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基本参考依据 

（2025 年） 

一、分数计算方法 

初评分数计算方法：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总分=综合成绩+科研评分（增量） 

专业型硕士研究生总分=综合成绩+科研评分（增量）+工程实践评分 

学术型博士研究生总分=科研评分 

专业型博士研究生总分=科研评分+工程实践评分 

复评分数计算方法： 

总分=初评总分×0.7+面试答辩分×0.3+德育表现 

二、德育综合表现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过程中对研究生进行评价的重要方面，为了体现研究生日

常德育表现的重要性，在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满分 100 分中设定 5 分为德育综合表

现评价，详见附件一《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德育加分细则》。 

三、科研能力 

1、科技竞赛 

科技竞赛得分中，根据第一作者得分，依次递减 1 分，递减至 0 分为止。

特等奖和一等奖均按一等奖加分。同一成果只按最高获奖等级得分。 

表 1  科技竞赛得分 

赛事类别 一类赛事 二类赛事 

获奖等级 国家级 省级 国家级 省级 

一等奖（第 1 名） 5 分 3 分 4 分 2 分 

二等奖（第 1 名） 4 分 2 分 3 分 1 分 

三等奖（第 1 名） 3 分 1 分 2 分 —— 

注：（1）硕士/博士研究生期间成果为有效成果； 

（2）科技创新竞赛的等级分类参照《哈尔滨工业大学大学生科技竞赛活动管理办法》

及学校相关规定内容执行。国家级竞赛一般是指由教育部、科技部、工信部、团中央等国

家特定部委组织主办的全国范围的高水平竞赛，省部级竞赛一般是指由教育部各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或下属司局主办的赛事，国家级比赛相应的省赛区。 

（3）除非有特殊说明，否则按照获奖证书上的排名顺序计分。 

（4）科研获奖：其中国家级、省部级/国家一级学会奖励计分规则参照科技竞赛执行。

国际学术组织奖励由评审委员一事一议。 

2、发表论文 

取得的学术论文成果必须在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与学位论文内容或导

师课题组科研项目相关。对发表的学术论文，作者单位署名为哈尔滨工业大学，

申请人为第一作者，或申请人为第二作者且第一作者为自己的导师/副导师为有

效文章。 

学术论文限定于 SCI 期刊（中科院 3 区及以上）、国内 A 类期刊（学科规定

的国内高水平）、顶级和 AB 类会议，其他会议和核心期刊不计入加分。国内 A

类期刊列表、顶级和 AB 类会议参照《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关于硕士研究生在攻

读学位期间取得成果的要求》、《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博士生创新性成果要求》最

新版及相应期刊、会议目录文件及附表，负面清单期刊不计分。SCI 影响因子中

科院分区以距离奖学金评定最近的年份计算。 

表 2  论文得分 

SCI 期刊 

类别 得分 

中科院 1 区 5 

中科院 2 区 3 

中科院 3 区 1 

会议论文 

顶级会议 1.5 

A 类会议 1.5 

B 类会议 1 

国内 A 类期刊 3 

注：学生在 Nature、Science 等国际顶刊发表的共同一作论文可计入。 

3、发明专利 

对申请受理或授权的国家发明专利及软件著作权，作者单位署名为哈尔滨

工业大学，申请人为第一发明人/完成人，或申请人为第二发明人/完成人、且本

人导师/副导师为第一发明人/完成人。成果取得时间为在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



间。 

表 3  专利、软件著作权得分 

（受理专利最高加分为 2 分，授权专利不设加分上限。） 

专利类型 得分 

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3 分 

国家发明专利（受理） 1 分 

软件著作权  （授权） 0.5 分 

4、工程技术创新能力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在企业或科研院所开展工程实践活动（学院统一组织，

或导师、学生联系协商并经学院审核同意），参与实际工程项目的调研、论证、

设计、运行和管理等，综合考虑实践活动时长、企业导师综合评价确定计分结果。 

表 4 实践加分规则 

企业实践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累计 3 个月及以上 5 分 4 分 3 分 0 分 

累计 2-3 个月 4 分 3 分 2.5 分 0 分 

累计 1-2 个月 3 分 2.5 分 2 分 0 分 

累计 3-4 周 2.5 分 2 分 1.5 分 0 分 

注：专业学位研究生到企业或科研院所从事实践活动应在学院备案，系统提交离校申请和

回校申请，以到达企业或科研院所当日和离开企业或科研院所当日计算实践期限，实践期

间不得私自离开企业或科研院所所在地，如特殊情况确需离开须请假报备，扣除相应天

数，实践结束需提供在企业或科研院所实践期间的总结报告（3000 字以上）、企业导师的

评价结果（学院统一制定模板）及离校手续证明，结果明确表明为优秀、良好、合格或不

合格等评价意见。 

5、其他 

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学生基础研究项目（博士研究生）计 15 分；获

批“点子基金”计 5 分，同时获批取最高分计入。 

四、面试表现 

面试答辩环节重点考察申报人的以下方面： 

 

 

 



表 5 面试评分标准 

考核项 考核要点 分值 

学术能力考核

（针对学术学

位） 

主要考察研究生的科研成果、创新能力和科研潜力等。

是否提出新的理论、方法或观点；是否具备独立设计和

实施科研方案的能力，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

题； 

优秀：16-20 

良好：11-15 

一般：6-10 

较差：0-5 
实践科研能力

（针对专业学

位） 

主要包括专业实践经历、实践成果、技能等方面。是否

参加过专业相关的实习、实践项目，能否将所学的专业

知识和技术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在参与项目中承担的工

作内容，在实践中是否解决过实际问题等。 

面试表现 

考察：学生在面试过程中的表达能力、思维逻辑、应变

能力等。如能否清晰、准确地阐述自己的科研成果、实

践经历等，回答问题时是否思路清晰、逻辑严谨，对评

委提出的问题能否做出合理、准确的回答。 

0-5 分 

综合素质 考察：团队协作意识、身心健康状况、特长与兴趣等 0-5 分 

 

  



附表： 

       电信学院研究生科技创新竞赛等级分类 

赛事等级 赛事名称 备注 

一类赛事 

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 参照当年“中

国研究生创新

实践系列大

赛”中与本学

科强相关的竞

赛 

中国研究生创“芯”大赛 

EDA 设计精英挑战赛 

中国研究生人工智能创新大赛 

二类赛事 “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中的其他竞赛  

说明：其他同级别重要赛事可根据当年实际情况，由各学科及基层单位提出，经学院研究生

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研究认定后执行。 

  



国内 A 类期刊列表 

序号 期刊名称 

1 电子学报 

2 通信学报 

3 中国科学 

4 宇航学报 

5 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 

6 红外与毫米波学报 

7 仪器仪表学报 

8 电子信息学报 

9 遥感学报 

10 微波学报 

11 航空学报 

12 中国图象图形学报 

13 计算机学报 

14 自动化学报 

15 中国科学（英文版） 

16 China Communications 

17 波谱学杂志 

18 雷达学报 

19 光学学报 

20 电子测量与仪器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