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第十九届研究生“学术十杰”评选办法 

总  纲 

第一条  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十杰”评选活动是彰显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

水平和研究能力的重要平台，是继承和发扬北京大学优秀学术传统、活跃北京大

学校园学术氛围、激励北京大学研究生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手段。北京大学研究

生“学术十杰”评选活动的宗旨是“繁荣北大学术，塑造社会精英”。 

第二条  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十杰”评选活动是在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和共

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共同指导下，由北京大学研究生会主办，各院研究生会协办

的活动。 

第三条  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十杰”评选活动以“公开、公平、公正、规

范”为基本原则，保证评选活动的独立性，杜绝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的干涉行为。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十杰”评选活动，评选活动相

关程序必须严格按照办法程执行。 

第一章  评选活动的奖项设置 

第五条  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十杰”评选活动分为院系推荐、初评及终评

三个评选环节，评选出“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精英”和“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十

杰”两个奖项。此外，北京大学研究生会将颁发若干“最佳组织奖”给予组织优

秀的院系，颁发 1名“最佳人气奖”给予终评答辩现场观众投票最高的选手。 

第六条  “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十杰”名额为 10名。“学术十杰”从获得“学

术精英”称号的学生中产生。 

第七条  “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精英”名额为 20 名。（学术精英名额依

据终评答辩人数微调整）。 

第八条  医学部“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十杰”名额单列，由医学部研究生会

组织单独评选。 

第九条  为保证评选的广泛性，“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十杰”每院系获得者，

一般情况下不超过一名。 

第十条  “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精英”将获得“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精英”



证书。 

第十一条  “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十杰”将获得“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十杰”

证书。 

第二章  评选活动的参评对象 

第十二条  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十杰”评选活动的参评者，必须是北京大

学的在读硕士研究生或者博士研究生，并凭借硕士、博士研究生就读期间的学术

研究成果和发表作品参加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十杰”评选活动。 

第十三条  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十杰”评选活动的参评者必须严格遵守本

办法的各项规定，服从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十杰”评选活动组织委员会的各项

安排。 

第三章  评选活动的组织机构 

第十四条  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十杰”评选活动设置组织委员会、初评委

员会、终评委员会以及独立的监督机构学术监督委员会四个机构。 

第十五条  组织委员会是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十杰”评选活动的组织、执

行机构，负责具体筹备、策划、组织“学术十杰”评选的各项活动。组织委员会

由北京大学研究生会组建，并接受学术监督委员会的监督。 

第十六条  学术监督委员会是由北京大学各院系研究生会代表成员组成的

监督、评议和仲裁机构，负责对评选活动进行全程监督、评议、仲裁。学术监督

委员会负有审查院系推荐结果、初评结果及终评结果的职能，相关结果必须交由

学术监督委员会通过后方能生效。若评选过程中产生争议，学术监督委员会负责

审查及评定争议。 

第十七条  初评委员会负责对所有报名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十杰”评选活

动的参评者进行初评。初评结果以分数高低排名推荐候选人，分学部推荐候选人

参与终评答辩。 

第十八条  初评委员会的组建 

（一）组成人员：由“学术十杰”候选人相关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研究生

院指导老师共同组成。 



（二）机构划分：初评委员会分为人文社科组（包含人文学部、社会科学部

和经济与管理学部）、理工科组（理学部和信息与工程科学部）和医学组（医学

部）。 

第十九条  终评委员会负责对入围选手进行终评答辩，依据终评答辩最后得

分的高低拟选出“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十杰”和“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精英”。 

第二十条  终评委员会的组建 

（一）组成人员：终评委员会由“学术十杰”候选人相关专业领域的专家学

者、研究生院指导老师以及业界著名学者、专家共同组成。 

（二）回避原则：“学术十杰”候选人的导师或者导师组成员不能成为终评

委员会成员。 

（三）公开原则：终评委员会成员名单全校公示，接受学术委员会的审查及

监督。 

第四章  评选活动的组织流程 

第二十一条  院级推荐 

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十杰”评选活动报名采取院系推荐的方式,各院系可

择优推荐 1-2名。各院研究生会可结合自身情况在各院教务办公室的指导下开展

推荐活动。 

院研究生会负责收集参评者的报名表及报名所需的相关材料，交至活动组织

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设在北京大学研究生会办公室（新太阳学生中心 128 室）。 

报名必须在组委会规定的时间内提交各阶段的资料，否则不得进入初评答辩，

更没有资格参加终评答辩。 

【报名所需要提交的材料清单】 

所在院系的专业核心刊物及认可的综合性刊物的名单、学术成果的复印件

（注明为何种索引收录及影响因子，或收录刊物的名称及级别）、获奖证书的复

印件、所著的原版书籍。 

报名时，参评者必须到所在院系负责学术科研的办公室出具本学科承认的

最新核心期刊目录（如有影响因子的必须列出影响因子具体情况），由院系分管

领导核实后签字并加盖院系公章，各学科可出具自己的分区目录（按四级来分），

由初评委员会参考给予加分。如未出具，则按照最新版的中科院 SCI分区及北大



核心目录给予评判。 

第二十二条  初评答辩 

初评委员会依据初评答辩结果及候选人相关资料，为各位候选打分，并分学

部推选候选人进入终评答辩。各学部名额分配依据各学部总人数、学院数综合考

虑，推选名额为：理学部 4名，信息与工程科学部 4名，人文学部 2名，社会科

学学部 4 名，经济与管理学部 2 名，共计 16 名（最终的名额分配需要根据各院

系报名情况微调整）。各学部学院、总人数见附录：院系设置。 

初评结果接受学术监督委员会的监督、审议，各院研究生会负责提供宣传、

公示材料，并由校研究生会平台在全校公示三周。 

第二十三条  终评答辩 

终评委员会依据终评标准及办法对入围选手进行终评答辩，并根据评分高低

拟选出“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十杰”，并现场公示。校本部人文社科组及理工科

组候选人的分组前 4 名获得“学术十杰”的称号，前 14 名选手获“学术精英”

称号。医学部进行独立评选。 

终评结果接受学术监督委员会的监督、审议，并在全校公示两周。公示结束

后公布“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十杰”及“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精英”最终获得者

名单。 

第五章  评选标准及办法 

第二十四条  初评标准 

（一）初评以学部为单位进行，分学部推荐候选人。 

（二）参评者在初评前必须提交一项参评成果，并于初评时进行自我陈述，

自我陈述时间不得超过 8分钟。陈述结束后，进行初评委员会答辩和场内同学提

问。 

（三）初评委员会根据所提交成果，并综合考虑参评者的专业基础素质、创

新能力及现场表现等因素进行评分。 

    第二十五条  终评标准 

（一）终评分为人文社科组（包含人文学部、社会科学学部及经济与管理

学部的候选人）、理工科组（包含理学部及信息与工程科学部的候选人）和医学

组，采取自我陈述与答辩相结合的形式。 



（二）参评者于终评时进行自我陈述，自我陈述时间不得超过 8 分钟。陈

述结束后，进行终评委员会答辩和场内同学答辩。 

（三）终评委员会根据所提交成果，并综合考虑参评者的专业基础素质、

创新能力及现场表现等因素进行评分。根据终评得分的高低拟选出“北京大学研

究生学术十杰”。初评答辩得分不计入终评得分。校本部人文社科组及理工科组

候选人的分组前 4名候选人获得“学术十杰”称号，得分前 14名的同学获得“学

术精英”称号。医学部独立评选出 2名“学术十杰”及 6名“学术精英”。 

第六章  异议及处理 

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如对评选活动持有异议，可向评选活动的组

织委员会提出异议。 

第二十七条  提出异议的单位和个人须在规定的公示期内向评选活动的组

织委员会提出。 

第二十八条  提出异议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表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并提供书

面材料。个人提出异议的，须在异议材料上签署真实姓名；单位提出异议的，须

加盖本单位公章。 

第二十九条  组织委员会在收到异议材料后，将移交学术监督委员会进行审

查，须在 5个工作日内对相关事情进行审查，并给出明确答复。 

第三十条  针对争议较大的问题，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十杰”评选活动组

织委员会将在经得学术监督委员会的同意之下，上报研究生院和共青团北京大学

委员会，做出处理意见并进行公示。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十杰”评选活动组织委员会负

责修订、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北京大学研究生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 

 

 

 



 

附录: 

 

理学部（5058） 

数学科学学院 物理学院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 

城市与环境学院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建 筑 与 景

观设计学院    分子医学研究所    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 

 

信息与工程科学部（4780）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工学院 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 软件与微电子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人文学部（2827） 

中国语言文学系 历史学系 考古文博学院 哲学系（宗教学系） 

外国语学院 艺术学院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歌剧研究院 

燕京学堂     

 

社会科学学部 （4157） 

国际关系学院 法学院 信息管理系 社会学系 

政府管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育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 

体育教研部 新媒体研究院 

 

经济与管理学部（2546） 

经济学院 光华管理学院 人口研究所 国家发展研究院 

 

医学部（单独评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