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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生学位论文是研究生科研能力和培养质量的集中体现，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保证体系应包括论

文质量管理、论文质量监督和反馈等 多 个 方 面。本 文 介 绍 东 南 大 学 研 究 生 学 位 论 文 双 盲 评 审 情 况 和 江 苏 省

对高校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抽检评议 的 外 部 质 量 监 督 实 践，并 结 合 实 际 就 学 位 论 文 的 质 量 管 理、监 督、评 价

等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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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研究生招生规模不

断扩大。２０１０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在２００９实际

招生人数的基 础 上 增 长 了５％左 右，博 士 研 究 生 增

招了２．５％左右。２０１１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

达４６．５万人，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达６．１５万余人。

招生规模的快速扩张和毕业研究生人数日益增加，

促使研究生教育发展必然经历从数量到质量、从单

一到多样化的转变，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研究生培养

类型的结构调整，应用型人才培养力度的加大，必须

要求各培养 单 位 调 整 研 究 生 教 育 的 学 科 和 专 业 结

构，并在目前的研究生招生规模条件下，达到研究生

培养质量的目标，保证学位授予水平，以科学发展观

为指导，使得研究生教育规模和质量协调发展。

在通常的自主型、控制型、市场型、合作型、多元

复合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模式中，学校始终是质量

保障的行为主体和主导力量，影响学校研究生教育

质量的主要因素两个，一是大学的定位和研究生教

育的理念，二是研究生培养环节全过程。学校对于

研究生的教育质量保障属于内部保障，政府、社会、

市场对于研究生教育质量的保障是属于外部保障。

研究生教育作为我国最高层次的学位教育，在

培养创新人才的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以增强研究

生创新能力为核心，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为建设创

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培养大批优秀人才是我国

研究生教育的重要任务。加强科研和实践环节，创

新研究生培养模式，深入推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

通过加强对学位点授权审核、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

设、研究生培养等过程控制，建立相应的质量保障体

系。培养单位对研究生教育工作的自主、自律，政府

部门的政策调控及检查监督，社会民间机构的质量

评价及反馈，形成培养单位、政府、用人单位和社会

等多方面、有效的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和监控体系，

有利于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和谐科学发展。

研究生学位论文是研究生科研能力和培养质量

的集中体现。制约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主要因素

为研究生生源质量、导师队伍质量、科研条件。为确

保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必须加强导师队伍建设，构
建一流学术队伍；必须加强学科建设，构建坚实的科

研平台；必须 加 强 规 章 制 度 建 设，构 建 规 范 的 管 理

体系。



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保证体系应包括论文质量

管理、论文质量监督和反馈。质量管理包括学位论文

开题、中期检查、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也包括

院系研究生学术管理环境、论文指导教师、论文实验

条件等建设；质量监督和反馈主要体现在校学位评定

委员会和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监督，校、政府部门、
或社会中介评估机构进行的检查评估和质量反馈。

一、东南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简介

东南大学自１９５２年招收研究生开始，目前招收

学历博士、学历硕士、同等学力申请博（硕）士学位、
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等研究生。到目前为止，共招收

博士研究生７０１９位，硕士研究 生３８１４９位，已 授 予

博士学位３２２６位，硕 士 学 位２５２４０位。近 年 来，东

南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目前在校全

日制博士生达到３０００多名，在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达到９０００多 名，在 学 的 在 职 研 究 生 达４０００多 名。

１９８１年以来东 南 大 学 历 年 博（硕）士 研 究 生 招 生 情

况及博（硕）士学位授予情况见图１、图２。

图１　东南大学博士生年招生数及博士学位年授予数

图２　东南大学硕士生年招生数及硕士学位年授予数

东南大学学 位 与 研 究 生 教 育 发 展 始 终 结 合 学

校的发展规划，牢固树立创新是灵魂，质量是生命的

观念；紧紧抓住创新与质量两大主题，遵循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发展规律，以建立高效的研究生教育管理

体系，全面提 高 管 理 水 平；构 建 和 谐 的 学 科 生 态 体

系，完善研究生培养体系，在教育手段、方法上下功

夫，健全教育评估体系，全面提高研究生质量；传承

东南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数十年发展所形成的传

统与特色，借鉴国内外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先进经

验，走出一条有东南大学特色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为了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总体质量，更加客

观、公正地做好学位论文的审查、评阅工作，确保学

位授予质量，东南大学实施了学位论文评阅审查制

度，按照实施的阶段和环节该制度为学位论文答辩

前的匿名评审和学位授予后的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查

评议。其中学位授予后的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查评议

是结合江苏省学位委员会进行的全省研究生学位论

文抽查评估工作一起进行。

二、东南大学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实践

博（硕）士学位论文的同行评阅是提高博（硕）士
学位论文质量的措施之一。东南大学博（硕）士学位

论文的校内外同行评阅工作刚开始时，评阅专家一

般都是由导师聘请。为了使评阅更客观、公正，减少

非学术因素的干扰，２００２年开始东南大学对博（硕）
士学位论文进行答辩前的双盲评阅。对研究生学位

论文进行双盲评阅，由学位办送到有关学校研究生

院再转发到评阅人手中，这样给研究生指导教师和

研究生本人一定的压力，对提高博（硕）士研究生学

位论文质量起到了一定的鞭策作用。

１．抽查论文范围、程序与方法

２００２年时，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盲审按学科

点自愿申报原则，如果数量较少，研究生院视情况进

行抽查，抽查 比 例 为２０％，硕 士 研 究 生 学 位 论 文 抽

查比例为２％；所有提前答辩者、中期考核受警告者

以及答辩延期过长者，其学位论文实施答辩前盲审，
盲审论文中不含有导师姓名及学生姓名，评阅人的

姓名也不向论文作者和导师公开。每年１０月份在

下一年按计划正常答辩的研究生中抽取盲审名单，
并通知抽取到的博士、硕士研究生，答辩秘书必须在

研究生答辩前５０天，将符合盲审要求的学位论文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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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研究生院。如果盲审通过，每份盲审评阅（审）书

可以代替一份学位论文评阅（审）书。

２００４年 开 始，不 再 提 前 抽 取 盲 审 名 单，而 是 当

研究生准备提交已经定稿的学位论文时，研究生院

在数据库内进行正常抽取盲审，被抽到的研究生学

位论文当场留下，直接用于盲审。２００５年开始博士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抽查比例达到５０％，硕士研究生

学位论文抽查比例达到１０％。２００６年开始，盲审对

象包括所有博 士 生、随 机 抽 查 的１０％硕 士 生（含 非

学历研究生）、新增专业和新任导师的第一批硕士研

究生以及所有申请提前答辩、中期考核受筛选警告

和超过正常学制半年以上答辩的学历硕士生、超过

正常学习年限的非学历研究生。学位论文需盲审者

必须提前至少５０天将符合盲审要求的博士学位论

文３本或硕士学位论文２本及其它相关材料送交校

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再由有关人员从校外评审

专家库中挑选有关专家或送外校的研究生院由该研

究生院自主选择有关专家评阅该学位论文。

２．评估指标体系

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高低不仅反映了学位申请

者本人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也是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质量的集中体现。如何对学位论文质量做出一

个科学、客观、高效的评价，不仅关系学位申请者学

术成果的鉴定，还关系到学位授予单位的培养和授

予质量。
东南大学建立的研究生学位论文评价体系采用

了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法。专家在进行

评价时，不仅要对每项指标做出定量判断，还需提出

确切的评价意见，指出优点和缺点，除此之外，专家

需要对论文做出一个整体的定性评价，作为处理数

据时的参考，但不需进行具体的打分。这样可以使

得最终的评价结果更加客观、真实，从技术上提高评

价体系的客观性和可靠性，既使评价不过于模糊，做
到对文章水平的准确定位，有利于区分不同水平的

学位论文；又能全面准确地反映论文实际水平，特别

是在评阅专家意见分歧太大时，克服评价方法受局

限的问题。
例如博士学位论文评阅时，研究生本人和指导

教师一起将学位论文的创造性成果罗列若干条，由

评审专家先对学位论文创造性成果按照创造性和实

际应用价值（或前景）进行评价，做出“优、良、中、无”
的判断，然后根据论文选题、文献综述、论文成果及

创造性、理论基础与实践能力、论文写作的评价参考

尺度分别进行打分，然后进行加权平均得出最终的

评价分。最 后 评 阅 人 对 论 文 是 否 同 意 答 辩 提 出 意

见。并提出论文存在问题与修改意见。

３．评阅意见的处理

若盲审返回的评阅书全部为“同意答辩”，则盲

审通过。若评阅书意见中有“修改后由导师审核”，
则进行修改后需附导师审核意见。

若盲审返回的评阅书意见有一份及以上是“修

改后送评阅人本人重审”、“修改后送其他专家重审”
或“不同意答辩”，一般应对论文作出实质性修改，并
要求填写《东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重新评阅申请

表》，自所有评阅书返回之日起至少一个月后方可重

新送审。重新送审返回的评阅书意见有一份及以上

是“修改后送评阅人本人重审”、“修改后送其他专家

重审”或“不同意答辩”，则认为盲审未通过，暂缓其

论文答辩。盲审未通过者，自所有评阅书返回之日

起１５天内由指导教师将该生的学位论文工作、评阅

意见等情况以书面形式提交所在学科的学位评定分

委员会讨论，分委会讨论后填写《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对盲审未通过研究生学位论文处理意见表》报学位

办备案，并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
为了避免因学术观点等原因导致学位论文评阅

工作中发生不公正现象，研究生及其导师可以提出

其学位论文评阅需要回避的专家，最多可以提出３
名。如研究生及其导师认为评阅不通过是因为学术

观点分歧所致，或因其他原因致使评阅有失公正，可
填写“东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学术观点分歧

申诉表”，向校学位办提出申诉，由校学位办重新组

织论文评阅。

４．全校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分析报告公开

每年学位办将当年的所有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盲

审情况按照博士、学历硕士、非学历硕士等进行统计

分析，同时按照二级学科分别统计归类并在全校公

布。再按研究生指导教师进行排序，对研究生学位

论文盲审优秀率高的指导教师或经常出现重审论文

的研究生指导教师内部进行通报。

５．学位论文正式定稿归档

论文答辩后，研究生应按答辩委员会和评阅人

提出的修改意见认真修改其学位论文，经导师审阅

认可后再装订送各院、系研究生秘书处存档，同时提

交“东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修改情况表”。全部同

行专家评阅意见书及学术观点分歧申诉表都必须与

其他答辩材料一起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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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苏省学位论文抽检评议实践

江苏省研究生教育发展迅速，规模巨 大。涉 及

研究生教育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达５３家，其中普

通高校２８所、科研院所１６所、党校１所、军队院校

８所。“９８５工程”建设高校２所，“２１１工程”建设高

校１１所，设 有 研 究 生 院 的 高 校７所。通 过 不 断 努

力，江苏省 学 位 与 研 究 生 教 育 取 得 了 显 著 的 成 绩。
全省有博士学 位 授 予 单 位３１个，其 中 普 通 高 校２１
个，硕士学位授予单位４７个，其中高校２８个，专业

学位培养 单 位２８个。２００８年 研 究 生 招 生 数 已 达

３．５万，截止２００９年底，研究生在校生突破十万人，
达到１０．４７万人。由于江苏省的研究生教育规模巨

大，江苏省教育厅、学位办对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十

分重视。
为了进一步加强学位论文管理工作，江苏省在

全国率先 实 现 研 究 生 学 位 论 文 抽 检 评 议 制 度。从

２００２年开始对 省 内 所 有 研 究 生 培 养 单 位 已 经 授 予

学位的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抽检评议，抽检评议结

果作为 江 苏 省 重 点 学 科 建 设 与 评 估、培 养 单 位 博

（硕）士学位点增列，博（硕）士学位点评估的重要依

据之一。对学位论文质量进行抽检评议促进了学位

授予单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体系建设、强化质量

观念、保证和提高学位授予质量。
通过全省的学位论文抽检评议及对抽检结果的

统计分析，旨在全面了解省内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

状况，强化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的质量观念，进一

步指导政府对各学位点建设工作，促进研究生学位

论文质量的提高，完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

１．方案设计

在对已授予学位的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评议工

作开始之日起，省学位办明确了学位论文抽检评议

工作的目的、原则，确定抽检评议学位论文涉及的学

位点、论文数量及对象的学位授予时间范围。论文

抽取的方法，论文送审的程序、评议专家选择原则、
评议指标体系、评议方法及及评议结果反馈及处理。

２．抽检评议原则

充分依靠专家学者，客观公正，高效简 化，突 出

重点。

３．抽检评议范围

上年度所有已经授予学位的博（硕）士研究生学

位论文，抽检 比 例 为５％左 右。抽 检 重 点 为 硕 士 学

位论文、博士 学 位 论 文 并 重。２００８年 开 始，学 位 论

文抽检评议面向所有学科进行普抽，同时对新增的

学位点、毕业数量大的学位点进行重点抽检，对往年

抽检中出现不合格的专家评议意见的学位点进行跟

踪抽检。

４．抽取方法

电子摇号抽取

５．专家聘任

学位论文评议实行“双盲”评议制度，建立了论

文评议专家库。

６．评价指标体系

针对研究生教育培养的实际情况，按照分类培

养、分类指导的要求，分别对学术型、应用型研究生

学位论文，采样不同的评议指标体系。

７．评议结果分析及处理反馈

省学位办将所有抽检评议结果向全省的研究生

培养单位公开。对于在抽检中出现评议有不合格的

学位论文，要求培养单位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向研究

生本人、指导教师、学位点沟通，公布专家评议意见，
听取各自的陈述并认真处理，对有争议的评议意见，
重新组织评阅，最后将各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处理意

见向省学位办反馈。

四、结果分析

１．东南大学学位论文盲审结果及分析

表１为东南大学近五年来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

量。由于博士毕业生数量的增加，博士学位论文送

审量逐年上升，硕士学位论文送审量基本保持稳定。
表１　东南大学近五年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量统计

年度 博士论文 硕士论文
其中

学历硕士论文 非学历硕士

２００５　 ５７２　 ８０６　 ６０６　 ２００
２００６　 ９３１　 １０５３　 ８６４　 １８９
２００７　 １０５５　 ９４４　 ７６５　 １７９
２００８　 １２１８　 ８７９　 ６３１　 ２４８
２００９　 １３９３　 ７３２　 ６２３　 １０９

图３、图４、图５、图６分别为五年来东南大学博

士、硕士学位论文盲审结果分布。可见大部分东南

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属于良好，评价为优秀的博士学

位论文占所有博士学位论文的三分之一左右。博士

学位论文盲审优秀率基本维持在３３％左右，良好率

为５２％左右，不合格评议出现率为１％～２％，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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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东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盲审总体情况

图４　东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盲审总体情况

图５　东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盲审结果

图６　东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盲审结果

修改后再进行 盲 审 的 比 例 为３％左 右，论 文 的 二 次

送审率 达３％左 右。大 部 分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属 于 良

好，评价为优秀的硕士学位论文占所有硕士学位论

文的五分之一左右。硕士学位论文盲审优秀率基本

维持在２０％左右，良好率为５３％左右，不合格评议

出现率为１％～２％，论文修改后再进行盲审的比例

为２％左右，论文的二次送审率达３％左右。
图７、图８显 示 东 南 大 学 博 士 学 位 论 文 的 优 秀

率高于硕士学位论文的优秀率，博士和硕士学位论

文出现不同意答辩的评议百分比相当；学历硕士研

究生的学位论文优秀率远高于非学历硕士研究生的

学位论文优秀率，非学历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出现

不同意答辩的评议百分比要高于学历硕士研究生二

个百分点。

图７　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盲审优秀及不合格比较

图８　学历与非学历硕士学位论文盲审优秀及不合格比较

通过学位论文的双盲评审，较为真实的反映学

校的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同时大大提高了研究生

指导教师、研究生本人及学科组对研究生学位论文

质量的重视程度。
在分析博士、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评议意见后，

发现除极个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水平确实较差外，
出现不合格评议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有些学位论文

所研究的内 容 与 研 究 生 申 请 学 位 的 学 科 方 向 不 一

致，一些是进行了学科的交叉研究，一些应该属于交

叉学科的研究，也有些就属于跨学科门类的研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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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题与申请学位的学科内涵一致性较差，评议专

家对此类论文有不同的评议意见；二是有些学位论

文研究工作 量 不 饱 满、理 论 研 究 深 度 不 够，论 文 写

作、文献标注不规范，语言表达能力不够。在盲审过

程中，由于学术观点的不同导致学位论文评议出现

不合格的情况，特别在某些学科出现几率较高，例如

建筑学、艺术学等学科。

由于全国大量的高校对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开始

进行双盲评审，研究生指导教师评审学位论文的工

作量很大，给于评审的时间又短，加上导师的教学、
科研工作量大，有些评审专家的匆忙评阅难免出现

评议粗糙，意见较少等，有些专家对由学位论文产生

的学术文章发表数量较为关注。

２．江苏省学位论文抽检

表２　江苏省学位论文抽检评议论文（本）数统计

年度
全省综合 研究生院高校 非研究生院高校

总数 博士 硕士 总数 博士 硕士 总数 博士 硕士

２００４　 １０５４　 ２６４　 ７９０

２００５　 １３３４　 ６５６　 ６７８

２００６　 １４６２　 ３１８　 １１４４　 ６８９　 １８３　 ５０６　 ７７３　 １３５　 ６３８

２００７　 １６２１　 ２３１　 １３９０　 ７２４　 １５５　 ５６９　 ８９７　 ７６　 ８２１

２００８　 ３０９９　 ７３８　 ２３６１　 １５１８　 ４８９　 １０２９　 １５８１　 ２４９　 １３３２

　　从表２中看到，江苏省近５年进行的学位论文

抽检评议工作中，有研究生院高校的博士和硕士研

究生学位论文被抽总数和非研究生院高校的博士和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被抽总数基本相当。全省博士

研究生的培养量大多集中在有研究生院的高校中，
从被抽中的博士学位论文总量统计，研究生院高校

远高于非研究生院高校；从被抽中的硕士学位论文

总量统计，研究生院高校低于非研究生院高校。可

以看出省学位办对研究生院高校与非研究生院高校

的学位论文不同的关注程度。
图９、图１０所示全省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评议

结果，全省学位 论 文 的 优 秀 率 平 均 在１３％左 右，不

合格评议的 出 现 率 也 在４％～５％。５３％的 论 文 属

于良好，３０％的论文属于合格。从学位论文优秀率

看，博士学位论文高于硕士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

和硕士学位论文的不合格评议出现率相当。

图９　江苏省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评议总体情况

图１０　近３年省学位论文抽检评议结果（优秀与不合格）

由图１１、图１２、图１３分析，从研究生学位论文

评议总体结果看，研究生院高校和非研究生院高校

相差不多，研究生院高校博士学位论文评议结果略

好于非研究生院高校。而两类高校的硕士学位论文

评议结果几乎相同。

图１１　研究生院高校与非研究生院

高校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评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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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近３年研究生院高校与非研究生院

高校博士学位论文抽检评议结果

图１３　近３年研究生院高校与非研究生院

高校硕士学位论文抽检评议结果

五、建　　议

研究生学位论文是高素质人才培养过程的核心

体现，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控制应该由学校自主进

行的内部管理和外部评价监督相结合，主要依靠各

高校的自律，辅于政府或民间评估机构的监督。不

同的评议、评估活动之间相互独立，相互补充，分别

发挥不同作用，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履行保障研究生

学位论文质量的功能。重视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保

障体系建设，应以高校自身的质量管理为前提，形成

周期性的学位论文质量外部评价机制。
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基本上呈正态分布，论文

的评阅重点应该是：一类为优秀论文；一类为质量比

较差或不合格的论文；还有一类为不符合学术规范、
甚至出现弄虚作假等学术不端的论文。由于在学位

论文评阅过程中，对不合格学位论文的争议较大，必
须在评价指标体系中对什么是学术失范进行较为细

致的界定和说明。
建立合理的学位论文评价指标体系，加强论文

中期过程管理，优化评议程序，增强评议的公正性。
同时，要树立科学的持续发展质量观，建立多类型的

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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