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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本文在对西交大 MBA 论文通过率、盲评结果等统计分析基础上, 指出 M BA 质量

保障应从完善论文淘汰机制,激励师生参与竞争;优化论文评价体系, 科学引导论文写作;

突出专业学位优势, 扬长避短量体裁衣; 关注多元评价主体, 引入外部质量评价; 结合

MBA 教育目标, 两个评价各有侧重等方面进行改进。

关键词: MBA ;专业学位; 论文评价;外部质量保障

中图分类号: G643. 8 � � � � 文献标识码: A

� � 1991年教育部批准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

大学、天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财经

大学、厦门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9校招收工商管理硕

士,中国MBA专业人才培养正式拉开序幕。作为改革

开放与高等教育发展的产物, MBA教育经历了�被神
化、摔下神坛、理性回暖�三个鲜明的发展阶段并日渐

成熟, MBA教育的发展不仅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教学

观念的革新,还为推动商业管理规范化、专业化、国际

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学位论文作为 MBA学生培养

的最后且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集中体现了培养单位开

展MBA教育的整体质量,对 MBA学位论文展开科学

评价是开展 MBA教育,构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

机制的重要环节,本文将针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

一、MBA 论文质量评价的意义与作用

MBA教育开创了中国专业学位教育的先河,

是我国专业学位人才培养最重要组成部分。它旨在

为工商企业培养合格的高级管理人才, 虽然各个学

校的培养方案不尽相同, 但都体现出以促进职业发

展为目标,以解决管理实践问题为导向、高层次、开

放性、职业性与学术性相统一的特点。

为了保障 MBA 教育质量, 我国已经开展了一

些实践。一方面, 全国 MBA 教育指导委员会在征

求试点院校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高校 MBA

教学合格评价方案�,对试点院校合格转正以及前期
批准院校展开教学合格评价,评价指标包含了教学

设施、师资队伍、教学管理、教学组织、教学效果、办

学特色等 6 个方面, 评价活动有效地促进了各校

MBA 教育的建设与发展。另一方面, M BA 办学单

位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办学目标、培养

方案、教学计划、论文评价标准。其中, 作为培养过

程最后一个环节的学位论文工作, 集中体现 MBA



学位教育的整体质量,通过对论文质量开展评价, 能

够间接反映出课堂教学、师资力量、配套支持等

MBA教育的相关环节,各校都将 MBA 论文质量评

价作为考察学生学习成效的一个重要方面, 具有一

票否决的重要作用。因此, 研究 MBA 论文质量评

价体系,对于规范办学、提高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2009年,教育部对下一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

发出通知, 指出各招生单位以 2009 年为基数, 按

5%至 10%减少学术型研究生招生数,调减出的部

分全部用于增加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根据�专业

学位教育发展总体方案�,到 2015年,实现硕士研究

生教育从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向培养应用型人才为

主的战略转变, 硕士层次的专业学位类别要增加一

倍左右[ 1]。国家这一高等教育战略的重大调整, 为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研究

生培养形式多样化的背景下, 如何既满足数量要求,

又保障 MBA 等专业学位的教育质量, 成为管理者

未来工作中面临的重点与难点。因此, 开展深入的

论文质量评价研究,完善论文质量监控机制对当前

的专业学位培养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MBA 论文质量评价的必要性分析

我国 MBA 教育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培养模

式等方面都与学术型研究生有显著的区别。结合

MBA学生的培养特点,为 MBA 学生配备一名具备

企业实践管理经验的社会兼职导师已经成为国内高

校中常见做法。MBA 教育的双导师制有助于改变

目前国内 MBA 教育中理论学习与实践训练脱节的

倾向,有利于培养出真正适应社会需求的复合式现

代管理人才。但从 2001年南开大学商学院在深圳试

行MBA 学员双导师制至今,社会兼职导师的指导效

果如何? 双导师制对 MBA 论文质量有何影响? 这

些改革实践是否通过 MBA 质量保障体系中体现出

来?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不明确或者否定的。

到目前为止, 我国学者针对 MBA 教育质量保

障和论文质量评价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

一,国外 MBA 教育质量保障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国

MBA 外部质量保障机制介绍。如: 王明辉认为应

从生源、教师、课程、教学方法等方面对教学质量进

行控制
[ 2]
。许晶通过师资管理、课程管理、行政服

务、办学资源与校企合作、国际交流合作 [ 3]等描述了

美国 MBA 项目质量认证的要素; 第二, 对我国

MBA 教育、教学、课程等方面的评价研究。如: 焦

新宇等将 MBA 教学水平评估定义为教学态度、教

学方法、课堂组织等八个构面[ 4] ,并运用结构方程制

定了指标体系。贾晓菁等针对 MBA 项目评价、商

业伦理和职业道德教育、课程教学等展开了研究
[ 5]
;

第三, M BA 学位论文质量评价研究。徐松等结合

专家评价意见总结了优秀 MBA 论文的基本特

征[ 6 ] ,井润田等针对论文标准进行了研究[ 7] , 但针对

MBA 论文质量评价的研究,还是理论分析为主。

学位论文评价是 MBA 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它既与课程教育教学、师资水平等紧密

相关,又反映以上方面的建设成效, 从文献回顾来

看,针对这方面的研究相对匮乏,有待进一步深入。

三、MBA 学位论文质量评价实例分析

� � � 以西安交通大学为例

� � 西安交大是我国第一批工商管理硕士( MBA)

和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EMBA)试点单位之

一。MBA 教育所依托的管理学院拥有管理科学与

工程、工商管理两个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及两个一级

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在教育部 2007年公布

的学科排名中, �管理科学与工程�和�工商管理�两
个一级学科均获第一名, 整体师资水平、科研能力、

实验室建设等位居全国领先水平。

为了保障 MBA教育质量, 学校在�西安交通大

学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M BA)培养方案

实施细则�中明确规定了 MBA 学位论文应由双导

师共同指导,学生的论文开题、中期检查以及论文写

作时间均有具体规定, 论文完成后送两名至少具有

硕士学位的高级职称校外专家评审, 并依据评审结

果确定是否按期答辩。学院还进一步制定了�西安

交通大学管理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管理条

例�,对学位论文的类型特征、写作时间与质量、导师
指导过程等给出明确要求, 内容更为详尽。此外,学

院还制定了�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报告及

要求�、�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程序表�等文

件,规范学位论文管理,以促进学位论文质量提高。

1. 近五年 MBA论文评审通过率分析

适当的论文淘汰率是引导 MBA学生和指导教

师注重论文写作环节, 保障 MBA 教育质量的重要

策略。一方面,论文通过率过高,甚至常年盲评都是

100%的通过率, 会导致师生轻视论文写作环节,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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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MBA教育的科学性与严谨性。有研究者已经明

确指出�毕业论文通过率高的学校,并不等于学生的

综合素质高� [ 8] , 据�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史�统计, 德

国硕士生的淘汰率为 27%, 美国博士生的淘汰率为

38%。一些大学的特定专业的淘汰率甚至达到

80%左右 � � � 这就是保证学位质量及其真实性的代

价[ 9]。所以说,淘汰率更主要反映出学校在论文质

量管理策略方面的差异, 反映的是论文的相对质量

而非绝对质量; 另一方面,只关注论文评价而缺乏对

师生其他教学环节的指导,会导致教学与论文脱节,

师生改进论文质量的积极性降低等问题。因此, 在

保持一定论文淘汰率的同时, 学校还需综合运用各

种手段(如:明确相关规章、加强论文写作指导、规范

教学环节、强化师生联系等) , 在稳定论文通过率的

基础上,调动师生提高论文质量积极性,激励师生不

断创新突破,实现 MBA 教育质量的稳步提升。

表 1统计了自 2006年 5月至 2010年 5月西安

交通大学 MBA评审论文 1418篇 � ,从中可以看出,

近五年来 MBA 论文评审的一次通过率为 85% ~

93%之间, 平均通过率 88� 84% , 论文修改率介于

5% ~ 10%之间,平均修改率 8� 27% ,重新答辩率介

于 0~ 5%之间,平均重新答辩率 2� 89% , 处于总体

稳定与平衡的状态。虽然目前尚不清楚多高的淘汰

率能够最好的激发师生提高论文质量的积极性, 但

从英国普通大学的论文淘汰率为 5% 左右, 重点大

学为 15%左右, 德国博士学位论文淘汰率约 5% ~

25%
[ 10]
的现状来看,该校的一次通过率控制在 89%

左右,淘汰率控制在 3%左右是基本合理的。

表 1 � 2006~ 2010 年西安交通大学MBA论文匿名评审情况统计

送审时间 论文数 通 � 过 通过率 修 改 修改率 重新答辩 重新答辩率

2006. 5 259 229 88. 42% 20 7. 72% 10 3. 86%

2006. 11 125 112 89. 60% 8 6. 40% 5 4. 00%

2007. 5 169 152 89. 94% 17 10. 06% 0 0. 00%

2007. 11 131 115 87. 79% 12 9. 16% 4 3. 05%

2008. 5 196 174 88. 78% 19 9. 69% 3 1. 53%

2008. 11 99 85 85. 86% 9 9. 09% 5 5. 05%

2009. 5 185 164 88. 65% 14 7. 57% 7 3. 78%

2009. 11 84 78 92. 86% 4 4. 76% 2 2. 38%

2010. 5 170 149 87. 65% 17 10. 00% 4 2. 35%

汇 � 总 1418 - 88. 84% - 8. 27% - 2. 89%

� � 2. M BA 论文质量评价统计分析及启示

为了进一步研究学位论文评审在 MBA 质量保

障体系的中的地位与作用, 分析论文评价指标体系

对师生教学的引导激励作用, 验证评价指标体系的

客观性与科学性, 探寻论文评价所揭示的教育问题,

以下随机选取2009年西安交大 MBA 送审论文 100

篇,以此为样本,运用 SPSS13� 0对表 2所示的评价

指标下论文的评审结果展开统计分析。
表 2 � 西安交通大学MBA专业学位论文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1. 选题的合理性

1. 1 是否来源于所熟悉的企业或行业

1. 2 是否具有应用价值或应用前景

1. 3 论文题目大小是否合适

15

2. 研究问题的清晰性
2. 1 所要研究的问题是否明确

2. 2 所研究的问题是否集中
15

3. 研究结果的新颖性
3. 1 是否提出有价值的新论点

3. 2 对企业或者行业是否有启发和参考价值
25

4. 论证内容的科学性

4. 1 论证工作量是否充实(指自己的研究工作)

4. 2 论证过程中 ,本专业理论知识运用的深度

4. 3 是否有必要的实际数据支持,数据收集、处理和分析过程是否规范

30

5. 论文写作的规范性

5. 1 论文结构和章节间的逻辑联系是否合理

5. 2 文句是否通顺,少套话和空话

5. 3 图标、文献引用等是否规范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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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基本数据统计

首先运用 SPSS 对 100份 MBA 评审论文的得

分情况进行数据录入和描述统计,表 3中分别呈现

了不同分值的出现频率,图 1呈现了各分数段论文

的分布情况。

表 3 � MBA论文匿名评审得分情况统计

变量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变量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48. 00 1 1. 0 1. 0 1. 0 77. 00 1 1. 0 1. 0 21. 0

50. 00 1 1. 0 1. 0 2. 0 78. 00 15 15. 0 15. 0 36. 0

57. 00 1 1. 0 1. 0 3. 0 79. 00 8 8. 0 8. 0 44. 0

62. 00 1 1. 0 1. 0 4. 0 80. 00 11 11. 0 11. 0 55. 0

65. 00 3 3. 0 3. 0 7. 0 81. 00 4 4. 0 4. 0 59. 0

66. 00 1 1. 0 1. 0 8. 0 82. 00 10 10. 0 10. 0 69. 0

70. 00 2 2. 0 2. 0 10. 0 83. 00 3 3. 0 3. 0 72. 0

71. 00 1 1. 0 1. 0 11. 0 84. 00 7 7. 0 7. 0 79. 0

73. 00 1 1. 0 1. 0 12. 0 85. 00 15 15. 0 15. 0 94. 0

74. 00 1 1. 0 1. 0 13. 0 86. 00 2 2. 0 2. 0 96. 0

75. 00 3 3. 0 3. 0 16. 0 88. 00 2 2. 0 2. 0 98. 0

76. 00 4 4. 0 4. 0 20. 0 90. 00 2 2. 0 2. 0 100. 0

总 计 100 100. 0 100. 0

图 1 � MBA 论文匿名评审分数分布

� �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 这 100名被试的 MBA

论文评价成绩接近正态分布,平均分为 79� 1, 70分
至 85分之间的论文占了 85%, 峰值出现在 78分至

82分之间,说明评价结果分布较为合理。

( 2) MBA 论文写作难度评价

论文写作难度是指全体被试对象对论文写作不

同层面的要求理解与运用程度的难易程度。文中运

用 SPSS 中 Descript ive Stat ist ics分析功能得到表 4

的结果, 数据显示对于 MBA 学生来说论文写作的

不同方面存在一定的难度差异。

表 4 � MBA论文写作难度统计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难度系数 标准差

选题的合理性 100 9 14 12. 20 0. 81 0. 921

研究问题的清晰性 100 9 14 11. 84 0. 79 1. 061

研究结果的新颖性 100 10 25 20. 36 0. 81 2. 476

论证内容的科学性 100 10 27 22. 75 0. 76 3. 089

论文写作的规范性 100 8 14 11. 93 0. 80 1. 233

� � 一般来说, 难度适中的评价更能客观地反映出

学生的学习效果情况。从表 4中各部分的均值和难

度系数可见, �论证内容的科学性�是当前 MBA 学

生在论文写作中最有待提高的方面(或认为是 MBA

学生在论文写作中面临最困难的问题) ,而 MBA 论

文的�选题的合理性、研究结果的新颖性�则相对较

好,对于 MBA 学生来说, 实现 �论文写作的规范

性、研究问题的清晰性�的难度介于难易之间。

从论文评价的标准差 ( Sed. deviat ion) 来看,

M BA 学生在�论证内容的科学性�方面所表现出的
差异也最大, 表明 MBA 教育过程中论文写作的科

学性有待整体加强。这一结果可能和导师指导过程

有关,说明尽管 MBA 教育前期,学校普遍开设了研

究方法论、论文写作等课程,但由于 MBA 学生与学

术型研究生相比, 在校集体学术活动时间、学术规范

训练、同学沟通等方面都相对较少,导致论证过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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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性相对较差。这也提示 MBA 教育管理者应该通

过调整课程安排次序、时间,通过强化导师后期指导

等方式为 MBA 学生的论文写作给予恰当支持。

( 3) M BA 论文评价指标的区分度分析

区分度是指评价维度对被测试对象实际水平的

鉴别能力, 是把被试区别开来的统计量。在进行区

分度分析时,常以评价总结果作为被测试对象的实

际能力水平,把被测试对象在某个评价维度上的得

分与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作为该评价维度的区分

度。表 5给出了各评价维度的区分度。
表 5 � 评价维度的区分度分析

评价

维度

选题的

合理性

研究问题

的清晰性

研究结果

的新颖性

论证内容

的科学性

论文写作

的规范性

区分度 0. 734 0. 762 0. 828 0. 923 0. 643

一般来说, 各评价维度与总分的相关系数要达

到 0� 20以上,若介于 0� 4~ 1 之间表明评价维度区

分度优良,介于 0� 2~ 0� 4之间表明区分度较好, 否

则说明区分度较差。运用 SPSS 中 Spearman 相关

分析得到的结果显示, 目前所使用的评价指标体系

具有较好的区分度, 评价项目设计合理。

此外,对评价项目的信度和效度进行了分析。

信度是反映评价项目得分一致性程度的统计量, 在

本文的研究中可以用信度系数表示论文评价指标的

可靠性,运用 SPSS 中克伦巴赫系数( Cronbach)计

算一致性信度系数( Alpha)为 0� 8184。效度是评价
正确性和有效性的统计量, 它能体现出评价能在多

大程度上实现评价目的, 计算显示其效度系数为

0� 8592,说明评价指标合理可信。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西安交通大学 2009年论文评审结果研

究,结合当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现状和质量保障

机制建设需求, 可以得到以下方面的启示:

1.完善论文淘汰机制,激励师生参与竞争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不断深入,

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增长, 与此同时高校研究生培

养的淘汰率几乎为零, 这一状况是困扰高等教育质

量改进因素之一。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世界一

流大学尽管在研究生培养制度、模式、规格、方法等

方面各具特色, 但是他们都坚持通过运用不同程度

的�淘汰率�来保证人才培养质量,建立起相对成熟

与完善的论文审核淘汰机制, 这一做法值得我国高

等教育机构借鉴。

2. 优化论文评价体系, 科学引导论文写作

目前各校使用的论文评价指标体系多是依据国

家相关文件,结合本校人才培养目标,并借鉴兄弟院

校经验和教育专家意见基础上形成的。从以上的数

据分析可以看出, 高等院校可以通过提高评价项目

的区分度等方法增强评价体系的合理性, 促进评价

层次结构层次分明,不断实现评价体系的整体优化,

通过完善科学的论文评价体系引导学生有目标、有

步骤、科学规范的开展论文写作。

3. 突出专业学位优势, 扬长避短量身打造

从对 MBA 论文写作难度的评价来看, M BA 学

生对�论证内容的科学性�把握仍有待加强。我国的
MBA 学生多是在职攻读学位的非全日制生, 由于

在校时间有限,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相对较少等因素,

对他们采取传统的按照专业学科分别授课的形式,

不利于知识的融合贯通, 可能导致学生难以将知识

有效内化,形成孤立的�知识隔档�,课程学习无法有

效支撑论文写作等情况。因此, 可考虑为 MBA 学

生定制量体裁衣的教育方案, 如:将�管理研究方法
论�课程分期讲授, 部分内容调整至论文写作阶段,

以解决论文写作科学性不足的问题。

4. 关注多元评价主体, 引入外部质量评价

为解决�由不会赚钱的人教人家怎么赚钱�这一

难题, 南开大学倡导实施的 MBA 双导师制得到了

广泛的推广,这一举措促进实务型管理人才的培养,

但实施效果还无从评价。具体到论文写作环节,

M BA 学生呈现的�最终作业�是否能引起�实践导

师�的兴趣和关注,是否能够解决企业管理实践问题

等还值得商榷。日本高校为了避免自我标榜,得到

准确、客观公正的结果,在自我评估中会邀请一定的

校外专家参加[ 6] ,其高等教育的社会评价也以注重

企业需求而著称, 这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我国

MBA 培养单位也可考虑聘请企业管理者参加论文

评审,通过引入外部评价主体,促进质量保障机制的

完善。

5. 结合 MBA 教育目标,内外评价各有侧重

从 MBA 论文写作难度评价的结果中, 我们可

以做出两种推断, 其一是当前 MBA 教育中涉及科

学性的部分有待加强, 其二是评审专家由高校里从

事学术研究的教授担当, 他们对论文科学性方面的

要求也更�苛刻�。专业学位论文与全日制学术研究

生学位论文要求不同, 完善专业学位论文质量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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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考虑引入外部评价主体, 还应该区分内外部评

价的目标与侧重,促使不同类型的人才培养活动真

正实现其各自目标。具体可考虑对现行评价指标体

系的进行分解, 由高校内熟识 MBA 教学的学术专

家对论文的科学性、规范性进行评价,由具备丰富管

理实践的企业家对论文的新颖性、合理性、实用性进

行评价,使两个评价各具特色, 共同作为 MBA 教育

质量保障机制的有机组成。

注释:

� 该校实施的是 MBA 论文后评估制度,即 M BA 学生完成学业和专业学位论文,参加论文答辩后,由研究生院组织论文双盲

评审,其结果供分委员会专家决议参考。因此, 文中所述均为后评估程序中的双盲评审论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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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an ana lysis o f the acceptance rate o f MBA disser tations and data of blind rev iews at th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a discussion is made on the enhancement o f the quality assur ance system fo r MBA education. Effo rts should be

made t o tighten the acceptable standard o f dissertations, encourage students and teachers to bring t heir competitiveness into full

play, improve the dissertat ion appraisal system, foster scientific pr epar ations o f dissertations, heighten the advantages o f

pr ofessional degr ee education, opt imize academic pro gr ams, introduce mult iple and ex ternal eva luator s, and keep a good

balance between internal and ex ternal evaluation to better fulf ill the goa ls of MBA educ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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