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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北大学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文件 
院发〔2023〕4号 

 

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职称评定办法 

根据《中北大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实施办法》（校人

〔2022〕32 号）文件，以品德、学术水平和业绩为导向，特制定《电气

与控制工程学院职称评定办法》（下面简称办法）。本办法适用于参加本院

职称初步评定的所有人，考核时间为任现职期间，进入本评定程序的教师

必须已经符合中北大学相关的职称评定条例。 

一、评定办法 

1．以个人申报和学科评议组审核相结合的办法，参评人员填报《电

气与控制工程学院职称评审（XX型）成果统计表》，学科评议组按照本办

法涉及的打分体系（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所规定的办法给出参评人员的

得分，本人确认后签字，学科评议组依据该得分进行排队。成果公示本人

签字后，除可补充收录证明外，不能再增加新的成果。 

2．根据学校给定的上报校职称评定委员会的比例，学科评议组（院

职称评定委员会）对参评人员进行投票表决（同意/弃权/不同意），对同

意票少于投票人总数 1/3的参评人员进行淘汰。若未达到上报校职称评定

委员会的指标，以分数高者上报。 

3. 参评人员的成果包括两部分： 

（1）A 项成果体现参评人员的学术水平（以相关职能处室认定为依

据，未经人力资源部最终认定的成果不予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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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项成果为日常工作业绩，体现参评人员对学科及学院发展所

做的贡献和带动作用。 

二、教学科研打分体系 A（计分办法见附表 1） 

    1.  A1部分： 

 项目：5项 

 论文：5篇，非中国自动化学会、电工技术学会、电机工程学会、

交通学科目录期刊论文只计算一篇，论文均为第一作者，论文分

区以职称评审时中科院大类分区最新检索证明为准。2023.9 之

前发表的论文 4篇不限制学科目录，可以作为 2024 年评职称有

效篇数。 

 获奖：2项 

 教材/著作：2本 

 专利：2项 

 指导竞赛：计分 3次 

2.  A2部分 

A1部分未计分的其余成果以计分办法中的分数的 2/10来计算。 

3.  A=A1+A2 

附表 1： 

工作内容 对应分值 

承担 

科研 

项目 

A类 12 

B类 9 

C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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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 

教改 

项目 

国家级 10 

省级 3 

 

 

论 

文 

 

A1类 10 

A2类 6 

B类 3 

C类 1 

D类 0.2 

 

科 

研 

获 

奖 

 

 

国家级科技奖 

一等奖 30，28，26，24，22 

二等奖 24，22，20，18，16 

三等奖 14，12，10，8，6 

省部级科技奖 

一等奖 10，8，6 

二等奖 8，6 

三等奖 4 

 

 

 

 

 

 

 

国家级教

学奖 

一等奖 22，20，18，15，12 

二等奖 19，17，15，12，9 

三等奖 14，12，10，8，6 

省部级教

学奖 

特等奖 12，10，8 

一等奖 10，8 

二等奖 8 

省高校中 一等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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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获 

奖 

青年教师

教学基本

功竞赛 

二等奖 4 

学科竞赛

目录 

超级 

国家一等

奖 
5，3，2 

国家二等

奖 
4，2，1 

省级一等

奖 
3，1.5，0.5 

一级 

国家一等

奖 
4，2，1 

国家二等

奖 
3，1.5，0.5 

省级一等

奖 
2，1，0.3 

二级 

国家一等

奖 
3，1.5，0.5 

国家二等

奖 
2，1，0.3 

省级一等

奖 
1，0.5，0.1 

国家级金课项目 8，5 

省级金课项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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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 2 

教材 国家级规划教材 

主编：8分 

副主编：6分 

其他：参编一章以上

（含一章）4分 

发明专利 

（转化经费≥30

万） 

6，3 

独立承担重大项

目取得经济效益 

经济社会效益≥500

万 

学校纯收入≥50万 

10 

经济社会效益≥300

万 

学校纯收入≥30万 

 

5 

产学研合作等取

得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500万 

学校纯收入≥100万 
10 

经济效益≥300万 

学校纯收入≥60万 

 

5 

标准 
国际、国家标准 6，3，1.5 

行业技术标准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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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工作 B（计分办法见附表 2） 

计算方法：对所有参评人员的总分进行归一化到 10分以内。 

附表 2： 

 

申报博士点获批（未获批） 3（1.5） 

申报硕士点获批（未获批） 2（1） 

申报工程认证获批（未获批） 2（1） 

 

申报金课项目（一流课程）

获批 

 

国家级 

（排名第 3） 

 

2 

省级 

（排名第 2） 

 

3 

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0.5 

申报 173基金等同级别的项

目 

0.5 

申报国家级、省部级奖 0.5 0.3 

省级优秀硕士生导师 3 

SCI、EI、核心期刊编委、青

年编委 

5、4、3、2 

自动化、电

气、轨道交通

一级学会理

事长、理事

（委员） 

国家级 5、4 

省级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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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省级人才称号 4、3 

申报省部级平台、省级创新

团队 

0.5 

四、计分方法： 

1．所有参评教师总分 M=A+B。其中，A为第二部分统计总分，B为第

三部分统计总分。 

2．院职称评定委员会对拟校职称评定委员会的参评人员进行投票。 

3．院职称评定委员的投票结果即为最终评审结果。 

注： 

（1）同一条例内多个分数是对应于不同排名的分数，如：省部级科

研项目排名第一计 6分，第二计 4分，第三计 2分。 

（2）同一成果只算最高级别的分数项。其他工作由院领导或项目负

责人提供证明并一次性分配，由学院公示并备案。 

（3）学科竞赛指导教师达到校评职称条件的获奖次数后方可计分一

次。 

（4）根据《中北大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实施办法》（校

人〔2022〕32 号）文件要求：省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2016 年之前为一

等奖），一等奖（2016年之前为二等奖），二等奖（2016年以前为三等奖）。 

（5）若量化打分结果相同，依次按照国家级教学和科研成果奖、省

级教学和科研成果奖、 A类项目、A1 类论文、A2 类论文、B类项目的单

项总得分进行排序。如：A与 B打分相同，则优先按照国家级教学和科研

成果奖总得分排序，若无此类奖项，则按照省级教学和科研成果奖总得分

进行排序，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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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每参评一届加 1分，3分封顶。 

（7）所有教师在报名参评后，如中途无故放弃评审的，将取消后续

两年的参评资格。 

（8）投票采用无记名投票。 

五、本《办法》解释权在院党政联席会，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 1：中国自动化学会推荐期刊 

附件 2：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推荐期刊 

附件 3：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推荐期刊 

附件 4：交通学科推荐期刊 

附件 5：学术会议推荐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