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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组建于1952年，由当时的沈阳农学院和上海复旦大学
农学院合并而成。

其前身之沈阳农学院的办学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初，
上海复旦大学农学院成立于1938年。

 1979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1981年被首批批准
为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单位；

邓小平同志为我校书写了校名；

 2000年，学校由农业部所属划转为以辽宁省管理为主、辽
宁省与中央共建的全国重点大学。

一、学校简介



是一所教学和科研并举，以农业与生命科学为特

色，多科性教学研究型大学。现有在校生20886人，

其中研究生占15.6%。现有专任教师1083人，其中中

国工程院院士2人，特聘院士4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获得者2人，长江学者讲座教授1人，国家千人计

划讲座教授2人。

一、学校简介（续）



一、学校简介（续）

沈农是辽宁唯一一所农业大学,具备了较强的科技创

新和服务地方的能力。学校拥有国家级科研平台6个、教

育部与辽宁省共建重点实验室2个，省部级科研平台61个，

有力支撑学校在多学科多领域开展科学研究。尤其在水

稻超高产育种及栽培、设施园艺、预防兽医学等研究领

域特色鲜明、优势明显，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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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生教育历史发展



二、研究生教育历史发展（续）



二、研究生教育历史发展（续）



二、研究生教育历史发展（续）



我校学科建设和研究生教育具有如下特点和优势。

一是具有很好的历史积淀和基础，是我国首批博士和硕

士学位授予权单位，也曾是1979年确定的88所全国重点院校

之一，还曾是农业部7所全国重点农业院校之一。

二是涉农学科历史悠久，学科门类齐全，体系完备，特

色突出。

三是坚持凝练学术方向，开展四层次学科建设，为十三

五、十四五期间冲击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

四是利用中央支持地方高校建设资金和辽宁省重点学科

建设资金，强化了学科条件建设。2013年以来学校每年投入

学科建设超过1亿元。

二、研究生教育历史发展（续）



五是研究生教育管理体系和制度比较完善，研究生校院

两级管理体系已经形成，管理制度完善。

六是学科和研究生教育均有较快发展，二级学科博士点

从1981年的3个发展到2001年的13个、目前的43个，一级学

科博士点从1998年的1个发展到目前的8个；二级学科硕士点

从1981年的7个发展到2001年的33个、目前的89个，一级学

科硕士点发展到18个。国家重点学科由1989年的1个发展到

目前的3个，辽宁省重点学科数由1995年的3个，发展到目前

的22个。研究生培养质量不断提高。

二、研究生教育历史发展（续）



1.体系构成思路
依托国家和辽宁省相关政策，建立和完善了学校研究生奖助

体系，指导思想为：加大投入，科学激励。

提高质量：激励研究生潜心学习和研究，提升研究生综合能力

激励学业：奖优助学，通过三助岗位提供有竞争力的资助

分类资助：学术学位vs专业学位；博士生vs硕士生

共同分担：国家、学校、导师、企业

（注：目前在校研究生数27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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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校研究生资助体系构成



2.体系内容

建立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制度 2012年

建立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制度 2014年

建立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制度 2014年

建立研究生校长奖学金制度 2014年

完善研究生国家助学贷款政策 2014年

规范三助岗位津贴资助力度 2015年

临时困难补助 2014年

我校特色研究生奖助项目 2012-2015年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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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校研究生资助体系构成（续）





3.工作机制

制定了详细的实施细则，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

性。

以《沈阳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细则》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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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校研究生资助体系构成（续）



1.提高研究生待遇 ，吸引优秀生源

从2016年入学的推免研究生开始，攻读硕士和博士期间每年

均可获得学业奖学金，同时第一志愿报考我校士研究生均可获得

一等校长奖学金；2014年学校划拨 243.1 万元，2105年学校划拨

264.3 万元，2016年划拨近300万元，用于奖励新生；

从2015级全日制非定向博士研究生开始，学校助学金由1600元/

月，提高到2600元/月，博士研究生助学金标准在东北地区高校中

位居前列；

2014级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覆盖面为100%，其中一二等奖比

例是5:5；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覆盖面为70%。学校每年配套资金近

300万元。

四、精准助力 服务研究生成长



2.实施高水平论文奖励， 实现过程激励

1）制定《沈阳农业大学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高水平学术论

文奖励办法》 (沈农大发〔2014〕20号)，计划实施以来，已奖

励高水平论文108.37万元。

2）制定《沈阳农业大学研究生创新培育项目管理办法 (沈农

大学科[2012]1号)，计划实施以来，共有11名博士、19名硕士获

得立项资助，累计资助资金46.5万元。

3）制定《沈阳农业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奖励办法》 (沈

农大研究[2014]7号) ，计划实施以来，累计奖励金额22.5万元。

四、精准助力 服务研究生成长（续）









3.坚持开展专项大赛，促进研究生全面提升
为提高研究生英语表达能力、思维能力，举办英语口

语大赛，每届奖励36人，每届资助金额5.5万元，目前已举
办四届，共奖励24万；

四、精准助力 服务研究生成长（续）



为提高研究生就业竞争力，缩短研究生与职场的距离，
举办职等你来模拟面试大赛，每届奖励30人，奖励4.6万，目
前已举办四届，共奖励18.4万；

为了提高研究生科技文献查阅能力、总结能力和写作能
力，举办文献综述大赛，每届奖励56人，目前共举办两届，
奖励金额7.8万元；

四、精准助力 服务研究生成长（续）



为鼓励研究生潜心科研，促进学科交叉，举办学术演
讲大赛，每届奖励25人，奖励3.2万，目前已举办三届，共
奖励9.6万元；

四、精准助力 服务研究生成长（续）



为丰富研究生校园文化，举办辩论赛、学术之星评选、
乒乓球赛、排球赛、羽毛球赛和篮球赛，每场球赛以奖励
形式发放给研究生，连续举办两年，共计发放24万元。

2013年至2016年以大赛奖励形式发放85万元。

四、精准助力 服务研究生成长（续）



4.丰富奖助形式，扩大资助范围

创新创业奖励，制定了研究生创新创业奖励办法，对

于参加创新创业研究生及导师给予每人0.3万-1万的奖励。

设立大赛奖励，制定了研究生科技类大赛奖助管理办

法，对参赛研究生和指导教师给予每人0.3万-1万的奖励。

设立突出贡献奖，表彰涌现的先进个人，奖励研究生

及导师每人0.5万-1万。

学校思路是，有益学生成长，就全力投入。如国家CSC

项目的推荐。宣传、动员、讲座及专家一对一指导申报。

四、精准助力 服务研究生成长（续）



5.“三助一辅”工作机制，锻炼研究生产学研结合

联合学校各部门，设立助管岗位，资助标准每人每月

800-1000元；招聘研究生招生专员暨研究生形象大使，一

次性给予补助500元；

设立研究生助研岗位，学校层面每月发放200-400元

助研津贴，导师每月发放500-800元；进行科研考核。

设立研究生兼职辅导员岗位，每月400元补贴。

6.实施就业奖励

对学院就业工作实施评估和奖励，每院每次奖励0.5

万元，3年共计发放16万。

四、精准助力 服务研究生成长（续）



1.CSC项目顺利进行：自2014年学校参与CSC项目以来，共

有29人参与推荐其中24名成功获批，获批率为83%，推荐和获

批人数居省内高校前列；

2.创新创业成功突破：我校博士研究生孙丽金创业项目荣

获第二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这是东

北地区、全国农林院校及“互联网+现代农业”类项目中唯一

获得金奖的项目；

3.数学建模小试牛刀：三名硕士研究生研究生获得第十二

届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三等奖，东北地区一等奖。

五、对研究生培养的作用发挥



4.论文发表数量增加、质量提高：2015年我校研究生发
表高水平学术论文数量较上一年增长40%， 2009级安婷婷
博士一人发表2篇SCI一区论文，单人获奖总金额高达10万
元，奖励经费总额为46.4万元，比2014年增加21.6万元；
2016年奖励经费总额37.17万元，质量明显提升。

5.省优秀毕业生论文和提名论文数量逐年提高：三年来
我校研究生优秀毕业论文数量均为辽宁省前列。

6. 涌现高齐、宫殿凯式先进典型：两位研究生在海南三
亚勇救落水司机，被授予“见义勇为先进群体”、“2014
年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提名奖”、“身边好人”等荣誉称
号。

五、对研究生培养的作用发挥（续）



五、对研究生培养的作用发挥（续）

7. 招生质量提高：

硕士研究生：2014年计划招生910名，实际完成795名；

2015年计划招生860名，实招收860名，其中推免生仅有50

+3名（占推免总数40%）；2016年计划招生910名，实招生

910名，其中推免生为103+1名，推生几乎是2015年的2倍（

占推免总数77.7%）；2017级推免生拟录取完毕，拟录取

119+1名，比2016级又多出16名（占推免总数85%）。

博士研究生：定向培养比例由原来50%降至20%以下。



8. 就业质量提高：

2013年我校研究生就业率为45%，2014年就业率达

85.6%，2015年达97.5%，2016年初次就业率为94.72%。研究

生就业能力得到用人单位的认可。

五、对研究生培养的作用发挥（续）



1.“三助一辅”工作没有形成合力

从我校“三助一辅”工作的具体实施来看，虽然学校在

全校范围内开展了“三助一辅”工作，但是学校各部门之间

没有形成合力，有些工作还缺乏统一协调。

2.学校目前还没有专职人员负责研究生奖助工作

目前，随着研究生收费制度的实施和我校研究生招生规

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资助工作在高校研究生管理中的作用

越来越重要，日常管理和事务性工作繁多，但我校还未配备

专职研究生奖助工作负责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奖助政

策的执行和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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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作中的不足



敬请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