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

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和《上海科技大学硕士、博士学位授予

条例（试行）》，结合上海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以下

简称“信息学院”）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申请上海科技大学信息学院各专业硕士或

博士学位的所有研究生。 

课程学习与培养环节 

第三条 申请硕士或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应满足信息学院相应专业

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关于课程学分的要求和绩点的要求（如有）。 

第四条 申请硕士或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应满足信息学院相应专业

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关于学期考核、助教、学术报告、开题及中期报告

等培养环节的要求。 

学位的学术水平 

第五条 申请硕士或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科研成果应满足《信息学

院研究生毕业科研成果基本要求》，科研成果署名应满足《信息学院研

究生成果署名及格式要求》。 

第六条 硕士或博士学位论文应符合《上海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位

论文撰写规范》。硕士论文正文（除封面、目录、致谢和参考文献之外

的主体部分）字数不少于 3万字且页数不少于 60页。 

第七条 学位论文应通过信息学院学位论文相似度检测和盲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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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答辩申请 

第八条 符合上述资格要求的学位申请人，可向信息学院学位委

员会提出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并同时提交下列材料： 

一、 学位论文答辩申请书； 

二、 符合《上海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的学位论文； 

三、 科研成果证明材料。包括已发表、接收和投递的论文证明材

料。原则上，满足科研成果要求方可申请答辩。 

四、 学位论文中文和英文详细摘要。 

第九条 信息学院学位委员会对学位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 

学位论文评阅 

第十条 论文评阅人名单由导师提出建议，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

评阅人应对学位论文写出详细的学术评语，供论文答辩委员会参考。

学位申请人的导师不能作为评阅人。 

硕士学位论文应聘请至少三位专家评阅，评阅人应为副教授、教

授或具有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或具有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的专家。

原则上本单位专家不少于两人(推荐本领域一人，相关领域一人)，外

单位不少于一人。 

博士学位论文应聘请至少五位专家评阅，评阅人应为教授或具有

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或具有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的专家。原则上

本单位专家不少于三人，外单位不少于两人。 

第十一条 评审意见为修改以后答辩的，论文需根据意见修改后



重新提交相关专家评阅。 

学位论文评阅过程中，如有一位评阅人持否定意见，应再增聘两

位评阅人进行评阅。累计有两位评阅人持否定意见者，本次学位申请

无效。 

学位论文答辩 

第十二条 答辩委员会名单由导师提出建议，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核。学位论文答辩人导师须参加其学位论文答辩，但不能作为学位论

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学位论文的评阅人一般应参加该论文答辩委员会。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至少由三位同行专家组成（人数必须为

奇数），答辩委员会成员应为副教授，教授或具有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

专家或研究生指导教师。成员原则上应包含本单位专家不少于 2 人，

外单位专家不少于 1 人。 

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至少由五位同行专家组成（人数必须为

奇数）。答辩委员会成员应为教授或具有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或具

有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的专家。成员原则上应包含本单位专家不少于

3 人，外单位不少于 2 人。    

第十三条 答辩委员会设秘书一名。答辩委员会秘书应由责任心

强、工作认真并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或在学高年级研究生担任。

答辩秘书参加答辩工作全过程，并对答辩过程中答辩委员的提问、答

辩人的回答及答辩委员会决议等情况做客观、详细的记录。答辩秘书

没有表决权。 

第十四条 除有保密要求外，学位论文答辩一般应按程序公开举

行。学院学位委员会授权相关人员介绍答辩委员会人员组成情况，交



由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答辩会议。 

（一）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开会； 

    （二）研究生报告学位论文内容； 

    （三）答辩委员会成员和到会人员提问，答辩人回答问题； 

    （四）答辩人答辩结束，答辩人导师可就学位论文及答辩中提出

的问题作补充说明； 

    （五）答辩会休会，学位申请人及参会人员退场； 

（六）答辩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其议程如下： 

1.答辩人导师向答辩委员会介绍研究生的基本情况、学习成绩、

科研成果、论文发表情况及其它需说明的问题； 

2.答辩委员会结合论文评阅人对学位论文的评阅意见、达到的水

平以及答辩情况等进行综合评价，评议答辩人的学位论文是否达到所

申请学位要求的学术水平； 

3. 答辩委员会以不记名投票方式表决，获答辩委员会全体成员

三分之二及以上票数同意，方可做出建议授予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决议； 

4. 答辩委员会成员填写论文答辩情况和学位授予决议书，答辩

委员会成员应在学位授予决议书签署姓名。 

（七）答辩会复会，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答辩委员会决议，学位

申请人发言，答辩会结束。 

第十五条 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应出席答辩会和答辩委员会会

议，在答辩前必须审阅论文，答辩时进行提问和参加投票表决。未出



席答辩会和答辩委员会会议的委员不得委托他人或以通讯方式投票。 

第十六条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未通过，经答辩委员会成员过半数

同意，可做出半年后至一年内(不超过最长学习年限)修改论文、重新

答辩一次的决议。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未通过，经答辩委员会成员过半

数同意，可做出半年后至两年内(不超过最长学习年限)修改论文、重

新答辩一次的决议。 

硕士或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未通过，若答辩委员会未做出修改论文

重新举行答辩的决议，或申请人逾期未完成论文修改，或重新答辩仍

不合格者，一般不再受理其学位申请。 

第十七条 硕博连读研究生转博两年后，如确属达不到博士研究

生培养要求，无法在最长学习年限内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本人可申请

终止博士研究生培养计划，经导师同意，报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批准后，

按照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具体要求申请硕士学位。 

学位初审 

第十八条 信息学院将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学位申请人的以下

材料，一并提交信息学院学位委员会审查： 

一、学位论文答辩申请书； 

二、学位论文评阅书； 

三、论文答辩情况和学位授予决议书； 

四、学位论文及摘要； 

五、科研成果证明材料。 



第十九条 信息学院学位委员会对学位申请人进行全面审查和

综合评价，以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全体委员过半数通过，做出拟授予

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决议。 

第二十条 信息学院学位委员会审查后，将拟授予学位人员名单

及其学位电子信息报送至校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 

其他 

第二十一条 本实施细则自公布即日起开始实施。 

第二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解释权和修改权归属信息学院学位委员

会。 

上海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学位委员会 

2022年 9 月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