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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厦门大学为例，采用调查法对 硕 士 研 究 生 奖 学 金 制 度 改 革 的 实 效 进 行 分 析，通 过 引 入 核 心 自 我 评

价和成就动机两种心理品质来研究 奖 学 金 制 度 对 研 究 生 自 我 价 值 感 与 成 就 动 机 倾 向 的 影 响。结 果 表 明，硕

士研究生总体上追求成功动机的得分高于避免失败动机的得分；在硕士不同年级中，文科生追求成功的动机

要低于理工科学生；核心自我评价在研 究 生 对 奖 学 金 制 度 改 革 的 满 意 度 和 避 免 失 败 的 动 机 中 起 着 部 分 中 介

的作用。厦门大学的奖学金制度改革对研究生具有一定的心理激励影响，但在奖学金金额梯度设置、优化 学

科资源和倡导良性竞争等方面仍需要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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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高等教育顶端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是一项高

投入、高成本的教育活动，而且是一种投资行为，一

种消费行为，其所带来的成果是一种资 本［１］。刘 大

椿的研究显示，保守估计培养一名硕士研究生的费

用约 为３万 元，培 养 一 名 博 士 研 究 生 则 需４．５万

元［２］。中华英才网２００３年对不同学 历 人 群 年 薪 的

调查表明，研究生教育是可以带来较高个人即得收

益的特殊消费品。为了解决研究生扩招和教育成本

增加带来的教育经费短缺、教育质量下滑的问题，提
高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整体水平和质量，基于高等教

育成本分担理论“谁受益谁付款”的原则，对非义务

教育的研究生教育实行全面收费，已成为我国研究

生教育改 革 的 一 个 必 然 选 择。正 是 在 这 样 的 背 景

下，２００７年北大、清华等１７所高校率先拉开了研究

生培养机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序幕，原有公费自费双

轨制被奖学金制度所代替，截至２００８年，全国范围

内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试点高校已增至５３所［３］。
然而研究生奖学金制度的改革也带来了各种问题，
本研究在探讨这种新的物质激励模式带来的弊端的

同时，着重分析对研究生潜在的心理激励影响。

一、研究方法

一般来说，研究生奖学金是指硕士、博士研究生

在校期间可获得的所有奖 学 金，包 括 国 家、学 校、企

业、个人等不同渠道所设定的奖学金。本文所说的研

究生奖学金，是指整个资助体系中为满足研究生在学

期间所需的培养费、生活费等而设立的“研究生学业

奖学金”，此类奖学金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国家下拨

的研究生培养专项经费、学校投入的培养经费和导师

科研项目中配套的资助经费三个部分［４］。
为了深入研究当前奖学金制度改革对研究生的



潜在心理激励影响，本文引入核心自我评价与成就

动机品质，来分析研究生对奖学金制度改革的满意

度。例如，获得更高奖学金金额，是否会提高研究生

个体的核心自我评价；是否会促进研究生积极追求

成功，或是维持当前的既得利益而规避失败；对奖学

金制度改革持较高的满意度，是否可以预测研究生

个体的成 就 动 机 倾 向。Ｊｕｄｇｅ认 为，具 有 高 核 心 自

我评价的个体，倾向于把工作中的消极因素缩小化，
并且可以预测一些积极的变量如生活满意度和工作

满意度，而对一些消极的因素压力也有一定的预测

力。［５］另有学者分析指出，个体的核心自我评价水平

越高，完成工作任务的动机就越强烈。核心自我评

价较高的个体能够在完成他们的任务时显得更加成

功［６］。目前，国内对研究生奖学金制度改革的研究，
主要是从研究生所面临的心理压力来展开调查，很

少有人从奖学金制度对研究生成就动机和自我评价

的影响入手。
本研究以厦门大学在校硕士研究生为被试，共

发放 问 卷２５０份，剔 除 无 效 问 卷 后 获 得 有 效 问 卷

２２４份。其中男生１０２名，女生１２２名。理科、工科

和文科的比 例 是５７：７１：９６。问 卷 调 查 的 实 施 严 格

按照团体心理测验的程序进行，采用统一的指导语，
要求被试根据指导语选择对问卷项目合适的反应。
施测时 间 为２０分 钟。所 有 数 据 采 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

计软件包进行分析处理。
调查研究的结果建立在两个成熟量表和一个自

编问卷的基础上。自编满意度调查问卷：通过访谈

及 查 阅 文 献 编 制 而 成，该 问 卷 的 同 质 性 信 度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ａ系 数 为０．７１２，符 合 测 验 编 制 的 要 求。
核心自我评价量表：采用杜建政、张翔等根据Ｊｕｄｇｅ
等人编制的 核 心 自 我 评 价 量 表 进 行 翻 译 修 订 的 量

表，他们对修订后的量表进行了内部一致性信度和

重测信度检验，结果表明修订后的中文版核心自我

评价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作为一个有

效的人格测量工具使用。量表为自评量表，共１０道

题，采用５点记分。该量表经过内部一致性信度检

验后，结果表明，量表的α系数为０．８３，半分信度为

０．８４，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一 致 性 信 度［７］。成 就

动机量表（简称ＡＭＳ）：该量表由挪威奥斯陆大学心

理学家 Ｔ．Ｇｊｅｓｍｅａｎｄ和 Ｒ．Ｎｙｇａｒｄ于１９７０编 制、
上海师大教科所（１９８８）叶仁敏等译制，内部一致性

系数分别为０．８３（希望成功的动机分量表）和０．８４
（回避失败的动机分量表）。共包括趋近性和回避性

的两个因素，分别可称为希望成功的动机和回避失

败的动机，分为正负向计分。得分越高者，其成就动

机越高［８］。

二、问卷分析

１．描述性分析

调查发现，５３．７％的硕士研究生 被 试 认 为 奖 学

金的评定影响到了同学的人际关系，造成了一定的

人际关系紧 张 的 情 况。而 仅 有１６．３％的 被 试 认 为

奖学金的评定不会影响同学间的人际关系。对研究

生已经获得的奖学金金额的满意度调查显示，有将

近５０％的 被 试 对 自 己 获 得 的 奖 学 金 金 额 不 满 意，

１５．４％的被试满意自己获得的奖学金金额。这与奖

学金等 级 的 比 例 相 一 致，如 厦 门 大 学 三 等 奖 学 金

（０．４万元）占的比例在４０％以上。研究生奖学金评

定的 三 个 主 要 环 节 分 别 是 测 评 （４８．２％）、审 核

（２９．１％）和公布信息（１９．１％）。测评是最关键的环

节涉及到测评的对象和测评对象的比例等。课程成

绩、德育得分和科研是测评的主要对象，且三者比例

存在年级的动态变化。４７．３％的被试认为测评的对

象比例不合理，尤其是课程成绩占的比重过大。
箱图分析显示，研究生对奖学金制度的满意度

评价得分为３１．１４±５．２３３，且高分组和低分组存在

显著的差异（ｔ＝－１９．３４５，ｐ＜０．０５）。研 究 生 个 体

核心 自 我 评 价 的 得 分 为３５．１０±４．２５３。研 究 生 的

成就动机倾向中追求成功的得分要高于避免失败的

得分（分别为２１．７５和２０．６５）。对奖学金制度满意

度高的被试追求成功的动机得分要高于满意度低的

被试的 追 求 成 功 动 机 得 分（分 别 为３２±２１．１９４和

３０±２１．９３３），且被试避免失败的动机得分也高（３１
±２１．２５８）。

２．差异分析

表１　多因素方差分析

变量 变异来源 Ｆ　 ｐ

满意度评价

性别 ０．１４４ ．７０５
学科 ０．４５６ ．６３５

性别＊学科 ０．１８０８ ．１６９

追求成功

学科 ５．５７１＊ ．００５
年级 ２．５１５ ．０８６

学科＊年级 ４．０８３＊ ．０２０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从表１可知，被试对研究生奖学金制度的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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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性别的主效应不显著，学科的主效应也不显著，
学科和性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被试追求成功的动

机倾向：学科的主效应显著，年级主效应不显著，学

科和年级的交互作用显著。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

显示，被试追求成功的学科差异在不同年级中都有

表现。如理科被试在三个年级的得分均高于其它学

科的被试得分，研一被试中得分最高为工科（２２．６９
±５．５６２），其次是理科（２１．６０±３．１５８），得分最低是

文科（２０．９６±３．３８９）。研二被试中得分最高为理科

（２８．２５±４．７１７），其次是工科（２２．５０±２．１２１），得分

最低的是文科（１９．６７±４．３５９）。研三学生由于最后

所取被试样本都为文科生则无法比较。

３．心理得分相关分析

心理得分相关分析显示，研究生对奖学金制度

的满意度评价与研究生个体的核心自我评价存在显

著的正相关（０．４６４＊＊＊），即研究生对奖学 金 制 度 的

满意度越高，研 究 生 的 核 心 自 我 评 价 得 分 也 越 高。
在动机倾向上，避免失败和满意度评价存在显著的

正相关（０．２２９＊＊＊），表明被试对奖学金制 度 的 满 意

度越高，避免失败的动机倾向得分越高。被试的核

心自我评价与避免失败的动机倾向存在显著的负相

关（－０．２６８＊＊＊），表明核心自我评价越低 的 被 试 在

避免失败的动机倾向上的得分越高。

４．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检验研究生的核心自我评价在对奖学金制

度满意度和避免失败的动机倾向之间起中介作用，
本研究采用温忠麟等人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方

法，即三步回归分析法，对这三个变量进行一系列的

回归分析［９］。
表２　中介效应检验

回归方程 ＳＥ 回归系数检验

第一步 ｙ＝－．２０７ｘ ．０８４　 ２．４７７＊

第二步 ｍ＝－．２９９ｘ ．１０３ －２．８９５＊＊

第三步 ｙ＝－．１９７ｘ ．０８２　 ２．４０１＊＊

－．２８７　ｍ ．１０１ －２．８５１＊＊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由表２可知，核心自我评价是被试对研究生奖

学金制度满意度和避免失败的部分中介变量。其中

介效应 所 占 比 例 为０．２８７＊０．２９９／（０．２８７＋０．２８７
＊０．２９９）＝０．２３０１，直 接 效 应 与 总 效 应 之 比 为１－
０．２３０１＝０．７６９９。即满意度 对 避 免 失 败 的 效 应 中，
有７６．９９％是直接效应，另外２３．０１％是通过中介变

量核心自我评价的间接效应（中介效应）起作用的。

三、关于奖学金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思考

１．奖学金制度改革带来的问题

从 厦 门 大 学 实 施 的 硕 士 研 究 生 奖 学 金 制 度 来

看，不同档次的奖学金金额设置体现了高收益和高

额度的特点，且获得资助的研究生比例不低于以往

公费生的比例。改革后的奖学金数额大幅提高，然

而占４０％以上的三等奖学金金额仅有０．４万元，这

种金额设置梯度的过大，往往会带来研究生一些潜

在的心理影响（将近５０％的被试对自己目前获得奖

学金金额不满意）。调查显示硕士研究生被试认为

一等、二等和三等的奖学金金额设置应为１．８万元、

１．６万元和１．３万元，考虑到当前的物价水平，这种

理想的金额梯度和设置可以冲抵培养费（负担值最

大的项目）。正因为这种现实和理想的落差，一方面

会造成硕士研究生较大的心理压力，进而影响其身

心健康。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扭曲了学生做学问

的动机，心态趋向功利化。有调查发现，４９．３％的被

访对象认 为 奖 学 金 制 度 导 致 自 己 的 急 功 近 利。如

３０．２％的被试认为自己为了加分而滥发 论 文，２１％
的被试为了 加 分 而 参 加 不 喜 欢 的 活 动［１０］。而 本 研

究调查发现，有５３．７％的 被 访 认 为，为 了 获 得 加 分

造成了同学之间互相隐瞒、不能真诚相待的紧张关

系。奖学金制度的激励性所隐含的竞争性会随着奖

学金金额梯度的增大而更加凸显出来，进而导致学

生之间在成绩、科研和人际关系方面的不良竞争，尤
其是在学术科研上不守学术道德、制造学术垃圾，严
重违背了奖学金改革的初衷。尽管奖学金制度已实

现了动态评审，也带来了管理方式的变革，奖学金的

评定更趋向合理，然而奖学金制度的管理核心并没

有围绕导师展开，学术规范难以保障，研究生的学风

依然浮躁。现实“学历贬值”的社会现象就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目前某些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和科研水

平不断下滑的现状。

２．奖学金制度对研究生的心理影响

调查研究显示，硕士研究生对奖学金制度的满

意度评价均分为３１，且高分组被试和低分组被试存

在显著的差异（ｔ＝－１９．３４５，ｐ＜０．０５）。表 明 目 前

的奖学金等级制度具有较好的区分度，从效率的角

度分析，这种资助方式可以更高效地给予研究生激

励，适度加剧不同能力研究生之间的竞争，进而在整

体上提高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为了进一步探讨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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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制度带来的研究生潜在的心理影响，本研究将核

心自我评价和成就动机倾向引入奖学金制度的调查

当中。被试 的 核 心 自 我 评 价 得 分 处 于 中 等 偏 上 水

平，追求成功的动机得分要高于避免失败的得分，这
与叶仁敏（１９９２）［１１］的 研 究 结 果 相 似。表 明 硕 士 研

究生积极地追求成功，敢于接受困难的任务，而非回

避失败。被试追求成功的动机得分在学科和年级的

交互作用上显著，且简单效应分析显示在不同年级

当中，文科生追求成功的动机都要低于理科和工科

的硕士研究生。我国的研究生专业选择与社会市场

的就业需求导向具有很大的关联性，从就业前景和

专业资源优势来分析，理工科学生要远好于文科生，
而这种良好的预期结果更能强化理工科学生的追求

成功的动机倾向，激励其不断挖掘自身的潜能实现

自我的价值。这与王浩（２００１）［８］发现理科专业的学

生在追求成功的动机强度上显著高于文科生的结果

相似。

３．奖学金制度的间接效应

研究生奖学金制度的满意度评价与核心自我评

价、成就动机的相关分析显示，被试对奖学金制度的

满意度评价得分与核心自我评价得分存在显著的正

相关，获得较高的奖学金金额是对被试自我价值和

能力的一种肯定，而这种高的满意度也反映了被试

具有高的核心自我评价。被试核心自我评价与避免

失败的动机得分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与追求成功的

动机得分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这是因为具有高核心

自我评价的个体，其价值感和自我能力的肯定越高，
就越容易有较高的追求成功的动机倾向。反之，具

有较低核心自我评价的个体，容易表现出较高的避

免失败的动机倾向。核心自我评价是被试对奖学金

制度的满意度和避免失败的部分中介变量，且满意

度对避免失败的效应中，有７６．９９％是直接效应，另

外２３．０１％是通过中介变量核心自我评价的间接效

应（中介效应）起作用的。本研究的中介效应分析表

明要促进硕士研究生积极地追求成功，勇于面对失

败而非回避失败，首先要不断完善现有的奖学金制

度，如建立起以导师为核心的奖学金评定管理体系，
形成科学的奖学金金额梯度设置，拓宽奖学金的来

源渠道等。使硕士研究生在一个适度的物质激励范

围内，增加其满意度。同时不可忽略核心自我评价

（２３．０１％）的中介作用，这需要高校创造更多有利于

研究生实现自我价值和能力的环境，优化学科资源

的配置，倡导一种良性的竞争和合作。

４．奖学金制度改革应避免陷入“马太效应”
研究生奖学金制度的改革面临着一个现实的冲

突问题。作 为 高 消 费 品 的 研 究 生 教 育，却 有 将 近

５０％～６０％的硕士研究生来自农村［１２］，而这种有条

件的奖励模式也许会导致竞争陷入“马太效应”，使

更多来自农村的学生因为研究生消费的“可负担性”
问题而无法进一步深造。因此，奖学金金额的梯度

设置成为一个关键问题，通过厦门大学奖学金制度

改革的调查分析显示，正是二、三等级奖学金之间存

在的显著落差一方面可以高效地给予研究生激励，
使优秀的学生脱颖而出，另一方面却又导致了诸多

背离学术道 德、不 良 竞 争 和 回 避 失 败 现 象 的 发 生。
通过硕士研究生的心理实效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厦

门大学的奖学金制度改革是正效的，积极的促进作

用大于负面的影响。而这些负面的现象也应引起足

够的重视。总之，学校创造更多有利于研究生自我

价值实现的环境，优化学科资源的配置，科学设置奖

学金金额梯度以及倡导良性的合作和竞争等措施能

更有效地发挥奖学金制度改革的激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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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教研究》报道本刊改革发展思路

本刊讯　２０１４年３月出版的《中国高教研究》杂志封二以“《研究生教育研究》在改革创新中砥砺前行”
为题报道了本刊的历史沿革与改革发展思路。

报道说，《研究生教育研究》前身为《教育与现代化》，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办于１９８６年。为积极应对

我国教育类期刊布局的变化，顺应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趋势，用更高的标准、更开阔的视野、更精准的目光，发

现、解析我国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经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该刊

自２０１１年起更名为《研究生教育研究》，并由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等机构联合主办。转型后的《研究

生教育研究》紧跟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时代步伐，积极探索专业学术期刊跨越式发展的创新之路，精

心打造特色栏目和刊物亮点，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砥砺前行，影响力快速扩大，学术声誉不断提高。２０１１年

入选武汉大学ＲＣＣＳＥ－Ｅ教育学类核心期刊，２０１２年入选南京大学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２０１３年被评为“华东地

区优秀期刊”。与此同时，期刊订阅量、作者学术层次、影响因子、网路传播效率等也显著提升。目前已成为

我国研究生教育管理者和研究者最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之一。
文章介绍说，《研究生教育研究》以“鼓励探索、激励创新、倡导求真”为宗旨，致力于探索研究生教育发展

规律，反映研究生教育教学最新成果，倡导先进的教育理念，促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和科

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服务。目前动态设置的栏目主要有理论探索、改革与发展、招生与培养、导师论坛、研

究生教育评估、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学科队伍建设、比较教育研究等，并可视稿源情况随时推出新栏目。用

稿原则是“学术优先，质量至上”，注重论文的学术性、思想性、创新性和应用价值，对受到国家和中国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学会重大基金项目资助的研究论文优先录用。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组稿重点包括研究生教育体制机

制改革、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
研究生招生制度及奖助体系、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研究生教育文化、研究生教育学等９个方面。

《中国高教研究》是由教育部主管、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主办的高教类学术期刊，影响面较广，其上述报道

有助于作者、读者进一步加深对本刊的了解，对促进本刊发展有积极意义。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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