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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农业大学 

研究生国际化培养提升项目指南 

（2019年 3月 5日发布） 

根据学校“双一流”建设方案，为聚焦学校一流学科建设，加强

具有国际视野、创新能力、全球竞争力和世界农业发展领导力的人才

培养，自 2019 年起，学校新启动研究生国际化培养提升项目，以积

极推进研究生境外学习交流活动。 

一、选拔条件 

1. 本校正式注册在籍的全日制中国国籍研究生，原则上不含定向生

和委培生。 

2. 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身体

健康； 

3. 参加项目的研究生应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外语交流能力； 

4. 原则上每名研究生在读期间可获得一次本项目资助，学术成果特

别突出者，经批准可给予第二次资助，各类项目不能同时申报； 

5. 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曾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建设高水平

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但未获资助的。 

6. 申报本项目与申报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项目在派出时间上不得冲突。 

7.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资助： 

（1）在校期间受过处分，或有学术不端行为的； 

（2）研究生在毕业学期一般不予办理出国手续； 

（3）申请材料内容不齐备或申请材料中提供虚假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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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正在国（境）外学习的。 

二、资助办法 

（一）中长期境外学习项目 

1. 本项目 2019 年计划支持 200--300 名研究生赴本学科领域国际一

流大学或研究机构、我校“一带一路”农业合作中心国外共建院

校（见附件 1）、我校“一带一路农业教育科技创新联盟”成员院

校（见附件 2）等有长期合作基础的院校，进行 90天及以上的学

习交流。 

2. 每名获批研究生资助额度原则上不超过 5万元，包括： 

（1）一次性国际经济舱往返旅费； 

（2）参照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奖学金资助标准的三个月在外生活费

补助（见附件 3）； 

3. 如学习交流总预算超过 5 万元，超出部分由研究生所在学院、导

师及学生个人商议统筹解决。特殊情况须另行申请。 

4. 根据学校“双一流”建设方案，对下列项目优先支持： 

（1）向世界主流大学综合排名前 100 或相关学科排名前 10 名的

院校选派研究生； 

（2）学科、学院和导师能够提供配套资金支持； 

（3）已签署校级或院级合作协议，以及中外导师之间合作意向书； 

（4）教育部认定的 9个“双一流”建设学科和在第四轮学科评估

中被评为 B+的 5个学科所在学院申报的项目； 

（5）跨学院、跨学科申报的项目； 

（6）上一年度执行情况良好的项目。 

（二）短期境外交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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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学术会议项目：学校拟资助 50名左右优秀在读研究生赴境外

参加国际高水平的学术会议。主要资助一次往返国际旅费（限经

济舱）和会议注册费，最高资助额度为 1.5万元/人。鼓励学院对

所属学科领域内的国际学术会议进行认真筛选，并有组织有计划

的进行的派出工作。 

2. 国际比赛\竞赛\暑期学校以及专项项目：由学院以专项形式统一

组织研究生赴境外参加高水平国际竞赛或比赛，举办 A5学院短期

班、一带一路专题班、参加本学科内国外高水平研究生暑期（冬

季）学校等项目。国际竞赛/比赛主要资助一次往返国际旅费（限

经济舱），最高资助额度为 2.5 万元/人。国外暑期（冬季）学校以

及专项主要资助一次往返国际旅费（限经济舱）和在外生活费补

助，资助标准参考国家公派留学的相应标准。 

三、审批流程 

1. 本项目自指南发布之日起即可申报。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各学科、

学院、专业系、研究生导师、任课教师、研究生本人均可申请立

项。 

2. 项目第一次申报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11 日，第二次申报时间为 3

月 7日，此后申报视经费执行情况而定。 

3. 项目申请人填写《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国际化培养提升项目申报

表》（以下简称《项目申报表》，见附件 4），并附外方正式邀请函

或项目合作同意函，报学院指定负责的院领导审批。 

4. 学院审批通过的项目申报表等材料提交至研究生院，研究生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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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处进行校级审批。 

5. 经学院及校级管理部门审批通过的项目，需校内公示 5个工作日。 

6. 公示完成后，研究生通过学校“因公出访系统”填写出国（境）

基本信息和人员信息，按照学校因公派出工作流程办理派出手续。 

四、项目管理 

1. 对批准的项目实行动态管理，学校根据 2019年“研究生国际化培

养提升项目”预算额度和项目目标向各学院下达预算支出额度，

统筹全校预算，对项目执行效率和效果好的学院给予支持，对未

能按计划执行的项目收回预算额度。 

2. 各学院项目预算支出额度执行期限为 2019年 1月 1日至 11月 31

日，其中 6月底前要求执行完成 50%，9月底前要求执行完成 75%，

2019 年 11 月底前要求执行完成 100%。各学院于每年 12 月 10 日

前向研究生院、国际处提交项目总结。 

3. 对项目开展动态监测和成效评价，研究生院、国际处定期发布项

目执行进度情况信息。 

4. 所有境外交流学习项目均纳入学校研究生国际化培养提升项目库，

由研究生院和国际处共同加强指导和培育。 

5. 学校继续扩大与世界顶尖农业大学联盟 A5院校、世界综合排名前

100和涉农学科排名前 10院校的合作范围，并及时发布相关合作

信息。 

6. 鼓励学科、学院、专业系、导师等与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

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培养机制。 

7. 对合作效果显著的项目学校优先支持申报国家留学基金委“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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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乡村振兴项目”等专项。 

五、项目申报与管理联系人 

研究生院： 

史舟花 电话：62734296  邮箱：shizhouhua@cau.edu.cn 

国际处： 

常鑫   电话：62737983  邮箱 changxin@cau.edu.cn        

 

研究生院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2019年 3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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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我校“一带一路”合作中心及合作院校的名单 
 
 

序

号 

No. 

国别 

Nations 

合作中心名称 合作院校名称 

University Name 

1 阿尔巴尼亚 

Albania 

中阿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of Tirana 

2 特多 

Trinidad and 

Tobago 

中特农业创新园 The 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 at St. Augustine 

3 泰国 

Thailand 

中泰农业食品科技合作中 

心 

Kasetsart University 

4 坦桑尼亚 

Tanzania 

中坦农业发展联合研究 

中心 

University of Sukouin 

5 吉尔吉斯斯

坦 

Kyrgyzstan 

中吉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与塔里木大学三校共

建） 

Kyrgyz National Agrarian 

University named after K.I. 

Skryabin 

6 柬埔寨 

Cambodia 

中柬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与海南大学三校共建） 

Royal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7 波兰 

Poland 

中波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与吉林农业大学三校

共建） 

Poznan University of Life 

Sciences 

8 巴基斯坦 

Pakistan 

中巴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Parkist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Council 

9 罗马尼亚 

Romania 

中罗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University of Agronomic Sciences 

and Veterinary Medicine of 

Bucharest 

10 以色列 

Israel 

中以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11 巴西 

Brazil 

中巴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与海南大学三校共建） 

Universidade de São Pau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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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我校“一带一路农业教育科技创新联盟”成员国外院校 
 

序号 

No. 

国别 

Nations 

学校名称（英文） 

University Name 

1 阿尔巴尼亚 

Albani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of Tirana 

2 孟加拉 

Bangladesh 

Hajee Mohammad Danes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HSTU) 

3 保加利亚 

Bulgari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 Plovdiv; 

4 柬埔寨 

Cambodia 

Royal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5 加拿大 

Canada 

University of Alberta 

6 埃及 

Egypt 

Academ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 Technology 

7 加纳 

Ghana 

University of Cape Coast 

8 以色列 

Israel 

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9 吉尔吉斯斯坦 

Kyrgyzstan 

Kyrgyz National Agrarian University named after K.I. 

Skryabin 

10 立陶宛 

Lithuania 

Aleksandras Stulginskis University 

11 马拉维 

Malawi 

Malaw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2 马来西亚 

Malaysia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13 蒙古 

Mongolia 

Mongolian University of Life Sciences 

14 新西兰 

New Zealand 

Lincoln University 

15 新西兰 

New Zealand 

Massey University 

16 巴基斯坦 

Pakistan 

University of Sargodha 

17 Parkist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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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波兰 

Poland 

Wroclaw University of Environmental and Life 

Sciences, Poland 

19 Poznan University of Life Sciences 

20 罗马尼亚 

Romania 

University of Agronomic Sciences and Veterinary 

Medicine of Bucharest 

21 俄罗斯 

Russia 

Omsk Sate Agrarian University named after P.A. 

Stolypin 

22 Primorskaya State Academy of Agriculture 

23 南非 

South Africa 

Durb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4 塔吉克斯坦 

Tajikistan 

Tajik Agrarian University named Shirinsho Shotemur 

25 坦桑尼亚 

Tanzania 

University of Sukouin 

26 泰国 

Thailand 

Kasetsart University 

27 特多 

Trinidad and 

Tobago 

The 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 at St. Augustine 

28 多哥 

Togo 

University of Lome République Togolaise 

29 美国 

USA 

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 

30 赞比亚 

Zambia 

The University of Zamb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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