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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资格考试的直博生，应在第二学年内进行博士学位论文开题，首次学位论文开题未通

过的，可在下一学期再次申请开题，再次论文开题仍未通过者，由院系考核小组基于学业考核

作出“转为硕士生培养”的建议，由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同意后进行分流。 

开题通过后的直博生应参加学科组织的年度考核，年度考核未通过者由院系考核小组基于

学业考核作出“转为硕士生培养”或“结业”的建议，由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同意后进行

分流。 

博士研究生应具备学术交流的能力，在读期间必须在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上作学术交流至

少 1 次。交流形式、会议层次等具体要求详见《上海交通大学关于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交流的

规定》。荣誉计划博士生须参加至少 1 次国际学术会议，并作口头报告或墙报。须参加至少 1

次“博学致远”博士生学术论坛，并作口头报告或墙报。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应在学院里作公

开学术报告至少 1 次。 

七、学术成果要求 

学校对荣誉计划直博生发表学术论文数量不作刚性规定，鼓励其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学

位论文开题报告前，组建包括双导师在内的论文指导委员会，论文指导委员会对学位论文进行

全过程的指导和评价，论文选题紧密围绕科学与技术的前沿问题。 

八、学位论文 

博士学位论文是博士生在导师或导师组集体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系统完整的学术研究工

作的总结，应在科学上或专门技术上作出创造性的学术成果，能反映出博士生已经掌握了坚实

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备了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博士学位论文

应包括文献综述、选题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结果、讨论与结论等内容。 

荣誉计划直博生的博士学位论文不参加学校组织的学位论文盲审，需采取国际评审方式，

进行国际答辩。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应符合学校关于学位论文的规范性和质量的要求，并按照

学校规定的格式打印，具体要求请参阅《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撰写指南》。关于

学位论文预答辩、答辩等的具体要求请参阅《上海交通大学关于申请授予博士学位的规定》。 

九、课程设置 

另见课程设置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