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中医药大学“十四五”事业发展规划主要指标自评表

填写单位：            负责人（签字）：                    分管校领导（签字）：

十大工程 重要指标（65个） 主要发展目标 责任单位
能否按
期完成

完成情况及标
志性成果

（300字内）

存在问题及原
因分析

（200字内）

下一步发展思
路和措施

（200字内）

规划调整建议
（选填并说明

理由）

（一）
卓越人才培

养工程
（16个）

1.全日制本科生规模 13000名左右 教务处

2.全日制研究生规模 3000名左右 研究生院

3.教育部审核评估 通过教育部新一轮审核评估 教务处

4.护理学、中药学专业 通过教育部专业认证 教务处

5.本科专业数 调整至30个左右 教务处

6.国家一流专业 获批2-3个 教务处

7.省级一流专业 获批5-10个 教务处

8.国家一流课程 4-6门 教务处

9.省级一流课程 8-10门 教务处

10.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1-2项 教发中心

11.中医学、中西医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类专业执业医师通
过率

在中医药院校中达到中医院校
中上游水平

教务处

12.针灸推拿学、临床医学、
中西医临床医学、中药资源与
开发等专业

进入国家级本科一流专业建设
计划

教务处

13.省级创新创业教育试点学
院

2-3个 教务处、校团委

14.大学生校级创新创业训练
实践项目

100项/年 教务处、校团委

15.大学生科研训练项计划 实施“青苗计划” 科技处、校团委

16.团属大学生创新创业、志
愿公益服务竞赛项目

力争实现国赛突破 校团委



（二）
学科内涵提

升工程
（8个）

1.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 获得1-2个 研究生院

2.中医学、中药学2个一级学
科

进入全国排名前30% 学科建设办公室

3.第五轮学科评估
力争实现主干学科全部晋位升

级
学科建设办公室

4.中医学下辖二级学科

2-3个二级学科进入
全国前5名；

力争2025年整体进入
全国前30%

学科建设办公室

5.中药学下辖二级学科

1-2个二级学科进入
全国前5名；

力争2025年整体进入
全国前30%

学科建设办公室

6.中西医结合学科 力争2025年进入全国前40% 学科建设办公室

7.公共卫生、临床医学和药学
下辖二级学科

2-3个学科水平达到省级一流
水平

学科建设办公室

8.特色支撑学科（护理学、应
用心理学和汉语国际教育）

主要可比指标达到国内中医药
院校前列

学科建设办公室



（三）
一流教师建

设工程
（12个）

1.在岗教职工 达到3000人 人事处

2.专任教师 达到1500人 人事处

3.高级职称 达到700人 人事处

4.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教师占
比

达到85%；其中博士学位达到
45%

人事处

5.生师比 控制在16:1以下

人事处、
教务处、

研究生院、
继续教育学院

6.申报国医大师、全国名中
医；入选中组部、万人计划，
教育部长江学者、新世纪优秀
人才，国家中管局岐黄学者及
陕西省“高层西人才引进计划
”“特支计划”和“三秦学者
计划”等人才项目

10-20人 人事处

7.国家级、省级教学名师 新增5-7人 人事处

8.国家级、省级教学团队、科
技创新团队

新增7-10个 人事处、科技处

9.高层次人才引进
海内外领军人才10人、学科学
术带头人20人，优秀青年博士

100人
人事处

10.高水平人才培育

遴选国医大师、国家级名中医
培育对象10人；（青年）长江
学者、（青年）岐黄学者、三
秦学者培育对象10人；省级中
医培育对象20人；国家中医药
教学名师、省级教学名师培育
对象20人；作为重点学科后备
带头人进行重点资助和培育20

人

人事处、学科办

11.国家级人才计划或省级人
才计划

力争10-15人入选 人事处

12.人才发展三百计划

遴选100名优秀中青年教师跟
师传承；100名优秀中青年教
师国内外研修；100名党政管

理干部培训进修

教师发展中心、
组织部



（四）
科技创新推

进工程
（10个）

1.省级以上协同创新中心、重
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等科研平台

新增5个 科技处

2.国家级科研平台 力争实现零的突破 科技处

3.国家级科研项目 增长达25%以上 科技处

4.省部级及以上科学技术奖励 超过30项 科技处

5.国家级科技成果奖 力争获得国家级科技成果奖 科技处

6.国家级重大、重点项目
力争获批国家级重大、重点项

目
科技处

7.高水平、有特色的省级行业
政策智库

建设2个以上 科技处

8.重大中药新药创制项目 力争获批2-3项 科技处

9.省级科技平台 获批3-5个 科技处

10.科技创新团队

重点支持3-5个优秀团队晋
级；

培育10-15校级优秀科技创新
团队

科技处



（五）
附属医院精

进工程
（2个）

1.附属医院提升计划

进入全国三级公立中医医院绩
效考核A＋；

力争在西安布局建设一所中医
医院

附属医院

加强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
地建设；

成立中医疫病防治基地；
※力争获批陕西省和国家中医
药传承创新中心、中西医协同
示范中心、中医特色重点医院
、陕西省中医循证医学中心

获批省级区域中医医疗中心；
力争获批国家级区域中医医疗

中心

2.第二附属医院提升计划

建成西部一流、国内知名的中
西医结合诊疗中心，进入全国
三级公立中西医结合医院绩效
考核前15名，获批中西医协同

“旗舰”医院建设项目

第二附属医院



（六）
特色文化示

范工程
（2个）

1.“一院一品”计划
凸显二级院系专业学科优势，
形成学校特有的校园文化体

系，争创全国文明校园
宣传部

2.博物馆建设项目

医史馆、中药标本馆、校史陈
列馆、药王孙思邈纪念馆、川
陕甘医药卫生纪念馆等分场馆

的文化设计和布展

基建处、中医药
博物馆

（七）
教育信息化
升级工程
（2个）

1.“互联网+”体系建设

互联网+教育环境项目、互联
网+教学项目、互联网+评价项
目、互联网+教育项目、互联
网+医疗健康项目、互联网+治

理项目

信管处

2.智慧校园建设工程
统筹建设一体化智能化教学、
管理与服务平台，实现校园精

细化管理、个性化服务
信管处

（八）
对外合作拓

展工程
（5个）

1.国际学生教育

国际学生学历教育规模稳定在
200人左右，接受各级各类教
育的国际学生数量环比增长

10%

国际教育学院

2.教师海外研修 有国外研修经历教师增长10% 国际合作交流处

3.海外中医药中心建设
建立3-5个合作紧密的高质量

中医药海外中心
国际合作交流处

4.学生海外学习深造 每年选派15-20名学生 国际合作交流处

5.中（境）外联合办学项目 力争开展1-2个 国际合作交流处



（九）
基础条件保

障工程
（3个）

1.陕西中医药博物馆建设 完成工程项目建设 基建处

2.科技创新大楼建设 完成工程项目建设 基建处

3.博士公寓建设 完成工程项目建设 基建处

（十）
党建引领工

程
（5个）

1.筹建“思政大讲堂”

校领导班子成员每学期至少给
学生讲1堂思想政治理论课或
形势政策课；各二级院（系、
部）主要领导干部每周至少“

面对面”接触学生1次

组织部、宣传部

2.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
双创”工作

推进党建工作省级“示范高校
”“标杆院系”和全国“样板

支部”的建设
组织部

3.二级单位党组织建设
在全校范围内培育创建2-3个
党建工作“标杆学院”，8-10
个党建工作“样板支部”

组织部

4.教师党支部建设

持续推进教师党支部“双带头
人”培育工程，总结党建工作
典型做法，形成2-3项可推广

党建工作经验

组织部

5.党风廉政建设
构建教育预防、监督保障、整
改纠错、执纪问责、考核评价

“五项机制”
校纪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