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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问卷调查法研究、分析研究生对奖助体系的满意度.结果表明:博士研究生的满意度低于硕士

研究生;研究生对国家奖学金和学业奖学金的满意度高于学校自设奖学金和企业奖学金;部属高校研究生的

满意度高于省属高校研究生;奖学金的激励作用还没有得到很好发挥.基于此,本文提出高校需要遵循更好

生活保障基础上的学术激励原则对研究生奖助体系进行调整改进,使保障尽可能充分,使激励保持适度,并

加大导师对研究生的资助力度,努力筹措资金增加奖助学金的投入,进一步完善奖助学金评选制度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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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奖助体系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随着国家奖助学金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我国高

校目前已基本建立了以“奖、助、贷、困、补”为主体的

多元化研究生资助体系,努力为研究生学习与科研

提供更好的生活保障.为了评估政策执行效果,当
前我国已有不少学者从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建构、奖
助政策的执行情况及奖助学金的执行过程、评定细

则等角度研究探讨其实施效果与改进方式[１Ｇ５],但从

学生满意度视角来进行研究生奖助体系实施效果的

研究还比较少.满意度是一种心理感受,研究生的

满意度是衡量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重要维度[６],本研

究从研究生对奖助体系满意度的角度来研究奖助政

策的实施情况,分析当前奖助体系存在的不足,为进

一步完善研究生奖助政策提出建议.

一、研究方法

本次问卷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选取了中

南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南开大学、大
连理工大学、重庆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

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暨南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广
东外语外贸大学等１３所高校为样本,共发放研究生

问卷３５６０份,回收研究生问卷２９８４份,回收率为

８３．８２％.对回收的研究生问卷进行整理,剔除研究

生问卷中无效问卷２５５份,获得有效问卷２７２９份,
有效率为９１．４５％.

具体被调查对象基本信息的描述性统计见

表１.



表１　被调查对象基本信息的描述性统计(单位:人;％)

题项 组别 样本 百分比 题项 组别 样本 百分比

学位

类型

硕士生 １７１４ ６２．８

博士生 １００６ ３６．９

缺失 ９ ０．３

学校

类型

部属

高校
２１７７ ７９．８

省属

高校
５５２ ２０．２

缺失 ０ ０

　　本次调查采用自编的«研究生奖助问题调查问

卷»,从金额、覆盖面、评选标准的合理性、评选程序

的公平性等维度调查研究生对奖学金(包括国家奖

学金、学业奖学金、学校自设奖学金、企业奖学金)和
助学金(包括国家助学金、导师资助)的满意度状况.
本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级评分法,按“非常不满意”、
“不满意”、“基本满意”、“满意”、“非常满意”顺序依

次分别记１分、２分、３分、４分、５分,得分越高表示

满意度越高.

二、调查结果

(一)对奖助体系整体的满意度

从奖助政策整体实施情况满意度来看,研究生

表示“非常满意”和“满意”的比例分别占８．４％和

２６．３％,“基本满意”的比例占４９．５％,“不满意”和
“非常不满意”的比例分别占１３．６％和２．２％.满意

度均分为３．２５,介于“基本满意”与“满意”之间,这表

明当前高校的奖助政策得到了研究生的普遍欢迎和

认可.(见表２)
表２　对整体奖助体系的实施效果的满意度

满意度
非常

满意
满意

基本

满意
不满意

非常

不满意
均值

百分比 ８．４％ ２６．３％ ４９．５％ １３．６％ ２．２％ ３．２５

　　进一步分析表明,不同类型高校的研究生、不同

学位层次的研究生,其对奖助体系的满意程度存在

差异.其中,硕士研究生的满意度高于博士研究生,
部属高校研究生的满意度高于省属高校研究生.以

下针对不同学位层次的研究生、不同类型高校的研

究生,从奖助学金的类别、投入力度(覆盖面和奖助

额度)、评选制度等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的满意度

分析.
(二)对奖助学金投入力度的满意度

１．对助学金投入力度的满意度

我国高校当前实行的助学金体系包括国家助学

金、导师资助、“三助一辅”、助学贷款和困难补助等,
从资助覆盖面来看,国家助学金和导师资助是覆盖

面最大的两类助学金,其中,国家助学金更是对每一

位研究生给予资助[７].本文从资助额度的角度对上

述两类助学金的满意度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显

示,研究生对国家助学金和导师资助的额度总体都

是比较满意的,其中,“满意”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

４８．３％和３８．２％,“基本满意”的比例分别是３３％和

３５．８％,“不满意”及以下的比例分别为１８．７％和

２６％.(见表３)进一步分析显示,不同学位层次研

究生对导师资助额度的满意度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

(p＜０．０１),通过对导师资助额度满意度进行独立样

本 T检验,结果表明,博士研究生对导师资助额度

满意度(均值为３．２７)非常显著地高于硕士研究生

(均值为３．１２)(p＜０．０１).
表３　研究生对助学金资助额度的满意度分析结果

助学金

类型

非常

满意
满意

基本

满意
不满意

非常

不满意
均值

国家

助学金
１５．５％ ３２．８％ ３３．０％ １５．４％ ３．３％ ３．４２

导师

资助
１１．６％ ２６．６％ ３５．８％ ２０．０％ ６．０％ ３．１８

２．对奖学金投入力度的满意度

本研究从奖学金的覆盖面和奖励额度两个维度

调查分析了研究生对奖学金投入力度的满意度.其

中,奖学金覆盖面是指获得某项奖学金的研究生人

数在所有研究生中所占的比例,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研究生对奖学金覆盖面满意度情况

奖学金

类型

非常

满意
满意

基本

满意
不满意

非常

不满意

满意度

均分

国家

奖学金
１５．４％ ２８．７％ ３５．８％ １６．２％ ３．８％ ３．３５

学业

奖学金
１９．０％ ３６．６％ ３１．９％ １０．５％ ２．０％ ３．６

学校自设

奖学金
１５．０％ ２８．７％ ３６．９％ １５．４％ ４．０％ ３．３５

企业

奖学金
１４．１％ ２５．７％ ３９．５％ １６．７％ ４．０％ ３．２９

　　(１)总体情况

对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学校自设奖学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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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奖学金覆盖面满意度的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显

示,研究生对奖学金覆盖面总体是比较满意的.其

中,“非常满意”与“满意”的比例为３９．８％~５５．６％
之间,“基本满意”的比例处于３１．９％~３９．５％之间,
“不满意”与“非常不满意”的比例处于 １２．５％ ~
２０．７％之间.

对奖学金奖励额度的满意度问卷调查结果显

示,研究生总体上也是比较满意的.其中,“非常满

意”与“满意”的比例处于４３．２％~４８．２％之间,“基
本满意”的比例处于３６．１％~３９．８％之间,“不满意”
与“非常不满意”的比例处于１２．７％~１７．８％之间.
进一步分析显示,研究生对国家奖学金奖励额度的

满意度最高(３．４８),对企业奖学金奖励额度的满意

度最低(３．３７).具体调查、分析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研究生对奖学金奖励额度满意度情况

奖学金

类型

非常

满意
满意

基本

满意
不满意

非常

不满意

满意度

均分

国家

奖学金
１５．１％ ３３．１％ ３９．２％ １０．５％ ２．２％ ３．４８

学业

奖学金
１３．６％ ３２．４％ ３６．１％ １４．８％ ３．０％ ３．３９

学校自设

奖学金
１４．４％ ３１．３％ ３７．４％ １３．４％ ３．６％ ３．３９

企业

奖学金
１４．２％ ２９．０％ ３９．８％ １３．５％ ３．５％ ３．３７

　　综上分析,从奖学金的覆盖面和奖励额度两个

维度综合来看,研究生对学校奖学金的投入力度总

体是比较满意的,其中相较学校自设奖学金和企业

奖学金,研究生对国家奖学金和学业奖学金的投入

力度更为满意.
(２)不同层次研究生的满意度

以不同层次为分组变量,对奖学金覆盖面和奖

励额度的满意度分别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显

示,不同层次的研究生对各类奖学金覆盖面和奖励

额度的满意度呈现出相似的统计变化特征.其中,
对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覆盖面和奖励额度的满

意度均是博士研究生高于硕士研究生,且博士研究

生对学业奖学金奖励额度的满意度极显著地高于硕

士研究生(p＜０．００１);对学校自设奖学金、企业奖学

金覆盖面和奖励额度的满意度则均是硕士研究生高

于博士研究生.(见表６)

表６　不同层次的研究生对奖学金投入力度满意度分析

项目 奖学金类型 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显著性

覆盖面

国家奖学金 ３．３４ ３．３９ ０．２４５
学业奖学金 ３．５８ ３．６４ ０．１４３

学校自设奖学金 ３．３８ ３．３１ ０．１４３
企业奖学金 ３．３２ ３．２５ ０．１６

奖励额度

国家奖学金 ３．４６ ３．５２ ０．１２５
学业奖学金 ３．３３ ３．５ ０∗∗∗

学校自设奖学金 ３．４２ ３．３６ ０．１４１
企业奖学金 ３．４１ ３．３１ ０．０２６∗

　　注:＊,p＜０．０５,差异显著;＊＊,p＜０．０１,差异非常显著;＊＊

＊,p＜０．００１,差异极显著.

(３)不同学校研究生的满意度

以不同学校为分组变量,对研究生对奖学金覆

盖面和奖励额度的满意度分别进行差异分析可以看

出,不同学校的研究生对学业奖学金覆盖面的满意

度没有显著性差异(p＞０．０５),而对国家奖学金、学
校自设奖学金、企业奖学金覆盖面的满意度均存在

非常显著的差异(p＜０．０１),部属高校的研究生对这

三类奖学金覆盖面的满意度显著高于省属高校的研

究生.不同学校的研究生对奖学金奖励额度的满意

度同样存在极显著的差异(p＜０．００１),部属高校的

研究生对这四类奖学金的满意度均显著地高于省属

高校的研究生.(见表７)
表７　不同类型学校的研究生对奖学金

投入力度满意度均值比较

项目 奖学金类型 部属高校省属高校 显著性

覆盖面

国家奖学金 ３．３９ ３．２ ０．００１∗∗

学业奖学金 ３．６ ３．６３ ０．５３５

学校自设奖学金 ３．４ ３．１ ０∗∗∗

企业奖学金 ３．３５ ２．９２ ０∗∗∗

奖励额度

国家奖学金 ３．５４ ３．２４ ０∗∗∗

学业奖学金 ３．４８ ３．０５ ０∗∗∗

学校自设奖学金 ３．４７ ３．０３ ０∗∗∗

企业奖学金 ３．４４ ２．９９ ０∗∗∗

　　(三)对奖助政策实施情况的满意度

调查显示,有５７．６％的研究生表示不公平的奖

助学金评选制度对学习积极性的影响“比较大”或
“非常大”,这说明公平合理的评选标准、公正公开的

评选程序对研究生奖助政策发挥出良好的实施效果

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对奖助政策了解程度的调查

５６向兴华,等:基于满意度调查的研究生奖助体系分析与改进建议



统计结果显示,研究生对国家助学金政策的了解程

度最高(９６．７％的被调查研究生表示了解),其次是

对国家奖学金和学业奖学金政策比较了解,对学校

自设奖学金和企业奖学金政策的了解程度相对较

低,如图１所示.

图１　研究生对不同类型奖学金的了解程度(单位:％)

同时,问卷对研究生对各类奖学金的评选标准

合理性、评选程序公平性的满意度进行了调查.结

果表明,研究生总体上是比较满意的,“基本满意”及
以上的比例均达到８０％以上.其中,对学业奖学金

评选标准和评选程序的满意度最高,而对企业奖学

金评选标准和程序的满意度相对较低.(见表８)
表８　研究生对各类奖学金评选的满意度

项目
奖学金

类型

非常

满意
满意

基本

满意
不满意

非常

不满意
均分

评选

标准

的合

理性

国家

奖学金
１４．０％３０．６％４１．６％１１．３％ ２．５％ ３．４２

学业

奖学金
１５．６％３４．０％３７．８％１０．１％ ２．５％ ３．５

学校自设

奖学金
１６．０％３１．２％３８．６％１１．３％ ２．９％ ３．４６

企业

奖学金
１０．９％３０．３％４３．９％１２．４％ ２．５％ ３．３５

评选

程序

的公

平性

国家

奖学金
１４．０％３２．５％４０．８％１０．３％ ２．２％ ３．４６

学业

奖学金
１６．１％３５．１％３７．１％ ９．５％ ２．３％ ３．５３

学校自设

奖学金
１６．３％３１．０％３７．６％１１．９％ ３．２％ ３．４５

企业

奖学金
１０．８％３０．０％４５．３％１１．２％ ２．８％ ３．３５

三、分析与讨论

从以上对问卷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
研究生对当前高校实施的奖助政策包括各类奖助学

金的投入力度、奖助学金的评选制度等方面总体上

是比较满意的.这表明,近年来国家和各省级教育

主管部门、各高校努力筹措资金,加大对研究生奖助

学金的支持力度,得到了研究生的普遍认可和欢迎.
但是,从这次调查分析也看出几个值得深入研究探

讨的情况:
１．博士研究生对奖助政策整体实施效果的满意

度低于硕士研究生

实际上,高校一般更重视对博士研究生的资助,
从获得的奖助学金额度上来说,博士研究生总体上

是高于硕士研究生的.但是博士研究生满意度并不

高于硕士研究生.我们认为,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

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当前学校提供的奖助学金

尚不能满足研究生日常生活需要.此次对研究生在

读期间经济来源的调查结果表明,７３．１％的研究生

表示在读期间有获得家人的经济支持,其中硕士研

究生的比例高达８３．４％,博士研究生的比例超过半

数达到５６．２％,另外,有１３．５％的博士研究生表示因

生活压力,还必须在课余进行校外兼职来获得额外

的资金.这表明,大部分研究生在读期间并未完全

实现经济独立,获得的奖助学金还不能够满足其日

常生活需要,仍需要父母、配偶、亲戚等负担其在读

期间的生活支出或通过兼职工作等其他方式获得经

济来源.另一方面,博士研究生的年龄普遍比硕士

研究生大,且处于结婚生育、成家立业时期,生活压

力就会比硕士研究生大,对实现经济独立的愿望更

为强烈.博士研究生获得的奖助学金虽然高于硕士

研究生,但这并不能满足其日常生活需要,经济上仍

无法独立,其满意度当然就要低于硕士研究生.
众所周知,博士研究生与硕士研究生在人才培

养目标上是有很大差异的,博士研究生既是求学者,
更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参与者和主要的科研后备人

才,是国家也是学校科技创新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高校不仅要为博士研究生培养提供良好的科

研条件,包括优秀的指导教师、充足的科研仪器设备

与图书资料及研究经费、浓郁的学术氛围等,更要为

博士研究生提供良好的生活保障.许多国外高水平

大学为博士研究生提供的奖助学金,其额度足以使

研究生的日常生活无忧而能安心从事学术研究,因
而能够从世界各地吸引大批优秀学生,并能够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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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着研究生培养的高质量和大学学术研究的高水

平,这些大学的做法都足以证明奖助学金对于博士

研究生培养所发挥出的重要作用.提高对博士研究

生的资助力度应当是我国研究生奖助政策需要着力

改进之处.
２．相较学校自设奖学金和企业奖学金,研究生

对国家奖学金和学业奖学金的投入力度更为满意

这一方面反映出国家对研究生资助力度大,另
一方面也反映出学校对研究生的资助力度有待提

高.在当前高校的奖学金体系中,学校自设奖学金

和企业奖学金的覆盖面都较小,往往只有少数在科

学研究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研究生能够获得.问卷

调查结果也显示,有１５％左右的研究生对学校自设

奖学金和超过２０％的研究生对企业奖学金的覆盖

面、奖励额度、评选标准和程序都表示不了解,这可

能与宣传不够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这些奖学金的

定位.所有研究生都在问卷调查表中建议“希望学

校能够争取更多的企业赞助,提高企业奖学金覆盖

面”.由此可见,在对研究生奖学金的投入资金来源

上,高校还需要加大自筹资金的投入力度.
３．部属 高 校 研 究 生 的 满 意 度 高 于 省 属 高 校

研究.
部属高校研究生对奖助政策整体实施效果的满

意度显著地高于省属高校研究生,对国家奖学金、学
校自设奖学金、企业奖学金投入力度(包括覆盖面和

奖励额度)的满意度显著高于省属高校研究生.其

中,国家奖学金是国家根据研究生人数、优势特色学

科、基础学科和国家亟需学科等因素向高校下达分

配名额[８],部属高校的研究生招生指标普遍较多,且
学科水平相对较高,因而具备获得较多奖学金名额

的优势;学校自设奖学金和企业奖学金则与高校自

身的财力、经费来源、产学研结合情况紧密相关,在
这些方面部属高校同样更具优势,因此可以为研究

生提供更多的奖学金名额.这说明,省级政府还需

要加大对省属院校研究生奖助学金的投入支持力

度,省属高校自身也需要想办法加大自筹资金的投

入力度.
４．奖学金还没有很好地发挥出对广大研究生学

习科研的激励作用

在本次问卷调查中“当前实行的奖学金制度使

您在学习和科研上的投入时间”的题项中,３２．９％的

研究生表示投入时间增加了,而５６％的研究生则表

示投入时间没有变化,甚至还有１１．１％的研究生表

示投入降低了,这一调查结果反映出当前的奖学金

制度对大部分研究生的学习科研的激励效果并不太

理想.
既然研究生对奖助学金的评选制度是比较满意

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调查结果呢? 为此,我们

进行了助学金对奖学金满意度的影响分析.以助学

金(国家助学金和导师资助之和)能否保障基本生活

开支为分组变量,对奖学金覆盖面和额度满意度分

别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发现,助学金是否能

保障基本生活开支对奖学金覆盖面和额度的满意度

都具有极显著的影响(p＜０．００１),进一步比较“能保

障”与“不能保障”满意度均值发现,助学金能够保障

基本生活开支的研究生对奖学金覆盖面和额度的满

意度显著高于助学金不能保障基本生活开支的研究

生,结果如表９所示.这表明,助学金对研究生生活

保障的情况直接影响到其对奖学金的满意度.
表９　以“助学金能否保障基本生活开支”为自变量

进行奖学金投入力度满意度差异分析

项目
奖学金

类型

助学金

能保障

助学金

不能保障
显著性

覆盖面

国家奖学金 ３．６２ ３．１１ ０∗∗∗

学业奖学金 ３．７９ ３．４２ ０∗∗∗

学校自设奖学金 ３．５４ ３．１８ ０∗∗∗

企业奖学金 ３．４６ ３．１４ ０∗∗∗

奖励额度

国家奖学金 ３．７３ ３．２６ ０∗∗∗

学业奖学金 ３．６６ ３．１４ ０∗∗∗

学校自设奖学金 ３．６１ ３．２ ０∗∗∗

企业奖学金 ３．５４ ３．２１ ０∗∗∗

　　在我国高校的研究生奖助体系中,奖学金注重

奖优,目的是激励研究生努力学习、积极钻研创新,
而助学金注重资助,目的是保障研究生生活支出需

要.当前,我国高校研究生奖助学金的投入总经费

还是偏低的,在此情况下,如果过于突出奖学金对研

究生学习科研的激励作用,即采取高额奖学金来鼓

励少数学习优异、科研成果优秀的研究生,毫无疑

问,奖学金对其他广大研究生自然就难以有大的激

励效果.奖学金激励效果不太理想的现象并不仅仅

是针对奖助学金的投入总量不高的问题,更是指向

研究生奖助体系的政策导向问题,即投入总经费应

当如何在普惠性助学金和竞争性奖学金中进行更为

合理的分配,其实质在于,是更关注对研究生日常生

活的保障还是更注重对研究生学术成绩的激励,是
更关注对所有研究生的资助还是更注重对部分研究

生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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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议

研究生对奖助政策的满意度不只是反映出了研

究生群体的一种心理感受,更是已成为影响研究生

学习科研积极性的重要因素,而且也已影响到了研

究生的生源质量.在本次调查问卷“报考学校时是

否考虑该校的奖助政策”这一题项中,６３．３９％的博

士研究生、５２．９７％的硕士研究生表示报考时会考虑

学校的奖助政策.可见,高校的奖助政策已对研究

生报考选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准备攻

读博士学位的考生来说,所报考学校的奖助政策是

其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作为提高研究生生

源质量和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之一,高校必须更加

重视研究生奖助政策的制度设计,进一步提高研究

生对奖助政策的满意度.为此,结合上述分析,研究

生奖助体系的设计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进:
１．强化奖助体系的保障功能是关键

本文认为,在当前研究生奖助学金的投入总经

费尚难以保证每一位研究生都能得到较好的生活资

助的情况下,奖助体系的设计应当遵循更好生活保

障基础上的学术激励原则,把更好满足广大研究生

生活支出需要作为奖助学金政策设计的重点,保障

要尽可能充分,激励要保持适度,让研究生能够全身

心投入学习和科研创新活动中而更好地成长成才.
具体来说,对于面向所有研究生的普惠性助学金,特
别是对于博士研究生,其获得的助学金要能够使其

达到生活自立,即无须寻求家人资助或校外兼职等.
对于竞争性奖学金,则不应过于突出对少数学术成

果优秀的研究生的重奖(特别要适度控制多种奖学

金的叠加性奖励),而应注重通过各类奖学金的统筹

协调来加大覆盖面,使更多的研究生能够获得奖学

金资助.
２．提高导师资助标准是突破口

高校应当加大导师对研究生的资助力度.研究

生是导师科研的重要助手,深度参与到导师所承担

的各项科研任务之中,导师理应承担更多的对研究

生生活资助的责任.２０１６年７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

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９],明确

指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要“提高间接费用比重,加大

绩效激励力度,明确劳务费开支范围,不设比例限

制.参与项目研究的研究生、博士后、访问学者以及

项目聘用的研究人员、科研辅助人员等,均可开支劳

务费”,这一政策就为导师从科研项目中列支研究生

劳务费提供了通道,这对于高校加大对研究生的资

助力度、激发研究生的创新创造活力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高校应以此为契机尽快制定并落实加大导

师对研究生资助力度的有关政策.
３．广开经费来源渠道是重要补充

高校应广开经费来源渠道,积极加强与社会各

界、企事业单位等的交流合作,争取获得更多的合作

办学资金、捐赠资金等,努力扩大学校自设奖学金、
企事业单位奖学金的覆盖面和奖励额度.特别是对

于省属高校,则应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围绕区域发展

需求,着力提升办学水平和特色,以服务求支持,努
力争取获得更多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的支

持,使更多的研究生能够得到奖助学金的资助.
４．公平合理的评选制度是保障

学校要进一步完善奖助学金评选制度,确保评

选的合理性与公平性.奖助学金的评选如果不能做

到结果使所有人满意,就必须在评选标准和评选程

序上做到使所有人信服[１０].有研究生在问卷中提

出“不要设太多条件,面向广大学生及时公布.不要

让身边学生产生过大竞争,以免激化矛盾.给每个

人平等机会,为学生解决困难胜过只奖励单一体制

下所谓好学生通吃所有奖金”等建议.因此,奖学金

评选过程从评选标准的提出、征求意见,到评选程序

的公开、透明,直至评选结果的公示与说明,都应该

接受师生的监督,使奖学金评选过程在阳光下进行,
从而确保制度的公平与合理,充分发挥出各类奖学

金的激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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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theBenefittoandInfluenceFactorsonDoctoralStudentsStudyinginOverseasJointPh．D．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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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onthesummarymaterialsfromdoctoralstudentsofa“９８５”universitywhoparticipatedinoverseasjointPh．D．
programssponsoredbytheChinaScholarshipCouncilforbuildingnationalhighＧleveluniversities,thispaperanalyzesthe
benefittoandinfluencingfactorsondoctoralstudents．Theresearchfindsthatthroughcoursestudies,cooperativeresearchand
academicexchanges,thedoctoralstudentsinthejointPh．D．programsbenefittoacertainextentintermsoflearningforeign
advancedknowledge,enhancingcriticalthinking,improvingtheawarenessofacademicnorms,broadeningacademicvisionand
publishingacademicpapers．Thefactorsthatinfluencethebenefitofthedoctoralstudentsincludethecurriculumprovision,the
guidanceofforeignsupervisors,theopportunitiesforcooperationandideaexchanges,andthedurationofstudying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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