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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和提高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

农林经济管理学科依据《中国海洋大学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

（试行）》（海大研字〔2021〕7 号）制定本实施细则，现将具体事项

规定如下： 

一、实践训练（教学实践、科研训练、社会实践三选一） 

（一）考核内容     

实践训练环节是培养研究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拓展创

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而设置的必修环节。实践训练环节采用集中实践和

分散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包括教学实践、科研训练、社会实践。 

1.教学实践 

参加本科生或研究生教学辅助工作，比如协助授课教师备课、批

改作业、辅导答疑等。 

2.科研训练（满足其一） 

（1）积极参与各级各类科研和调研项目，具备独立从事科学研

究的能力。 

（2）撰写学术论文，掌握正确、合理的论文写作方法，熟练运

用论文写作技巧。 

（3）参加国家或省级学术比赛并获省级三等奖以上奖励。 

3.社会实践（满足其一） 

（1）经导师允许，参加与本专业相关岗位的专业实践累计在 3-6

个月。研究生可以依托学校或学院与校外单位建立的研究生联合培养

基地、专业实践基地，由学院统一组织和选派进行专业实践，也可以

结合本人的就业去向自行联系专业实践单位；（2）参与“三下乡”等

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累计时间不少于 1 个月，并就本专业相关问题

提供调研报告或者解决方案；（3）参加国家级或省级创新创业实践比

赛并获省级三等奖以上奖励。 

（二）考核时间、方式 

考核时间：毕业资格审核前。 

考核方式：提交《中国海洋大学学术学位研究生实践训练总结报

告》，以及相关的成果、获奖证书等材料，经导师签字确认，最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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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专家组成的专家组评审确定是否合格并评定成绩。考核通过者

计 1 学分。 

实践训练总结报告要求文字通顺、条理分明、客观真实。对编造

数据、信息，或抄袭、剽窃他人成果者，一经发现，其实践训练成绩

记零分，并视情节进行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 

二、学术活动 

（一）考核内容 

研究生在读期间至少参加 8场次学术讲座，提供本人参加的学术

讲座清单和不少于 3000 字的学术活动总结。 

此外，若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做会议报告，给予 1 学分。 

（二）考核时间、方式 

1.考核时间：毕业资格审核前。 

2.考核方式：提交《中国海洋大学研究生学术活动审核表》并提

交学术活动总结报告，由导师予以考核，研究生教学管理部审核讲座

清单，给出通过或不通过评定，但不计学分。参加学校确认的国际学

术会议并做会议报告者，提交参会及报告证明，经导师签字确认后获

得 1 学分。 

三、开题审核 

（一）考核内容 

本专业遵循以培养具有综合职业技能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

才为目标，以提升学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农业

和农村发展实际问题能力为核心的原则。开题审核是硕士研究生培养

的关键性环节，重点考察硕士生的开题报告、课程学分完成情况和思

想政治等综合表现。开题报告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1）选题依据；

（2）国内外现状；（3）研究目标与内容；（4）研究计划；（5）预期

成果等。 

开题审核之前，学生应完成培养计划中的课程学习，取得学分并

符合毕业学分要求，思想政治表现合格。 

（二）考核标准 

论文的选题须体现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特点，从社会生产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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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问题、从多学科视角确定论文选题，准确辨识农林经济管理领域

发生的重大前沿问题。深刻剖析问题的孕育环境、发生过程及产生原

因，科学界定问题的属性特征、理论渊源与解决策略，特别是紧密结

合问题相关的约束条件及责任相关者行为特征，实现学位论文探究问

题科学性、分析问题逻辑性、解决方案有效性与应用成果拓展性的有

机统一。   

要求研究生系统收集、整理国内外近年来本学科的文献资料，认

真阅读和了解本研究领域知识体系的形成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趋

势，在此基础上结合社会实践现状和突出的问题形成论文选题和研究

思路。文献阅读中，研究主题相关的国内核心期刊论文至少 100 篇以

上，国外文献占 40%以上的比例，为了反映本领域最新的研究进展，

要求近 5年内的重要文献要达到 60%以上，文献综述的字数要求 6000

字以上。 

（三）考核时间 

学位论文开题审核应在入学后第四学期完成，允许在此之前进行

多次开题审核会。论文开题审核通过至答辩，应有不少于 1 年的研究

写作时间。 

（四）考核方式 

开题审核由导师（组）具体负责，要求公开举行。通过全面考察

开题报告申请人的文献研读量、研究问题和章节框架设计的科学性、

研究方法和方案的可行性、研究计划的合理性，由专家小组出具开题

报告评审意见。 

（五）考核程序 

开题审核会之前，硕士研究生积极思考学位论文拟定选题，定期

提出阶段性选题报告，由导师审议通过后，方可撰写开题报告。取得

学分并符合毕业学分要求后，方可申请参加开题审核会。没有通过开

题审核者不得参加该批次后续各培养环节。第一次开题审核通过的比

例不高于 85%。对于第一次开题审核评议暂缓通过者，可在三个月后

申请重新开题审核或参加低年级开题审核；第一次开题审核评议不通

过者，须参加低年级开题审核。硕士生两次开题审核仍未通过者，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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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退学。开题审核通过后，若论文选题有重大修改，则应在规定时间

内重新开题。开题审核材料由学院（中心）负责保管，存入硕士生档

案。 

（六）考核人员组成 

硕士研究生开题要求由 5 名本学科具备硕士研究生指导资格的

专家组成的评审小组，对开题报告的内容及研究生的陈述进行评审，

对其科学性、重要性、可行性等内容进行判断，并提出具体的评价和

修改意见。 

（七）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组成及申诉、议事规则 

学科组成立硕士研究生开题审核指导小组，公开、公平、公正处

理开题审核中出现的各类问题。 

四、论文研究进展报告 

（一）考核内容 

论文研究进展报告是对研究生自开题报告以来的科研工作情况

与学位论文写作情况进行的阶段性总结与汇报。考核内容包括学位论

文进展情况及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继续研究的内容、难点和存在的

问题，后续学位论文写作与科学研究的时间安排和计划。 

（二）考核标准 

研究生应完成学位论文的主体撰写工作，对继续研究的内容、难

点和存在的问题认识清晰，解决措施得力，时间安排科学，计划进度

合理，预计能够如期提交合格的学位论文。考核结果按通过、不通过

进行评价。 

（三）考核时间 

硕士三年级第一学期。 

（四）考核方式 

论文研究进展报告评审表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撰写完

成。论文研究进展报告会以研讨会的形式举行。 

（五）考核程序 

论文研究进展报告会由导师（或导师组）具体负责，应公开举行，

并组织相关专业教师、研究生参加，鼓励开展学术讨论。由研究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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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汇报论文研究进展，由导师（组）对研究生的科研工作进展情况和

学位论文工作进展作出评价并提出意见与建议。没有通过论文研究进

展报告者不得参加该批次后续各培养环节，硕士生退学。 

（六）考核人员组成 

要求由 5名本学科具备硕士研究生指导资格的专家组成评审小

组。 

（七）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组成及申诉、议事规则 

学科组成立硕士研究生论文研究进展报告指导小组，公开、公平、

公正处理论文研究进展报告中出现的各类问题。 

五、学位论文答辩 

（一）考核内容 

1.答辩论文是否达到硕士学位论文水平，具体包括选题背景及其

意义、文献综述、研究内容、工作特色及难点、预期成果及创新点等。 

2.答辩论文成果的创造性、论文选题的理论意义及实用价值、论

文写作规范化和逻辑性、文献资料掌握程度、论文工作量、是否存在

重大问题与缺陷等。 

（二）考核标准 

1. 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硕士学位论文应有独到见解，具有完整

性、系统性和一定的学术水平；应符合本领域研究范式的规范，从实

际问题出发提炼科学问题并建立适当的研究框架、收集必要的方法与

数据，通过实证分析获得这一问题的合理解释及其政策含义；主要论

点、结论和建议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论文应表明作者在

所涉及的领域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2. 硕士学位论文在导师指导下由本人独立完成，论文工作时间

一般不少于 1 年；论文内容原则上应以自己获得的第一手数据或统计

数据为基础。 

3.硕士学位论文应当理论结合实际，能够合理应用已有的理论和

方法分析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科学问题，并得到符合科学规律的

结果。论文的文字表达应当达到学术期刊公开发表的水平。 

4.硕士学位论文应按照《中国海洋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书写格式

https://www.baidu.com/link?url=maR0FZjazzXL2PnGsG-zIz3D_B1WVGL5hOjJ4WswyM5xHWx2pYidndm44T8MMV15vYqEocLhWU2OExvltAjWmK&wd=&eqid=f405fe93000d1088000000036097f4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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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要求》撰写，文字表述须通顺、简洁、准确，图表清晰、数据可

靠，准确地表达研究成果，实事求是地得出结论。学位论文应符合国

家和授予单位规定的学位论文格式上的规范要求，包括篇章结构和标

题、文献的引用、图表的设计、数据和计量单位的表示、专用名称和

科学符号的使用等。 

（三）考核时间 

答辩时间原则上在最近一次的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前 1 个周，

具体答辩时间经答辩人与导师协商后，统筹所在学院答辩工作后确

定。 

（四）考核方式 

采取公开答辩方式对硕士生学位论文进行考核。提交《中国海洋

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材料》。 

（五）考核程序 

1.答辩人填写并提交《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

成审批表》。 

2.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开会，宣读答辩委员会成员名单、申请人

姓名、学位论文题目等。 

3.指导教师简要介绍研究生的课程学习成绩及从事科研工作情

况。 

4.答辩人报告选题意义、学术背景、研究方法、创新点、自己的

论点以及论据等。  

5.答辩委员会委员应在详细了解学位论文评阅意见及学位申请

人针对评阅意见做出修改情况的基础上，对学位论文的学术水平、写

作规范、内容表述等方面进行质询和审查，在决议书中做出详细的学

术评语，并指出存在的问题与缺陷，提出改进意见；由答辩委员会秘

书就答辩情况做详细书面记录。 

6.休会：答辩委员会采取不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就是否通过论文

答辩、是否同意建议授予硕士学位进行表决，全体成员三分之二或以

上同意方为通过，可建议授予硕士学位；答辩决议须经答辩委员会主

席签字后，报送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 

https://www.baidu.com/link?url=maR0FZjazzXL2PnGsG-zIz3D_B1WVGL5hOjJ4WswyM5xHWx2pYidndm44T8MMV15vYqEocLhWU2OExvltAjWmK&wd=&eqid=f405fe93000d1088000000036097f4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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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复会：指导教师和研究生返回会场，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对学

位论文的学术评语及决议。 

8.答辩结束后，答辩秘书及答辩委员会专家填写《中国海洋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会议记录和决议书》相关内容，并经所在学主管领

导签署意见。 

（六）考核人员组成 

1.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一般由不少于 5 名副教授（或相当职

称）及以上或研究生指导教师组成，其中校外专家不少于 2 人，组成

人员须经学院（中心）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未经审核，不得进行

论文答辩。指导教师可列席答辩，但不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且在讨

论表决、形成决议时应离席回避。 

2.答辩委员会设秘书 1 人，由中级以上职称的教师担任。答辩委

员会秘书负责专家聘书、答辩会场安排、答辩记录、评阅及答辩意见

汇总等事宜。 

（七）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组成及申诉、议事规则 

1、申诉处理委员会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组织本专业或相关

专业 3 名及以上的硕士生指导教师组成。 

2、原则上委员会不接受针对不同意通过论文答辩及授予硕士学

位的申诉，确需申诉的，须经导师同意后，由委员会组织的本专业 3

名以上硕士生指导教师一致认为论文答辩结果确属不公正，并做出具

体的评价意见后重新按相关要求组织论文答辩。 

 

 

附件: 

1.中国海洋大学学术学位研究生实践训练总结报告 

2.中国海洋大学研究生学术活动审核表 

3.中国海洋大学硕士研究生开题审核表 

4.中国海洋大学研究生论文研究进展报告评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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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海洋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