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 家 文 物 局 办 公 室 函 件  
 
                                    办人函〔2020〕797 号 

 

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1 年“高层次 

文博行业人才提升计划”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局（文化和旅游厅/局）,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文物局，各直属单位： 

为培养适应文博行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根据《干部教

育培训工作条例》和新时代文物人才建设工程的要求，现就“高

层次文博行业人才提升计划”（以下简称“提升计划”）2021 年

招录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升计划”基本情况 

“提升计划”是国家文物局与相关高等院校合作，面向文博

行业在职人员，重点向文博系统基层在职人员，招收硕士研究生。

通过学历教育与文博行业实际需求紧密结合的方式，在提高文博

行业在职人员学历水平的同时，培养一批具有文博专业素养的实

践型、创新型高层次专业人才。 

（一）报考“提升计划”人员 

须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录取后需至少有一年

脱产学习时间（具体时间由培养院校制定）。在规定期限内完成

培养方案内容，按照培养院校研究生学籍管理和学位授予相关规

定。符合条件的，颁发研究生学历证书，授予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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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计划”培养院校 

面向文博行业需求，对培养课程进行专门设计，实行校内导

师和文博行业专家、学者担任行业导师的“双导师制”，突出人

才培养的针对性、实践性和应用性。 

（三）国家文物局 

每年安排适当经费用于“提升计划”教育教学体系研究、师

资聘请和学员学习中必要的行业实践等支出。 

二、招生学校和专业设置 

（一）西北大学 

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非全日制，含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

人才研究生招生计划）（简介见附件 1）。 

研究方向有 6 个：分别为田野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学、

文化遗产管理、博物馆学、文物研究。 

在西部 7 省（区、市）及部分民族自治地方工作的少数民族

和部分汉族干部，可报考西北大学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

生招生计划，享受相关优惠政策。具体报考条件、资格审查、报

考录取等信息，参见 2021 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招

生简章，并咨询西北大学研究生院。 

（二）北京建筑大学 

建筑遗产保护硕士（简介见附件 2） 

研究方向有 4 个：建筑遗产保护理论、建筑遗产保护规划与

设计、建筑遗产数字化保护、建筑遗产环境保护工程与技术。 

（三）云南大学 

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非全日制，含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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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研究生招生计划）（简介见附件 3）。 

研究方向有 4 个：考古学、文物学、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技

术、博物馆学。 

报考云南大学的人员，需填报云南大学文物与博物馆高层次

文博人才提升计划招生专项，录取入校后再根据具体情况分配研

究方向。 

在云南省工作的少数民族和部分汉族干部，可报考云南大学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招生计划，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具体报考条件、资格审查、报考录取等信息，参见 2021 年云南

大学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招生简章，并咨询云南大学

研究生院以及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三、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包含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研究生核心课程，由相

关院校按照教育部规定课程教学；第二部分为行业专业课程，由

院校与行业部门共同制定教学内容，聘请行业领导、专家学者共

同承担；第三部分为行业实践教学，院校根据学员专业情况，灵

活安排学员赴文博单位进行实践教学；第四部分为撰写论文，学

员根据专业定向选题研究。 

四、报考条件 

（一）报名并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 

（二）满足西北大学、北京建筑大学、云南大学招生简章相

关条件； 

（三）文博行业在职人员，报考专业与所学专业或从事工作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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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符合当地在职人员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有关政策。 

五、报名、审核及录取 

（一）报考 

1. 报考人员须在 10 月 31 日前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

网”（网址：https://yz.chsi.com.cn）报名参加 2021 年全国硕士研

究生统一招生考试，具体报考事宜以院校招生简章要求为准。 

2. 请在 11 月 15 日 17 时前登录全国文博网络学院（网址：

http://edu.ncha.gov.cn），在“文件下载”专栏中下载《“提升计划”

报名使用手册》，按照手册要求注册个人信息并报名。网络报名

技术服务电话：010-84849839，联系人：刘鹏。 

（二）审核 

1．请报考人员所在单位积极创造条件，鼓励和支持符合条

件的员工参加“提升计划”。 

2．请“新时代文物人才建设工程”联络员切实履行职责，

于 11 月 30 日 17 时前完成本区域“提升计划”初审推荐工作。 

（三）录取 

国家文物局将根据培养院校的研究生录取情况，公布

2021 年“提升计划”录取名单。 

六、学习费用 

西北大学文物博物馆专业硕士学费（含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

人才研究生招生计划）每人每年 14000 元，北京建筑大学建筑遗

产保护硕士学费每人每年 8000 元，云南大学文物博物馆专业硕

士学费（含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招生计划）每人每年

10000 元，由培养院校收取。“提升计划”学员培养期间工资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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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由所在单位根据当地政策执行。学员毕业后学习费用可由所在

单位按规定给予适当支持。 

七、联系人和咨询电话 

联系人：国家文物局人事司专家与培训处  董少君 

咨询电话：010-56792002 

具体专业设置、报考条件、报名方法及时间请及时关注报考

院校网站《招生简章》或与院校联系。联系方式：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19991937026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010-68322397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0871-65032540 

特此通知。 

 

附件：1．西北大学“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简介 

      2．北京建筑大学“建筑遗产保护硕士”简介 

3．云南大学“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简介 

 

 

 

国家文物局办公室 

                               2020 年 9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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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西北大学“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简介 

 

文物与博物馆硕士，是与考古、文物、博物馆、文化遗产等

专业相联系的专业性硕士，培养能够独立从事相关领域专业实践

工作的应用型人才。要求本专业学生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

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具

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 

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的培养目标是：为各级文物管理机构

及各类博物馆、研究机构、出版机构、社会组织、文物商店、拍

卖行等，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具有现

代文博事业理念，能较好掌握文物与博物馆及相关领域的专业基

础理论和学科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和能力，能够适应

社会发展需要，胜任较高水平业务或管理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

文物与博物馆专门人才。 

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依托西北大学考古学科建设，西北大

学考古学科创办于 1956 年，是中国最早的考古学科之一，经过

64 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立足长安，面向西域，周秦汉唐，

丝绸之路”的学科定位和考古学、文物保护技术、文化遗产管理

“三位一体”学科特色，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西北大学

考古学科获得 A+（最高等级）的评估结果。 

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学制为 3 年，在学期间须修满 32 学

分方可获得学位，学位论文形式可以是调研报告、修复报告、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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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设计、产品开发、案例分析、项目管理等。西北大学在课程设

置上，充分反映文物与博物馆实践领域对专门人才的知识与素质

要求，注重分析能力和创造性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在教学

方法上，重视实物教学、案例分析、现场研究、模拟训练等方法。 

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专任教师具有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

和教育教学水平。本专业拥有包括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青年拔尖人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考古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

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文物与博物馆专硕教

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一批高水平导师队伍；拥有考古学科唯一的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丝绸之路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学科创新引智基地”

（111 引智基地）、“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虚拟仿真国家级实验教学中心”、“文

化遗产数字化国家地方联合工程中心”等 5 个国家级教学科研平

台。同时，本专业重视吸收来自文物与博物馆实践领域的专业人

员担任校外导师并参与专业课程教学，构建“双师型”的师资结

构。 

西北大学于 2011 年正式招收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研究

生，该专业下设六个方向，分别为田野考古、文物保护学、文化

遗产管理、科技考古、博物馆学、文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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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遗产保护硕士”简介 

 

北京建筑大学的建筑遗产保护是学校的特色专业，我校在该

领域有深厚的积淀。2011 年，据国家文物局统计，我校承担的

建筑遗产保护工程规划设计项目居全国第一；2012 年“建筑遗

产保护理论与技术”获批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博士学位培养项

目；2014 年我校获批建筑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至此我校成为

一所同时拥有建筑遗产保护方向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的高

等院校。2015 年我校获批国家文物局文博人才培训示范基地。

我校在建筑遗产保护领域一直以来与国家文物局深入合作，稳步

向前发展。 

当前北京建筑大学“建筑遗产保护”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有

4 个：建筑遗产保护理论、建筑遗产保护规划与设计、建筑遗产

数字化保护、建筑遗产环境保护工程与技术，学制 3 年，学习年

限为 2～4 学年。其间，课程学习（含部分专业实践）时间为 1～

1.5 年，学位论文（含专业实践、访学研究等）工作时间累计不

少于 2 年。经毕业审核合格且通过论文答辩，授予工学硕士学位。 

本专业培养建筑遗产保护领域高级专业人才，通过研究生阶

段的学习，掌握建筑遗产保护科学领域的理论基础和专门知识，

具有独立从事建筑遗产保护的科学研究和保护工程的科研与设

计能力，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及良好的综合素质，以便更好地服务

于文博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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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遗产保护专业实施双导师制，学校将根据学生所报的研

究方向，在本人自愿、双向选择、适当调整的原则下，为其指定

校内导师，再由校内导师联系其校外兼职导师。校内导师在研究

生培养过程中发挥首要责任人作用，采用集中授课、单独授课等

有效方式对学生进行指导；校外导师参与课程教学、专业实践与

学位论文等多个环节的指导工作。在校期间，由校内导师主要负

责，在实习期间，由校外导师主要负责，校内导师进行辅导；论

文期间，学生的开题、答辩由两位导师共同参加指导。 

在建筑遗产保护专业的教学中，要求以真实的建筑遗产、真

实的保护场地和实用的保护技能作为教学对象、条件和内容，学

以致用，切实满足建筑遗产保护行业的实际需求。 

研究生培养阶段注重理论学习、项目研究及工程实践三位一

体的培养方式。研究生从第二年开始在用人单位结合其工程实践

进行研究生选题，培养硕士研究生的独立工作能力、应对实际问

题能力、适应行业需求的创新能力。特别强调培养硕士研究生在

建筑遗产保护领域的某一方向或专题上进行独立操作、分析、规

划、设计的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工程实践方面，根据培养方案采取实验室学习、现场学习、

实例调研、结合研究生所在单位的实际需求，参与研究课题与工

程项目。通过行业实践培养应用能力，充分发挥硕士研究生独立

思考与积极参与的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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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云南大学“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简介 

 

云南大学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于 2011 年开始招生，为国

内首批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授权点之一，拥有校内教师与校外

导师相辅助，省内专家与省外专家相结合，田野实习、文博单位

室内实训与课堂教学相补充的综合培养方式。本专业主要依靠的

教学平台为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主要依靠的科研平台为云

南大学民族考古研究及文物鉴定评估中心。 

本专业硕士授权点在学校层面、院系层面以及民族考古研究

与文物鉴定评估中心（均拥有独立的图书馆或者资料室）拥有丰

富的专业图书资源和多样的教学平台,本专业依托云南大学民族

考古研究与文物鉴定评估中心，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教授考古学

理论与方法、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文物鉴定与评估、文物保护

与修复、艺术品市场拍卖与策划、文化遗产申报与保护等方面的

课程；近年来又与国内外众多文博与考古单位建立了密切合作关

系及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为云南省乃至西南地区的文博单

位输送专业技术人才。 

本专业硕士学制为三年，实行弹性学制，学习时间为 3 至

5 年，采用双导师制。学生毕业要求修满 31 个学分，累积参加

半年以上的实习（野外和市内的实践活动），累积参加学术活动

6 次。学生的毕业考核采取学术研究性论文、科研报告、陈列及

保护方案、调研报告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方式对学生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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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考察。学生在修满相关学分，并参加足够的实践活动以后，

方能进入预答辩程序，预答辩通过以后，可申请正式答辩。 

本专业硕士授权点共有两个招生项，分别是普通招生项和高

层次文博人才提升计划招生专项。每个招生项均有四个专业方

向：考古学、文物学、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技术、博物馆学。 

专业方向介绍： 

中国考古学：以培养具有较深厚考古学田野技能、实践能力

和科研能力的考古学专门人才为目标，重点对中国新石器时代、

青铜时代的古代文化遗存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学习、研究和

田野实践，主要的就业去向为省、市级田野考古单位、文物管理

所和相关科研机构。 

文物学:以培养具有较好的文物鉴定、鉴赏基础知识和博物

馆展陈、保护、修复和博物馆理论研究能力的专门人才为目标，

重点对文物学、博物馆学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学习、研究和

工作实践，主要就业去向为各级博物馆、文物研究机构以及高校。 

科技考古及文物保护技术：以培养从事金属器的铅同位素矿

料来源、金相分析；陶瓷器的光谱分析、胎料和釉料的成分分析、

热释光和光释光年代测定；玻璃器的成分分析；玉石器的原料、

成分及微痕分析；各类标本的碳 14 年代数据测定；植物孢子分

析；脊椎动物及古人类骨骼检测；岩画颜料成分分析；石质地面

建筑及雕塑保护；遗址保护技术等 9 大类、10 余项试验与检测

的专业技术性人才，主要的就业去向是全国各文博单位或高等院

校（主要招生有理工科基础的学生）。 

博物馆学:以培养对博物馆学发展方向与趋势有着清楚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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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了解，拥有扎实的博物馆学基础，参与过博物馆的运营、策划、

营销总体规划，能够从事博物馆展览的设计与解说，熟悉产品的

展陈，馆藏文物的保管与入库，了解和实践过博物馆选址、博物

馆的数字化建设、博物馆建筑的总体设计和投标等多方面博物馆

实际工作的专业性综合人才，主要的就业去向是全国省、市及区

县级博物馆及高校博物馆。 

 

 

 

 

 

 

 

 
                                                         

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抄送：西北大学、北京建筑大学、云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