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

中南大学位字〔2018〕8号

关于印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

双盲评审办法》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为完善我校研究生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工作，现将修订后的《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办法》印发给你们，请

遵照执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

2018 年 6月 28 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办公室 2018 年 6月 28 日印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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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双盲

评审办法

（2010年 9月 28日第一次修订、2016年 6月 30日第二次修订、

2017年 6月 20日第三次修订、2018年 6月 15日第四次修订）

为了保证和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建立健全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过程的严

谨性和规范性，完善学位申请和评审程序，结合我校实际情况，

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的指导思想是，以评审促进研究生学位论文

质量提升，切实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评价的科学性、客观性与公

正性，提高学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整体水平。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双盲评审，是指将评阅人姓名对研究

生学位论文作者及其导师隐匿，且将研究生学位论文作者及其导

师姓名对评阅人隐匿而进行的评审工作（以下简称“双盲评审”）。

第三条 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承担以下职责：

（一）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学位办”)在校

学位评定委员会领导下，负责对各培养单位研究生学位论文双盲

评审工作进行组织、监督、检查及协调工作。

（二）各培养单位根据学校工作要求，在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领导下，由主管研究生工作的单位负责人组织研究生工作秘书等

相关人员，负责研究生学位论文双盲评审的有关具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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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双盲评审专家的资格确认与专家库的建立应遵循以

下准则：

（一）研究生学位论文双盲评审专家，须为相关专业的教授、

副教授或具有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校外专家，且这些专家原则上

应为在岗的博士、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二）校外专家原则上由学位办委托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评估工作平台（以下简称“评估平台”）和外单位研究生管理部

门推荐聘请，并建立研究生学位论文双盲评审专家库。导师组对

本专业的校外专家存疑者，可通过所在单位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向校学位办提出异议或建议。校学位办可根据实际情况对相应建

议名单进行适当调整；如遇特殊情况，应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

席会议报告并由主席会议决定。

第五条 申请双盲评审者应具备以下资格：

（一）经研究生院培养与督导办公室（以下简称“培养办”）

审核，研究生已通过毕业资格审核。

（二）经培养单位审查，研究生已完成学位论文,获得研究生

本人的论文指导教师及其所在导师组审核认可，且通过学位论文

预答辩和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后简称“查重”）的，具备申请论文

答辩资格。

第六条 双盲评审工作应遵循以下程序：

（一）各培养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将此次申请答辩的研究生名

单及有关材料，报送至学位办和培养办；经审核合格后，培养办



-４-

将此次具备毕业资格的研究生名单交送学位办，在此名单之外的

研究生不得参加学校此次论文答辩及学位申请程序。以培养办和

培养单位所报送名单为基础，学位办随机抽取并确定参加双盲评

审的研究生名单。

（二）博士学位论文除有特殊规定外，全部实行双盲评审；

硕士学位论文按二级学科抽取不低于 30%的比例参加双盲评审。

超过基本学制的研究生，所撰写的学位论文全部实行双盲评审。

留学生和港、澳、台学生的学位论文评审参照《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办法》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留学研究

生培养与学位管理实施办法》相关规定执行。

（三）参加双盲评审的学位论文（以下简称“参评论文”），

由所属培养单位汇总后，按规定做好双盲评审前期的材料准备工

作，务必在指定日期前报送到学位办。在双盲评审前，参评论文

的指导教师可以提出应回避评阅本人本次所指导学位论文的专家

名单（限 3人以内）。

（四）学位办按要求向评估平台报送相关材料，依据相关学

科专业及研究领域，随机抽取并联系相关高校或科研院所，由评

估平台根据我校的基本要求确定并送交相关专家学者进行双盲评

审。每篇参评论文至少由 3名校外专家进行双盲评审。

（五）各培养单位须在参评论文的评阅书全部返回，且双盲

评审结果为合格之后,方可安排研究生参加答辩。专家评阅书不能

在规定时间内及时返回的，学位办应通过评估平台追加同等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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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家进行双盲评审。学位办对全部评阅书完成必要的匿名保密

处理后，方可提供给各培养单位组织论文答辩。

第七条 对双盲评审结果依照下列办法进行分类和处理：

（一）结果分类

专家评阅书中的论文评审得分（以下简称“S”）≥85 分者，

为优秀；75 分≤S<85 分者,为良好；60 分≤S<75 分者，为合格；

S<60 分者，为不合格。

（二）结果处理

1.3 份专家评阅书评审结果均为合格及以上的,为双盲评审

合格，可以参加此次论文答辩。

2.有 1份专家评审结果为不合格，另 2份合格评审结果的平

均分达 75 分（中文项目国际学生的应达 70 分）及以上的，学位

办为该论文开展第二次双盲评审（以下简称“复评”）。复评合格

的，参加当年的论文答辩；复评仍不合格的，须对论文进行修改,

推迟半年再申请答辩。

3.有 2 份专家评阅书的评审结果为不合格的,须对论文进行

重大修改，推迟 1 年再申请答辩。

4.如果 3份专家评阅书的评审结果均为不合格，则应重新开

题写作论文，推迟至少一年再申请答辩。

未通过双盲评审的论文，经修改后须重新参加查重、双盲评

审，方能进入论文答辩程序。

第八条 不符合第七条(二）2 项复评条件，且仅有 1份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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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结果为不合格，达到下列要求之一的，论文作者可通过学位

分委员会向校学位办申请复评：

1.评审结果最高分与最低分之间的分差达 40分及以上。

2.不合格评审意见专家所在二级学科（后称“专家所在学科”）

与参评论文所属二级学科（后称“论文所属学科”）不一致。二级

学科“不一致”的认定，原则上以国家下发的《授予博士、硕士

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1997 颁布)和《学位授予

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 年版）为准；学校自设二级学科学

位论文按照所在一级学科为准；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原则上按其对

应的学科门类和专业学位领域进行认定。

3.评阅书的主体评价与最后评分或结论明显不一致。

论文作者须在盲评结果公布后一周内向校学位办提出复评申

请，校学位办将所收到申请向校学位委员会主席会议报告。校学

位委员会主席会议同意申请、且论文通过复评的，参加当年答辩；

不同意复评或者复评未通过的，须对论文进行修改,推迟半年再申

请答辩。

第九条 学位论文双盲评审以“导师全覆盖”为原则，以四

年为一个工作周期，全面检验导师队伍的研究生指导能力。

前三年，学位办随机抽取并确定参加双盲评审的研究生学位

论文名单；第四年，学位办对前三年双盲评审开展情况进行统计，

形成前三年所指导论文未参加过双盲评审的导师名单。该名单中

导师所指导的全部研究生学位论文须在第四年无条件参加双盲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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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第十条 在当次双盲评审中存在指导学位论文未通过的导

师，在下一轮申请学位时所指导的全部研究生学位论文须无条件

参加双盲评审。

第十一条 三年内无研究生学位论文未通过双盲评审，且累

计有两年指导研究生学位论文均能首轮通过评审（即不含增评通

过）、且评审结果平均分达 80 分的导师，自达标下一年起两年内

所指导研究生学位论文免于参加双盲评审。

第十二条 附则

（一）涉密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工作，须由导师组提

出不少于 8 名双盲评审专家的建议名单，经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分

委员会同意后，报送研究生院批准。

（二）参加双盲评审的论文不再参加学位论文同行专家通讯

评阅。

（三）研究生及其他相关人员不得干扰学位论文评审工作的

正常进行。如有违反，将严肃处理，直至取消学位申请资格。

（四）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第一个评审工作周期自

2018 年 1月 1 日开始计算。此前公布的其它文件与本办法不一致

的，以本办法为准。本办法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