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生科【2023】15 号

生物与医药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名额分配方案

（试行）

为了更加合理地配置科研资源，营造和谐的科研氛围，促进学科建设的快速发展，按

照“绩效优先”的理念，制定生命科学学院生物与医药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政策，以符

合培养要求。为此，学院根据培养特色和研究生培养要求，特制定如下生物与医药专业学

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规定：

（一）学院招生名额分配实行“基本名额+奖励名额”；学院研工办按照具有生物与医药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的在职在岗导师最近 3年科研业绩确定导师的基本招生名额

后，剩余的招生指标按照业绩进行分配。

（二）实施该招生模式应满足的条件是：先行确定导师的招生名额，全体导师必须服

从生物与医药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和学院的宏观调配，以保证顺利完成招

生计划。

（三）基本名额：在职在岗的每位生物与医药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分配 1个基本

招生名额，但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最近 3年主持承担实到经费≥10万元的科研项目（单项）。

（2）同时获得下列成果之一：

①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中文核心期刊论文或 EI论文或 SCI论文 1篇；

②省级或省级以上认定的新品种 1个；

③获批中国发明专利或国际（美国、日本、欧盟）发明专利 1件；

④生物与医药工程领域实际应用的工程规划或工程设计或工程案例分析或工程/项



目管理或调研报告等 1份，此类成果需提供第三方或厅级（含厅级）以上政府批示文件。

（四）奖励名额：满足以下任意一条，给予一个奖励指标。注意：相同类别的业绩不

累加奖励；用于学术型指标分配的业绩，均不得用于本奖励指标的申报。

（1）在上一年度取得在生物与医药工程领域实际应用的重大项目的工程规划、工程设

计、工程案例分析、工程/项目管理成果、行业标准、省级或以上地方标准、产品批件等

（此类成果需提供第三方证明文件）；

（2）在生物与医药工程领域的调研报告获得省部级及以上领导批示；

（3）获得省级或省级以上认定的新品种；

（4）获批中国发明专利或国际（美国、日本、欧盟）发明专利，或者国家发明专利成

果转化且转化金额≥3万元；

（5）主持应用类科研项目（单项）经费≥30万元；

（6）主持国家级重大、重点、科研项目且立项经费≥100万元，项目执行期间每年给

主持人增加 1个工程硕士招生指标。

（7）在上一年度指导学生（含本科生和研究生）获得“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创青春”大学生创业竞赛等，获得省级以上奖励；

（8）在职在岗的在编或长聘导师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招生上一年度发表高水平论

文，属于《华南师范大学学科代表性成果推荐目录（试行）》（华师〔2022〕105号）

（下称《推荐目录》）规定的一类层次（或以上）的刊物且刊物最新影响因子≥5的，奖

励 1个招生指标（发表多篇高水平论文者不累加奖励）。本条款的论文应以华南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为第一单位，否则不计入奖励；同一篇论文只能计算一次。对于国际顶级期

刊的非第一作者单位论文，或者尚未有影响因子的新的 SCI期刊，由相关学科提出分区和

IF值建议，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确定。

（9）获得国家级（排名前 5）或者省部级（排名前 3）三大科学奖的；

（五）其它相关规定：

（1）新导师指导的首届毕业生必须接受学院组织的毕业论文盲审；学院不鼓励工程硕

士新导师单独设立新的研究方向。为了进一步凝练学科方向、促进科研团队的形成，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