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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１９９５～２０１０年共八届《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学术会议论文集》为样本，统计分析其作者

的发文数量、核心作者、作者合作度、论 文 多 产 单 位、选 题 类 型 等。在 此 基 础 上，探 索 开 展 评 估 研 究 的 基 本 规

律，分析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 评 估 的 科 学 研 究 队 伍 状 况，揭 示 科 学 文 献 与 作 者 之 间 的 数 量 关 系 和 分 布 规

律，指出当前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中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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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

理论研究与实践，现在比较公认的看法是起步于２０
世纪８０年 代 初。一 方 面，可 以１９８０年 颁 布、１９８１
年实施《学位条例》和成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及学科

评议组并开展相关工作为标志，诸如组织对全国研

究生培养单位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学科专业评审和

重点学科的评选及教育质量评估等。另一方面，可

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理论与实践研究划分成两

个基本阶段：研究生教育恢复期的萌芽与初创试点

阶段和教育稳步增长期的理论深入探讨阶段并以此

作为开展评估研究活动起点。虽然她只有３０多年

的发展历史，但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

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理论研

究与实践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从１９７８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培养至今的３０多年

来，在国家、社会及全国各培养单位的共同努力下，
全国的研究生教育规模有了巨大的变化，令世人瞩

目。截至２０１０年，全国在校研究生数量已达１６５多

万人，成了名副其实的研究生教育大国。在这样的

时间节点或拐点（即转型期）上，如何进行教育创新

和创新教育，如何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如何实现我

国研究生教育从大国向强国发展的目标，是当前业

内人士和学界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
在转型期要培养数量更多且能保证质量或质量

更高的创新性人才，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

强国服务，是当前我们研究生教育领域的核心任务。
而开展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已被实践证明是促

进和保证创新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手段，尚需人们

不断总结、丰富、探究和推进。
为繁荣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的学术研讨，构

建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理论体系和技术创新

体系，规范评估工作流程，我国于１９９５年９月在洛

阳市召开了全国第一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学术

会议暨中国 学 位 与 研 究 生 教 育 评 估 委 员 会 成 立 大

会。该委员会隶属于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
主要负责组织全国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开展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评估与质量保障体系的科学研究和学术交

流，组织开展有关部门委托的各种专题调研与评估

等工作、举办形式多样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专

题讲座、经验交流报告会及培训班等。之后，每隔一

年召开一次评估委员会全委会，每两年举办一届全

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学术会议。全国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评估学术会议至今已召开了八届，时间跨

度从１９９５年至２０１０年，每年参与会议及提交论文

的作者有高校教师、科研院所研究人员以及相关的

高校管理、高教研究者３００名左右，成为全国学会举

办学术研讨最为活跃、较为规范的学术会议之一，受
到理论研究人员和实际工作者的广泛重视和涌跃参

与。会议收集到的研究论文内容囊括了专家学者和

教育管理人员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和相关制度

建设、技术创新、政策完善等理论及现实问题探讨所

获得的丰富成果，同时也包括实施教育评估过程中

遇到的新矛盾与存在的问题，以及各学位授予单位

重要评估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与思考等。每一届都

汇编集成一本内容丰富，学术性较强的《评估学术会

议论文集》，在每一届评估学术会议举行时，还从论

文集中评选出１０篇左右的优秀论文予以表彰。这

些论文从一个侧面，客观地反映出我国研究生教育

评估实践深入开展和理论研究的最新硕果，同样也

反映研究生教育评估研究队伍的发展状况及研究内

容的变化趋势。为此，本文通过对历届《全国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评估学术会议论文集》的论文作者群体

和选题类别的分析来探究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

估的科学研究人员结构、分布及队伍状况，进而对当

前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中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

趋势有更深度的了解。
本文以１９９５—２０１０年 共 八 届 评 估 学 术 会 议 论

文集为样本，统计分析其论文作者的发文数量、核心

作者、作者合作度，论文多产单位。通过对上述数据

进行分析，力求探索开展评估研究的基本规律、面临

的新挑战和今后发展动向，揭示科学文献与作者之

间的数量关系和分布规律，以期对我国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评估理论、技术及实践研究的进一步改革和

发展有所裨益。

一、论文作者与论文量

笔者采用普赖斯计算公式对历届会议论文集进

行了统 计：Ｍ＝０．７４９（Ｎｍａｘ）１／２，式 中 Ｍ 为 论 文 篇

数，Ｎｍａｘ为所统计的年限中最高产的 那 位 作 者 的 论

文数，只有那些发表论文数在 Ｍ 篇 以 上 的 作 者，方

能称为核心作者，也即多产作者。［１］本文所统计的八

届《全国学位与研究生评估学术会议论文集》Ｎｍａｘ＝

７（仅 限 第 一 作 者），代 入 公 式 Ｍ 槡＝０．７４９× ７≈
１．９８。在实际应 用 中，按 照 四 舍 五 入 的 原 则，取 Ｍ
值数为２，即在《全国学位与研究生评估学术会议论

文集》上发表２篇以上论文的作者为该文集的核心

作者。１９９５至２０１０年发表２篇以上论文的作者为

４６人，共计发文１２２篇。核心作者人数占第一作者

总 数 的 １２．９％，他 们 发 表 论 文 占 论 文 总 量 的

３３．２％。核心作者发文数量及工作单位情况详见表

１（提交论文数相同者按汉语拼音字母先后排序）。
表１　提交２篇会议论文以上的作者（限第一作者）

序号 作者 数量 工作单位

１ 王战军 ７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所

２ 陈　伟 ６ 中国科技大学

３ 林梦泉 ６
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发展中心评估所

４ 冯　晖 ４ 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５ 孙　炘 ４ 清华大学

６ 周学军 ４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所

７ 卞　清 ３ 南京大学

８ 李　娟 ３ 北京工业大学

９ 吕晓澎 ３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１０ 廖文武 ３ 复旦大学

１１ 陆　震 ３ 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１２ 农卫东 ３ 广西师范大学

１３ 孟　洁 ３ 华东师范大学

１４ 缪　园 ３ 中科院研究生院教育评估中心

１５ 张　燕 ３ 青岛大学

１６ 翟亚军 ３ 河北大学

１７ 赵姝明 ３ 北方工业大学

１８ 曹在礼 ２ 北京大学

１９ 高治军 ２ 沈阳建筑大学

２０ 何　刚 ２ 淮南工业学院

２１ 李春英 ２ 东北林业大学

２２ 李冬梅 ２ 中国农业大学

２３ 李　军 ２ 北京理工大学

２４ 李鸣放 ２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２５ 刘宝艳 ２ 北京邮电大学

２６ 刘　桔 ２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２７ 刘　零 ２ 华南农业大学

２８ 罗英姿 ２ 南京农业大学

２９ 乔　琳 ２ 中央财经大学

３０ 秦昕昕 ２ 西安交通大学

３１ 冉盈志 ２ 中国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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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数量 工作单位

３２ 施昌海 ２ 河南大学

３３ 王庆林 ２ 北京理工大学

３４ 魏　晖 ２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３５ 文雪冬 ２ 湖南师范大学

３６ 杨树锋 ２ 浙江大学

３７ 叶绍梁 ２ 复旦大学

３８ 袁守谦 ２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３９ 张淑林 ２ 中国科技大学

４０ 张万红 ２ 中国矿业大学

４１ 张小明 ２ 南京大学

４２ 张应春 ２ 广东工业大学

４３ 张 庸 ２ 长春地质学院

４４ 郑晓静 ２ 兰州大学

４５ 周珞晶 ２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４６ 周瑞英 ２ 中山医科大学

合计 １２２

表２　提交论文２篇以上者（含合著）

序号 姓名 论文数量 工作单位

１ 王战军 ６．５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所

２ 周学军 ３．９１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所

３ 冯　晖 ３．５ 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４ 张淑林 ３．５８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５ 林梦泉 ３．４９
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发展中心评估所

６ 廖文武 ３ 复旦大学

７ 张　燕 ３ 青岛大学

８ 翟亚军 ３ 河北大学

９ 缪　园 ２．７５
中科院研究生院

教育评估中心

１０ 陆　震 ２．５ 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１１ 孟　洁 ２．５ 华东师范大学

１２ 陈　伟 ２．３６ 中国科技大学

１３ 孙　炘 ２．０３ 清华大学

１４ 何　刚 ２ 淮南工业学院

１５ 农卫东 ２ 广西师范大学

１６ 乔　琳 ２ 中央财经大学

１７ 王庆林 ２ 北京理工大学

１８ 文雪冬 ２ 湖南师范大学

１９ 叶绍梁 ２ 复旦大学

２１ 张万红 ２ 中国矿业大学

二、作者机构及多产单位分布

根据作者所在单位发文情况统计，评估学术会

议论文主要由全国的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提供。其

中发表 论 文≥５篇 的 多 产 单 位 有２４个，共 计 发 文

１７７篇，占文章总数的４０．７％。详情见表３。从表３
中可以看出多产单位的分布同国内当前高校及科研

院所 的 分 布 大 致 相 当。多 产 单 位 在 东 北、华 北、华

南、华东、西北、华中等地区均有分布。但其中半数

以上的多产单位处于华北和华东地区。多产单位主

要由知名高等院校及行政管理机构构成，其中知名

高等院校具有绝对的核心地位（提交论文数相同单

位按汉语拼音字母先后排序）。
表３　提交三篇以上会议论文的单位（限第一作者单位）

序号 作者单位 数量

１ 中国科技大学 １４
２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１０
３ 北京理工大学 ９
４ 复旦大学 ９
５ 哈尔滨工业大学 ９
６ 南京大学 ９
７ 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９
８ 西安交通大学 ９
９ 北京工业大学 ８
１０ 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８
１１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７
１２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７
１３ 清华大学 ７
１４ 天津大学 ７
１５ 东北师范大学 ６
１６ 国防科技大学 ６
１７ 华中科技大学 ６
１８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所 ６
１９ 中山大学 ６
２０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５
２１ 北京科技大学 ５
２２ 华中理工大学 ５
２３ 沈阳建筑大学 ５
２４ 中国地质大学 ５

合计 １７７

三、论文作者合作情况的统计

论文作者合作情况可以用论文合作率和作者合

作度两个指标来分析。合作率是合著论文占论文总

量的比率。论文作者合作度是指在某一确定时间内

每篇论文的平均作者数。这一指标在一定的程度上

反映 了 科 研 协 作 趋 势，合 作 度 越 高，科 研 合 作 越

紧密。［２］

在此前召开的第一至八届评估学术会议论文集

收录的４３４篇文章中共有２７７篇为两人以上合作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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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占总数的６３．８％，论 文 合 著 率 超 过５０％。论 文

合作度达到１．９６。其中２人合作完成的有１５３篇，

３人合作完成 的 有７５篇，４人 合 作 完 成 的３０篇，５
人合作完成的５篇，６人以上合作完 成 的３篇。有

些论文还是跨单位作者合作写成的。这说明与以研

究人员个人智力因素为最佳模式的部分教育学科研

究不同，研究生教育评估研究有较多的实践性内容，
需要理论研究人员与参与具体评估的工作人员密切

配合，充分发 挥 协 作 效 应，提 高 研 究 效 果 和 研 究 质

量。可见，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研究方面有着

较大的合作空间。

四、论文类型的统计

文章类型是学术研究文集特色的主要依据，也

体现了结 集 文 集 的 方 针。我 们 试 从 论 文 的 写 作 目

的、内容等方面进行判断，将评估学术会议论文集的

论文分为五大类型，分别为评估理论、评估技术、评

估实践、比较与借鉴、其它。评估理论类论文是对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工作进行理论探讨；评估技术

是有关研究生教育评估当中采用的信息收集和处理

等用以指导具体评估实践的方式方法。评估实践类

文章则是结合具体的评估活动，在总结归纳已有的

经验中深化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活动的思考与

探索。比较与借鉴类论文主要介绍、比较国内外先

进的评估理念、经验和做法。
八届评估 学 术 会 议 论 文 集 共 收 集 了４３４篇 论

文。其中 评 估 理 论 文 章 １８２ 篇，占 论 文 总 数 的

４１．９％；评估技术类文章总数为８９篇，占论文总数

的２０．５％；评 估 实 践 类 文 章 为１２５篇，占 论 文 总 数

的２８．９％；介绍国外评估经验的文章共有３２篇，占

论文总数的７．３％；其 他 与 研 究 生 教 育 评 估 关 联 度

不强的 文 章 共６篇，占 论 文 总 数 的１．４％。详 见

表４。
表４　第一至八届评估学术会议论文选题类型分布情况表 单位：篇　　

　　届数

选题 　　
类型 　　

第一届 第二届 第三届 第四届 第五届 第六届 第七届 第八届

篇数 比例 篇数 比例 篇数 比例 篇数 比例 篇数 比例 篇数 比例 篇数 比例 篇数 比例

评估理论 ２３　 ５７．５　 １１　 ３０　 １６　 ２９．２　 １７　 ３０．９　 １０　 １９．６　 ２７　 ４７．４　 ５２　 ７０．３　 ２６　 ３９．４
评估技术 ７　 １７．５　 ５　 １３．８　 １２　 ２１．８　 １６　 ２９．２　 １４　 ２７．４　 １０　 １７．５　 １２　 １６．２　 １２　 １８．２
评估实践 ９　 ２２．５　 １７　 ４７　 ２６　 ４７．２　 １７　 ３０．９　 ２１　 ４１．２　 １８　 ３１．６　 ４　 ５．４　 １４　 ２１．２

比较与借鉴 １　 ２．５　 ２　 ５．５　 ０　 ０　 ４　 ７．２　 ３　 ５．９　 ２　 ３．５　 ６　 ８．１　 １４　 ２１．２
其它 ０　 ０　 １　 ２．７　 １　 １．８　 １　 １．８　 ３　 ５．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五、评估研究现状与趋势

（一）评估研究现状

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理论研究和评估实

践，经过３０多年来研究生教育战线广大教育工作者

的努力探寻与思索，为构建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评估理论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以及规范评估工作流

程等，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与教训，对促进整个研究生

教育质量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从上述对历届

《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学术会议论文集》的论

文作者群和选题类型的分析来看，我国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评估的科学研究队伍状况、参与研究的机构、

开展研究的领域、评估成效显示度等方面，仍存在着

许多问题，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当前评估研究队伍和人员结构不整齐，研究

人员数量虽比过去多了一些，但分布不均，高教研究

专职人员和研究生导师参与研究人数不多，研究人

员地域分布不够广，单位涉及面也不宽。

２．有一些基本评估理论、概念还没完全厘清，研
究论文中概念混用时有发生，所以深入研究遇到难

点。论文研究内容有重复且不深入，面比较窄，多数

还停留在经验性总结上，高度概括的理论性论文和

有很强指导性的技术和实践类论文不仅很少而且较

分散，理论研 究 的 深 度 和 创 新 不 够，尚 未 构 成 理 论

体系。

３．在评估实践工作中，常常感到理论指导性不

足或没有而很困惑。认真归纳和精心提炼的优秀论

文太少。理论研究对实践的指导不够，对重大政策

研究，尤其是重大政策的前期预研与调整，战略研究

及大型综合研究、交叉合作研究不够，科研的规范性

有待提高。

４．有不少培养单位负责人，对评估研究和实践

工作不重视，缺乏组织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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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一些专门从事高教研究机构或民间组织对开

展学位与研究生评估理论与实践研究关注度不够，
对重大问题进行联合攻关研究的课题也很少。

（二）未来研究趋势探讨

在新的转折期，开展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理

论研究和评估实践探索，首先要进一步明确有关研

究生教育评估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目的和定位；其次

要在总结和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与做法的基础上，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转变传统思想观念，重视和加

强研究人员队伍建设，认真组织研究力量，多形式地

开展评估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今后的研究领域

或方向和内容可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１．尽快组织力量，加强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

估的法规和制度建设研究，明确研究生教育评估的

目的、意义，地位与作用，职责与权利等，并作出相应

规定。

２．尽快建立一套比较科学、合理的评估信息采

集方法和数据库的处理方式，使评估组织者可利用

互联网自主收集评估信息和材料，依靠信息时代优

势，实行年报制度等。

３．加强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内涵和特征的

研究，包括评估指标体系构建、评估信息采集、评估

方法的探索等。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至今，已形成

一个多层次、多类型的研究生教育系统。研究生教

育多样化生态现状决定其质量评估标准的多维性，要
着力构建分层分类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新框架。

４．通过对国外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体系的比较

分析，结合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体系所存

在的问题，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前应该加强评估主体

建设，积极构建一个政府、社会和高校多元参与的评

估体系。而不同主体间关系的构建和平衡，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着这一评估体系的运行效率，因此，根据

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的现状，进一步探讨和

改进政府、社会和高校三者之间关系问题具有鲜明

的现实意义。

５．加强对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的探索，进一步

明确“学位”、“教育”、“研究生教育”、“评估”、“教育

评估”、“研究生教育评估”等述语的基本内涵及其基

本关系。重新对新时期下提出的新概念赋予新的内

涵和认定。同时，要加强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

的宏观与微观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研究，以形成新

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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