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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我国全日制工程硕士招生规模的扩大使得其质量问题日益凸显。学位论文作为

衡量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载体,对其质量进行保障是提升工程硕士培养质量的重要方面。

本文分析了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几个特点, 并且针对学位论文存在的主要问

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保障学位论文质量的几个策略, 即准确把握专业学位的概念内涵,

建立学位论文写作标准,实施学位论文选题论证制度,以及健全学位论文评审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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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工程硕士学位是与工程领域任职资格相联系的
专业性学位,它与工学硕士学位处于同一层次,但类

型不同,各有侧重。为了更好地适应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要, 调整优化研

究生教育类型结构,教育部决定增加全日制专业学

位研究生的招生计划。全日制工程硕士正是为完善

研究生教育培养体系而产生的, 是非全日制工程硕

士与全日制工学硕士结合体。随着全日制工程硕士

培养规模的扩大, 其培养质量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广泛关注。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 学位论文工作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它既能反映学生掌握基础理

论和专门知识的程度, 又能反映他们独立从事工程

技术研究工作的能力。关注并提升全日制工程硕士

学位论文的质量, 对于提高该类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进而促进我国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整体提升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

一、全日制工程硕士学位论文的主要特点

� � 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主要是为工矿企业和
工程建设部门, 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培养应用型、

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招生面向

应届毕业生,采取脱产在校学习的培养方式。与全

日制工程硕士的培养目标和培养特点相适应,我们

认为,全日制工程硕士学位论文具有如下几个明显

的特征:

第一,选题来源的现实性



如果研究生所选研究课题无新颖性,属于平行

性、追踪性的研究内容,即使采用了最先进的研究技

术方法,结果也不会具有创新性 [ 1]。因此,选题是保

障学位论文质量的关键环节。全日制工程硕士注重

社会性、实践性和效益性,其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

应用课题和现实问题, 必须要有明确的职业背景和

应用价值,选题应更多地针对企业新产品、新技术、

新工艺开发、新项目,或者是技术设备中急需解决的

关键问题,选题的成果能够直接对该企业甚至该领

域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第二,研究取向的实用性

与全日制工学硕士学位论文注重�学科知识创

新�的目标不同,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应突
出实用性价值, 注重将所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和专业

知识引入企业生产与技术开发、工程设计,解决企业

生产或发展中的实际工程问题;注重对企业的产品、

生产工艺、生产设备或工程设计进行技术改革,从而

起到改进生产条件, 提高工程质量的作用;注重获得

具有工程应用价值且具先进性的成果, 指导企业的

生产与发展, 并为实践部门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第三,研究对象的综合性

全日制工学硕士学位论文研究问题的针对性和

专业性强,较多的是对于学科领域内某一具体问题

进行深入探讨。由于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

大多解决的是工程实际问题, 而实际问题的解决涉

及多方面影响因素,要求我们不仅能提供建议性的

解决方案, 还要考虑方案的可执行性问题。要解决

这些具有综合性、复杂性的问题,要求全日制工程硕

士不仅仅要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 同

时需要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和跨学科的知

识结构。

第四,成果形式的多样性

全日制工学硕士论文一般都采用传统的论文形

式,而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形式多种多样,

可以是一个较为完整的工程技术项目或工程管理项

目的规划;可以是一个工程设计与实施方案;可以是

一个技术攻关、技术改造、技术推广与应用的项目策

略;可以是一个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新设备的研

制与开发;可以是一个引进、消化、吸收和应用国外

先进技术项目;也可以是一个应用基础性研究、预研

专题
[ 2]
。总之,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形

式非常多样,可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采取适切的成

果评价形式。

由上可见,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与全

日制工学硕士论文在选题来源、研究取向、研究对象

和成果形式上都有很大不同,但目前很多高校在对

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写作要求上常常与全

日制工学硕士论文相混淆, 因此,有必要对二者进行

区分,以进一步突出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

的特点,二者的主要特征比较见下表:

表 1 � 全日制工学硕士论文和全日制工程硕士

专业学位论文特征比较

全日制工学硕士 全日制工程硕士

选题来源 学科领域 工作实践

研究目标 寻求新知识 寻求改善实践

研究取向 理论性 实践性、应用性

研究形式 个体研究 合作研究

研究过程 去发现 去应用

成果形式 论文 论文、设计、图纸等

二、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 � 全日制工程硕士作为我国研究生培养体系中出
现的一个新事物,由于其产生的时间短,招生对象特

性与培养目标定位间的不一致性,尤其是作为一种

独立的研究生培养类型在高校中的地位仍未得到应

有的认识,加上指导教师尚未具有科学的培养观念,

因此,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也出现了很多

问题,主要表现在:

第一,尚未建立适合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

论文的写作标准

全日制工程硕士有其自己的特色, 它不同于全

日制的工学硕士, 也区别于非全日制的工程硕士,正

如前文所述,它是二者的有机结合体。以前,高校大

多是专注于对在职人员或全日制学术性研究生的培

养,在全日制工程硕士培养方面, 经验甚少,这就容

易造成培养模式趋同。培养过程趋同必然导致培养

目标的差异性不大, 因而会背离设置全日制工程硕

士学位的初衷。因此, 应该根据全日制工程硕士的

招生对象、培养方式等方面的特性,建立适合全日制

工程硕士学位论文的写作规范和标准。通过规范学

位论文的撰写,凸显全日制专业学位的目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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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与学术性

研究生论文相混淆

全日制工程硕士学生生源是应届的本科毕业

生,没有实践经验, 学位论文的选题近 65� 7% 的是
偏研究型和技术应用型, 仅有少部分为设计型和实

验型[ 3] 。与学术性研究生论文特性差别不大。体现

在实践上,许多高校在对全日制工程硕士的培养方

式上,也基本采用了工学硕士的培养方式,这使得全

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应侧重于实际和应用的

特性模糊。调查显示, 学生认为专业学位论文选题

�困难�和�有点困难�的超过一半,在选题困难的原

因中,反映最多的是所学理论如何与工作实际相结

合
[ 4]
。学生很难找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 而导师

以前多是指导学术性研究生, 实践经验相对不足, 对

论文的指导也偏向于理论性。众多因素导致全日制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又走向了研究性、理论性的

学术性研究生论文轨道。

第三,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目前的评

审体系仍不健全

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既是培养环节的

重要组成部分, 又是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体现,

因此应该包括学校和企业两个方面[ 5]。但多数高校

对于全日制工程硕士学位论文的评审, 仍局限于校

内导师和校内外的相关专家,比较忽视企业高级工

程师对于论文评审的重要作用。这些评审导师和专

家在评审论文时还没有脱离工学硕士论文的标准和

指标,着眼点大多是考虑学位论文的理论深度和逻

辑性,并没有太多地考虑论文的实用性和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由于目前仍缺乏,或尚未建立科学的针

对全日制工程硕士学位论文的评审体系, 评价标准

的不完善,必然会导致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

文无法达到预期的质量要求。

出现上述三个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没有

准确地把握全日制工程硕士的概念内涵和目标定

位。目前存在着�将全日制工程硕士等同于工学硕

士,完全按照工学硕士的标准、要求来培养;没有把

包括全日制在内的工程硕士教育作为规范的研究生

教育看待� [ 6] 两种倾向,同样也是由于高校、企业以

及老师没有准确地把握全日制工程硕士的概念内涵

和目标定位导致的。因此,科学地把握全日制工程

硕士的概念内涵和目标定位,这是解决全日制工程

硕士学位论文存在问题的基本前提。

三、保障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质量的改革策略

� � 针对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出现的质量问题,

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很多可行的建议, 其

中包括通过强化过程管理来保障学位论文的质量

等[ 7]。但是,对于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

质量问题还没有给予充分关注。结合全日制工程硕

士专业学位论文的特点, 我们对保障学位论文的质

量提出如下改革建议:

第一, 科学地把握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的

内涵

全日制工程硕士的设置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工程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

要,有助于调整优化工程领域研究生教育类型结构

和完善工程领域研究生教育培养体系, 并推动工程

领域硕士研究生教育从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的模

式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模式转变。全日制工

程硕士既区别于全日制工学硕士,又不同于在职工

程硕士。全日制工程硕士采用的是面向应届毕业生

的全脱产培养方式,它的培养目标是培养能够掌握

工程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具有

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

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

门人才。科学、准确地把握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

位的内涵,对于保障学位论文的质量具有基础性的

意义。

第二, 确立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写

作规范

确立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写作规

范,是保障专业学位论文质量的有力保证。在科学

把握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内涵的基础上,应进

一步明确该类论文的写作规格和标准, 可从如下方

面进行考虑:论文选题应该符合预期人才培养目标

的要求,应来源于企业的实际问题,必须有明确的职

业背景和应用价值,选题应有一定的工作量和难度;

论文成果应对企业的发展有一定的指导价值;论文

形式不拘泥于研究性论文,可以包括软件和图纸等

多样化的形式;论文字数(篇幅)要视研究的问题和

论文成果的形式而灵活确定;论文必须在老师的指

导下独立完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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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建立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开

题论证制度

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开题报告是保证

学位论文质量的重要环节, 学生在自己感兴趣并擅

长的工程领域选择现实问题作为研究对象, 但还需

要对选题的应用性、效益性、学术性等问题进行论

证。健全的开题论证制度是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

位论文评价体系的一部分。在评审专家组的选择方

面,为了保证选题的应用性和效益性,除了要有校内

的导师和专家以外,还应该包括校外具有工程技术

职称的高级工程专家, 充分考虑校内专家和校外专

家双方的意见; 在对开题报告的评阅标准方面,应该

包括论文选题的评价, 即选题是否符合全日制工程

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特点,对研究方案的合理性、可

行性进行综合评议。对于开题论证评定不合格的学

生,应给予纠正和指导,这对于保证论文质量具有重

要意义。

第四, 健全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评

审体系

工程硕士与工学硕士属于研究生教育的同一层

次,二者对于研究成果的学术性、研究过程的规范性

等都有大致相同的要求,但二者属于不同培养类型,

因此二者的评审指标权重应各有侧重, 并应选取各

自合适的评价方式。高校应积极利用�双导师�培养

专业学位研究生这一优势, 建立企业评审专家库,充

分考虑校外专家对于论文的评价意见。在评审形式

和制度上,可尝试建立学位论文盲审区域合作
[ 8]
,还

可以采取学位论文匿名外送评阅制度, 通过联系国

内有相同专业高校的同行专家对论文进行评阅并综

合打分, 并就是否同意答辩和授予学位提出建议
[ 9]
。

而在评审指标的设计上, 应建立起包括选题的科学

程度,研究难度的大小情况, 解决问题的能力水平,

论证的科学性以及材料的可信度, 研究成果的创新

水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状况等在内的完善的、体

现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特性的评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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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Assurance Strategy for Theses by Ful l�Time Master of Engineering Students

ZHANG Lin�lin1 , LUO Yao�cheng 1 , SU N Yue�dong 2

( 1. S chool of Manag ement , Unive rsi ty of S hanghai f or S ci ence and T ech nology , Sh anghai 200093;

2. Grad uate Div ision , Univ er sit y of S hanghai f or S ci ence and T echnolog y , S hanghai 200093)

Abstract: The quality o f full�t ime mast er of engineer ing prog rams in China has been affected by increased enro llments in recent

years. T o maintain overa ll qualit y, sufficient assurance must be intr oduced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deg ree thesis as they are an

import ant com ponent of the g raduat e educ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Based on an analy sis o f cer tain aspects o f thesis fo r the

deg ree of master o f eng ineering , a discussion is made on st rateg ies to assure good thesis quality. T hese include close adherence

to the thesis scope and content requir ements, a complete t hesis standard, a research topic ver ification scheme, and a fine deg ree

thesis appraisal system.

Keywords: full�time master of engineer ing pro gr am; deg r ee thesis; qua lity assur ance; str 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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