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物医学院

研究生招生指标配置及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术学位研究生招生

指标配置与管理办法》(研院〔2023〕11 号)、《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指标配置管理办法》(研院

〔2023〕11 号)等文件精神，为优化完善我院研究生招生资

源管理与招生指标配置，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按照质量绩

效原则、扶优扶强原则、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结合我院实际，

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审定学院

年度研究生招生指标配置管理办法。工作组组长由学院院长

担任，成员由负责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学科学位授权点负

责人、研究生秘书和导师代表组成。

第三条 本办法涉及的招生指标指学校下达学院的基

础指标，专项计划指标和调配指标按照学校相关文件管理办

法执行。

第二章 博士研究生招生指标分配

第四条 博士研究生导师每年招收学术型博士研究生

总数不得超过 2 名、专业型博士研究生总数不得超过 2 名，



第一年招收学术型或专业型博士生的导师（学校引进的高层

次人才除外）只能招收相应的博士研究生 1 名。

第五条 学校下达的招生指标按如下（1）-（2）条奖

励给符合条件的博士生导师后，剩余招生指标根据博士研究

生导师绩效贡献值由高到低按照 1:1 配置，奖励指标不重复

累加（包括学校按照同样条件已奖励指标），每位导师每年

最多奖励 1 个指标：

（1）在我校认定的 G1 高质量期刊发表学术研究论文的

导师，奖励学博指标 1 个。

（2）获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国家科技重大

专项项目课题，获农业农村部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一等奖、

陕西省推广一等奖及以上的团队，获批国家审定的动物新品

种（畜禽类）、国家注册的二类及以上新兽药负责人，奖励

专博指标 1 个。

第六条 已录取的博士研究生在学校规定的时间未报

到者取消其博士生资格，并核减该招生导师第二年相应数量

的博士生招生指标。

第七条 当年没有合适生源报考的导师，其招生指标由

学院调剂分配。

第三章 硕士研究生招生指标分配

第八条 每位学术型硕士生导师每年招收学术型硕士

研究生数最多不超过 3 名，第一年招收学术型硕士生的导师



仅可招收 1 名（学校引进的高层次人才除外）。导师招收 3

名学术型硕士生时，需至少有 1 名第十条中的推免生。

第九条 每位专业学位硕士生导师每年招收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数不超过 3 名。专业学位硕士以项目制招生，指

标配制依照项目制招生计划执行，导师最多只能在 2 个院级

专项招生。

第十条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招生指标按照学术型导师

绩效贡献值由高到低确定招生指标数，绩效测算招生指标＜

0.1，原则上不配指标。接收普通推免生指标、研究生支教

团专项指标、拔尖创新人才计划专项指标（非动医类）、特

长生专项指标、2+3 辅导员专项指标的不计入绩效测算招生

指标。

第十一条 专业型硕士研究生招生指标按照专业型导

师绩效贡献值由高到低确定招生指标数，绩效测算招生指标

＜0.1，原则上不配指标。接收校级各类专项计划、普通推

免生指标、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援藏计划、退役

大学生士兵计划不计入测算招生指标数。前一年单笔实到经

费 100 万元或累计到位经费 200 万元及以上的横向项目主持

人，获国家级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竞赛一等奖及以上的第一

指导教师，奖励专硕指标 1 个。每位导师每年最多奖励 1 个

指标，不重复计算。



第十三条 学校聘任为研究生导师的高层次人才根据

学校聘任合同配置硕士生指标；“科研特区”人才和双一流

学科群专项指标按照学校要求进行分配。

第十四条 当年所招硕士生放弃入学资格的导师，下一

年核减该招生导师第二年相应数量的硕士生招生指标。

第四章 绩效测算与认定事项

第十五条 导师绩效贡献值包括科研经费与科研成果两

个因子，绩效贡献值=（导师科研经费/学院科研经费总和）

×0.6+（导师科研成果分值/学院科研成果分值）×0.4；绩

效测算招生指标=绩效贡献值×当年学校下发指标数。

第十六条 科研经费认定：

1. 科研经费以财务系统入账结果为准，不含学校下达

的科研经费，时间结点为前三年 1 月 1 日-12 月 30 日期间到

位经费。

2. 学术型导师的科研经费包含前三年到位的所有经

费，专业型导师的科研经费不包含国家级、省部级以及地市

级基础研究计划类项目。

第十七条 科研成果认定：科研成果分值为前三年科研

成果分值之和，计算分值参照《动物医学院教职工年度考核

实施细则》（动医〔2022〕8 号），科研成果认定类别与分

值详见附表 1。

第五章 监督机制



第十八条 学院成立监督工作小组，负责招生指标配置

过程中违纪、违规行为的处理。监督工作小组由学院党委书

记任组长，成员由纪检委员、党务秘书和导师代表组成。

第六章 其他规定

第十九条 上述涉及的成果本人必须为第一完成人，发

表论文本人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且学院必须为第一完成

单位。

第二十条 导师本人或其指导的研究生出现学术不端、

违反学术道德等情形的，或导师出现师德师风年度考核不合

格的,或毕业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结果被认定为“存在问题

学位论文”，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一条 近三年，指导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累计 2

篇盲审结果均为三分之二及以上不通过的导师，暂停招收各

类研究生 1 年；近三年，指导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累计 2 篇

盲审结果均为三分之二及以上不通过的导师，暂停招收相应

类型的硕士生 1 年。

第二十二条 指导的研究生就业率触发预警，按学校有

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三条 其他事宜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四条 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由动物医学院招

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附表 1：科研成果认定类别与分值表

科研成果类别 分值

学术成果

《Nature》《Science》《Cell》顶级论文成果 100

校级高质量 G1刊论文成果 30

院级高质量 A刊论文成果 10

院级高质量 B刊论文成果（不包含中文期刊） 2

中科院大类二区 Top及以上期刊论文成果 1

中科院大类二区期刊论文成果 0.2

高水平中文期刊论文成果（院级高质量 B刊） 0.4

国际发明专利（发达国家） 4

国际发明专利（发展中国家） 1

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2

国家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0.5

国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0.1

国家标准 10

行业标准 5

省级地方标准 5

教学改革成

果

国家级研究生类教改项目与主题案例 5

省部级研究生类教改项目与主题案例 3

校级研究生教改项目（重点）与案例库建设项目 1

教育部产教协同育人项目（研究生类） 0.5

学科竞赛与

创新创业大

赛成果

指导研究生获国家级（A类）最高级别奖 5

指导研究生获国家级（A类）次高级别奖 3

指导研究生获国家级（A类）第三级别奖 2
指导研究生获国家级（B类）最高级别奖

全国兽医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
3

指导研究生获国家级（B类）次高级别奖

全国兽医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
2

指导研究生获国家级（B类）第三级别奖

全国兽医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
1

指导研究生获国家级（C类）最高级别奖 1.5



指导研究生获国家级（C类）次高级别奖 1.0

指导研究生获国家级（C类）第三级别奖 0.8

指导研究生获省部级最高级别奖 1.0

指导研究生获省部级次高级别奖 0.8

指导研究生获省部级第三级别奖 0.5

指导研究生获校级最高级别奖 0.5

指导研究生获校级次高级别奖 0.2

指导研究生获校级第三级别奖 0.1

注：1. 论文成果全部为研究性成果，不包括综述性成果；CNS、G1、A刊论文成果若共同第

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均为学院导师，可由主要通讯作者提出分值分配方案，其它类别论文学术

成果只可用于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其中 1人。2. 专利或标准由排名第一的指导导师负责分配

分值。3. 学科竞赛与创新创业大赛同一项成果获得多个级别奖励时，按最高奖励等级计分，

由排名第一的指导导师负责分配分值。3. 所有需要分值划分的必须一次分配到位，且在分配

单上签字确认，一旦确定在学院备案，再不可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