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020 年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招生简章

中国地质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 是国家批准设立研究生院

的大学，是国家“211 工程”、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中国地质大学

位于武汉东湖之畔，南望山麓，学校以地球科学为主要特色，学科涵盖理

学、工学、文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艺术学等门类，地质

学、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2 个一级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

学校围绕学科前沿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构建以地球科学为主导，

多学科相互支撑、协调发展的学科生态系统。现有 2 个国家一级重点学科，

16 个湖北省重点学科，“地质学”、“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两个一级

学科在全国历次学科评估中均排名第一；有 19 个学院、65 个本科专业；

有 16个一级学科博士点，33个一级学科硕士点，13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有资源与环境、土木水利、MBA、MPA 等 14 个专业学位授予权，其中工程

类专业学位 5 个。地球科学、工程学、环境/生态学、材料科学、化学、计

算机科学 6 个学科领域进入 ESI 全球前 1%，其中地球科学进入前 1‰。

为满足广大在职人员学习深造、获取硕士学位的需求，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硕士、博士学位的

规定》等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现将 2020 年招收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

士学位的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请条件

（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品行端正的



在职人员；

（二）申请硕士学位的在职人员在参加硕士学位研究生课程学习前，

应已获得学士学位，并在获得学士学位后工作三年以上；或虽无学士学位

但已获得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者；或已获得的学位为国（境）外的，需经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

（三）在申请学位的专业或相近专业做出成绩；

（四）申请人报名时需持有获得的学士学位证书（必须原件），不符

合本条件的，不能参加报名。

二、报名程序

（一）网上申请

2019 年 5 月 20 日-2020 年 12 月 30 日，申请人通过全国同等学力人员

申请硕士学位管理工作信息平台（网址：http://www.chinadegrees.cn，

以下简称信息平台）提出申请，提交个人基本信息及电子照片。

（二）信息确认

网上申请后，拟参加 2020 年同等学力全国统考的申请人在 2020 年 3

月 3 日，带相关证件原件，到研究生院指定地点进行现场确认：采集图像

和指纹信息、签署《诚信承诺书》、提交规定的材料等，接受资格审查。

没有经过现场确认人员，将无法参加国家组织的统一考试。

（三）现场确认时须提交以下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1.学士学位证书（获得国外学士学位的考生须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

心提供的学位认证书原件）；

2.本科毕业证书；

3.第二代身份证。

（四）统考报名考试



2020 年 3 月，在册申请人通过信息平台申请参加同等学力全国统考，

选择考试科目和考试的地点。申请我校硕士学位考生一般在湖北省内参加

考试。如因特殊情况，需申请在工作所在省市参加考试的，必须经学校同

意，方可完成报名并参加考试。全国统考报名考试费通过信息平台以网上

支付的形式缴纳，通过我校资格审核的申请人方可通过信息平台缴纳报名

考试费。

5 月，考生通过信息平台下载准考证，考生根据准考证上注明的时间

和地点参加考试。

具体报名考试时间及要求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的当年考试通知为

准。

三、接收申请学科、统考科目

1.接收申请学科：地质学、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土木工程、水利工

程、环境科学与工程、公共管理（土地资源管理）、海洋科学 、测绘科学

与工程 8个学科专业（学科专业简介详见附件）。

2.统考考试科目参考国家文件中外国语水平考试语种、考试大纲使用

对照表和学科综合水平考试科目、学科、考试大纲及指南使用对照表。按

目前文件规定，以上接收申请的 8个学科专业均须参加外国语水平考试统

考，公共管理（土地资源管理）须参加学科综合水平考试统考。

四、学位课程学习和考试

申请人应修完所申请学科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

并通过考试，达到规定的学分。硕士生所修课程总学分不少于 25学分。其

中，公共学位课≥7学分，专业学位课≥18学分。教学形式采用网络教学

与校内面授教学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附件：

接收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学科专业简介

（一）地质学

可按地质学一级学科招生和培养。

二级学科包括：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070901），地球化学（070902），

古生物学与地层学（070903），构造地质学（070904），第四纪地质学

（070905）。

（二）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可按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一级学科招生和培养。

二级学科及自设二级学科包括：矿产普查与勘探（081801），地球探

测与信息技术（081802），地质工程（081803），地学信息工程（0818Z3）。

（三）土木工程

按土木工程一级学科招生和培养。

研究方向包括：岩土工程，结构工程，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桥

梁与隧道工程，土木工程新技术，地质灾害预测与防控。

（四）水利工程

按水利工程一级学科招生和培养。

研究方向包括：水资源开发与管理，水力学与渗流力学，生态水文学，

水循环与演化过程，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五）环境科学与工程

按环境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招生和培养。

研究方向包括：地下水污染与防治，水-土-气界面环境化学行为，污

染治理与修复工程，环境影响评价、规划与管理，环境生物与生态技术。

（六）公共管理（土地资源管理）

按土地资源管理二级学科招生和培养。

研究方向包括：土地调查与评价，土地经济与管理，土地利用规划，

土地信息与国土资源遥感。

（七）海洋科学

按海洋科学一级学科招生和培养。

下设研究方向：海洋地质与资源，海洋化学，海洋工程与技术，物理

海洋学。



(八) 测绘科学与工程

按测绘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招生和培养。

研究方向包括：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

摄影测量与遥感，空间信息技术应用与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