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昌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
南大学位〔2021〕14 号

关于印发《南昌大学关于研究生申请学位创

新成果的相关规定(2021 年修订)》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南昌大学关于研究生申请学位创新成果的相关规定

(2021 年修订)》业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第七届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南昌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

2021 年 6 月 22 日



南昌大学关于研究生申请学位创新成果的

相关规定

（2021 年修订）

为深入贯彻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及教育部、科

技部《关于规范高等学校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

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教科技〔2020〕2 号）等文件要求，

进一步科学设置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标准，推动新时代我校

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和适应培养多类型高层次人才的需要，

结合学校实际，现就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创新成果做如下规

定：

一、总体原则

1. 强化创新引领。研究生教育在培养创新人才、提高

创新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方面具有十分重要作用。要引导研究生围绕重要科

学和技术问题开展学位论文研究，以创新性科研成果支撑学

位论文，有效提高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质量。

2. 实行分类培养多元评价。改革研究生单一培养模式，

发展学术型和专业型两种基本培养模式，倡导“学术更学术”

“专业更专业”，创新成果按照分类培养的要求，进一步优

化学位申请条件的多元评价和多维度评价。

3. 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面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主战场、人民群众需求和世界科技发展等最前沿，开展基础

创新研究或“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研究，为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服务。

二、基本要求

1. 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创新成果，应为攻读相应学位期

间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并在学位论文中充分展现。学位

论文的创新贡献和质量是进行相应学位评定的主要依据。

2. 申请博士学位的创新成果应体现博士研究生对本学

科（专业）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掌握的坚实宽广性和系统深

入性，体现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和在科学或专门技

术上的创造性，应当在申请授予学位的学科（专业）领域中

体现出较高的学术水平、潜在的应用价值，做出创新性或创

造性成果；

申请硕士学位的创新成果应体现硕士研究生对本学科

（专业）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掌握的坚实性和系统性，体现

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应当在

申请授予学位的学科（专业）领域具有先进性或创新性。

3. 研究生创新成果应反映不同学科（专业）领域特点，

包括学术期刊论文、高质量的学术会议论文、科研奖励、专

著、发明专利、展演作品、研究报告、国家重大科学任务或

重大科学工程经认定的工作报告、决策咨询报告、政策专报

或高级别政策建议、国际/国家/行业标准、重大科技成果转



化、经认定的科技成果鉴定、优秀网络文化成果、创新创业

竞赛获奖等多种形式，其是评价学位论文水平的重要支撑和

参考。

4. 创新成果应分类多维评价。对学术学位类型，将学

位论文作为核心评价对象，综合创新性成果、研究工作、学

术交流等情况作为重要评价内容，侧重学术水平评价。对专

业学位类型，将学位论文作为核心评价对象，综合专业实践、

职业技能资格、创新性成果、产品研发、创新创作等作为重

要评价内容，侧重专业能力评价。

5. 学院是研究生创新成果质量把关的主体，学院学位

评定分委员会应根据本规定，结合学科特点和实际情况，分

别制定学术型、专业型研究生申请硕士、博士学位创新成果

的具体要求和评价办法，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核准后实施。

三、其它有关说明

1. 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时必须以第一作者

（如本人导师为第一作者、研究生可为第二作者）、以南昌

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发表与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如果论文

有通讯作者，则通讯作者的署名单位必须为南昌大学；为鼓

励学生国际或国内交流，对于出国或国内访学联合培养期

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仅要求第一作者单位或通讯作者单位为

南昌大学。

2. 国内外授权发明专利须为第一发明人（若导师为第



一发明人，申请者为第二发明人视同），第一专利权人必须

为南昌大学。

3. 专著中本人撰写部分要求 8 万字以上。

4. 本规定自 2021 级研究生起开始实施。2020 级及以

前学生是否参照执行本规定，或维系原规定，由学院学位评

定分委员会决议,并报研究生院备案。

5. 本规定解释权属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具体由研究生

院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南昌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2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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