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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早在 2016 年 3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

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湖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保障粮食安全始终是国计民生的头等

大事”。粮食安全是推进我国新发展格局形成的重要战略保障，必须从国家战略的高度

深刻认识。中国人口众多，陆域粮食生产配套系统造成的耕地面积减少、灌溉水资源短

缺等制约因素，与居民“吃得营养吃得健康”之间的矛盾愈发凸显，亟需以更加广阔的

视野，跳出陆域空间，充分挖掘海洋在食物供给方面的巨大潜力。21世纪是“海洋的世

纪”，中国海域资源十分丰富，养殖海域的开发利用是减缓陆域耕地开发压力的关键。

然而，当前养殖方式粗放、局部海域开发过度、养殖海域污染等问题日益严重，鉴于此，

在“蓝色粮仓”战略背景下研究中国养殖海域资源利用效率，对于改善养殖海域开发利

用方式，拓展中国粮食安全的战略空间，实现海域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关键词：蓝色粮仓；养殖海域资源；资源利用效率

Tips：

MPA同学请注意：

MPA论文摘要倡导三段论：第一段写背景与意义，第二段理论、方法、思路或者

论文的主要内容，有什么观点？第三段写主要的观点与创新

第三段“主要的观点与创新”示例如下：

本文创新点在于：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在应然层面，运用“协商民主”理论，

从价值追求、协商程序、结果正当三个方面就生态损害赔偿磋商机制的复杂内涵作出一

种新的阐述，构建磋商机制运行框架。……第二，观点的新颖性……

“摘要”标题字用黑体三号字，居中

无缩进，“摘要”两字之间空 4个半角
空格；段前 24 磅，段后 18 磅，单倍

行距。

摘要内容用宋体小四号字，两端对齐，首行缩进 2字符；段前 0行，段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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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由 3—5个组成，另起一行排在摘要的下方。“关键词：”用小四号宋

体加粗顶格；关键词用宋体小四号字，两端对齐，无缩进；段前 0行，段后

0行，行距为固定值 20磅。关键词之间用分号分开，最后一个关键词后不加

标点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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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food security. As early as March 8,

2016, when President Xi Jinping participated in the deliberation of the Hunan delegation at

the Fourth Session of the 12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he emphasized that “ensuring food

security has always been a top priority for both national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Food security serves as a crucial strategic foundation for advancing the formation of China’s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and must be understood at a profound le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strategy. China has a large population, and the constraints imposed by the

land-based food production system—such as the reduction of arable land and the shortage of

irrigation water resources—have increasingly highlight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is and

residents’ need for “nutritious and healthy food”.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adopt a broader

perspective, moving beyond land-based space, and fully tap into the vast potential of the

oceans in food supply. The 21st century is the “century of ocean”. China’s sea areas are rich in

resources,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mariculture areas is the key to alleviate the

pressure of cultivated land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current problems such as extensive

mariculture methods, excessive development of local sea areas, and pollution of mariculture

area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rious. In view of this, studying the resourc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China’s mariculture area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lue Granary” strategy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methods of

mariculture areas, expanding the strategic space for food security in China, and realizing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mariculture areas.

……

Key Words：Blue Granary; mariculture areas resource; resourc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ABSTRACT”标题字用三号字加

粗，居中无缩进，段前 24磅，段后

18磅，单倍行距。

摘要内容用小四号，两端对齐，首行缩进 2字符；段前 0 行，段后 0行，行距

为固定值 20 磅。

关键词由 3—5 个组成，另起一行排在摘要的下方。“Key Words:”小四号字加

粗，英文关键词用小四号（专有名词的首字母应大写,其余均为小写），两端对

齐，无缩进；段前 0行，段后 0行，行距为固定值 20磅。关键词之间用分号分

开，最后一个关键词后不加标点符号。标点符号用英文半角标点符号，且标点

符号后空一个半角空格接排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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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早在 2016年 3月 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

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湖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保障粮食安全始终是国计民生的头等

大事”。粮食安全是推进我国新发展格局形成的重要战略保障，必须从国家战略的高度

深刻认识（竹立家，2020）。中国人口众多，自古以来农业是其立国之本。
①
中国政府

历来将食物自给作为解决粮食安全的核心政策（Feng, 2014）。根据联合国人口司预测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2019），中国人口在 2030年以前将达到 14.5亿峰

值，且随着人口政策的变化，中国的人口峰值可能还会增加，这对粮食安全提出了更高

挑战。此外，随着国民健康观念的增强和膳食结构的改善，中国居民对优质蛋白和营养

价值的需求大幅提升，以稻米、小麦、玉米为主的主粮储备还面临结构性失衡的风险。

当前，中国的陆地粮食增产已面临着水资源短缺、化肥污染严重、耕地减少、气候变化

等挑战（张福锁 等，2008），这要求我们必须以更加广阔的视野，跳出陆域空间，充

分挖掘海洋在食物供给方面的巨大潜力。

中国的海岸蜿蜒曲折，
②
海岸线总长约 3.2万多千米，其中大陆海岸线长约 1.8万多

千米，海岸滩涂面积约为 1.96万多 km2，水深在 10 m等深线以内的浅海海域面积为 7.85

万多 km2，海域资源十分丰富（Merino et al., 2012）。在此背景下，中国亟需将目光转

向 300多万平方千米的蓝色国土，充分挖掘广阔海洋提供的空间资源、环境资源和生物

资源，发挥海洋水产品的营养优势，推动实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蓝色粮仓”

对于强化中国粮食安全保障意义重大。

① 脚注处序号（①，……，⑩）的字体是“正文”，不是“上标”，序号与脚注内容文字之间空半个汉字符。每页重

新编号，前后页不连续编号。脚注内容一般为宋体小五号字，列在相应正文同一页最下部，与正文部分用细线（版

面宽度的 1/4长）隔开。脚注的段落格式为：单倍行距，两端对齐，悬挂缩进 1.5字符。

② 正文中，均应保持标点符号在前，脚注符号在后。除有特殊需要，尽量不要在一句话（无标点）中间插入脚注，

也尽量不要在各级标题中插入脚注。

二级标题用黑体四号字，两端对齐，无

缩进，段前 24 磅，段后 6 磅，单倍行

距。题序与标题之间空 2个半角空格。

正文用宋体小四号字，两端对齐，首行缩进 2字符，段前 0
行，段后 0 行，行距为固定值 20磅（段落中有数学表达式

时，可根据需要设置该段的行距）。引文内容可用楷体。

章标题用黑体三号字，居中无缩进，

段前 24磅，段后 18磅，单倍行距。

题序与标题之间空 2 个半角空格。

每章另起一页。

除有特殊要求外，全文英文字母、阿拉伯数字和半角标点符

号默认用 Times New Roman字体。

绪论最少包括以下内容：第一节、

研究背景；第二节、研究目的意义；

第三节、文献综述；第四节、本文

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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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一、研究目的

构建“蓝色粮仓”背景下养殖海域资源利用效率的理论框架。理论框架构建是整个

论文的入口，也是中国养殖海域资源利用效率研究的根本理论依据。研究理论框架力图

解答如何分析与度量养殖海域资源利用效率、如何提升养殖海域资源利用效率。基于数

理模型和理论分析，从技术进步和区域差异两个维度探索养殖海域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的

路径，并基于养殖海域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从理论层

面建立科学的养殖海域资源利用效率研究的思维框架，对于后续中国养殖海域资源利用

效率研究的准确性、针对性、有效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蓝色粮仓”相关文献的年份分布如图 1-1所示。可以看出，“蓝色粮仓”领域发

文数量在 1992—2007年间处于缓慢起步期，文献数量缓慢增长，主要对“蓝色粮仓”

等相关领域的基础性、时效性问题展开研究，文献以定性分析为主，研究对象主要还是

海洋捕捞业。

图 1-1 “蓝色粮仓”领域发文数量（1992—2020）

Fig. 1-1 Number of publications in the field of “Blue Granary”（1992—2020）

三级标题用黑体小四号字，两端对齐，无缩

进，段前 12磅，段后 6磅，单倍行距。

图序采用阿拉伯数字分章编号，如第三章第 2个图

的图序为“图 3-2”；英文标题，以 Fig. 1-1编号。

全文编号方式应统一。

图序和图题用宋体五号字，居中无缩进，段前 6磅，

段后 6磅，单倍行距。图序与图题之间空 2个半角

空格，图题后不加标点。

可根据需要加图注（即图的注解和说明）。图注用

阿拉伯数字按顺序编排，一般排在图题下面。图注

为宋体五号字，两端对齐，首行缩进 2字符，段前

6磅，段后 6磅，单倍行距。

图应加图序，并于正文标出，一般先文后图。图序

和图题居于图下。



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单页页眉

3

“蓝色粮仓”研究的关键词及其中心性排名如表 1-1所示。从中可以看出，海洋渔

业资源、海水养殖、海洋牧场、水产资源、可持续利用、群落结构等关键词的频次较高。

同时，关键词所在的网络位置、在整个知识图谱中起的“连接”作用与关键词中心性成

正比。其中，农产品加工、农业生产、渔业资源、民用船、渔业资源管理、海水养殖等

关键词的中心性较高。

表 1-1 高频次与高中心性关键词表

Tab. 1-1 High frequency and high centrality keyword table

序号 频次 关键词 序号 中心性 关键词

1 211 渔业资源 1 0.52 农产品加工

2 205 海洋渔业资源 2 0.36 农业生产

3 68 海水养殖 3 0.34 渔业资源

4 47 海洋牧场 4 0.3 捕捞民用船

5 45 海洋水产资源 5 0.27 渔业资源管理

6 42 可持续利用 6 0.22 海水养殖

7 27 群落结构 7 0.22 增殖放流

8 27 海洋捕捞 8 0.21 水产资源

9 24 增殖放流 9 0.21 群落结构

10 24 远洋渔业 10 0.21 崂山湾

11 23 蓝色粮仓 11 0.19 海洋捕捞

12 21 优势种 12 0.18 养殖结构

13 20 人工鱼礁 13 0.18 游泳生物

14 19 水产品加工 14 0.17 可持续利用

15 18 生物多样性 15 0.17 时空分布

表应有表序与表题，居于表上。表序一律采用阿拉伯数字分章编号，如第三章第 1个表

的表序为“表 3-1”，英文标题，以 Tab. 1-1编号，全文编号方式应统一。表题即表的题

目，应简明并置于表序之后。表序与表题之间空 2个半角空格，表题后不加标点。如某

个表需要转页接排，在随后各页上应重复表的编号，如“续表 2-1”，且续表均应重复表

头。

表格建议通栏，即表格宽度与正文版面平齐。表题用宋体五号字，居中无缩进，段前 6
磅，段后 6磅，单倍行距。表中文字用宋体五号字居中，单倍行距，表中单元格行高 0.8
cm。顶线和底线为粗线 1.5磅，栏目线为细线 0.5磅。具体编排可依实际调整。

表中若有附注，用阿拉伯数字按顺序编排，附注写在表的下方。表注为宋体五号字，两

端对齐，首行缩进 2字符，段前 6磅，段后 6磅，单倍行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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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提出的对数平均迪氏指数（LMDI）方法可以在分解过程中实现完全分解，并

且不产生残差或残值。当对同一指标进行时间序列比较或空间差异比较分析时，模型可

以显著提高结果的准确性。根据中国海水养殖的实际情况和统计数据的特点，本节考察

了 10个沿海地区，并运用 LMDI方法揭示了中国海水养殖业的驱动因素。在本研究中，

海水养殖生产被分解为四个因素：单产、海水养殖结构、人均养殖面积和劳动力。模型

如式 1-1所示：
10 4 10 4 10 4

1 1 1 1 1 1

ij ij i
ij i ij ij i i

i j i j i jij i i

P S SP P L Q G J L
S S L     

           （1-1）

式中， P代表中国 10个沿海地区海水养殖总产量（单位：吨）； i代表中国 10个沿海

地区； j代表海水养殖品种，包括鱼类、甲壳类、贝类和藻类； ijP代表沿海地区 i海水

养殖品种 j的产量（单位：吨）； ijS 代表沿海地区 i海水养殖品种 j的养殖面积（单位：

公顷）； iS 代表沿海地区 i养殖海域面积（单位：公顷）； iL代表沿海地区 i海水养殖劳

动力（单位：人）； ijQ 表示海水养殖单产（单位：吨/公顷）； ijG代表海水养殖结构（单

位：%）； iJ 代表人均养殖面积（单位：公顷/人）； iL代表劳动力（单位：人）。

基于 LMDI方法，1983年（基准年）到T年的海水养殖产量变化 P 可以表示为式

4-2：
0

ij ij i i

T
Q G J LP P P P P P P           （1-2）

式中， TP 代表T年海水养殖总产量；
0

P 代表 1983年海水养殖总产量；
ijQ
P ，

ijG
P ，

iJ
P ，

iL
P 分别代表单产、养殖结构、人均养殖面积和劳动力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 LMDI模型对海水养殖产量变化进行加法分解，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10 4

0
1 1

ij

T
ij

Q ij
i j ij

Q
P w

Q 

  （1-3）

10 4

0
1 1

ij

T
ij

G ij
i j ij

G
P w

G 

  （1-4）

10 4

0
1 1

i

T
i

J ij
i j i

JP w
J 

  （1-5）

公式应另起一行，居中编排。

公式应分章编号，并将编号置于全角圆括号内，如第 3章第 1个公式序号为“（3-1）”，
公式编号右端对齐，公式与编号间不加虚线。如公式有续行时，编号应标注在最后一行。

较长的公式应尽可能在“=”处回行，或者可在“+”“-”“×”“/”等符号后回行。

公式中的文字为小四号，上下标采用公式编辑器默认字号大小，其中中文为宋体，符号、

英文、数字和字母一般为 Cambria Math或 Times New R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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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4

0
1 1

i

T
i

L ij
i j i

LP w
L 

  （1-6）

0

0ln ln

T
ij ij

ij T
ij ij

P P
w

P P





（1-7）

式中，
ijQ
P ，

ijG
P ，

iJ
P ，

iL
P 分别代表单产、海水养殖结构、人均养殖面积和劳动力变

化引起的海水养殖总产量的变化。当指标为正数时，代表这一因素对海水养殖的总产量

有积极影响；否则，则代表有负面影响。

---------------------------------------------以下为MPA提醒+示例--------------------------------------

第三节 文献综述

一、XXXXXX

二、XXXXXXX

三、XXXXXX

四、文献评述

1.围绕研究对象，相关的内容，展开；

2.学术史，

3.现状，研究现状，不要罗列，分类，

4.评述，前人研究的不足，创新；

评述：主要应该是对前人的研究进行评价，找到前人研究的不足，以切入自己的研

究显得有意义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点(可以分为以下几个角度）

1.从理论应用方面讲创新，(理论应用创新)也就是从理论视角的角度

如：从理论建构的分析框架方面讲创新；

2.从方法应用方面讲创新，（方法应用创新）

3.从案例分析方面讲创新；（案例选择方面的新颖性）

4.、从提出的观点方面讲创新；也就是问题分析、解决方案、解决对策方面]（观点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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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概念辨析和理论基础

“蓝色粮仓”背景下中国养殖海域资源利用效率的研究是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基

础之上展开的，研究内容涉及了效率测度、资源环境约束、技术进步偏向及区域差异等

方面，因此本章主要对已有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梳理和总结，旨在为全文研究提供研究范

式和理论基础。本章的研究内容如下：首先基于本文的研究内容，对“蓝色粮仓”、养

殖海域资源、资源利用效率的概念进行辨析及界定；其次对经济增长理论、资源与环境

经济学理论、技术进步偏向理论、区域经济差异理论等与养殖海域资源利用效率研究相

关的理论进行归纳总结，为中国养殖海域资源利用效率的研究提供理论和应用方法。

第一节 概念辨析

一、“蓝色粮仓”

对“蓝色粮仓”的定义经历了从无到有，内涵不断丰富的过程。包建中（1996）最

早提出了“蓝色农业”的概念，就如何以海洋生态系统蕴含的食物资源为基础构建食物

供给体系展开研究，认为蓝色海洋能够成为人类的“第二粮仓”；唐启升（2008）大力

倡导“蓝色海洋食物计划”，主张建立现代海洋渔业发展体系和蓝色海洋食物科技支撑

体系，使海洋渔业由“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和“负责任型”转变。以此为起点，

逐渐衍生出了“蓝色粮仓”的概念。“蓝色粮仓”是指以海洋生物资源为载体，以蓝色

海域和近岸滩涂为作业场所，通过发展海水养殖业、海洋捕捞业和水产品加工业，为人

类持续提供优质的蓝色海洋食物（卢昆，2017）。

从“蓝色食物计划”“蓝色农业”到“蓝色粮仓”的变化，包含一定的逻辑承接关

系，同时也存在明显差别。“蓝色农业”提出的背景是渔业资源从丰富逐步转为衰退，

海岸带存有大量尚未开发的海域，主要着眼点在于海洋渔业内部，研究主要基于产业视

角。“蓝色食物计划”提出的背景是近海渔业资源、渔业海域开发比较充分，水产品需

求持续扩张，水产品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主要着眼点仍然在于渔业内部，视角从海洋渔

业延伸到了支撑产业发展的要素（资源、空间、环境等）。“蓝色粮仓”提出的背景是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居民饮食结构改变，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的食物和营养供给

能力与居民需求矛盾日益突出。主要思路是强化陆海统筹，通过在更大空间尺度和产业

跨度上科学规划各种资源要素配置，探索建立更加优化的食物生产体系，提高粮食与营

养安全水平。本文基于“蓝色粮仓”大背景下研究养殖海域资源利用效率，是为了充分

利用养殖海域环境和资源，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拓展中国粮食安全的战略空间目标。

（一）养殖海域资源

海洋被称为本世纪发展的第二空间，不仅保障人类丰富的物质资源，而且也将是未

四级标题用黑体小四号字，两端对齐，无缩

进，段前 12磅，段后 6磅，单倍行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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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土地增长的重要空间资源（许瑶 等，2022）。海洋资源是相对于陆地资源概念而言，

从广义上是指包括了海洋的有形物质和无形物质，即除了海洋水体自身所包含的物质外，

还包含海洋文化、海上海底空间、海洋生态环境等；狭义上包括海洋内的化学元素和生

物等有形物质（张懿 等，2020）。海洋资源可以进一步区分为能源、空间、海洋物质等

三大类资源，而本文养殖海域资源，主要是海洋物质与空间资源的综合研究和开发利用。

其中，海洋物质资源中海水资源为海水养殖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海洋空间资源中的海

洋水层空间、海岛空间和海岸等资源为海水养殖提供了滩涂、近岸、离岸等空间基础。

目前，中国养殖海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主要集中于陆基（海岸线附近港湾和滩涂）、

近浅海（水深 10 m以内）区域，除此之外还有部分深远海养殖。据李大海 等（2019）

统计（表 2-1），近岸可用养殖海域面积约 50000 km2，已开发海域面积约 20000 km2，离

岸可用养殖海域面积约 200000 km2，已开发海域面积约 2000 km2。由于未开发养殖海域

数据无法准确获得，因此本文主要针对已开发的养殖海域资源进行研究，即研究某一沿

海地区在养殖海域现有规模上所能够获得的最大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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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蓝色粮仓”背景下养殖海域资源利用效率的理论框架

基于第二章对相关核心概念的界定以及相关基础理论的梳理，本章进一步对养殖海

域资源利用效率内涵、测度方法和效率提升路径的理论进行分析，提出“蓝色粮仓”背

景下养殖海域资源利用效率的理论框架，为全文研究提供系统、全面的理论支撑。本章

的研究内容如下：首先从传统的养殖海域资源利用效率和考虑资源环境约束的养殖海域

资源利用效率内涵出发，综合分析考虑资源投入与环境约束的理论依据，并构建养殖海

域资源生产技术集；其次对养殖海域资源利用效率测度方法的理论依据进行分析，包括

测度方法的选择以及数据包络分析法的具体分析；最后基于理论分析从技术进步、区域

差异角度探索养殖海域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路径，并纳入影响因素后提出资源利用效率

提升的整体架构，旨在为论文进一步研究提供系统的理论依据。

第一节 养殖海域资源利用效率内涵

一、传统的养殖海域资源利用效率

传统的养殖海域资源利用效率主要从三个角度进行定义：（1）将养殖海域资源利用

效率定义为单要素生产率进行研究，即仅考虑养殖海域开发利用中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与

期望产出之间的相对生产率，将劳动与产出比定义为劳动生产率，将资本与产出比定义

为资本生产率。此时，传统的养殖海域资源利用效率研究无法进一步解释投入要素自身

对总产出的贡献程度，同时也无法解释技术进步对产出的影响。

Tips:

如果论文的第三章或某一章是案例部分，案例描述：3000-5000 字

1.基本情况

2.措施

3.发展阶段

4.成绩 or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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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第一节 结论

……

第二节 展望

……

此章节最好能有三部分的内容：

第一， 对本论文进行全面总结；

第二， 对论文的主要观点和创新点的再次凝练；

第三， 论文的不足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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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a8.

请注意：排序按照先中文后英文的方式。中文按照拼音字头顺序，英文按照字母顺序。

次序务必整齐有序。

参考文献标题用黑体三号字，居中无缩进，段前 24磅，段后 18磅，单倍

行距。

参考文献文本用宋体五号字，两端对齐，悬挂缩进 2字符，段前 0行，段

后 0行，行距为固定值 20 磅。参考文献表中的标点符号建议采用“英文

半角标点符号+1个英文半角空格”形式。

参考文献的著录项目和格式如学科无特殊

要求，须遵照国家标准《信息与文献 参考

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15）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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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关于……的说明

附录作为论文主体的补充项目，并不是必需的。下列内容可作为附录编于论文后：

（1）为了整篇论文材料的完整，但编入正文又有损于编排的条理和逻辑性，这一

材料包括比正文更为详尽的信息、研究方法和技术更深入的叙述，建议可以阅读的参考

文献题录，对了解正文内容有用的补充信息等。

（2）由于篇幅过大或取材于复制品而不便于编入正文的材料。

（3）不便于编入正文的罕见的珍贵资料或需要特别保密的技术细节和详细方案（这

种情况可单列成册）。

（4）对一般读者并非必要阅读，但对本专业同行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5）正文中未被引用但被阅读或具有补充信息的文献。

（6）某些重要的原始数据、过长的数学推导、计算程序、框图、结构图、统计表、

计算机打印输出文件等。

MPA提醒：此附录用于收录不适宜放在正文中的内容，如：

1.调查问卷（如果有）

2.访谈提纲（如果有）

3.政策文本节选（如果有）

4.法律条文节选（如果有）

5.比较大型的表格（如果有）

附录编号依次编为附录 A，附录 B，“附录”标题用黑体三
号字，居中无缩进，段前 24 磅，段后 18 磅，单倍行距。

附录一般应逐个另起一页编排，如果有多个较短的附录，

也可接排。只有一个附录时也必须编号为附录 A。附录中
图、表、公式另行编排序号，与正文分开，编号前加“A”
字样，如图 A-1、表 A-1、公式（A-1）等，编排格式参考

正文。



“蓝色粮仓”背景下中国养殖海域资源利用效率研究 （双页页眉）

12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MPA：此页可以删除。

一、发表的学术论文

……

二、参与的著作

……

三、参与的科研项目

……

标题用黑体三号字，居中无缩进，段前 24磅，段后 18磅，单倍行距。具体项目

按一、二、……分项列出（项目标题用黑体四号字，两端对齐，无缩进，行距为
固定值 20磅）。如某项内容没有时，标题不必列出，可根据实际调整项目。

具体成果内容用宋体小四号字，两端对齐，首行缩进 2字符，行距为固定值 20
磅。学生本人名字粗体，其中著作、发表文章格式建议参照参考文献书写。
英文、数字、字母的字体为 Times New Roman。标点符号建议采用“英文半角

标点符号+1个英文半角空格”形式。
学位论文外审时，注意隐去研究成果题目和发表信息，仅列出成果类型、作者位

次、期刊或出版社、发表时间等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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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致谢中主要感谢导师和对论文工作有直接贡献和帮助的人士和单位。

一般致谢的内容有：

（1）对国家科学基金、资助研究工作的奖学金基金、合同单位、资助或支持的企

业、组织或个人；

（2）对协助完成研究工作和提供便利条件的组织或个人；

（3）对在研究工作中提出建议和提供帮助的人；

（4）对给予转载和引用权的资料、图片、文献、研究思想和设想的所有者；

（5）对其他应感谢的组织和个人。

（6）致谢言语应谦虚诚恳，实事求是。建议字数不超过 1000字。

“致谢”标题用黑体三号字，居中无缩进，段前 24磅，段
后 18磅，单倍行距。“致谢”2字之间空 4个半角空格。正
文，宋体小四号字(英文、数字、字母的字体为 Times New
Roman)，两端对齐，首行缩进 2字符，行距为固定值 20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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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主要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出生年月、出生地；简要学习、工作经历；以及攻读

学位期间获得的其他奖励（除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成果之外）。个人

简历一般应包含从本科起的教育经历和工作经历。示例：

××××年××月××日出生于××××。

××××年××月考入××大学××院（系）××专业，××××年××月本科毕

业并获得××学学士学位。

××××年××月——××××年××月，在××大学××院（系）××学科学习

并获得××学硕士学位。

××××年××月——××××年××月，在××大学××院（系）××学科攻读

博士学位。

获奖情况：如获三好学生、优秀团干部、×奖学金等（不含科研学术获奖）。

工作经历：

一般应包含从本科起的教育经历和工作经历。“作者简介”标题用

黑体三号字，居中无缩进，段前 24磅，段后 18磅，单倍行距。正

文，宋体小四号字(英文、数字、字母为 Times New Roman)，两端

对齐，首行缩进 2字符，行距为固定值 20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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