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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ＮＥＤＤ）在不同能级高校之间分布极不均衡，在同一能级高校之间的分布也

存在明显差异，部委高校在获得ＮＥＤＤ方面 占 有 绝 对 优 势。ＮＥＤＤ主 要 集 中 在 理、工、农、医 四 个 理 科 门 类，

理学门类ＮＥＤＤ主要集中在“９８５”高校和中国科学院，文史哲学科ＮＥＤＤ基本集中在传统综 合 类 高 校、师 范

类高校和中国社会 科 学 院，军 事 学、农 学、医 学 三 个 门 类 ＮＥＤＤ基 本 集 中 在 具 有 相 应 行 业 背 景 的 单 位。从

ＮＥＤＤ分布的视角看，我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在六十年间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各博士授予单位应紧紧 围

绕学科竞争力打造优势、凝练特色，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绝不能贪大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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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最高阶段，担负着

发展科学技术、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要任务，是
国家创新体系的主要源泉。［１］随着博士培养规模的

不断扩大，博士培养质量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教育

问题。博士培养质量的提高是建立在科学评价基础

之上 的，从１９９９年 开 始 的 全 国 优 秀 博 士 学 位 论 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ｓ，简 称

ＮＥＤＤ）的评选恰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评价视角，因

此，ＮＥＤＤ引起 了 高 等 教 育 领 域 的 管 理 者、研 究 者

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２］目前已有的ＮＥＤＤ分布

研究多集中于对获奖单位和学科的独立研究，较少

对获奖单位的分布特征进行归纳提炼，把两者结合

起来进行 研 究 的 成 果 更 是 缺 乏。本 文 着 力 在 归 纳

ＮＥＤＤ获奖单位整体分布特征的基础上，分学科探

析获奖单位的分布特征，期冀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提高博士教育质量提供些许启示。

一、ＮＥＤＤ获奖单位分布特征

我国博士学位授予单位主要分为高等学校和科

研机构两种类型，在高等学校、科研机构之外，中共

中央党校单独作为１个类型的单位。［３］从１９９９年到

２０１０年，部 分 获 得 ＮＥＤＤ的 高 等 学 校（以 下 简 称

“高 校”）经 历 了 合 并、改 名。将 合 并 前 高 校 的

ＮＥＤＤ计入合并后的高校名下，以合并而成的高校

计为一个单 位。将 改 名 前 高 校 的 ＮＥＤＤ计 入 改 名

后的高校名下。两地办学的中国石油大学、中国地

质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均以一个单位计算。此外，中
国协和医科大学２００６年改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并

与清华大学 合 作 共 建，因 为 两 校 并 没 有 合 并，相 关

ＮＥＤＤ分别归在清华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两个单

位名下，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ＮＥＤＤ计入北京协和

医学院名下。中国科学院直属的研究院、所、中心、

天文台等机构，均以“中国科学院”一个单位来计算，

而中国科学院直属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单独计为一

个单位。１９９９年 至２０１０年 评 选 的１１８２篇 ＮＥＤＤ
分布在１４７个单位。中国科学院等１２个科研机构

共获得ＮＥＤＤ２０９篇，仅占全部ＮＥＤＤ的１７．６８％，

中国科学院独占其中的１８１篇，其它１１个科研机构



共获ＮＥＤＤ２８篇；中 共 中 央 党 校 获 得１篇 ＮＥＤＤ；

８２．２３％的ＮＥＤＤ分布在１３４所高校。
（一）ＮＥＤＤ在 不 同 能 级 高 校 之 间 的 分 布 极 不

均衡

高等学校的能级结构是一种 客 观 存 在。［４］根 据

学校能级理论，我国博士学位授予高校可以划分为

“９８５”高 校、“２１１”高 校、非“２１１”高 校 三 个 能 级。
“９８５”高校共 有３９所，均 为 博 士 学 位 授 予 单 位，这

３９所 高 校 在１２届 ＮＥＤＤ评 选 中 共 获７０２篇，以

１１．２７％的 博 士 学 位 授 予 单 位 获 得 了５９．３９％的

ＮＥＤＤ，在高校所获ＮＥＤＤ中所占的比例更是高达

７２．２２％。平均每所“９８５”高校获得ＮＥＤＤ数 为１８
篇，是其它高校平均数的６．３３倍。

“２１１”高校共有１１２所，由于３９所“９８５”高校也

属于“２１１”高校，因此，“２１１”高校一般指不是“９８５”
的另 外７３所“２１１”高 校。有５１所“２１１”高 校 是

ＮＥＤＤ获奖单位，某些“２１１”高 校 获 得 ＮＥＤＤ的 数

量在“９８５”高校中也能 位 居“中 游”，如 中 国 矿 业 大

学获得了１６篇 ＮＥＤＤ，列 高 校 排 行 榜 第１５位，第

二军医大 学１２篇 ＮＥＤＤ列 高 校 排 行 榜 第２２位。
当 然，也 有 ２２ 所“２１１”高 校 至 今 还 没 有 获 得

ＮＥＤＤ。
共有４４所非“２１１”高校获得了 ＮＥＤＤ，其中军

事系统院校９所，第三军医大学、海军工程大学、解

放军信息 工 程 大 学、国 防 大 学 分 别 获 得 了７篇、６
篇、５篇、４篇ＮＥＤＤ，空军工程大学、军医进修学院

各有２篇ＮＥＤＤ，后勤指挥学院等３所高校分别获

得１篇ＮＥＤＤ。非“２１１”普通高校有３５所，其中北

京协和医学院是一个特例，多达１３篇，实际上北京

协和医学院与 清 华 大 学 合 作 共 建，也 在２１１和９８５
工程建设之 列［５］，其 余３４所 高 校 获 得 ＮＥＤＤ的 数

量都 很 少，获 得４篇 ＮＥＤＤ的 仅 华 南 农 业 大 学１
所，获得３篇 ＮＥＤＤ的高校也仅有３所，另 外９所

高校分别获得２篇ＮＥＤＤ，２１所高校分别获得１篇

ＮＥＤＤ。
如表１所示，“９８５”高 校 是 产 生 ＮＥＤＤ的 主 力

军，它们在获 得 ＮＥＤＤ方 面 具 有 非 常 明 显 的 优 势。
“２１１”高校与非“２１１”高校相比，表面看来优势并不

明显，但是若剔 除 北 京 协 和 医 学 院 这 个 特 例，４３所

非“２１１”高校 平 均 获 奖 数 量 由２．１４篇 降 到 了１．８８
篇，“２１１”高 校 ＮＥＤＤ在 总 量 和 平 均 数 量 上 均 为 非

“２１１”高校的２倍左右（１７６∶８１，３．４５∶１．８８），实际

上还是具备一定的优势。

表１　不同能级高校ＮＥＤＤ状况比较表

“９８５”
高校

“２１１”
高校

非“２１１”
高校

所有高校

获奖高校数量 ３９　 ５１　 ４４　 １３４
优秀论文数量 ７０２　 １７６　 ９４　 ９７２
平均获奖数量 １８．００　 ３．４５　 ２．１４　 ７．２５

（二）ＮＥＤＤ在 同 一 能 级 高 校 之 间 的 分 布 也 存

在明显差异

虽然３９所“９８５”高校均获得了ＮＥＤＤ，但是，它
们之间的差异也很大。（具体见图１）数量最多的清

华大学有９１篇之多，而数量最少的电子科技大学仅

有１篇，在所有１４７个获奖单位中并列第１０１位，即
使在１３４所高校中也仅并列第９５位，排名甚至低于

一些非“２１１”高 校。若 以“９８５”高 校 获 得 ＮＥＤＤ的

平均数１８作为基准，达到平均数的“９８５”高校有１２
所，以综合类高校为主；达到平均数的一半而不足平

均数的“９８５”高校有１３所，综合类高校与理工类高

校相当，师范类与农林类各１所；不足平均数一半的

“９８５”高校有１４所，以理工类高校和由理工类发展

而成的综合类高校为主。

图１　“９８５”高校ＮＥＤＤ数量分布图

５１所“２１１”高 校 之 间 的 ＮＥＤＤ数 量 也 存 在 明

显的 差 异。若 以 达 到“２１１”高 校 ＮＥＤＤ 平 均 数

（３．４５篇）的２倍、达 到 平 均 数 而 不 足 平 均 数 的２
倍、没有达到平均数划分为三类。第一类“２１１”高校

仅有４所，其中中国矿业大学 以１６篇 ＮＥＤＤ居 首

位；第二类“２１１”高校有１６所，其中获得６篇、５篇、

４篇ＮＥＤＤ的“２１１”高校分别有４所、６所、６所；第

三类“２１１”高校有３１所，获得３篇、２篇、１篇ＮＥＤＤ
的“２１１”高校 分 别 有７所、９所、１５所。（具 体 见 图

２）

４４所非“２１１”高 校 ＮＥＤＤ数 量 的 差 异 主 要 体

现在军事系统高校与普通高校之间，９所军事系 统

高校获得ＮＥＤＤ的平均数量是３．２２篇，接近“２１１”
高校的平均 数 量，而３５所 普 通 高 校 的 平 均 数 量 为

１．８６篇，若剔除 北 京 协 和 医 学 院 这 一 特 例，平 均 数

·９３·吴根洲·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分布特征研究



图２　“２１１”高校ＮＥＤＤ数量分布图

仅为１．５３篇，还不足军事系统高校ＮＥＤＤ的一半。

绝大多数非“２１１”普通高校之间的差异不甚明显。
（三）部委 直 属 高 校 在 ＮＥＤＤ评 选 中 占 据 绝 对

优势

按照隶属关系，可以把高校划分为普通高校和

军事系统高校，普通高校分为部委直属高校、省属高

校，部委直属高校可以细分为教育部直属高校和其

它部委直属高校。获得ＮＥＤＤ的１２所军事系统高

校分别直属中央军委或总参谋部、总装备部等部委，

也应当 算 为 部 委 直 属 高 校。在 获 得 ＮＥＤＤ的１３４
所高校中，部委直属高校有８８所，省属高校４６所，

单位数之比约为２：１。

１２所军事系统高校共获６１篇ＮＥＤＤ。６４所教

育部直属高校获７２９篇ＮＥＤＤ。７所工业和信息化

部直属高校获５３篇 ＮＥＤＤ。直属中国科学院的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获３４篇ＮＥＤＤ，直属卫生部的北京

协和医学院获１３篇ＮＥＤＤ，直属国家民委的中央民

族大学获２篇ＮＥＤＤ，直属国家体育总局的北京体

育大学和直属侨办的暨南大学各获得１篇 ＮＥＤＤ。

８８所 部 委 直 属 高 校 共 获８９４篇 ＮＥＤＤ，占 高 校

ＮＥＤＤ总数 的９１．９８％；而４６所 省 属 高 校 共 获７８
篇ＮＥＤＤ，占高校ＮＥＤＤ总数的８．０２％，两者之比

高达１１．４６∶１。平 均 每 所 部 委 直 属 高 校 获１０．１６
篇 ＮＥＤＤ，平 均 每 所 省 属 高 校 仅 获 得 １．７０ 篇

ＮＥＤＤ，两类高校获得ＮＥＤＤ数量的平均数之比也

高达５．９８∶１。在４６所省属高校中获得 ＮＥＤＤ数

量最多的是西北大学，也仅有５篇ＮＥＤＤ，还不及部

委直属高校平均数的一半。无论从总数还是平均数

的角度看，部 委 直 属 高 校 获 得 ＮＥＤＤ均 占 据 绝 对

优势。
在４６所 省 属 高 校 中，除 西 北 大 学 获 得５篇

ＮＥＤＤ以 外，湖 南 师 范 大 学 等３所 高 校 均 获４篇

ＮＥＤＤ，江苏大学等４所高校各获得３篇ＮＥＤＤ，北
京工业大学 等１１所 高 校 均 获 得２篇 ＮＥＤＤ，其 余

２７所高校各获得１篇ＮＥＤＤ。这４６所省属高校共

分布在１９个省份，其中以江苏省最多，８所 省 属 高

校获得了１５篇ＮＥＤＤ，获奖的省属高校主要分布在

直辖市和经济发达的省。

二、ＮＥＤＤ学科分布特征

现行研究生学科目录共有哲学、经济 学、法 学、
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

学和管理学１２个学科门类，下设哲学、理论经济学

等８９个一级学科，其中包括科学技术史、光学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中药学、军队政治工作学、管理科学

与工程６个不分设二级学科的一级学科。
（一）ＮＥＤＤ学科分布极不均衡

在１２个 学 科 门 类 中，工 学 门 类 ＮＥＤＤ以４３５
篇占据总数的３６．８０％，理学门类 ＮＥＤＤ以３４６篇

占据总数的２９．２７％，两 者 合 计 约 占 总 数 的 三 分 之

二。医学门类、农 学 门 类 分 别 以１２０篇、６１篇 列 第

三位、第四位。由此可见，ＮＥＤＤ集中在理、工、农、
医四个传统的理科门类上（８１．３９％）。而哲学、经济

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六个人文社会学科门

类共获１８５篇 ＮＥＤＤ，仅 占 总 数 的１５．６５％。军 事

学、管理学两个学科门类分别获得１２篇 ＮＥＤＤ、２３
篇ＮＥＤＤ，在１２个学科门类中分列第１２位和第１０
位。（具体见图３）

图３　ＮＥＤＤ分学科门类分布图

ＮＥＤＤ 在 一 级 学 科 上 的 分 布 也 很 不 均 衡。

１１８２篇ＮＥＤＤ共覆盖一级学科８４个，法学门类中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理学门类中的系统科学和科学

技术史、农学门类的水产、军事学门类的战术学等４
个学科门类中的５个一级学科迄今为止还没有获得

ＮＥＤＤ。在获得 ＮＥＤＤ的８４个 一 级 学 科 中，平 均

每年达到６篇 ＮＥＤＤ的一级学科 有 化 学、物 理 学、
生物学，三者均属于理学门类；达到２篇而不足５篇

的有数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临床医学、历史学、电子

·０４· 吴根洲·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分布特征研究



科学与技术、中国语言文学、机械工程、力学、化学工

程与技术、基础医学等１０个一级学科。
在平均每年获得ＮＥＤＤ达到２篇的１３个一级

学科中，仅有历史学和中国语言文学两个一级学科

属于人文社会学科，每年获得ＮＥＤＤ的平均数量分

别为２．６７篇、２．４２篇。另外的１１个一级学科中有

４个属于理学门类，且占据了前４位，５个属于工学

门类，２个属 于 医 学 门 类。无 论 是 从 学 科 门 类 还 是

一级 学 科 的 角 度 看，ＮＥＤＤ的 分 布 都 明 显 集 中 于

理科。
（二）理学门类ＮＥＤＤ主要集中在“９８５”高校和

中国科学院

理学门 类 共 有３４６篇 ＮＥＤＤ，分 布 在３６个 单

位，平 均 每 个 单 位 获 得 理 学 门 类 ＮＥＤＤ 的 数 量

（９．６１篇／单位）远 远 超 过 其 它１１个 学 科 门 类，是

ＮＥＤＤ分布最为集中的学科门类。在这３６个单位

中，ＮＥＤＤ主 要 集 中 在“９８５”高 校 和 中 国 科 学 院。

２２所“９８５”高 校 获 得１９３篇 理 学 门 类 ＮＥＤＤ，占

５５．７８％，中 国 科 学 院 共 获 得 １３２ 篇 理 学 门 类

ＮＥＤＤ，占３８．１５％，两 者 共 占 理 学 门 类 ＮＥＤＤ的

９３．９３％。其余２１篇 理 学 门 类 ＮＥＤＤ分 别 被８所

“２１１”高校、２所非“２１１”高校、３个其它科研机构获

得。（具体见表２）
在理学门类１０个 获 得 ＮＥＤＤ的 一 级 学 科 中，

海洋科学的５篇 ＮＥＤＤ全部来自“９８５”高校：同 济

大学３篇，中国海洋大学２篇。天文学、大气科学、
地球 物 理 学 的 ＮＥＤＤ被 中 国 科 学 院 和“９８５”高 校

“瓜分”，１０篇天文学 ＮＥＤＤ分别来自南京大学、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中国科

学院国家天 文 台；１０篇 大 气 科 学 ＮＥＤＤ分 别 来 自

兰州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

气物理研究所；７篇地球物理学 ＮＥＤＤ分别来自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
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生物学等５个一级

学科均仅有少量ＮＥＤＤ来自中国科学院和“９８５”高

校之外的单位。只有地质学的２１篇ＮＥＤＤ分布相

对广泛，中国科 学 技 术 大 学、北 京 大 学、南 京 大 学３
所“９８５”高校获得６篇，中国科学院的地质与地球物

理研究所、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地球环境研

究所共获得７篇，西北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国家地

震局地质研究所、中国地质科学院４个单位获得８
篇，三者约各占三分之一。

表２　理学门类各一级学科ＮＥＤＤ分布表

一级学科 中科院 “９８５”高校 其它 一级学科 中科院 “９８５”高校 其它

数学 ９　 ４２　 ２ 大气科学 ６　 ４　 ０
物理学 ２２　 ５２　 ２ 海洋科学 ０　 ５　 ０

化学 ３７　 ４１　 ２ 地球物理学 ２　 ５　 ０
天文学 ４　 ６　 ０ 地质学 ７　 ６　 ８
地理学 ７　 ４　 １ 生物学 ３８　 ２８　 ６

　　（三）文 史 哲 ＮＥＤＤ基 本 集 中 在 传 统 综 合 类 高

校、师范类高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院系调整使文史哲等传统人

文学科的主要力量集中在综合类高校，其余的力量

分布在具有文理综合特征的师范类高校和中国科学

院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１９７７年独立为中国社会科

学院）。经过 院 系 调 整 以 后，全 国 综 合 类 高 校 共 有

１４所［６］，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许多高校开始发展人

文学科，并逐渐成为门类齐全的综合类高校。为了

区分这两类高校，５０年代调整后整顿和加强的综合

大学不妨称之为传统综合类高校，９０年代以后形成

的综合类高校称之为新型综合类高校。

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这三个文史哲学科

共产生了７８篇ＮＥＤＤ，传统综合类高校获得４９篇、

师范类高校获得１３篇、中国社会科学院获得８篇，
另外８篇 ＮＥＤＤ中浙江大学３篇，山 西 大 学、内 蒙

古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扬州大学、清华大学５所高

校各１篇。其中，浙江大学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由综

合大学调整为工业院校，文学院和理学院的一部分

与其它院校合并，建立浙江师范学院，后与新建的杭

州大学合并为 新 的 杭 州 大 学，１９９８年 浙 江 大 学、杭

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为新的浙

江大学［７］，山西大学在１９５３年院系 调 整 后，被 取 消

建制，文、理 两 院 合 并，改 称 山 西 师 范 学 院［８］，１９５９
年再度组建山西大学，１９６１年山西大学与山西师范

学院合并，仍定名为山西大学。内蒙古大学是１９５７
年建立的综合大学。实际上这３所高校也可称之为

传统综合类高校。因此，文史哲三个传统人文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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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ＮＥＤＤ几乎全部来自传统综合类高校、文理综合

性质明显的师范类高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
（四）军事 学、农 学、医 学 门 类 ＮＥＤＤ基 本 集 中

在具有相应行业背景的单位

军事学门类的ＮＥＤＤ全部分布在军事类单位。
军事学门类在１２年间评选的１２篇 ＮＥＤＤ分 布 在

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后勤

指挥学院、装 备 指 挥 技 术 学 院５个 单 位。１个 科 研

机构和４所高等学校均为军事类单位。同时，军事

学门类的ＮＥＤＤ也是“２１１”高校唯一没有覆盖到的

学科门类。
农学门类 ＮＥＤＤ基 本 分 布 在 农 林 类 高 校。６１

篇农学门类 ＮＥＤＤ分布在１９个单 位，除 了 中 国 科

学院南京土 壤 研 究 所 和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院 获 得７篇

ＮＥＤＤ外，其余５４篇分布在１７所高校。中国农业

大学 等１２所 农 林 类 高 校 获 得 了３９篇 农 学 门 类

ＮＥＤＤ，分别合并 了 浙 江 农 业 大 学、江 苏 农 学 院、西

南农业大学等农林类高校的浙江大学、扬州大学、西
南大学共获得１３篇农学门类 ＮＥＤＤ。其余两篇分

别来自兰州大学和南开大学。
医药类高校和合并了医药类高校的综合类高校

几乎垄断了医学门类的农学门类ＮＥＤＤ。１２０篇医

学门类农学门类ＮＥＤＤ分布在３０个单位，其中１１３
篇医学农学门类 ＮＥＤＤ分布在２６所 高 等 学 校，其

中北京协和医学院等１６所医药类高校获得５４篇医

学门类ＮＥＤＤ，复旦大学等１０所合并了医药类高校

的综合类高校共获５９篇医学门类 ＮＥＤＤ。军事医

学科学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中医科学院

３个医药类科研机构获得了４篇医学门 类 ＮＥＤＤ，
另外３篇来自中国科学院的昆明植物研究所和上海

药物研究所。

三、启　　示

尽管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许多高校开始“全面

发展”，并逐渐成为门类齐全的新型综合类高校，但

是，在ＮＥＤＤ评选 中，各 类 高 校 的 优 势 与 劣 势 仍 旧

严重依赖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学科分布，中国高等

教育的基本 格 局 在 六 十 年 间 并 没 有 发 生 明 显 的 变

化。一方面，５０年代的院系调整奠定了中国高等教

育六十年来重理工学科轻人文社会学科的基调。虽

然人文社会学科后来得以恢复与发展，但是，人文社

会学科相对落后的局面到目前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

的扭转。ＮＥＤＤ集中在理、工、农、医四个理科门类

就是一个重要的体现。另一方面，５０年代的院系调

整使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力量主要分布在文理综合

类高校、师范类高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理学的研究

力量主要集中在文理综合类高校和中国科学院（包

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学、教育学、医学、农学、军
事学等学科 门 类 的 研 究 力 量 分 别 集 中 在 工 业 类 高

校、师范类高校、医药类高校、农林类高校、军事类高

校。１２届ＮＥＤＤ的分布与５０年代科研力量的分布

格局基本一致，由此看来，学科核心竞争力的形成需

要长期的积累。相应地，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必须坚

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才能做好学科建设。
（一）分类定位是高校发展一个难以逾越的法则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前提是多 样 化［９］，它 不 仅 包

括层次的多样化，也包括类型的多样化。开办什么

学科、重点发展什么学科是高校分类定位的重要内

容。从ＮＥＤＤ分布 特 征 来 理 解 高 校 为 什 么 要 分 类

定位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作为

一个理科类大学，以３１篇理学 门 类 ＮＥＤＤ和３篇

工学门类ＮＥＤＤ排在绝大多数综合类高校之前，列

全国高校第６名。西安交通大学、东南大学等由工

科类高校发展而来的新型综合类高校，ＮＥＤＤ仍然

集中在工学门类，西安交通大 学２２篇 ＮＥＤＤ中 有

２１篇来自工学门类，东南大学１２篇ＮＥＤＤ中有１１
篇来自工学 门 类。华 中 农 业 大 学（９篇）、北 京 协 和

医学院（１３篇）等定位清晰的农林类、医药类高校的

ＮＥＤＤ数量 也 能 够 在 高 校 中 位 居 前 列。即 使 门 类

最为齐全的北京大学，各个学科之间也不是“齐头并

进”，７６篇ＮＥＤＤ来自１０个学科门类，文学与理学

两个门类均 列 高 校 之 首，是 产 生 ＮＥＤＤ的 主 力 军。
由此可见，高校片面追求门类齐全的综合性是不理

智行为，这种做法只能做“大”难以做“强”。
（二）打造优势学科群是研究型大学发展的根本

３９所“９８５”高校获得了近６０％的ＮＥＤＤ，它们

的建设目标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然而，优势学科是

研究型大学发展的根本，没有高水平的学科就不可

能有高水平的大学。［１０］清华大学９１篇 ＮＥＤＤ中有

７０篇来自工学 门 类，覆 盖 了 工 学３２个 一 级 学 科 中

的１６个，其中１２个一级学科的ＮＥＤＤ数量列所有

单位之首，另外４个一级学科也均位列前三。中国

人民大 学２５篇 ＮＥＤＤ全 部 来 自 哲 学、经 济 学、法

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等６个人文社会类学科，其
中哲学、经济 学、法 学 三 个 学 科 门 类 的 ＮＥＤＤ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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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遥遥领先于其它单位，３篇文学门类 ＮＥＤＤ均来

自新闻传播 学，占 该 一 级 学 科 ＮＥＤＤ的 四 分 之 三，
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仅有２篇ＮＥＤＤ，中国人民

大学与武汉 大 学 各 占１篇。人 文 社 会 学 科 尤 其 是

哲、经、法、文 的 巨 大 优 势 使 得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的

ＮＥＤＤ数量位居高校第７名，也是ＮＥＤＤ数量前３０
名高校中唯一一个在理学门类、工学门类均没有获

奖的单位。如果不能有重点地发展一批优势学科，
建设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只能沦为空谈。

（三）凝练特色学科是绝大多数博士学位授予高

校提升博士培养质量的必由之路

当然，大多数高校很难打造优势学科 群，然 而，
凝练特色学科对绝大多数博士学位授予高校来说则

是不可或缺的，这种特色优势一般与行业背景密切

相关。中国矿业大学是ＮＥＤＤ数量最多的“２１１”大

学，１６篇ＮＥＤＤ全部来自工学门类，并且分布在密

切相关的４个 一 级 学 科，其 中１４篇 集 中 在 矿 业 工

程、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两个地矿类学科，中国矿业

大学在这两个特色学科上均具有绝对优势。东华大

学的７篇 ＮＥＤＤ全部来自纺织科学与工程这 个 一

级学科，独占该一级学科的全部 ＮＥＤＤ。北京中医

药大学和天津中医药大学均有３篇 ＮＥＤＤ，两所高

校瓜分了中医学一级学科的全部６篇 ＮＥＤＤ，其中

天津中医药大学还是一所非“２１１”省属高校。省属

“２１１”高校四川农业大学的４篇ＮＥＤＤ全部来自作

物学一级学科，在该一级学科获奖单位中排名第一，
并且均来自作物遗传育种这个二级学科。因此，紧

紧依靠行业背景，凝练特色学科是绝大多数博士学

位授予高校提升博士培养质量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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