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管理规定（暂行） 

  研究生开题报告是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的重要环节。为进一步完善研究生培养

过程管理，提高培养质量，根据《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生培养方案》要

求，结合我所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一、选题原则 

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围绕研究方向查阅文献、收集资料、进行调研，充

分了解本人主攻研究方向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确定本人学位论

文研究题目（或范围）。 

研究题目的确定应遵循以下原则： 

1、创新性：前人未曾专门研究过，或虽已研究但尚无理想结果有待进一步

探讨和研究的，或学术界存在分歧有必要深入研究探讨的，并能有预期成果的课

题。硕士学位论文要有新见解或应用特色，博士学位论文要做出创造性成果； 

2、达到预期成果的可能性：课题内容要有科学性，难易程度和工作量要适

当，充分考虑到在一定时间内获得成果的可能性。 

二、开题报告内容及评价标准 

（一）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包含以下内容： 

1、 开展本课题研究的意义（含课题来源、理论及应用价值） 

2、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3、 研究目标、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4、 拟采取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及可行性分析（博士学位论文应详述此项内容） 

5、 预期研究成果及创新点 

6、 已有工作基础 

7、 研究计划及预期进展（硕士学位论文可包含参与的项目及完成的工作量） 

8、 参考文献 

（二）开题报告考核评价标准 

开题报告符合下述要求，考核小组可给予开题人 “通过”的结论： 

1、具有独立查阅和综合分析文献资料的基本能力； 

2、选题合理，有理论和应用价值； 

3、 能够掌握与论文选题有关研究方向的国内外动态，学术思想清晰； 

4、 研究方案合理、可行，基本掌握技术关键；对可能遇到的主要问题分析

思路基本正确；开题条件基本具备； 



5、研究工作计划安排合理，参考文献较全面； 

6、开题准备充分，陈述清晰。  

若开题报告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时，则考核小组应给予开题人“不通过”的结

论： 

1、选题不当，论述欠合理；参考文献不够充分，综合分析能力较低； 

2、研究方法简单，技术路线错误或不够严密，技术措施不力，没有抓住问

题的关键； 

3、预期的研究目的过高或过低； 

4、开题条件不具备，研究计划安排不周； 

5、开题报告准备不充分，陈述混乱。 

三、开题报告时间及考核小组构成 

开题报告应根据研究生录取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硕士生一般应在入学后第四学期的 3月底之前完成开题报告；少数民族骨干

计划硕士生一般应在入所后的第二学期初完成开题报告。 

公开招考录取的博士生一般应在入学后第三学期初完成开题报告；硕博连读

生一般应在入学后第四学期的 3月底之前完成转博考核，转博考核通过后，与同

级博士生在相同时间段内进行开题报告；直博生应在取得博士资格后尽早开题，

一般应在入学后第七学期初完成开题报告。 

开题前，导师应根据学生自身情况，从严把关，确属不能按期开题的学生应

在开题时间上向后顺延。原则上博士生从开题到完成答辩的时间不得少于四个学

期，硕士生不得少于两个学期。 

硕士生开题报告由部门统一组织，按相同或相近学科方向进行分组，考核小

组须由 3～5名具有副研或以上职称的成员组成。导师可参加开题报告，但不作

为考核小组成员。 

博士生开题报告考核小组须由 4～6名与开题人相同或相近学科方向的所内

外同行专家组成，导师参加报告会但不作为考核小组成员。博士生导师应根据开

题人的研究方向，提出考核小组成员推荐名单，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通过后，

方可组织博士生开题报告。博士生开题报告还应邀请本专业的导师、博士后、学

生旁听。一位导师名下开题报告人数较多时，应分批进行，以利于考核小组成员

充分发表意见。 

四、开题报告考核流程 

1、研究生部根据学科方向每年抽取一定数量的博士生参加“所级集中开题”，

硕士生及未被抽中“所级集中开题”的博士生参加各实验室或导师组织的开题。 



“所级集中开题”由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审核考核小组成员名单。集中开题

第一次未通过者，仍须参加下一次的“所级集中开题”考核。两次考核的间隔时

间应不少于三个月。 

2、实验室或博士生导师应于开题报告前两周将考核小组成员推荐名单提交

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各实验室应于开题报告会前一周将本部门研究生开题报告

题目及考核秘书等信息提交研究生部。 

3、研究生应将开题报告写成书面材料（报告撰写基本要求参照附件 1），经

导师审阅同意后，于报告会前一周印发给开题报告考核小组成员。 

4、开题过程中，考核秘书应逐条记录考核小组所提出的问题和建议，会后

交研究生本人。研究生应在中期考核时提交《开题报告问题回复及说明》的专门

文档，对有关问题和建议予以回复或说明。 

5、开题报告后，考核小组成员应分别给出成绩（开题报告评分表参照附件

2），平均分大于等于 60分为通过，其中大于 85分（不含）为优秀。开题报告考

核小组应对其存在的问题及建议提出明确的意见，在《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登记表》上签署意见。 

6、开题结束一周内，考核秘书将本组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登记表》

统一收齐交到研究生部。 

7、开题报告后，研究生应正式进入学位论文工作，如因特殊情况需要变动

论文的基本内容时，需重新开题并按程序重新审查。 

五、开题报告成绩 

考核成绩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几个等级，其中优秀率 20%，；

开题报告平均分小于 60分即为不合格，未通过开题报告的研究生应在 3个月后

重新提出申请，经导师审阅同意后进行第二次开题。第二次开题报告仍未通过者，

应予肄业，并办理退学手续。有关退学手续应由考核小组给出书面意见，研究生

部审核后报研究所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讨论通过，最终报主管所领导及国科大审批。 

六、附则 

本管理办法由研究生部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中国科学院自动

化研究所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审核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附 1：开题报告撰写基本要求 

附 2：开题报告评分标准及评分表 

  



 

  附 1：开题报告撰写基本要求 

一、 封面 

封面内容应包括学位论文题目、研究生姓名、专业名称等信息。  

封面示例如下：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学位论文题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    学号 _______________ 

导师姓名__________     部门 ___________________ 

专业名称 ___________   研究方向__________________ 

入学日期 ___________   开题报告日期 ______________ 

 

 

二、 开题报告摘要 

简要说明论文的研究目的、内容、方法、预期成果等，要突出预期

成果的新见解和学术价值。摘要力求精练准确。 

三、 论文题目 

四、 选题依据、开展本课题研究的意义 

五、 文献综述 



      全面评述近年来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相关领域中已有的研究成果。 

六、 研究方案 

         主要研究目标、研究方法、研究内容（需附学位论文提纲）和实验方

案及可行性分析。 

七、 研究基础及条件 

1. 与本课题有关的研究工作积累和已取得的工作成绩； 

2. 研究须具备的条件。 

八、 学位论文预期研究成果及创新点 

      阐述预期研究成果的具体内容，指出在哪些方面将取得新成果，如：

在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中解决关键问题等等。 

九、 研究进度安排 

研究计划及预期进展 

十、 参考文献 

列出所有参考文献。 

十一、 发表的论文目录 

在学期间本人已发表的论文目录（主要指与开题调研工作相关的论文、

本人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作者的成果）。 

十二、 格式 

正文字体要求宋体小四号。报告全部用 A4纸双面打印。 

十三、 以上作为开题报告撰写基本要求。研究生还可以根据学科专业的需

要，补充撰写内容。 

  



附 2：开题报告评分标准（考核小组用） 

考核内容 博士评

分 

硕士评

分 

1、开展本课题研究的意义（含课题来源、理论及应

用价值） 

10分 10分 

2、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20分 20分 

3、研究目标、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技术或科学问题 15分 10分 

4、拟采取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及可行性分析 15分 15分 

5、预期研究成果及创新点 15分 10分 

6、已有工作基础（含参与的项目及完成的工作量） 10分 20分 

7、研究计划及预期进展 5分 5分 

8、参考文献 5分 5分 

9、讲稿组织及现场表现 5分 5分 

 

 



 

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评分表 

 

学号 姓名 导师 学生类型 研究方向 开题报告题目 总分 

       

       

       

       

       

 

评委签字：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