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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学〔2023〕 1 号

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关于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

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实施细则（试行）

根据教育部关于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

究生工作的相关文件精神和《浙江工商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实施办法（试行）》（浙商大学〔2021〕

136 号）文件规定，结合学院实际，特制定本细则。

第一章 推荐条件

第一条 推免生的基本条件：

（一）纳入国家普通本科招生计划录取的本校应届毕业生（不含

专升本、第二学士学位、四年制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试点专业和独

立学院的学生）；

（二）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热爱祖国，社会责任感强，遵纪守

法，积极向上，身心健康；

（三）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成绩优秀，且有较强的专业能力、

研究兴趣、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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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诚实守信，学风端正，无任何考试作弊和学术不端行为记

录；

（五）品行表现优良，没有因违纪、违法受校级及以上处分或行

政、司法处罚；

（六）毕业时必须获得学士学位。否则，推免生资格自动取消；

（七）大学英语六级成绩 425 分以上或大学英语四级成绩 510 分

以上；

（八）在校期间修读所有课程的加权平均分列本专业前 30%。

加权平均分计算方法如下：

加权平均分（从 2021 级开始施行）=∑（前三学年修读课程成绩

×课程学分）/∑前三学年所学课程学分

加权平均分（适用于 2018、2019、2020 级）=∑（必修课及专

业选修课成绩×课程学分）/∑必修课及专业选修课程学分

标准分的计算方式为：以加权平均分的最高分为原始分（100分），

将其余分数按相同比例折算。

1. 所有课程成绩均以第一次考试成绩为准，且无不及格课程记

录；

2.“直通车”学生前两年成绩不纳入计算；

3. 特别优秀的体育特长学生（获全国大学生体育比赛个人项目

前三名，或集体项目前六名的主力队员）、特别优秀的文艺特长学生

（代表学校参加国家认定的全国性比赛个人项目获三等奖及以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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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集体项目获三等奖及以上的主力队员）、大学期间服兵役获得三

等功及以上的学生，其加权平均分列本专业前 40%。

第二条 学生推免遴选综合评价成绩由加权平均分和学科竞赛、

科研成果、党建思政、文体竞赛以及其他符合全面发展价值导向等因

素获得的奖励分值按一定比例组成（见附表 1），综合评价学生的各

方面表现。要合理设置各遴选指标所占权重及单项指标上限分值，学

生在某一方面中有多项加分情况时，原则上只取一项，不得为仅符合

单一或部分遴选指标的学生单列计划或破格推荐。如未在申请推免生

当年 8 月 31 日（含）前获得的成绩和奖励，不计入计算。具体计算

方法为：

学生推免遴选综合评价成绩＝前三学年课程的加权平均分（按标

准分换算）×65%＋奖励分（按标准分换算）×35%

第三条 严格审核认定学生的特殊学术专长。推免生学术专长原

则上仅限学生本科阶段在核心期刊上以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发表的

与学业相关的科研论文；作为主力成员参加与学业相关的国内权威科

研竞赛（全国赛）并获得三等奖以上奖励（国际赛事参照执行,但不

得低于国内赛事相关要求）。学生与直系亲属或学历、职称、职务明

显高于本人者合作的科研成果、竞赛奖项等仅作为参考，不纳入学生

本人推免遴选综合评价成绩计算体系，但同等条件下可优先考虑。

学院应成立专家审核小组（专家组成员应具有相关学科副教授以

上职称，一般不少于 9 人，其中校外专家不少于 2人），对学生在核

心期刊上以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发表的与学业相关的科研论文、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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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成员参加与学业相关的国内权威科研竞赛（全国赛）并获得三等

奖以上奖励（国际赛事参照执行,但不得低于国内赛事相关要求），

进行审核鉴定，排除抄袭、造假、冒名及有名无实等情况，并组织相

关学生进行公开答辩。答辩要全程录音录像，答辩结果要公开公示。

未通过审核鉴定或答辩的，不得纳入推免生遴选奖励分量化成绩计算

体系。

第二章 推荐工作程序

第四条 学院成立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由学院相关工作负责人、

系室主任、教师代表和学院纪委委员组成，成员人数为奇数，且不得

少于 7 人，具体实施本学院的推免工作。

第五条 学生本人向学院提出申请，填写《浙江工商大学推荐免

试攻读硕士研究生申请表》，并提交相关材料。

第六条 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按学校和学院推免工作实施办

法，对申请者进行初审，落实集体议事和集体决策制度，通过集体审

核产生推荐人选，并将推免生名单及相关情况在全学院范围内公示，

公示时间不少于 5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如有异议，直接向学院推免生

遴选工作小组反映，并由后者进行调查处理，公示无异议后将推荐人

选名单及相关材料报学生工作部。

第七条 学校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审定推免生名单并按要求

在全校范围内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10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如有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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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直接向学校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反映，并由后者进行调查处

理，公示无异议后，将推免生名单报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备案。

第八条 推免生名单确定后，应通过教育部“全国推荐优秀应届

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进行资格审

核确认、报考、录取、备案。

第九条 推免生须到接收院校参加复试，取得该校的预录取通知

书后，报学生工作部备案，并按教育部要求和接收院校有关规定办理

报名等手续。

第十条 如被推免学生自动放弃名额，学院可以根据排序，优先

推荐排名靠前的候选学生，最终推荐人选由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

审核确定。

第十一条 学生申请材料应按要求及时上交，逾期将被视为放弃

申请和推荐。

第三章 推荐监督与责任

第十二条 纪检监察部门对推免工作进行全程监督。对学院的推

免工作发现有违规违纪行为的，可向学院纪委反映举报；对学校的推

免工作发现有违规违纪行为的，可向学校纪检监察室反映举报。

第十三条 推免相关工作人员有直系亲属或利益相关人员报名参

加学校推免招生的应主动申请回避，有非直系亲属等报名参加推免招

生的要主动报备。相关学生申请推免资格时也应主动向学校报备声

明。对未按规定报备声明回避关系的推免相关工作人员，学校将依规



6

依纪严肃处理；对未按规定报备声明回避关系且影响推免过程和结果

公平公正的学生，学校将取消其推免资格。

第十四条 在推免过程中弄虚作假，有论文抄袭、虚报获奖或科

研成果等学术不端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影响推免过程和结果公平公

正行为的学生，一经查实，将取消推免资格。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

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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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推免生遴选奖励分量化一览表

序号 模块 加分项

1
学科竞赛

（不超过 50分）

（1）参加列入浙江省大学生科技竞赛赛项的 A 类学科竞赛荣

获省部级一等奖的赋10分，二等奖的赋 8分，三等奖的赋 6分；荣获

国赛一等奖的赋20分，二等奖的赋16分，三等奖的赋12分。

（2）参加“挑战杯”“互联网+”竞赛，荣获省赛特等奖的赋

21.6分，一等奖的赋18分，省赛二等奖的赋14.4分，省赛三等奖

的赋10.8分；荣获国赛特等奖的赋38.88分，一等奖的赋32.4分，

二等奖的赋25.92分，三等奖的赋19.44分。

2
科研成果

（不超过 50分）

（1）在一级及以上期刊发表与学业相关论文的，赋50分。

（2）在南大核心期刊（CSSCI 来源期刊）发表与学业相关

论文的，赋40分。

（3）在南大核心期刊（CSSCI 扩展版来源期刊、CSSCI 来源

集刊）、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发表与学业相关论文的，赋30分。

3

党建思政

（不超过 30分）

（1）荣获省部级及以上荣誉，包括十佳大学生、三好学生、

优秀学生干部、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优秀团干、优秀共青团员、优

秀志愿者、优秀共产党员的赋10分。

（2）担任校学生会主席团成员（任期一年及以上）的赋5分。

（3）凡在服役期间获得“优秀义务兵”称号或者荣立三等

功或团级（含）以上单位嘉奖（荣誉称号）的赋30分。

（4）服义务兵役，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义务兵退出现役证》

的赋20分。

4
文体竞赛

（不超过 30分）

（1）代表学校参加的艺术类比赛(如为团队比赛，须为主力

队员)，荣获省部级一等奖的赋10分，二等奖的赋 8分，三等奖的赋 6

分；荣获国家级一等奖的赋20分，二等奖的赋 15分，三等奖的赋 10

分。

（2）代表学校参加体育比赛(如为团队比赛，须为主力队

员)，荣获省部级冠军的赋 10 分、亚军的赋 8 分，季军的赋 6 分(分

区赛、分站赛除外)；荣获国家级冠军的赋20分，亚军的赋 15分，

季军的赋 10分。

5 其他模块

（不超过 20分）

（1）荣获“挑战杯”（“创青春”）“互联网+”校赛一等奖的

赋3分；荣获国际人道法模拟法庭竞赛、国际刑事法院模拟法庭竞赛（英

文）一等奖的赋7分，二等奖的赋5分，三等奖的赋3分；荣获Philip

C. Jessup国际法模拟法庭竞赛一等奖的赋10分，二等奖的赋8分，三等奖

的赋6分；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浙江新苗人才计划”

立项且达到结项标准的赋 2分、结题的赋3分；在国家级学会主办的征

文比赛或全国性科研比赛中荣获全国一等奖的赋5分，二等奖的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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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三等奖的赋3分。

（2）不属于上述模块内容，但属于《浙江工商大学高层次教学、

科研成果计分奖励标准》计分范围的，按照相应业绩分的6倍计分；

在普通刊物发表与学业相关论文的赋4分（对于社会质疑较多的刊物，

不纳入学生本人推免遴选综合评价成绩计算体系（见附表2）。

（3）荣获校级“优秀党员”“最受师生喜爱的书记”的赋2分；

荣获国家级支教荣誉的赋5分，荣获省部级支教荣誉的赋3分。

（4）参加暑期学校并获得“优秀营员”的赋10分（该学校为世界一

流大学建设高校或者法学学科在最近一轮教育部学科评估中等次不低于

我校，重复获得优秀营员的不再重复加分）。

（5）其他加分项目由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审核确定，但每

项不得超过同类同级别项目的对应分值。

备注：

（1）上述任何成果均须在申请推免当年 8 月 31 日（含）前获得，且均须以浙江工商大

学（法学院）为第一完成单位或作者单位。

（2）奖励分换算成标准分的计算方式为：以奖励分的最高分为原始分（100 分），将

其余分数按相同比例折算。

（3）同一项作品或项目在上述模块中有多项加分的，只取最高项计；学生在学科竞赛、

科研成果、党建思政、文体竞赛某一模块中有多项加分情况时，只取最高项计；学生在其他

模块（1）内有多项加分情况时，只取最高项计；学生发表多篇论文的，只取最高项计。

（4）多人合作完成的学术论文，获得浙江省教育厅规定的 A 类专业相关学科竞赛荣誉

或发表的，作者为 2人的，第一作者和第二作者分别按照对应分值的 80%和 50%计；作者为

3人的，第一作者、第二作者、第三作者分别按照对应分值的 70%、40%、30%计；第四及以

后合作作者不计分。

（5）多人合作参加“挑战杯”（“创青春”）“互联网+”竞赛、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计划项目、“浙江新苗人才计划”等比赛或项目的，负责人按对应分值的 80%计，第

二、三、四、五参与人分别按对应分值的 50%、40%、30%、20%计，第六及以后参与人，按

10%计。

（6）辩论赛、模拟法庭等团体竞赛以获奖证书上载明的人员为准，不区分先后顺序。

（7）本量化一览表由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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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负面清单期刊目录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单位
出刊

频率

单期

篇数

版面

大小

1 办公室业务 中国中南传媒 半月 149 16 开

2 北方经贸
黑龙江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黑龙江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月刊 77 大 16 开

3 才智 中国吉林高新技术人才市场 旬刊 >200 大 16 开

4 财经界（学术版） 国家信息中心 月刊 190 16 开

5 产业与科技论坛 河北省科学技术协会 半月 140 大 16 开

6 楚天法治 湖北日报传媒集团 半月 >100 大 16 开

7 传播与版权 广西期刊协会 月刊 70 大 16 开

8 当代经济 湖北省经济干部管理学院 旬刊 68 大 16 开

9 法制博览
共青团山西省委

山西省青少年犯罪研究会
旬刊 >300 大 16 开

10 法制与经济 广西日报社 月刊 60 大 16 开

11 法制与社会 云南省人民调解员协会 旬刊 >300 大 16 开

12 改革与开放 南京出版社 半月 63 大 16 开

13 管理观察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和科学

技术文献出版社
旬刊 50 16 开

14 管理学家 航空工业信息中心 月刊 94 16 开

15 国际商务财会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会计学会 月刊 35 大 16 开

16 合作经济与科技 河北省供销合作社 半月刊 >70 大 16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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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海峡科技与产业
科技部海峡两岸科技交流中

心
月刊 81 16 开

18 黑龙江史志 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 月刊 15 大 16 开

19 河北企业 河北省企业联合会 月刊 80 大 16 开

20 黑河学刊 黑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双月刊 40 大 16 开

21
黑龙江教育（理论与

实践）
黑龙江大学 月刊 40 16 开

22 湖北农机化
湖北省农业机械工程研究设

计院
半月刊 100 大 16 开

23 环渤海经济瞭望 天津市信息中心 月刊 >100 大 16 开

24 技术与市场 四川省科技信息研究所 月刊 142 大 16 开

25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

报
佳木斯职业学院 月刊 180 16 开

26 剑南文学（下半月） 四川省绵阳市文联 月刊 55 大 16 开

27 今传媒 今传媒杂志社 月刊 45 16 开

28 金田 广西玉林市文联 月刊 419 大 16 开

29
经济管理（中文科技

期刊数据库）

科技部西南信息中心

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司
月刊 >300 大 16 开

30 经济研究导刊 黑龙江省报刊出版中心 旬刊 >50 大 16 开

31 经营者
中国市场学会

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
半月刊 >150 大 16 开

32 决策探索 河南省人民政府研究室 半月刊 65 大 16 开

33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河南省教育厅 月刊 100 16 开

34 科技财经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半月 228 大 16 开

35 科技经济中心 南昌市信息中心 月刊 75 大 16 开

36 理论观察
齐齐哈尔市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
月刊 50 大 16 开

37 旅游纵览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中国女摄影家协会

河北省旅游协会

月刊 20 16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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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

会

38 纳税 云南出版传媒集团 旬刊 >200 大 16 开

39 企业改革与管理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半月刊 148 大 16 开

40 企业科技与发展 广西科技情报研究所 月刊 46 大 16 开

41 企业文化 黑龙江省作协 月刊 46 大 16 开

42 青春岁月 共青团河北省委 半月刊 约 130 16 开

43 全国流通经济 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 旬刊 >80 大 16 开

44 人力资源管理 内蒙古日报社 月刊 212 大 16 开

45 商 科幻世界杂志社 半月 >200 大 16 开

46 商场现代化 中商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半月 150 大 16 开

47 商情
河北省消费时尚文化传播中

心
月刊 200 大 16 开

48 时代金融 中国《时代金融》杂志社 旬刊 >200 大 16 开

49 市场周刊
江苏省惠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月刊 75 大 16 开

50 视听
广西人民广播电台

广西电视台
月刊 122 大 16 开

51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

学院学报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月刊 98 16 开

52 投资与创业
中国生产力学会

黑龙江省生产力学会
月刊 189 16 开

53 文化学刊 辽宁社会科学院 月刊 80 大 32 开

54 西部皮革
四川省皮革学会

四川省皮鞋行业协会
半月 25 大 16 开

55 现代交际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半月刊 >120 16 开

56 现代经济信息 黑龙江省经济委员会 半月 388 16 开

57 现代企业
陕西省企业管理协会

陕西省企业家协会
月刊 75 大 16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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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现代企业文化（上

旬）

中国工人报刊协会

中国工人出版社
月刊 约 60 大 16 开

59 现代物业（上旬刊） 现代物业杂志社 月刊 63 大 16 开

60 现代物业（中旬刊） 云南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月刊 17 16 开

61 现代营销 吉林省新闻出版局 月刊 91 大 16 开

62 消费导刊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半月 69 大 16 开

63 新闻传播

黑龙江省新闻工作者协会

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

黑龙江新闻研究所

半月 75 大 16 开

64 新闻研究导刊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月刊 约 214 大 16 开

65 新西部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半月 103 大 16 开

66 学理论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 旬刊 100 大 16 开

67 知识经济 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 半月 约 90 16 开

68 致富时代 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 月刊 58 大 16 开

69 中国管理信息化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半月刊 >360 大 16 开

70 中国商界（下半月） 《中国商报》新闻出版总社 月刊 >200 大 16 开

71 中国市场 中国物流采购联合会 旬刊 约 110 大 17 开

72 中国水运（下半月） 交通部长江航务管理局 月刊 >100 大 16 开

73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

技（中旬刊）
河北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月刊 >100 大 16 开

74 祖国 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 半月刊 约 200 16 开

75 除核心期刊以外的所有“旬刊”

主题词：推荐 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生 免试 研究生

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 2023年 5月31日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