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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迄今为止,安徽省已评选出四届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其中72位研究生导师指导出2篇及以上的优秀

硕士论文,他们无疑是研究生导师队伍中的优秀群体。本文调查研究这72位导师的学科背景、学历学位、学

术头衔、海外学术经历、学术奖励等优势素质特征及其分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加强学术本位的研究

生导师队伍培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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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安徽省研究生教育工作取得明显进步,

2008—2014年全省共评选出四届全省优秀硕士论

文。依据安徽省教育厅公布的相关信息,我们统计

出14所高校的283位研究生导师,合计指导出382
篇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下文称“优硕论文”),其中

11所高校的72位导师(下文称“优硕论文导师”或
“优硕导师”)指导出2篇及以上的优硕论文。①全省

优硕论文导师尤其是指导出2篇及以上优硕论文的

导师,无疑是本省研究生教育工作的主要骨干,研究

他们的优势素质特征具有示范意义。因此,笔者以

上述72位优硕导师为样本,搜集他们的年龄分布、
学科背景、学历学位、学术头衔、职称与导师资格、海
外学术经历、代表科研项目、学术奖励等素质特征进

行统计分析,以探索具有启示意义的研究生导师队

伍培养规律。

二、样本来源分布

利用安徽教育网和优硕论文导师所在高校官

网,笔者统计出72位导师(占全体优硕导师总数的

25.4%)共指导出172篇优硕论文(占全部优硕论文

总数的45.0%)。具体为,指导出2篇优硕论文的

导师50人,占导师总数的17.7%;指导出3篇优硕

论文的导师18人,占6.4%;指导出4篇优硕论文

的导师3人,占1.06%;指导出6篇优硕论文的导

师1人,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俞书宏教授,占0.
35%(见表1)。可见,指导出2篇及以上优硕论文

的导师在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培育创新人才方面

做出了重要贡献。
研究72位优硕论文导师的所在院校分布,笔者

发现1所“985”高校有9位导师指导出23篇优硕论

文,占2篇以上优硕导师数的比例为12.5%,占2篇

以上优硕论文数的13.4%;2所“211”高校,共有24



位导师指导出54篇优硕论文,分别占比33.3%和

31.4%;1所省与教育部共建高校有13位导师指导出

31篇优硕论文,分别占比18.1%和18.0%;2所医科

高校有13位导师指导出32篇优硕论文,分别占比

18.1%和18.6%。其余5所省属高校共有13位导师

指导出32篇优硕论文,占比情况同前述2所医科高

校(见表2)。这说明,72位2篇及以上优硕导师主要

来自“985”高校、“211”高校、“省与教育部共建”高校

以及医科高校,这6所高校合计优硕导师比和优硕论

文比均占全省高校80%以上。

表1 72位优硕导师与其指导的优硕论文对应分布

指导优

硕论文

篇数

2 3 4 6
合计导

师人数

合计论

文篇数

优硕导

师人数
50 18 3 1 72 172

所占

比例
17.7% 6.4% 1.06% 0.35% 25.4% 45.0%

备注
计算优硕论文导师比例时,以283人为分母;计
算优硕论文比例时,以382篇为分母。

表2 72位优硕导师的院校来源分布

高校类别 “985”高校 “211”高校 省与教育部共建高校 医科高校 其他省属高校

高校数 1 2 1 2 5

优硕导师人数 9 24 13 13 13

占2篇以上优硕导师比例 12.5% 33.3% 18.1% 18.1% 18.1%

优硕论文篇数 23 54 31 32 32

占2篇以上优硕论文比例 13.4% 31.4% 18.0% 18.6% 18.6%

备注 计算优硕论文导师比例时,以72人为分母;计算优硕论文比例时,以172篇为分母。

  从数据上看,“985”高校并不明显高于“211”高校

或“省与教育部共建”高校。笔者认为“985”高校的研

究生培养层次较高,其主要精力用在培养博士研究生

层次的拔尖创新人才。例如,迄今为止安徽省评出的

90篇优秀博士论文中,就有58篇来自该“985”高校,
占比达64.4%。②

三、样本素质特征研究

(一)年龄分布

年龄分布,是指优硕论文导师在指导该篇硕士论

文时的实际年龄。从经验判断,相对年轻的导师会有

较充沛的精力来指导研究生,所培养的研究生会有较

大学术潜力。硕士论文的写作周期一般为一年,因此

笔者按照获评优硕论文时导师年龄减一的方法,估算

出导师指导该篇论文时的实际年龄。统计发现,72
位优硕导师在指导第1篇优硕论文时的平均年龄为

46.9岁,指导第2篇优硕论文时的平均年龄为49.4
岁;22位导师指导第3篇优硕论文时的平均年龄为

47.5岁;4位导师指导第4篇优硕论文时的平均年龄

为45.5岁;中国科技大学俞书宏教授指导第6篇优

硕论文时仅有43岁;另外72位导师指导172篇优硕

论文的总平均年龄为48.6岁(见表3)。统计表明,虽
然各年龄阶段均有导师培养出优硕论文,但40~50
岁较年轻的导师群体,无疑是培育科研创新人才的重

要力量。
表3 导师指导优硕论文时的年龄分布

年龄分布
第1篇优硕

论文导师数

第2篇优硕

论文导师数

第3篇优硕

论文导师数

第4篇优硕

论文导师数

第5篇优硕

论文导师数

第6篇优硕

论文导师数

论文篇

数合计

60~74岁 7 7 14

50~59岁 15 26 7 1 49

40~49岁 38 33 15 3 1 1 91

34~39岁 12 6 18

平均年龄 46.9 49.4 47.5 45.5 41.0 43.0 —

备注 72位导师指导172篇优硕论文的总平均年龄为4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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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学科背景

学科背景,是指学者从事学术研究所属知识的性

质和门类,是学者进行科学研究和学术发展的重要支

撑。[1]67 统计发现,72位导师主要来自工学(27人)、
理学(18人)、医学(13人)、文学(6人)、经济学(2
人)、管理学(2人)、教育学(2人)、历史学(1人)、农学

(1人)(见表4)。这表明,安徽省研究生导师队伍的

优势学科来源于工学、理学、医学三个领域,合计占比

达80.6%,文学领域也有一定的实力,占比8.3%,但
农学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则相对较弱,哲学、
法学、艺术学领域没有导师指导出2篇优硕论文,这
些弱势学科需要积极培育和政策扶持,以促进学科间

的包容协调发展。

表4 72位优硕导师所在学科分布

学科背景 工 理 医 文 经 管 教 历 农 哲、法、艺

导师数 27 18 13 6 2 2 2 1 1 0

所占比例 37.5% 25.0% 18.1% 8.3% 2.8% 2.8% 2.8% 1.4% 1.4% 0

备注 计算比例时,以72人为分母。

  (三)学历学位

导师的最终学历可作为导师学术素质和知识结

构的衡量依据。[2]笔者认为,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指

导和培养研究生的业务能力较强,尤其在年轻学者中

这一特征更加明显。72位导师中拥有博士学历的导

师54人,占75.0%;拥有硕士学位的7人,占9.7%;
拥有学士学位的10人,占13.9%;拥有专科学位

的1人,占1.4%;其中有博士后研究经历的23人,
占31.9%(见表5)。可以预见,研究生导师中拥有博

士学位和博士后研究经历的人数还会进一步增长。
因为拥有硕士及以下学历的导师年龄结构偏大,他们

大多是我国研究生教育工作的开创者或老专家。如

拥有专科学历的为我国著名机械专家、合肥工业大学

教授费叶泰先生,费老1934年出生,是72位优硕导

师中年龄最长的一位。10位拥有学士学位的导师

中,有7位是1949年以前出生的老教师。
表5 72位优硕导师的学历学位分布

学历学位 博士 硕士 学士 专科
有博士后

经历者

导师数 54 7 10 1 23

所占比例 75.0% 9.7% 13.9% 1.4% 31.9%

备注 计算比例时,以72人为分母。

  (四)职称与导师资格

职称,是教师专业技术水平和工作能力的等级,
反映其学术成就的高低。高级职称教师有教授和副

教授两类。研究生导师是培养和指导研究生的重要

岗位,按其任职资格分为博士生导师和硕士生导师。
依据样本分布,笔者将72位导师的职称与导师资格

分为四个维度调查。具体如下:教授71人,占98.

6%;副教授1人,占1.4%;博士生导师58人,占80.
6%;硕士生导师14人,占19.4%(见表6)。统计表

明,教授、博士生导师是指导我省优秀硕士论文的主

要群体,其学术水平和培养硕士生的业务能力处于较

高水平。
表6 72位导师的职称与导师资格分布

教授 副教授 合计(所占比例)

博士生导师 57 1 58(80.6%)

硕士生导师 14 0 14(19.4%)

合计(所占比例)71(98.6%)1(1.4%) ———

备注 计算比例时,以72人为分母。

(五)学术头衔

学术头衔,是学者所获得的学术称号,反映其在

学科内的学术声誉和研究贡献,即被学术界认可的程

度。[1]67 笔者认为,学者的学术头衔是其学术威望和

学术影响力的重要表现,头衔愈高学术成果愈多,愈
能折服其研究生以导师为榜样潜心钻研,从而提高研

究生培养质量。依据样本分布,将72位导师的学术

头衔分为四级:第4级为院士、长江学者、国家青年杰

出科学基金获得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国务院

特贴专家、国家级教学名师等;第3级为皖江学者、省
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省政府特贴专家、省级教学名师

等;第2级为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省高校

优秀拔尖人才、省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等;第1级为

所在高校校、院学科负责人。统计发现,除9位导师

相关信息缺失外,其余63位导师中,有28人拥有第4
级学术头衔,占44.4%;18人拥有第3级学术头衔,
占28.6%;11人拥有第2级学术头衔,占17.5%;6
人拥有第1级学术头衔,占9.5%(见表7)。可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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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72位导师中至少有近九成的导师,拥有省级或校

级以上的学术头衔,因此是否拥有较高学术头衔与其

研究生论文质量正相关。

表7 优硕导师的学术头衔分布

学术头衔层级 学术头衔(称号) 导师人数(所占比例)

第4级
院士、长江学者、国家青年杰出科学基金获得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

才、国务院特贴专家、国家级教学名师等
28(44.4%)

第3级 皖江学者、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省政府特贴专家、省级教学名师等 18(28.6%)

第2级
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省高校优秀拔尖人才、省高校中青年

骨干教师等
11(17.5%)

第1级 所在高校校、院学科负责人 6(9.5%)

备注 公布该项信息的导师63人(占72位优硕导师的87.5%)。计算比例时,以63人为分母。

  (六)海外学术经历

海外学术经历,是指教师在国(境)外参加学历学

位教育、博士后研究,进行访学、进修,或者担任客座

教授、高级研究人员等学术活动的经历。海外学术经

历既能提升教师科研能力、丰富其学术阅历,又能给

所指导的研究生带来先进的学术理念和启发。笔者

认为,拥有国内外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学术研究经历,
对提升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和科研能力有正向作用。
调查发现,公布该项信息的52位导师中,有美国学术

经历的16人,占30.8%;有日本学术经历的8人,占

15.4%;有德国、英国学术经历的各为6人,分别占

11.5%;有新加坡学术经历的3人,占5.8%;有澳大

利亚、加拿大学术经历的各为2人,分别占3.8%;有
法国、挪威、荷兰学术经历的各为1人,分别占1.9%;
有香港学术经历的4人,占7.7%;有台湾学术经历2
人,占3.8%(见表8)。可见,指导2篇及以上优硕论

文的导师中大多拥有海外学术经历,且较多地前往高

等教育较为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如美国、日本、英国、
德国、香港等。

表8 优硕导师的海外学术经历分布

前往国家(地区) 美国 日本 英国 德国 新加坡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法国 荷兰 挪威 香港 台湾

统计人数 16 8 6 6 3 2 2 1 1 1 4 2

所占比例 30.8% 15.4% 11.5% 11.5% 5.8% 3.8% 3.8% 1.9% 1.9% 1.9% 7.7% 3.9%

备注 公布该项信息的导师52人(占72位优硕导师的72.2%)。计算比例时,以52人为分母。

  (七)代表科研项目

代表科研项目,是指优硕导师所承担的最高级别

的科研项目。笔者认为,在培养和指导研究生的实践

中,导师会有计划地吸收研究生参与其主持的科研项

目,分配一定的研究任务给学生完成,以训练他们的

科研能力和创新素质。依据样本分布,笔者将72位

优硕导师的代表科研项目分为两层:第2层为国家科

技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等;第1层为教育部各类研究项目、其他部

委科研项目等。调查发现,除3位导师相关信息缺失

外,其余69位导师中,有66人主持过第2层级的科

研项目,占95.7%;另外3人主持过第1层级科研项

目(见表9)。可见,指示2篇及以上优硕论文的导师

所承担的科研项目层次均较高,这既是导师科研能力

的重要体现,也是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和

载体。因此,几乎所有的高校在遴选和评定研究生导

师时,都要求其承担一定级别的科研项目,或拥有一

定数量的年度科研经费。
表9 优硕导师的代表性科研项目分布

科研项

目层次

科研项

目类型

导师人数

(所占比例)

第2层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66(95.7%)

第1层
教育部各类研究项目

其他部委科研项目
3(4.3%)

备注

公布该项信息的导师69人(占72位优硕导

师 的95.8%)。计 算 比 例 时,以69人 为

分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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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学术奖励

学术奖励,是各级政府依据学术工作者科研、教
学成果的质量和水平而授予的荣誉级别或称号,是政

府对学术工作的肯定和鼓励。笔者认为,教师获得省

级以上学术奖励,既表明该教师拥有较强的科研创造

能力和较大的育人贡献,也表明能指导出较高质量的

研究生。依据样本分布情况,笔者选择优硕导师已获

最高学术奖励为研究对象,并将它们分为四级,分别

是:第4级为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奖等;第3级为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

展、全国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中科院自然科学

奖,以及其他国家部委科研成果奖、国家级教学成果

奖等;第2级为省自然科学奖、省科技进步奖、省青年

科技奖、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第1级为省

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省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
省级教学成果奖等。统计发现,公布该项信息的62
位导师中,有5人获得第4级学术奖励,占8.1%;11
人获得第3级学术奖励,占17.7%;40人获得第2级

学术奖励,占64.5%;6人获得第1级学术奖励,占9.
7%(见表10)。可见,72位导师中至少有九成左右的

导师,拥有省级或校级以上的学术奖励,因此是否获

得较高层次的学术奖励与其研究生论文质量正相关。
表10 优硕导师的学术奖励分布

奖励级别 奖励称号 导师人数(所占比例)

第4级 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 5(8.1%)

第3级
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全国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中科院自然

科学奖,以及其他国家部委科研成果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等
11(17.7%)

第2级
省自然科学奖、省科技进步奖、省青年科技奖、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以及全国性学会科研成果奖等
40(64.5%)

第1级
省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省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省级教学成果

奖等
6(9.7%)

备注 公布该项信息的导师62人(占72位优硕导师的86.1%)。计算比例时,以62人为分母。

四、加强学术本位的研究生导师培养路径

上述研究可见,72位指导出2篇及以上优硕论文

导师的学术素养较高,是安徽省研究生导师队伍中的

骨干,为培养学术创新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正如辛

逸教授所言:“硕博士论文从某种程度上反映着一个国

家年轻一代的思想水平,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创新能力

的重要标志之一”。[3]可以说,判断学位论文质量的核

心是学术性。研究生学术能力的形成,除其自身因素

外,更与导师的学术品格、创新能力以及研究旨趣等紧

密相连。但导师的学术素质也不是与生俱有的,需要

以学术本位的理念在实践中积淀养成。为提高导师队

伍水平,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一)着力提升研究生导师队伍的学术基础

拥有国内外著名大学或学术名师的博士学位,以
及丰富的学术研究经历是研究生导师教学、科研能力

的重要基础,对提升研究生指导能力有极大帮助。耿

有权等研究指出,“我国培养了2位及以上全国优博论

文获得者的导师绝大多数留学于发达国家的著名大学

或科研机构,并获得博士学位或拥有留学访学研究经

历。”[1]69 本研究同样显示,在指导出2篇及以上优硕论

文导师中,拥有海外学术经历者超过了70%,且大多前

往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高等教育发达国家;70%以

上的导师拥有博士学位,且其中有超过30%的导师拥

有博士后研究经历。从这些数据来看,为了提高导师

队伍的整体素质,高校要充分利用高等教育国际化、高
等教育振兴计划等政策措施,引进世界一流大学的高

水平学者或博士人才充实到研究生导师队伍中去;要
注重培育薄弱学科的导师人才,加大投入,促进学科间

的协调创新发展;要选派更多优秀教师到国(境)外著

名高校或科研机构参加访学、研修活动,积极开展国际

学术交流活动;要鼓励教师出国参加学术研讨,利用优

势学科平台召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会议,展示科

研成果,营造学术氛围,培养学术自信,以提升研究生

导师队伍的学术基础。
(二)努力提高研究生导师队伍的科研能力

从柏林大学建校伊始,学术自由、教学与科研并

重等原则相继成为各国高等教育届的共识,教学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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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相长共进,互为补充。王洪才教授指出,“要把人培

养成独立、自觉的人,对大学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即他必须是一个具有广博知识的人,是一个不断追求

自我完善的人,能为年轻一代的成长发展提供指导和

启迪”。[5]不断地进行科学研究和知识创新,是导师完

善学识和追求学问的主要途径,也是其培养和启迪学

生的重要手段和载体。调查发现,公布科研信息的

69位导师中,有66人承担过国家科技计划、国家自然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等科研项目,另外3人承担过教

育部或其他部委的科研项目。通过高级别的课题研

究产生高水平的学术成果,是丰富和提升研究生教学

质量的普遍规律。为了提高导师的科研水平,高校要

充分利用各项基金渠道和重点科研平台,鼓励教师申

报高级别研究项目,同时,有关方面要切实运用学术

标准和专家评价的手段,做好项目申报服务与初审工

作,推动已获项目的学术研究,促进学术成果孵化及其

应用推广,帮助导师申报高级别的学术奖励,提升其学

术地位和学术影响力,增强其指导研究生的业务能力。
(三)加大对青年导师的培养力度

青年导师处于个人学术生涯的黄金期,是研究

生教育工作的希望和未来。刘少雪教授研究认为,
“26至45岁是科技人才实现创造性突破的最佳年

龄阶段,是科技精英重大科学发现或发明的黄金时

期”。[4]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俞书宏教授年仅43岁

即指导出6篇全省优硕论文,他31岁获得中科大无

机化学专业博士学位,32岁赴日本东京工业大学从

事博士后研究,34岁赴德国任洪堡外国科学家研究

员,35岁入选中国科学院“引进海外杰出人才”,36
岁获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39岁受聘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对安徽省导师特征的研究表明,40~50
岁的较年轻导师是获评优硕论文的主要群体;3篇

及以上优硕导师的平均年龄还明显低于2篇优硕导

师。因此,高校要充分利用相关政策措施,引进青年

领军人才和学科拔尖人才,支持青年导师参加国内

外访学研修项目,扶植优秀青年教师申报重点支持

计划;在高水平大学中推进本-硕-博“一贯式”青年

才俊培养工程,在本科生中发现和选拔科研创新苗

子,让他们作为后备师资直接攻读本校或定向选送

到国内外著名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扩大青年导师招

收和培养优秀研究生的自主权,鼓励师生协同进行

科研创新和技术攻关,帮助青年教师发掘培养研究

生的潜能,适时赋予他们导师资格。

(四)优化导师人才培养的学术环境

从源头上看,中世纪大学是一个学术场域尚未

分化的空间,学术共同体是大学的惟一组织,学术性

是大学的本质属性。[6]既然大学是学术组织,就要按

照学术组织的本质规律来治理大学、培养教师和学

生。钱学森先生曾回忆:“加州理工学院给学者、教
授们,也给年轻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

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

以充分发表。”[7]钱老回忆实为称赞美国大学一贯的

学术精神,即善于追求真知的自由精神,敢于发表意

见的创新精神,勇于挑战权威的自主精神。研究显

示,安徽省72位2篇及以上优硕导师中,71人拥有

教授职称,58人为博士生导师,54人具有博士学位,
还有相当一部分导师拥有海外学术经历,这些均表

明他们受过良好的科研训练和学术熏陶,对其学术

品格的形成和培养优秀研究生具有深远影响。为了

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国家层面要深入推进现代大

学制度建设,促进“管办分离”;教育主管部门应主动

退出大学微观事务领域,切实保障高校自主权;高校

要在各自章程范围内,以弘扬学术和创新知识为核

心理念,不断完善学术权力制度建设和行政权力清

单建设,构建突出学术本位和权力包容的治理结构,
大力营造学术自主和研究自由的创新氛围,促进教

学科研相长共进,健全优秀人才和成果脱颖而出的

制度体系,努力使每位导师都能成为优秀导师,每位

研究生都能成为优秀研究生。

注释:

① 在安徽省四届优硕论文评选中,军事学科共有13位导

师指导出18篇优硕论文,其中5位导师培养出2篇优

硕论文。但因军事学科保密性强,其导师的数据资料难

以收集,因此本研究各项统计和分析均不包括去军事

学。另外,针对个别优硕论文有2位或3位指导教师的

情况,笔者认为第二导师和第三导师一般是刚取得研究

生导师资格的年轻教师,其优势素质特征不明显,因此

本研究仅统计第一导师的素质信息。

② 安徽省2009年以来评选过三届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统计发现全省7个博士生培养单位,培养出90篇优秀

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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