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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是如何影响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
———以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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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本科毕业论文写作中，指导教师是影响毕业论文质量的重要因素。本文以上海
财经大学金融学院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本科毕业论文为研究对象，结合调查问卷数据，应用多元回归
模型和条件Ｌｏｇｉｓｔ模型，研究了指导教师对本科毕业论文质量影响的方式与渠道。研究发现，指
导教师能力和重视程度对论文质量均有显著影响，其中，指导教师的重视程度是最主要因素；

教师对本科毕业论文的影响体现在选题、文献阅读、基础知识、研究方法、逻辑规范、创新性

以及工作量与工作态度七个方面；教师能力越强、重视程度越高，学生写出高质量毕业论文

（优良）的概率越大；指导教师不重视是造成学生毕业论文成绩差 （６０
!

７０分）的最主要因素，
其影响程度大于学生自身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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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本科毕业论文写作是大学本科教育中的必要

环节，也是本科生在校期间投入精力最大、持续

时间最长的一项工作。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高低

不仅是学生学习效果的综合体现，也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高等院校的教育、教学水平，是学科人

才培养及教学质量评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１］第四条对学士学位

授予条件要求，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不仅需要较

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

技能，还应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

术工作的初步能力。可见本科毕业生不仅要掌握

基本的专业理论基础，还应具备初步的科研工作

能力。虽然能力的培养贯穿于四年本科学习中，

但不同于一般的课程学习，毕业论文写作更注重

培养学生逻辑思维及学科知识综合运用能力，是

培养学生科研能力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方法与手

段。通过完整的毕业论文写作训练，能够培养学

生综合运用学科知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帮助学生树立科研意识，提升创新精神与创新能

力，为社会工作或进一步研究学习奠定科研基础。

但是，近些年多数高校毕业论文质量出现了

明显滑坡的现象，主要表现在，论文选题偏大偏

空、内容宽泛陈旧；论文写作缺乏逻辑性，条理

不清、层次不明、语句不通的现象较为普遍；有

的论文缺少文献综述、基础知识应用不当、写作

不规范，有的论文没有个人观点和见解，缺乏必

要的分析和评论；更有甚者，个别毕业论文出现

抄袭、伪造、代写、买卖等违纪问题。出现这些

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有：用人单

位对本科毕业论文不重视，客观上导致了本科生

对毕业论文不重视；高校有关毕业论文的管理趋

向弱化；部分学生对毕业论文不重视及研究与写

作方面能力较差；部分指导老师对本科毕业论文

的指导不重视及其业务能力差、指导水平不高等。

在这些影响因素中，指导教师具有特别重要的作

用，因为，在毕业论文写作中，指导教师参与了

从选题、初稿审阅、修改及评定等全过程。因此，

指导教师的科研水平、指导能力及责任心和重视

程度是影响毕业论文质量的主要因素。但教师因

素与学生因素又存在本质不同，教师主要起指导

作用，是外因，而学生是毕业论文写作的主体，

是内因。可见，研究指导教师因素对本科毕业论

文质量影响、影响渠道以及对毕业论文的影响范

围对于提高本科毕业论文质量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引起了许多学者及教育工作者的关注与研究，取

得了大量研究成果。

徐海成等认为部分教师对论文指导投入不够，

把关不严、教师责任心不强是影响毕业论文质量

的重要因素［２］。文莉和谢荷锋认为指导教师的能

力对最终论文的质量有显著影响［３］。王军芳认为

部分指导老师责任心不强，对本科毕业论文不够

重视，所带学生过多、论文指导欠缺及指导能力

不足是毕业论文质量下滑的主要原因［４］。持同样

观点的还有：钱兵等认为指导教师能力差 （学术

水平低下）和责任感缺失是造成本科生毕业论文

存在问题的主要因素［５］。黄翠红和李彬认为教师

指导能力、重视程度，对学生要求不严，是影响

学生毕业论文质量的关键性因素［６］。闵锐、盛欣

和李谷成认为指导教师相对独立，不能发挥团队

合作力量，指导积极性不高，且年轻教师能力不

足是影响论文质量的主要因素［７］。田利君和王景

博通过研究发现教师职称对论文的学术性和创新

性有显著影响［８］。

从已有文献看出，几乎所有的研究都认为指

导老师责任心 （重视程度）及能力 （科研水平和

指导能力）是影响毕业论文质量的主要因素，教

师责任心不强、对毕业论文不够重视、科研能力

与指导学生能力不足、教学和科研任务繁重是导

致本科毕业论文质量下滑的主要原因。但现有研

究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不足：第一，多数研究是

根据经验进行的定性研究，个别文献进行了一定

的定量研究，但主要是根据调查表格进行，很少

有根据毕业论文本身数据及调查表格相结合的实

证研究；第二，很少分析指导老师重视程度与能

力对毕业论文质量影响的差异及相对重要性；第

三，很少分析指导老师因素对本科毕业论文质量

影响的渠道及方式；第四，没有分析指导老师对

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影响范围及影响程度，即对

不同类型本科毕业论文 （如优、良、中、及格）

的影响程度。这些问题对从指导老师的角度提高

本科毕业论文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根据已有的研究文献，从指导教师因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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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毕业论文的因素主要有指导教师的责任心

（重视程度）及其能力 （科研水平和指导能力）两

方面因素。

（一）指导教师的科研水平与指导能力对毕业

论文质量的影响

指导教师能力对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影响取

决于指导教师的科研水平与指导能力两个方面。

虽然本科毕业论文对创新性的要求远低于研究生

论文或期刊发表论文，但同样需要体现学生对学

科发展最新理论、新方法的理解与应用。本研究

于２０１８年５月对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２０１８届毕
业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在进行论文选题时，

大部分 （９４０％）学生是在与指导教师充分讨论
后确定论文研究内容，如果教师自身研究水平不

高，对金融研究的最新成果不了解，很难指导学

生选出有意义的、具备研究价值的论文题目；此

外，本科学生研究水平毕竟有限，很难独立完成

论文研究工作，在论文写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如多数学生 （５６９％）认为论文写作中遇到最大
的困难是模型建立与实证分析）都需要教师进行

指导，如果指导教师自身研究能力不足，仅仅让

学生自己完成论文写作，很难写出高质量论文，

因此，指导教师能否指导出高质量本科论文，其

本身研究水平是基础。

除指导教师本身研究能力外，对学生的指导

能力也是影响毕业论文质量的重要因素，因为，

在高校，特别是像上海财经大学这样的学校，指

导教师一般都具有博士学位，都有较强的研究能

力，但有些教师 （特别是年轻教师）没有指导学

生毕业论文的经验，因此，也不能很好指导学生

撰写出优秀毕业论文。许多学者研究表明指导教

师的能力是影响毕业论文质量的主要因素［９－１０］。

为此，本文提出假设１：
Ｈ１指导教师个人能力对毕业论文质量有正向

影响：个人能力越强，指导学生毕业论文质量

越高。

（二）指导教师重视程度对毕业论文质量的

影响

从理论上讲，指导教师对学生毕业论文的重

视程度是影响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重要因素，因

为，如果指导教师对学生毕业论文非常重视，他

会从论文开题到答辩各个环节对学生进行认真指

导，会组织开题报告，指导学生文献阅读，协助

解决论文写作过程中的一切问题，认真阅读论文

初稿，提出修改意见，并对修改稿进一步提出修

改意见，组织预答辩等，同时，教师对毕业论文

认真负责，也会影响学生对毕业论文的态度，提

高学生对毕业论文的重视程度，这样论文质量就

会提高；反之，如果教师不重视毕业论文，就不

会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不会认真指导学生撰

写论文，甚至对于论文简单的错误都提不出，这

种态度也会影响学生写作毕业论文的积极性，降

低学生写作论文的重视程度，这样的论文一般不

会是优秀的毕业论文。许多学者研究表明指导教

师对毕业论文的重视程度和责任心是影响毕业论

文质量的主要因素［１１－１２］。

尽管教师的个人能力和重视程度都是本科毕

业论文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但从目前的教师结

构看，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绝大多数，因此，

从科研能力方面，指导教师并没有明显差异；虽

然由于工作时间较短、指导经验不足，使得部分

教师指导能力较弱，但完全可以胜任本科论文的

指导工作。由此可见，指导教师的重视程度对论

文质量的影响应当比个人能力更重要，据此，提

出假设２：
Ｈ２指导教师对毕业论文重视程度越高 （责

任心越强），毕业论文质量越高，且影响程度大于

教师能力对论文质量的影响。

（三）指导教师对本科毕业论文质量影响的

渠道

在整个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指导教师对

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影响是通过毕业论文各环节

对学生的影响实现的。文莉和谢荷锋［１３］把整个论

文写作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即选题与开题阶段、

资料与技术准备阶段、论文写作阶段、答辩申请

阶段和论文答辩阶段。他们发现，指导教师在选

题与开题阶段、论文写作阶段对毕业论文质量有

显著影响，而在资料与技术准备阶段、答辩申请

阶段和论文答辩阶段对毕业论文无显著影响。

我们认为教师能力和对待论文的态度不仅对

论文质量产生直接影响，同时也通过影响学生的

态度、行为，间接影响论文质量。教师对学生论

文的指导工作，覆盖从选题到完成论文的全过程，

包括论文选题、基础知识应用、研究方法选择、

文章的逻辑性与规范性、论文创新及论文工作量

等都体现着教师对学生论文的指导程度。教师个

人能力越强、指导经验越丰富，上述项目的指导

效果就越好。同样，教师对待论文指导工作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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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花费的时间、精力越多，指导越细致，上述

项目的完成也越好。

尽管指导教师对毕业论文写作的七个方面都

有显著影响，但相对而言，指导教师能力对学生

论文选题和逻辑规范的影响更大，因为本科学生

研究水平有限，要想选出具备研究价值的论文题

目，指导教师必须有较高的科研能力，如果教师

自身研究水平不高，对金融研究的最新成果不了

解，很难指导学生选出高质量的题目，另外，论

文的逻辑规范性也需要一定的研究能力支撑，因

此，指导教师能力对论文的逻辑规范性也有更为

显著的影响。

指导教师的重视程度可能对学生的研究方法、

创新性及工作量与工作态度的影响更大，尽管研

究方法和创新性体现学生的研究能力，但由于对

本科毕业论文研究能力要求不高，因此不需要指

导老师有过高的研究能力作为支撑，只要重视即

可 （现有教师的研究能力是足够的）；工作量与工

作态度主要体现学生对毕业论文的重视程度，指

导教师重视更能引起学生重视。也就是说，指导

教师对毕业论文越重视，学生研究方法越好、论

文创新性越大、学生的重视程度及学习态度越好，

指导教师对毕业论文的重视程度更多影响了学生

的研究方法、创新性及工作量与工作态度。

相对而言，指导教师的重视程度对学生的文

献阅读影响较小。因为对于参考文献阅读，虽然

教师能够提出要求，但是否进行了文献的收集整

理工作，是否认真阅读了文献是需要学生独立完

成的。因此文献阅读与应用的质量受教师因素影

响较小。据此，提出假设３：
Ｈ３指导教师个人能力和重视程度越高，学生

论文选题、文献阅读、基础知识、研究方法、逻

辑规范、创新性以及工作量等质量越高，且重视

程度的影响程度大于能力的影响。其中，指导教

师能力对学生的选题和逻辑规范的影响更大，指

导教师重视程度对学生的研究方法、创新性及工

作量与工作态度的影响更大，但对文献阅读与应

用能力影响较小。

（四）指导教师对不同等级毕业论文的影响

学生对毕业论文的重视程度和研究能力影响

教师对论文指导的有效性。论文的写作主体是学

生，是内因，无论指导教师多重视、提出多少修

改意见，均需要学生执行完成。而学生是否按照

教师的建议修改论文，以及学生在修改中对指导

老师意见的执行质量，都对论文质量产生影响。

由此可见，毕业论文质量体现的是教师与学生双

方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论文指导过程中，一般指导教师都面对多

个学生 （学生组），无论是开题指导还是初稿修

改，教师意见均适应大多数学生，具有普遍性。

由于毕业论文优秀率一般较低，优秀论文要求较

高，在指导过程中，教师只会要求学生尽量追求

高质论文，并不会要求一定达到优秀论文。因此，

教师指导是从整体上提高学生论文质量，而对优

秀毕业论文的写作，更多体现在学生对教师修改

意见的理解、高质量执行，并主动与老师联系，

获得帮助，因此，学生因素应占主要地位。为此，

提出假设４：
Ｈ４教师能力越强、态度越认真，学生写出高

质毕业论文 （８０分以上）的概率越大。但指导教
师因素不是影响优秀毕业论文的最主要因素，优

秀毕业论文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学生因素。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４年本科毕业论文数据，包括毕业论文成绩、学
生性别、班级、指导教师的职称及所带学生数量

等；另外，还收集毕业生进入论文阶段前的绩点

数据、针对毕业班 （２０１８年本科毕业生发出问卷
２８２份，回收２５４份，经过整理得到有效问卷２２５
份）的调查问卷。对于调查问卷，我们对每一项

进行认真甄别，决定是否使用。有些项目主观性

过大 （如在对论文修改次数的调查中，有学生填

写修改了２０次，这种可能性不大），因此，在实
证中，本文尽量用较为客观的毕业论文成绩数据

进行分析，调查数据作为辅助。

（二）模型建立

１．指导教师能力及重视程度对毕业论文质量
的影响

教师的个人能力及其对本科毕业论文指导的

重视程度均是论文质量的影响因素。为验证假设１
和２，构建如下模型 （１）。
ｑｕａｌｉｔｙ＝α０＋α１·ａｂｉｌｉｔｙｔ＋α２·ｃａｒｅｔ＋α３·ｓｔｕ＿ｎ

＋α４·ｐｏｉｎｔ＋α５·ｇｅｎｄｅｒ＋α６·ｍａｊｏｒ＿ｓｈ＋ε
（１）

式 （１）中，因变量ｑｕａｌｉｔｙ为毕业论文质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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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涛，等：指导教师是如何影响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

量指标，一般可以用毕业论文成绩 （ｐｓ）或论文成
绩绩点 （ｐｐ）度量；解释变量 ｃａｒｅ＿ｔ与 ａｂｉｌｉｔｙ＿ｔ
分别为指导教师的重视程度及个人能力 （度量方

法见变量定义部分）。对毕业论文质量的影响因素

中，学生因素是重要的因素，为了控制学生因素

对毕业论文质量的影响，在控制变量中加入学生

进入论文阶段前七个学期的成绩绩点 （ｐｏｉｎｔ）变
量，用于反映学生综合素质 （原因见后：变量定

义部分）。另外，根据已有研究［１４－１５］，教师指导所

带学生数量过多，也是论文质量下降的原因，为

此，控制变量中加入教师指导学生数量变量ｔｕ＿ｎ。
根据对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本科毕业论文

基本情况分析发现，不同性别和不同类型的学生

在毕业论文成绩中存在明显差异：女生论文成绩

普遍好于男生，实验班论文质量普遍好于非实验

班学生。因此，为了控制这些因素对毕业论文质

量的影响，选择 ｇｅｎｄｅｒ表示学生性别 （女生取值

为１，男生为０）、ｍａｊｏｒ＿ｓｈ表示学生类型 （实验

班取１，非实验班取０）分别作为模型 （１）的控
制变量。

２．指导教师对本科毕业论文质量影响的渠道
检验

为了分析教师因素对毕业论文的影响渠道，

本文分别从论文选题、文献阅读、基础知识、研

究方法、逻辑规范、创新性以及工作量七个方面

进行研究。这里分别以论文选题 ｔｉｔｌｅ、文献阅读
ｒｅｆｅｒ、基础知识 ｋｎｏｗｌ、研究方法 ｍｅｔｈｏｄ、逻辑规
范ｓｔａｎｄ、创新性ｉｎｎｏｖ以及工作量 ａｔｔｉ为被解释变
量，以教师的个人能力及重视程度因素 ａｂｉｌｉｔｙ＿ｔ、
ｃａｒｅ＿ｔ为被解释变量，考察教师因素对学生在论
文写作过程中各项能力的影响。ｐｏｉｎｔ、ｓｔｕ＿ｎ、
ｇｅｎｄｅｒ和ｍａｊｏｒ＿ｓｈ为控制变量，与模型 （１）相
同。为验证假设３，建立模型 （２）：
ｉｔｅｍ＝α０＋α１·ａｂｉｌｉｔｙｔ＋α２·ｃａｒｅｔ＋α３·ｓｔｕｎ

＋α４·ｐｏｉｎｔ＋α５·ｇｅｎｄｅｒ＋α６·ｍａｊｏｒ＿ｓｈ＋ε
（２）

其中ｉｔｅｍ表示上述七个不同项目。
３．指导教师对不同等级毕业论文的影响
为分析指导教师对不同等级毕业论文影响，

本文采用条件Ｌｏｇｉｓｔ模型，建立模型 （３），研究教
师因素对优良论文概率的影响，以验证假设４。

Ｐｔｙｐｅ( )＝１ ＝α０＋α１·ａｂｉｌｉｔｙｔ＋α２·ｃａｒｅｔ
＋α３·ｓｔｕｎ＋α４·ｐｏｉｎｔ＋α５·ｇｅｎｄｅｒ

＋α６·ｍａｊｏｒ＿ｓｈ＋ε （３）
式 （３）中，ｔｙｐｅ表示毕业论文类型，ｐ

ｔｙｐｅ( )＝１表示毕业论文为某种类型的概率。当ｔｙｐｅ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１时，表示优秀等级 （论文成绩高于

９０分）；当 ｔｙｐｅ＝ｇｏｏｄ＝１时，表示良好等级 （论

文成绩介于 ８０－９０之间）；当 ｔｙｐｅ＝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１
时，表示中等级 （论文成绩介于 ７０－８０之间）；
当ｔｙｐｅ＝ｂａｄ＝１时，表示及格等级 （论文成绩介

于６０－７０之间）。当ｔｙｐｅ＝ｇｒａｄｅ＝１时，表示优良
等级 （论文成绩８０以上）。其它变量与模型 （１）
相同。

（三）变量定义

１．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包括毕业论文成绩 （绩点）

及论文选题、文献阅读、基础知识、研究方法、

逻辑规范、创新性以及工作量的分值和毕业论文

等级等。

（１）毕业论文质量变量 ｑｕａｌｉｔｙ：用毕业论文
成绩 ｐｓ表示。由于在下文的实证研究中发现采用
毕业论文绩点与成绩的回归结果高度相似，因此，

我们采用毕业论文成绩作为毕业论文质量的代理

变量。

（２）论文选题、文献阅读、基础知识、研究
方法、逻辑规范、创新性以及工作量 （ｉｔｅｍ）。这
些变量分别用 ｔｉｔｌｅ、ｒｅｆｅｒ、ｋｎｏｗ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及ａｔｔｉ表示。其取值方法为：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届毕业论文中，选取全部优秀论文，对其它类型

的论文按 １０％的比例随机抽取，共 ２２１篇论文，
其中及格论文 １６篇、中等论文 ５０篇、良好论文
９２篇，优秀论文６３篇。课题组教师从论文选题、
文献阅读、基础知识、研究方法、逻辑规范、创

新性以及工作量七个方面进行了百分制评分，获

得不同论文等级上述七项的评价均值，以均值为

这些变量的分值。

（３）毕业论文等级 （ｔｙｐｅ）：ｔｙｐｅ为 ０—１变
量。这里分为优、良、中、及格四个等级，分别

用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ｇｏｏｄ、ｏｒｄｉｎａｒｙ和 ｂａｄ，它们分别表示
毕业论文成绩处于高于 ９０分、８０—９０分之间、
７０—８０分之间及６０—７０分之间。如当毕业论文成
绩高于９０分时，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１，其它变量为０，其它
变量的取值与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类似。
２．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如下：

（１）指导教师能力。指导教师能力主要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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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科研水平与指导能力两个方面。教师的科研

水平一般可以用教师的学历与职称来衡量，在目

前几乎所有教师都具有博士学位的情况下，用职

称衡量教师的科研水平是一个较好的指标。

教师对毕业论文的指导能力，一般取决于教

师的经验或教龄，教龄越长，指导能力越强。当

然，教师对毕业论文的指导能力，除了教龄以外，

科研能力也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教师的指导能

力与科研能力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另外，在目前

情况下，一般来说，教龄越长，越容易评为教授，

教授不但代表科研能力，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指

导能力。因此，对教师个人能力的衡量，用教师

职称来代替。

（２）指导教师重视程度。教师重视程度可以
通过教师与学生沟通次数、沟通时间、指导次数、

修改次数等数据衡量，这些指标可以通过对学生

及指导教师的调查问卷获得。但由于现代通信工

具的发达，很多指导是通过短讯、微信、ＱＱ群等
即时通讯平台完成，很难获得准确的数据。

本文认为，重视程度是教师态度的反映，具

有一贯性，若指导教师重视本科论文写作，其指

导的学生毕业论文，一般具有结构合理，内容逻

辑完整，格式规范等特征，论文成绩较高，这样，

该教师每年指导的毕业论文平均成绩也较高。此

外，通过与部分指导教师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

院）讨论发现，在对学生论文评分中，当论文得

分高于９０或低于７０分时，答辩小组、指导教师均
会非常谨慎。尤其是６０—７０分论文，一般只有当
论文出现内容空泛、结构混乱、格式极不规范等

问题时，才会考虑给出低分。较低的分数不仅说

明学生没有认真写作，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教师

指导不够充分。因此，本文采用教师指导学生的

及格等级率 ｐａ＿ｒａｔｅ作为教师重视程度的代理变
量，计算方法如式 （４）：

ｐａ＿ｒａｔｅｉ＝
ｎ＿ｌｏｗｉ
Ｎｉ

（４）

其中，Ｎｉ为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第 ｉ位教师所指导
的学生论文总数；ｎ＿ｌｏｗｉ为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第ｉ位教
师所指导的学生论文成绩低于７０分的论文数量。

ｐａ＿ｒａｔｅｉ描述的是质量较差论文所占某教师指
导学生人数比率，因此ｐａ＿ｒａｔｅｉ越高，说明对应的
指导教师越不重视本科论文写作。

３．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学生综合素质、指导教师每年

指导的本科学生人数和学生性别及不同类型。

（１）学生综合素质。学生综合素质反映的是
学生的学习能力、科研能力、写作能力及与教师

的沟通能力等，这是个综合指标，很难找到非常

准确的度量指标，本文采用学生进入论文写作阶段

前七个学期的绩点ｐｏｉｎｔ代替，一般来说，学生绩点
越高，学习态度越端正、学习也越努力，相应也很

大程度上反映了学生学习能力、科研能力、写作能

力及与教师的沟通能力越强等。反之，相反。

（２）指导教师每年指导的本科学生人数。为了
控制学生数量对毕业论文质量的影响，将指导教师

每年指导的本科学生人数变量 （ｓｔｕ＿ｎ）加以控制。
（３）学生性别及不同类型。根据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本科毕业论文统计分析，

女生论文成绩普遍好于男生，实验班论文质量普

遍好于非实验班学生。因此，为了控制这些因素

对毕业论文质量的影响，选择学生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
和学生类型 （ｍａｊｏｒ＿ｓｈ）作为模型 （１）与 （２）
的控制变量。

各变量的具体含义及说明见表１。

表１　变量定义及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 符号 变量说明

被解释

变量

毕业论文质量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ｓ：毕业论文成绩

论文选题

文献阅读

基础知识

研究方法

逻辑规范

创新性

工作量

ｔｉｔｌｅ
ｒｅｆｅｒ
ｋｎｏｗ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ｓｔ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
ａｔｔｉ

对抽样论文评分，获得不同论文等级该项目下均值

毕业论文等级 ｔｙｐｅ ｔｙｐｅ为 ０—１变量。分为优、良、中、及格四个等级，分别用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ｇｏｏｄ、ｏｒｄｉｎａｒｙ和ｂａ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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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变量类型 变量名 符号 变量说明

解释变量

指导教师能力 ａｂｉｌｉｔｙ＿ｔ 为０—１变量，用教师职称代替，分别为教授 （ｐｒｏｆ）、副教授 （ａｓ
＿ｐｒｏｆ）及其他

指导教师重视程度 ｃａｒｅ＿ｔ 用及格等级率ｐａ＿ｒａｔｅ代替，采用式 （４）计算

指导教师指导的本科

学生人数
ｓｔｕ＿ｎ 指导教师每年指导的本科学生人数

学生综合素质 ｐｏｉｎｔ 用学生进入论文前七个学期的绩点代替

学生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 女生取值为１，男生为０

学生类型 ｍａｊｏｒ＿ｓｈ 实验班样本时取１，非实验班取０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应用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４年毕业生数据，计
算出每个指导教师每年所带学生数ｓｔｕ＿ｎ以及４年
内教师及格等级率ｐａ＿ｒａｔｅ。其中在ｐａ＿ｒａｔｅ的计算
过程中，为减少极端值对研究的影响，删除教师４
年内指导论文总篇幅少于５篇的样本，获得有效数
据１１２３条。对模型 （１）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
计如表２所示。

由表２ＰａｎｅｌＡ可知，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８年论文成
绩均值为７８８６分，处于中等等级水平，说明从均
值来看，４年本科毕业论文质量偏低。指导教师
中，具有教授和副教授职称的分别为３７％和３９％，
也就是说，金融学院本科论文指导教师中７６％具
有高级职称。教师重视程度衡量指标 ｐａ＿ｒａｔｅ最高
值为０４６，说明在近４年的本科论文指导中，某
位教师所指导的学生中４６％论文被评为及格等级，
论文质量较差。此外ｓｔｕ＿ｎ均值为５７人，说明大部

分指导教师指导人数较合理，但最大值为１１人也表
明在导师分配制度上存在改进的空间。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
的平均值０６１，说明样本区间内女生人数超过男生，
这与上海财经大学女生比例高于男生一致。

根据ＰａｎｅｌＢ，从毕业论文成绩变量与解释变
量、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看出，指导教师重视程

度和职称、学生进入到论文阶段前的绩点与毕业

论文成绩正相关，说明指导教师对毕业论文越重

视、教师职称越高、学生进入到论文阶段前的绩

点越高，学生毕业论文成绩越高，特别是指导教

师对毕业论文重视程度和学生进入到论文阶段前

的绩点与毕业论文成绩的相关系数更大，说明它

们是影响毕业论文质量的最主要因素；另外，学

生性别和类型与毕业论文成绩正相关，说明女生

与实验班的学生的毕业论文成绩相对较高。从解释

变量与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看出，女生和实验班的

学生与进入到论文阶段前的绩点正相关，女生和实

验班的学生学习相对认真和努力，但解释变量与控

制变量的相关系数均未超过０２５，变量之间不存在
严重共线性，可以在同一回归方程中使用。

表２　主要变量统计性特征与相关系数
ＰａｎｅｌＡ变量统计特征

变量 样本数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毕业论文成绩 （ｐｓ） １１２３ ７８８６ ７１３ ６０００ ９５００

职称－教授 （ｐｒｏｆ） １１２３ ０３７ ０４８ ０００ １００

职称－副教授 （ａｓ＿ｐｒｏｆ） １１２３ ０３９ ０４９ ０００ １００

及格等级率 （ｐａ＿ｒａｔｅ） １１２３ ００９ ０１０ ０００ ０４６

指导学生人数 （ｓｔｕ＿ｎ） １１２３ ５７０ ２１９ １００ １１００

成绩绩点 （ｐｏｉｎｔ） １１２３ ３２０ ０４６ ０９８ ３９０

学生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 １１２３ ０６１ ０４９ ０００ １００

学生类型 （ｍａｊｏｒ＿ｓｈ） １１２３ ０１０ ０３１ ０００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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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ｎｅｌＢ变量相关系数

ｐｓ ｐｒｏｆ ａｓ＿ｐｒｏｆ ｐａ＿ｒａｔｅ ｓｔｕ＿ｎ ｐｏｉｎｔ ｇｅｎｄｅｒ

毕业论文成绩 （ｐｓ） １００

职称－教授 （ｐｒｏｆ） ０１０ １００

职称－副教授 （ａｓ＿ｐｒｏｆ） －００２ －００６ １００

及格等级率 （ｐａ＿ｒａｔｅ） －０３２ －０１４ ００２ １００

指导学生人数 （ｓｔｕ＿ｎ）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１６ １００

成绩绩点 （ｐｏｉｎｔ） ０４６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１２ －００４ １００

学生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 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８ ００５ ０１７ １００

学生类型 （ｍａｊｏｒ＿ｓｈ） ０１５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２２ －００９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１．指导教师能力及重视程度对毕业论文质量
的影响

采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四年数据，对模型 （１）的
回归结果见表３。由表３列 （３）可以看出，教授
职称对论文质量有显著正向影响，副教授职称对

论文成绩影响不够显著，但依然为正。当考虑学

生因素时 （表３列 （４）），教师职称的影响不够显
著，但系数为正，这与前文分析一致，说明教师

的个人能力对论文质量有影响，能力越强影响越

大，结果支持假设１。依据 ｐａ＿ｒａｔｅ的定义，该指
标实际衡量的是教师对待学生毕业论文不重视程

度，无论是否考虑学生因素，ｐａ＿ｒａｔｅ的系数均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教师越不重视本科论
文指导，学生论文的分数就越低；或者说，教师

越重视本科毕业论文指导，学生论文的分数越高，

证明了假设２的前部分结论，即教师的重视程度对
本科毕业论文质量有显著正向影响。

根据表３的列 （３）和列 （４），无论影响系数
大小还是显著性，教师重视程度 （ｐａ＿ｒａｔｅ）对学
生毕业论文质量的影响都显著大于教师能力

（ｐｒｏｆ）。这说明在论文指导过程中，教师对待本科

毕业论文的重视程度、指导态度及责任心对论文

质量的影响，比教师能力更显著，即在本科论文

指导中，教师的态度比能力更重要。证明了假设２
的后半部分结论成立。

此外，反映学生综合素质的变量 ｐｏｉｎｔ在 １％
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学生综合素质越高，毕业论

文质量越高，这与常识一致。

指导教师每年指导的本科学生人数与毕业论文

质量存在一定的正相关 （如在表３列 （４）中，ｓｔｕ
＿ｎ的系数在１０％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指导教师每
年指导的本科学生人数越多，毕业论文质量越高，

这与有关学者［１６－１７］的研究结论不同。出现这种现象

的原因主要与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的学生分配方

式有关，对于非实验班的学生，一般是按平均分配

（不考虑绩点）方式进行，对于实验班的学生是按

学生志愿报名方式选择指导教师。实验班的学生一

般相对优秀，他们选择的指导教师主要是高职称的

教师，因此会出现高职称教师指导学生相对较多的

现象，表现为指导教师每年指导的本科学生人数与

毕业论文质量正相关，但这种正相关并不非常显著，

主要是实验班学生偏少，学校对每年指导教师指导

本科学生人数有最高限制的原因。

表３　教师因素对论文质量影响

（１） （２） （３） （４）

毕业论文成绩 （ｐｓ）

职称－教授 （ｐｒｏｆ） １４６４ １１９２ ０７２１

（２９５） （２２１） （１４９）

职称－副教授 （ａｓ＿ｐｒｏｆ） ０７１６ ０６０３ ０３３８

（１４６） （１１４） （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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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１） （２） （３） （４）

毕业论文成绩 （ｐｓ）

及格等级率 （ｐａ＿ｒａｔｅ） －１８７３ －２２１６ －１８２６

（－９９４） （－１０４２） （－９５７）

指导学生人数 （ｓｔｕ＿ｎ） ０２９２ ０１４８ ００９６４ ０１５８

（３４１） （１７９） （１０３） （１８９）

成绩绩点 （ｐｏｉｎｔ） ６７０８ ６３５４ ６３３２

（１５９０） （１５５９） （１５５３）

学生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 ０９８８ ０７４４ ０７６０

（２５２） （１９７） （２０１）

学生类型 （ｍａｊｏｒ＿ｓｈ） １２５７ １３０２ １２２３

（１９８） （２１４） （２００）

常数项 （＿ｃｏｎｓ） ５４１６ ５８８３ ７９６９ ５８４０

（３７０７） （４１１６） （１０４０６） （３９６４）

样本容量 （Ｎ） １１２３ １１２３ １１２３ １１２３

修正的Ｒ值 （ａｄｊＲ２） ０２３１０ ０２８８５ ０１０２１ ０２８８７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水平下显著；括号内的数字为ｔ统计值。

　　此外，性别也对论文成绩有较显著的影响，
与前文分析结果一致，即女生一般比男生毕业论

文成绩高；实验班论文质量也好于非实验班学

生，因为实验班学生的总体素质好于非实验班

学生。

通过上面分析可以得出，教师能力和重视程

度对论文质量均有正向影响；具有教授职称的指

导教师，对论文质量的影响比副教授更显著；教

师对论文的重视程度是论文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

即教师态度比能力更重要。

２．指导教师对本科毕业论文质量影响的渠道
为了分析教师因素对毕业论文的影响渠道，

本文分别以论文选题、文献阅读、基础知识、研

究方法、逻辑规范、创新性以及工作量为被解释

变量，以教师的个人能力及重视程度因素为解释

变量，应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数据，采用模型 （２）
进行回归，结果见表４。

从表４可以看出，指导教师的重视程度对学生
毕业论文质量的七个方面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即指导教师的重视程度越高，论文选题等七个方

面的质量越高，从显著性看，指导教师的重视程

度对学生的研究方法、创新性及工作量与工作态

度的影响更大，可能因为，尽管研究方法和创新

性体现学生的研究能力，但由于对本科毕业论文

研究能力要求不高，不需要指导老师有过高的研

究能力作为支撑，只要重视即可，工作量与工作

态度主要体现学生对毕业论文的重视程度，指导

教师重视更能引起学生重视。也就是说，指导教

师对毕业论文越重视，学生研究方法越好、论文

创新性越大、学生的重视程度及学习态度越好；

指导教师对毕业论文的重视程度更多影响了学生

的研究方法、创新性及工作量与工作态度。相对

而言，指导教师的重视程度对学生的文献阅读影

响较小。结果支持假设３的部分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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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指导教师对学生各项能力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论文选题

ｔｉｔｌｅ
文献阅读

ｒｅｆｅｒ
基础知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研究方法

ｍｅｔｈｏｄ
逻辑规范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创新性

ｉｎｎｏｖａｔｅ
工作量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职称－教授 ０１６０ ００１６０ ０１６２ ０１９８ ０１１５ ０１０９ ００８５８

（ｐｒｏｆ） （２５７） （０５６） （２５１） （２２５） （２８８） （２３４） （２２１）

职称－副教授 ０１１５ －００１３９ ０１１５ ０１４４ ００８２９ ００８００ ００５９３

（ａｓ＿ｐｒｏｆ） （１８８） （－０５０） （１８２） （１６８） （２１２） （１７６） （１５７）

及格等级率 －１６８４ －０３８０ －１７８８ －２７９０ －０８６２ －１４３４ －１２０４

（ｐａ＿ｒａｔｅ） （－６８４） （－３３６） （－７０２） （－８０２） （－５４７） （－７８２） （－７８７）

指导学生人数 ００２３０ ０００７３５ ００２３６ ００２９３ ００１５８ ００１５７ ００１３２

（ｓｔｕ＿ｎ） （２１４） （１４９） （２１２） （１９３） （２２９） （１９６） （１９８）

成绩绩点 ０７２３ ０１６５ ０７５３ １０６３ ０４３４ ０５５７ ０４６４

（ｐｏｉｎｔ） （１３７５） （６８５） （１３８５） （１４３１） （１２８９） （１４２３） （１４２１）

学生性别 ００８８７ －０００３６８ ００９１６ ０１３４ ００５３０ ００７１１ ００５５５

（ｇｅｎｄｅｒ） （１８２） （－０１６） （１８２） （１９５） （１７０） （１９６） （１８３）

学生类型 ０１６２ ０１２１ ０１６９ ０２０２ ０１０９ ０１０５ ００９９６

（ｍａｊｏｒ＿ｓｈ） （２０６） （３３４） （２０７） （１８１） （２１７） （１７９） （２０４）

常数项 １３３４ ５８０２ １３１６ １１３８ ５３８２ ４６４９ ５４７３

（＿ｃｏｎｓ） （７０２１） （６６５２） （６６９２） （４２４０） （４４２５） （３２８５） （４６３７）

样本容量 （Ｎ） １１２３ １１２３ １１２３ １１２３ １１２３ １１２３ １１２３

修正的Ｒ值

（ａｄｊＲ２）
０２３１１ ００７６８ ０２３４４ ０２５１２ ０２０３７ ０２４７８ ０２４８４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水平下显著；括号内的数字为ｔ统计值。

　　从教师能力看，指导教师的能力与论文选题
等七个方面质量的关系均为正相关，说明指导教

师能力可以在论文选题等七个方面提高学生毕业

论文质量，而且指导教师能力越强，论文选题等

七个方面质量提高越多，同时教授的影响显著性

高于副教授。从显著性看，指导教师能力对学生

的选题和逻辑规范的影响更大，也就是说，指导

教师能力更显著影响学生的选题及论文的逻辑规

范，这与前面的分析一致，因为，指导教师能力

越强，对学生选题的把握越准确、也越关注学生

论文的逻辑性与规范性。相对而言，指导教师的

能力对学生的文献阅读影响较小，这可能是由于

文献阅读更需要学生独立完成的原因。结果支持

假设３的部分结论。
从指导教师的重视程度与能力对学生毕业论

文质量七个方面的影响系数及显著性看，指导教

师的重视程度明显高于能力对学生毕业论文质量

的影响，这进一步说明，教师对论文的重视程度

是论文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即教师责任心与重

视程度比其能力更重要。结果支持假设３。
３．指导教师对不同等级毕业论文的影响
为检验假设４，分析指导教师对不同等级毕业

论文的影响，将毕业论文分为优、良、中、及格

四个层次，应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数据，采用模型
（３）进行回归，结果见表５。

从表５整体结果来看，教师因素对良好及以下
等级的论文成绩产生显著影响。表５列 （２）为指导
教师对良好等级论文成绩的影响结果，其中，教师

重视程度和能力系数均在１％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
说明，指导教师的能力越强、越重视本科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质量越高；列 （３）为指导教师对中等等
级论文成绩的影响结果，其中，教师能力因素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影响毕业论文质量 （回归系数为

负），而教师重视程度对毕业论文质量的影响不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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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说明指导教师的能力越强，教师重视程度越高，

毕业论文质量越高，越不会进入中等成绩。这也说

明教师指导可以减少中等率、提高良好率。

表５中列 （１）显示，教师能力与重视程度项
回归系数均不显著，但教师能力 （教授职称）系

数为正、重视程度系数为负，说明虽然教师对优

秀论文成绩影响不具备统计上的显著性，但教师

能力与重视程度均有助于提高优秀毕业论文的概

率。学生绩点的回归系数在１％的水平下显著正相
关，说明学生是影响优秀毕业论文的主要因素，

其重要程度大于教师因素。这一结果说明，毕业

论文写作的主体是学生，教师的指导需要通过学

生贯彻于论文写作上，若学生自身能力不足、态

度不端正，就无法高质量执行教师的修改意见，

写出的论文就也很难达到优秀论文的要求。在教

师的正确指导下，学生是优秀论文的决定性因素。

表５　指导教师对不同等级毕业论文影响的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优秀 良好 中等 及格 优良

职称－教授 （ｐｒｏｆ） ０２４９ ０４４５ －０５９１ ０２８６ ０５５２

（０５２） （２５４） （－３３３） （０９０） （３０２）

职称－副教授 （ａｓ＿ｐｒｏｆ） －０１６０ ０４９４ －０４９７ －０２７２ ０５２５

（－０３１） （２８４） （－２８７） （－０８７） （２９１）

及格等级率 （ｐａ＿ｒａｔｅ） －２０５９ －２９２４ －０８７２ １００１ －３４０４

（－０９３） （－３９７） （－１１５） （７６９） （－４４４）

指导学生人数 （ｓｔｕ＿ｎ） ０１２２ ００２７２ －００６９２ ００２１２ ００５６２

（１５５） （０８２） （－２０１） （０３４） （１６０）

成绩绩点 （ｐｏｉｎｔ） ４４１５ １５２９ －０９１２ －２０６３ １９９７

（５２５） （８９８） （－５９７） （－８２２） （１０７７）

学生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 －０４０７ ０２４７ －０１４７ －０４５５ ０２２４

（－１１３） （１８１） （－１０６） （－１８６） （１５７）

学生类型 （ｍａｊｏｒ＿ｓｈ） ０８０７ －０１９０ －０３４８ ００９３４ ０１８０

（１８５） （－０８１） （－１３２） （０１８） （０６９）

样本容量 （Ｎ） １１２３ １１２３ １１２３ １１２３ １１２３

Ｒ值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１９５６ ０１０２９ ００４７０ ０２７０９ ０１５３４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水平下显著；括号内的数字为ｔ统计值。

　　从表５列 （４）发现，对于及格类型的毕业论
文，教师重视程度与学生综合素质的系数均在１％
的水平下显著，且教师重视程度的系数 （绝对值）

远远高于学生因素，而教师能力对此类型的毕业

论文无影响。这说明，对于及格类型的毕业论文，

教师重视程度和学生因素是主要影响因素，教师

重视程度更是影响的最主要因素，而与教师能力

无关，也就是说，学生毕业论文之所以差，首要

因素是指导教师不重视，其次才是学生能力及重

视程度，而不是指导教师能力不足。

从表５列 （５）是将优良论文作为整体计算的
结果，与良好论文的计算结果类似，但从教师能力

与重视程度回归系数的大小与显著性看，均大于良

好论文情况下的对应系数，说明教师对学生的指导

是普遍的，不但能提高学生写出高质论文的概率，

也对写出优秀论文有促进作用。因此，提高教师能

力以及对本科论文指导的重视程度会从整体上提高

毕业论文写作质量。实证支持了假设４。
以上分析发现，提高教师的个人能力、指导

论文的重视程度，能从整体上提高论文质量；．学
生是优秀论文写作的最关键因素，教师因素有助

于提高学生写出优秀论文的概率；及格等级论文

可能是由于学生自身能力不足、写作不认真造成，

但也可能是因为指导教师态度不端正，指导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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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结果，指导教师不重视是造成学生毕业论文

成绩差的最主要因素。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
本科毕业论文的数据，结合调查问卷，应用多元

回归模型及条件Ｌｏｇｉｓｔ模型，研究了指导教师能力
及重视程度对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影响方式及影

响渠道。研究发现：指导教师的科研水平、对毕

业论文的指导能力和重视程度对论文质量均有正

向影响，其中，指导教师对毕业论文的重视程度

对毕业论文质量的影响远大于教师能力对论文质

量的影响，即教师态度比能力更为重要。指导教

师对本科毕业论文的影响渠道主要是论文选题、

文献阅读、基础知识、研究方法、逻辑规范、创

新性以及工作量与工作态度，其中，指导教师能

力对学生的选题和逻辑规范的影响更大，指导教

师重视程度对学生的研究方法、创新性及工作量

和工作态度的影响更大，但对文献阅读与应用能

力影响较小。研究还发现，指导教师能提高学生

写出较高质量论文 （８０分以上）的概率，但指导
教师因素不是影响优秀毕业论文的最主要因素，

优秀论文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学生；指导教师不重

视是造成学生毕业论文成绩差 （６０—７０分）的最
主要因素，其影响程度大于学生自身的因素。

根据本文的研究，要提高本科毕业论文质量，

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提高指导教师的积极性及重视

程度。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在物质

奖励方面，加大对本科毕业论文指导过程中表现

优秀的教师进行奖励 （如按优良等级比率进行排

名 （３—５年内指导教师所带学生获得优良成绩数
量除以其所带学生总数），对前５％的指导教师进
行奖励）；第二，在精神奖励方面，采用公开表扬

的方式对本科毕业论文指导中表现优秀的教师进

行表扬，同时，在每年考核评优过程中，优先考

虑本科毕业文指导过程中表现优良的教师；甚至

在职称评定中，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本科毕业

论文指导过程中表现优良的教师；这些将极大提

高指导教师的积极性；第三，对责任心不强、不

重视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要进行必要的惩

戒，如对在师生中造成严重影响的教师取消下一

年度指导教师资格，并通报批评；对连续两年所

带本科毕业论文成绩排名倒数２０％的教师，在年

度考核中不能评定为优秀，在职称评定中，不予

优先考虑等。这些建议的核心是将指导教师的本

科毕业论文指导工作纳入到年度评考核中，并与

职称评定挂钩，有效提高教师对本科毕业论文指

导的积极性与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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