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４期［总第２２期］

２０１４年８月
研究生教育研究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Ｎｏ．４

Ａｕｇ．，２０１４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１６６３（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５７－０４

博士学位论文文后参考文献的比较分析
———以Ｂ大学１６０份博士学位论文为样本

王　悦，马永红，陆启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研究生院，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１－２０

　　作者简介：王悦（１９７８—），女，山东济南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院助理研究员，在读博士研究生．
马永红（１９６６—），女，安徽安庆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运用引文分析的方法，对Ｂ大学１６０份工科博士学位论文的文后参考文献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

现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与普通学位论文在参考文献总量上没有明显差异，但在文献类型、语种情况、文献的衰

变情况、跨学科文献数量、经典文献数量以及自引文献数量上有不同程度的差异。这种差异从不同角度说明

了博士学位论文参考文献引用的规律、特点及其对论文质量的影响，因而可为博士学位论文创作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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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博士学位论文是博士研究生学术研究成果的结

晶。在学位论文的创作过程中，博士生们需要比较

全面、系统地追索和参阅大量的参考文献，以此来了

解最新的研 究 动 态，激 发 创 意 和 灵 感，确 立 选 题 依

据，借鉴研究 方 法，从 而 保 证 论 文 的 新 颖 性 和 前 沿

性。因此，参考文献作为学位论文的组成部分与正

文一起构成了严谨、科学的研究过程和完整的表达

形式。［１］其不仅可以反映学位论文本身的学术水平，
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博士生的研究基础、学

术视野和学术素养。目前对博士学位论文参考文献

的分析是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此类研究

多用于进行 期 刊 评 价 和 为 图 书 馆 文 献 收 集 提 供 依

据。［２］而通过分析参考文献来反映博士学位论文创

作规律的研究却并不多见。部分针对全国优秀博士

学位论文的研究显示，“占有大量的文献资料，包括

最新的研究资料”，“能反映本学科领域的发展情况

和最新成果”是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吸收和利用文献

的共同特点。［３］但是，这种特点和普通学位论文相比

较到底有多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具体表现在哪些方

面？是否反映了学位论文的创作规律，又是否可以

为博士生学位论文的创作提供启示呢？为此，本文

以Ｂ大学１６０份博士学位论文为研究样本，试图通

过对优秀学位论文与普通学位论文文后参考文献的

比较分析来回答以上问题。

二、数据与指标

１．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来自Ｂ大学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的

１６０份博士学 位 论 文。为 减 少 学 科 间 的 差 异，样 本

全部来自该校材料科学与工程、航空宇航科学与技

术、仪器科学与技术及力学四个工学门类学科的博

士学 位 论 文。这 四 个 学 科 是Ｂ大 学 的 传 统 优 势 学

科，近年来有多篇博士学位论文被评为全国或北京

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的整体水平在

国内处于领先地位。样本中，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含
提名）１１篇，北京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６篇，校级优

秀博士学位论文３５篇，在本文中统称优秀博士学位

论文（以下 简 称 优 博 论 文），占 样 本 总 量 的３２．５％，



其余博士学位论文在文中统称为普通博士学位论文

（以下简称普博论文），占样本总量的６７．５％。为保

证样本的多样性和结论的可靠性，课题组尽可能地

选取了不同导师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

２．指标选择

本次研究采用了７项指标来测量博士学位论文

参考文献的差异。这７项指标分别是：篇均参考文

献总数、文献类型、语种情况、文献衰变情况、跨学科

文献数量、经典文献数量与自引文献数量。其中，对
跨学科文献与经典文献的考察引入了同领域专家的

鉴别，力图从专业的角度对参考文献进行更深层次

的差异比较，而不仅仅局限于数量的计量分析。

三、统计结果与分析

１．篇均参考文献总数的分析

博士学位论文参考文献的总量从一个侧面反映

了博士生对新知识、新成果以及前人研究成果的总

结和吸收能 力。从 统 计 的 结 果 看（见 表１），优 博 论

文参考 文 献 的 篇 均 总 数 为１６４．３篇，普 博 论 文 为

１５７．７篇，在数量 上 超 过 或 接 近 全 国 优 秀 博 士 学 位

论文工科领域１６０．５篇的篇均引文量。［４］

表１　篇均参考文献总数的分析

论文类型 总数（篇） 最多（篇） 最少（篇） 标准差

优博论文 １６４．３　 ４１１　 ５７　 １００．２６
普博论文 １５７．７　 ２１１　 ５８　 ３２．８５

但是，参考文献 也 并 不 是 越 多 越 好。从 数 量 上

看，优博论文与普博论文的篇均参考文献总数差距并

不明显且个体间差异较大。研究样本中，参考文献总

量最多的为４１１篇，最少的为５７篇，且均为优博论

文，标准差达到１００．２６。因此，参考文献的数量并不

能反映出博士学位论文质量和水平的差异。一般来

说，博士生在论文创作的过程中都要参阅大量的文献

资料，但是只有与研究主题密切相关的文献才能列入

参考文献的清单，而一篇论文可引参考文献数量的多

少，又是与该论文研究内容所处的领域或前人研究成

果的多少直接相关的。以前很少有人研究或尚未有

人研究的领域或方向，有关参考文献一般较少，因而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往往创新性强，有的甚至是首创性

的。而有的论文虽然引用了大量的参考文献，但其中

很多是不必要的引用，不仅占用了宝贵的版面，降低

了有效信息的传递，而且直接影响了论文的质量。

２．文献类型的分析

在文献类型的统计中，我们将参考文献分为期

刊论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专著、技术标准和网络

资源六种类型。统计结果见表２。
表２　文献类型的分析

论文类型
期刊论

文（％）
会议论

文（％）
学位论

文（％）
专著
（％）

技术标

准（％）
网络资

源（％）

优博论文 ８２．０９　 ２．９７　 １．８９　 ７．８０　 ４．２９　 ０．９６
普博论文 ６９．２５　 ３．１０　 ３．３０　 ９．７３　 １４．０８　 ０．５３

从统计结果看，期刊论文是博士学位论文参考

文献的主体，其重要程度远高于其他类型文献，其中

优博 论 文 参 考 的 期 刊 文 献 平 均 达 到 文 献 总 量 的

８２．０９％，普博论文为６９．２５％。这一现象在很大程

度上是由期刊论文具有出版周期短、内容更新快、专
业性强且信息量丰富的特点所决定的。对期刊论文

的利用可以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满 足 博 士 生 把 握 学 术 动

态、追踪学术前沿、寻找创新突破点的研究需要。而

与普博论文相比，优博论文对期刊论文的需求更高，
比例差异较为明显。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次调查的样 本 中，普

博论文对技术标准的引用量要明显多于优博论文。
技术标准一般是指重复性的技术事项在一定范围内

的统一规定。其在研究中的主要作用在于检验技术

成果、规范技术程序、证明研究结论的正确性和可重

复性，这一点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一篇学位论文如果较多地引用技术标准，也可

以推测出其 研 究 内 容 和 目 标 可 能 会 偏 重 应 用 性 研

究，如提出或论证新的技术方案等，此类研究多属于

改良性创新，其研究成果想要跻身至原始创新的层

次会有一定的局限性。

３．语种情况分析

表３　语种情况分析

论文类型 外文文献比例（％） 中文文献比例（％）

优博论文 ９０．０２　 ９．９８

普博论文 ８０．１２　 １９．８８

从语种情况 看（见 表３），这 四 个 学 科 的 博 士 学

位论文引用外文文献的比例很高，其中优博论文的

外文文献比 例 平 均 达 到９０．０２％，普 博 为８０．１２％，
绝大多数为英文文献。说明在该研究领域中，国外

的研究和技术水平领先于国内。为保证论文研究成

果的前沿性，博士生需要大量地收集国外学科和相

关领域的发展状况，寻找创新点。而其中优博论文

外文文献的引用量高于普博论文，这一方面说明优

博论文关注国际科研发展动态，以及对外文文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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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和处理应用情况高于普博论文；另一方面也与

论文的研究内容直接相关。从总体上看，优博论文

多以基础性、世界性浓厚的科学问题为研究内容，而
普博论文的 研 究 则 多 倾 向 于 国 内 实 际 要 解 决 的 问

题，因而，国内文献的引用量会较多一些。

４．参考文献的衰变情况分析

表４　参考文献的衰变情况分析（普赖斯指数）

论文类型 五年普赖斯指数 十年普赖斯指数

优博论文 ４０．７８％ ５９．２８％
普博论文 １９．１１％ ４７．０５％

本文引入普赖斯指数来考察参考文献的衰变情

况。该指数是一个衡量各个知识领域文献衰变情况

的数量指标，其将某一知识领域内，年限不超过五年

的文献的引文数量与引文总量之比当作指数，用以

度量文献的老化速度和程度，指数越高，衰变越快，
代表作者引用了更多最新发表的文献。［５］由于博士

学位论文的创作一般都在２～３年或者更长，时间跨

度往往超过期刊论文，因此，在测量博士学位论文的

参考文献衰变情况时，除了采用５年普赖斯指数外，
研究者也多会设计１０年普赖斯指数作为考察文献

衰变情况的 指 标。从 本 文 的 统 计 结 果 看（见 表４），
无论是５年还是１０年的普赖斯指数，优博论文与普

博论文都存 在 着 很 大 差 异。尤 其 是５年 普 赖 斯 指

数，二者差距达到２１．６７％，１０年普赖斯指数的差距

有所减 少，但 也 达 到１２．２３％，因 此，从 普 赖 斯 指 数

的差异上，可以明显看出，优博论文与普博论文在学

术前沿信息的把握上存在较大差距。优博论文参考

和引用最近年份的文献明显多于普博论文，因而更

多地关注了相关领域的最新前沿进展。

５．经典文献的比较分析

本文中，经典文献的统计分析主要依靠同领域

专家的评价 进 行。调 查 结 果 显 示（见 表５），在 优 博

论 文 的 参 考 文 献 中 经 典 文 献 的 比 例 平 均 达 到

１８．１８％，普博论 文 为７．０３％，由 此 可 见，优 博 论 文

引用和参阅经典文献的数量要明显高于普博论文。
作为前人思考与研究的丰硕成果，经典文献是学科

发展的原点或基础，对学位论文的创作具有重要的

基础性作用。对经典文献的学习往往可以实现对一

门学科进行高屋建瓴式的探究研习。因此，一位优

秀的博士生在从事研究工作时，总是会千方百计地

接触自己从事研究课题的最优秀的文章，从中寻找

灵感，汲取营养。如果博士学位论文参考文献的清

单中只有少量甚至没有一篇是同领域专家们公认的

经典文献，那么论文的研究基础将会受到质疑，研究

成果就很难得到同行的认可。
表５　经典文献的比较分析

论文类型 期刊（％） 专著（％） 总数（％）

优博论文 １４．３９　 ３．７９　 １８．１８
普博论文 ５．０３　 ２．００　 ７．０３

６．跨学科文献的比较分析

在推动科技进步、解决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重

大课题的过程中，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科学研究的主

要方式，是产生科学原创成果的动力之源。［６］因此，具
有多学科的知识结构和开放性的思维方式，擅长将不

同学科的理论方法移植融合到自己研究的领域，对产

生创新性的科学成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

本文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进一步印证。调查发现，优秀

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内容往往是跨学科的，因而其参

考文献中有大量的跨学科文献。如２００７年获得全国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昆虫的高升力机理及果蝇、熊
蜂、鹰蛾前飞时的气动力和能耗》是一篇力学领域的

研究论文，而其参考文献中超过４４％的文献来自于

生物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从统计结果看（见表６），优
博论 文 参 考 文 献 中 跨 学 科 文 献 的 比 例 平 均 为

２８．９３％，普博论文为１０．９４％，差距明显。
表６　跨学科文献的比较分析

论文类型 期刊（％） 专著（％） 总数（％）

优博论文 ２４．７８　 ４．１５　 ２８．９３
普博论文 ９．２４　 １．７０　 １０．９４

７．自引文献分析

由于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工作是博士生在导师

指导下共同创作完成的，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我

们将博士生与导师看作是博士学位论文的共同创作

主体，将自引文献分为引用博士生本人和引用导师

文献两类来进行考察。根据著名文献计量学家 Ｅ．
加菲尔德的观点，自引文献的比例主要反映了创作

主体对研究过程的影响力及研究过程的开放性。［７］

从样本统计结果看（见表７），博士学位论文的自引文

献总量较少，平均有１～２篇的本人自引文献，优博论

文与普博论文基本没有差异。但是在导师文献的引

用上，优博论文高于普博论文。这一结果表明，一方

面博士学位论文的创作过程具有很好的开放性，广泛

地吸收了其他研究主体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表

明，导师的影响力与博士学位论文的创作水平密切相

关。引用导师的文献多，一方面说明学位论文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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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与导师的研究工作有紧密的相关性和继承性，另
一方面也说明导师在此领域有较为长期和深入的研

究基础，为博士生科研创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表７　自引文献分析

论文类型 本人文献（篇） 导师文献（篇）

优博论文 ２．３３　 ５．３４
普博论文 ２　 ３．５４

四、启示

参考文献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和起点，也是学位

论文的重 要 组 成 部 分。通 过 比 较 分 析 我 们 可 以 看

出，优博论文与普博论文的参考文献在文献类型、语
种情况、衰变情况以及经典与跨学科文献引用量上

都有较为明显的差别，尤其是在对前沿文献和跨学

科文献的利用上，优博论文具有突出的优势。这种

差别不仅反映了博士学位论文的创新水平，也为博

士学位论文的创作带来了启示。
一是要广而精地获取资料。文献资料的功用是

使我们了解这个科学领域研究的历史，了解前人研

究时应用的方法及在这一领域内所达到的水平，从

而选择自己所做的工作从哪里前进或突破。因而广

泛地收集文献资料是学位论文创作的基础。但是现

在的科技文献浩如烟海，要从中真正找出有价值的

文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不仅需要掌握文献

搜索技术、了 解 文 献 收 集 渠 道、具 备 较 高 的 外 语 水

平，更需要进行大量细致的基础性工作。在调查中

我们发现，由于工科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多来自工

程实践的课题，因此，很多博士生容易忽视文献资料

的重要性，认为科学研究和种田一样，只要多做实验

就会有收获和成果，因而往往在文献的收集和整理

上不肯下功夫。有的论文在文献收集上不全面，有

的论文貌似引用了大量的参考文献，但其中很多是

不必要的引用，也有的论文引用了有较多的转引文

献，直接影响了论文的质量和水平。
二是要充分地吸收文献。很多导师在指导博士

学位论文创作时都特别强调文献的重要性，其实质

是要学生从文献中抓住问题的根本，即问题是怎样

提出的，它在科学中的地位如何，国内外对此问题进

行了哪些研 究，取 得 了 哪 些 成 果 及 结 论，有 何 局 限

性，问题的难点何在，解决的关键何在等等。因此，
做好文献综 述，确 立 研 究 选 题 是 论 文 创 作 的 关 键。
和普博论文相比，优博论文不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

简单堆砌，而是真正做到了论文和文献的有机结合。

文献综述详实细致，层次分明，逻辑性强，对所从事

领域的理论背景和学科发展有较为清晰的了解和掌

握，并能够提出创新性的问题和假设，对文献的吸收

和利用做到 了 钻 得 进 去、跳 得 出 来，为 论 文 确 立 选

题、开展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和技术基础。
三是要用严肃、严谨、严密的态度来对待参考文

献的著录。参考文献的正确、规范著录是实现参考

文献功能的重要途径，也充分体现了论文创作者的

学术道德和学术作风。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缺乏准

确性和有意的漏引或多引是博士学位论文参考文献

著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著录不准确的原因有的是

因为作者未亲自查找、阅读原始文献，直接对其进行

转引造成的；有的是因为作者本身专业知识欠缺或

理解水平有限，不能正确领悟参考文献所表达的意

思，断章取义，取其所需。而有意漏引则表现为明明

参考了别人的文章，却在文献清单中没有列出。其

原因有的是怕暴露出抄袭了别人的文章，有的是怕

创新性受到质疑。不管是何种原因的漏引，都侵犯

了原作者的著作权，都是对别人劳动的极不尊重，甚
至可以说是一种剽窃行为。而多引则表现为引用与

论文内容无密切关系的文章。其原因往往是作者为

显示其水平高而盲目引用权威文献或外文文献，混

淆读者的视线。因此，在文献的著录中应引用最必

要的文献，根据研究内容该多则多，该少则少，尽可

能地引用亲自查阅的文献不转引；同时，要了解文献

的著录规则，按照科技论文参考文献的著录标准进

行规范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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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学术化。因此，按照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的标准和要求，制订出与培养目标相匹配、具有行业

特征、个性化的林业硕士校内外导师遴选标准显得

尤为必要。林业硕士的校内导师承担的课题应大多

来自企业、行业的横向科研项目，了解企业、行业生

产的实际需要。应建立校内外导师的考核机制、评

估机制、激励机制，对校内导师的考核和评估应从以

科研成果产出为主向以成果实践应用价值为导向转

变。另外，对不适合培养林业硕士的导师应坚决予

以调整；对那些长期不从事校企合作研究，与企业没

有稳定合作项目的导师，也应及时进行分流［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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