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海洋大学关于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开题报告的规定

（修订） 

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开题报告是研究生实施学位论文研究、

保证学位授予质量的重要教学环节之一。为进一步规范研究生学位

论文选题、开题工作，督促研究生选好题、做好开题报告，提高学

位论文质量，结合学校实际，作出如下规定。 

一、选题  

 1. 学术型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要面向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

从所属一级学科出发，选择有一定理论意义的课题。选题尽可能与

科研任务挂钩，并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适当的难度。 

  2. 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或现实问

题，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应用价值，能够解决生产实践中的实际问

题，注重领域的科学研究与实践应用相结合。选题应具有一定的难

度和工作量，能体现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

所学领域中出现问题的能力。  

  3. 所选课题应为在本学科（领域）经费、仪器设备、试验条

件等方面所具有基本物质条件下，经过努力能按期完成的。 

  4. 指导教师应充分了解学科（领域）发展需要，并适当根据

研究生的专长和不足，有针对性地指导选题。 



  5. 鼓励由研究生自己拟出论文题目或导师和研究生分别拟题，

共同商定。但都须结合学科、专业的研究方向并经过充分调研，所

选题目用语准确得体，简短精炼。 

6. 论文选题需征得导师同意，提交学位点（领域）通过，经

学位点（领域）牵头学院审核后方可确定。 

7. 研究生的选题工作一般在理论学习结束的当学期期初完成，

非全日制研究生的选题工作原则上与同年级的全日制研究生同期

完成。 

二、开题报告 

1. 开题报告时间  

研究生的开题报告一般在理论学习结束的当学期期末完成，非

全日制研究生原则上与同年级的全日制研究生一起开题。开题报告

从选题确定到开题论证报告时间不得少于三个月。  

2. 开题报告内容  

（1）介绍国内外有关本学科（领域）的前沿研究状况，论文选

题的来源和依据，创新性、学术及应用价值及预期研究成果； 

（2）本人对学位论文的构思、设想和见解； 



（3）拟采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以及本人具备的知识能力、

已有研究基础、必需的仪器设备和经费来源； 

（4）介绍阅读参考文献和外文资料情况； 

（5）论文工作的总体安排、具体进度和工作量； 

（6）研究过程中预计可能遇到的困难或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方

法和措施。 

3. 开题报告程序  

（1）申请开题者填写《浙江海洋大学学术型/专业学位研究生

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2）导师对开题报告进行审核，同意后方可进行开题报告论证

会。 

（3）由学院统一或导师自行组织开题报告论证会，并聘请有关

专家组成评审专家组，专家组由 3名及以上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的教学科研人员组成，专业学位研究生开题应至少邀请 1 名具有行

业背景人员作为专家组成员。导师应参加开题报告论证会。  

（4）开题报告论证会结束后，研究生根据专家组提出的意见进

一步修改完善开题报告，并经导师审阅通过后，将修改好的开题报

告提交学位点牵头学院，学院审核后报研究生院备案。  



4. 开题报告要求  

（1）开题报告要求研究生在对相关学科或专业领域的资料进行

搜集、阅读和整理，并获取全面而准确的学位文献体系后进行。研

究生阅读论文、资料一般不少于 40篇，其中外文文献至少应占三

分之一。 

（2）研究生要在文献阅读的基础上，经过归纳综合后独立撰写

一篇不少于 3000字的文献综述。 

（3）开题报告个人阐述及答辩的时间不少于 40分钟。  

（4）开题报告论证会要公开进行。在开题报告论证前一周，张

贴海报公布学位论文题目、时间、地点、报告人等。开题报告采取

报告和答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5）专业学位研究生论文形式可以是研究论文、项目（产品）

设计、调研报告等。 

（6）开题报告未通过者，或因特殊情况需变动学位论文题目及

基本内容者，需重新进行开题报告，两次开题间隔不得少于 30 天。 

三、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学校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