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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针对 M田A学位论文评审中的标准不够明晰问题
,

依据国家相关规定和 Mr A教育特点以及

国内外 Mr A学位论文要求
,

研究了 助田A学位论文评审指标体系的构成
,

研究成果对于国内加队试点院校
,

尤其

是新增院校 M田A论文评审工作具有较大参考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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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问题提出

我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 伽r A) 从 么义)1 年首届招生
,

2以左年春季人学
,

到么刃3年秋首批毕业生获得硕士学位
,

目前已完成三个教育周期
。

总体上看
,

MrA 论文评阅的标

准是清楚的
,

主要体现在各校对 Mr A学位论文的选题
、

形

式
、

内容
、

方法
、

字数
、

规范等均规定了一定的要求
,

有

些学校对相应的指标还斌予了权重要求
。

尽管如此
,

这些

标准在实践应用过程中还是基璐出一些问题
,

由于部分评

阅指标不够清晰
,

缺乏统一认识
,

在实践操作过程中评阅

人及导师往往带有各自的理解
,

导致对于同一篇论文的认

识常有较大的分歧
。

岌刃3年京津八校曾在天津召开 Mr A 学位论文研讨会
,

对 M田A 论文写作标准进行讨论
,

此次会议上天津大学还提

供了评阅书样本
,

但会议并未形成统一的规范性愈见
。

2以万年
,

全国 Mr A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处又组织专家精选

出 8篇具有示范作用的 M田A论文
,

对于今后全国MrA 论文

评价将起到相应的指导作用
。

但其具体标准仍有待于进一

步明晰
。

Mr A论文评审指标不仅承担着对已完成论文的评价职

能
,

更重要的是对未来论文的选题
、

研究与写作提供指引

和标准
,

直接关系到Mr A 的培养质t
。

随着 Mr A试点院校

的进一步增加
,

尽快规范 Mr A 论文评审指标和标准
,

是

M田A未来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

二
、

确立 Mr A 学位论文评审指标的基本

原则

公共管理硕士 (M口A ) 是作为专业学位从国外引人我

国的
。

19卯 年 5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 16 次会议通过的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设t 方案》明确指出
: “

公共管理

硕士专业学位同管理类其他硕士学位相比
,

处于同一层次
,

但类型不同
,

各有侧重
。

在培养目标
、

招收对象
、

课程设

t
、

培养方式以及知识结构
、

能力结构等方面有特定要求

和质t 标准
,

区别于教学
、

科研型人才的培养要求
,

强调

直接面向公共管理领城实施专业学位教育
。 ”

么刃1年国务院学位办在 《关于开展公共管理硕士

(Mr A) 专业学位试点工作的通知) 中对于 Mr A 的培养目

标及论文写作都提出了相应要求
,

其中关于 Mr A 的培养目

标界定为
“

培养从事公共事务
、

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研究

与分析等方面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

为政府部门和非

政府公共机构培养具有现代公共管理理论和公共政策索养
,

掌握先进分析方法及技术
,

精通某一具体政策领城的专业

化管理者和政策分析者
。 ”

MrA 学位论文是 加从学生培养过程中最后的环节
,

是

其相应知识结构
、

能力结构及水平的最高体现和最后检验
。

关于 初从 学位论文
,

试点通知提出的基本要求为
“

公共管

理硕士专业学位的学位论文选题要紧密结合政府部门与非

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实际
,

对公共管理领城存在的问皿进

行分析
、

研究并提出解决办法
。 ” “

对论文的评价应若1 考

虑学生综合运用所学公共管理及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知识解

决公共管理中实际问题的能力
。 ”

教师在整个论文的指导和

评阅过程中
,

都应将上述 MPA 培养目标贯穿于其中
,

其评

审指标的确立就是相关培养目标进一步具体化
、

明晰化的

过程
。

根据国务院学位办关于 Mr A培养目标和学位论文的相

关要求
,

MrA 学位论文评审指标的确立建立于以下基本原

则之上 :

(1) Mr A学位论文与教学
、

科研型论文水准处于同一

层次
,

但又各有侧重 ;

(2 ) Mr A学位论文的特色主要体现于其应用性
、

专业

性 ;

(3) M叮A学位论文应体现专业学位特点
,

有其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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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t 要求
。

三
、

M[PA 学位论文评审指标体系建立的

依据

建立指标的直接依据来自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

例》第五条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第八条的规定
。

根据上述规定
,

凡获得硕士学位的人员应

当达到下述学术水平 : 第一
,

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

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 第二
,

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 第三
,

对所研究的课题

应当有新的见解
。

这是对我国硕士水准的总体概括
,

也是所

有硕士学位论文应具水平的基本依据
。

从上述规定中可以

看出
,

我国硕士培养中的教学科研型及应用型的分类是非常

清楚的
,

两者在知识基础及论文的新见解方面要求相同
,

只

是在应具备的能力方面有侧重
,

教学科研型更注重从事科学

研究工作的能力
,

而应用型则更强调其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

能力
。

毫无疑问
,

Mr A学位论文的学术性要求应当低于教学

科研型
,

而应用性要求应当高于教学科研型
。

但水准相同

的指标如何构建
,

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

从硕士学位

论文的墓本要求来看
,

有关论文选题
、

文献综述
、

研究能

力
、

论文写作与规范应当是所有硕士学位论文普适性要求
,

Mr A学位论文也不应例外
,

但在指标内容上应当体现专业

学位的特色
。

从国外情况来看
,

在专业学位的考察中
,

对于知识的

系统性和荃础理论的扎实性方面要求并不突出
,

但对理论

与方法的应用却极为强调
。

此外对于文献综述的要求并不

突出
,

但对于文献资料查找获取及运用的能力则较为强调
,

对论文的格式有着严格的要求
。

川

考虑到我国 MrA 设里方案及试点通知的要求
,

我们认

为
,

M田A学位论文在选题上应当面向公共管理实际间题
,

在文献综述上应着重考察对政策发展和分析方法的了解
,

在研究能力上应重点考察运用先进的技术和方法综合分析

解决公共管理实际向翅的能力
。

所以
,

加队学位论文的评

阅指标应从论文选题
、

文献及政策综述
、

理论与方法
、

应

用性
、

综合分析能力
、

写作能力及论文规范方面建立可以

与教学科研型论文水准相同的基础评阅指标体系
,

指标内

容应当服从我国 MrA 培养目标并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和做

法
。

四
、

M[PA 学位论文评审的指标体系构建

(l) 论文选题

目前教学科研型学位论文的选题一般要求接触学科前

沿
,

具有较好的前睑性
、

新顺性
、

重要性
。

Mr A 论文主要

面向公共管理实践中的现实问题
,

其选题应当具有应用价

值
。

从这个愈义上而言
,

Mr A论文的选题应当尽可能是特

定公共管理领城的觅待解决的具体问题
。

刀】万年全国 Mr A

徽育指导委员会秘书处精选出的 8篇示范论文的选题就比

较清晰地表达了这样的导向
。

美国是 Mr A教育的发源地
,

也是职业教育最为发达的

国家
,

美国著名M[PA 院校对 M[PA论文一般都要求研究公共

行政领域中的实际问题
,

例如北卡罗莱那大学要求 Mr A 学

生的选题应当主要集中在以下 四个方面[ll : 第一
,

政策问

题的分析并提供政策建议 ; 第二
,

公法问题分析并提供行

政指导或建议 ; 第三
,

描述并分析公共管理的战略
、

方法

或趋势并提供建议 ; 第四
,

组织问题的案例研究
,

分析教

训并提供建议
。

因此
,

我们认为
,

劫口A学位论文选题的指

标内容应为
:

面向当代公共管理实践问题
,

具有理论意义

或实际意义
,

有新意
。

(2 ) 文献综述

目前我国已有专业学位 巧 种
,

其中工程硕士
、

工商管

理硕士最为广泛
。

多数大学在 MB A 的评审过程中
,

并未对

文献综述提出要求[2]
,

虽然不少大学工程硕士论文的评审

有文献综述要求
,

但也适度降低 [3]
。

从全国首批公共管理

硕士 (Mr A) 试办院校对 Mr A学位论文的评阅要求来着
,

可以分为明确要求和无明确要求两大类
,

在有明确文献综

述要求的学校中其要求程度不一
。

我们认为
,

无论是教学科研型还是应用型学位论文
,

其研究工作都应当在前人取得成果的基础上展开的
,

从科

学研究的内在规律来着
,

创新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完成的
,

因而对相关领域的文献进行广泛阅读是十分必要的
。

但相

对加从学生来讲
,

其学位论文的主要目的是分析解决公共

管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

因而应不必要求其对相关研究领

域的学术动态有深人了解
,

但对相关领域政策发展
、

事实

材料以及分析问题所运用的方法应有较为充分的了解
,

这

也是良好理论素养和政策素养的体现
。

同时
,

文献阅读的

广泛性也可以通过论文的其他工作如注释及参考文献体现

出来
。

所以
,

对 Mr A 学位论文文献综述的要求应界定为 :

了解本领域研究现状
,

本领域政策现状及发展 (案例报告

应描述案例背景)
。

(3) 理论与方法

作为专业学位
,

Mr A 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应用性
,

即运

用相关公共管理理论与方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
,

同时具有

专业性
,

这种专业性一方面是指 MrA 面向特定的职业背

景
,

所培养的人才应当精通某一特定领城的公共政策
,

另

一方面是指 M田A学生具有专业化的技能
,

运用先进的技术

及方法应对公共管理实践中的具体问题
。

理论与方法在国外的 Mr A 实践中极受重视
,

贯穿于整

个培养过程中
,

甚至成为其基本目标
。

如美国锡拉丘兹大

学马克斯维尔学院明确规定其加队 培养的核心要求为以下

三点 : t’1 第一
,

政策分析的具体技术或知识 ; 第二
,

项目管

理领域的技术或知识使学生能够将在认真分析基础上得出

的最好解决方案运用于实际 ; 第三
,

理解公共部门和制度

的运作背景
。

普林斯顿大学伍德威尔逊学院将其培养目标

描述为
“

通过教会学生精深的分析技术使其能够熟练地应

对复杂的分析和评估
” [,] 美国德拉瓦大学要求 Mr A 论文不

必进行原创性的研究但是应能将下列 (但不限于下列 ) 方

法运用于自身研究 : [6] 第一
,

成本收益分析法 ; 第二
,

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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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t ; 第三
,

调查
、

问卷及访谈 ; 第四
,

案例研究
。

正是

在这种思想和目标的指引下
,

美国大学对 M[PA论文写作特

别强调学生对于理论及方法的描述和运用
,

甚至强调用专

章阐述其分析问题的方法论
。

对于应用型学生来说
,

与学术型学生不同之处在于并

不要求其对于方法论有原创性的研究
,

而是更加强调其将

方法运用于实际工作并解决实际问题
。

因而针对不同的问

题选择恰当的方法十分必要的
。

这些方法主要包括两个方

面
,

一是分析问题所运用的方法
,

二是在分析过程中资料

收集和整理的方法
。

对于应用型学生而言
,

资料和信息的

收集不应只来自于图书馆或现有的资料
,

而应有来自于原

创性调查的数据
。

在 M田A培养过程中
,

我国只有少数大学将理论与方法

作为其论文评审的一项重要内容列人 Mr A学位论文评审要

求中
,

说明各高校对于方法论的重视程度不够
。

20 世纪 即

年代以来
,

我国政府改革实践的主题之一就是管理的科学

化
,

建设科学决策
、

高效运作的政府
。

当前我国政府管理

和决策还存在一定程度的随愈性
,

培养学生科学思维和运

用科学方法的能力就显得更为迫切和紧要
。

根据国内外

加队实践的基本经脸和做法
,

理论与方法的指标应为 : 运

用公共管理相关理论与方法
,

方法适当
,

进行原创调查并

运用其调查数据
。

(4) 应用性

应用型人才与教学科研型人才的区别似乎人尽皆知
,

但仔细思考却常无所适从
。

事实上
,

应用性研究与纯科学

研究常常难以区分
,

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和发展
,

纯科学

研究与应用性的研究并不能截然分开
,

从一定的角度看似

乎是纯科学研究
,

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许就是应用性研究
。

[7]

应用性究竟如何体现
,

并不是 加队培养过程中已经解

决了的问题
。

事实上
,

恰恰相反
。

在所收集到的全国加队

试办院校的评阅书中
,

只有吉林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等少

数学校对论文的应用性提出了明确要求
。

根据 R 刃 S双t

c心
r 的观点

,

[s] 与纯科学研究理论聚焦性 (d峨叮
‘

奴皿日)

不同
,

应用性研究是成果聚焦型 (. 吐侧笼侧卜奴业目 ) 的
,

对

于纯科学的研究往往是受到科学家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激发
,

而应用性研究的动力则主要来 自于解决现实问题的播求
。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

应用性所包含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

面 : 一是应用的对象
,

即研究成果适用于何类主体或何种

领域
。

对于应用性论文而言
,

摇要解决的间题应十分明确
,

其成果的应用主体也应当特定
。

二是应用的内容
,

即研究

成果是否具有可操作性
。

三是应用的效果
,

即研究成果是

否能够解决预设的问题
,

即具有应用价值
。

所以
,

Mr A 学

位论文的应用性指标应为 : 应用对象 (中央政府或部门
、

地方政府或部门
、

非政府公共组织或行业 )
,

可操作性
,

经

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

(5) 综合分析能力

所谓综合分析能力是指 M田A学生综合运用所学公共管

理理论与方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

从国外实践来粉
,

考察这一能力的关健不在于学生掌握知识与方法的深度
,

而在于其综合分析的过程和结论
。

根据科学研究的一般规

律
,

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际问题的分析
,

都应遵循假定

一分析一推论及验证一结论的基本路线
,

学生写作学位论

文的过程
,

也就是将所研究问题纳人这一框架之下
,

运用

所学理论进行分析并整合相关数据资料得出具体结论的过

程
。

这一过程
,

体现着科学思维具体应用
,

是提升学生分

析能力解决问题的重要环节
。

对比国内各校目前对 Mr A 的论文要求
,

对于分析能力

都有要求
,

但总体上内容抽象
,

标准不够清晰
。

因此
,

应

将综合分析能力指标进一步明晰化
,

更准确地反映论文的

分析工作
。

所以
,

综合分析能力的指标应为
: 概念明确

(问题界定清晰)
,

论证充分
,

结论经过脸证
,

新见解或成

果
。

(6) 写作能力

由于写作能力与公务员职业要求密切相关
,

有关部门

曾多次呼吁 助田A 院校应加强政府部门对公务员写作能力的

培养
,

因而对写作能力的评价应能反映公务员的职业特点
,

除了逻辑
、

结构严谨和文字通顺以外
,

应当把文字精炼作

为论文评阅的要求
,

因为用最精炼的语言将所研究的问肠

阐述清楚到位
,

是我国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技能
,

这也

是实现行政高效率的必然要求
。

目前我国 MPA学生多数为在职学习
,

学制为 2 一 4 年
,

其论文工作最一般为半年
。

设工方案同时规定了 加从 论文

的多种形式
。

Mr A的字数
、

写作深度均应与此相适应
。

美

国多数 Mr A培养院校对于 Mr A学生并投有要求与我国类

似的学位论文
,

除准备进一步深造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孺

要做学术论文之外
,

其他 Mr A学生结合相关课程在老师的

指导下结合实习完成一箱课程论文 (. 声四比 脚p 叮) 即可
。

目前我国教学科研型硕士论文一般在 3 一 5 万字
。

Mr A试点

院校一般要求 2 一 3 万字
。

我们认为论文字数控制在 3万宇

左右是合理的
。

既保持目前国家对硕士论文的基本要求
,

也反映了和从学位论文的实际情况
。

(7) 论文规范

论文规范是研究生学风养成的基本要求
,

文字表述与

图表的规范和参考文献的规范也是职业化训练不可缺少的

一环
。

根据上述分析结论
,

我们可以得到 Mr A论文评审的指

标体系
,

见图 lo



孙多勇等
:

公共管理专业硕士 (MPA) 学位论文评审指标体系研究

论文选屁

面向当代公共管理实践问翅

具有实际愈义或理论意义

有断愈

文献综述

了解本领城研究现状

本领城政策现状及发展 (案
例报告应描述案例背景)

MPA

理论与方法

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掌拐

运用公共管理相关理论方法

方法选择及运用适当

进行调查并运用其调查数据

综合分析能力

概念明确 (问月界定清晰 )

论证充分

结论经过脸证

新见解或成果

应用性

应用对象明确 (公共部门)

可操作性

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标体系评指位文审论学

写作能力

逻辑
、

结构严道

文字通顺
、

精炼

论文规范性
圈衰规范

参考文献 (中外文) 广泛

图 1 公共管理硕士 (MrA) 学位论文评审指标体系

备注
:
指标的权重分配可采取均衡与非均衡两种方式

,

根据强调重点不同而取舍
。

结论

本文从 MPA 的培养目标及与教学科研型研究生的共性

和差异人手
,

结合国内外 MPA 发展
,

分析确立了 M田A 学位

论文评审的指标体系
。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 :

1
.

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论文的基本水准与教学科研型硕

士论文相同
。

主要表现在对于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掌握

和及论文的独立见解 (新见解)
。

此外论文的格式规范要求

也大体相同
。

2
.

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论文主要特色体现于其专业性及

应用性
。

即学生对于公共管理理论与方法的专业运用及对

于特定公共管理领城现实间题的分析和解决
。

3
.

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论文在字数上可适当低于教学科

研性论文要求
,

其形式上应多样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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