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校从2022年入学硕士研究生开始实行学制改革，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硕

士研究生基本学制为3年。为进一步提高硕士研究生学位授予质量，引导硕士研究

生提高科研工作能力，开展高水平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发挥硕士研究生科研生力

军作用，电气工程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制定《硕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

成果的要求》（以下简称《成果要求》）。

第一条 本《成果要求》适用于2022级及以后的硕士研究生申请硕士学位。

第二条 研究生取得的学术或实践成果应当由研究生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独立

完成，在相应学科领域具有先进性，以学位论文的形式完整呈现，是申请硕士学

位和学位评定的重要支撑和主要依据。

第三条 研究生可以以下列形式呈现学术成果或实践成果：

1、A 类创新性成果 1 项；

2、B 类创新性成果，任选其中 2 项(不重复计)。

A 类创新性成果包括：

(1) 以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第一作者应为导师) 身份发表或录用SCI检索论文或

学科认定期刊论文(中国电机工程学报、电工技术学报、电力系统自动化) 至少1篇

(投稿日期为硕士在读期间) ；

(2) 参加《哈尔滨工业大学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目录》中的会议并做口头报告；

(3) 以第一发明人或第二发明人(第一发明人应为导师) 授权国家/国际发明专利/

国防专利1项(申请日期为硕士在读期间) ；

(4) 结合硕士学位论文研究成果，获省部级科技奖二等奖及以上、行业学会科

技奖二等奖及以上、国家级科研奖励(有证书) ；

(5) 结合硕士学位论文研究成果，参与制定国家或行业标准(有署名)；

(6) 获得全国“互联网+”、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中国研究生电子

设计竞赛等国家级研究生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国家级二等奖及以上(参赛内容与学

位论文密切相关，且排名前三) 。

(7) 学位论文课题创新性成果在实际工程中得到应用，并创造了很好的社会和

经济效益(附有导师和硕士生署名的创新性成果工程应用证明，应用证明中需体现

应用效果、创新性及经济效益等方面，该创新性成果在学位论文中至少以完整一



章体现工程实验研究、理论分析和应用效果等内容；并由电气工程学科学位分委

员会评审认定) 。

(8) 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认定的其他成果(包括科技获奖、科技报告等)。

B 类创新性成果包括：

(1) 以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第一作者应为导师) 身份发表或录用EI或中文核心

期刊论文至少1篇(投稿日期为硕士在读期间) ；

(2) 参加国际或国内二级以上学会学术会议并做口头报告；

(3) 以第一发明人或第二发明人(第一发明人应为导师) 授权软件著作权1项(申

请日期为硕士在读期间) ；

(4) 以第一发明人或第二发明人(第一发明人应为导师) 申请受理国际/国家发明

专利/国防专利1项(受理日期为硕士在读期间) ；

(5) 结合硕士学位论文研究成果，获省部级三等奖、行业学会科技奖三等奖(有

证书) ；

(6) 结合硕士学位论文研究成果，参与完成重大项目的结题报告/ 科技报告/国

防报告(有署名) (须提供佐证材料，并由院学位委员会评审认定) ；

(7) 参与撰写高水平专著/教材 3 万字以上(有署名)。

第四条 成果的第一作者单位必须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校企联合培养研究生协

议书中有明确规定的，单位署名要求按联合培养协议执行）。成果须与硕士学位

论文密切相关，并应征得导师的同意。承认共同一作，但仅硕士研究生为学生作

者第一有效， 且该学术论文应在硕士学位论文对应章节中体现。

第五条 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本学科《成果要求》中特别优秀的成果，

经导师同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可以申请提前答辩（学制不少于两年）。

第六条 没有取得本规定中《成果要求》的研究生，学习期满，完成培养计划

规定的学业内容、成绩合格，学位论文的水平经过导师同意、评审专家审核通过

后，也可进行答辩及学位申请。

第七条 本《成果要求》的解释权在电气工程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第八条 本《成果要求》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电气工程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2023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