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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发文 

南研院【2019】4号 

 

关于博士学位论文盲审和组织答辩工作的实施

细则 

 

根据《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抽检盲审暂行办法》，为了方

便院系、导师、博士生安排论文答辩有关工作，正确理解、处理

盲审意见和结果，特发布此实施细则。 

一、抽检盲审论文的评阅周期为 50 天，四次论文评审预定

的完成时间为 2 月 20 日、5 月 20 日、8 月 20 日、11 月 20 日。

院系委托全额送盲审的，送审和答辩时间遵守院系的规定。 

二、盲审评阅意见书的解读 

评阅意见书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指标性评判，第二

部分是学术评语。指标性评判在第一页，列出了以下 4项内容： 

1、论文的四个评议项目、评价要素和评议结果选项； 

2、总体评价，分为四个等级，分别是优秀、良好、合格和

不合格； 

3、是否同意答辩，有三个选项，分别是：同意答辩、修改

后直接答辩和不同意答辩； 

4、专家对论文研究内容的熟悉程度，有三个选项，分别是：

很熟悉、熟悉、一般。 

其中 2、3两项结果决定论文是否可以进入答辩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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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评阅意见的处理办法 

1、如果 3位评审专家对学位论文的总体评价是合格及以上，

同意答辩或修改后答辩，收到评阅书后，博士生应根据专家意见

和建议对学位论文进行修改完善，准备进行答辩，在答辩系统中

下载所有的答辩材料，由答辩秘书凭导师签字的预答辩记录到学

位办领取答辩表决票，组织学位论文答辩；  

2、首轮盲审“不同意答辩”的处理办法 

1）如果有 1位评审专家给出“不同意答辩”意见，且其他专

家的总体评价在良及以上，应对学位论文进行实质性修改，在收

到评阅书之日起至少 1个月后，送原专家再次进行盲审； 

2)如果盲审意见中有 1个不同意答辩、且另有 1个总体评价

为合格的，则论文至少修改 3个月后送原专家再次评审； 

3)如果盲审专家评阅意见中有 2个以上不同意答辩的，论文

至少修改 6个月后再次送审。 

3、对盲审结果异议的处理办法 

1)盲审首轮评阅意见中有不同意答辩的论文，原则上学校不

接受申请更换盲审专家的申诉。根据第二次“盲审”结果决定是

否可以进行答辩。 

2)如复审后原专家仍然不同意答辩，导师或博士生本人认为

评审中存在学术观点分歧导致评阅结果有失公正，可向校学位评

定委员会提起申诉更换盲审专家。 

3)导师或博士生本人在向学校申诉前，院系需将第二次送审

的论文版本、原专家盲审意见及申诉理由同时送校外 2个专家进

行评价，评价包括两个方面：对学位论文的评审意见、申诉理由

是否成立。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综合专家评价意见做出是否同意向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申诉的决定。 

4)如果在校学位委员会申诉成功，学位办将重新选择 1位评

审专家进行盲审，同时将原 3位盲审专家的评阅意见连同盲审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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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并寄送。 

5)如果更换盲审专家后，结果仍然是不同意答辩，须暂停该

博士生的博士学位论文工作，由院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该项

工作是否能继续完成。 

4、“修改后直接答辩”的处理办法 

对于专家给出“修改后直接答辩”的情况，导师和研究生本

人须认真对待评审专家的意见，对论文进行修改，并填写《盲审

专家修改意见的反馈表》（表格在学位管理系统下载）。此表一式

二份（可以复印），完成论文答辩后，一份在申请学位时交学位办，

另一份随学位申请书一并交院系作为学位档案留存。 

建议分以下三种情况进行处理： 

1）如果专家建议仅仅是论文格式（错别字、图表标注错误

等）方面的修改，不涉及论文实质内容方面的修改，填写《反馈

表》中一、二和三项即可。 

2）如果专家建议涉及论文实质内容的修改，需要完成《反

馈表》所有内容（一、二、三项自行填写，四、五需要答辩委员

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给出意见）。 

3）如果专家建议论文需要重大修改，请导师和博士生本人

认真考虑是否需要推迟答辩。答辩时同样需要完成《反馈表》中

各项内容。 

本实施细则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2018 年 12 月 13 日会议审

议通过，自发布之日开始实行，《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抽检盲审

暂行办法及实施细则（试行）》同时废止。 

本实施细则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南京大学研究生院 

                                 2019年 3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