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扬州大学关于做好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的通知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 2020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

作管理规定的通知》（教学函〔2019〕6 号）、《教育部办公

厅关于做好 2020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的通知》（教学

厅〔2020〕4 号）及省教育厅关于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

取工作的相关文件及会议精神，本着“按需招生、全面衡量、

择优录取和宁缺毋滥”及“公平、公正、公开”的工作原则，综

合当前形势及学校实际，现就做好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

录取工作通知如下： 

一、组织管理 

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兼任研究生复试与录取

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学校 2020 年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 

学院成立由主要负责人任组长，分管负责人、纪检委员

及学科、专业学位类别（领域）负责人为成员的学院复试录

取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学院的复试录取工作。各学院主

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直接责任人。 

学院按学科、专业学位类别（领域）成立若干复试小组，

复试小组由包括指导教师在内的 5 人以上（含 5 人）具有副



高以上（含副高）职称、经验丰富、业务水平高、公道正派

且无直系亲属参加该小组复试的教师组成。复试小组应集体

研究复试具体办法和程序。同一学科、专业学位类别（领域）

设两个以上（含两个）复试小组的，应执行统一的办法、程

序和评价标准。 

学院成立思想品德考核小组，负责对考生进行思想品德

及心理健康考核。 

学院应对复试小组、思想品德考核小组及相关工作人员

进行政策、业务和纪律等方面的培训，要进一步加强过程监

管，对复试过程实行全程录音录像，确保复试录取工作安全、

平稳、公平、公正。 

二、招生计划 

各学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中均包含推荐免试

生（含研究生支教团及农村教育硕士）。全日制与非全日制

研究生招生计划分类使用，不得相互挪用。“退役大学生士兵

专项计划” 实行全校统筹，不分配至具体学院。 

学校将根据生源及社会需求情况对各学院的非全日制

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实行动态管理。 



招生简章及专业目录上未公布的学科、专业学位类别

（领域）不得招生。 

三、复试分数线 

各学院根据教育部《2020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

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以下简称“全国初试成绩

基本要求”），结合本学院研究生招生计划及生源情况，在不

低于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基础上，确定所属各学科、专业

学位类别（领域）的招生计划和参加复试考生的初试成绩基

本要求（简称“分数线”）。 

同一学科、专业学位类别（领域）招收全日制和非全日

制研究生时须执行相同的分数线和录取标准，并实行相同的

组织管理机制和工作流程。全日制和非全日制考生可分开复

试，分开排序，亦可同场复试，分开排序。 

复试应采用差额形式，差额比例一般不低于 120％。 

拟复试人员名单经校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审核后，由学

院负责及时通知复试考生。 

四、复试方式 

受疫情影响，采用网络远程复试方式。要建立健全随机

确定考生次序、随机抽取试题及随机确定复试小组成员工作



机制。充分发挥和规范导师在复试选拔中的作用，加强导师

遴选和培训，强化保密意识、责任意识和法治意识，并提高

导师运用新技术、新手段科学规范地选拔人才的能力。 

五、资格审查 

（一）报考资格审查。审查内容与要求应严格按照教育

部关于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报考条件以及我校对同等学力考

生提出的业务要求进行。 

（二）思想品德及心理健康考核。思想品德考核及心理

健康考核。思想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及身心健康考核是保证

入学新生质量的重要环节，要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

做好考核工作。 

学院思想品德考核小组对考生的思想表现、职业道德、

学习态度、个人诚信、遵纪守法、心理健康等方面进行考核。

学院在考核时应参阅考生所在单位出具的思想品德考核表。 

学院可在面试前对拟参加复试考生进行心理测评及思

想品德考核。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学院对考生的报考资格审核及思想品德考核结果负责。 

六、复试内容 



复试主要内容包括思想品德、既往学业、一贯表现、科

研能力、创新能力、专业素养、实践能力、外语应用能力（含

听力和口语）等。 

学院组织各复试小组根据复试考生人数提前命制多套

综合性、开放性的能力型试题，每套试卷不少于 5 道试题，

供复试时随机抽取，内容包括创新能力、专业素养（含专业

课）、实践（实验）能力考查，应参照《扬州大学 2020 年硕

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中公布的复试科目要求进行命制。试题

及评分参考在启用前均系国家机密级材料，要严格执行命题、

审题及保密责任管理并按照国家机密级材料管理，相关要求

参照我校《关于印发〈扬州大学研究生招生考试自命题工作

管理规定〉的通知》（校研〔2013〕29 号）文件有关规定执

行。 

七、复试流程 

考生端登录。考生需提前在移动设备上安装支付宝 App

或 学 信 网 App 。 支 付 宝 App 下 载 地 址 ：

https://mobile.alipay.com; 学 信 网 App 下 载 地 址 ：

https://www.chsi.com.cn/wap/download.jsp，安装时请允许学

信网 App 使用摄像头、扬声器、存储空间、网络等权限，以

保证可以进行实人验证。 



请考生提前使用学信网帐号登录“招生远程面试系统”，

网址为：https://bm.chsi.com.cn/ycms/stu/，先进行“实人验证”

后，仔细阅读系统须知，确认准考信息、签订《诚信复试承

诺书》，按要求完成交费并提交相关材料[含按学科、专业学

位类别（领域）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等。 

考生一般采用“双机位”模式参加复试，即需要两部带摄

像头的设备，“手机+手机”或“手机+笔记本+麦克风”或“手机

+台式机+摄像头+麦克风”均可。一台设备从正面拍摄，另一

台设备从考生侧后方拍摄。请考生提前按报考学院要求做好

准备并配合工作人员做好联合测试，如有困难，及时向学院

反映。 

参加复试前考生需保证移动设备有足够的电量，并提前

选择好环境并进行网络测试，保证网络通畅，使用前须关闭

手机自动锁屏功能。 

考生凭准考证及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件参加复试，保

证单人单室，提前加入并确认进入候考室，按系统提示要

求进行两次“实人验证”，实人验证通过后即进入考场页面，

即进入远程复试。考生需首先使用移动设备，通过摄像头

环绕考生所处考室一周，以确认考生所处考室为单人单

室，保证门窗关闭，无外人干扰，复试过程中复试专家或

工作人员可随时要求考生展示考室环境状况。 



八、其他事项 

（一）体检工作。考生在复试前在线签订《诚信体检承

诺书》，拟录取后由学校统一组织体检，所有复试考生均须

参加体检，体检不合格者取消拟录取或入学资格。体检标准

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联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 号）要求和教育部、卫

生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

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 号）、《关于加

强全省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健康体检工作的通知》（苏教体艺 

〔2018〕8 号）规定执行。 

（二）同等学力加试。对同等学力考生（符合报考条件

的以专科毕业及本科结业身份报考者），要进行全面、严格

复试。要重点考查其所报考学科相关本科主干课程知识和实

验技能的掌握情况。其中，加试科目不少于两门，且不同于

初试科目和专业课，难易程度应严格按本科教学大纲的要求

确定。 

对成人应届本科毕业身份报考者、复试时尚未取得本科

毕业证书的自考生、网络教育考生、跨专业考生是否加试所

报考学科、专业学位类别（领域）相关的本科主干课程，是

否考核其实验技能，由各相关学院结合学科、专业学位类别

（领域）情况综合研究确定。 



每门加试科目满分为 100 分，60 分为及格。加试科目及

考试范围，应在通知考生参加复试时告知。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方式为笔试，加试科目成绩不计入复

试成绩。 

（三）复试成绩。复试成绩满分为 150 分，其中外国语

应用能力测试满分为 20 分，既往学业及科研能力 30 分，专

业素质测试（含笔试）满分为 100 分。复试成绩 90 分为合

格，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四）复试时间。各学院自行确定硕士研究生复试时间，

一般不得早于 5 月 15 日，原则上应于 5 月底前结束。 

（五）专项计划及加分政策。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

项计划的考生，符合报考条件且达到《扬州大学 2020 年“退

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硕士研究生初试成绩基本要求》者均

可参加复试。 

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计划”“农村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赴外汉语教师志愿

者”“高校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选聘高校毕业生到

村任职”等项目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者，3 年内参加全国硕士

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考生，可享受加分政策，具体要求及加分

值按照《2020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执行。 



纳入“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招录的，不再享受退役

大学生士兵初试加分政策。 

符合报考条件的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及加分政策

的考生，须在 5 月 15 日前向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提交书面

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如《入伍批准书》《退出现役

证》、服务证、聘用合同、聘期考核合格证明等，并加盖聘

用单位人事部门（或档案管理部门）公章，逾期视为放弃处

理。 

（六）严肃考风考纪。对在复试过程中有违规行为的考

生，一经查实，即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等规定严肃处理，

取消录取资格，记入《考生考试诚信档案》。入学后 3 个月

内，招生单位要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有关要

求，对所有考生进行全面复查。复查不合格的，取消学籍；

情节严重的，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七）关于缴费。根据江苏省物价局、财政厅和教育厅

文件《关于进一步明确我省高校收费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苏价费〔2007〕423 号、苏财综〔2007〕92 号、苏教财〔2007〕

89 号）文件精神，参加研究生复试的考生需缴纳复试费（80

元/生），考生登录“招生远程面试系统”缴纳复试费。 



（八）签定承诺书。各学院在对非全日制考生进行复试

时，需要求考生填写《扬州大学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复试承

诺书》（见附件 2）。 

九、调剂工作 

（一）调剂要求 

1．符合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 

2．初试成绩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在调入地区的全国

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及我校硕士研究生复试分数线。 

3．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 

4．考生初试科目应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其

中统考科目原则上应相同。 

5．第一志愿报考照顾专业（即体育学及体育硕士、中医

学、中西医结合及中医硕士、工学照顾专业，下同）的考生

若调剂出本类照顾专业，其初试成绩必须达到调入地区该照

顾专业所在学科门类（类别）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第

一志愿报考非照顾专业的考生若调入照顾专业，其初试成绩

必须符合调入地区对应的非照顾专业学科门类（类别）的全

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体育学与体育硕士，中医学、中西医



结合和中医硕士，工学照顾专业之间调剂按照顾专业内部调

剂政策执行。 

6．第一志愿报考工商管理、公共管理、旅游管理、工程

管理、会计、图书情报、审计专业学位的考生可相互调剂，

但须符合调入专业学位的报考条件；上述 7 个专业学位考生

不得调入其他专业，其他专业考生也不得调入上述 7 个专业。 

7．第一志愿报考法律（非法学）硕士专业学位的考生不

得调入其他专业，其他专业的考生也不得调入该专业。 

8．报考临床医学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考生可按相

关政策调剂到其他专业，报考其他专业（含医学学术学位）

的考生不可调剂到临床医学类专业学位。 

（二）调剂程序 

1．考生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调剂系统（简称调剂

系统）,填报调剂志愿。 

2．学院登录调剂系统按初试成绩择优遴选符合条件的

考生，及时登录调剂系统为拟复试考生发送调剂复试通知。 

3．考生参加复试，学院报送拟录取名单。 



4．研招办在调剂系统向拟录取的调剂生发送待录取通

知。 

5．考生登录调剂系统接受待录取。 

十、录取工作 

（一）录取类别 

我校拟录取研究生按学习形式分为全日制和非全日制，

按就业方式分为定向和非定向。 

全日制非定向研究生须调取考生人事档案（含学籍档案，

下同）、享受研究生奖助学金（全日制学习，人事关系转入

我校，且无固定工资收入者）；全日制定向就业研究生不调

取人事档案，全日制学习，不享受研究生奖助学金，需与用

人单位签订定向就业协议。 

非全日制原则上均为定向就业研究生，需在录取前与用

人单位签订定向就业协议，不调人事档案，不享受研究生奖

助学金，不安排住宿。 

（二）综合成绩 

1．工商管理、公共管理、会计、图书情报、工程管理硕

士考生的综合成绩（满分为 100 分）计算方式为： 



综合成绩＝初试成绩总分÷3×70%+复试成绩÷1.5×30%。 

2．其他各学科、专业学位类别（领域）考生的综合成绩

（满分为 100 分）计算方式为： 

综合成绩＝初试成绩总分÷5×70%+复试成绩÷1.5×30%. 

（三）录取原则 

1．各学院按复试学科、专业学位类别（领域）及全日制

与非全日制分类，并按综合成绩从高到低确定拟录取名单，

并排定名次。 

2．未通过或未完成学历(学籍)审核的考生不得列入拟录

取名单。 

3．思想品德考核、加试成绩及复试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学校将于入学后 3 个月内，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

理规定》有关要求对所有考生进行全面复查（含照片、证件、

学历、学位、档案、报考资格及专业能力等）。复查不合格

的，取消入学资格或学籍，情节严重的，移交有关部门调查

处理。 

（四）材料报送 



各学院拟录取名单经研究生院审核后公示；对拟不录取

者，各学院须在 6 月 10 日前将结果告知考生本人。 

（五）信息公开 

为充分体现招生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深入推进信

息公开，不断加强监督管理，各学院应将本复试办法、分专

业招生计划、分专业复试分数线、复试考生姓名、考生编号、

初试各科成绩、复试成绩、综合成绩和咨询电话等信息在学

院网站公布，接受社会监督。要严格复试录取程序，规范复

试过程，做到公平、公正、公开。 

学校将在研究生招生网站公示拟录取名单。同时，所有

录取信息将在“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信息公开平台”（简称“研

招信息公开平台”）备案并公开。未经“研招信息公开平台”备

案的考生不得录取。新生学籍注册以“研招信息公开平台”备

案的信息为准。 

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应坚持“按需招生、德智体全面衡

量、择优录取、宁缺毋滥”的原则，进一步提高研究生招生

选拔质量；继续优化研究生教育结构，切实严明招生纪律，

确保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科学公正、规范透明。 

 



附件2
2020年农学院硕士研究生复试名单

XM KSMC
张文 农业管理
史恒恒 农业管理
刘立 农业管理
孙梦洁 农业管理
刘晓鹏 农业管理
黄帅 农业管理
虞凯月 农业管理
丁郭明 农业管理
杨逸彤 农业管理
陈明 农业管理
戴雨舒 农业管理
胥梅 农业管理
雍明玲 农业管理
瞿康洁 农业管理
周健 农业管理
张鹏飞 农业管理
徐剑 农业管理
伍桂烨 农业管理
陈璐 农业管理
蒋铭伟 农业管理
侯佳林 农业管理
张书铮 农业管理
朱杰 农业管理
杜海伦 农业管理
徐国蔚 农业管理
赵子铭 农业管理
赵丹 农业管理
吴雅欣 农业管理
丁晓芹 农业管理
康泰 农业管理
高伟 农业管理
康国庆 农业管理
戴春阳 农业管理
黄佳妮 农业管理
吴明 农业管理
陈萱容 农业管理
叶堃 农业管理
薛涛 农业管理
刘娇 农艺与种业
赵娜 农艺与种业
金歌 农艺与种业
陆妤洁 农艺与种业
丛舒敏 农艺与种业
葛建飞 农艺与种业
彭翔 农艺与种业
陈有成 农艺与种业
蔡宝宾 农艺与种业
许志文 农艺与种业
高捷 农艺与种业
胡新宇 农艺与种业
杨子君 农艺与种业
成大宇 农艺与种业
杨新月 农艺与种业
陆尧 农艺与种业
邓仕文 农艺与种业



何润 农艺与种业
谢昊 农艺与种业
陈晨 农艺与种业
张徐彬 农艺与种业
陈雨凡 农艺与种业
许倩 农艺与种业
陆钰婷 农艺与种业
顾珈名 农艺与种业
魏冕 农艺与种业
郑哲 农艺与种业
仲雅敏 农艺与种业
张文地 农艺与种业
高强 农艺与种业
陈维娟 农艺与种业
王妍 农艺与种业
施艺 农艺与种业
曹瑾 农艺与种业
陈悦琪 农艺与种业
陈梦涛 农艺与种业
任维晨 农艺与种业
张明秋 作物遗传育种
陈煜东 作物遗传育种
邵少波 作物遗传育种
柏添琪 作物遗传育种
冯钰娇 作物遗传育种
赵阳 作物遗传育种
周恺 作物遗传育种
丁雨 作物遗传育种
吴科霆 作物遗传育种
汪晨晨 作物遗传育种
王珊珊 作物遗传育种
汪欢 作物遗传育种
谷洋洋 作物遗传育种
李梦臣 作物遗传育种
侯亚菲 作物遗传育种
于广宁 作物遗传育种
卢帅兵 作物遗传育种
胡雪友 作物遗传育种
孙亚丽 作物遗传育种
陈积金 作物遗传育种
钏明丽 作物遗传育种
胡一凡 作物遗传育种
孙玉 作物遗传育种
张译文 作物遗传育种
步清 作物遗传育种
卢心明 作物遗传育种
曹盼盼 作物遗传育种
庄昊 作物遗传育种
居冉 作物遗传育种
仲伟杰 作物遗传育种
沈莹莹 作物遗传育种
李倩茹 作物遗传育种
王静 作物遗传育种
史玉良 作物遗传育种
陶祥 作物遗传育种
赵微 作物遗传育种
张萌娜 作物遗传育种
白道宽 作物遗传育种



王梦娜 作物遗传育种
康朝麒 作物遗传育种
武婷婷 作物遗传育种
陈奕博 作物遗传育种
刘畅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蔡嘉鑫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周翌城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郭柯凡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顾逸彪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瞿玲玲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季姝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张杏雨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景文疆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王云翔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吴飞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魏静雨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王翠鸣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杨迪迪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李超卿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尤晶晶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邓国强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余清源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杜海萌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朱海滨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徐东忆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石景涛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韦陈华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姚泽天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钱晨诚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赵圆圆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周苗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钱寅森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袁超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张明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周琦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林兵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翁文安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李荣凯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简超群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王作飞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张思杰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陈熙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李奥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刘欣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李琦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郑经东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周煜庄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史双月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徐承昱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陆炫睿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顾晨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周宇娇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汪源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陈心怡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臧倩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李勇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赵斌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刘明敏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附件 3 复试分数线及招生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