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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机学院文件

沪电机院研〔2019〕298 号

关于修订上海电机学院学术委员章程及公布

上海电机学院第二届学术委员会名单的通知

各部门、各二级学院：

为进一步完善有学校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保障学术委员

会在教学、科研等学术事务中发挥更为有效的作用，提高我校

依法治校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高等学

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和《上海电机学院章程》及相关规定，结

合我校实际情况，特组织完成《上海电机学院学术委员章程（修

订）》，并在此基础上增选计春雷等 10 位教授为上海电机学院

第二届学术委员会委员,经校学术委员会二届六次会议、第 21

次校长办公会、第 40 次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

即日起实施，望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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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上海电机学院学术委员会章程

2.上海电机学院第二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名单

上海电机学院

2019 年 12 月 11 日

上海电机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9年12月1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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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上
海电机学院学术委员会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建设和完善有学校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保障学术委员

会在教学、科研等学术事务中有效发挥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

等教育法》《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和《上海电机学院章程》及相

关规定，特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上海电机学院学术委员会（以下简称“校学术委员会”）是

学校学术事务的最高决策机构，统筹行使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

和咨询等职权。

第三条 校学术委员会的宗旨是遵循学术规律，倡导学术自由、学

术平等，鼓励学术创新，促进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提高学术质量；公

平、公正、公开地履行职责，保障教师、科研人员和学生在教学、科研

和学术事务管理中充分发挥主体作用，促进学校科学发展。

第二章 组成规则

第四条 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由学校各学科领域学术造诣高、学风端

正、有参与学术议事热情和能力的全职在岗正高级技术职务人员组成，

并有一定比例的青年教授。

第五条 校学术委员会人数为不低于 29人的单数。其中，担任学校

及职能部门党政领导职务的委员，不超过委员总人数的 1/4。

学校可以根据需要邀请校内外专家及有关方面代表，列席学术委员

会会议。列席人员由校长或学术委员会主任指定，不超过 2 人。列席人

员具有对相关学术事项的发言权，但不具有动议权和表决权。

第六条 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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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和学校各项规定，学风端正、治学

严谨、公道正派；

（二）学术造诣高、实践能力强，在本学科或者行业领域具有良好

的学术或工程实践声誉和公认的成果；

（三）倾心学校建设和发展，具备参与学术议事的能力，能够正常

履行职责。

第七条 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由校长聘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实行任

期制，任期为 4 年，可连选连任，但连任最长不超过 2届。校学术委员

会每次换届，连任的委员人数应不高于委员总数的 2/3。

第八条 校学术委员会设主任 1 名。主任由校长担任或由校长提名，

经全体委员投票民主选举产生。主任可连任连选，但连任最长不超过 2

届。可根据工作需要设副主任，副主任由主任任命，可连任但不超过 2

届。

第九条 校学术委员会设立秘书处，挂靠在学科建设办公室，处理

校学术委员会的日常事务，可设秘书长 1 名，由挂靠部门负责人担任。

校学术委员会日常运行经费纳入学校预算安排。

第十条 校学术委员会设立若干专门委员会，具体承担相关职责和

学术事务；在二级学院（部）设置或者按照学科领域设置学术分委员会。

各专门委员会和学术分委员会根据法律规定、学术委员会的授权及各自

章程开展工作，向校学术委员会报告工作，接受校学术委员会的指导和

监督。

第十一条 校学术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学术分委员会委员依据各自

章程产生，其中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由校长提名，经校学术委员会

审核通过，校长办公会、党委常委会审定通过后由校学术委员会聘任。

第十二条 校学术委员会委员采用自下而上民主推荐、民主选举和

学校提名相结合的方法产生。具体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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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根据在建的一级学科数量合理确定各承担学科建设任务

二级学院（部）的委员候选人名额和担任学校及职能部门党政领导职务、

二级学院（部）主要负责人委员候选人名额；

（二）各二级学院（部）按分配的名额民主推荐、民主选举产生选

举委员候选人，在推荐选举产生候选人时要兼顾各学科的代表性；

（三）校长提名担任学校及职能部门党政领导职务和二级学院（部）

主要负责人的委员候选人，并根据学科布局的合理性、教师的代表性，

提出学术委员会委员的推荐名单，经校学术委员会和校长办公会审议通

过后提交党委常委会审定，确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

第十三条 特邀委员由校长、校学术委员会主任或者 1/3 以上校学

术委员会委员提名，经校学术委员会同意后确定。

第十四条 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在任期内有下列情形，经校学术委员

会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可免除或同意其辞去委员职务，当学术委员会委

员出现缺额时，按照本章程规定补选。

（一）调离上海电机学院；

（二）主动申请辞去委员职务的；

（三）因身体、职务变动等原因不能履行职责的；

（四）连续一年不履行委员职责（不参会、不提案）或者违反委员

义务的；

（五）有违法、违反教师职业道德或者学术不端行为的；

（六）因其他原因不能或不宜担任委员职务的。

第三章 职责权限

第十五条 校学术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审议学科、专业、教师队伍建设、科学研究、对外学术交流

合作等重大学术规划等事关学校学术发展全局的重大规划、重大措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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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二）针对学科建设、科学研究、教学指导、师资队伍建设、学术

道德等事项设立若干专门委员会。审议各专门委员会章程、主任和副主

任提名人选和工作规则，指导各专门委员会工作，审议各委员会提交的

重大问题；

（四）审定学校教学、科研的学术评价标准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

岗位设置与考核等学术条件；

（五）对经过第三方学术评议通过的全校正高职务应聘者和破格申

报高级职称的应聘者进行面试答辩，对副高级职务应聘者进行书面资料

评议；（六）指导学位评定委员会工作，审议学位评定委员会提交的重

大事项；

（七）组织开展学校学术发展战略和政策研究，为学校学术发展提

供决策咨询与建议；

（八）其他需要校学术委员会处理的事项。

第十六条 各专门委员会主要职责是：

（一）学科建设委员会：审议自主设置或者申请设置学科；审议

交叉学科、跨学科协同创新机制的建设方案、学科资源的配置方案；审

议学科建设相关的重要项目、重大计划及各类建设项目；遴选、推荐国

家级和省部级重点建设和优先支持学科；为学校预算决算中学科经费的

安排和分配及使用、学科重大项目的申报及资金的分配使用提供咨询意

见；完成校学术委员会委托或授权的其他学科相关事务。

（二）科学研究委员会: 审议对外学术交流合作及学术机构设置方

案；审议科研成果评价标准及考核办法、科学研究成果和奖励；对外推

荐科学研究成果奖；审议自主设立各类学术、科研基金、科研项目、科

研奖项等；对学校预算决算中科研经费的安排和分配及使用、科研重大

项目的申报及资金的分配使用提供咨询意见。完成校学术委员会委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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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的其他科学研究相关事务。

（三）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自主设置或者申请设置专业；审议人

才培养质量的评价标准及考核办法、学历教育的培养标准、教学计划方

案、招生的标准与办法、教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标准和奖励办法；对外推

荐教学研究成果奖、自主设立各类教学奖项等；为学校预算决算中教学

经费的安排和分配及使用、教学重大项目的申报及资金的分配使用提供

咨询意见；完成校学术委员会委托或授权的其他教学相关事务。

（四）师资队伍建设委员会：审议有关学校师资队伍建设管理工作

的规章制度；审议高端人才（指学校高层次人才引进办法中所列的省部

级及以上的高端人才）的引进与培养选拔计划；审议推荐国内外重要学

术组织的任职人选；审议学校青年教师的培养与发展计划；评价高层次

人才引进岗位人选、名誉（客座）教授聘任人选学术水平；完成校学术

委员会委托或授权的其他师资队伍建设相关事务。

（五）学术道德委员会：审议学术道德规范，学术评价、争议处理

规则；受理学术道德不端举报及调查；裁决学术纠纷事项；负责全校师

生学术道德宣传教育；完成校学术委员会委托或授权的其他学术道德相

关事务。

第十七条 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享有以下权利：

（一）对与学校学术事务相关的各项规章制度和信息的知情权，审

议各专门委员会章程；

（二）对学校相关学术事务的咨询权；

（三）在校学术委员会会议中独立地发表意见，讨论、审议和表决

各项决议；

（四）对校学术委员会工作的建议权；

（五）学校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八条 校学术委员会委员须履行以下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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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遵守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遵守学术规范、恪守学术道德；

（二）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

（三）遵守校学术委员会章程，坚守学术专业判断，公正履行职责；

（四）参加校学术委员会会议及有关活动；

（五）对校学术委员会会议上讨论的保密事项严格保密。

第四章 运行制度

第十九条 校学术委员会实行例会制度，每学期至少召开 1 次全体

会议。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术委员会主任或者校长提议，或者 1/3 以上

委员联名提议，可以临时召开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商讨、决定相关事

项。

需要紧急审议的学术事项，经学术委员会主任同意，可采用邮件方

式进行讨论或决策。

第二十条 校学术委员会主任负责召集和主持学术委员会会议，必

要时可以委托副主任委员召集和主持会议。学术委员会委员全体会议应

有 2/3 以上委员出席方可举行。

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应当提前确定议题并通知与会委员。经与会

1/3 以上委员同意，可以临时增加议题。

第二十一条 校学术委员会议事决策应当获得与会委员的 2/3 以上

同意，方可通过。学术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或者评定的事项，一般应当

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做出决定；也可以根据事项性质，采取实名投票方式。

因故无法出席会议的委员，可事先以书面形式对议题发表意见，委

托秘书处在会上宣读，但不参加对议题的投票表决。

第二十二条 校学术委员会审议或者评定的事项与委员本人及其配

偶和直系亲属有关，或者具有利益关联的，相关委员应当回避。

第二十三条 校学术委员会会议可以根据议题，设立旁听席，允许

学校相关职能部门、教师及学生代表向校学术委员会秘书处申请列席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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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

校学术委员会做出的决定应当予以公示，并设置异议期。在异议期

内如有异议，经 1/3 以上委员同意，可召开全体会议复议。经复议的决

定为终局结论。

第二十四条 校学术委员会建立年度报告制度，对学术委员会的运

行及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总结，对学校的学术发展及学术事务提出意见

和建议，并公开年度报告。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校学术委员会章程的制定和修改须经校学术委员会、

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经党委常委会-审定通过后实施。

第二十六条 本章程由校学术委员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学校此前发布的有关规章、

文件中的相关规定与本章程不一致的，以本章程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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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上海电机学院第二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名单

主 任：胡 晟

副主任：杨若凡、陈东辉、杨俊杰

委员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王玉芳、王廷军、王宇露、计春雷、

吕翠凤、刘天羽、刘文红、刘 军、刘晓保、汤学华、孙天明、孙 会、

李民政、李和庆、李荣斌、李 雷、辛绍杰、迟长春、张延迟、张晓红、

陈年生、陈国初、赵朝会、姚晓东、袁艳红、曾宪文、富立友

秘书长：马慧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