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大学位〔2021〕13号

关于印发《南通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盲审管理办法》的

通知

各院（室、中心）、部门、直属（附属）单位：

《南通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盲审管理办法》已经 2021年第

12次校长办公会议和校第七届学位评定委员会 2021年第二次全体

委员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原《南通大学研究生

学位论文“盲审”工作办法》（通大学位〔2017〕22号）同时废止。

南通大学

2021年 6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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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盲审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健全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质量监督保障机

制，提高人才培养和学位授予质量，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的通知》（教研厅〔2019〕1号）、

《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

革发展的意见》（教研〔2020〕9号）等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制

定本办法。

第二章 盲审工作组织

第二条 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盲审工作由研究生院统一组织

进行。

第三条 学位论文在正式答辩前须通过学校组织的盲审。盲

审未通过的，不得进入论文答辩环节。研究生及其指导教师不得

以任何形式妨碍盲审工作的公正性。

第四条 除涉密学位论文外，学位论文盲审全部在学校审定

的第三方平台进行。

第五条 学位论文盲审采取“双盲”方式，即送审时隐匿学位

申请人和指导教师姓名以及其他有可能泄露申请人与指导教师信

息的内容，返回时对学位申请人及其指导教师和答辩委员会隐匿

盲审评阅人姓名。

第六条 学位论文盲审前，各培养单位在研究生院提供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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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知网“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对指导教师同意提交的

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检测。论文检测的对象为学位论文的主体部

分，即去除论文封面、原创性声明、使用授权声明、参考文献、

附录及致谢等内容的论文。同一批次同一篇盲审学位论文限检测

一次。以检测报告中的“去除本人已发表文献复制比”（以下简称

“查重率”）为主要依据对检测结果进行处理。博士硕士学位论文

查重率未超过15%（含）的，正常进入盲审送审环节；查重率在

15%～20%（含）之间的学位论文，经指导教师同意，学位评定

分委员会审核批准，报研究生院备案后进入盲审送审环节；查重

率超过20%的学位论文，原则上不予受理。

各培养单位可制定不低于上述标准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查

重率限值。

第七条 博士学位论文送审 5名专家评阅，全日制硕士学位

论文送审 2名专家评阅，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论文送审 3

名专家评阅。

第八条 博士学位论文评阅时间一般为 45 天，硕士学位论

文评阅时间一般为 35天。

第三章 盲审评阅意见处理

第九条 盲审评阅意见是学位论文答辩资格审核和学位审

核的重要依据，包括学术评语和评定等级两部分。评定等级分为

5档：优秀（90-100分）、良好（80-89分）、中等（70-79分）、

合格（60-69分）、不合格（60分以下）。根据盲审评阅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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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的处理包括以下三种情况：

（一）学位论文盲审评定等级全部为“合格”及以上者，应根

据盲审评阅意见对学位论文进行修改（附文字材料对评阅意见逐

条回答、说明、解释并阐明对学位论文进行的修改，同时标注学

位论文修改之处的页码，下同），经指导教师审核同意、学位评

定分委员会审核通过，方可参加该批次学位论文答辩。其中评定

等级均为“合格”者，学位评定分委员会须组织成立不少于 5人的

专家组对该篇学位论文和盲审评阅意见进行审议，并给出评议意

见。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结合专家组意见，审核学位论文是否可以

进行答辩，并以书面形式报研究生院备案。

（二）博士学位论文盲审评定等级出现“不合格”者，不得参

加该批次学位论文答辩，应根据盲审评阅意见作重大修改或重新

撰写（有 1个不合格者修改时间不少于 6个月，2个及以上不合

格者修改时间不少于 12个月，但不得超过我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

限），通过预答辩后方可再次申请学位论文盲审。再次盲审评定

等级全部为“合格”及以上者，参照第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审核

通过后，方可参加学位论文答辩。

（三）硕士学位论文盲审评定等级出现“不合格”者，不得参

加该批次学位论文答辩，应根据盲审评阅意见作重大修改或重新

撰写后（有 1个不合格者修改时间不少于 3个月，2个及以上不

合格者修改时间不少于 6个月，且不得超过我校规定的最长学习

年限），方可再次申请学位论文盲审。再次盲审评定等级全部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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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及以上者，参照第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审核通过后，方可参

加学位论文答辩。

第十条 研究生院每年根据学位论文盲审结果，对评定等级

出现“不合格”的培养单位和指导教师做相应处理：

（一）博士学位论文盲审不合格率超过全校平均水平的，对

培养单位进行约谈，扣减其下一年度博士生招生指标。

（二）硕士学位论文盲审不合格率超过全校平均水平的，对

培养单位进行约谈，扣减其下一年度硕士生招生指标。

（三）指导教师处理按《南通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

（修订）》（通大研〔2020〕25号）执行。

各培养单位可制定不低于上述标准的处理办法。

第四章 盲审申诉处理

第十一条 学位论文盲审申诉的受理对象为学位论文盲审

评定等级仅有 1个“不合格”、其余评定等级均为良好及以上者。

第十二条 盲审申诉由学位申请人及其指导教师向培养单位

以书面形式提出。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接到申诉后，组织学科带头

人牵头成立不少于 5人的专家组，对学位论文和盲审意见进行审

议，并给出审议意见。认为可追加盲审的，由培养单位向研究生

院提出论文追加盲审申请，经研究生院审核同意后追加盲审。针

对同一盲审结果的申诉只受理一次。

第十三条 学位论文追加盲审由研究生院通过第三方平台

进行，每篇论文再追加送审 2名专家评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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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学位论文追加盲审结果处理：

（一）若追加盲审专家评定等级均为“合格”及以上者，取得

分较低的追加盲审得分计入盲审最终结果。参照第九条第（一）

款之规定审核通过后，方可参加该批次学位论文答辩。

（二）若追加盲审专家评定等级仍有“不合格”者，则不得参

加该批次学位论文答辩。追加盲审专家评定等级“不合格”个数计

入该批次该篇学位论文盲审评定等级“不合格”总数，并按第十条

的相关规定对培养单位和指导教师做相应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学位论文首次盲审的费用由学校从研究生业务

费中统一支付。学位论文修改或重新撰写后再次盲审的费用及追

加盲审的费用，由学位申请人按规定标准自理。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南通大学研究生

学位论文“盲审”工作办法》（通大学位〔2017〕22号）同时废止。

南通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1年 6月 24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