核与学科专业

管理、学位授予单位开展学位授予与人才培养工作的基本依

据，适用于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招生培养，学科专业建设和

教育统计、就业指导服务等工作。

二、本目录是在原《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

年颁布，2018 年修订）》基础上编制形成的。

三、本目录中学科门类代码为两位阿拉伯数字，一级学

科和专业学位类别代码为四位阿拉伯数字，其中代码第三位

从“5”开始的为专业学位类别。

四、除交叉学科门类外，各一级学科按所属学科门类授

予学位。

五、专业学位类别按其名称授予学位。名称后加“*”的仅

可授硕士专业学位，其他可授硕士、博士专业学位。

六、本目录注明可授不同学科门类学位的一级学科，可

分属不同学科门类，此类一级学科授予学位的学科门类由学

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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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哲学

0101 哲学

0151 应用伦理*

02 经济学

0201 理论经济学

0202 应用经济学

0251 金融*

0252 应用统计*

0253 税务*

0254 国际商务*

0255 保险*

0256 资产评估*

0258 数字经济*

03 法学

0301 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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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2 政治学

0303 社会学

0304 民族学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6 公安学

0307 中共党史党建学

0308 纪检监察学

0351 法律

0352 社会工作

0353 警务*

0354 知识产权*

0355 国际事务*

04 教育学

0401 教育学

0402 心理学（可授教育学、理学学位）

0403 体育学

0451 教育

0452 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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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3 国际中文教育

0454 应用心理

05 文学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502 外国语言文学

0503 新闻传播学

0551 翻译

0552 新闻与传播*

0553 出版

06 历史学

0601 考古学

0602 中国史

0603 世界史

0651 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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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理学

0701 数学

0702 物理学

0703 化学

0704 天文学

0705 地理学

0706 大气科学

0707 海洋科学

0708 地球物理学

0709 地质学

0710 生物学

0711 系统科学

0712 科学技术史（可授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学位）

0713 生态学

0714 统计学（可授理学、经济学学位）

0751 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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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工学

0801 力学（可授工学、理学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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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9 矿业工程

0820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0821 纺织科学与工程

0822 轻工技术与工程

0823 交通运输工程

0824 船舶与海洋工程

0825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0826 兵器科学与技术

0827 核科学与技术

0828 农业工程

0829 林业工程

0830 环境科学与工程（可授工学、理学、农学学位）

0831 生物医学工程（可授工学、理学、医学学位）

0832 食品科学与工程（可授工学、农学学位）

0833 城乡规划学

0835 软件工程

0836 生物工程

0837 安全科学与工程（可授工学、管理学学位）

0838 公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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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9 网络空间安全

0851 建筑*

0853 城乡规划*

0854 电子信息

0855 机械

0856 材料与化工

0857 资源与环境

0858 能源动力

0859 土木水利

0860 生物与医药

0861 交通运输

0862 风景园林

09 农学

0901 作物学

0902 园艺学

0903 农业资源与环境

0904 植物保护

0905 畜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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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6 兽医学

0907 林学

0908 水产

0909 草学

0910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学

0951 农业

0952 兽医

0954 林业

0955 食品与营养*

10 医学

1001 基础医学（可授医学、理学学位）

1002 临床医学（同时设专业学位类别，代码为 1051）

1003 口腔医学（同时设专业学位类别，代码为 1052）

1004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可授医学、理学学位）

1005 中医学

1006 中西医结合

1007 药学（可授医学、理学学位，同时设专业学位类别，

代码为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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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 中药学（可授医学、理学学位）

1009 特种医学

1011 护理学（可授医学、理学学位）

1012 法医学

1053 公共卫生

1054 护理*

1056 中药*

1057 中医

1058 医学技术

1059 针灸*

11 军事学

1101 军事思想与军事历史

1102 战略学

1103 联合作战学

1104 军兵种作战学

1105 军队指挥学

1106 军队政治工作学

1107 军事后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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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8 军事装备学

1109 军事管理学

1110 军事训练学

1111 军事智能

1152 联合作战指挥*

1153 军兵种作战指挥*

1154 作战指挥保障*

1155 战时政治工作*

1156 后勤与装备保障*

1157 军事训练与管理*

12 管理学

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可授管理学、工学学位）

1202 工商管理学

1203 农林经济管理

1204 公共管理学

1205 信息资源管理

1251 工商管理*

1252 公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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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3 会计

1254 旅游管理*

1255 图书情报*

1256 工程管理*

1257 审计

13 艺术学

1301 艺术学（含音乐、舞蹈、戏剧与影视、戏曲与曲艺、

美术与书法、设计等历史、理论和评论研究）

1352 音乐

1353 舞蹈

1354 戏剧与影视

1355 戏曲与曲艺

1356 美术与书法

1357 设计

14 交叉学科

1401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可授理学、工学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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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2 国家安全学（可授法学、工学、管理学、军事学学位）

1403 设计学（可授工学、艺术学学位）

1404 遥感科学与技术（可授理学、工学学位）

1405 智能科学与技术（可授理学、工学学位）

1406 纳米科学与工程（可授理学、工学学位）

1407 区域国别学（可授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学位）

1451 文物

1452 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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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进一步加强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建设，规范学

科专业设置与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其

暂行实施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贯彻落实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

发展需求，遵循学科专业发展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创新学

科专业目录管理模式，构建放管结合、设置规范、动态调整

的目录管理新机制，逐步向指导性、统计性目录转变，完善

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体系。

第三条 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体系分为学科门类、一级

学科与专业学位类别、二级学科与专业领域。

第四条 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适用于博士硕士学

位授予、招生培养、学科专业建设和教育统计、就业指导服

务等工作。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与专业学位类别是国家进行

学位授权审核与管理、学位授予单位开展学位授予和人才培

养工作的基本依据。

第五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与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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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的设置与调整，以及学科专业目录的编制。二级学科与

专业领域，由学位授予单位按有关规定在一级学科或专业学

位类别学位授权权限内自主设置与调整。

第二章 学科门类的设置与调整

第六条 学科门类是对具有一定关联学科的归类，设置

应符合学科专业发展规律和人才培养需要，并兼顾教育统计

分类惯例。

第七条 学科门类保持相对稳定。学科门类的调整（包

括增设、更名、撤销）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根据学科专业发展、人

才培养和教育统计分类的要求提出调整方案；

（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广泛征求省级学位委员

会、学位授予单位、有关学术团体、行业组织和部门代表以

及专家意见，完善调整方案；

（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对调

整方案进行审议咨询；

（四）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批准后编入目录，并向社

会公布。

第三章 一级学科与专业学位类别的设置与调整

第八条 新增一级学科与专业学位类别采取先试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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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入目录的方式进行设置。

（一）一级学科设置须体现知识分类，应符合以下基本

条件：

1. 具有确定的研究对象，已形成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

理论、知识基础和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和学科内涵与其他一

级学科之间有比较清晰的界限；

2. 一般应具有多个明确的二级学科；

3. 已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在构成本学科的领域内，

有一定数量的学位授予单位已开展了较长时间的人才培养

和科学研究工作，已形成较为系统的课程体系、一定规模的

师资队伍及其他培养支撑条件；

4. 社会对本学科培养的人才有较稳定和一定规模的需

求。

（二）硕士专业学位类别设置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1. 具有明确的职业指向，主要服务国家战略、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和行业发展重大需求，培养高素质、应用型、技术

技能人才；

2. 所对应职业领域人才的培养规格已形成相对完整、系

统的知识结构和实践创新能力的要求；

3. 具有比较广泛的社会需求。

（三）博士专业学位类别设置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1. 主要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需求，培养某一职业领域

的高层次应用型未来领军人才；

2. 所对应职业领域对知识、技术、创新能力有较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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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具有较大且稳定的博士层次人才需求；

4. 原则上具有硕士专业学位类别人才培养与学位授予

的基础。

第九条 试点设置分自主设置和指定设置两种方式。

（一）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可自主开展一级学科和硕

士专业学位类别的试点设置工作。根据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工

作的基本要求，遵循科学、规范、公开的原则，制订本单位

自主设置办法，依规进行试点设置工作。其自主设置程序按

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高等学校开展学位授权自主审核

工作的意见》的有关规定进行。

（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根据国家重大需求组织开展试

点设置工作。经征求相关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全

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学位授予单位、相关学

术团体、行业组织和部门代表以及专家意见，确定试点设置

的一级学科或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类别，并组织相关学位授

予单位开展试点设置工作。

第十条 学位授予单位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结合学

科专业发展目标和人才培养条件，可撤销试点设置的一级学

科或专业学位类别。撤销需征求有关教职工意见，在履行相

关校内程序后，经省级学位委员会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

准。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根据国家需求重大变化或试点效果，

可撤销已试点设置的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

被撤销的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在学研究生，可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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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方案继续培养直至毕业。

第十一条 试点设置与撤销的一级学科与专业学位类

别，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批准后，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十二条 试点设置的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编入

目录，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试点设置单位不少于 3 所、毕业生不少于 3 届、

就业需求旺盛的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可由试点设置单

位联合其他学位授予单位或相关部门、学术团体、行业组织，

按照本办法中第八条的要求进行论证，并联合行文向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提交编入目录申请；

（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组织专家对有关申请进

行评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须获得三分之二及以

上专家同意；

（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对申

请进行审议咨询；

（四）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批准后编入目录，并向社

会公布。

现有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更名，由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学科评议组或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提出

申请，按上述程序第（二）（三）（四）款进行。

第十三条 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退出目录，按以下

程序进行：

（一）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知识分

化融合和人才需求变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对相应的



6

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提出退出草案；

（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组织专家对草案进行评

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须获得三分之二及以上专

家同意；

（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对草

案进行审议咨询；

（四）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后，从目录中退出并向社

会公布。

退出目录的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在学研究生，可调

整至相关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培养，也可按原培养方案

继续培养直至毕业。

对于社会仍有需求，但已退出目录的一级学科或专业学

位类别，学位授予单位可结合自身实际，通过学位授权自主

审核方式继续开展相关人才培养工作。

第四章 管理与监督

第十四条 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与专业学位类别目录每

5 年修订一次。二级学科与专业领域目录由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学科评议组和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每 3 年

统计编制一次。学位授予单位自主设置的二级学科与专业领

域每年统计公布。

第十五条 学科专业名称应科学规范、简练易懂，体现

本学科专业内涵及特色，一般不超过 10 个汉字。二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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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专业领域的名称原则上不得与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

名称相同。

第十六条 学科专业代码由 6 位数字组成。前两位代表

门类，代码从“01”开始顺序编排；中间两位代表相应门类下

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其中一级学科代码从“01”开始顺

序编排，专业学位类别代码从“51”开始顺序编排，最后两位

代表相应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下二级学科或专业领域，

从“01”开始顺序编排。

第十七条 试点设置的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代码

按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则编排，从现行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

别目录编码之后顺排，并应在代码前标注大写英文字母“S”。

第十八条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负责学科专业设

置与管理。省级学位委员会、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行业主管

部门，应根据区域或行业发展需要，加强学科专业设置调整

工作指导。学位授予单位要坚持内涵发展、特色发展的办学

理念，科学规范开展学科专业设置调整工作，健全机制，细

化程序，保证质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全国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应为学科专业设置调整工作

提供指导、咨询和建议。

第十九条 学位授予单位应加强学科专业建设工作领

导，保证正确办学方向，制定发展规划，加大资源投入与配

置力度，强化自我监督和管理，提升学科专业建设水平，避

免同质化发展。

第二十条 学位授予单位试点设置的一级学科与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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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类别须按规定参加学位授权点核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办公室对自主设置学科专业建设效果较差的学位授予单位，

进行约谈、通报、直至取消自主设置权。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二级学科与专

业领域设置备案办法另行制定。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原《学位授予

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硕士、博士专业学

位设置与授权审核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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