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撰写规定（试 行） 

学位论文是学位申请人为申请学位而撰写的学术论文，是评判学位申请人学

术水平的重要依据和获得学位的必要条件，也是科研领域中的重要文献资料和社

会的宝贵财富。为确保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规范学位论文格式，特作如下规

定。      

一、基本要求        

1．硕士学位论文应能表明作者确已在本门学科上掌握了坚实的基础理论和

系统的专门知识，并对所研究课题有新的见解，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

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2．学位论文一般应用中文撰写，硕士学位论文正文字数一般在 3万字以上，

具体由各学位点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学位论文内容应立论正确、推理严谨、文字

简练、层次分明、说理透彻、数据真实可靠。      

3．论文作者应在选题前后阅读有关文献，硕士学位申请人的文献阅读量不

少于 40 篇，其中外文文献至少应占三分之一。综述部分应对所读文献加以分析

和综合。      

4．量和单位及其符号均应符合国家标准的规定，国家标准中未规定的，应

执行国际标准或行业标准；不同的量必须用不同的符号表示，不得一符多义，含

义相同的量则必须用同一符号表示。学位论文应用最新颁布的汉语简化文字，符

合《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专业术语应统一使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

员会公布的各学科名词，或本学科权威专著和期刊通用的专业术语，且前后应一

致；标点符号的使用应符合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的规定；数字的使用应符

合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      

5．图要精选，切忌与文字或表内容重复，图中文字、数据和符号应准确无

误且与文字叙述一致，图应有图号和图名，图名应简洁明确且与图中内容相符。

表应有表序和表名，表名应简洁并与内容相符。图、表和公式应分别顺序编

号。      

二、题名        

题名是以最恰当、最简明的词语反映论文中最重要的特定内容的逻辑组合。

题名既要准确地描述内容，又要尽可能地精练，一般不宜超过 20个字。题名应

该避免使用不常见的缩略词、字符、代号和公式等。      

三、序或前言        

序或前言一般是作者对学位论文基本特征的简介，如说明选题的缘起、背景、

主旨、目的、意义，以及资助、支持、协作经过等；也可以评述和对相关问题的



研究进行说明。序或前言并非必需。这些内容也可以在正文引言中和致谢中陈

述。      

四、摘要和关键词        

摘要是学位论文极为重要、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论文的窗口，并频繁用

于国内外资料交流、情报检索、二次文献编辑等。其性质和要求如下：      

1．摘要即摘录论文要点，是论文要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一篇完整的陈述性

短文，具有很强的自含性和独立性，能独立使用和被引用。      

2．应含有学位论文全文的主要信息，硕士学位论文摘要应突出新见解与成

果。      

3．内容范围应包含以下基本要素：      

（1）目的：研究、研制、调查等的前提、目的和任务以及所涉及的主题范

围。      

（2）方法：所用原理、理论、条件、对象、材料、工艺、手段、装备、程

序等。      

（3）结果：实验的、研究的、调查的、观察的结果、数据，被确定的关系，

得到的效果、性能等。      

（4）结论：结果的分析、研究、比较、评价、应用；提出的问题，今后的

课题，建议，预测等。      

（5）其他：不属于研究、研制、调查的主要目的，但就其见识和情报价值

而言也是重要的信息。      

4．摘要的详简度视论文的内容、性质而定，硕士学位论文摘要一般要求 1000

字以上。      

5．摘要中一般不用图、表、化学结构式、计算机程序，不用非公知公用的

符号、术语和非法定的计量单位。      

6．关键词应有 3至 8个，另起一行置于摘要下方。涉及的内容、领域从大

到小排列，便于文献编目与查询。      

7．应有与中文摘要和关键词相对应的英文摘要和关键词。英文摘要用词应

准确，使用本学科通用的词汇；摘要中主语（作用）常常省略，因而一般使用被

动语态；应使用正确的时态，并要注意主、谓语的一致，必要的冠词不能省

略。      

五、引言或绪论        

引言或绪论应简要说明研究工作的目的、范围、相关领域的前人工作和知识

空白、理论基础和分析、研究设想、研究方法和实验设计、预期结果和意义

等。      

六、正文        



正文是核心部分，占主要篇幅，可以包括：研究对象、理论模型、实验和观

测方法、仪器设备、材料原料、实验和观测结果、计算方法和编程原理、数据资

料、经过加工整理的图表、形成的论点和导出的结论等。各章节标题应大致对称，

内容之间有严密的逻辑论证关系，各部分篇幅长短不宜悬殊太大，章节标题也不

宜太长。      

由于研究工作涉及的学科、选题、研究方法、工作进程、结果表达方式等有

很大的差异，对正文内容不作统一的规定。但是，必须实事求是，客观真切，准

确完备，合乎逻辑，层次分明，简练可读。      

七、结论        

经过对实验记录和实验结果、或对研究的、调查的、观察的结果、数据等的

综合分析研究，归纳出若干有机联系的论点，并对本研究成果的意义、推广应用

的现实性或可能性和进一步发展的探讨加以论述。结论应该准确、完整、明确、

精练。      

如果不可能导出应有的结论，也可以没有结论而进行必要的讨论。      

八、致谢        

对在完成课题研究和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予指导和帮助的导师、校内外专家、

实验技术人员、同学等表示感谢。      

九、参考文献        

在论文中引用了文献内容的，应将其列入参考文献表。      

1.参考文献标注法，在正文中引用文献内容处注明参考文献编号。参考文献

目录按正文中引用先后顺序排列，重复引用的文献，按第一次出现的顺序编

号。      

2.文科论文参考文献标注法，可按国际惯例，英文文献用作者姓氏和发表年

份加上圆括号来标注，例如（Farrell，1997）；中文文献用作者姓名和发表年

份加上圆括号来标注，例如（张华，2000）。当文献作者有两个时，标注方式如

（Sommerset and Lovekin，2000）或（张华，李平，2000）。当文献作者多于

两个时，标注方式如（Sommerset et al，2000）或（李平等，2000）。如果同

一作者有一个以上同一年份的文献被引用，那么在文献标注和参考文献目录中要

增加一个标识符，如（1985a），（1985b）。如果论文中已经提到了作者姓名，

则只需在作者姓名后面用发表年份加圆括号标注，例如“F．Modigliani（1960）

指出……”。参考文献目录按姓氏或姓氏汉语拼音的字母顺序排列，汉字姓名以

姓氏汉语拼音字母为序，英语姓名以姓氏字母为序。      

3.可列于参考文献表的文献类型包括图书、期刊、会议论文集、专利和学位

论文等。其著录格式分别如下（注意标点符号）：      



(1)图书：[顺序编号] 作者（采用姓在前，名在后的形式，作者名之间用逗

号分隔；3人以内全部写上，3人以上只写 3人再加“等”（英文加“ et al”））.

书名.版本（第&times;版）.译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起页～止页      

(2)期刊：[顺序编号] 作者（采用姓在前，名在后的形式，作者名之间用逗

号分隔；3人以内全部写上，3人以上只写 3人再加“等”（英文加“ et al”））.

文章名称.期刊名称，年号，卷号（期号）：起页～止页      

(3)会议论文集：[顺序编号] 作者（采用姓在前，名在后的形式，作者名之

间用逗号分隔；3人以内全部写上，3人以上只写 3人再加“等”（英文加“ et 

al”））.文章名称.见（英文用“in”）:论文集主编.论文集名.出版地：出版

者，出版年. 起页～止页      

(4)专利：[顺序编号] 专利申请者.专利题名.专利国别，专利文献种类，专

利号，出版年. 起页～止页      

(5)学位论文：[顺序编号] 作者.题名：[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保存

地点：保存单位（如浙江海洋学院图书馆），年份.    

(6)电子文献：序号 主要责任者. 电子文献题名. 电子文献的出处或可获得

地址，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任选）      

4.当论文中有些术语、公式、背景或数据来源需要解释或说明，以及援引他

人的原话、数据等资料而必须指明资料来源时，可用脚注。脚注要按顺序编号。

脚注按每一页单独编号。脚注的标识可以用数字 1，2等，也可以用符号①，②

等。脚注的资料来源表示方法同参考文献。      

十、附录        

包括详细的公式推导、实验数据、计算程序、援引他人的原始资料、数据及

其设备条件等。也可省略。      

学位申请人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置于附录 1，格式同第九条要

求，并逐篇注明署名单位是否为浙江海洋学院。      

十一、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学校研究生处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