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学（0907）

2023年学位授权点质量建设年度报告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2006 年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林学二级学科之一）申请

获得学术硕士学位授予权，2011 年获林学一级学科硕士授予权，下设林木遗传

育种、森林培育、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4 个二级学科硕

士点招生方向。

林学学术硕士研究生学位授权点依托广东省高校热带亚热带花卉与园林植

物重点实验室、广东省高校土地复垦植被景观恢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平台，历

经 17 年的建设和发展，很好促进了林学学科的发展。林学学科已是仲恺农业

工程学院重点建设学科之一，其二级学科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已发展为广东省优

势重点学科和珠江学者设岗学科。

（二） 研究生招生及毕业总体情况

2023 年，林学一级硕士学位点共招生 19人，其中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专业

招生 11人，森林培育专业招生 2人，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招生3人，林木

遗传育种专业专业招生 3人。2023 年，林学一级硕士学位点共培养毕业研究生

27人，其中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专业毕业生 19 人，森林培育专业毕业生 4人，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毕业生4人，获得农学硕士学位 27人。

（三） 硕士生导师规模

林学学术硕士点现有校内硕士生导师 48 人。其中具正高职称的人数 26

人，副高职称 14人。20 人具有出国留学经历。

此外，林学学术硕士点先后与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广东省林业科学院、

广东省农科院环境园艺研究所等单位签订了研究生联合培养协议及建立了研究

生联合培养实践教学基地，吸引了一批高水平的校外导师作为指导老师，目前聘

选林学学术型校外指导老师40人。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

各 项工作的重要位置，以学生为中心，教育服务学生，通过政治引领、思想

引领、价值观引领，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大学生教育的整个过程。

（一）思政队伍建设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选优配强支部书记，100%实现支部书记“双带头人”，

加大资金投入，建设党建宣传阵地，以党建带团建，创建“党建+思政”教育

模式，深入推进“三全育人”。

（二） 校园文化建设

2023 年，学院举办“艺林杯”压花大赛、“爱在心间，感受自然”插花活

动、冬至送温暖活动和新图书馆捐书活动，坚持书记、院长思政，积极开展组织

生活、思想教育。

努力引导在校研究生有目的地积极申报主持各类研究生科技创新基金资

助 项目，参与大学生“攀登计划”项目，参评大学生“挑战杯”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等方式，发掘研究课题，探索科研方向，凝练研究成果，提升研究

生科研业务自主能力。

学院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如召开研究生新生师生见面会暨

入学教育活动、研究生分团委招新换届活动、召开第九次研究生学生代表大会

和新春慰问活动等。

（三） 管理服务工作建设

2023年，学院及时处理学生反馈的有关生活、学习、科研等方面的咨询和问

题，确保硕士点教育有序，安稳进行。

（一）课程建设与实施

2023年，林学硕士学位点各课程授课过程良好，教师均能提前到岗并做好教

学准备，包括教学大纲、授课计划、教案、课件、教具等，课程考核形式多样化

。



（二）导师遴选与培养

2023 年，为使林学一级硕士学位点持续发展，学院积极开展导师培训教育

活动以及林学硕士导师储备培养工作。

（三）学术交流与训练

2023 年，林学硕士学位点积极组织开展校内外学术交流活动，鼓励学生参

与线上线下各种学术论坛讲座等。

（四）研究生奖助

2023 年，林学硕士学位点，研究生助学津贴和助研津贴全覆盖，国奖奖学

金获得者 1 人，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获得者 36 人，总金额为 21 万；其中一等奖 9

人，二等奖 13人，三等奖 14人。

（一）人才培养情况

2023 年，林学一级硕士学位点研究生发表论文 31 篇，其中五大索引 2篇，

参与授权专利 3项，获各种科技竞赛奖 0项，培养毕业研究生 27 人，其中优秀

毕业生 3人， 截止 12 月底就业率为89.74%。

（二） 科学研究情况

2023 年，林学一级硕士学位点校内导师，到账总经费 812.26 万元，其中纵

向科研经费 304.9 万元，横向科研经费507.8万元，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6项，实用

新型专利3项，发表三大索引收录论文 31篇，中文核心论文20 篇，广东省级地方

标准《水土保持区域评估技术规范》。

林学一级硕士学位点积极引导在校研究生参与导师项目或是导师组课题

研 究内容。同时，鼓励学生积极申报或是独立主持学生科研项目。

（三） 国际合作交流

2023 年，林学一级硕士学位点师生未开展出国交流学习工作。

（一）学科自我评估及问题分析

本学科学位点紧密围绕城市林业和都市农业产业发展对植物品种改良与植



物生产技术、景观植物资源研究与应用、生态建设与园林绿化的迫切需求，形成

了 4 个具有良好的契合度和产业适应性的培养方向，在园林植物与花卉育种及产

业化技术、生态环境恢复与建设、经济林林木遗传育种与栽培等领域优势与特色

明显。尽管林学学术研究生培养历经 16年，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2023 年，林学一级硕士学位点共招生 19人，园林植

物与观赏园艺专业招生11人。因此，林学一级学科方向发展不平衡，也凸显了园

林植物与观赏园艺方向作为省级优势学科的一面。

2023年未有获批林学学科的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

根据林学学科评估文件，研究生课程建设在林学学科评估中起到重要作用。因此

， 学校一方面应加大对研究生教育改革项目的支持，另一方面，也应出台教育

教改项目在导师培养研究生的激励措施，鼓励各老师参与教育教学项目。

2023年林学研究生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24篇，

多为核心期刊论文或者 SCI 收录期刊三区，四区文章， 选题创新性不足，尤其

缺乏有较高影响力的高质量成果。此外研究生参与专利申请、新品种选育、学

科竞赛等活动积极性也不足，相应成果也较少。

尽管 2023 年硕士导师和部分研究生参与了一些国内会议，

但做会议报告的极少。本硕士点只有举办一次林学学会相关会议，对老师和学

生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具有一定影响。

（二） 学位论文评估及问题分析

2023 年，林学硕士点 27位应届硕士毕业研究生学位论文查重和盲审过程，

申请农学硕士学位的 27 人中，所有同学已修完硕士研究生培养计划规定的全部

课程，成绩合格，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委员一致同意授予赖

凌峰等 27 人农学硕士学位。

对 2023 年林学硕士点 27 位毕业学生的学位论文整体情况分析，研究生论文

选题不够深入，个别选题与所读专业研究领域内容相符合度有偏差，研究成果周

期性预测与实际进展有偏差，学生读研期间发表高层次文章较少等均是影响学位

论文编写及质量的重要因素。



（一）加强林学学术研究生培养学位点的宣传与合作

林学学术研究生的培养对林学学科的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针对目前林学

硕士点第一志愿报考率较低，硕士点招生不平衡问题，学院首先应加大对本学科

的宣传，吸引更多人报考本硕士点。特别是鼓励本学校的本科生报告本校研究

生。其次，加大人才引进，特别是高层次人才引进。高层次人才对研究生培养的

质量 提高具有推动作用，也对吸引更多人报考具有重要意义。最后，加强与省

内科研 院所合作与联合培养，如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等。通过合作与联合培

养，对本学科在省内林业系统的影响具有提升意义。

（二）加大研究生课程投入与改革

以注重培育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全面提升创新能力和发展能力为目

标，加大对研究生课程建设、教学改革的常态化投入。鼓励老师积极申报研究生

课程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鼓励研究生申报创新创业项目，加强与校内外资源的整

合与合作，增加开设短而精的课程和模块化课程。鼓励与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开

设实践性课程。同时，邀请更多的学术大牛来给研究生做学术讲座，开拓研究生

的研究视野。

（三） 实施激励措施

鼓励研究生发表 SCI 索引论文，制定研究生优秀科研成果奖励办法，调动研

究生参与科研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取得优秀科研成果的研究生给予一定奖

励。完善各类研究生奖学金评定办法，公开、公平进行评选，激励研究生潜心学

习研究，积极进取。

（四） 争取主办林学相关国内会议

为扩大林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学术影响力，未来将在林木基因组、经济树种

乡村振兴、森林生态修复和国土绿化等体现本校林学办学优势的方向，从定期邀

请国内外名师专题讲座，逐步过渡到举办林学相关的国内学术会议。争取主办省

内林学会会议，同时积极参与或协办中国林学会部分分委会会议，进一步扩大我

校林学学科的影响力。在不断学习兄弟院校的优秀经验的同时，努力打造属于仲

恺的林学学术特色，在大力发展乡村振兴的浪潮中，发挥仲恺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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