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级 风景园林学(083400) 学术学位 

普通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简介 

风景园林学是综合运用科学与艺术的手段, 保留、保存、保护、

恢复、修复、改造、更新、养护、运营、管理人居生态环境、心理

环境和建成环境的融合性、应用型学科，目标是发现人与自然互动

规律、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创造理想人居环境。 

同济大学风景园林学科始建于1952年，本科专业招生始于1979年，

硕士专业方向招生始于1981年，博士专业方向招生始于1986年，

2005年获风景园林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以及独立的景观规划设计专

业工学硕士学位和工学博士学位授予权，2011年获风景园林学一级

学科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权。围绕人与土地和人居环境规划设

计的科学和艺术，风景园林以自然科学学科和人文艺术学科知识的

融合为本学科知识基础，以生态环境、心理环境、建成环境的客观

科学理论实践和主观艺术理论实践为框架，是人居环境学科群的核

心学科之一。今天，社会发展需求下的风景园林学科,承担着促进人

类与自然和谐发展、保护和弘扬中华优秀风景园林文化、维护和促

进大地生态安全、创建人类理想诗意栖居的重任，是“生态文明”、

“美丽中国”、“文化自信”全球战略建设和实施的朝阳学科。 

本学科在与国际接轨的风景园林领域具有深厚的办学经验和师资

积累，在全国城市规划、风景园林界具有权威影响，得到了国内国

际风景园林学术界的公认。持续探索贯通与外拓的国际化风景园林

专业教育，积极开展与波鸿鲁尔大学（德国）、昆士兰大学（澳大

利亚）、米兰理工大学（意大利）、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美国）、

布伦瑞克工业大学（德国）、谢菲尔德大学（英国）等国际知名高

校的长期合作，建立了双学位、学术交流、科研合作的多样机制。

2012年同济大学风景园林学进入上海市一流学科（A类）建设计划，

2015年进入上海市高峰计划，2017进入“世界一流大学”、“世界



一流学科”“双一流”建设，标志着同济风景园林专业进入世纪新

台阶。 

与本学科点相关的研究与实践机构主要包括：高密度人居环境生

态与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智能规划技术重

点实验室、自然资源部大都市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程技术创新中

心、上海市城市更新及其空间优化技术重点实验室、生态化城市设

计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

司、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市园林设计研究总院、上

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等。本学科还拥有1个国家级建筑规划景

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国家级建筑规划景观虚拟仿真教学中心和

2个国家级工程教育实践中心。 

本学科授予工学博士学位；可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 

二、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成为引领未来

的社会栋梁和专业精英。 

1.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具有为人民服务和为祖国富强而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遵纪

守法，品德高尚。 

2.掌握所在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

有实事求是、勇于探索和创新的科学精神；能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

作，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具有国际视野，能熟练

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具有良好的合作、组织与领导能力。 

3.以培养风景园林研究精英、学科卓越人才和智库人才为导向，

全面系统地掌握风景园林学科理论与方法,广泛了解相关学科的知识

体系；明确所从事的风景园林研究领域和方向,深入掌握该领域及其

相关学科学术发展的前沿动态,善于提出独到见解；理论与实践研究

积极开展多学科合作,具备良好的团队精神,注重协作和沟通。 



三、研究方向 

1. 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 

2. 景观规划与生态修复 

3. 园林与景观设计 

4. 风景园林遗产保护 

5. 风景园林植物应用 

6. 风景园林工程技术 

四、学制及学习年限 

  博士研究生学制为4年，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7年。  

五、学分要求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至少应修满21学分，其中公共学位课4学分，

专业学位课4学分，非学位课4学分（含基于研究方向的跨学院或跨

学科课程至少1门，2学分），必修环节9学分（论文选题1学分、论

文写作与学术规范2学分、同济高等讲堂2学分、中期综合考核3学分、

论文阶段成果学术报告会1学分）。 

六、学位论文工作 

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 

1.论文选题：博士研究生的论文选题由各学科专业根据学校要求

的时间集中组织。在论文的研究过程中，若论文课题有重大变动，

应重新召开选题报告会。论文选题第一次不通过者，需在6个月后申

请重新进行选题报告会。 

2.中期综合考核：博士研究生的中期综合考核由学科专业集中组

织。考试成绩按学院分等级录入管理信息系统，成绩为优的比例≤

40%，成绩为良的比例≤40%，成绩为合格或不通过的比例不低于20%。

中期综合考核第一次不通过者，可在6个月后申请再次考核。 



3.预答辩：预答辩通过后方可进行学位论文盲审。 

4.盲审：按照学校和学院相关规定执行。 

5. 评阅与答辩：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撰写格式、评阅程序、

答辩组织和答辩程序按照《同济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同济大

学学位论文选题评阅答辩工作规范》执行。 

6.涉密论文：涉密学位论文及申请学位的保密管理工作，按《同

济大学涉密研究生与涉密学位论文管理规定》（同济研【2018】65

号）执行。 

七、成果要求 

风景园林学学术型博士研究生申请博士学位，应在相关刊物或国

际会议上以第一作者身份（包括导师为第一作者，申请者为第二作

者）或国际学术期刊的通讯作者（申请人署名单位为同济大学）公

开发表3篇学术论文，且满足以下要求之一（目录详见《2022年各学

位评定分委员会博士学位标准及发表学术成果规定》）：（1）至少

2篇发表在表1-1或1-2，另1篇发表在表2-1或2-2；（2）有2篇论文

被SCI、SSCI、A&HCI检索。 

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投票表决，顶级期刊高水平论文和标志

性成果可认定为等同1-2篇论文成果,也可直接认定为符合“博士学

位申请发表学术论文要求”。 

若在跨学科的核心期刊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不在目录中），

能否作为申请学位发表论文需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认定。 

鼓励学术成果多元化。若申请人作为主要参与人出版著作、获得

省部级以上奖项、获得科技专利，能否等同我学科认定的期刊、会

议论文需经学科专业委员会认定。 

目录如有修订，按修订后的目录执行。本规定的解释权归学院学

位评定分委员会。 

八、分流与退出机制 



 1.在学期间累计多于两门（含两门）课程考核不合格者，予以

退学处理。 

2.论文选题或中期综合考核两次不通过者，视为自动终止学业，

予以退学处理。如为硕博连读（博士阶段）研究生，若所在学科专

业委员会认为符合硕士研究生培养条件的，可以提出转为硕士研究

生培养的建议，经研究生院同意后可以分流进入硕士阶段培养。 

3.学制内未通过中期综合考核的博士生，予以退学处理。 

九、备注 

1.课程学习一般安排在入学后前2个学期，必修环节中论文写作

与学术规范、论文选题、同济高等讲堂必须在中期综合考核前完成。 

2.学位论文选题和中期综合考核相距时间不少于6个月，中期综

合考核和学位论文答辩相距时间不少于12个月。 

3.同济高等讲堂是指由研究生院、各学院组织的高水平学术讲座。

博士生应在中期综合考核前听取不少于16次的纳入同济高等讲堂管

理的学术讲座，并将心得体会录入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 

4.跨专业考入的学生须在导师的指导下至少选修 1 门补修课程，

不计学分。 

十、课程设置 

包括公共学位课、专业学位课、非学位课、必修环节、补修课五

个模块。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是否

必修 
分组 备注 

学

位

课 

公共

学位

课 

1090122 
学术英语写

作 III 
2.0 36 

春秋

季 
否 

第一

外国

语 

第一外国语（英

语）2选 1 

1090123 
国际交流英

语视听说 III 
2.0 36 

春秋

季 
否 

第一外国语（英

语）2选 1 

1090124 
第一外国语

（德语） 
2.0 36 

春秋

季 
否  

1090126 
第一外国语

（日语） 
2.0 36 

春秋

季 
否  



1090128 
第一外国语

（俄语） 
2.0 36 

春秋

季 
否  

1090129 
第一外国语

（法语） 
2.0 36 

春秋

季 
否  

1300001 
第一外国语

（汉语） 
2.0 36 

春秋

季 
否  

1260002 
中国马克思

主义与当代 
2.0 36 

春秋

季 
否 

政治 

 

1900006 中国概况 3.0 54 
春秋

季 
否 

仅限留学生、港

澳台学生修读 

专业

学位

课 

1010131 
专题景观规

划设计 
2.0 72 

春秋

季 
是   

1010154 研究方法 2.0 36 秋季 是   

非学位课 

1010095 
景观生态与

应用 
2.0 36 秋季 否   

1010105 遗产景观 2.0 36 春季 否   

1010117 
人类聚居环

境学 
2.0 36 秋季 否   

1010118 
城市风貌规

划与管理 
2.0 36 春季 否   

1010119 
区域生态景

观研究 
2.0 36 春季 否   

1010120 
现代景观技

术与应用 
2.0 36 春季 否   

待定 
风景园林的

定量化研究 
2.0 36 春季 否   

1010127 
建筑学学科

前沿动态 
2.0 36 

春秋

季 
否  跨学科课程 

1010153 
数字设计前

沿动态 
1.0 18 春季 否  跨学科课程 

1010135 
东方园林及

其造园理论 
2.0 36 春季 否  跨学科课程 

10001630001 城市气候学 2.0 36 秋季 否  跨学科课程 

1010109 
现代城市规

划理论 
2.0 36 秋季 否  跨学科课程 

1010110 
城市发展战

略与政策 
2.0 36 秋季 否  跨学科课程 



1010114 

城市文化遗

产保护与开

发 

2.0 36 秋季 否  跨学科课程 

1080107 
机器学习理

论 
2.0 36 秋季 否  跨学科课程 

1090125 
第二外国语

（德语） 
2.0 36 

春秋

季 
否   

1090127 
第二外国语

(日语) 
2.0 36 

春秋

季 
否   

2010346 设计前沿 2.0 36 春季 否   

必修环节 

20002020001 
论文写作与

学术规范 
2.0 36 

春秋

季 
是   

1900001 论文选题 1.0 18 
春秋

季 
是   

1900008 
中期综合考

核 
3.0 54 

春秋

季 
是   

2900012 
同济高等讲

堂 
2.0 36 

春秋

季 
是   

1900010 

论文阶段成

果学术报告

会 

1.0 18 
春秋

季 
是   

补修课 

2010259 景观学理论 2.0 36 秋季 否   

2010232 
中西园林比

较 
2.0 36 春季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