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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全日制农业硕士（食品加工与安全领域）

（领域代码：095135）

一、培养目标与要求

“食品加工与安全”领域农业硕士是与优质农产品或优质食品原料生产、农产品加工

与食品制造、食品质量安全控制及监管等方面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学位。以发展现代农

业和食品产业为宗旨，为相关企事业单位和管理部门培养具有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

业知识，能够独立承担食品加工与安全相关的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和创造力，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具体要求如下：

1.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觉悟；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

政策；树立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2.掌握本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业知识以及相关的管理、人文和社会科学知

识；具有创新意识和现代食品加工与安全理念，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造力，

能够独立承担本领域较高层次的专业技术和管理工作。

3.掌握一门外国语，基本能够阅读本领域的外文资料。

二、研究方向

1.果蔬产品加工

主要从事果蔬食品优质原料生产技术、加工基础理论、新产品开发及质量控制、以及

副产物综合利用等方面的工作。

2.畜禽产品加工

主要从事畜禽食品优质原料生产技术、加工基础理论、新产品开发及质量控制、当地

传统特色畜禽食品现代化工艺改进、以及副产物综合利用等方面的工作。

3.粮油食品加工

主要从事粮油食品优质原料生产技术、加工基础理论、新产品开发及质量控制、功能

性油脂的提取与性质研究、以及副产物综合利用等方面的工作。

4.食品安全控制技术

主要从事食品营养、食品检测、食品安全生产过程控制，以及食品质量安全管理等方面的

研究。

三、学制和学习年限



非全日制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学制为 3 年，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不超过 6年。经批

准休学创新创业的时间不计入学习年限，最长不得超过 3 年。在校学习时间累计不少于 6

个月。

四、培养方式

1.采取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和学位论文工作相结合的培养方式，三个部分内容相互交

叉进行。

2.实行校内外双导师制，以校内导师指导为主，校外导师参与实践过程、项目研究、

课程与论文等环节的指导工作。导师要全面关心研究生的成长，全面指导研究生学习、研

究、实践各个环节，做到既教书又育人。

3.课程学习主要在校内完成，教学过程中重视运用案例分析、团队学习、现场研究、

模拟训练等方法，着力培养研究生综合运用所学基本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专业实践可以在原单位或在校外联合培养基地完成，强化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培养。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见附表）

每 16 学时计 1 学分；完成学业至少修满 32 学分，其中学位课不低于 9 学分，必修环

节 6学分，实践类学分不低于 4分。

硕士生导师负责指导硕士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和选课。学位课可以代替非学位课，但

非学位课不能代替学位课；允许在导师指导下跨专业类别（或领域）选择 1～2 门课程作

为本专业类别（或领域）的选修课；对于跨专业类别（或领域）或同等学力录取的硕士生，

要求自行补修相应专业本科核心课程至少 2门，但不计学分。

六、必修环节

硕士生必修环节包含四大部分，要求硕士生分别完成以下内容：

1.入学教育：内容包括学校、学院、专业介绍、素质拓展教育、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

等，硕士生全程参加入学教育活动，通过入学考试。完成后获得 0.5 学分。

2.专业实践：根据食品生产、加工、贮运、销售及管理过程的特性，结合相关研究内

容，完成 6个月的专业实践活动，完成包括专业技能实践、职业岗位轮训、专业实践训练

活动和实践研究等各个实践环节。实践结束，研究生应填写并提交《西南科技大学专业学

位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报告》，考核合格后，将材料报所在学院检查备案，获得4学分。

3.学术活动：为了提高研究生生学术交流能力，拓宽硕士生的知识面，硕士生在校期

间必须参加 3 次以上校内外学术活动。每次参加报告后完成一篇心得体会。要求至少有 3

次参与学术报告合格认定。达到学术活动要求后，将材料汇总报所在学院检查备案，获得



0.5 学分。

4.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要求硕士生在学位论文开题之前，阅读本学科前沿国内外文

献 80 篇以上，其中外文文献 12 篇以上，写出 3000 字以上的文献综述，并在此基础上完

成相应的开题报告。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通过后，将材料报所在学院检查备案，获得 1 学

分。

七、学位论文

（一）硕士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论文选课包括应用研究类、项目（产品）设计类、调研报告类、食品安全控制管理方

案及实施类、风险评估报告类为主要内容，以论文形式表现。论文选题要密切结合当地或

本企业的农产品生产、食品加工、食品质量与安全检测和监管等方面的实际，以解决生产

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提高农产品加工技术和安全管理水平为目的开

展选题和科研。学位论文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要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

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一定的创造力。学位论文应反映研究生综合运用知识

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可将研究论文、项目（产品）设计、调研报告、案例分

析等作为主要内容，以论文形式表现。论文格式符合《西南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

规范》要求。正文字数不少于 3万字。

（二）硕士学位论文的工作

硕士生在导师指导下在学科研究方向范围内确定选题和开展学位论文工作，并实行双

导师制。对涉密硕士生论文应严格按照《西南科技大学研究生涉密学位论文和内部学位论

文工作管理办法》的规定完成论文工作。

1．开题报告

（1）开题报告时间：硕士生应在导师指导下，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学科现状和动向，

在学科研究方向范围内确定课题方向，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学院从第三学期开始接受学位

论文开题报告申请。

（2）开题报告方式：开题报告应以报告会的形式，在教（科）研室或以上范围公开举

行；开题报告会须由本学科及相近学科 3 位副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以上的专家组成考

评组（考评组至少有 1位专家具有生产实践经验），并作出考评意见。

（3）开题报告内容：依据《开题报告表》的要求，做开题报告。在开题报告会后，及

时完成《开题报告表》，交学院检查备案。

（4）开题报告未通过者，3 个月内申请重新开题。两次开题报告不过者，列入下次硕



士生开题范围或建议退学。

（5）因正当原因改变选题，须按上述要求重做开题报告。

（6）论文开题通过 1年后方能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2．论文工作

硕士生在导师指导下按计划进行学位论文工作。围绕论文开展科研工作的时间不少于

1年。论文工作期间应每周一次向导师汇报研究进展。硕士生到校外单位做学位论文，要

经导师、学院批准，并保证每月至少一次向导师汇报工作进展，按时完成论文工作。

3．中期检查

在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的中期(开始论文工作半年以后)，学院组织检查小组(3-5 名本

学科和相关学科的副教授职称以上教师组成)对硕士生的论文题目及研究内容是否与开题

报告一致、论文与实践进展是否按开题报告计划进度进行、是否取得阶段性成果，或发表

相关的学术论文、研究生是否遵守学术行为规范，学位论文研究的原始实验记录是否齐全，

实验数据是否真实可信、指导教师是否存在精力不够、指导不力等情况、论文



（1）总体文字重合百分比≤15%、章节最高文字重合百分比≤20%的可安排论文送审。

（2）15%<总体文字重合百分比≤30%、20%<章节最高文字重合百分比≤40%的，在导

师指导下修改论文，并按时间要求进行复检，复检如达到送审要求可安排论文送审；复检

后如果仍未达到送审要求，取消当次学位申请资格，要求继续修改，6 个月以后根据学院

安排重新进行预答辩。

（3）总体文字重合百分比>30%或章节最高文字重合百分比>40%的，取消当次学位申

请资格，返回修改，6个月以后根据学院安排重新进行预答辩。

7．学位论文评阅

学位论文评阅人由 2 名本学科或相近学科具有副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及以上的专

家担任（校外专家不少于 1 名）。学位论文评阅采取通讯评议方式进行，论文最迟在答辩

前 2个月送达论文评阅人。

论文评阅意见全部为同意答辩者，可以进入后续环节；如有 1位评阅人持否定意见，

则再增聘 1位评阅人进行评阅，最终评阅结果如有 2位评阅人持否定意见，取消当次学位

申请资格，继续完善论文。

评阅意见是同意修改后答辩的，应与导师讨论评阅人提出的修改意见，确定修改内容，

完成论文修改，并填写《对学位论文评阅意见的回复及修改说明》，经导师确认后，进行

学位论文相似性检测。检测通过后可申请答辩，如未通过检测，取消当次学位申请资格。

8．学位论文答辩

答辩委员会由不少于 5名本学科或相近学科具有副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及以上的

专家组成（其中 1/3 的专家来自于本行业或企业），学位申请人的导师不参加答辩委员会。

答辩要发扬学术民主，以公开方式进行，答辩前应进行公告。

答辩委员会意见是修改后通过的，应在规定时间内将答辩委员会所提意见与导师讨论，

按要求进行修改，经导师确认后，进行学位论文相似性检测。检测通过后提交答辩委员会

审核，如检测未通过，取消当次学位申请资格。答辩委员会审核通过，论文答辩工作结束；

审核未通过，取消当次学位申请资格。

论文答辩不合格者，经答辩委员会同意，可在答辩委员会规定时间内完成论文修改后

进行论文相似性检测，检测通过后再次答辩；检测未通过或再次答辩不过者，应报学校批

准终止其硕士学业。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1. 毕业要求

硕士生在规定的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学位论文答辩通



过，准予毕业，并发给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2. 学位授予

申请学位者须获得毕业资格，在校期间无留校察看及以上处分，学位课平均成绩达到

75 分（含 75 分）以上，满足学位标准规定的外语、科研或实践成果要求，经本人申请，

所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表决通过后可获得硕士学位，并颁

发硕士学位证书。因未满足学位标准规定的外语、科研或实践成果要求而未获得硕士学位

申请资格者，若在其毕业后两年内达到要求，可再申请硕士学位。



附表：

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

时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1 2 3 4

学

位

课

公

共

课

111177099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2 32 √ 考试

1111770998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6

√ 考试
2选 1

111177099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 考试

1131770996 硕士生英语一 2 32 √ 考试

1131770995 硕士生英语二 2 32 √ 考试

专业课 1041870501 现代农业创新与乡村振兴战略 2 32 √ 考试

非

学

位

课

公共选

修课

1041880592 研究生创新创业指导 1 16 √ 考查

1041880593 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 1 16 √ 考查

1141780991 公共体育 1 16 √ √ 考查

专

业

选

修

课

1041880520 食品加工与贮运专题 3 48 √ 考试

领域

主干

课

至少

6学
分

1041880521 食品质量与安全控制专题 2 32 √ 考试

1041880522 食品安全案例 2 32 √ 考试

1041880523 食品产业信息与网络技术 2 32 √ 考试

1041880524 食品质量安全检测新技术进展 2 32 √ 考查

不少于

8学分

1041880525 技术与产品研发专题 2 32 √ 考查

1041880526 全产业链农产品生产安全控制技术 2 32 √ 考查

1041880527 食品加工新技术研究进展 2 32 √ 考查

1041880528 产品设计与市场营销专题 2 32 √ 考查

1041880529 食品企业经营与管理 2 32 √ 考查

1041880530 食品安全风险与评估 2 32 √ 考查

1041880531 科技应用文写作 2 32 √ 考查

必

修

环

节

1041890501 入学教育 0.5 8 √ 考试

1041890504 专业实践 4 √ √ 考查
不少于

6个月

1041890502 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 1 16 √ 考查

1041890503 学术活动 0.5 8 √ 考查



Attached List

Course
Catalog

Course
Number Courses Credits Credit

Hours
Semester Assessment

method Others
1 2 3 4

D
egree

course

Public
basic

course

1111770999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earch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2 32 √ Examination

1111770998 Dialectics of Nature and
Scientific Socialism 1 16

√ Examination
Either

1111770997 Marxism and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 Examination

1131770996 Postgraduate EnglishⅠ 2 32 √ Examination
1131770995 Postgraduate EnglishⅡ 2 32 √ Examination

ssi
onalco 1041870501 innovation of modern agriculture

and strategy of rural vitalization 2 32 √ Examination

Elective
course

Public
elective

courses

1041880592 Graduate student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guidance 1 16 √ Test

1041880593 Graduate students career planning 1 16 √ Test

1141780991 Public sports 1 16 √ √ Test

Professional
elective

courses

1041880520 Thematic lecture on food processing
and storage 3 48 √ Examination

Main
courses
in the
field

Require
d

1041880521 Thematic lecture on food quality and
safety control 2 32 √ Examination

1041880522 Case analysis of food safety 2 32 √ Examination

1041880523 Industrial information and network
technology on food 2 32 √ Examination

1041880524
New development on detection
technology of food quality and
safety

2 32 √ Test

At least 8
credits

1041880525 Thematic lecture on food technology
and product development 2 32 √ Test

1041880526
Production safety control technology
on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whole
industry chain

2 32 √ Test

1041880527 New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f
food processing 2 32 √ Test

1041880528 Thematic lecture on product design
and marketing 2 32 √ Test

1041880529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food
enterprises 2 32 √ Test

1041880530 Risk and assessment of food safety 2 32 √ Test

1041880531 Writing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apers 2 32 √ Test

Compulsory
Training

1041890501 Enrollment Education 0.5 8 √ Examination

1041890504 Specialized Practice 6 √ √ Test At least 6
months

1041890502 Literature review & Thesis Proposal 0.5 8 √ Test

1041890503 Academic Seminar 1 16 √ Test

Note：Elective courses at least 17 credits



非全日制农业硕士（农艺与种业领域）

（领域代码：095131）

一、培养目标与要求

农艺与种业领域农业硕士专业学位主要为以农作物和园艺植物为研究对象，为农艺和

种业领域的技术研究与应用，产业开发与推广等企事业单位和管理部门培养应用型、复合

型高层次人才。具体要求如下：

学位获得者应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树立科

学发展观，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应掌握植物生产的基本理论、系统的专业知

识，以及相关的管理、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掌握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技术发展需求规律

及技术应用、传播模式，具备植物生产全产业链的生产与经营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技能；掌

握大田农作物、园艺值物和种业生产管理与工程技术，具有创新意识和独立从事农艺与种

业领域的研究或开发、经营管理等工作的能力。基本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阅读本领域的

外文资料。

二、研究方向

1．作物科学

作物科学的根本任务是研究作物重要性状的遗传规律和育种技术，培育优良品种，

实现良种化、种子标准化；同时揭示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品质形成规律及其与环境关

系，采取农艺措施将良种的遗传功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高产、优质、高效、生态、

安全的生产目标，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生态安全、现代农业可持续

发展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

2．园艺科学

园艺科学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为适应我国农业经营体制的转变和现代果蔬规模化优质

高效生产的需要，开展现代果蔬规模化优质高效生产和技术集成与应用研究；为适应城

乡绿化和花卉产业蓬勃发展的产业需要，开展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研究，提供服务区域

和产业的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

3．种业科学

以农学和园艺专业为依托，重点研究植物的遗传育种和种子生产等技术。开展植物

特异种质资源评价和利用研究，为高效、合理利用植物种质资源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开展相关代谢途径以及调控机制，寻找调控种子质量的新途径，研究核心种质构建的方



法；充分发挥我校多学科的综合优势，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合理配置，协同攻关，努力

实现种子产业化、现代化在本地的实现与推广，推动区域特色农业的发展。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非全日制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学制为 3年，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不超过 6年，经

批准休学创新创业的时间不计入学习年限，最长不得超过 3年。对于学业特别优秀的硕

士生，经本人申请，全面考核批准后，可适当缩短学习年限，在校期间(取得国家注册

学籍后)不得少于 2年。在校学习时间累计不少于 6个月。

四、培养方式

1.采取校内课程学习与校外实践研究相结合的培养方式。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教

学内容强调理论性与应用性课程的有机结合，突出案例分析和实践研究。实行多学科综

合、宽口径的培养方式。

2.在学期间应完成规定的课程学习和实习实践，并通过开题报告、论文中期考核报

告（或实践报告）、学位论文答辩等培养环节后方能毕业和申请学位。

3.学位论文指导实行校内、校外双导师制，校外导师一般应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

有高级技术职称。双导师共同负责指导研究生制订个人培养计划、校内课程学习、校外

实践研究和学位论文等。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见附表）

每 16 学时计 1学分；完成学业至少修满 31 学分，其中学位课不低于 9 学分，必修

环节 6学分（含必修的专业实践 4学分）。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实践教学以校外为主，

本领域农业硕士研究生实践研究不少于 6个月。

硕士生导师负责指导硕士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和选课。学位课可以代替非学位课，

但非学位课不能代替学位课；允许在导师指导下跨专业类别（或领域）选择 1-2 门课程

作为本专业类别（或领域）的选修课；对于跨专业类别（或领域）或同等学力录取的硕

士生，要求自行补修相应专业本科核心课程至少 2-3 门，但不计学分。

六、必修环节

硕士生必修环节包含四大部分，要求硕士生分别完成以下内容：

1.入学教育：包括学校、学院、专业介绍、素质拓展教育、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等，

硕士生全程参加入学教育活动，通过入学考试。完成后获得 0.5 学分。

2.专业实践：硕士生可以采取顶岗实习形式，参与实习单位的生产、经营和管理工作；

也可参加校内、校外导师与农业管理相关的科研项目，在研究中进行实践活动。硕士生在

实习单位实习期间，要熟悉或掌握实习单位生产、经营管理活动流程。专业实践时间不少



于 12 个月，统一安排在第二学年进行。实践结束，研究生应填写并提交《西南科技大学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报告》（不少于 10000 字），考核合格后，将材料报所在学院

检查备案，获得 4学分。

3.学术活动：为了提高硕士生学术交流能力，拓宽硕士生的知识面，硕士生在校期间

必须参加 3次以上校内外学术活动。每次参加报告后完成一篇心得体会，与参加学术活动

证明材料一起交导师考核认定。达到学术活动要求后，将材料汇总报所在学院检查备案，

获得 0.5 学分。

4.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要求硕士生在学位论文开题之前，阅读本学科前沿国内外文

献 50 篇以上（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 5 篇），写出 3000 字左右的文献综述，并在此基础上

完成相应的开题报告。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通过后，将材料报所在学院检查备案，获得 1

学分。

七、学位论文

（一）论文选题

论文选题应来源于植物生产类科技创新、技术革新、推广应用、生产管理等应用课

题或现实问题，要有明确的应用价值，论文要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先进性和工作量，能

体现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农业技术应用、农业和农村等问题的

能力。

（二）论文形式

学位论文应反映研究生综合运用知识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学位论文可

以是学术研究论文、规划设计、调研报告、案例开发四种类型,以论文形式表现。

（三）学位论文工作

硕士生在导师指导下在学科研究方向范围内确定选题和开展学位论文工作，并实行双

导师制。对涉密硕士生论文应严格按照《西南科技大学研究生涉密学位论文和内部学位论

文工作管理办法》的规定完成论文工作。

1．开题报告

（1）开题报告时间：硕士生应在导师指导下，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学科现状和动向，

在学科研究方向范围内确定课题方向，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学院从第三学期开始接受学位

论文开题报告申请。

（2）开题报告方式：开题报告应以报告会的形式，在教（科）研室或以上范围公开举

行；开题报告会须由本学科及相近学科 3 位副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以上的专家组成考

评组（考评组至少有 1位专家具有农业生产实践经验），并作出考评意见。





6．学位论文相似性检测

非涉密学位论文送审前须接受学位论文相似性检测；涉密论文由导师把关，防止剽窃、

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

（1）总体文字重合百分比≤15%、章节最高文字重合百分比≤20%的可安排论文送审。

（2）15%<总体文字重合百分比≤30%、20%<章节最高文字重合百分比≤40%的，在

导师指导下修改论文，并按时间要求进行复检，复检如达到送审要求可安排论文送审；复

检后如果仍未达到送审要求，取消当次学位申请资格，要求继续修改，6个月以后根据学

院安排重新进行预答辩。

（3）总体文字重合百分比>30%或章节最高文字重合百分比>40%的，取消当次学位

申请资格，返回修改，6个月以后根据学院安排重新进行预答辩。

7．学位论文评阅

学位论文评阅人由 2 名本学科或相近学科具有副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及以上的专

家担任（校外专家不少于 1 名）。学位论文评阅采取通讯评议方式进行，论文最迟在答辩

前 2个月送达论文评阅人。

论文评阅意见全部为同意答辩者，可以进入后续环节；如有 1位评阅人持否定意见，

则再增聘 1位评阅人进行评阅，最终评阅结果如有 2位评阅人持否定意见，取消当次学位

申请资格，继续完善论文。

评阅意见是同意修改后答辩的，应与导师讨论评阅人提出的修改意见，确定修改内容，

完成论文修改，并填写《对学位论文评阅意见的回复及修改说明》，经导师确认后，进行

学位论文相似性检测。检测通过后可申请答辩，如未通过检测，取消当次学位申请资格。

8．学位论文答辩

答辩委员会由不少于 5名本学科或相近学科具有副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及以上的

专家组成（其中 1/3 的专家来自于本行业或企业），学位申请人的导师不参加答辩委员会。

答辩要发扬学术民主，以公开方式进行，答辩前应进行公告。

答辩委员会意见是修改后通过的，应在规定时间内将答辩委员会所提意见与导师讨论，

按要求进行修改，经导师确认后，进行学位论文相似性检测。检测通过后提交答辩委员会

审核，如检测未通过，取消当次学位申请资格。答辩委员会审核通过，论文答辩工作结束；

审核未通过，取消当次学位申请资格。

论文答辩不合格者，经答辩委员会同意，可在答辩委员会规定时间内完成论文修改后

进行论文相似性检测，检测通过后再次答辩；检测未通过或再次答辩不过者，应报学校批

准终止其硕士学业。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1.毕业要求

硕士生在规定的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学位论文答辩通

过，准予毕业，并发给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2.学位授予

申请学位者须获得毕业资格，在校期间无留校察看及以上处分，学位课平均成绩达到

75 分（含 75 分）以上，满足学位标准规定的外语、科研或实践成果要求，经本人申请，

所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表决通过后可获得硕士学位，并颁

发硕士学位证书。因未满足学位标准规定的外语、科研或实践成果要求而未获得硕士学位

申请资格者，若在其毕业后两年内达到要求，可再申请硕士学位。



附表：

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方

式
备注

1 2 3 4

学

位

课

公共课

111177099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2 32 √ 考试

1111770998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6

√ 考试
2选 1

111177099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 考试

1131770996 硕士生英语一 2 32 √ 考试

1131770995 硕士生英语二 2 32 √ 考试

专业课 1041870501 现代农业创新与乡村振兴战略 2 32 √ 考试

非

学

位

课

公共选

修课

1041880592 研究生创新创业指导 1 16 √ 考查

1041880593 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 1 16 √ 考查

1141780991 公共体育 1 16 √ 考查

专业选

修课

1041880501 现代植物生产理论与技术 3 48 √ 考查
领域主

干课

必选

1041880502 现代农业发展与实践案例 3 48 √ 考查

1041880503 农业科技与政策 2 32 √ 考查

1041880504 农艺与种业领域研究进展 2 32 √ 考查

不少于 8
学分

1041880505 农业资源高效利用技术 2 32 √ 考查

1041880506 园艺产品生产与营销 2 32 √ 考查

1041880507 园艺植物栽培与管理 2 32 √ 考查

1041880508 种子经营与管理 2 32 √ 考查

1041880509 种子工程技术 2 32 √ 考查

必修环节

1041890504 专业实践 4 64 √ √ 考查

1041890501 入学教育 0.5 8 √ 考试

1041890502 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 1 16 √ 考查

1041890503 学术活动 0.5 8 √ 考查

注：非学位课总学分不少于 16分



Attached List

Course Catalog Course
Number Courses Credits Credit

Hours

Semester
Others

1 2 3 4

Degree

course

Public

Courses

1111770999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earch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2 32 √

1111770998 Dialectics of Nature and Scientific
Socialism

1 16
√

Either
1111770997 Marxism and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

1131770996 Postgraduate EnglishⅠ 2 32 √

1131770995 Postgraduate EnglishⅡ 2 32 √

Professional
courses

1041870501
innovation of modern agriculture and
strategy of rural vitalization 2 32 √

Elective

course

Public
Elective
Courses

1041880592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forpostgraduate 1 16 √

1041880593 career planning for postgraduate 1 16 √

1141780991 Public Sports 1 16 √

Professional

elective

courses

1041880501 Theory and Technology of Modern Plant
Production 3 48 √ Major

Fundam

ental
Courses

1041880502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and
Its Practice Cases 3 48 √

1041880503 Technology and Polic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2 32 √

1041880504 Advances In Agronomy and Seed
Industry 2 32 √

At least 8
credits

1041880505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2 32 √

1041880506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of Horticultural
Products 2 32 √

1041880507 Culti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Horticultural Plants 2 32 √

1041880508 Seed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2 32 √

1041880509 Seed Engineering Technology 2 32 √

Compulsory
Training

1041890504 Specialized Practice Training 4 √ √

1041890501 Enrollment Education 0.5 8 √

1041890502 Literature review & Thesis Proposal 1 16 √

1041890503 Academic Seminar 0.5 8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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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全日制农业硕士（畜牧领域）

（领域代码：095133）

一、培养目标和要求

畜牧领域农业硕士专业学位是与该领域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学位，主要为以家畜家

禽和特种经济动物为研究对象，为动物育种繁殖和动物营养与饲料领域的技术研究与应用、

产业开发与推广等企事业单位和管理部门培养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具体要求如下：

1.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热爱祖国，热爱畜

牧业，遵纪守法，品德良好，艰苦奋斗，求实创新，积极为我国畜牧业现代化和农村发展

服务。

2.掌握动物生产系统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以及相关的管理、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

具有较宽广的知识面，较强的专业技能和技术传授技能，掌握牛羊猪鸡等主要畜禽的生产

管理和工程技术；具有创新意识和新型的农业推广理念，能够独立从事高层次的农业技术

研发、推广和农村发展工作。

3.掌握一门外国语，基本能够阅读本领域的外文资料。

二、研究方向

1.动物育种与繁殖技术

在掌握动物遗传原理基础上，充分发掘和利用地方优良特色畜禽资源，研究创新和

应用当代动物繁殖和育种技术，改良提高或培育牛羊猪鸡等主要畜禽新品种/品系，为牧

业生产提供技术支撑，解决技术难题。

2.动物营养与饲料加工

在掌握动物营养学原理基础上，评价饲料原料的营养价值和不同动物在各个生长阶段

的营养需要量并据此制定适宜的商业日粮配方，研究营养来源和供给方式对动物生长发育

的代谢调控效应。

3.动物健康安全生产

研究动物生产过程中的源头安全健康问题，包括饲料品质、药物和添加剂、养殖环境、

动物疫苗等的安全健康，以便于从源头控制动物性食品的安全问题，保证牧业生产产品的

健康安全。

三、学制和学习年限



非全日制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制为 3年，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不超过 6

年。经批准休学创新创业的时间不计入学习年限，最长不得超过 3年。在校学习时间累计

不少于 6个月。

四、培养方式

1.采取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和学位论文工作相结合的培养方式，三个部分内容相互交

叉进行。

2.实行校内外双导师制，以校内导师指导为主，校外导师参与实践过程、项目研究、

课程与论文等环节的指导工作。导师要全面关心研究生的成长，全面指导研究生学习、研

究、实践各个环节，做到既教书又育人。

3.课程学习主要在校内完成，教学过程中重视运用案例分析、团队学习、现场研究、

模拟训练等方法，着力培养研究生综合运用所学基本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专业实践可以在原单位或在校外联合培养基地完成，强化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培养。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见附表）

畜牧领域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的课程根据培养目标要求，突出专业技能及技术集成能力

的培养。教学内容体现宽广性、综合性、实用性和前沿性。加强案例教学和实践教学，领

域主干课中应有运用本领域主要理论和技术解决养殖业实践问题的案例分析。

每 16 学时计 1 学分；完成学业至少修满 30 学分，其中学位课不低于 9 学分，必修环

节 6学分。畜牧领域研究生必须从事不少于 6 个月的实习实践，并结合实践进行论文研究

工作，获得 4学分。

硕士生导师负责指导硕士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和选课。学位课可以代替非学位课，但

非学位课不能代替学位课；允许在导师指导下跨专业类别（或领域）选择 1～2 门课程作

为本专业类别（或领域）的选修课；对于跨专业类别（或领域）或同等学力录取的硕士生，

要求自行补修相应专业本科核心课程至少 2～3门，但不计学分。

六、必修环节

硕士生必修环节包含四大部分，要求硕士生分别完成以下内容：

1.入学教育：内容包括学校、学院、专业介绍、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等，硕士生全程

参加入学教育活动，通过入学考试。完成后获得 0.5 学分。

2.专业实践：内容包括硕士生运用所学知识到实践基地参加专业实践，包括动物繁殖

技术、饲料加工、标准化养殖以及畜禽生产安全等，时间不少于 12 个月，统一安排在第

二学年进行。写出总结报告，交导师考核认定。考核合格后，将材料报所在学院检查备案，



获得 4学分。

3.学术活动：为了提高硕士生学术交流能力，拓宽硕士生的知识面，硕士生在校期间

必须参加 3次以上校内外学术活动。每次参加报告后完成一篇心得体会，与参加学术活动

证明材料一起交导师考核认定。达到学术活动要求后，将材料汇总报所在学院检查备案，

获得 0.5 学分。

4.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要求硕士生在学位论文开题之前，阅读本学科前沿国内外文

献 40 篇以上，其中外文文献 10 篇以上，写出 3000 字左右的文献综述报告，附上不少于

1000 字的英文详细摘要；综述报告应提出值得研究和解决的学术或技术问题，并在此基

础上完成相应的开题报告。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通过后，将材料报所在学院检查备案，获

得 1学分。

七、学位论文

（一）硕士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 论文选题应直接来源于生产实际，针对畜牧业生产、技术、管理中存在的关键问

题，具有明显的生产背景和应用价值，应有一定的新意和实用性。

2. 论文可以是实验研究和调查研究，包括研究性论文、调研报告、产品和项目设计、

技术和产品推广方案以及案例分析等，均以论文的形式体现。研究性论文必须是应用性研

究，综述性论文不得作为学位论文。论文字数应不少于 2万字，并达到一定的研究工作量。

论文写作格式符合各《西南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管理规定（试行）》中制定的学

位论文格式和规范要求。

（二）硕士学位论文的工作

硕士生在导师指导下在学科研究方向范围内确定选题和开展学位论文工作。对涉密硕

士生论文应严格按照《西南科技大学研究生涉密学位论文和内部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

的规定完成论文工作。

1．开题报告

（1）开题报告时间：硕士生应在导师指导下，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学科现状和动向，

在学科研究方向范围内确定课题方向，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学院从第三学期开始接受学位

论文开题报告申请。

（2）开题报告方式：开题报告应以报告会的形式，在教（科）研室或以上范围公开

举行；开题报告会须由本学科及相近学科 3位副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以上的专家组成

考评组（考评组至少有 1位专家具有生产实践经验），并作出考评意见。

（3）开题报告内容：依据《开题报告表》的要求，做开题报告。在开题报告会后，



及时完成《开题报告表》，交学院检查备案。

（4）开题报告未通过者，3 个月后才能申请重新开题。两次开题报告不过者，列入

下次硕士生开题范围或建议退学。

（5）因正当原因改变选题，须按上述要求重做开题报告。

（6）论文开题通过 1年后方能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2．论文工作

硕士生在导师指导下按计划进行学位论文工作。围绕论文开展科研工作的时间不少于

1年。论文工作期间应每周一次向导师汇报研究进展。硕士生到校外单位做学位论文，要

经导师、学院批准，并保证每月至少一次向导师汇报工作进展，按时完成论文工作。

3．中期检查

在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的中期(开始论文工作半年以后)，学院组织检查小组(3～5 名副

教授职称以上教师组成)对硕士生的综合能力、论文工作进展情况以及工作态度和精力投

入等进行全面检查。每个学生应做一次论文工作中期检查报告。检查小组对论文工作的主

要成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创新性等进行评议，现场给出评定意见。通过中期检查者，准

予继续进行论文工作。未通过者，限期整改，3 个月后才能申请重新中期检查，或另行选

题，重新开题。

4．学位论文撰写

硕士生在导师指导下，按照《西南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格式规范》的要求，

独立完成学位论文，导师应对硕士生学位论文严格审查，把好质量关。

5．预答辩

硕士生在学位论文定稿之后、正式答辩之前 3个月应进行一次预答辩。预答辩须由本

学科及相近学科 3位副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以上的专家组成考评组，通过集体会诊的

方式对硕士生的学位论文进行内容和形式上的审查，发现问题，查找缺陷，提出改进意见，

并决定可否提交正式答辩，从而保证论文写作和论文答辩的质量。通过预答辩者，完善论

文后准予进入学位论文相似性检测环节。未通过者，限期整改，3个月后才能申请重新预

答辩。两次预答辩不过者，取消当次学位申请资格。

6．学位论文相似性检测

非涉密学位论文送审前须接受学位论文相似性检测；涉密论文由导师把关，防止剽窃、

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

（1）总体文字重合百分比≤15%、章节最高文字重合百分比≤20%的可安排论文送审。

（2）15%<总体文字重合百分比≤30%、20%<章节最高文字重合百分比≤40%的，在



导师指导下修改论文，并按时间要求进行复检，复检如达到送审要求可安排论文送审；复

检后如果仍未达到送审要求，取消当次学位申请资格，要求继续修改，6个月以后根据学

院安排重新进行预答辩。

（3）总体文字重合百分比>30%或章节最高文字重合百分比>40%的，取消当次学位

申请资格，返回修改，6个月以后根据学院安排重新进行预答辩。

7．学位论文评阅

学位论文评阅人由 2 名本学科或相近学科具有副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担任

（校外专家不少于 1 名）。学位论文评阅采取通讯评议方式进行，论文最迟在答辩前 2 个

月送达论文评阅人。

论文评阅意见全部为同意答辩者，可以进入后续环节；如有 1位评阅人持否定意见，

则再增聘 1位评阅人进行评阅，最终评阅结果如有 2位评阅人持否定意见，取消当次学位

申请资格，继续完善论文。

评阅意见是同意修改后答辩的，应与导师讨论评阅人提出的修改意见，确定修改内容，

完成论文修改，并填写《对学位论文评阅意见的回复及修改说明》，经导师确认后，进行

学位论文相似性检测。检测通过后可申请答辩，如未通过检测，取消当次学位申请资格。

8．学位论文答辩

答辩委员会由不少于 5名本学科或相近学科具有副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组

成（校外专家不少于 1名），学位申请人的导师不参加答辩委员会。答辩要发扬学术民主，

以公开方式进行，答辩前应进行公告。

答辩委员会意见是修改后通过的，应在规定时间内将答辩委员会所提意见与导师讨论，

按要求进行修改，经导师确认后，进行学位论文相似性检测。检测通过后提交答辩委员会

审核，如检测未通过，取消当次学位申请资格。答辩委员会审核通过，论文答辩工作结束；

审核未通过，取消当次学位申请资格。

论文答辩不合格者，经委员会同意，可在答辩委员会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论文修改后进

行论文相似性检测，检测通过后再次答辩；检测未通过或再次答辩不过者，应报学校批准

终止其硕士学业。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1. 毕业要求

硕士生在规定的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学位论文答辩通

过，准予毕业，并发给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2. 学位授予



申请学位者须获得毕业资格，在校期间无留校察看及以上处分，学位课平均成绩达到

75 分（含 75 分）以上，满足学位标准规定的外语、科研或实践成果要求，经本人申请，

所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表决通过后可获得硕士学位，并颁

发硕士学位证书。因未满足学位标准规定的外语、科研或实践成果要求而未获得硕士学位

申请资格者，若在其毕业后两年内达到要求，可再申请硕士学位。



附表：

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1 2 3 4

学
位
课

公
共
课

111177099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2 32 √ 考试

1111770998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6

√ 考试
2选 1

111177099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 考试

1131770996 硕士生英语一 2 32 √ 考试

1131770995 硕士生英语二 2 32 √ 考试

专
业
课

1041870501 现代农业创新与乡村振兴战略 2 32 √ 考试

非
学
位
课

公
共
选
修
课

1041880592 研究生创新创业指导 1 16 √ 考查

1041880593 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 1 16 √ 考查

1141780991 公共体育 1 16 √ √ 考查

领
域
主
干
课

1041880510 动物遗传原理与育种方法 2 32 √ 考试

主干课不

少于 8学
分

(前 3 门为

必选)

1041880511 动物繁殖理论与技术 2 32 √ 考试

1041880512 动物营养与饲养学 2 32 √ 考试

1041880513 动物安全生产 2 32 √ 考查

1041880514 畜禽生态与环境控制 2 32 √ 考查

选

修

课

1041880515 饲料加工及检测技术 2 32 √ 考查

选修课

不少于 7
学分

1041880516 动物健康与保健 2 32 √ 考查

1041880517 科技论文写作 2 32 √ 考查

1041880518 畜牧业经济管理 2 32 √ 考查

1041880519 动物生产案例专题与讨论 2 32 √ 考查

必修环节

1041890501 入学教育 0.5 8 √ 考试

1041890504 专业实践 4 √ √ 考查
不少于 12
个月

1041890503 学术活动 0.5 16 √ 考查

1041890502 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 1 16 √ 考查

注：非学位课总学分不少于 15分



Attached List

Course Catalog
Course
Number

Courses Credits
Credit
Hours

Semester Assessment
method

Others
1 2 3 4

D
egree

courses

Public
basic
courses

1111770999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earch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2 32 √ Examination

1111770998
Dialectics of Nature and Scientific
Socialism

1 16
√ Examination

Either
1111770997

Marxism and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 Examination

1131770996 Postgraduate EnglishⅠ 2 32 √ Examination

1131770995 Postgraduate EnglishⅡ 2 32 √ Examination

Professio
nal

courses
1041870501 Modern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2 32 √ Examination

N
on-degree

courses

Public
selective
courses

1041880592
Graduate student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guidance

1 16 √ Test

1041880593 Graduate students career planning 1 16 √ Test

1141780991 Public sports 1 16 √ √ Test

Professio
nal

elective
courses

1041880510
The Theory of Animal Genetics and
Methodology of Animal Breeding

2 32 √
Examination

The first
three Main
courses are
Compulsory
，required 8

credits

1041880511
The Theory of Animal Reproduction
and Biotechnology

2 32 √ Examination

1041880512 Animal Nutrition and Feed Science 2 32 √ Examination

1041880513 Animal Production Safety 2 32 √ Test

1041880514
Livestock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Control

2 32 √ Test

selective
courses

1041880515 Feed Processing and Detection 2 32 √ Test

At least 7
credits

1041880516 Animal Health and Care 2 32 √ Test

1041880517
Research Methology An Thesis
Design

2 32 √ Test

1041880518
Economic Manage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2 32 √ Test

1041880519 Animal Health And Care 2 32 √ Test

Compulsory
Training

1041890501 Enrollment Education 0.5 √ Examination

1041890504 Specialized Practice 4 √ √ Test
At least 12
months

1041890503 Academic Seminar 0.5 √ Test

1041890502
Literature review &
Thesis Proposal

1 √ Test

Note：Elective courses at least 15 credits



非全日制农业硕士（农业管理领域）

（领域代码：095137）

一、培养目标与要求

本领域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素质、知识、能力协调发展，具有一

定的农业基础知识，宽广扎实的经济学、管理学基础理论，在农业产业发展领域具有相应

的创新能力、经营管理能力和独立承担农业发展领域技术推广活动的能力，能够胜任各级

农业管理机构相关政策制定、解释、执行，以及农、牧、渔、加工企业管理，金融机构涉

农业务管理，农业科技组织管理，农业技术推广、农业标准化、农产品物流与电商等工作

的应用型高层次人才。具体要求如下：

1.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拥护党的基本

路线、方针、政策，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热爱农业，

遵纪守法，品德良好，艰苦奋斗，务实创新，积极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服务。

2.掌握农业管理领域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具有与本领域相关的协同创

新能力、组织与协调能力。

3.把握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熟悉国家农业产业政策和法规，具有现代发展理念和技

术创新能力。

4.掌握一定的人文社科知识，具有较好的人文素养，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与决策、组

织与管理、语言与文字表达能力。

5.掌握一门外国语，基本能够阅读本领域的外文资料。

二、研究方向

1. 农业经济与政策研究方向。

本方向主要研究与“三农”热点问题相应的农业经济理论与现实、分析方法及政策

设计，包括农业合作化、产业化、国际化、现代化及其相互关系，农业结构调整、粮食安

全、农业保护、生态经济、城乡统筹及可持续发展等经济问题；研究农业管理体制、运行

机制等。

2. 农业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方向。

本方向主要从事农业技术经济评价、效率分析以及预测与决策的理论方法及实证研究

等。

3. 涉农企业管理研究方向。



本方向主要从事现代涉农企业管理的理论与方法，发展战略与创新，绩效评价及实证

研究等，针对的涉农企业主要包括农牧种养、农产品加工、食品加工、食品批发零售、农

业机械以及与农业相关的企业等。

三、学制和学习年限

非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制为 3年，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不超过 6年。

经批准休学创新创业的时间不计入学习年限，最长不得超过 3年。在校学习时间累计不少

于 6个月。

四、培养方式

1.采取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和学位论文工作相结合的培养方式，三个部分内容相互交

叉进行。

2.实行校内外双导师制，以校内导师指导为主，校外导师参与实践过程、项目研究、

课程与论文等环节的指导工作。导师要全面关心研究生的成长，全面指导研究生学习、研

究、实践各个环节，做到既教书又育人。

3.课程学习主要在校内完成，教学过程中重视运用案例分析、团队学习、现场研究、

模拟训练等方法，着力培养研究生综合运用所学基本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专业实践可以在原单位或在校外联合培养基地完成，强化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培养。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见附表）

完成学业至少修满 36学分，每 16学时计 1学分，其中学位课必修 9学分；非学位课

必修 19学分（其中公共选修课选修 1学分，领域主干课必修 10学分，专业选修课不低于

8学分）；必修环节 8学分。硕士生导师负责指导硕士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和选课。学位课

可以代替非学位课，但非学位课不能代替学位课；允许在导师指导下跨专业类别（或领域）

选择 1-2 门课程作为本专业类别（或领域）的选修课；对于跨专业类别（或领域）或同等

学力录取的硕士生，要求自行补修相应专业本科核心课程至少 2门，但不计学分。

六、必修环节

硕士生必修环节包含四大部分，要求硕士生分别完成以下内容：

1.入学教育：包括学校、学院、专业介绍、素质拓展教育、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等，

硕士生全程参加入学教育活动，通过入学考试。完成后获得 0.5 学分。

2.专业实践：硕士生可以回原单位进行专业实践，也可以按照专业实践的要求到校外

联合培养基地完成专业实践，也可参加校内、校外导师与农业管理相关的科研项目，在研

究中进行实践活动。硕士生在实践单位实习期间，要熟悉或掌握实践位生产、经营管理活



动流程。专业实践时间不少于 12 个月，统一安排在第二学年进行。实践结束，研究生应

填写并提交《西南科技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报告》（不少于 10000 字），考核

合格后，将材料报所在学院检查备案，获得 6学分。

3.学术活动：为了提高硕士生学术交流能力，拓宽硕士生的知识面，硕士生在校期间

必须参加 3次以上校内外学术活动。每次参加报告后完成一篇心得体会，与参加学术活动

证明材料一起交导师考核认定。要求有 3次参与学术报告合格认定。达到学术活动要求后，

将材料汇总报所在学院检查备案，获得 0.5 学分。

4.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要求硕士生在学位论文开题之前，阅读本学科前沿国内外文

献 50 篇以上（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 5 篇），写出 3000 字左右的文献综述，并在此基础上

完成相应的开题报告。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通过后，将材料报所在学院检查备案，获得 1

学分。

七、学位论文

（一）硕士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学位论文可以是学术研究论文、规划设计、调研报告、案例开发等四种类型为主要内

容，以论文形式表现。研究生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要求概念清楚、立论正确、论述严

谨、计算准确、数据可靠、层次分明、文笔简洁流畅、图标清晰、格式符合《西南科技大

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工作量和创新性（比如：发现新的研究

问题、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形成新的应用性成果或对以往它人研究成果提出新的认识），

研究结论必须能够解决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中的实际问题，具有明确的社会效益或应用价值。

（二）硕士学位论文的工作

硕士生在导师指导下在学科研究方向范围内确定选题和开展学位论文工作，并实行双

导师制。对涉密硕士生论文应严格按照《西南科技大学研究生涉密学位论文和内部学位论

文工作管理办法》的规定完成论文工作。

1．开题报告

（1）开题报告时间：硕士生应在导师指导下，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学科现状和动向，

在学科研究方向范围内确定课题方向，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学院从第三学期开始接受学位

论文开题报告申请。

（2）开题报告方式：开题报告应以报告会的形式，在教（科）研室或以上范围公开举

行；开题报告会须由本学科及相近学科 3 位副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以上的专家组成考

评组（考评组至少有 1位专家具有农业生产实践经验），并作出考评意见。

（3）开题报告内容：依据《开题报告表》的要求，做开题报告。在开题报告会后，及





非涉密学位论文送审前须接受学位论文相似性检测；涉密论文由导师把关，防止剽窃、

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

（1）总体文字重合百分比≤15%、章节最高文字重合百分比≤20%的可安排论文送审。

（2）15%<总体文字重合百分比≤30%、20%<章节最高文字重合百分比≤40%的，在

导师指导下修改论文，并按时间要求进行复检，复检如达到送审要求可安排论文送审；复

检后如果仍未达到送审要求，取消当次学位申请资格，要求继续修改，6个月以后根据学

院安排重新进行预答辩。

（3）总体文字重合百分比>30%或章节最高文字重合百分比>40%的，取消当次学位

申请资格，返回修改，6个月以后根据学院安排重新进行预答辩。

7．学位论文评阅

学位论文评阅人由 2 名本学科或相近学科具有副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及以上的专

家担任（校外专家不少于 1 名）。学位论文评阅采取通讯评议方式进行，论文最迟在答辩

前 2个月送达论文评阅人。

论文评阅意见全部为同意答辩者，可以进入后续环节；如有 1位评阅人持否定意见，

则再增聘 1位评阅人进行评阅，最终评阅结果如有 2位评阅人持否定意见，取消当次学位

申请资格，继续完善论文。

评阅意见是同意修改后答辩的，应与导师讨论评阅人提出的修改意见，确定修改内容，

完成论文修改，并填写《对学位论文评阅意见的回复及修改说明》，经导师确认后，进行

学位论文相似性检测。检测通过后可申请答辩，如未通过检测，取消当次学位申请资格。

8．学位论文答辩

答辩委员会由不少于 5名本学科或相近学科具有副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及以上的

专家组成（其中 1/3 的专家来自于本行业或企业），学位申请人的导师不参加答辩委员会。

答辩要发扬学术民主，以公开方式进行，答辩前应进行公告。

答辩委员会意见是修改后通过的，应在规定时间内将答辩委员会所提意见与导师讨论，

按要求进行修改，经导师确认后，进行学位论文相似性检测。检测通过后提交答辩委员会

审核，如检测未通过，取消当次学位申请资格。答辩委员会审核通过，论文答辩工作结束；

审核未通过，取消当次学位申请资格。

论文答辩不合格者，经答辩委员会同意，可在答辩委员会规定时间内完成论文修改后

进行论文相似性检测，检测通过后再次答辩；检测未通过或再次答辩不过者，应报学校批

准终止其硕士学业。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1.毕业要求

硕士生在规定的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学位论文答辩通

过，准予毕业，并发给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2.学位授予

申请学位者须获得毕业资格，在校期间无留校察看及以上处分，学位课平均成绩达到 75

分（含 75 分）以上，满足学位标准规定的外语、科研或实践成果要求，经本人申请，所

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表决通过后可获得硕士学位，并颁发

硕士学位证书。因未满足学位标准规定的外语、科研或实践成果要求而未获得硕士学位申

请资格者，若在其毕业后两年内达到要求，可再申请硕士学位。



附表：

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1 2 3 4

学

位

课

公

共

课

111177099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2 32 √ 考试

1111770998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6

√ 考试
2选1

111177099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 考试

1131770996 硕士生英语一 2 32 √ 考试

1131770995 硕士生英语二 2 32 √ 考试

专

业

课

1041870501 现代农业创新与乡村振兴战略 2 32 √ 考试

非

学

位

课

公

共

选

修

课

2101780992 研究生创新创业指导 1 16 √ 考查

2101780993 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 1 16 √ 考查

1141780991 公共体育 1 16 √ 考查

专

业

选

修

课

1041880532 现代管理学 2 32 √ 考试

领域主干课

必修

10学分

1041880533 农产品市场营销学 2 32 √ 考试

1041880534 农业发展理论与实践 2 32 √ 考试

1041880535 农业政策学 2 32 √ 考试

1041880536 现代农业经济与管理 2 32 √ 考试

1041880537 现代经济理论 2 32 √ 考试

选修不低于8
学分

1041880538 农产品电商与互联网技术专题 1 16 √ 考查

1041880539 农村公共管理与政策 2 32 √ 考查

1041880540 农业项目投资与评估 1 16 √ 考试

1041880541 农业推广理论与实践 2 32 √ 考试

1041880542 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管理专题 1 16 √ 考查

1041880543 家庭农场经营管理专题 1 16 √ 考查

1041880544 农村调查与统计专题 1 16 √ 考查

1041880545 农产品国际贸易专题 1 16 √ 考查

1041880546 农业技术经济学 2 32 √ 考试

1041880547 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 1 16 √ 考查

必

修

环

节

1041890501 入学教育 0.5 8 √ 考试

1041890505 专业实践 6 96 √ √ 考查 不少于12月

1041890503 学术活动 0.5 8 √ 考查

1041890502 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 1 16 √ 考查

注：非学位课总学分不少于 19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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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Catalog

Course
Number Courses Credits Credit

Hours
Semester Assessment

method Others
1 2 3 4

D
egree

course

Public
basic

course

1111770999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earch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2 32 √ Examination

1111770998 Dialectics of Nature and Scientific
Socialism 1 16

√ Examination
Either

1111770997 Marxism and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 Examination

1131770996 Postgraduate EnglishⅠ 2 32 √ Examination

1131770995 Postgraduate EnglishⅡ 2 32 √ Examination

Profes
sional
course 1041870501 Modern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2 32 √ Examination

Elective
course

Public
elective

course

2101780992 Graduate student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guidance 1 16 √ Test

2101780993 Graduate students career planning 1 16 √ Test

1141780991 Public sports 1 16 √ Test

Professionalelective
course

1041880532 Modern Management 2 32 √ Examination
Main

courses in
the field

Required10
credits

1041880533 Agricultural products Marketing 2 32 √ Examination

1041880534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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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880536 Modern Agricultural Economy
f

Ecoacti

xamiatio

1011 atio

coa

Examiatio

�R�

�F�Q �D �W �L �R

1
8053

�$ �J �U � �Q �O

�S

�O �P �Q ��( �F �R �D

3

�D �W �L �R

1

ation
an y

f

on lalatioedite8editeveoPeve

�$ �J �U �L �F�E�“ �W �R �Q �O

�O �H �G �L �W�H �L �H �G �L �W �H �G �L �W�H �H �G �L �W�H

Exam atitu

41atit

Agric

�R

�7 �K �H �Y �\

�D �Q �G �3 �U� �W �L�W�X�W �L �D �W �L�W��D �W �L�W�X �D �W �L�W�X

Exam edit

418editr

Th tircPr

of
t
e

Eoy

f

lracedit�W �L �R

41atio � �I

� �O�H �F� �W �L �R�D �W �L �R

41atio

an

�( �[�3

�H �H�W �L �R�Q �D �W �L �R

4188053
�$ �J �U �L �F

�Q �O

�S

�(

�[

�I

�W

�( �F �R �D �L

3

�Q �D �W �L �R

4188053

u odern

Agricur l

ltuoelcEcoa

Examnatio

1188053

�R �O

xP10cEcoaln ent

Ma tio

41 atio

D

tio
Examatio

41atio

rr t

andPrtio

atiouos

catio
41 atio

f rPtio

tio

atio

41atio

onEgocnxM
nr

Pr tioaioMMae

p





Attached List

Course
Catalog

Course
Number Courses Credi

ts

Cred
it

Hou
rs

Semester Assessm
ent

method

Others

1 2 3 4

Public
Funda
mental
Courses

1111670999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earch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2 32

√ Exam

1111670997
Marxism and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1 16
√ Exam

1111870036
Public
Administration

3 48 √ Exam

1111870037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3 48 √ √ Exam

1111870038 Politics 2

1111870039 Public Economics 2 48 √ Exam

1111870040
Public Policy
Analysis

3 48 √ Exam

1111870041
Public management
English

2 32
√ Exam

Major
Funda
mental
Courses

1111870042 Public Ethics

2 32

√ Exam

Every

directi

on

must

select

1111870043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crisis public
relations

2 32

√ Exam

Every

directi

on

must

select

1111870044
Public Organization
Theory

2 32

√ Exam

Directi

on 1

select

1111870045

Constitution and Ad
ministrative Law

2 32

√ Exam

Directi

on 1

select

1111870046
Introduction to
social management

2 32

√ Exam

Directi

on 2

select

1111870047
Theory and practice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2 32

√ Exam

Directi

on 2

select

1111870048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2 32

√ te

32em
2



1111870049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rategy and policy
analysis

2 32

√ Exam

Directi

on 3

select

1111870050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2 32

√ Exam

Directi

on 4

select

1111870051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planning

2 32

√ Exam

Directi

on 4

select

Elective
Courses

1111880052
Research topic on
frontier issues of
public management

3 48
√ Test

1111880053
Case studies in
public policy

2 32 √ Test

1111880054

Contemporary
Chines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2 32

√ Test

1111880055 E-government 2 32 √ Test

1111880056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 32 √ Test

1111880057
An analysis of the
case of public
policy

3 48
√ Test

1111880058
Modern civil
service system

2 32 √ Test

1111880059

Application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
information system

2 32

√ Test

1111880060
social security
system

2 32 √ Test

11118800601 Document Writing 2 32 √ Test

1111880062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public sector

2 32
√ Test

1111880063

Methods and
practices on public
sector performance
evaluation

2 32

√ Test

1111880064

Research topic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military
integration in
western countries

2 32

Test

Compul
-sory
Trainin

-g

1111880065
Social Practice
Training 2 32 √ Test

1111880066
Enrollment
Education 0.5 8 √ Test

1111880067
Literature review &
Thesis Proposal 0.5 8 √ Test

1111880068 Academic Seminar 1 16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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