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地植物资源保护与种质创新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管理办法 

 
1  为了加强山地植物资源保护与种质创新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以下简称实验室）学术交流活动的管理，鼓励实验室教师进行对

外学术交流活动，调动科研积极性，营造良好学术氛围，特制订学术

交流活动管理办法。 

 2  本办法所管理的学术交流活动为：  

2.1  由实验室主办或承办的或与校外单位共同主办的国际学术会

议、全国性学术会议和地方性学术会议。  

2.2  实验室教师参加在国内外举办的各种学术会议。  

2.3  实验室聘请校外专家学者来校作学术报告或合作研究。 

   2.4  实验室组织的校内学术交流活动。 

 3    上述各种学术活动是指： 

       国际性学术会议：在国内外举行、有外国专家学者参加的学术

会议(以港、澳、台为对方的学术交流活动暂并入国际学术会议)。 

 全国性学术会议：指经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或全国性学术团体在

本国举行，只有本国学者参加的学术会议。      

地方性学术会议：指经省部有关部门批准或地方性学术团体在国内举

行，只有本国学者参加的学术会议。  

邀请专家来校作学术报告：指校外专家学者接受邀请，来实验室

传播科学研究与应用发展的新理论、新方法等信息的学术报告。不包



括以培训大学本、专科生为目的的受聘讲学教师。将受聘专家来校作

学术报告分为学校邀请和系部邀请两种类型。所谓学校邀请是指学校

为了办学层次的提高，科研的发展，学位点建设和国家级科研项目的

申请等工作邀请的国内外专家学者来校作学术报告。系部邀请是指系

部为了自身学科学术发展、系部学术水平的提高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

来校作学术报告。  

合作研究：指实验室与他国、国内其他单位共同承担的研究项目，互

派专家学者到对方参加研究的项目等。  

4  实验室举办或承办与校外单位共同主办学术会议，必须具备下列

条件：  

4.1  会议指导思想正确、目的明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会议主题

必须有利于实验室科学技术研究、重点学科建设和科技队伍建设，且

具有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4.2  会议主题所涉及的学科或技术领域，实验室必须具有一定的研

究基础，即已形成至少 3 人学术研究群体，承担有省级以上研究课题

或已取得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有一定影响的研究成果。 

4.3  会议组织健全，且须有实验室专家学者进入会议的领导机构或

论文评审委员会。 

4.4  会议经费落实。  

4.5  须提供会议背景材料，包括会议主题所属领域近期研究状况、

本次会议的目的、以往历届会议的主题、主办者及会议效果。  

4.6  须有实验室学者提交会议交流的论文(国际学术会议不少于 1



篇，全国性学术会议或地方学术会议不少于 3 篇)。  

4.7  国际学术会议必须能邀请到国际上该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出

席，全国性学术会议必须邀请到国内该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出席。  

5  国际学术会议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办理报批手续。主

办或承办国内学术会议必须取得政府主管部门或学会、研究会的正式

批文。 

6    实行会前申报制度。实验室主办或承办学术会议的具体实施单位

(系、部、所等)必须与会前 6 个月向学校主管部门提交主办或承办学

术会议的报告，内容主要包括“会议名称、主题、主办单位、会议时

间、地点、会议组织机构、经费来源说明、日程安排、拟到会专家学

者名单，实验室提交论文情况”，并附政府主管部门(或学会、研究会)

或委托单位的批文附件及会议背景材料。  

7    凡在实验室进行的各类学术交流活动，必须坚持勤俭节约的原

则，严禁以公款请客送礼、公费游山玩水。接待标准按照学校有关规

定执行，严禁超标准接待。  

8  实验室科研人员、教师和管理人员赴校外参加国内学术会议者，

必须做到：  

8.1  有会议论文录用通知书。  

8.2  经费落实。参加会议所需经费一般应全部由参加者所承担的项

目经费中开支。 

8.3 外出参加学术会议者，返校后 15天之内提交 1份包括会议简况、

有价值的学术信息的书面报告。  



9  实验室科研人员、教师和管理人员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者，其涉外

事项严格按照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办理。  

10  凡实验室与外单位进行的合作研究，其活动经费一律从项目经费

中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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