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期[总第 4期]

2011年 8月

研究生教育研究

Journal of Graduate Education

N o. 4

Aug. , 2011

文章编号: 2095-1663( 2011) 04-0058-06

中国研究生管理研究现状与反思: 2000~ 2010

郭 俊
1
曾 伟

2

( 1.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北京 100871; 2.中国地质大学政法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收稿日期: 2011- 07- 07

作者简介:郭俊( 1986 ) ,男 ,湖北天门人,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曾伟( 1966 ) ,男 ,福建陇海人, 中国地质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博士.

摘 要: 高校研究生事务管理作为研究生教育管理的特殊领域和重要有机组成部分, 是影响研究生教育质量

的重要因素。运用 Cite Space 可视化软件和 SPSS 统计软件, 采用文献计量的方法, 对 2000~ 2010 年 CNKI

数据库中检索到的研究生教育管理的相关学术文献进行统计分析与评估。期待通过评估, 引起学界对中国

研究生管理研究的深入探讨与反思, 以更好地服务于研究生教育与研究生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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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研究生教育作为整个教育系统的最高层次, 担

负着培养创新拔尖人才、创造高水平科研成果、提供

一流社会服务的使命, 对于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

人力资源强国、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十分

重要的战略意义。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 2010~ 2020年) 明确提出, 大力推进研究

生培养机制改革 加强管理, 不断提高研究生特

别是博士生培养质量 。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以

来,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中国研究生教育实

现了历史性的飞跃发展,研究生教育规模快速扩大

(见表 1和图 1) , 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

生培养机制和培养模式, 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

了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 1] , 然而在高等教育国际化

和大众化的背景下, 中国研究生教育与研究生人

才培养还面临着诸多的困境与挑战。研究生事务

管理作为研究生教育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

国研究生教育转型阶段, 如何适应研究生教育面

临的复杂的内外部环境, 服务于研究生人才培养

与教育质量提高, 是值得深入研究与探讨的重要

课题。

表 1 2000~ 2009 年中国在校研究生基本情况表(单位:万人)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在校硕士人数 23. 31 30. 65 39. 21 51. 41 65. 43 78. 73 89. 66 97. 25 104. 64 115. 86

在校博士人数 6. 73 8. 59 10. 87 13. 67 16. 56 19. 13 20. 80 22. 25 23. 66 24. 63

总计人数 30. 04 39. 24 50. 08 65. 08 81. 99 97. 86 110. 46 119. 50 128. 30 140. 49

资料来源:根据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整理而成。



图 1 2000~ 2009年中国授予研究生学位人数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数据来源

主要采用目的性抽样中的一致性抽样 [ 2] , 以中

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 CNKI)收录的期刊文献作为

分析对象, 检索项选择题名检索, 检索词为 研究生

管理 , 时间设置为 2000~ 2010年,共检索到 1519

篇期刊文献。通过进一步的检索与提炼, 剔除会议

综述、新闻报道类文章、短讯、文摘、讲话稿等非学术

文献,最终获得 1485篇有效期刊文献(见表 2)。
表 2 2000~ 2010 年样本文献数量统计表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数量 41 60 49 73 97 116 156 194 236 230 233

2.研究方法

知识图谱是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

系的一种图形, 其通过数据挖掘、信息处理、知识计

量和图形绘制, 将知识和信息中令人注目的最前沿

领域和学科制高点, 以可视化的图像直观地展现出

来。
[ 3]
陈超美教授开发的 Cite Space 信息可视化软

件已成为近年来全美信息分析中最具有特色和影响

力的可视化信息软件。[ 4] 笔者运用 SPSS18 0 对

1485篇学术文献进行统计、汇总、筛选, 同时采用

Cite Space软件绘制中国研究生管理研究的知识图

谱,以此为基础对中国研究生管理研究的热点问题

进行研究与探讨。

三、研究现状与研究热点分析

1.研究现状分析

( 1)研究成果来源。据统计,关于高校研究生管

理的研究成果, 绝大部分来源于期刊文献,占总数的

88 42% ,其次是硕士学位论文, 占总数的 9 29%,

同时有 31篇学术会议论文研究高校研究生管理问

题。博士教育作为中国学历教育的 塔尖 层次, 其

教育水平不仅反映一国最高教育水平和科研水平,

也影响着一国知识创新能力和学术水准, 然而中国

研究生管理问题在 2000~ 2010 年尚未得到博士生

的广泛关注。

表 3 研究成果来源分布表

来源 期刊论文
博士学位

论文

硕士学位

论文

学术会议

论文

N 1313 3 138 31

% 88. 42 0. 20 9. 29 2. 09

( 2)研究成果出处。核心期刊作为期刊中学术

水平较高的刊物, 是中国学术评价体系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以北大图书馆 2008 年发布的第五版全

国中国核心期刊为参照, 关于中国研究生管理的

1313篇期刊文献仅有 145篇来源于核心期刊,占总

数的 11 04%, 主要分布在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

中国高教研究 、江苏高教 、黑龙江高教研究 、

中国高等教育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管理评

论 、现代大学教育 等教育学、管理学领域的期刊。

图 2 研究成果的核心期刊分布图

( 3)研究作者。科研成果的被引次数高低可以

衡量研究者的学术水平与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笔

者通过对作者共被引, 获得了中国研究生管理研究

的代表作者分布图谱(见图 3) , 参照文献被引频次,

绘制了中国研究生管理研究作者的中心性表(见表

4)。通过图表不难发现,目前研究成果的被引用率

和转载率很低,研究成果的创新性有待进一步的加

强。论文作者合作度是考察科研水平和研究活跃程

度的重要指标 [ 5] ,然而 2000~ 2010年关于中国高校

研究生管理的研究尚未形成真正的合作网络和合作

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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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研究生管理研究代表作者分布图

表 4 作者共被引频次统计(频次 3)

Freq Centr ality Year Cited References

13 0. 00 2009 朱丽娅

6 0. 00 2007 徐翠华

4 0. 00 2010 贾黎明

4 0. 00 2007 郑一淳

4 0. 00 2009 李 伟

3 0. 00 2010 刘翠琼

3 0. 00 2006 黄文伟

( 4)研究单位。根据统计可知,目前关于中国研

究生管理的研究主要是高等学校。1485篇文章中,

有 1136 篇的作者来源于 985工程 院校, 212篇的

作者来源于除 985工程 院校之外的 211工程 院

校, 82篇的作者来源于一本院校, 55篇的作者来源

于其他院校(见图 4)。 985工程 是中国政府为建

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

究型大学而实施的建设工程, 985工程 院校均拥

有研究生院,加强研究生管理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图 4 研究成果的研究单位分布图

( 5)研究资助。对研究的支持的最主要指示器

是财政资助 [ 6]。基金资助项目的论文在一定程度上

代表着某一研究领域的新动向、新趋势。关于中国

研究生管理研究的 1485篇文章中,仅仅只有 56 篇

文章获得基金的支持或资助, 占总数的 3 77% , 其

中国家级课题占 56篇文章的 55 36% ,说明 2000~

2010年中国高校研究生管理的研究尚未形成制度

性支持,研究资助力度严重不够,影响学者深入到实

际中去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 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研究质量与研究水平,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

不利于调动学者的积极性。

表 5 研究资助类别统计表

资助

类别

国家级

课题

省(市)级

课题

校级

课题

国外研究

课题

N 31 20 3 2

% 55. 36 35. 71 5. 36 3. 57

2. 研究热点分析

共词分析是利用文献的关键词或名词短语共同

出现的情况, 来确定文献集所代表学科中各主题之

间的关系。[ 7] 文献的关键词是表达文献主题概念的

词或词组,是作者学术思想及学术观点的凝练。
[ 8]
研

究采用中间中心性, 统计了中国高校研究生管理的

研究文献的关键词, 绘制了 2000至 2010 年中国研

究生管理研究的关键词频次和中心性表(见表 6) ,

并运用 Cite Space 软件, 对 2000~ 2010年中国研究

生管理的研究文献进行计量分析, 绘制了中国研究

生管理的研究热点知识图谱(见图 5)。

表 6 国内大学校长研究关键词频次和中心性(频次 22)

F req Centra lity Year Cited References

64 0. 03 2000 教育管理

35 0. 01 2005 对策

33 0. 00 2004 管理模式

30 0. 00 2001 培养

30 0. 00 2006 质量

26 0. 02 2004 学位论文

25 0. 00 2008 毕业生

25 0. 02 2009 招生

23 0. 00 2005 研究生教育质量

22 0. 03 2005 问题

图 5 中国高校研究生管理的研究热点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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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图表可知,中国高校研究生管理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教育管理与事务管理、管理问题与对策、管

理体制与培养模式、研究生教育质量与学位论文、研

究生招生与毕业等 5个聚类。

( 1)研究生教育管理与事务管理。研究生事务

管理作为高校教育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关系到

高等学校的发展目标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实

现。研究生事务管理在范畴上属于学生事务管理。

谭亲强认为,研究生事务管理就是与研究生相关的

学生事务管理, 具体而言在宏观上是研究生培养单

位对研究生的非学术性事务进行引导、协调与控制

等管理活动;在微观上是培养单位、研究生行政管理

部门和人员、研究生导师、政治辅导员等对研究生学

术以外事务进行管理,以及研究生的自我管理。[ 9] 薛

花指出,研究生事务管理发挥着管理育人、服务育人

的功能,其目的在于通过一定的规范和服务以满足

研究生自身发展的需要, 为更好地培养高层次的应

用型人才和科学研究人才创造条件。[ 10] 孙俊涛认

为,研究生教育管理存在管理意识淡薄、管理模式单

一、德育工作存在盲区、教学管理存在漏洞等问题,

需要健全研究生教育管理体系, 加强研究生教育管

理队伍建设。[ 11]

( 2)研究生管理体制与培养模式。研究生教育

管理体制作为研究生教育管理机构与教育管理制度

的统一体, 是整个研究生教育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徐翠华认为,研究生管理体制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

由招生处、培养处、学位处等几个独立的处室组成研

究生院,分别负责研究生的招生、培养及学位授予等

环节;第二种是由招生办、培养办、学位办等组成的

处级单位, 与模式一类似;第三种是研究生教务处只

负责研究生的教学管理, 其他工作分别由学校的招

生处、就业处、学生处等与本科生统一管理, 并进一

步指出研究生管理体制存在着分级管理与责权利、

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重点建设与均衡发展等三对

矛盾。[ 12]董泽芳指出, 研究生培养模式是指在一定

的研究生教育理念和思想指导下,根据研究生培养

的规律和社会需求, 由若干要素构成的, 具有某些典

型特征 且相对稳定的理论模型和操作式样,其构成

要素主要包括培养主体、培养对象、培养观念、培养

目标、培养方式、培养条件和培养评价。研究生培养

模式改革存在着激进变革与渐进改革、多元调整与

结构转型等路径。[ 13]

( 3)研究生教育质量与学位论文。胡锦涛总书

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 100周年大会上指出, 不断

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高等

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

各项工作之中 [ 14]。研究生学位论文是直接反映研

究生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材料, 是能否授予

研究生学位的主要依据,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

量控制,是保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重要环节。

王晓漫和王宗萍利用 2006年中国东、中、西部九省

市高校的 169组数据, 对影响研究生质量的各类指

标进行了实证分析,其研究结果显示学术环境、科研

条件、教学条件和制度条件的好坏与研究生质量高

低显著正相关,而师生比例、物质资源等条件对研究

生质量没有明显影响。
[ 15]
谢太洵认为, 要以科学发

展观为价值内核, 在规模、质量、结构、效益诸方面取

得统筹、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切实提高研究生教育

质量。规模上, 坚持科学规模观,规模与质量协调;

质量上,坚持科学质量观,定量与定性结合;结构上,

坚持科学结构观, 类型与层次统筹;效益上,坚持科

学效益观,学术与专业并重。
[ 16]

( 4)研究生招生与毕业工作。研究生招生是高

校研究生教育与社会联系的窗口。1935~ 1949年,

我国仅招收 200名研究生被授予硕士学位; 1950~

1965年,全国共招收 2 3万研究生; 1966~ 1978年

因 文化大革命 , 我国研究生教育被中断了长达 12

年之久。[ 17] 198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作

为中国第一部学位教育法律的颁布, 标志着中国从

此建立起了自己的学位制度。1981年,国务院批准

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标志

着中国研究生教育开始进入规范有序的发展阶段。

1998年以后,中国高等教育由精英阶段快速向大众

化阶段发展。改革开放 30年以来,中国研究生招生

规模不断增长,以 2000~ 2009年十年为例, 2000年

我国硕士招生人数为 10 29 万人、博士招生人数为

2 51万, 到 2009 年我国硕士招生人数为 44 9 万

人、博士招生人数为 6 19万(见表 7和图 6)。2010

年,国家加大了研究生结构调整力度,减招学术型学

位硕士研究生的招生人数,扩大专业学位硕士研究

生招生人数。研究生毕业工作是研究生事务管理工

作的重要工作,其关系到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和社

会声誉。2000~ 2009 年, 十年间, 我国研究生毕业

人数由 5 86 万增加到 37万, 为国家输送了大量的

人才。

61郭 俊 曾 伟 中国研究生管理研究现状与反思: 2000~ 2010



表 7 2000~ 2009 年中国研究生招生基本情况表(单位:万人)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硕士招生人数 10. 29 13. 28 16. 42 22. 00 27. 30 31. 00 34. 20 36. 06 38. 67 44. 90

博士招生人数 2. 51 3. 21 3. 84 4. 87 5. 33 5. 48 5. 60 5. 80 5. 98 6. 19

总计人数 12. 80 16. 49 20. 26 26. 87 32. 63 36. 48 39. 80 41. 86 44. 65 51. 09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整理而成。

图 6 2000~ 2009 年中国研究生毕业人数

( 5)研究生管理的问题与对策。随着高等教育

大众化的深入和研究生规模的不断扩大, 高校研究

生管理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同时, 研究生群体日益复杂,

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内外部环境正在不断发生变

化,现有的运行机制、工作方式与内容己不适应当前

的高校研究生群体, 研究生管理工作存在着工作机

制不完善、工作方式不灵活、工作人员不稳定、德育

工作亟待纳新、心理健康教育亟待重视等诸多问

题。
[ 18]
秦惠民认为, 研究生教育的问题与困境既有

研究生教育的内部发展问题又有其外部环境影响和

制约的因素,二者通常十分错综复杂地交织和纠缠

在一起。因此, 研究生教育工作者在面对研究生教

育在招生、培养、分配诸方面的困境时, 除了首先要

认真进行理论研究, 以解决认识问题之外,很多问题

重要的是如何从多方面寻求对策与方案。[ 19]王秀彦

等指出,构建高校研究生事务管理专业化体系是研

究生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需要创新管理理念、建立

稳定的专业管理人员队伍、完善组织机制。[ 20]

四、总结与反思

2000~ 2010年,国外对研究生教育管理的研究

多集中在宏观管理模式、管理体制、教学与科研管

理、入学考试、学位与学科管理方面。涉及到研究生

事务管理的研究,国外多是与本科生事务管理结合

在一起,专门针对研究生事务管理的研究比较少。

基于此,笔者对 2000~ 2010年 CNKI 收录的关于中

国研究生教育管理的期刊文献进行了现状分析, 并

运用 Cite Space软件分析了该领域的热点问题。研

究获得如下结论:

研究现状方面。中国高校研究生教育管理问题

得到了 985工程 院校尤其是拥有研究生院高校学

者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其发表的学术文章占 2000~

2010年该领域文献总量的 76 5%,其中部分文章发

表在以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为代表的教育、管理领

域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和 CSSCI 来源期刊上。同

时,中国高校研究生教育管理的部分研究获得了国

家级、省级、校级等不同级别的基金支持。通过

SPSS 软件统计分析, 发现目前中国高校研究生教

育管理的研究还存在着诸多方面值得改进与完善,

主要体现在: ( 1)研究尚未引起作为正规高等教育最

高层次的博士生的高度关注与重视, 博士生关于该

领域的研究相对偏少; ( 2)研究质量有待于进一步的

提高,虽然有部分成果发表在核心期刊上, 但是其总

量仅占 2000~ 2010年研究成果的 11 04% , 数量和

规模上相对偏少, 同时该领域研究文献的被引用率

还比较低; ( 3)研究的合作规模有待进一步加强, 合

作研究是实现研究资源优势互补, 促进知识交流和

共享的重要方式
[ 21]

, 目前的研究尚未形成大规模

的合作研究局面, 单兵作战的现象比较明显; ( 4)研

究资助的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大, 虽然有部分研究获

得了资助,但是就总量而言, 2000~ 2010 年仅仅只

有 3 77%的研究获得了基金支持。

研究热点方面。高校研究生教育管理问题是一

个巨大的、复杂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课题, 对

2000~ 2010年中国高校研究生教育管理的研究现

状进行科学、准确的评估与分析是比较困难的。学

术的进步源于不断的反思和探讨。研究运用 SPSS

统计软件和 Cite Space可视化软件, 力图尽量客观

地评价和分析 2000~ 2010年中国高校研究生教育

管理的现状和研究热点。通过研究发现, 目前关于

中国高校研究生教育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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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如研究生教育管理与事务管理、研究生管理体制

与培养模式、研究生招生与毕业工作、研究生教育质

量与学位论文、研究生管理的问题与对策等。随着

全球化、信息化、多元化和国际化趋势日趋增强, 中

国高等教育正面临着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高的转

变,中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面临着诸多亟待研究的

问题,未来诸如高校研究生管理专业化、研究生管理

中的目标管理( M BO)等微观问题都是该领域值得

深入探讨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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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nagement of gr aduate students as an essent ial part of gr aduate educat ion plays a major r ole in guaranteeing the

qualit y of g raduate education. A statistical analysis is perfo rmed by employ ing the so ftwar e Cite Space and SPSS on the basis o f

a review of published r esear ch on g raduate student management in the CNKI database dur ing the period o f 2000 to 2010. It is

hoped that the f inding s w ill draw the attention of the academic circles to relev ant issues and research for better development o f

gr aduat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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