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南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西南交通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管理办法》的精神，结

合学院实际，经学院研究生奖助工作委员会研究决定，确定本细则。 

第二条  根据学校每年的评奖通知确定评奖时间、评选名额。博士生奖励标

准为每生每年 3 万元；硕士生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2 万元。 

第二章  国家奖学金的申请 

第三条  评选范围： 

1．我院全日制在读研究生（人事档案在我校的全脱产学习者）；已完成学位

论文答辩的研究生原则上不参加评选。 

2．“硕博连读生”在注册为博士生之前，或通过攻读博士学位资格考试前，

按照硕士生身份申请国家奖学金；注册为博士生的当年，既可以按博士生身份申

请，也可以按硕士生身份申请，由研究生自行确定；从注册为博士生的次年开始，

按照博士生身份参评。“直博生”按照博士生身份申请国家奖学金。 

第四条  评选条件： 

1. 爱国、爱校、爱专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 遵守法律法规；道德品质优良，模范遵守学校和学院各项规章制度； 

3. 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 积极参加学校、学院组织的各项活动，关心班集体，综合素质强； 

5. 学习刻苦努力，成绩优良，认真钻研业务，积极参加各种科研实践活动，

发展潜力突出； 

第五条  有以下情况者，不具备评奖资格： 

1. 参评学年内受到警告及以上纪律处分者； 

2. 参评学年内出现培养方案所规定课程不及格者； 

3. 违反《西南交通大学学术道德规范》的相关规定，存在剽窃、作假、提供

虚假信息等学术失范行为者； 

4. 参评学年内休学、退学及转专业者； 

5. 超过规定培养年限者； 

6. 外国留学生及来自港、澳、台地区已享受其它资助的研究生； 

7. 导师不推荐或不建议参评的研究生； 



8. 向学院提交申请奖学金材料存在不属实者。 

第六条  在我校学习期间，在学制期限内可以重复申请并获得国家奖学金，

但学术成果不能重复使用； 

第七条  获得国家奖学金的研究生，可以同时获得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研究

生国家助学金，但不能兼得当年其它各类专项奖学金。 

第三章  国家奖学金的评选 

第八条  电气工程学院研究生奖助工作委员会组织开展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

评审工作，负责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申请组织、材料评审、申诉处理工作，

确定学院获得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推荐名单。学生工作组受学院研究生奖助工作

委员会委托进行材料收集、初评分计算等工作。 

第九条  评奖流程： 

1. 个人申请 

学生从网上下载《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审批表》及《电气工程学院研究生国家

奖学金申请表》填写，并准备证明材料，经导师审核签署意见后，在规定时间内

上交至学院学生工作组。申请材料必须在规定时间内一次性提交完全，逾期不接

受修改和补交。申请材料包括： 

①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 

②电气工程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请表 

③发表论文的复印件，包括杂志封面、目录页、论文正文首页复印件，或者

录用通知单的复印件。SCI、SCIE、EI 检索收录的论文须提供检索号，研究生本人

未提供检索号的论文按未被检索计算，提供录用通知单复印件时要同时提供论文

首页，全国性国内学术会议论文需提供参会证明、论文首页、论文集封面和目录；

各类学术科技竞赛需提供获奖证书及带有获奖个人名单的获奖文件复印件。 

④其它相关证明材料； 

2. 材料审核 

学院研究生奖助工作委员会委托院学生工作组对申请人材料进行审核初选，

按照初评分数排序确定参加答辩的学生候选名单。 

3. 综合答辩 

组织研究生进行综合答辩，现场投票确定学院获得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推荐

名单。 

4. 公示名单 

在学院网站公示学院获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推荐名单。 

5. 报送结果 



将公示无异议的获得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推荐名单报送学校研究生院。 

第十条  初评成绩计算办法详见附件。 

第十一条  现场答辩要求： 

原则上学院研究生奖助工作委员会委员需出席三分之二及以上时方可召开答

辩会。评审采取现场答辩的方式进行，候选人依次进行演讲（硕士研究生演讲 3

分钟，博士研究生演讲 5 分钟），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展示自己学术科研、参与学

术竞赛、参与学生工作和文体活动以及其它能证明个人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的综

合能力的情况。现场评委有权对参评学生评奖材料提出质询。 

第十二条  答辩评委组成： 

1. 电气工程学院研究生奖助工作委员会委员； 

2. 班级评委：研二、研三及博士各班班长（若班长不能到现场则党支部书记

到会，若班长和党支部书记都不能到现场则该班弃权）。 

第十三条  现场答辩票数组成： 

学院研究生奖助工作委员会评委投票占权重 2/3，班级评委投票占权重 1/3。

现场统计票数，最终按照得票数从高到低顺序，确定获国家奖学金推荐名单；如

出现票数相等无法决定的情况，由学院研究生奖助工作委员会现场决定当选学生。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细则适用于 2015 年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 

第十五条  学院研究生奖助工作委员会根据本单位评选实施细则认真进行评

选，确定拟获奖名单和后备人选名单，并在学院公示 5 个工作日后报研究生院。 

第十六条  未尽事宜由电气工程学院研究生奖助工作委员会认定。 

第十七条  本细则由电气工程学院研究生奖助工作委员会负责解释。 



附件：西南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初评成绩计算办法 

初评成绩=学术论文分+专利分+学术科技竞赛分 

1. 学术论文计分办法： 

每篇论文得分=论文单篇分×权系数 

根据发表刊物等级划分论文单篇分值情况如下： 

刊物级别 单篇加分 

SCI 收录期刊论文 

1 区 50 分 

2 区 40 分 

3 区 35 分 

4 区 30 分 

SCIE 收录期刊论文 25 分 

EI 检索期刊论文 20 分 

SCI、SCIE 收录会议论文 10 分 

核心期刊库（CSCD-C）论文 8 分 

核心期刊扩展库(CSCD-E)论文 6 分 

EI 检索会议论文 5 分 

国外公开发行的期刊/国际会议 3 分 

全国性国内学术会议（参会） 1 分 

注： 

①同一篇文章只计最高分，检索源论文必须提供检索号，未提供检索号的论

文视为未被检索，检索源期刊论文或检索源国际会议论文已录用（会议已召开）

但尚未检索的按相应分值乘以 0.75 计分；其他有录用通知书但尚未发表的论文按

期刊级别（是否为 CSCD 库）或会议类型（国内或国外）相应分值乘以 0.75 计分。 

②一学年内，EI 收录国际会议论文累计加分最高不超过 10 分，国际学术会议

累计加分最高不超过 6 分；国内学术会议累计加分最高不超过 2 分。 

③发表在刊物增刊的在原刊物分值基础上乘以 0.25 计分。 

④SCI、EI 分区标准、CSCD 论文核心库和扩展库目录见论文发表或录用当年

最新版。 

⑤部分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期刊，经学院研究生奖助工作委员会审核认定，属于

低质量的，将不列入加分期刊范围。 

⑥期刊级别以论文刊出或录用当年为准，已经刊出的论文以刊出当年期刊级别

为准，未刊出已录用的论文以录用当年期刊级别为准。 

2．专利计分办法： 



每项专利得分=专利单项分×权系数 

专利单项分如下表： 

专利级别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 

授权专利每项加分 30 5 2 

注：专利申请已获得受理，但尚未获得专利授权的，以上分值乘以 0.2 计分。 

3．说明： 

（1）学生参与科研项目、担任学生干部、参加文体活动获奖均不作为加分指

标，同等条件下可优先评选。 

（2）申请评奖的所有科研成果，第一署名单位必须为“西南交通大学电气工

程学院”或“磁浮列车与磁浮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或“国家轨道交通电气化与自

动化工程技术中心”。 

（3）论文和专利的计分去除导师后进行计算，计算权系数如下表： 

多人参加的论文、专利等的工作量划分比例表（‰） 

参加者 1 人 2 人 3 人 4 人 5 人 6 人 7 人 8 人 9 人 10 人 

署名 1 1000 625 500 434 394 368 352 340 332 326 

署名 2  375 300 260 236 220 211 204 199 195 

署名 3   200 173 157 147 140 136 133 130 

署名 4    133 120 113 107 104 102 100 

署名 5     93 87 83 80 78 77 

署名 6      65 62 60 59 57 

署名 7       45 44 43 42 

署名 8        32 31 31 

署名 9         23 23 

署名 10          19 

注：多于 10 人按前 10 人计。 

4. 学术科技竞赛分计分办法： 

参加与所在学科专业相关的学术科技竞赛获奖，每项按下表获奖分值除以团

队人数进行加分。不同项目获奖可累加计分，同一项目获不同等级奖，只计最高

分。部分学术科技竞赛等级由学院研究生奖助工作委员会认定。 

获奖等级 国际竞赛 全国竞赛 省（市）级竞赛 校级竞赛 院级竞赛 

一 12 9 6 2.5 1.5 

二 9 6 3 1.5 0.7 

三 3 2.4 2 0.7 0.4 



优胜奖 1 0.5 0.3 0.2 0.1 

5. 以上各加分的项目必须是学生研究生阶段获得并且在已获得的国家奖学金

评审中未成功使用过的荣誉或业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