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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双一流”学科群建设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落实学校《一流大学建设方案》，切实做好

学科群建设，支撑引领学校“双一流”整体目标实现，特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学科群，是学校按照“扶优、扶强、

扶新”的原则，组建的旱区作物与逆境生物学、水土保持与

生态环境、农业高效用水与区域水安全、动物生物技术、农

产品加工与营养健康五个学科群。

第二章 建设定位

第三条 学科群建设是学校“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内容，

是学校科技创新与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与学校“双

一流”建设方案确定的五大建设任务、五大改革任务共同构

成“三位一体”的建设布局。

第四条 学科群依托平台与 2020年目标定位：

1. 旱区作物与逆境生物学学科群。依托旱区作物逆境生

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形成 4个国内领先的学科方向，

其中 2个方向达到世界一流，支撑植物保护学科达到国内领

先国际知名，带动生物学、作物学、园艺学学科快速发展。



2

2. 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学科群。依托黄土高原土壤侵蚀

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形成 4个国内领先的学科

方向，其中 2个方向达到世界一流，支撑林学学科达到国内

领先国际知名，带动农业资源与环境学科快速发展。

3. 农业高效用水与区域水安全学科群。依托旱区节水农

业研究院建设，形成 4个国内领先的学科方向，其中 2个方

向达到世界一流，支撑农业工程学科达到国内领先国际知

名，带动作物学、水利工程学科快速发展。

4. 动物生物技术学科群。依托农业部动物生物技术重点

实验室建设，形成 4个国内一流的学科方向，其中 1个方向

达到世界一流、1个方向达到国内领先，支撑畜牧学学科达

到国际知名国内一流前列，带动兽医学学科快速发展。

5. 农产品加工与营养健康学科群。依托国家杨凌农业综

合试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形成 3个学科方向，其中 1

个方向达到世界一流、1 个方向达到国内领先、1 个方向在

国内有一定影响，支撑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科达到国内一流。

第三章 管理机制

第五条 学科群实行首席科学家负责制。首席科学家全

面负责学科群的建设与管理工作，组织完成与学校约定的学

科群建设目标任务。

第六条 学科群每个学科方向设负责人 1名。方向负责

人由能把握本方向国内外发展趋势、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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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担任，在首席科学家领导下负责本方向的建设与发展。

第七条 学科群每个方向依据建设目标和任务原则设

3-5名 PI。PI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 符合学科群方向设置。

2. 拥有相对稳定的研究团队。团队成员长期围绕相同或

相近的研究任务共同开展研究，共同产出研究成果。

3. 主持有在研的重大科研项目，近三年在本方向发表有

高水平学术论文（中科院一区论文）或产出重要研究成果，

且具备在国际顶尖期刊发表论文或冲击国家科技奖的基础。

4. 爱国敬业，学风端正，治学严谨，乐于奉献，能够积

极主动带领本团队完成学科群赋予的目标任务。

第八条 首席科学家由学校组织遴选和聘任；方向负责

人由首席科学家提名，学校审核后由学科群聘任；PI由方向

负责人商首席科学家提名，学校审核后由学科群聘任。方向

负责人为本方向的当然 PI。

第九条 学科群可根据学科方向建设需要，从国内外选

聘 PI。外聘 PI 应具有较高学术造诣，具有产出重要研究成

果的良好基础，能够带动 PI团队实现学科方向的目标任务。

第十条 首席科学家与方向负责人组成学科群管理团

队，在首席科学家领导下研究决策学科群建设发展中的重要

事项。

第十一条 学科群可选聘 1名科教人员担任首席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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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协助首席科学家工作；可选聘 1名工作秘书，专职或

兼职承担相关学术管理及日常事务。

第十二条 学校建立学科群目标任务与资源配置挂钩

机制。学校与学科群首席科学家签订目标任务与资源配置合

同；首席科学家与方向负责人、PI签订目标任务合同。

第十三条 学科群基于目标任务自主建立科学规范的

内部管理制度和灵活高效的工作机制，鼓励“一群一制”，

提高建设和管理效能。学科群内部管理制度应报学校“双一

流”建设办公室备案。

第十四条 学校“双一流”建设办公室统筹协调学科群

建设重要事项，负责学科群管理工作，为学科群建设提供“一

站式”服务。

第十五条 学校为每个学科群确定 1名联系校领导，负

责协调学科群建设中的相关服务与保障事项。

第十六条 学校建立学科群与部门、学院（所）联席会

议制度，协调解决学科群建设中的相关保障与服务事项。会

议根据工作需要由联系校领导召集，参会成员根据研究事项

确定。

第四章 支持机制

第十七条 学校设立学科群建设专项资金。

1. 学科群建设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学科群人员经费、重大

科研成果培育、国内外重要合作研究以及特别必须的研究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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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改善等。

2. 各学科群建设专项资金控制额度由学校依据学科群

建设的口径、目标和任务确定, 原则上按建设期平均匹配到

各年度。

3. 在学校确定专项资金控制额度范围内，学科群自主编

制年度资金预算，由学校“双一流”建设办公室会同财务处

等部门组织审核，审核通过后纳入学校年度预算管理。

4. 学校可依据学科群建设绩效对年度核拨专项资金额

度实行动态调整。

第十八条 学科群首席科学家岗位津贴、方向负责人岗

位津贴、PI团队绩效奖励津贴、首席科学家助理及秘书工作

报酬由学科群建设专项资金支出。

1. 首席科学家岗位津贴每人每年 10万元，方向负责人

岗位津贴每人每年 5万元。

2. PI 团队绩效奖励资金控制在年度学科群建设专项经

费 20%以内，由学科群首席科学家和方向负责人依据 PI 团

队贡献自主发放。

3. 首席科学家助理及秘书工作报酬由学科群提出意见，

报学校“双一流”建设办公室研究确定。

第十九条 学校建立研究生招生指标奖励机制。

1. 学校每年预留不少于 50个博士研究生招生指标、一

定数量的硕士研究生推免指标，支持学科群建设。



6

2. 学校依据贡献确定各学科群研究生招生奖励指标，由

研究生院直接下达到学科群；首席科学家依据贡献和建设需

要向学科方向或 PI团队配置。

3. 学科群 PI 团队通过奖励指标招收的研究生，由团队

成员所在学院（学位授权点）管理。

第二十条 学校赋予学科群灵活的用人自主权。首席科

学家可根据学科群建设发展需要，在建设资金许可范围内自

定薪酬标准、自主选聘校外研究人员，由“双一流”建设办

公室审核后向人事处备案。

对学科群自主选聘的博士学位以上优秀研究人员，在聘

任期满后经学科群推荐、学校考核合格可转聘为学校正式在

编人员。

第二十一条 进入学科群建设的 PI团队，相关学院（所）

应在学科建设经费和资源配置方面予以优先重点支持。

第二十二条 学校将学院（所）对学科群 PI团队的支持

纳入学院（所）党政一把手及班子的综合考评。对支持力度

大的学院（所），学校在核拨自主学科建设经费、自主科研

业务费、人才经费等方面予以一定倾斜。

第五章 考评机制

第二十三条 学科群每年对年度学术进展情况进行自

我评价和国内外对标分析，研判目标任务实现程度，形成自

评报告，报学校“双一流”建设办公室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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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学科群首席科学家每年应向学校“双一

流”建设领导小组汇报一次工作进展，由领导小组做出年度

评价意见。

第二十五条 学科群建设期间，可不定期选择部分学科

方向进行国际评估或第三方评估，研判建设绩效和发展态

势。

第二十六条 学科群 PI 每年至少应在学科群内部进行

一次学术汇报交流，集中听取群内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七条 学校在 2020 年对学科群建设绩效进行全

面评估。对完成目标任务的首席科学家、方向负责人和 PI

团队给予表彰，对贡献突出者给予特别奖励。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进入学科群的科教人员人事关系不变，其

在学科群产出的绩效，同时作为相关学院（所）学科建设绩

效。

第二十九条 学校对学科群建设的支持政策为增量改

革，不影响学科群科教人员依据学校其他政策获得的津贴与

各类奖励。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学校“双一流”

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