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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整个研究生教育大扩招的背 景 下，通 过 对 六 所 不 同 层 次 高 校 的 硕 士 研 究 生 发 放 调 查 问 卷，试 图 从

生源之间的差异、参加考试次数的差异、报考目的的差异以及择校最关注的因素差异等四个方面考察生源对

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影响。通过运用统计软件，采取方差分析和均值分析研究问卷观测值，并结合研究结果 对

现阶段非“９８５”或“２１１”高校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提出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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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高等教育飞速发展的今天，既为研究生教育创

造了机遇和条件，又对其提出了新的挑战。随着研

究生招生规模大幅度扩大，研究生生源状况呈现出

多样化，生源质量也参差不齐，这无疑对研究生的培

养质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本文采取对不同地域、
不同类型高校硕士研究生开展调查问卷，通过分析

生源质量以及生源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的意愿，来

研究生 源 质 量 与 研 究 生 培 养 质 量 的 相 关 性，为 非

“９８５工程”或“２１１工程”高校在研究生招生工作上

提供参考。

二、研究方法

１．样本的选取

本次问卷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调查，将调

查的高校类型分成“９８５工程”或“２１１工程”高校以

及非“９８５工程”或“２１１工程”高校，调查的对象为１
～３年级硕士在校研究生。样本容量为１３００份，回

收问卷１２７０份，有 效 问 卷１２６５份，有 效 回 收 率 为

９９．６％。其中上海理工大学６７５份，浙 江 工 业 大 学

９８份，合肥工业大学９１份，武汉理工大学９２份，华

中科技大学１８７份，中南大学１２２份。其中：上海理

工大学和 浙 江 工 业 大 学 为 非“９８５工 程”或“２１１工

程”高校（以下简称“非９８５或２１１高校”），占问卷总

数的６１．１％；合肥工业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华中科

技大学、中南大学四所高校为“９８５工程”或“２１１工

程”高校，（以 下 简 称“９８５或２１１高 校”），占 问 卷 总

数的３８．９％。

２．样本的研究工具与原理

本文运用ＳＰＳＳ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方差分析

及均值分析。
方差分析是样本取值是否受各总体均值的影响

的分析方法［１］。首先提出原假设和被择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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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ＳＡ和 ＭＳＥ分 别 称 为 组 间 和 组 内 的 平 均 方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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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Ｈ１ 成立，即认为数据之间的差异显著；否则，接受

原假设，Ｈ０ 成立，即认为数据之间不存在明显差异。

３．样本的基本统计

表１　两类高校的生源在

“入学前就读高校”方面的差异表

入学前就读高校
非９８５或２１１高校 ９８５或２１１高校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Ａ：９８５或２１１高校 ７５　 ９．８％ ３２０　 ６５．７％
Ｂ：其他高校 ６８９　 ９０．２％ １６７　 ３４．３％

从表１中可以看到，两类高校的研究生生源在

“入学前就读高校”方面的差异较大。非９８５或２１１
高校的生源 多 是 其 他 高 校 比 重，为９０．２％；而９８５
或２１１高校其生源原本就来自９８５或２１１高校的学

生比重较大，为６５．７％。
表２　两类高校的生源在

“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次数”方面的差异表

参加研究生

入学考试次数

非９８５或２１１高校 ９８５或２１１高校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Ａ：１次 ５９０　 ７６．３％ ３０８　 ６３％
Ｂ：２次 １１０　 １４．２％ ５８　 １１．９％

Ｃ：３次及以上 １５　 ２％ １１　 １．６％
Ｄ：免试直升 ５８　 ７．５％ １１５　 ２３．５％

从表２中可以看到，两类高校生源中，“免试直升”的
人数差异比较大。非９８５或２１１高校的免试直升研

究生只占其生源结构的７．５％；２１１或９８５高校则所

占比重较高，为２３．５％。
表３　两类高校的生源在

“择校最关注的因素”方面的差异表

择校最关注的因素
非９８５或２１１高校 ９８５或２１１高校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Ａ：９８５或２１１高校 ２０５　 ２６．８％ ２７３　 ５５．９％
Ｂ：优势专业 ３１３　 ４１％ １５４　 ３１．６％
Ｃ：著名教授 ６９　 ９％ ４０　 ８．２％
Ｄ：发达城市 １４２　 １８．６％ １１　 ２．３％
Ｅ：服从调剂 ２６　 ３．４％ ３　 ０．６％
Ｆ：奖学金 ９　 １．２％ ７　 １．４％

从表３中可以看到，两类高校的生源在“择校最

关注的因素”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非９８５或２１１高

校的生 源 最 关 注 高 校 是 否 有“优 势 专 业”，比 重 为

４１％；而２１１或９８５高校的生源则比较看重高校的

分 类，依 旧 选 择 ９８５ 或 ２１１ 高 校 的 人 数 比 重

为５５．９％。
表４　两类高校的生源在

“入学前参加过科研项目”方面的差异表

择校最关注的

因素

非９８５或２１１高校 ９８５或２１１高校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Ａ：参与 １６４　 ２１．６％ １９４　 ３９．８％
Ｂ：未参与 ５９７　 ７８．４％ ２９４　 ６０．２％

从表４中可以看 到，两 类 高 校 的 生 源 在“入 学

前参加过 科 研 项 目”上 存 在 较 大 的 差 异。非９８５
或２１１高校的生源 是 入 学 前 参 加 过 科 研 项 目 的 人

数较少，比重仅为２１．６％；而２１１或９８５高校 的 生

源则 入 学 前 参 加 过 科 研 项 目 的 学 生 较 多，比 重

为３９．８％。
表５　两类高校的生源在

“入学前发表过论文”方面的差异表

入学前发表过

论文

非９８５或２１１高校 ９８５或２１１高校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Ａ：有 ５４　 ７．２％ ５５　 １１．３％
Ｂ：无 ７００　 ９２．８％ ４３３　 ８８．７％

从表５中可以看到，两类高校的生源在“入学前

发表过论文”上存在较大的差异。非９８５或２１１高

校的生源是入学前发表过论文的人数较少，比重仅

为７．２％；而２１１或９８５高 校 的 生 源 则 入 学 前 发 表

过论文的学生相对较多，比重为１１．３％。

·６５· 徐　琳　孙跃东·高校硕士研究生生源与培养质量的相关性研究



表６　两类高校的生源在

“报考目的”方面的差异表

报考目的
非９８５或２１１高校 ９８５或２１１高校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Ａ：专业研究 １１８　 １５．３％ ７６　 １５．５％
Ｂ：就业压力 １６０　 ２０．８％ １０２　 ２０．８
Ｃ：期望高收入 １７４　 ２２．６％ １１１　 ２２．６％
Ｄ：他人建议 ３４　 ４．４％ １４　 ２．９％
Ｅ：提高学历层次 ２３７　 ３０．８％ １７４　 ３５．４％
Ｆ：其他 ４６　 ６％ １４　 ２．９％

从表６中可以看到两类高校的研究生生源对于

“报考目的”的选择差异不大。

三、研究分析

研究分析主要针对于非９８５或２１１高校的生源

数据，具体考察生源在“入学前就读高校”、“参加研

究生入学考试次数”、“择校最关注的因素”以及“报

考目的”等４个研究方面的培养质量，其培养质量具

体量化表现在研究生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数、参与科

研项目数以及获得科研资助次数的总和。按统计学

中方差分析的 计 算 公 式，变 量ｉ定 义 为 某 一 研 究 方

面的具体分 类，ｋ为 类 别 数。例 如：“入 学 前 就 读 高

校”其分类有２种，即ｋ＝２，其 中：当ｉ＝１时，表 示

“９８５或２１１高校”这一类别，当ｉ＝２时，表示“其他

高校”这一类别；变 量Ｙｉ 为 某 一 研 究 方 面 中 第ｉ个

分类的研 究 生 培 养 质 量 样 本 的 平 均 观 测 值。变 量

Ｙｉｊ定义为在第ｉ个分类下的第ｊ个研究生培养质量

样本的具体观测值；Ｙ 为全体研究生培养质量样本

的平均观测 值；ｎ为 样 本 数 量。根 据 方 差 分 析 的 计

算原理得出如下分析结果：

１．生源之间的差异与研究生培养质量结果的方

差分析

对入学前就读不同类型高校的研究生生源，对

应其培养质量做方差分析，结果如下表７所示：
表７　不同类型入学前高校的生源与

其培养质量的方差分析表（ＡＮＯＶＡ）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统计量 ｐ
组间 ５１．６３５　 １　 ５１．６３５　１９．２６８　 ０．０００
组内 ２０４２．０１５　 ７６２　 ２．６８０
总数 ２０９３．６４９　 ７６３

由表７可知，ｐ＜α，即 入 学 前 就 读 不 同 类 型 高

校的生源其培养质量存在显著差异。再对这些生源

的培养质量的量化值做均值分析，Ｘ 轴为入学前就

读不同高校的类型，Ｙ 轴为不同类型生源培 养 质 量

的量化均值，即发表论文数、参与科研项目数以及获

科研 资 助 次 数 总 和 的 样 本 平 均 值。结 果 如 图１
所示：

图１　不同类型入学前高校的生源

其培养质量量化均值柱形图

图１表明，入学前就读于９８５或２１１高校的硕

士研究生，其发表论文的篇数、参与科研的项目数以

及获得科研资助次数的总和明显优于其他高校毕业

的学生。笔者认为这些优势缘于其所在院校的教学

资源更为丰富，国家对其教学投入更为集中，本科学

生参与科学研究的机会相对更多，具有一定的科研

基础。本科毕业于９８５或２１１高校的学生，在某种

意义上说，属于比较优秀的生源。

２．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次数的差异与研究生培

养质量结果的方差分析

对 参 加 不 同 次 数 研 究 生 入 学 考 试 的 研 究 生 生

源，对 应 其 培 养 质 量 做 方 差 分 析，结 果 如 下 表８
所示：

表８　参加不同次数研究生入学考试的生源

与其培养质量的方差分析表（ＡＮＯＶＡ）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统计量 ｐ
组间 １１．８４９　 ３　 ３．９５０　 １．４３１　 ０．２３２
组内 ２１２２．７６５　 ７６９　 ２．７６０
总数 ２１３４．６１３　 ７７２

由表８可知，ｐ＞α，非９８５或２１１高校的生 源

其参加考研次数的不同与培养质量没有大的差异。

而通过对９８５或２１１高校的学生进行统计分析，其

ｐ为０．０４２＜α，即此类高校生源参加考研次数的不

同与其培 养 质 量 具 有 很 大 的 差 异 性。观 测 数 据 显

示，高校招收 的 免 试 直 升 研 究 生，其 发 表 的 论 文 篇

数，参与科研项目等数量明显优于参加统考的学生。
所以从统计数据来看，由于非９８５或２１１高校的免

·７５·徐　琳　孙跃东·高校硕士研究生生源与培养质量的相关性研究



试直升研究生的样本数量太少，其优势不明显。笔

者认为，免试直升的选拔依据较为综合，是学生在

大学本科四年的学习成绩和其他方面素质的总体考

评，能比较客观 地 反 映 出 学 生 的 基 本 素 质，比 全 国

统一招生 考 试 的 选 拔 更 为 全 面。从 调 查 研 究 中 发

现，通过对比两类高校的生源情况可以看到，目前非

９８５或２１１高校 推 荐 免 试 研 究 生 的 比 例 非 常 低，与

９８５或２１１高校相比，差距比较明显。

３．择校最关注的因素差异与研究生培养质量的

方差分析

对在选择研究生阶段就读高校具有不同关注点

的研究生生源，对应其培养质量作方差分析，结果如

下表９所示：
表９　拥有不同择校关注点的生源

与其培养质量的方差分析表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统计量 ｐ
组间 ３７．３５７　 ５　 ７．４７１　 ２．７１８　 ０．０１９
组内 ２０８６．１５１　 ７５９　 ２．７４９
总数 ２１２３．５０８　 ７６４

由表９可知，ｐ＜α，拥 有 的 生 源 其 培 养 质 量 存

在显著差异。再对这些生源的培养质量的量化值做

均值分析，Ｘ轴为不同的择校关注点，Ｙ 轴为拥有不

同关注点的生源培养质量的量化均值，即发表论文

数、参与科研项目数以及获科研资助次数总和的样

本平均值。结果如图２所示：

图２　不同择校最关注的因素的

培养结果平均数柱形图

图２表明，生源在选择研究生阶段就读高校时，
关注高校拥有的“优势专业”、“著名教授”或者学校

的“奖学金”政策情况的学生，其发表论文的篇数、参
与科研的项目的数量等多于关注其他方面的学生。
这表明生源在择校时更趋于理性，选择更有目的性。

４．报考目的差异与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方差分析

对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拥有不同报考目的的研

究生生源，对应其培养质量做方差分析，结果如下表

１０所示：
表１０　拥有不同报考目的的生源

与其培养质量的方差分析表（ＡＮＯＶＡ）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统计量 ｐ
组间 ３０．０５９　 ５　 ６．０１２　 ２．１８９　 ０．０５４
组内 ２０９５．２３９　 ７６３　 ２．７４６
总数 ２１２５．２９８　 ７６８

由表１０可知，ｐ＞α，对于选择进入研究生阶段

学习的生源，其不同报考目的对培养质量没有大的

差异。但统计数据显示出高校学生进入研究生阶段

学习的报考目的确实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对于目

前的研究生而言，其学习动机不再是从科学精神出

发进行深层次的专业研究，而更主要的是为了提高

学历层次、获得期望的高收入或者是提升在劳动力

市场的就业 竞 争 力。有２０％以 上 的 被 调 查 者 选 择

考研是缘于“就业压力”，这使接受硕士教育在一定

程度上也成为了本科生规避就业压力的避风港。

四、结论与建议

调查显示，高校硕士研究生生源与培养质量具

有很紧密的相关性，不同的生源其培养质量确实存

在较大的差异性。对于非９８５或２１１高校而言，提

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的途径不仅要加强本校的内涵

建设，也要建立更为科学有效的生源选拔机制。通

过结合生源的个性特点与学习意愿，在招生考试的

复试阶段 对 其 进 行 分 类 考 核。由 此 笔 者 提 出 如 下

建议：

１．加强校际招生交流，适当扩大推荐免试研究

生入学比例

笔者建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应适度增加非９８５
或２１１高校推荐免试的比例或名额，为此类高校选

拔综合素质好的优秀研究生生源提供更大的选择空

间。同时，非９８５或２１１高校在选拔优秀生源的过

程中，可以将着眼点放在挑选优秀的本校免试应届

毕业生上，并逐步将吸引校外推免生作为硕士招生

工作的突破点。在具体实施研究生招生过程中，非

９８５或２１１高校 可 以 联 合 校 内 相 关 学 院，加 强 校 际

间招生的交流与合作，推荐本校的学生“走出去”，将
外校的优秀生源“引进来”。通过这些措施逐步提高

非９８５或２１１高 校 硕 士 生 源 质 量，改 善 硕 士 学 缘

结构。

２．采取有效的宣传措施，选拔优秀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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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的吸引优秀生源，非９８５或２１１高 校

在开展对外招生宣传、吸引优秀生源报考本校时，应
更加注重突出自身办学特色和专业优势，并适时出

台相应的优惠制度，如研究生奖学金评选制度，以吸

引更多的优秀生源报考。同时高校在招生过程中应

提升生源综合素质考核的比重，加强面试中考题选

择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对报考的研究生进行分类

考核。对于具有钻研精神和学术热情的研究生选择

开展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对于实践能力较强，喜
欢应用性研究的学生推荐其选择全日制专业学位的

专业进行硕士阶段学习，从而通过结合研究生自身

特点，合理配置教学资源、激发研究生的学习热情，
切实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３．深化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改 革，着 力 培 养 应 用 型

人才

美国著名高等教育专家伯顿·克拉克指出，大

众化教育，甚至是普及化教育的实现不仅意味着学

生人群的增加，而且还意味着更多不同类型的学生

的出现，这也直接导致了本科生考研动机或者考研

目的各不相同。于是开拓发展思路，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成为新时期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点。近几年，
国家教育部不断加大力度推行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着力培养强调实践性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

人才。这一举措同时也契合了社会的实际需求与研

究生报考状况的现实。因此，非９８５或２１１高校在

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必须积极开展人才培养模式的转

型，逐步扩大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招生比例，与

９８５或２１１高校错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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