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艺术研究院

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

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规则

为进一步提高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完善指导教师

的资格认定及遴选程序，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进一步下放博

士生指导教师审批权的通知》（学位【1999】9 号）精神，并结合我

院实际，特制定本规则。

一、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1、遴选博士生指导教师应有利于为国家培养适应学术研究、艺

术创作、文化建设和社会进步需要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2、遴选博士生指导教师应有利于我院学科建设的总体需要以及

各学科门类的完善与发展，有利于导师队伍的知识、专业、年龄结构

的科学组合和学术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利于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不断提

高。

3、博士生指导教师不是研究人员固定的职称、职务或荣誉称号，



而是一个教学与科研并重的流动的学术岗位。

4、博士生指导教师在遴选时本着严格标准、确保质量、按需设

岗、合理进出的原则。

二、基本条件

1、拥护和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遵纪守法，德才兼备；有

优良的职业道德和学术操守，治学严谨，学风端正。

2、身体健康，能按要求开展日常的教学、科研工作。

3、我院正式在职、在岗的研究员。副研究员申请担任博士生指

导教师，必须具有相应学科方向的博士学位，学术成就应在本专业领

域处于前沿位置并具有全国性重要影响，有专著或作品获得国家级政

府奖及“五个一”工程奖。

4、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规定，1953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的申

请人应具有相应学科方向的博士学位。无博士学位但具有研究员职称

的申请人，学术成就应在本专业领域处于前沿位置并具有全国性重要

影响，有专著或作品获得国家级政府奖及“五个一”工程奖。

5、学术功底扎实，专业造诣精深，具有丰富的、独创性的理论

研究或创作实践成果，并在学术界或艺术界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理

论类指导教师要求必须出版在本学科领域内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著作，

并在近 5年内在所指导的专业方面至少出版 1部有重要影响的学术专

著或发表 5篇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论文。创作类指导教师要求必须出版

本学科领域的个人作品集或研究性著作，并在近 5年内在所指导的专

业方面至少参加 1次全国性大展，出版 1部个人作品集或研究性著作，



创作和发表有重要影响的作品。

6、具有培养研究生的经验，要求至少已完整地培养过一届硕士

研究生，或作为博士生指导小组的成员，完整地协助培养过一届博士

研究生。

7、新聘博士生指导教师的年龄一般不超过 60岁，博士生指导教

师的任职年龄一般不超过 63岁。二级研究员及学术成就卓著、具有

较大的社会影响力、且所在学科急需发展的，经本人申请，可延长到

65至 70岁。除终身研究员外，70岁以上者，原则上不再安排担任指

导教师。

8、二级研究员可不必参加申报评审，如同意担任导师，可自动

进入招生导师名单。

9、根据我院学科发展需要，在艺术创作和新兴交叉学科研究方

向，以及我院薄弱的专业方向，可以外聘部分符合上述基本遴选条件

的博士生指导教师。我院传统优势专业，特别是史论研究方向，不外

聘导师。外聘博士生指导教师，要求专业影响须在本专业领域前沿位

置。

10、有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或学术腐败之行为者，不得担任博

士生指导教师。在任期间，若有以上情况发生或不能履行博士生指导

教师应当承担的教学和科研职责者，取消其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

三、遴选程序

1、在我院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并具备招生条件的学科点中，凡

符合上述条件的人员均可申请担任博士生指导教师。申请人经所在部



门同意，可向院学位评定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并按规定填报相关登

记表。

2、申请人需按照研究生院的招生目录专业方向进行申请。申请

时可根据本人的专业优势，填报更具体的专业方向，如“美术史”下

也可填写“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或断代史方向等。

3、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对申请人进行资格认定，并向院学

位评定委员会推荐符合评审资格者。

4、院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博士生指导教师的基本条件及我院博

士生招生名额，对符合评审资格者进行全面评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

表决，做出决议。

5、评审投票时，须有学位评定委员会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参加。

新增导师应在获得半数以上得票人中按得票多少取舍。申请人所得票

数相同时，应重新投票，以得票多者入选。

6、博士生指导教师遴选工作应严格实行回避制度。在各个环节

中，申请人本人及其近亲均应回避。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行。凡以往规定与本规定不符之处，概以

本规定为准。本规定的解释权在中国艺术研究院。

二○一六年五月 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