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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2024〕3号

研究生培养环节文档质量抽检办法（试行）

为加强研究生培养过程监管，切实保障培养环节质量，依据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

导体制机制改革意见》、《博士研究生管理办法》（校研发〔2022〕

27号）和《硕士研究生管理办法》（校研发〔2022〕25号）等文

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特制订本办法。

一、抽检范围

每年 3月和 9月按照培养单位抽检读书（学术或实践）报告、

开题报告和专业实践总结报告文档。博士研究生抽检人数不低于

相应年级总人数的 10%，硕士研究生抽检人数不低于相应年级总

人数的 5%。抽检人员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一）无故未按期完成培养环节、培养环节未通过或抽检不

合格进行第二次考核的研究生；

（二）前序培养环节抽检不合格的研究生，后续环节直接参

与抽检；

（三）新任导师指导的前三届研究生；

（四）近三年出现学术不端、存在（潜在）问题学位论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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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抽检不通过导师指导的研究生。

二、审查内容

评审专家对读书（学术或实践）报告文档、开题报告文档和

专业实践总结文档评审打分，内容如下：

（一）读书（学术或实践）报告：在广泛查阅相关学科（方

向）或专业学位类别（领域）国内外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能对本

学科或研究课题相关的前沿性文献进行归纳总结，并提出自己的

见解和认识，观点明确，格式规范，内容充实，结构层次清楚，

表述清晰。

（二）开题报告：研究课题应符合学科（方向）或专业学位

类别（领域）的培养目标，立题依据充分，研究内容充实，研究

方案和进度安排合理，格式规范。学术学位研究生的研究课题必

须具备科学性、学术性、创新性和可行性，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研

究课题应立足本类别或领域，解决实际问题，具有一定应用价值。

（三）专业实践：专业实践报告格式规范，内容须与学科方

向或学位论文紧密结合，目的意义明确，实践期间积极参与（图

片等佐证材料），具有良好的沟通协作能力，能与团队成员建立有

效合作，实践内容充实，实践结果应结合专业特点提出解决问题

的新见解、新方法，并应具有一定的专业价值和社会效益。

三、组织形式

（一）审查工作委托研究生教育教学督导委员会统一组织实

施。

（二）采取专家评审的方式进行，由督导委员会邀请校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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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学科专家进行审查。

（三）审专家按照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领域）分组对

报告文档进行评审，每份报告文档至少由两名专家分别进行评审。

四、结果使用

（一）报告文档抽检不合格者，该环节判定为不通过。学生

应在规定时间内进行修改，重新申请考核并提交修改后的报告文

档；再次抽检不合格者，按程序做退学处理或分流。

（二）导师应认真指导研究生各培养环节的报告撰写和修

改，并及时审核相关材料。指导的同一学生连续两次抽检不合格

或同一次抽检不合格学生占比较高的导师，培养单位应进行约谈

并问责。

（三）各培养单位应履行好组织开展各项培养环节的责任，

并定期开展自查工作；对于问题报告占比较高、篇数较多的单位，

学校将进行约谈，并按相关规定扣减招生指标、导师培养费等。

五、附则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若其他有

关文件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与上级文件不一

致的，则以上级文件规定为准。

2024年 3 月 26日

研究生院办公室 2024年 3月 26日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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