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硕士毕业论文答辩决议书(通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
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硕士毕业论文答辩决议书篇一

*同学采用实验研究法，通过干预社区脑卒中患者的功能锻炼，
探讨以保证脑卒中患者肢体功能得到更大程度的恢复，身体
状况得到更大的改善为最终目标，寻找一种高效的功能锻炼
指导模式，确保社区居家脑卒中患者能够获得系统、规范、
连续的功能锻炼指导，为其进一步康复提供保证。使出院脑
卒中患者能在住院治疗后的恢复期中得到持续的卫生保健服
务，最大程度的重建患者肢体功能，预防再复发。同时，该
探究将有利于节约社区卫生服务成本，提高社区医护人员对
于脑卒中管理的效率及效果，最终产生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该论文选题鲜明，具有实用性，研究设计较合理，所得数据
真实可信，统计方法使用得当，结果分析较深入，论文撰写
格式符合要求，该论文已达到硕士学位论文的要求。该生在
论文答辩中回答问题实事求是，思路清晰。经答辩委员会无
记名投票，一致通过论文答辩，并建议授予医学硕士学位。

答辩委员会主席：

年月日

硕士毕业论文答辩决议书篇二

本论文主要研究裂褶菌f17锰过氧化物酶的酶学性质，并在单
因子分析法的基础上，通过响应面法优化了影响该酶活力的
各个因素。同时将研究的结果应用于染料脱色中，发挥其在
环境保护中的作用。作者还初步进行了基因克隆实验，并且



优化了反应体系，获得了一些序列。这些研究结果对于进一
步研究、开发应用锰过氧化物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论文
立项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该论文目标明确，研究路线合理，实验数据翔实，实验结果
可信，观点正确。论文书写规范，层次清晰，图表规范。作
者答辩表达清楚，回答问题思路清晰，论文已达硕士论文的
学术水平。

经答辩委员会讨论评议和无记名方式投票表决，一致通过其
毕业论文答辩，建议授予理学硕士学位。

本论文主要探讨了产广谱乳酸菌素菌株的。筛选、鉴定、发
酵的全过程。筛选到了一株既可抑制革兰氏阳性菌又可抑制
革兰氏阴性菌的乳酸菌，经鉴定是一株植物乳杆菌；又通过
摇瓶发酵数据优化了菌株发酵条件；并初步探索了菌株固定
化的条件。该论文立意新颖，研究目标明确，数据方案设计
较合理，方法可靠。论文研究为进一步探索乳酸菌素的生产
条件提供了依据与实验研究基础，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该论文书写规范，逻辑性强。答辩表达清楚，回答问题思路
清晰，论文已达硕士论文的学术水平。

硕士毕业论文答辩决议书篇三

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xx的学位论文《xxxxx》从单核苷酸多态
性(snp)和拷贝数变异(cnv)两个不同的遗传学研究角度对中国
人痛风遗传变异进行深入研究，发现了4个新的痛风易感候选
基因，并分析了遗传异质性因素对于遗传因素和痛风易感性
关联的影响，从尿酸排泄和炎症反应两个痛风发生的生理过
程部分解释了痛风的发病机制。

当前，随着痛风/高尿酸血症研究的不断深入，遗传因素对于
疾病发生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本论文进一步在中国人



群中探讨了遗传因素对于痛风易感性的作用，为今后的诊断
和防治提供了宝贵的信息。

本论文立题有一定新意，论文工作量饱满，结构合理，逻辑
结构清晰，文字表达清晰，图标清楚，达到硕士研究生学位
论文要求。在论文答辩中，该生思路清晰，表达准确，较为
清楚地回答了委员们提出的问题。因此，答辩委员会认为xx
同学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备了从事本
学科的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经过答辩委员会讨论和无记名投票，一致通过xx同学的硕士
论文答辩，建议授予xx同学硕士学位。同时答辩委员会一致
认为学位论文《xxxxx》是一篇优秀的硕士学位论文。

硕士毕业论文答辩决议书篇四

xx同学硕士学位论文探讨了论文就单输入单输出非线性纯反
馈系统、多输入多输非线性纯反馈系统和非线性纯反馈互联
大系统这三类系统，提出了控制设计方案，应用matlab软件
进行了数值仿真研究，仿真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所提出方法的
有效性。

本项目的研究成果将丰富模糊控制的内容，解决本领域重点
和热点问题，从而推动非线性模糊自适应控制理论的完善和
发展，为复杂的工业过程的控制问题提供新的控制理论和方
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潜在的应用价值。

在单输入单输出随机纯反馈系统的模糊自适应控制中，通过
适当的坐标变换将纯反馈系统转换为等价的严格反馈系统，
针对转化后的严格反馈系统，利用模糊逻辑系统对非系统进
行模糊建模，设计了模糊状态观测器估计系统的不可测状态，
基于反步(backstepping)技术设计了模糊自适应输出反馈控
制器。提出了一种改进的模糊自适应输出反馈控制器的设计



方法，并给出了稳定性证明。

在多输入多输出随机纯反馈系统的模糊自适应控制中，在对
单输入单输出纯反馈系统所提出的观测器和控制设计方案的
基础上，提出了多变量系统的模糊状态观测器和自适应模糊
输出反馈控制器。解决了多变量的耦合问题，并证明了闭环
系统的稳定性问题。

在非线性互联随机纯反馈大系统的模糊自适应控制中，通过
模糊逻辑系统对被控系统进行模糊建模，构建了模糊状态观
测器，基于此观测器设计了模糊自适应backstepping分散控
制器，基于lyapunov稳定理论证明了闭环系统的稳定性和收
敛性，仿真结果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述方法的提出进一步丰富非线性系统的控制理论，为实际应
用研究提供个新的控制方法和理论依据。该论文研究的问题
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研究的方法和结果有
创新。论文行文规范，表述清楚，推理严谨，结论正确，仿
真详实，这些表明高杨同学很好地掌握了本学科的基础知识，
并阅读了本专业大量的文献资料，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
能力。且研究成果已在公开的学术杂志上发表。答辩过程中，
作者表述清楚，思维比较清晰，回答问题基本正确，经答辩
委员会无记名投票表决，一致通过xx同学的硕士论文答辩，
并建议授予高杨同学理学硕士学位。

主席签字：

年月日

硕士毕业论文答辩决议书篇五

尊敬的各位老师，你们好：

我是xx级会计x班的xx，我的论文题目是《政府补助的会计处



理研究》。本篇论文是在xxx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在此，我
十分感谢他长期以来对我精心的指导。以下便是本论文的主
要提纲：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4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年报会计审核快报中表明：
当时已披露年报的1570家上市公司中，1454家收到政府补助，
占比例高达92.61%，涉及总金额高达463亿元。正是由于政府
补助的金额大，涉及的企业数量多，且呈逐年增长的趋势，
我国于颁布的新会计准则中对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有了新的
规定。新政府补助准则相较旧准则有了一定的变化和发展，
但仍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与改进。

二、论文结构及主要内容

本文主要分为六大部分，下面分别对各部分内容做一下简单
概括。第一部分是政府补助概论。万物皆有因，该部分先从
政府补助的起因开始，探析政府补助的产生过程及原因，接
着引出政府补助在新准则中的定义，然后概括政府补助的三
大特征：无偿性、条件性和直接取得性，最后列示出政府补
助的四种主要形式。该部分主要是文献综述的引用和理论上
的分析探究。

第二部分是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该部分从确认、计量、披
露、列示等方面对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是本文的重点内容。其中会计处理方面又分类列举了四种形
式的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方法，并采用举例说明的方式，具
体描述了政府补助会计处理的方法、步骤以及相关会计科目。

第三部分是新旧会计准则关于政府补助的对比。该部分主要
从概念和分类、确认方法、会计计量、货币计量、披露五个
方面对新旧政府补助准则进行对比。对比的对象是1995年
至20间的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第四部分是实务中常见的问题。该部分是笔者在上述研究的
基础上，通过咨询会计事务所相关工作人员，总结列举出的
政府补助在实际操作中常见的问题，主要有：公允价值计量
不规范，披露不详尽，与专项应付款等科目界定模糊等。

第五部分是改进建议。针对上一部分列示的问题，笔者在该
部分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意见及建议，主要有：精确政府补助
定义、明晰政府补助与专项应付款的界定、规范政府补助分
类、改进非货币性资产的计量方法、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披露、
补充政府补助与其他准则的衔接等。

本文得出的结论是：政府补助是企业从政府无偿取得的货币
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主要特征是无偿性、条件性和直接
取得性。政府补助应按收益法与总额法进行会计确认与核算，
主要涉及的会计科目有：“递延收益”“营业外收入”“银
行存款”“固定资产”等。政府补助在实务中存在一些普遍
的问题，还需要不断的改进和完善。

三、不足与改进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主要的难点是政府补助的'横向对比与纵向
对比。横向对比是指不同企业获得政府补助的对比，纵向对
比是新政府补助准则与以往的旧政府补助准则的对比。前者
的难度在于数据庞大，类型繁多，后者的难度在于时间跨度
大，理论性综述较多。通过收集历年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
布的年报和证券软件统计的数据，我获得一些相关的数据；
通过查阅历年企业会计准则和中外文献，我大致总结了一下
新旧政府补助准则的差异。但是由于我的知识经验有限，论
文中还是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恳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正。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李xx老师和在座的各位老
师，感谢谢你们带我们走进会计这块神奇的领域，感谢你们
对我们的关怀与爱护，更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对我们的倾囊
相授和谆谆教诲。老师，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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