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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农业大学是江西省最早从事研究生教育的高校，自 1962 年开始招

收硕士研究生，至今整整 51 周年。1981 年江西农业大学成为全国第一批具

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2003年获博士学位授予权。半个世纪以来，江西

农业大学恪守“厚德博学，抱朴守真”的精神，以“团结、勤奋、求实、创新”为

校训，以学科为基础、质量为根本，改革创新，锐意进取，着力高端农业人才

培养和农业科技创新，为江西农业现代化和高等教育事业开创了一系列突

破性成就。50多年来，江西农业大学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各类研究生 3900

多人，其中涌现了一批以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长江

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为代表的高层次拔尖人才，为

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为解决江西“三农”问题作出了突出贡献。

研究生教育是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发展战略的有效结合点。在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今天，着力发展研究生教

育、培养一批各学科各领域高层次人才，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有效抓手。

特别对处在进位赶超、绿色崛起阶段的江西，更期待能够通过加快研究生教

育发展，依托人才优势凸显资源与环境优势和后发优势，为我省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和科技支撑。

本书以原始文献资料为依据，以江西农业大学历史沿革为主线，以研究

生教育工作职能为模块，客观再现了江西农业大学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程



及其主要成果。全书脉络清晰、数据详实、视野开阔，对江西农业大学研究

生教育工作进行了全面、系统、客观的回顾和整理，将对江西农业大学自身

研究生教育发挥很好的“存史”“资政”作用，同时对全省研究生教育工作也

具有较高的参考借鉴价值。

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2013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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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 研究生教育概况

一、研究生教育的历史沿革

江西农业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始于 1962 年，江西农学院植保和棉花栽培

专业各招收 2名研究生，植保专业杨惟义教授招收了梁广勤、陈炳炎 2 位研

究生，棉花栽培专业施珍教授招收了陈秀祈、胡家蓬 2 位研究生; 1964 年兽

医药理学专业周正教授招收了阴天榜 1 位研究生; 1965 年家畜传染病学专

业林启鹏教授招收了徐兰芳 1 位研究生。1965 年经高等教育部批准，江西

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开办了农林综合技术研究生班，探讨以集体导师共

同指导培养研究生的新路子，共招收研究生 12 名，其中从南京林学院、中南

林学院、浙江天目林学院各保送 2名应届毕业生、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

校保送 6名应届毕业生，当时从北京农业大学、北京林学院分配了 4 名应届

毕业研究生到研究生班任辅导教师，他们分别是刘丽娟、刘瑞林、赵义芳和

杨百惜。1969年 9月江西农学院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合并。1978

年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恢复招收研究生，当年植物病理学、昆虫学专

业各招研究生 1 人; 1979 年动物生理学与动物生物化学专业共招生 2 人。

1980年 11月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更名为江西农业大学。1981 年江

西农业大学成为全国第一批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之一。1992 年国家

教委批准江西农业大学有权推荐和接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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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 1998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江西农业大学获得以研究生毕业同

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授权; 2002 年获得农业推广硕士和兽医硕士专业学位

授权。2003年江西农业大学获博士学位授予权单位，同时获批 3 个二级学

科博士点; 2004年获得了高等学校教师和中等职业教师在职人员攻读硕士

学位授权。2010年获得了工程硕士、林业硕士和公共管理硕士学位授权。

目前，江西农业大学共有 3个博士一级学科授权点，17 个博士二级学科授权

点;有 19个硕士一级学科授权点，76个硕士二级学科授权点，有农业推广硕

士、兽医硕士、工程硕士、林业硕士、公共管理硕士 5 种专业学位以及职业学

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授权。至此，江西农业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

业得到较快发展。

为进一步加强研究生教育工作，研究生教育管理机构不断健全。1984

年 7月教务处成立了研究生科，1998 年 12 月江西农业大学成立了研究生

处，1999年研究生处成立研究生团总支，2002年研究生处成立招生科和培养

科，2003年研究生处成立学科建设科，2006 年研究生处成立研究生党总支，

2010年成立学位办公室和专业学位办公室。至此，研究生处的机构设置已

基本健全。目前，研究生处工作人员已有 12人。

二、研究生处各时期的主要负责人

江西农业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从 1962年至 1998年 12月期间一

直由教务处负责，1984 年 7 月教务处成立了研究生科。从 1998 年 12 月成

立研究生处以来，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主要负责人如下:

1．1998年 12月至 1999年 9月刘缉川科长主持研究生处工作;

2．1999年 9 月至 2002 年 1 月贺浩华任研究生处副处长职务，主持研究

生处工作;

3．2002年 1月至 2009年 9月贺浩华任研究生处处长职务;

4．2001年 7月至 2006年 5月黄维柳任研究生处副处长;

5．2006年 5月至 2010年 8月黄维柳任研究生党总支书记;
2



6．2007年 9月至 2009年 10月彭齐东任研究生处处长助理;

7．2009年 10月至今彭齐东任研究生处副处长;

8．2010年 4月至今曾志将任研究生处处长;

9．2010年 8月至 2012年 2月陈文新任研究生党总支书记;

10．2012年 2月至今熊红华任研究生党总支书记。

三、研究生处职责

研究生处是学校主管研究生工作的职能部门，负责研究生的招生、培养

管理、学位授予、就业指导等方面的工作，主要职责范围包括: 1．根据江西农

业大学长远规划及现状，制定全校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规划和学科发展规划

并组织实施; 2．负责组织江西农业大学硕士学位授权点、硕士专业学位授权

点、博士学位授权点的申报和评估工作; 3．负责江西省高校高水平学科、重点

学科、示范性硕士点的申报和评估工作; 4．负责研究生招生、档案管理工作与

就业指导工作; 5．组织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制定、研究生实践基地建设、课程和

教材建设及培养质量评估; 6．负责研究生的学籍管理及日常教学管理工作;

7．做好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及研究生创新项目工作; 8．负责组织各研究

生培养单位共同做好研究生日常行为和事务管理工作; 9．负责校学位评定委

员会的日常工作，并负责博士、硕士学位的审核、授予、注册等相关工作; 10．

负责研究生导师遴选及考核工作; 11．负责制定和完善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

的各项规章制度; 12．组织和开展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研究与评估工作; 13．

完成江西农业大学及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四、研究生教育基本情况及取得的成就

1．学位授权体系逐步健全

1962年江西农学院的棉花栽培、植保 2个专业开始招收研究生; 1978 年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的兽医药理学、家畜传染病学、家畜生理学、植

物病理学、昆虫学先后获准招收研究生; 1965 年经高等教育部批准，江西共

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开办了农林综合技术研究生班; 1980 年我国开始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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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1981年我国开展了首次学位授权审核工作，江

西农业大学的动物生理学、动物生物化学获批为第一批硕士授权点。同年

江西农业大学成为全国首批具有学士、硕士学位授予权单位，1992 年国家教

委批准江西农业大学有权推荐和接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

位; 1998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江西农业大学获得以研究生毕业同等

学力申请硕士学位授权; 2002 年获得农业推广硕士和兽医硕士专业学位授

权，改变了江西农业大学无专业学位在职研究生培养授权的局面; 2003 年成

为博士学位授予权单位，同时获批 3个博士点; 2004 年获得了高等学校教师

和职业教师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授权。经过国家共 11 次学位授权审核，

江西农业大学的学位授予体系逐步健全，形成了学士、硕士、博士不同层次

的学位授予体系。目前，江西农业大学共有博士点一级学科授权点 3 个，博

士二级学科授权点 17个( 含自主设置 5 个) ;硕士一级学科授权点 19 个，硕

士二级学科授权点 76个( 含自主设置 1 个) ，有农业推广硕士、兽医硕士、工

程硕士、林业硕士、公共管理硕士 5 种专业学位以及职业学校教师在职攻读

硕士学位授权; 江西农业大学在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理学、工学、农

学、管理学 8个学科门类培养硕士，农学门类培养博士; 博士单位、博士点学

科以及专业学位授权点从无到有、硕士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从少到多的飞跃

以及学科门类的不断拓展，成为江西农业大学研究生教育发展史上的新起

点，为江西农业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

2．学科建设成果喜人

“七五”期间，江西农业大学建有兽医、作物栽培和植物保护 3 个省重点

学科。“八五”期间，作物学又新增为省级重点学科。“九五”期间，江西农业

大学省级重点学科达 6 个。经过多年的精心培育，“十五”期间，涌现了一批

省级重点学科和示范性硕士点，其中省级重点学科达到 12个，省级示范性硕

士点 2个，在硕士点建设方面，2005年江西农业大学果树学和土壤学 2 个硕

士点学科被江西省教育厅专家组评估优秀。“十一五”期间，建成 1 个国家

林业局重点学科、14个省级重点学科、5个示范性硕士点、6 个校级研究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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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步入“十二五”时期，各级重点学科建设又取得了新的突破，建成 1 个国

家林业局重点学科、3个江西省高校高水平学科、7 个省级重点学科、3 个省

级示范性硕士点和 10个校级重点培育学科。

3．招生规模稳健扩大

半个世纪以来，江西农业大学研究生招生类别、招生层次、招生方式不

断增多。招生类别由只招收学术型研究生发展到同时招收学术型研究生和

专业学位研究生，由只招收全日制研究生发展到同时招收全日制和非全日

制研究生; 招生层次由硕士发展到博士; 招生方式由单一的全国统考到具有

硕士推免、硕博连读、在职联考等多种招生选拔方式; 同时，对外开始招收国

外留学生，加快了江西农业大学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进程。

半个世纪以来，研究生招生规模稳健扩大。江西农业大学全日制研究

生每年招生由 1962 年首批 4 名硕士生、2004 年首批 11 名博士生，发展到

2013年招收 492 名硕士生、26 名博士生，2013 年全日制在校研究生总数

1376人; 2002 年江西农业大学首次招收 52 名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研究

生，2007年在校各类研究生总数首次突破千人，到 2013 年，招收了 265 名在

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目前江西农业大学在读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

位研究生 700余人; 各类在校研究生规模达 2076人。至此，无论是学位层次

和学位种类，还是在校研究生规模，江西农业大学学位研究生教育都已迈上

新台阶。

4．培养质量显著提高

培养质量是研究生教育的生命线。江西农业大学始终坚持大力发展研

究生教育，以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对高级人才的需要为目的，以提高研究

生培养质量为核心，研究生培养质量显著提高，成为全省研究生教育关注的

焦点。1986年农学系 84级研究生曹和平被团省委、省学联评为“创造型学

生”; 1988年牧医系 84 级黄路生、胡双保获得团省委、省学联“1988 年度创

造型学生”荣誉称号; 2007 年江西农业大学获得“江西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培育计划”立项资助名额占全省高校的 40%; 获“国家留学基金全额资助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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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培养博士生项目”的名额占全省高校的 50%。同年，江西省共有 3 篇硕士

论文被评为优秀，其中江西农业大学就占 2 篇，优秀率居全省第一。2008 年

江西农业大学获得“2008年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人数占全省高校的 50%。

2010年，黄路生教授指导的博士论文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论

文”，实现了江西省“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论文”的重大突破。截至

2013年，江西农业大学共有 1篇论文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论

文”，2篇论文被评为“全国兽医硕士优秀学位论文”，2 篇论文被评为全国

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优秀论文，3 篇论文被评为“江西省优秀博士论文”，

17篇论文被评为“江西省优秀硕士论文”。在 2011 年开展的首届江西省高

等学校研究生教学成果奖评选工作中，分别获得一等奖和二等奖各 1项。硕

士毕业生的就业率近三年平均达 95%以上，博士研究生连续 6 年就业率保

持 100%，全省排名每年第一。

半个世纪以来，江西农业大学共培养和输送了 3932名各类研究生，其中

博士研究生 71名。他们在母校努力学习，学成后倾力奉献，回报社会，在各

自的岗位上勤奋工作，建功立业，涌现了一批如中科院院士、国家杰出青年

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为代表的高

层次拔尖人才。

5．师资队伍建设成效显著

研究生导师队伍水平是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半个世纪以来，

一代又一代农大人坚守“团结、勤奋、求实、创新”的校训，传承“厚德博学、

抱朴守真”的精神，艰苦奋斗，百折不挠，攻坚克难，勇于胜利，建设了一支包

括中科院院士、国家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国家教学名师在内的高水平导师队

伍，导师队伍水平明显提高。目前，江西农业大学共有博士生导师 35 人，硕

士生导师 405人。导师队伍中有中科院院士 1人，国家级教学名师 1人，“百

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3人，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1人，国家有突出

贡献中青年专家 1人，“井冈学者”特聘教授 2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4

人，国家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1人，有 17 位研究生导师获“江西省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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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指导教师”称号。有 1 个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创

新团队，2个农业部“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及其创新团队”，1 个国家级优秀教

学团队，7个省级优秀教学团队，2 个江西省优势科技创新团队，1 个江西省

高校科技创新团队。1991 年石庆华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

“有突出贡献的中国硕士学位获得者”。2001年贺浩华被选举担任华东地区

农科院校研究生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研究生处占婉华被江西省教育厅评

为“江西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优秀管理干部”，石庆华、黄路生、殷新佑、刘林

被江西省教育厅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江西省博士、硕士学位获得者”;刘宜

柏、罗明、戚昌瀚 3人被江西省教育厅评为“江西省优秀硕士生导师”。2004

年贺浩华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选聘为第二届全国农业推广硕士专

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2005年贺浩华被推荐为第九届中国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学会农林学科工作委员会委员; 贺浩华、彭齐东被全国农业推广硕

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为“全国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教育先进个

人”。2006年贺浩华、赵小敏分别担任了全国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作物、

农业资源利用领域协作组成员; 赵小敏教授、何后军教授、黄维柳副教授分

别担任了全国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农业信息化、养殖、农业科技组织与服

务领域协作组成员;同年，黄路生、杜天真、张志云、潘晓华、薛芳森、赵小敏、

贺浩华、朱述斌被评为“江西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黄维柳、占婉华、彭齐

东被评为“江西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先进个人”。2008 年贺浩华、牛德

奎、张露、谢元态、黄维柳、赵小敏分别担任了全国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作

物、农业资源利用、林业、农村与区域发展、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农业信息

化领域协作组成员。2009 年郭晓敏被聘任为第六届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

员，是江西省首次入选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同年 8 月，“江西农业大学

博士、硕士研究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团”项目被省委教育工委授予了

“党建工作创新奖”二等奖;潘晓华和郭晓敏被评为“江西省优秀研究生指导

教师”。2011年陈金印、刘勇、朱昌兰分别担任了全国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

位园艺、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作物领域协作组成员。2012 年刘苑秋、薛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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