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文明校园评选活动说明报告 创建文
明校园的说明报告(优秀5篇)

报告是一种常见的书面形式，用于传达信息、分析问题和提
出建议。它在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包括学术研究、商
业管理、政府机构等。报告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
要好好写一篇报告。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报告范文，欢迎
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博士论文开题报告样本篇一

1、选题一般应在课程学习基本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要在充分
调研的基础上提出。

2、选题要考虑到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应是国家急需解决的
实际问题或重要科研项目。

3、所选课题在理论上应居于学科前沿，在专门技术上做出创
造性成果，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

4、导师及指导小组有能力指导所选的课题。

为了加强学位论文选题的科学性和前沿性，要求博士生开题
前应结合选题进行查新。开题报告应附有“查新报告”。

1、博士生开题工作须在第三学期进行。

2、开题报告须填写《西北民族大学博士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和论文工作实施计划》。

3、博士生在选题、调研、查新和充分了解本学科研究前沿动
态的基础上写出开题报告，由导师邀请有关学科、专业的专家
(博导)组成审议小组(一般不少于5人，其中校外专家不少于2



人)，审议小组组长原则上由校外专家担任。经参加人员认真
讨论并作出决议。决议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经全体成员
三分之二(含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得通过。由导师写出综
合意见并签名，并报所在院(部)和研究生处备查。

4、开题报告主要内容：

(1)课题来源(国家、教育部、国家民委、盛自选等)和选题依
据;本课题在国内外的研究动态;课题进行的途径、手段和最
终目标。

(2)调研中有否发现有价值的新现象、新规律、新观点、新假
设等，进行下一步工作的打算。

(3)课题研究拟采用的方法和手段、完成论文的实验条件等。

(4)研究过程中预计可能遇到的困难或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方
法和措施。

5、开题报告通过后，方可进入论文工作阶段。未通过者，可
在1-2个月内按专家意见修改或重新选题，再经审议小组通过
后方可开题。

6、开题报告通过后，原则上不再随意改题。如确有特殊原因
需改题者，须由研究生写出书面报告，经指导教师签署意见
后报研究生备案，并应及时补作开题报告。

博士论文开题报告样本篇二

（1）课题来源，相关科研项目的基本情况

（2）选题的理论

（3）相关研究的现状以及进展分析



（4）中内外研究成果

（5）研究内容、重点和特点

（1）技术方案

（2）实施方案条件

（3）主要问题和技术重点

（4）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创新成果

（5）可能遇到的困难以及如何应对

（6）研究进度以及经费预算

以上举例了一些开题报告需要包含的基本内容要求，因地域、
大学的不同开题报告略有调整。例如博士开题报告的文献综
述，有的大学是不需要，或者有单独列出，作为开题报告以
及文献综述2部分提交。

简单来说：1 题目确定（由指导老师给出的方向去定题，清
楚选这个题目之后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并且要得到怎样的
答案，字数最好不超过20个字，如果确因研究需要，就采用
主副标题；如指导没有提出题目，需要根据自身的研究方向
以及擅长的领域去选题），2 文献资料检索（得有足够的文
献支持选题），3 列出大概框架 4 着手开始写作（博士开题
报告5000-15000字）。

具体来说：根据题目先查一些资料，看看别人在研究哪些内
容，博士需要创新，得看别人的工作量体现在哪，尤其是设
计类的要总结设计的步骤和主要工作量。其次是总结相关资
料，形成综述类的文字，清楚开题的字数要求。最后是搞清
楚自己要做的方向从哪些角度入手，涉及的关键技术有什么，



做设计时的技术路线是什么。特别要注意的是文献综述中选
出来的这个题目在整个相关研究领域占什么地位。这就是理
论价值。然后从实际价值去谈，就是这个题目可能对现实有
什么意义。总之开题报告就是指导课题研究到论文撰写的全
过程。

其中最难的部分：

博士是分析框架与研究设计、可能遇到的困难以及预期贡献、
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创新成果（框架如何确定，写作中遇到
什么困难以及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博士开题报告写作中，字数的确定也是重要部分，需要每部
分字数分配合理性，不要头重脚轻。一般博士开题报告字数
要求是5000-15000字，其中综述部分是要点在于精。

中英文文献可以去哪儿找？参考文献数量需要达到80-200个，
所以选题是非常重要的，得有足够数量的文献支持，当然这
些文献还需要包含国外文献，不单纯需要国内文献。那参考
文献需要到哪儿找呢，一般可以从大学图书馆以及知网论文
库，维普论文库，万方论文库进行检索，可以参阅硕士论文、
博士论文以及核心论文。国外资料可以从谷歌上浏览，有能
力的话可以从国外大学的图书馆进行资料检索。

文献索引编排1按拼音字母排列2按姓氏笔画排列。批注：页
下注、尾注和文中注，尤其文中注，对于具有相同观点的文
章同一个人的要写在一起。

博士必须原创的。原创率要求85%-95%内，具体看大学要求。

1 课题来源讲述 2开题报告内容的研究价值阐述 3参阅了哪
些资料 4遇到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

博士开题报告答辩时间一年。因地域、大学的不同开题报告



答辩时间略有调整。最后，开题报告应有封面页，总页数应
不少于4页。具体参考每个大学给的格式要求。

博士论文开题报告样本篇三

1国内外研究动态

西方学者对跨国并购的理论研究也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慢慢
热起
来，bajrr0s&cabral(1994)、collie(xx)、cowan(1989)、head&ries、
faj
叮el&shapiro(1990)、hom&levinsohn(xx)、riehardson()、saggi&
肠ldiz(xx)、丫idiz(xx)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跨国并购问题进行
研究。目前西方学者对跨国并购问题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
跨国并购的盈利可能性、东道国政府对跨国并购的规制问题
以及跨国并购与贸易自由化的关系等领域。unctad的《xx年世
界投资报告:跨国并购与发展》(冼国明译，xx)对跨国并购问
题进行了详尽的剖析。

对于跨国公司在我国的并购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学者很多。
刘文通(1997)、陈朝阳()周小知(1999)、殷醒民(1999，xx)、
王一(xx)、蒋泽中(xx)、张秋生(xx)、吕薇(加02)、李光荣(xx)、
魏江(xx)、王长征(xx)、魏成龙(xx)等学者的著作从不同的角度
对并购问题的各个角度进行分析。尤其需要提到的是:《中国
并购报告》(xx)、《中国并购报告》(xx)以及《中国并购报
告》(xx)的出版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史建三(1999)对跨国并
购、刘恒(xx)对外资并购中的法律规制问题、韩世坤(xx)对20
世纪90年代的跨国并并购购浪潮等直接与跨国并购相关的问
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在研究中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问题进行
了探讨(全球并购研究中心)的资料汇集与系统研究对理解并购
(跨国并购)具有重要的价值。

对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进行研究的成果就更加多了，如陈



彪如(1987)、冼国明(i994)、陈飞翔(1995)、潘英丽(1997)、
谢康(1997)、蒋殿春(1998)、张纪康(1999)、唐勇(1999)、
金芳(1999)、金润圭(1999)、杨建龙(xx)、鲁明汉(20()0)、毛
蕴诗(xx)、杨大楷(xx)、李洪江(xx)、程新章(xx)、陈左(xx)、唐海
燕(xx)、吴先明(xx)、王志乐(xx)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就是其中的
一些重要组成部分。

对并购问题和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献都
很多，但将二者结合起来，对跨国公司在华进行并购投资问
题进行研究的专题研究却不多，但随着我国政策的松动，江
娟、桑百力l、冼国明、陈佳贵、王巍、刘志云、蔡红、潘爱
玲、程新章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问题进
行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对国有企业
改革的作用以及我国政府的对策这两个方面。但这些研究角
度各异，目前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的
研究成果还没有。

2选题的理论意义

研究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背景

(一)我国外资并购政策逐步放松，xx年11月，外经贸部、证监
会联合发布《关于上市公司涉及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若干意
见》:外经贸部、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外商投资企业
合并与分立的决定》。

xx年2月，国务院公布《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3月，国家
计委、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发布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
目录》。

xx年6月，证监会发布《外资参股证券公司的设立规则》和
《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的设立规则》。



xx年10月，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xx年11月，证监会、财政部、国家经贸委联合发布《关于向
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家经
贸委、财政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
《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

xx年4月，《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开始正式实
施。

在此期间，另外还不断有各种配套的规章或文件出笼。各行
业主管部门也陆续发布了一些涉及具体产业外资并购问题的
法规，如xx年11月民航总局等部门制定的《外商投资民用航
空业规定》等。

透过越来越密集的时间间隔，大致可以看出我国政府对于外
资并购由排斥转为认可、进而转为积极推动的演变轨迹。这
也直观地反映出，经过全球化大潮洗礼后的中国拥有了更多
的冷静和成熟。

一系列政策法规的问世，为外资以并购方式进入中国扫清了
制度障碍。在外资并购可以进入的产业领域上，基本实现了
全方位开放，就连汽车、金融、服务等等这些以往甚为“敏
感”的领域也已开始解禁:在外资并购的对象上，国有企业、
上市公司都已相继放开，新发布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
业暂行规定》更是将允许外资并购的企业扩展到了几乎全部
所有制形式;曾令许多外商担忧的外资并购审批程序，也已有
了较明确的说法。

2研究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重要性

有关外资并购的政策法规尽管己比较齐全，却仍突出存在着
两大弱点:一是“层级低”，绝大多数法规属于行政性规章，
没有上升到国家法律的高度;二是“散乱”，各种法规之间互



不一致甚至互相冲突的现象尚未得到彻底解决。也就是说，
我们离建立一整套权威的外资并购法律体系还有相当的差距。

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看，跨国并购法律体系一般应包
括反垄断法、跨国并购审查法、公司法、破产法、社会保障
法等多部法律。而我国目前只有公司法以及证券法、银行法、
保险法等部分行业法律有零散的相关规定，而这些法律又都
受到适用范围的限制(如公司法只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
公司，银行法等只适用于特定行业)，难以形成体系效率。尤
其需要注意的是:跨国并购在促进国内市场有效竞争的同时，
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其中，如何防止外资通过
并购形成产业垄断，是各国政府最为重视的问题。

我国在开放程度越来越高的形势下，制定一部统一的反垄断
法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涨。在我国己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背
景下，我国政府对外资在华并购的种种限制都已经取消，但
由于种种历史遗留的问题在短期内还不能够完全解决。这些
必然会影响外资在华并购活动的展开。

正是由于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会带来这么多的不确定性，因此
有必要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问题进行详尽的研究。

主要内容(提要)

1、对跨国并购以及外资、外商直接投资的概念进行了界定。

2、对跨国并购与新设投资进行了系统的比较。

3、最近投资日趋自由化的趋势以及在入世背景下我国外资法
律体系的重构。

4、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中的历程、模式以及行业选择进行了探
讨。



5、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中的宏、微观经济效应进行的剖析。

6、探讨了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中的影响因素以及目前存在的进
入壁垒。

7、研究跨国并购法律体系完善的必要性以及制度建设问题。

本文的创新

1、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中对我国市场结构、就业、资本形成、
出口竞争力、国际收支等宏观层面以及对我国本土品牌、技
术外溢、技术转让和提升、资产价格形成、公司治理等微观
层面的效应进行了详尽的剖析，这些细致的剖析对于全面理
解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后果有着重要价值，同时这些剖析也
是我国政府制定相应政策的基础。

2、对目前跨国公司通过并购方式进入我国面临的主要壁垒进
行探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需要尽快进一步完善我国外长在
华并购的法律监管体系，建立以《反垄断法》为核心的规制
体系。

四、主要参考文献(论文：作者&8226;题目&8226;刊名&8226;卷
(期)&8226;页码;著作：作者&8226;书名&8226;出版社&8226;
年份)

2、程惠芳:《对外直接投资比较优势》【m〕，上海:上海三联书
店，版

3、樊纲:《市场机制与经济效率》【m〕，上海:上海三联书
店，1995年版

4、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
版社，l989年版



5、科斯:《生产的制度结构》[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年版

6、吕蔽:《产业重组与竞争》〔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xx
年版

9、史建三:《跨国并购论》〔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版

10、《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版

11、蔡红:《入世与我国外资并购监管中反垄断规则》【j〕，《法
学》xx年第3期，

12、施蒂格勒:《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m〕，上海:上海三联
书店，1989年版

14、茅于轼(编):《中国经济学xx》【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xx年版

博士论文开题报告样本篇四

镰刀菌和杀菌剂对平邑甜茶生理生化作用。

近几年来，中国苹果产业有了长足发展。20xx 年栽培面积为
189 万公顷，产量达到2400 万吨，分别占世界苹果总量的
2/5 和 1/3，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苹果生产国。

苹果是我国主栽树种之一，栽培历史悠久，栽培面积大，苹
果生产已经成为苹果主产区农村经济支柱产业之一，为农村
稳定、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果业生产的
发展对于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稳定社会秩序都具
有重要的意义。在苹果产业快速发展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诸如品种资源和土地资源的约束日益加剧，我国果树品种新



老更替加快，老果园栽植新品种时遇到幼苗生长不良等连作
问题越来越突出，苹果连作障碍已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主要
苹果产区，严重影响果树产业的发展。因此，苹果产业还要
进一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由于引起果树连作障碍是众多
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且即使在同一地区其病因也存在许多
不确定因素，为苹果连作障碍的综合防治带来诸多困难，目
前国内对大豆连作障碍的报道较多，对果树的研究较少，不
能为实际生产中有效防治果树再植病提供良好的依据。

以前常采用的防治苹果连作障碍主要方法土壤熏蒸，用的熏
蒸剂都存在对人畜毒性大、高残留污染环境、使用量大等问
题，该类药剂具有灭生性的特点使用后不仅杀死了土壤中的
有害微生物，也把大量的有益微生物杀灭，土壤微生物的协
同作用失调。与现在人们追求的绿色无公害理念相违背，筛
选环境友好、高效、低毒、无残留、的化学杀菌剂，并探讨
相应的配套应用技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实验以
生产上较常用苹果砧木—平邑甜茶（malus hupehensis rehd.）
为试验材材，研究水培条件下，镰刀菌培养滤液对幼苗生物
量和生理生化指标的影响，探讨其致病机制；盆栽条件下药
剂处理后对平邑甜茶生长的促进，以期为生产中采取有效措
施防治苹果连作障碍提供依据。

目前国内绝大多数苹果优势产区进入衰老期，老果园面临品
种更换和果园更新的问题。耕地面积、经济利益、地域品牌
限制等问题的限制使再植障碍成为果树产业发展的一大难题。
生物因素是导致连作障碍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平邑甜茶既
是苹果的常用砧木之一，又是果树栽培生理研究中的常用材
料，本文以其幼苗为试材，采用水培和盆栽相结合的方法，
测定尖孢镰刀菌对平邑甜茶生长过程中生理生化指标的影响，
探讨化学药剂对镰刀菌的抑制作用，分析对连作障碍的缓解
效果。为进一步揭示镰刀菌的致病作用机制提供新的资料和
依据，从而为解决苹果的连作问题提供一定的依据。

1. 采用水培试验，研究了连作土壤中分离的主要镰刀菌尖孢



镰刀菌、串珠镰刀菌、层出镰刀菌、腐皮镰刀菌培养滤液对
平邑甜茶幼苗生长的抑制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种类镰
刀菌培养滤液对幼苗的致病作用不同，尖孢镰刀菌对其抑制
作用更强，经滤液处理后幼苗的正常生长受到抑制，根长、
须根数、根系表面积、鲜重等都比对照有显着的降低。

2. 以平邑甜茶幼苗为试材，研究水培条件下，不同浓度镰刀
菌培养滤液对幼苗生物量和生理生化指标的影响。研究表明
培养滤液处理后能够显着抑制植物生长，株高、根长、根尖
数、根表面积的明显降低；镰刀菌培养滤液浓度为 10%时可
以轻微促进幼苗生长，培养滤液浓度为 25%时开始抑制幼苗
的生长，随着浓度和处理时间的增加，抑制作用加强。保护
性酶活性在处理初期先升高，随着培养滤液浓度的增加和处
理时间的延长，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和丙二醛（mda）含
量一直增加，过氧化物酶（pod）和过氧化氢酶（cat）活性出现
不同幅度的下降。膜脂过氧化程度加剧，电导率加大，细胞
膜透性增大。

3. 采用盆栽试验，研究了 6 种杀菌剂对镰刀菌的抑制作用。
结果表明：通过盆栽试验，研究了连作土和定量接入菌麦粒
的的灭菌土药剂处理分别为代森锰锌 wp 2.5 a.i g/10 kg 土；
多菌灵 wp 2.5 a.i g /10 kg 土；咯菌腈 wp 1.25 a.i g /10 kg
土对平邑甜茶幼树生长量、根系活力、叶绿素含量及保护酶
活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杀菌剂处理后对平邑甜茶生长的促
进作用显着，根系活力、叶绿素含量、保护酶活性有不同程
度的提高，土壤中的镰刀菌是引起连作障碍的因素之一。

4.通过盆栽试验，研究了接菌土、连作土与空白对照及各自
对照之间的差异。实验结果表明。杀菌剂在接菌土上表现出
的促进作用比连作土更加显着，专一性的抑制作用更强。

四、论文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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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文选题意义：

1、 论文题目的由来：进校前就知道扬州大学的音乐文学研
究在目前古代文学研究界很有特色，本人也很感兴趣。进校
后，在导师的指导下，第一年，较系统地阅读了两汉魏晋南
北朝时期有关音乐文学的第一手资料，初步完成约五十万字的
《魏晋南北朝音乐文化资料汇编》工作。后来又在此基础上
广泛阅读了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到现在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
音乐文学的研究成果。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文学研究
虽然成果丰硕，但仍有进一部深入研究的余地。因此与导师
协商后，就定了现在的这个论文题目。

2、 已有的相关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文学研究，从
五四运动以来，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开始兴盛，到现在，一



直是古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一方面是因为中国韵文学在该时
期处于发展变化的关键时期，从体式言，五言，七言在此期
开始形成，并成为主要形式；从创作主体言，此期中国文学
开始自觉；从辞乐关系言，此期开始出现歌诗与徒诗并行发
展，相互交叉渗透，并由歌诗到徒诗的转移的趋势。总之，
中国韵文发展史上的很多关键性问题，都与此期间的音乐文
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换言之，要弄清这些问题，必须从音
乐的视域去研究探讨。从这一意义言，魏晋南北朝音乐文学
对象本身就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与五四运动提
倡白话文学与贫民文学有关。在这样的时代里，才有二三十
年代的乐府文学研究热潮。也形成乐府文学研究的第一座高
峰。其研究特点是全面，既有作品笺释，也有系统论著，既
有文学分析，也有音乐考察。成就也很高。第二个时期为六
七十年代乐府文学的主题学研究（以分析人物性格与作品主
题为主），于乐府诗研究不得要领。第三期为八十年代的社
会文化学研究，其特点是通过乐府作品考察汉魏六朝社会文
化问题，以当时的社会文化透析乐府诗，同时还引进了西方
的文学理论来研究乐府诗。如系统论，结构主义，精神分析
学等都曾用来分析过乐府诗。第四个时期就是近几年对乐府
诗研究的新进展。即强调从音乐的角度研究乐府诗。如张永鑫
《汉乐府研究》、钱志熙《汉魏乐府的音乐与诗》等就很重
视乐府诗的音乐背景。近两年还有几篇硕士论文也开始从音
乐角度研究乐府诗。如首都师大的《魏晋文人乐府》、安徽
大学《魏晋乐府诗的音乐文学特点及其文化学阐释》等。扬
州大学孙尚勇《乐府史研究》、许继起《秦汉乐府制度研
究》、刘旭青《汉代歌诗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崔炼农《汉
魏六朝乐府辞乐关系研究》等几篇博士学位论文，是近期从
音乐角度对乐府诗进行研究的重要成果，将这一领域的研究
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有从当时的音乐文学生成、消费、传播等实际生存状况进行
考察。第四、对魏晋南北朝音乐文学研究中的一些关键性问
题，尚待深入研究。诸如曹魏集团乐府创作对音乐文学发展
的影响；歌辞传播方式的变化对歌辞文化功能的影响；魏晋



南北朝是否存在依调填词；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什么会产生古
诗与乐府混杂难分的现象等。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中国韵文发
展史上的一些疑难问题，如五言诗与七言诗如何兴起；乐歌、
徒歌的分与合；歌诗观念与徒诗观念的形成等。对这些问题
的深入研究是解决这些疑难问题的基础。本论文将对上述问
题进行探讨。

4、 本论文的创新点：第一、着力从当时的音乐文化背景入
手，探讨文人歌辞生成、消费、传播等基本的生存状况，从
而对中国韵文在魏晋时期出现的新特征作合理的阐释；第二、
着力从乐种与文人歌辞使用的曲调考证辨析入手，探讨文人
歌辞的文化功能，文学特征的音乐基础。第三、本文将始终
围绕音乐与文学的关系展开，着力探讨中国韵文发展史上尚
未解决的问题。

二、 文献资料掌握情况：1、《魏晋南北朝音乐文化资料汇
编》（五十万字）；2、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主要研究专著和论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