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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文社科类“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无疑是优秀人才，研究该群体特征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度人文社科类“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 文”为 样 本，依 托

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从获得者、导师、培养单位等角度进行研究，以揭示我国优秀人文社科类博士生的群 体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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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

纲要》，明确提出要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哲

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建设一批社会科学研究

基地，推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融合。［１］这给

我国的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带来了广阔的空间。人

文社会科学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中起着重

要的推动与引领作用，其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是毋庸置疑的。而胡锦涛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

上讲话中指出，“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

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２］，可见高校的人文

社会学科建设以及人才培养成为实现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的重要内容。

文化建设需要人文社科类科研工作者的参与和

推动，而青年群体是科研和管理队伍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承担繁重科研任务的生力军和突击队，是人文

社会科学发展的宝贵人力资源。根据美国著名的社

会学家 罗 伯 特·Ｋ·默 顿（Ｒｏｂｅｒｔ　Ｋｉｎｇ　Ｍｅｒｔｏｎ，

１９１０～２００３）的观点，科学精英的贡献远高于普通科

学 家。［３］５０５ 同 时，他 又 提 出 科 学 界 存 在“马 太 效

应”。［３］６１４而朱克曼（Ｈａｒｒｉｅｔ　Ｚｕｃｋｅｒｍａｎ，１９３７～）进

一步指出，在科学界存在“光环效应”、“回溯效应”和
“棘轮效应”。［４］这些理论表明，优秀青年科研工作者

在各类科研发展中的地位更为重要。因此，对人文

社科类青年科研工作者的研究应该将精力集中在研

究那些优秀的人才上，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分析他

们的特点。

如果对我国所有人文社科类优秀青年科研工作

者群体进行研究，这几乎难以实现，但是通过研究我

国人文社科类“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简 称“全

国优博”）获得者群体的特征，可以“窥豹一斑而知全

豹”。因为“大多数创新性科研团队中博士生和硕士

生都是一线工作的主力成员，而成为“全国优秀博士



学位论文”获得者无疑是对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博士学

位期间取得的成果和科研创新能力的有力肯定。”［５］８８

二、研究样本的选取

我国人文 社 会 学 科 主 要 包 括 哲 学、经 济 学、法

学、教育学、文学和历史学。在样本的选取上，主要

采用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１年 上 述 学 科 中 的、并 且 可 以 在

“中国知网”下载全文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以

这些样本为依据，对获得者群体进行特征分析，不仅

具有数据容易获取、资料真实可信等优点，而且能够

对每个获得 者 在 攻 读 博 士 学 位 期 间 的 细 节 进 行 研

究，因而保障了研究基础的可靠性。表１就是本研

究的样本群体。
由表１可知，本次研究共有３３个样本，文学、历

史学和教育学是拥有较多样本的学科。
表１　可在“中国知网”进行下载的人文社科类“全国优博论文”（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１年）

学科门类 获得者 获得年份 指导老师 论文名称 获得者单位

哲学

徐英瑾 ２００６ 俞吾金 维特根斯坦哲学转型期中的“现象学”之谜 复旦大学

刘怀玉 ２００６ 张异宾
现代日常生 活 批 判 道 路 的 开 拓 与 探 索———列 斐 伏 尔 哲

学思想研究
南京大学

刘永谋 ２００７ 刘大椿 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从知识考古学到“人之死”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
梁云芳 ２００９ 高铁梅

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房地 产 增 长 周 期 波 动———特 征、成 因

和结构变化的计量分析
东北财经大学

解垩 ２０１１ 樊丽明 城乡卫生医疗服务均等化研究 山东大学

法学

王保庆 ２００６ 文选德 传统文化与执政党建设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

于文轩 ２００９ 王灿发 生物安全立法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

殷冬水 ２０１１ 周光辉
民主：社会正义的生命———关 于 社 会 正 义 政 治 条 件 的 规

范研究
吉林大学

教育学

李政涛 ２００５ 叶澜 教育生活中的表演———人类行为表演性的教育学考察 华东师范大学

刘电芝 ２００５ 黄希庭 小学儿童数学学习策略的发展与加工机制研究 西南师范大学

王凯珍 ２００６ 任海 中国社会转型与城市社区体育发展 北京体育大学

司洪昌 ２００８ 丁钢 嵌入村庄的学校———仁村教育的历史人类学探究 华东师范大学

方千华 ２０１０ 黄汉升 竞技运动表演论 福建师范大学

黄海燕 ２０１１ 张林 体育赛事综合影响事前评估研究 上海体育学院

郭小利 ２０１１ 王耀华 中国传统音乐即兴创作教育研究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

李怡 ２００５ 王富仁 “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北京师范大学

张小艳 ２００６ 张涌泉 敦煌书仪语言研究 浙江大学

毕斐 ２００６ 范景中 历代名画记校笺与研究 中国美术学院

李伟昉 ２００７ 曹顺庆 英国哥特小说与中国六朝志怪小说比较研究 四川大学

觉嘎 ２００７ 贾达群 西藏传统音乐的结构形态研究 上海音乐学院

焦桂美 ２００８ 徐传武 南北朝经学史 山东大学

陈建初 ２００８ 蒋冀骋 《释名》考论 湖南师范大学

陈军 ２００９ 姚文放 文类研究 扬州大学

黄厚明 ２００９ 阮荣春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史前文化中的鸟形象 南京艺术学院

刘文正 ２０１１ 蒋冀骋 《太平经》动词及相关基本句法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学

高蒙河 ２００５ 葛剑雄
长江下游考 古 时 代 的 环 境 研 究———文 明 化 进 程 中 的 生

态系统和人地关系
复旦大学

张先清 ２００５ 陈支平
官府、宗 族 与 天 主 教：明 清 时 期 闽 东 福 安 的 乡 村 教 会

发展
厦门大学

李玉偿 ２００６ 葛剑雄 环境与人：江南传染病史研究（１８２０～１９５３） 复旦大学

韩小忙 ２００６ 李范文 西夏文正字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

孙大权 ２００７ 陈廷湘 中国经济学社研究（１９２３～１９５３） 四川大学

张萍 ２００７ 朱士光 明清陕西商业地理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

张杨 ２００８ 于群 冷战与美国的外层空间政策（１９４５～１９６９） 东北师范大学

陈志坚 ２０１０ 刘新成 情与理的交锋———英国财产继承研究１２００～１８００ 首都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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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样本调研结果与分析

１．获得“优博”时的年龄分析

表２是样本中各位“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
得者年龄的数据统计，有助于我们了解博士研究生

的年龄与科研创新能力的关系。
表２　获得“全国优博”时的年龄一览表

获得者
获奖

年份

毕业

年龄

获奖

年龄
获得者

获奖

年份

毕业

年龄

获奖

年龄

李政涛 ２００５　 ３４　 ３６ 张萍 ２００７　 ３９　 ４２
刘电芝 ２００５　 ４８　 ５０ 司洪昌 ２００８　 ３２　 ３４

李怡 ２００５　 ３７　 ３９ 焦桂美 ２００８　 ３８　 ４０
高蒙河 ２００５　 ４５　 ４７ 陈建初 ２００８　 ５０　 ５３
张先清 ２００５　 ３４　 ３６ 张杨 ２００８　 ２４　 ２７
徐英瑾 ２００６　 ２６　 ２８ 梁云芳 ２００９　 ２９　 ３１
刘怀玉 ２００６　 ３８　 ４１ 于文轩 ２００９　 ３２　 ３４
王保庆 ２００６　 ３１　 ３３ 陈军 ２００９　 ３０　 ３２
王凯珍 ２００６　 ４７　 ４９ 黄厚明 ２００９　 ３５　 ４０
张小艳 ２００６　 ２９　 ３１ 方千华 ２０１０　 ３１　 ３４
毕 斐 ２００６　 ３８　 ４１ 陈志坚 ２０１０　 ２９　 ３２

李玉偿 ２００６　 ２８　 ３１ 解垩 ２０１１　 ３８　 ４０
韩小忙 ２００６　 ４１　 ４３ 殷冬水 ２０１１　 ３２　 ３５
刘永谋 ２００７　 ３１　 ３３ 黄海燕 ２０１１　 ２８　 ３０
李伟昉 ２００７　 ４１　 ４４ 郭小利 ２０１１　 ３８　 ４０

觉嘎 ２００７　 ４２　 ４４ 刘文正 ２０１１　 ３８　 ４０
孙大权 ２００７　 ４０　 ４２

表３　“全国优博”获得者年龄特征分析表

Ｎ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毕业年龄 ３３　 ２４　 ５０　 ３５．５５　 ６．５１
获奖年龄 ３３　 ２７　 ５３　 ３７．９４　 ６．５１

由表３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样本群在毕业时

的平均年龄是３５．５５岁，获得“全国优博”时的年龄

是３７．９４岁，差距在两年半左右。也就是说，人文社

科类“全国优博”获得者在毕业后两年半才入选，时

间跨度较大，从而能够保证入选者的研究水平和质

量。但是，由于标准差过大，说明人文社科类“全国

优博”获得者的年龄差距较大，这一点从年龄的极大

值与极小值之间有２６岁的差距也可以看出。
由图１、２可看出，人文社科类“全国优博”获得

者的毕业和获奖年龄都主要集中在３１～４０周岁。

２．获得者在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科研成果的类型有多种，包括学术论 文、专 著、
专利等，而对人文社科类研究生来说，主要还是发表

的学术论文和出版的学术专著。本研究根据学位论

文后附的“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进行

了统计分析。
在统计中，对各种类型的统计包含导师是第一

作者、学生是第二作者的情况。从统计的结果来看，
绝大部分获奖者都发表了学术论文，而且质量相对

较高。仅有两人在“博士学位论文”中没有列举“攻

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以这两人的“姓名”作
为“作者关键字”在“中国知网”中进行精确检索，也

没能检索到其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任何成果，可

能以其他形式发表了研究成果。在所有的样本中，
王保庆博士、解垩博士发表的学术成果最多，分别有

１８篇和１７篇 学 术 成 果 发 表，可 见 他 们 科 研 实 力 的

强大。通过对整个群体的考察，人均以“第一作者”
发表论文６．７３篇，人 均 发 表ＣＳＳＣＩ论 文５．３６篇，
远高于同期我国博士学位攻读者的平均水平，说明

“全国优博”的含金量还是很高的。
当然，人文社科类“全国优博”获得者的一个缺

憾也很明显，就是发表国际学术论文的数量远不如

同期的理科“全国优博”获得者。在３３个样本中，仅
有４人发表了国际学术论文，总数也仅有４篇。而

有统计表明，同期理科“全国优博”获得者人均发表

国际学术论文数为１１．４５篇，人均在国际顶级学术

期刊《Ｓｃｉｅｎｃｅ》和《Ｎａｔｕｒｅ》上发表０．３２篇。［５］９０由此

看来，我国的人文社科类“全国优博”在国际化水平

上还有待加强。

·５３·万　明等·我国优秀人文社科类博士生群体特征研究



表４　获奖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ＣＳＳＣＩ
论文和ＳＣＩ或ＳＳＣＩ的篇数统计

姓 名
第一作者

论文数
ＣＳＳＣＩ

数
ＳＣＩ或

ＳＳＣＩ
姓 名

第一作者

论文数
ＣＳＳＣＩ

数
ＳＣＩ或

ＳＳＣＩ
徐英瑾 ３　 ２ 　 毕 斐 ４　 ２ 　
刘怀玉 １０　 １０ 　 李伟昉 ９　 ４ 　
刘永谋 ２　 ２ 　 觉嘎 ０ ０ 　
梁云芳 ９　 ８　 １ 焦桂美 ５　 ５ 　

解垩 １７　 １６ 　 陈建初 ５　 ５ 　
王保庆 １８　 １１ 　 陈军 １１　 ５ 　
于文轩 １０　 ８　 １ 黄厚明 ７　 ２ 　
殷冬水 ６　 ４ 　 刘文正 ５　 ４ 　
李政涛 ８　 ８ 　 高蒙河 ３　 ２ 　
刘电芝 １１　 １８ 　 张先清 ３　 ２　 １
王凯珍 ７　 ６ 　 李玉偿 ０ ０ 　
司洪昌 ２　 ２ 　 韩小忙 ６　 ５ 　
方千华 １２　 ９ 　 孙大权 ２　 ２ 　
黄海燕 １２　 １１ 　 张萍 ８　 ５ 　
郭小利 ６　 ６ 　 张杨 ６　 ４　 １

李怡 １１　 ５ 　 陈志坚 ２　 ２ 　
张小艳 ２　 ２ 　 　 　 　 　

３．导师情况分析

在统计的３３个样本中，共有３１名导师，蒋冀骋

教授和葛剑雄教授分别有两位学生在统计期间内获

得“全国优博”。
在对３１名人文社科类优博导师的国际学术背

景的研 究 中 发 现，共 有１６人 拥 有 访 学、留 学 经 历。
而理科５１名指导老师中有４４人曾经去国外高校或

科研机构进行访学或深造，其中获得国外学位的有

２１人。［５］９１从中不 难 发 现 两 类 导 师 在 学 术 国 际 化 背

景比较中的差距，这也可能是人文社科类研究生国

际学术水平与理科类研究生存在差距的原因之一。
另外，人文社科类优博导师行政任职情况比较

突出，共有２９人担任学术或行政职务，最高职务是

副省长，其任职比例甚至高于中科院院士任职情况

调研的结果（２５人 中 有２１人 存 在 任 职 情 况）。［６］说

明人文社科类导师比较贴近社会，这有助于加强研

究生对社会的感性认识，更加贴合人文社会学科的

学科特点。

４．培养单位分析

被调研的３３个样本来自２４个培养单位，呈现

明显的分散分布状态。从培养单位的层级来看，９８５
院校１０所，２１１院校５所，一般本科院校９所；从培养

单位所在区域来看，华北地区６所，华东地区１０所，
东北地区３所，华南地区２所，西南地区２所，西北地

区１所，其中华东地区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从学校

的类型来看，１２篇来自师范类院校，１２篇来自综合类

院校，其余来自专门性院校，呈现明显的分散状态。

四、结论

１．优秀人文 社 科 类 博 士 高 创 造 力 年 龄 在３０～
４０岁之间

人类高创造力是有阶段性的，不同学科的高创

造力阶段可能有所不同。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对

科研人员的年龄结构和年龄分层以及与其相关的科

学增长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揭示了年龄和年龄

结构与科学的认识结构和发展相互作用的方式和特

点。［３］６１０根据 对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１年 人 文 社 科 类 全 国

优博的研究来看，他们毕业时的平均年龄在３５岁以

上，而一般人文社科类博士的学习期限在３年以上

（样本中 就 存 在 花 费６年 时 间 攻 读 博 士 学 位 的 现

象），所以可以认为优秀人文社科类博士高创造力在

３０～４０岁之间。

２．支持高校人文社会学科发展不宜采取“整体

扶持”方式

在对获得者群体的培养单位特征分析中，不管

是从培养单位的层级来看，还是从所在区域和办学

类型来看，都呈现明显的分散分布状态。这个特点

要求政府在支持高校人文社会学科建设时，不宜采

用“重点扶持”的方式来对整个培养单位进行资助，
而是要对具体学科进行有针对性的扶持。

３．人文社科类博士生需要高质量的指导

对人文社科类博导进行的研究表明，导师渊博

的知识结构和丰富的社会经验是能否指导出优秀研

究生的重要因素。人文社会学科有自身的特点，不

仅需要有广博的知识，而且需要贴近社会。导师丰

富的社会经验能够使学生少走弯路，及早明确研究

方向，从而有利于深入开展研究，获得更高质量的学

术成果。

４．加强人文社科研究生的国际学术水平培养

从优秀人文社科类博士生群体的国际学术背景

分析来看，其明显弱于优秀理科博士生群体。要想

加强我国文化强国建设，加快我国文化走向国际化

的步伐，人文社科类研究生群体的国际化培养亟需

加强。一方面，要提高人文社科类研究生参加国际

学术活动和获得国际联合培养的机会；另一方面，要
（下转第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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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人文社科类研究生导师的学术国际化背景，特

别是要注意加强对青年导师的培养，鼓励他们去国

际学术机构进行访学、进修，逐步提升我国人文社科

类科学研究的国际学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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