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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培养年限与学位论文质量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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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通过对我校 2田 1 年至 2以巧 年上半年博士学位论文评阅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

研究培养年限

与学位论文质量相互间的关系
,

并探讨了 目前博士生培养年限延长的原因和我校下一步将在博士生培养方面采

取的举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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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从 2(X X) 年开始进行博士研究生扩招
,

2(X) 3 年以后

基本稳定在每年 闷伪人左右的招生规模
。

按照研究生培养

规律
,

近两年应该是招生规模扩大后面临的博士生毕业高

峰期
,

但在实际的日常学籍管理过程中发现
,

超过 50 % 的

博士生无法在 4 年内按期毕业
,

而且随着年级的推移
,

超

年限培养的博士生比例越来越大
。

近期
,

我们通过对博士

学位论文评阅成绩 (平均分
,

优秀率 ) 与学习年限做相关

分析
,

试图揭示其中蕴藏的深刻规律
,

为下一阶段培养方

案中博士研究生学习年限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

我校规定博士生的学习年限为 3 一 4 年
。

近年来博士生

毕业数据显示
,

按期毕业的博士生比例越来越小
,

呈现逐

年下降的明显趋势
。

我们于 2(X拓年 7 月统计了 2(XX) 级
-

2加3 级的博士生招生及毕业情况
,

虽然 2(X) 1 级和 2(X犯 级

博士生招生规模在 2(X X) 级基础上扩大了一倍
,

但 2(X X) 级 -

2(X犯级的博士生在 3 年
、

3
.

5 年和 4 年这三个时间段上毕业

的人数基本相同
。

各年级在 4 年内 (包括 3 年
、

3
.

5 年和 4

年三个时间) 毕业的百分比情况为
: 2(X刃 级 46 %

,

2(X) 1 级

27 %
,

2(X) 2 级 22 %
,

逐年下降幅度很大
。

一
、

博士生培养年限现状 二
、

学位论文质量与培养年限关系研究

博士生从人学到获得博士学位的年限即培养年限
。

在法 我们对 2(X) 1 年
一 2(X 巧 年上半年参加论文评阅的 6男位

国取得博士文凭平均为 3 年 ; 英国一般学校规定哲学博士学位 博士生的 以刃5 份普通论文评阅意见和 70 1 位博士生的 1卯l

修业 3 年
,

但大多数学生用 3 5 一 4 年 ; 德国的博士生取得博 份双盲论文评阅意见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

士学位平均需 4 3 年
,

工科博士生需用 5. 3 年 ; 美国学生从学 (一 ) 学位论文评阅成绩分析

士学位到博士学位 (相当于我国的本 一硕 一博连读的年限) 的 按学习年限对博士学位论文专家评阅成绩进行平均分

平均年限为 10
.

8 年
,

其中工程领域的年限为 9 .0 年
。

按本
一

硕 统计
,

分析各学习年限段毕业的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水平
。

年限为 5
.

5 年计算
,

则工程领域的博士生年限为 4. 5 年
。

国内 表 1是专家普通评阅成绩与学习年限关系统计表
,

表 2 是

知名大学一般将博士生的基本学习年限规定为 3 年
。

专家双盲评阅成绩与学习年限关系统计表
。

表 1 普通评阅成绩与学习年限关系统计表

学学习年限限 333 3
.

555 444 4
.

555 555 5
.

555

平平均分均值值 卯
.

3如 777 89
.

8 13555 89
.

86 1555 89
.

503 111 89
.

仪刃333 89
.

27 0222

平平均分标准差差 2
.

246 888 2
。

17 1111 1
.

786 111 2
.

479 111 2
.

23 7333 2
.

印 3666

优优秀率均值值 0
.

6 17666 0
.

49 3000 0
.

5 11222 0
.

533666 0
.

47 8444 0
.

铭佣佣

优优秀率标准差差 0
.

244 999 0
.

267 111 0
.

25 1 111 0
.

28 3000 0
.

279777 0
.

去科777

表 2 双盲评阅成绩与学习年限关系统计表

学学习年限限 333 3
.

555 444 4
.

555 555 5
.

555

平平均分均值值 87
.

888 111 87
.

125 111 86
.

望趁000 86
.

195 111 84
.

854 111 86
.

lm 999

平平均分标准差差 4
.

85 6111 4
.

23 3333 4
.

05 5777 5
.

227333 5
.

5 13 111 3
.

883()))

优优秀率均值值 0
.

357 111 0
.

么抖222 0
.

28 1333 0
.

33 3333 0
.

2 07 222 0
.

23 5333

优优秀率标准差差 0 35 %%% 0
.

2华刃刃 0
.

295777 0
.

3 13 111 0
.

28 1111 0
.

287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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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放怀等
:

博士生培养年限与学位论文质量关系研究

1
.

平均分均值与学习年限的关系

根据表 1 和表 2 的统计数据
,

绘 出普通评阅与双盲评

阅平均分均值与学习年限关系条图 (图 1
,

图 2)
。

从图中

可以看出
:

普通评阅与双盲评阅平均分均值都随着学习年

限的延长呈现下降趋势
。

同一学习年限段上
,

普通评阅成

绩的平均分均值高于双盲评阅成绩平均分均值
,

其差值为 2

至 4 分不等
。

说明普通评阅受到了一些非学术因素的影响
,

评分标准宽松些
。

虽然两个均值间存在差异
,

但两种评阅

方式的平均分均值与学习年限关系的走势是一致的
。

也就

是说
,

如果普通评阅的均值高
,

则双盲评阅的均值也高
。

如在第 3 年上
,

两种评阅方式的均值都是最高的
。

相反
,

如果普通评 阅的均值低
,

则双盲评阅的均值也相应降低
。

如在第 5 年上
,

两种评阅方式的均值都是最低的
。

两类评

阅方式的专家给出的平均值的一致性
,

说明专家对于博士

学位论文的水平判断是相同的
,

统计结果是可信的
。

2
.

平均分标准差与学习年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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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普通评阅平均分均值与学习年限关系图

我们对每个毕业时间段上的学位论文评阅成绩的平均

分计算标准差
,

分析同一批次学位论文水平的差异 ; 通过

比较第 3 年至第 5
.

5 年六个毕业批次的平均分标准差
,

分析

不同批次的学位论文总体水平的差异
。

标准差越小
,

表明

专家对论文水平的争议越小
,

评阅成绩分布相对集中
。

图 3 和图 4 分别是普通评阅与双盲评阅平均分标准差

飞丁一一扩一节布一一育一一菊厂
- 下犷-

飞摘 - 云
学习年限

图 2 双盲评阅平均分均值与学习年限关系图

与学习年限关系条图
。

从图中可以看出
:

第 4 年毕业的博

士生学位论文平均分标准差最小
。

前 4 个批次 (从第 3 年

至 4
.

5 年 ) 的普通评阅与双盲评阅平均分标准差走势一致
,

先下降后上升
,

第 4 年是谷底
。

说明评阅专家对第 4 年毕

业的博士生的学位论文水平争议最小
,

也就是说这一批次

的学位论文质量差异最小
,

博士生学术水平基本相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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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双盲评阅平均分标准差与学习年限关系图

图 7 为普通评阅平均分与优秀率的相关系数曲线
,

可

以看出
,

平均分值与优秀率相关系数随年限波动很小
,

均

在 0
.

8 上下
,

幅度不超过 0. 05
。

因此
,

在六个时间段上
,

评阅成绩的平均分均值与优秀率的相关程度基本一致
。

图 8 显示
,

均值与优秀率的散布度曲线在第 4 年 出现

最低值 (0. 9)
,

第 5
.

5 年达到最高值 (1
.

35 )
。

即第 4 年毕

业的博士生论文的评阅成绩与优秀率的分布最集中
,

这一

批次学位论文质量相互间的差距最小
。

三
、

学位论文质蟹与培养年限关系分析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
,

我们发现在多批次的论文评阅中
,

普

通评阅与双盲评阅的评阅结果
—

综合成绩和评优结论

�

沪
‘

,‘

-了
尸�

攀习年限

图 3 普通评阅平均分标准差与学习年限关系图

(二 ) 学位论文优秀率与学习年限的关系

我们按学习年限段统计评阅专家给出的总体评价结论
,

计算出每批次学位论文的优秀率
。

图 5
,

图 6 为学位论文的

普通评阅与双盲评阅优秀率与学习年限关系图
。

如图所示
:

普通评阅与双盲评阅优秀率与学习年限的关系曲线走势一

致
。

若普通评阅的优秀率高
,

则双盲评阅的优秀率也高
。

如第 3 年明评的优秀率是最高的
,

为 0
.

6 176
,

则第 3 年盲评

的优秀率也是最高的
,

为 0
.

3571
。

第 3 年的学位论文优秀率高出其它学习年限的优秀率

很多
。

也就是说第 3 年的学位论文 比其它年限的论文更优

秀
。

虽然第 3
.

5
、

4 和 4
.

5 年的学位论文没有第 3 年的成绩

突出
,

但相互间优秀率变化不大
,

论文水平基本相同
。

(三 ) 普通评阅平均分均值与优秀率的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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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评阅优秀率与学习年限关系图 图 6 双盲评阅优秀率与学习年限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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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平均分与优秀率的相关系数曲线

—
的总体趋势一致

,

也就是说普通评阅与双盲评阅的评

阅专家对论文水平的总体评价是一致的
。

因此
,

数据源是

有效的
、

可分析的
。

我们通过对平均分均值与学习年限关系
、

学位论文优

秀率与学习年限关系等分析
,

发现
:

(l) 博士学位论文水平随着学习年限的延长呈现下降趋

势 ;

( 2)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随着学习年限的增长而逐渐减

少 ;

( 3) 第 3 年毕业的博士生论文总体水平高
。

我们通过对平均分标准差与学习年限的关系
、

论文优

秀率标准差与学习年限关系等分析
,

发现
:

第 3
.

5 年至 4
.

5

年间毕业的博士生学位论文水平差异较小
,

总体水平接近
。

‘ .

主
举习年限

四
、

思考与对策

(一 ) 培养年限延长原 因分析

1
.

导师对博士生的指导力度下降

2仪刃年以来
,

我校博士生招生规模逐年扩张
,

在短期

内出现了博士生导师数量不足的局面
,

部分导师每年招收 4

一 5 名左右的博士生
,

几年后部分导师名下就有近二十名博

士生
。

而每个导师的经费和精力都是有限的
,

所指导博士

生数量的不断增加
,

导致了导师对每位博士生的指导力度

下降
。

另外
,

部分新增博士生导师
,

由于指导经验不足
,

对博士生的指导不到位
。

2
.

扩招后博士生整体水平相对下降

虽然博士生招生规模扩大了
,

但博士生生源仍主要来

源于我校在读硕士生
,

而我校硕士生和博士生 比例大约为

2. 5 : l ,

相比于全国的5 : l或美国的 10
: 1 ,

我校可供选择

的优秀生源比例相对减少
。

因此
,

我校生源总体质量相对

图 8 平均分与优秀率的散布度 ( 1 倍标准差 ) 曲线

有所下降
。

3
.

科研任务繁重

博士研究生是科研课题研究的生力军
。

学校承担的大

量的科研任务都是博士生参与完成的
。

大部分博士生要进

人导师的课题组做 2 一 3 年科研课题
,

期间
,

繁重的科研任

务使绝大部分博士生无法开展学科前沿的研究工作
,

甚至

有的长时间限于一些低水平横向开发项目上
。

(二 ) 3 一 4 年的培养年限规定比较合理

我们通过前面的学习年限与毕业人数关系统计
,

发现博

士生主要集中在 3
.

5 年至 4
.

5 年间毕业
,

在这三个时间段上

毕业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76 % ; 通过学位论文质量与培养年限

关系研究
,

发现第 3
.

5 年至 4
.

5 年间毕业的博士生学位论文

水平差异较小
,

总体水平接近
。

根据上述分析
,

我们认为将

博士生的学习年限规定为 3 一 4 年是比较科学合理的
。

(三 ) 适当延长第三年毕业的博士生的学习年限

根据学位论文质量与培养年限关系研究
“

第 3 年毕业的

博士生论文总体水平高
”

的结论
,

应考虑适当延长第三年

毕业的博士生学习年限
,

让他们有更充裕的时间对课题进

行深人研究
,

总结研究成果
,

撰写更优秀的学位论文
。

( 四 ) 逐步从严控制博士生超年限培养

目前
,

在培养过程中被淘汰的博士生极少
,

基本上是
“

零淘汰
” 。

博士生培养是一个长达好几年的最高层次的人

才培养过程
,

对博士生培养需要实施过程管理
。

除加强中

期考核外
,

还需要在论文开题
、

论文中期检查
、

论文评阅

等环节加强管理
,

对因主
、

客观原因而无法开展论文研究
、

无法在规定的培养年限内完成学位论文的博士生实行淘汰
。

通过严格执行博士生培养管理过程中的淘汰机制
,

逐步减

少超年限培养的博士生数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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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版阶段的数字校报
,

是数字校报的初级阶段
。

主

要是将校报的全部内容转化为电子讯号或是把报纸的内容

建立电子资料库
。

这一阶段的数字校报在内容上基本就是

文字版的翻版
。

但它是超文本
、

可链接
、

便于查询
、

复制

和保存
,

占用的存贮空间少
,

对机器性能和网页制作要求

不高
。

缺点是功能单一
,

内容单薄
、

互动性差
。

不少校报

电子版仅为几个网页
,

挂在大学主页上
。

由于不少数字校

报内容均来自纸质校报
,

因而内容更新慢
,

在时效性方面

与纸质校报相比并没有显示出应有的优势
。

这一阶段的数

字校报主要解决了一个校报网上发布问题
,

一般应用于校

园内的局域网
。

网络版时期的数字校报通常有两种表现形式
,

一是各

高校校报独自的校报网站
,

一是依托高校网络中心建立的

高校新闻网
。

这一时期的数字校报
,

不论是单独的网站
,

还是与其他校园媒体整合在一块的校园新闻网
,

在内容上

比文字版要更为丰富
。

与校报相关的文本阅读
、

图片浏览
、

在线调查
,

师生感兴趣的音乐
、

文章
、

动漫等都可能涵盖

其中 ; 网站或新闻网的基本功能也增加了不少
。

一般都设

有投稿系统
,

编排系统
。

可以实现模糊查询
、

在线咨询
、

阅读统计
、

访问统计
,

检索
、

BBS
、

网上调查等
。

编辑与受

众之间的互动交流得到了加强
。

数字校报不仅丰富拓展了

纸质校报的内容
,

还为纸质校报的编排
、

出版提供了便利
:

网上来稿增加了投稿渠道
,

使编辑能快速及时收到稿件
。

对于多校区的综合大学
,

较好地解决了来稿时效性和便捷

性的问题
。

同时
,

电子来稿省去了编辑的录人工作
,

减轻

了编辑的工作量
,

提高了编辑的工作效率
。

交互性增强
,

使编辑
、

记者能及时了解校园内的最新动态
,

对报纸质量

能及时跟踪
,

有助于工作的改进
。

同时
,

各高校之间的数

字校报也通过互联网增进交流与互补
,

横向联系增强
。

这

时期的数字校报对纸质校报起到的是一个辅助
、

提升的作

用
。

它不仅解决了网上发布问题
,

还解决了文本传输
、

网

上编排等问题
。

这一阶段的数字校报不仅应用于校园内的

局域网
,

更多地开始面向互联网
,

对于上网机器性能和办

公自动化有了一定要求
。

目前
,

我国高校数字校报大多处于第一阶段和第一阶

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
。

第三阶段门户网站阶段是数字校报未来发展方向
。

互

联网上的媒体需要它自己的模式而不是沿袭传统的报纸模

式
,

如台湾联合报上网
,

不仅重新对新闻进行 了分类
,

而

且改名为联合新闻网 ; 同时利用电子邮件来发送新闻
。

台

湾的 代 ho m e

每天就发送一百三十万份以上的邮件
,

这也

是一个巨大的广告收人来源
。

任何一家成熟的报纸网站都

不应该仅仅提供新闻
,

而应结合本报特色提供丰富
、

实用

的服务
,

从而吸引网民
。

报道新闻和提供服务二者相辅相

成才能把报纸网站办好
。

当报纸的网站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应当多在服务上下工夫
。

可以提供各种形式的电子商务

(不单指网上买东西 )
。

除了新闻外
,

网络版是否可能成立

一个商务网和服务网? 如新加坡的联合早报成立了一个全

球华商网
。

现在世界上各大报纸网站发展的趋势都不仅仅局限于

新闻
。

如华尔街 日报就提出了All In o的e 的 口号
,

把更多的

东西放在网站上
,

让读者在网站上停留更多的时间
。

表 1 数字校报发展三个阶段的比较示意表

电电电子版时期期 网络版时期期 门户网站时期期

平平台台 局域网网 局域网
、

互联网网 局域网
、

互联网网

功功能能 单一一 较强强 强大大

互互动动 弱弱 较强强 强强

内内容容 少少 较丰富富 丰富富

形形式式 网页页 网页
、

网站站 网站站

因此
,

校报信息化的发展趋势
,

就是促进数字校报向

门户网站的阶段发展
,

使数字校报和纸质校报同步发展
,

优势互补
,

最终达到报网合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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