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技术史”硕士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2024）

一、总体概况

华南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史学科历史悠久。1920 年代，丁颖院士

开启了稻作起源和农学本土化研究。1930 年代，受丁颖影响，梁家

勉、王兴瑞也开始研究农业史。1940 年代，梁家勉萌发了建立“中

国农业文献专藏”的构想，并草拟了《简则》。1955 年，梁家勉于

华南农学院图书馆建立“中国农业历史文献特藏室”，标志着建制化

的开始，促进了农业文献的收集、典藏和研究。1978 年成立“中国

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1980 年成为农业部部批研究机构，开始招

收农业史研究生。2005 年，成立历史系，开始招收本科生。2016 年，

农史室更名为“中国农业历史遗产研究所”。现有教师 26 人，导师

20 人，博士学位 22人，教授 12 人，副教授 12人。新增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 1 项，省部级项目 8 项。发表论文 26篇。本年度招生 16

名，在读 40 名，就业率 100%。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在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

质人才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学院党委的坚强领导下，研究生

党支部拥有完善的组织架构，包括支部书记与副书记各一名，支委成

员三名，以及党小组负责人五名，他们齐心协力，共同承担起党支部

的各项职责，确保党支部运行顺畅、管理高效。



步入 2024 年，学位点的党建工作继续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为引领，紧密结合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的重大历史时刻，精心

策划了一系列主题教育活动。这些活动旨在引导党员同志回望党的辉

煌历程，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

截至目前，支部已成功召开了 6次党员大会，11次支委会会议，

并组织了 4 次党课学习与 11次主题鲜明的党日活动。其中，以党纪

学习教育为重心，党内召开了 8 次组织生活会，深刻剖析党的纪律要

求，强化党员的纪律观念。同时，为深入领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支部精心安排了 3 次集中培训，确保每位党员都能紧跟党的步伐，

与时代同频共振。

此外，在党日活动中，支部还特别策划了 4 次红色主题教育与参

观活动，让党员们在实践中感受党的光辉历史，增强党性修养。

为了进一步加强研究生新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支部联合学生会，

在新生入学教育周期间，举办了研究生学术规范讲座，着重强调学术

诚信与严谨学风的重要性；同时，安排了消防演练，提升新生的安全

意识和应急处理能力；还开展了图书馆技能培训，帮助新生快速掌握

学习资源的使用方法，为他们的学术之路保驾护航。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1.据《华南农业大学硕士生导师岗位聘任办法》（华南农办〔2021〕

92 号）并结合学院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研究生导师岗位聘任工作实施

细则，对到达 3年聘期的导师进行续聘。学校和学院有计划地举行新



聘研究生导师培训会议、课程思政建设及一流本科专业建设专题学

习、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工作培训会和研究生导师培训会。

2.以培养研究能力为中心强化学术训练。5 月 18 日下午，华南

农业大学 2024 届科技史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会在农史研究所一

楼会议室顺利举行。6月 27 日上午，科学技术史专业 2022 级研究生

中期考核会在农史所举行。9 月 6日下午，2024 级科技史研究生专业

教育暨师生见面会在农史研究所一楼会议室召开。11月 14 日，广东

省政协文史专员、广东省社科院《广东社会科学》总编辑李振武研究

员莅临农史研究所，并以“学术规范与学术研究”为题，分享了其多

年的研究和编辑工作心得。

3.鼓励并资助研究生参加学术交流和学术考察。3月 9日星期六，

我所倪根金教授和研究生彭德前往常州开展龟文化项目调研。3 月

28、29 日，省政协文史专员、我所倪根金教授率谢萍副教授、吴理

清博士和研究生杨梦诗赴英德开展茶文化考察。4月 23-26 日，农史

研究所倪根金教授、王福昌教授、杨柳讲师和研究生王思昊、黄小莉

组成调研组前往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连南瑶族自治县、连州市开展

考察调研。7 月 3—4 日，我所倪根金教授、谢萍副教授和科技史研

究生李淑洁一行三人赴英德开展调研。7 月 26-29 日，研究生李淑洁、

费雨辰、黄小莉、王思昊出席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召开的第九届中国林

业学术大会。8 月 19-23 日，科技史 2022 级研究生费雨辰、黄小莉

前往广西南宁市、来宾市、柳州市、桂林市等史志、文博和档案单位

及农业科研单位进行调研和搜集资料。9 月 18-20 日，我所倪根金教



授、王福昌教授、魏露苓教授、谢萍副教授和研究生彭德对世界文化

遗产避暑山庄和承德博物馆进行了考察调研。9 月 20 日至 24 日，纪

念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成立 75 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于中国北京

举行。会议主题“新人文：促进科学与人文学科的互动”，着重聚焦

于“时间：认知、经验和表达”的内容。作为无处不在的时间，是人

类所有知识、经验和表达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入探索的意义。

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历史遗产研究所负责的“S8：作物、动物、农

具与农业的演进：长时段视角”分论坛，研究生王思昊、郑珈泋、费

雨辰、刘家振、拜嘉豪、彭德、赵越则分别以《长时段视野下宋代福

州水生动物探赜——以淳熙<三山志>为考察中心》《<广东新语>中的

海产资源与人类活动——从长时段视角分析》《近代潮梅地区商品性

肥料的更替——兼论“长时段”的因素》《明清民国时期乌桕种植推

广研究》《略论宋以来樟脑的利用及制作技术》《物竞天择：民国以

前巴戟天品种分化与产地变迁研究》《历史时期岭南地区李子品种、

栽培及利用研究》为题作论文报告。10月 14 日，由我所倪根金教授、

王福昌教授、杨柳副研究馆员、研究生彭德组成的工作团队前往广州

南沙区就沙田文化遗产挖掘与保护进行专题调研。11月 16 日，农史

研究所科技研究生彭德、杨文楚、郑珈泋赴香港参加由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孔子学院举办的大湾区研究生研习班。

4.推行国家、学校、学院多级多层次的奖助体系。根据《华南农

业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办法》、《华南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业奖

学金评选暂行办法》、《华南农业大学研究生特殊困难补助金管理办



法》、《华南农业大学研究生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华南农业大

学关于开展研究生担任助研、助教、助管和学生辅导员工作的实施细

则（试行）》、《华南农业大学研究生奖助体系改革方案》、《华南

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暂行办法》、《华南农业大学优秀研

究生干部评选办法》、《华南农业大学优秀毕业研究生评选办法》、

《华南农业大学研究生发表论文奖励实施办法》、《华南农业大学研

究生论文发表和科研成果申报管理办法》、《华南农业大学优秀研究

生学位论文评选与奖励办法》等文件精神，结合实际，制定推行《研

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实施细则》、《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实施细则》

等。王思昊获国家奖学金。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研究生教育改革是研究生教育吐故纳新的根本途径。一是以科学

技术博士授权点的申报为契机，全面总结得失败，找准突破点，提升

学科的整体水平。二是加强教育教学改革。做好广东省研究生教育创

新计划项目，争取新项目。三是以重大重点项目和标志性的成果引领

导，着力建立一支有影响力师资队伍，进而带动招生和人才的培养。

四是利用科学技术史的实用功能，古今结合，深入基层，服务社会，

逐步向“学术”与“实用”结合转型。五是利用现有平台建设，创新

突破。六是根据本学科“历史悠久”的特点，以“华南农史学科发展

论坛暨倪根金教授执教四十周年座谈会”为抓手，强调继承前辈学者

的优良传统，与时俱进，传承创新。

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华南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史硕士学位授权点历史悠久、积累丰厚，

在长期的学科发展中形成了以农为主、立足华南和研藏并重的特色，

在农业文献整理、岭南农业史研究和农耕文化传承方面形成了自己的

特色和优势。研究生培养目标定位明确，研究方向特色鲜明，管理制

度健全规范。师资队伍结构合理，学风严谨，科研支撑条件优越，科

研成果丰硕，培养了一大批农业历史的高级专门人才，产生了较好的

社会影响力，社会效益显著。总之，评估材料规范齐全，符合科学技

术史硕士学位授权点评估要求和标准，同意该学位授权点通过评估。

2024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位列11名，是唯一入选择的硕士点，

超过了 3 个博士点。

六、改进措施

加强高水平人才的引育，注意外文资料的收藏和加强中外交流合

作，为学科发展建设提供更好的平台，积极申报科学技术史博士学位

授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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