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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分布呈现非均衡性，但并不能由此得出此项分布存在马太效应的结论。从 总

量、学科门类、一 级 学 科 三 个 维 度 的 定 量 分 析 发 现，存 在 马 太 效 应 的 单 位 分 别 有７个、９个、４个，仅 占

１５．５６％、１５．７９％、１０．００％的比例，而存在“反马太效应”的单位分别有３２个、４３个、３３个，所占比例分别高达

７１．１１％、７５．４４％、８２．５０％，这与高等教育多元化的趋势也是相一致的。

关键词：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分布；非均衡性；马太效应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３．８　　　　文献标识码：Ａ

　　从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１０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ｓ，简 称

ＮＥＤＤ）已经评 选 了１２届，共 产 生１１８２篇 ＮＥＤＤ。
这些ＮＥＤＤ共分布在１４７个单位，包括１３４所高等

学校、１２个科研机构和中共中 央 党 校。［１］前１０％即

前１５名 的 单 位 获 得 了６８０篇 ＮＥＤＤ，占 总 数 的

５７．５３％；最 后５０％即 后７４名 的 单 位 获 得１０６篇

ＮＥＤＤ，仅占８．９７％。极少数单位集中了绝大 多 数

的ＮＥＤＤ，因此，有 的 学 者 认 为 ＮＥＤＤ分 布 存 在 马

太效应［２］。马 太 效 应 主 要 是 指“多 者 愈 多、少 者 愈

少”，而这种现象只能说明ＮＥＤＤ分布的非均衡性，
不能就此 简 单 得 出“ＮＥＤＤ分 布 存 在 马 太 效 应”的

结论。笔 者 把１２届 ＮＥＤＤ平 均 分 成 前 后 两 个 阶

段，考察在前一个阶段获得多篇ＮＥＤＤ的单位是否

在后 一 个 阶 段 获 得 了 更 多 的 ＮＥＤＤ，以 此 来 验 证

ＮＥＤＤ分布是否存在马太效应。

一、总量维度分析ＮＥＤＤ分布的马太效应

　　从各个单位获得 ＮＥＤＤ总量的维度分析 其 分

布是否存在 马 太 效 应 是 本 研 究 要 解 决 的 第 一 个 问

题。在该部分中，首先按照各获奖单位在前后两个

阶段获得ＮＥＤＤ篇数的变化进行细致的统计，进而

根据ＮＥＤＤ篇数 是 增 长、不 变 还 是 减 少，把 各 获 奖

单位分为三种类型进行探讨，最后，基于定量角度分

析问题的需 要 并 结 合 马 太 效 应 的 本 义，提 出 在“多

篇”基础上继续增长界定为存在马太效应，并把大于

或等于３篇界定为“多篇”，相应地，在“多篇”基础上

减少界定为“反马太效应”。某单位在第一个阶段获

得３篇及以上ＮＥＤＤ是存在马太效应与否的前提。
（一）ＮＥＤＤ分布是否存在马太效应的计量判断

如表１所 示，在１４７个 单 位 中，第 一 个 阶 段 有

１１０个单位获得了ＮＥＤＤ，其中，在第二个阶段获得

的ＮＥＤＤ数量继续增长的单位有２４个，保 持 不 变

的有２１个，减少的却有６５个；在第一个阶段没有获

得ＮＥＤＤ，而在第二个阶段获得ＮＥＤＤ的单位有３７
个。获得的ＮＥＤＤ在 原 有 基 础 上 增 长 的 单 位 仅 占

全部１４７个单位的１６．３３％。在第一个阶段获得“多
篇”ＮＥＤＤ的单位共有４５个，在４５个单位中，仅有７



个单位在第二阶段获得的ＮＥＤＤ数量继续增长，有６
个单位的ＮＥＤＤ保持不变，却有３２个单位的ＮＥＤＤ
在减少，按照马太效应“多者愈多，少者愈少”的本义，
存在马太效应的单位仅占１５．５６％（７／４５）。

在第一阶段获得ＮＥＤＤ数量最多的１０个单位

中（１２篇～９３篇），仅有１个单位（第一阶段获得的

ＮＥＤＤ排名第９）在第二个阶段获得的ＮＥＤＤ数量

继续增长，１个 单 位（第 一 阶 段 获 得 的 ＮＥＤＤ排 名

第５）保持不变，８个单位获得的 ＮＥＤＤ数量 减 少，
马太效应的 存 在 比 例 仅 为１０％。在 第 一 阶 段 获 得

ＮＥＤＤ数量最多 的２０个 单 位 中（７篇～９３篇），仅

有２个单位（第一阶段获得的 ＮＥＤＤ排名第９、１７）
在第二个阶段获得的 ＮＥＤＤ数量继续增长，３个单

位（第一阶段获得的ＮＥＤＤ排名第５、１５、１８）保持不

变，１５个单位获得的 ＮＥＤＤ数量减少，马太效应的

存在比例也同样为１０％。
表１　各获奖单位前后两个阶段获得ＮＥＤＤ分类统计表

单位

数量
ＮＥＤＤ

数量

单位

数量
ＮＥＤＤ

数量

单位

数量
ＮＥＤＤ

数量

单位

数量
ＮＥＤＤ

数量

单位

数量
ＮＥＤＤ

数量

单位

数量
ＮＥＤＤ

数量

１　 ９３／８８　 １　 １２／１０　 ２　 ７／５　 ２　 ４／１　 １　 ２／５　 ３　 １／３
１　 ４８／４３　 １　 １１／１０　 ２　 ６／６　 １　 ４／０　 ５　 ２／４　 ２　 １／２
１　 ４５／３１　 １　 １０／８　 １　 ６／４　 １　 ３／１４　 ２　 ２／３　 １０　 １／１
１　 ３３／１８　 １　 １０／７　 １　 ６／２　 １　 ３／１３　 ５　 ２／２　 ２５　 １／０
１　 ２０／２０　 １　 ９／６　 １　 ５／９　 １　 ３／７　 ５　 ２／１　 １　 ０／５
１　 １９／１６　 １　 ８／８　 １　 ５／８　 １　 ３／３　 ３　 ２／０　 ２　 ０／４
１　 １８／１５　 １　 ８／６　 ２　 ５／４　 ２　 ３／２　 １　 １／８　 ３　 ０／３
１　 １６／９　 １　 ７／１２　 ２　 ５／２　 ３　 ３／１　 １　 １／５　 ９　 ０／２
１　 １４／２０　 １　 ７／７　 １　 ４／２　 ２　 ３／０　 ２　 １／４　 ２２　 ０／１

　　　　注：“／”之前为第一个阶段获得的ＮＥＤＤ数量，之后为第二阶段获得的ＮＥＤＤ数量。

　　从相反的角度考察，由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

段，ＮＥＤＤ数量减少（包括减少为０）和由无到有的单

位却高达１０２个，占总 数 的６９．３９％，几 近 百 分 之 七

十。ＮＥＤＤ在“多篇”基础上减少（包括减少为０）的比

例 高 达７１．１１％（３２／４５），前２０名、前１０名 单 位

ＮＥＤＤ由“多篇”减少的比例更是分 别 高 达７５．００％
（１５／２０）、８０．００％（８／１０）。可 以 说，在 第 一 阶 段 获 得

的ＮＥＤＤ越多，马太效应存在的可能性越小，“反马太

效应”存在的可能性越大。因此，从总量维度分析，无
法得出“ＮＥＤＤ的分布呈现马太效应”的结论，而仅是

有少数单位的ＮＥＤＤ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获得了更

多的ＮＥＤＤ，在第一阶段“多篇”ＮＥＤＤ基础上继续增

长的单位更是极少数———１５．５６％（７／４５）。
（二）ＮＥＤＤ分布存在马太效应单位之分析

总量维度存在马太效应的单位共有７个：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南开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北京

协和 医 学 院、四 川 大 学、中 国 农 业 大 学、天 津 大 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第一阶段获得的 ＮＥＤＤ数 量

最多———１４篇，它在第二阶段获得了２０篇ＮＥＤＤ，
增长了６篇。然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阶段的

１４篇ＮＥＤＤ全 部 来 自 理 学 门 类，第 二 阶 段 理 学 门

类ＮＥＤＤ增长为１７篇，工学门类从０增长为３篇。
在一级学科层面，若仍以３篇作为“多篇”的标准，则

物理学从３篇增长为５篇，化学从４篇减少为２篇、
生物学从３篇 减 少 为０，１个 一 级 学 科 存 在 马 太 效

应，２个一级学科存在“反马太效应”。
南开大学ＮＥＤＤ从 第 一 阶 段 的７篇 增 长 到 第

二阶 段 的１２篇。第 一 阶 段 理 学 门 类 产 生３篇

ＮＥＤＤ，经济学、文学、历史学、农学等４个学科门类

各产生了１篇ＮＥＤＤ；第二个阶段经济学、历史学２
个学科门类仍分别获得了１篇ＮＥＤＤ，文学、理学２
个学科门类在原有基础上分别增长了１篇 ＮＥＤＤ，
农学门类减少 为０，哲 学、工 学、管 理 学 三 个 学 科 门

类的ＮＥＤＤ从０分别增长为２、１、１篇；各学科门类

均是小幅波 动。南 开 大 学 理 学 门 类 ＮＥＤＤ存 在 马

太效应，但是，理学门类第一阶 段 的３篇 ＮＥＤＤ全

部来自数学，第二阶段４篇ＮＥＤＤ包括１篇数学、１
篇物理学、２篇 化 学，从 一 级 学 科 角 度 看，数 学 又 存

在“反马太效应”。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的ＮＥＤＤ从５篇增长到９篇，

涉及的４个一级学科均是１篇的小幅增长。北京协

和医学院的ＮＥＤＤ从５篇增长到８篇，生物学ＮＥＤＤ
从１篇减少到０，基础医学ＮＥＤＤ从０增长到２篇，
均为小幅波动，临床医学ＮＥＤＤ从０增长到４篇，药
学ＮＥＤＤ从４篇减少为２篇，存在“反马太效应”。

四川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天津大学从３篇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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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到１４篇、１３篇、７篇。四 川 大 学１１篇 ＮＥＤＤ
的增量来自医学门类５篇（从２篇到７篇）、工学门

类４篇（从０到４篇），文 学 门 类、理 学 门 类 各１篇

（均从０到１篇），历史学门类前后两个阶段各获得

１篇ＮＥＤＤ。中国农业大学第一个阶段３篇ＮＥＤＤ
分别来自食品科学与工程、园艺学、畜牧学，这３个

一级学 科 在 第 二 个 阶 段 分 别 获 得２篇、３篇、２篇

ＮＥＤＤ，作物学、植物保护、兽医学、农林经济与管理

的ＮＥＤＤ从０分别增长为２篇、２篇、１篇、１篇。天

津大学第一个阶段的３篇 ＮＥＤＤ分别来自工 学 门

类的力学、电气工程、水利工程，第二个阶段的７篇

ＮＥＤＤ分别来自工学门类的仪器科学与技术、化学

工程与技术、光学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和管理学门

类的工商管理。
这７个存在马太效应的单位共涉及２４个学科

门类、５４个一级学科（７个单位所涉及的学科门类、
一级学科的累加数量），仅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

开大学的理学门类，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天津大学的

工学门类，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医学门类等５个学科

门类存在马太效应，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物理学１
个一级学科存在马太效应，分别占涉及到的学科门

类、一级学科的２０．８３％、１．８５％。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的化学、生物学，南开大学的数学、北京协和医学

院的药学４个一级学科却存在“反马太效应”。

二、学科门类维度分析ＮＥＤＤ分布的马太效应

　　因为每一届ＮＥＤＤ评选的上限是１００篇，［３］且

与相应年份各学科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相关，所以，
每一个学科门类或一级学科 ＮＥＤＤ的数量变 化 与

马太 效 应 没 有 必 然 的 联 系。从 学 科 的 角 度 判 断

ＮＥＤＤ分布是否存在马太效应，切入点在于分析各

学科门类、一级学科ＮＥＤＤ在不同单位分布状况的

历时性变化。本部分先从学科门类的维度分析。
（一）各 学 科 门 类 第 一 阶 段 获 得ＮＥＤＤ最 多 单

位之分析

如表２ 所 示，在 第 一 阶 段 获 得 某 学 科 门 类

ＮＥＤＤ最多的单位，在第二阶段获得的ＮＥＤＤ数量

绝大多数都减少了。哲学、经济学、教育学、文学、工
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８个学科门类在第一个阶

段产 生 ＮＥＤＤ 最 多 的 单 位，在 第 二 个 阶 段 获 得

ＮＥＤＤ的数量都减少了，并且在相应学科门类所占

的比例也下降了。中国人民大学在法学门类获得的

ＮＥＤＤ数 量 由 ４ 篇 减 少 为 ３ 篇，所 占 比 例 从

２０．００％上升为３０．００％。中 国 科 学 院 在 理 学 门 类

获得的ＮＥＤＤ数量与所占比例都有微幅的增长。
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 山 大

学在第一阶段均获得了２篇历史学 ＮＥＤＤ，数量并

列第一，４个单位在第二阶段分别获得３、２、１、０篇

历史学ＮＥＤＤ，４个单位获得ＮＥＤＤ比例的变化与

数量的变化相一致。四川农业大学、浙江大学在第

一个阶段均获得了４篇农学 ＮＥＤＤ，其中四川农业

大学在第二阶段获得 ＮＥＤＤ的数量下降为０，浙江

大学ＮＥＤＤ增长到５篇，但是所占比例下降了。因

此，无论是从数量还是比例的变化来看，在第一个阶

段获得某学科门类 ＮＥＤＤ最多的１７个 单 位 中，增

长、持平、减少的单位均分别有３个、１个、１３个，各

占１７．６５％、５．８８％、７６．４７％。

表２　各学科门类第一阶段获得ＮＥＤＤ最多的单位前后两个阶段ＮＥＤＤ数量、比例对比表

学科

门类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学科

门类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哲　学 ３　 ３０．００　 １　 １４．２９ 理　学 ６４　 ３６．５７　 ６８　 ３９．７７
经济学 ５　 ４１．６７　 ４　 ２６．６７ 工　学 ４２　 １８．７５　 ２８　 １３．２７
法　学 ４　 ２０．００　 ３　 ３０．００
教育学 ５　 ３５．７１　 ３　 ２３．０８

农　学
４　 １６．００　 ５　 １３．８９
４　 １６．００　 ０　 ０

文　学 ６　 ２５．００　 ２　 ７．１４ 医　学 ９　 １５．７９　 ５　 ７．９４

历史学

２　 １２．５０　 ３　 １８．７５
２　 １２．５０　 ２　 １２．５０
２　 １２．５０　 １　 ６．２５
２　 １２．５０　 ０　 ０

军事学

管理学

合　计

３　 ５０．００　 １　 １６．６７
２　 ２５．００　 ０　 ０
２　 ２５．００　 ０　 ０
１６１　 ２７．２４　 １２６　 ２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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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各学科门类第一阶段获得“多篇”ＮＥＤＤ单

位之分析

历史学、管理学两个学科门类在第一阶段获得

ＮＥＤＤ最多的单位均仅２篇，其它１０个学科门类共

涉及“多篇”ＮＥＤＤ单 位５７个（具 体 见 表３）。按 照

数量统计，学科门类优势得以增强的仅有９个，得以

保持的有５个，减弱（包括减弱到０，即完全丧失）却

有４３ 个，所 占 比 例 分 别 为 １５．７９％、８．７７％、

７５．４４％；按照比例统计，学科门类优势得以 增 强 的

也仅有１４个，得以保持的有０个，减弱（包括减弱到

０，即完全丧失）却有４３个。两个维度均存在马太效

应的单位数仅８个，占１４．０４％。
数量角度存在马太效应的９个单位中，清华大

学理学门类ＮＥＤＤ增长幅度最多，达６篇；其余的８
个单位：１个 增 长４篇、４个 增 长３篇、３个 增 长１
篇。因此，存在马太效应的单位，其马太效应也不甚

明显。相反，存在“反马太效应”的单位ＮＥＤＤ减少

幅度达３篇的有２１个，清华大学工学门类减少幅度

最大，为１４篇，减少至０篇的有６个单位。

表３　各学科门类第一阶段获得“多篇”ＮＥＤＤ单位两个阶段ＮＥＤＤ数量、比例对比表

学科

门类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学科

门类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哲　学

经济学

法　学

教育学

文　学

理　学

工　学

３　 ３０．００　 １　 １４．２９
５　 ４１．６７　 ４　 ２６．６７
４　 ２０．００　 ３　 ３０．００
３　 １５．００　 ０　 ０
３　 １５．００　 ０　 ０
５　 ３５．７１　 ３　 ２３．０８
３　 ２１．４３　 ２　 １５．３８
３　 ２１．４３　 ０　 ０
６　 ２５．００　 ２　 ７．１４
６４　 ３６．５７　 ６８　 ３９．７７
２５　 １４．２９　 １４　 ８．１９
１９　 １０．８６　 ８　 ４．６８
１４　 ８．００　 １７　 ９．９４
１３　 ７．４３　 ８　 ４．６８
５　 ２．８６　 １１　 ６．４３
５　 ２．８６　 ２　 １．１７
４　 ２．２９　 ２　 １．１７
３　 １．７１　 ４　 ２．３４
３　 １．７１　 ３　 １．７５
３　 １．７１　 ２　 １．１７
３　 １．７１　 １　 ０．５８
４２　 １８．７５　 ２８　 １３．２７
２５　 １１．１６　 １３　 ６．１６
１３　 ５．８０　 ６　 ２．８４
１２　 ５．３６　 ９　 ４．２７
１０　 ４．４６　 ８　 ３．７９
８　 ３．５７　 ８　 ３．７９
７　 ３．１３　 ５　 ２．３７
６　 ２．６８　 ６　 ２．８４

工　学

农　学

医　学

军事学

合　计

６　 ２．６８　 ６　 ２．８４
６　 ２．６８　 ５　 ２．３７
６　 ２．６８　 ２　 ０．９５
５　 ２．２３　 ８　 ３．７９
５　 ２．２３　 ４　 １．９０
４　 １．７９　 ２　 ０．９５
４　 １．７９　 １　 ０．４７
４　 １．７９　 １　 ０．４７
３　 １．３４　 ６　 ２．８４
３　 １．３４　 ３　 １．４２
３　 １．３４　 ２　 ０．９５
３　 １．３４　 ２　 ０．９５
３　 １．３４　 ２　 ０．９５
３　 １．３４　 １　 ０．４７
３　 １．３４　 ０　 ０
３　 １．３４　 ０　 ０
４　 １６．００　 ５　 １３．８９
４　 １６．００　 ０　 ０
３　 １２．００　 １　 ２．７８
９　 １５．７９　 ５　 ７．９４
７　 １２．２８　 ４　 ６．３５
５　 ８．７７　 ６　 ９．５２
５　 ８．７７　 ２　 ３．１７
４　 ７．０２　 ７　 １１．１１
４　 ７．０２　 ３　 ４．７６
３　 ５．２６　 ２　 ３．１７
３　 ５．２６　 ２　 ３．１７
３　 ５０．００　 １　 １６．６７
４３７　 ７７．０７　 ３２１　 ５７．３２

三、一级学科维度分析ＮＥＤＤ分布的马太效应

　　在全部８９个一级学科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系

统科学、科学技术史、水产、战术学等５个一级学科

迄今为止还 没 有 获 得 ＮＥＤＤ，体 育 学、轻 工 技 术 与

工程、中药学、军事思想及军事历史、军事后勤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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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装备学、公共管理等６个一级学科仅在第二个

阶段获得了１３篇ＮＥＤＤ，而在第一个阶段没有获得

ＮＥＤＤ，社会学、民族学、建筑学、战役学、军制学、军

队政治工作学等６个一级学科仅在第一个阶段获得

了９篇ＮＥＤＤ而在第二个阶段没有产生ＮＥＤＤ，因
此，本部分仅统计其余７２个一级学科在第一个阶段

获得某一级学科 ＮＥＤＤ数量最多的单位在第 二 个

阶段的变化情况。包括第一个阶段数量并列最多的

单位在内，７２个一级学科共涉及９９个单位，其中４０
个单位在单个一级学科获得了“多篇”ＮＥＤＤ。

在这９９个 单 位 中，第 二 个 阶 段 获 得 了 更 多

ＮＥＤＤ即学科优 势 增 强 的 单 位 有１５个，优 势 得 以

保持的１５个，优 势 削 弱 的６９个，分 别 占１５．１５％、

１５．１５％、６９．７０％。７２个学科第一阶段获得ＮＥＤＤ
最多的单位共获得２７６篇ＮＥＤＤ，占４７．４２％（２７６／

５８２），几近一半；这些单位在第二个阶段获得１７２篇

ＮＥＤＤ，占 ２９．７６％（１７２／５７８），所 占 比 例 下 降 了

１７．６６ 个 百 分 点，篇 数 减 少 １０４ 篇，减 少 幅 度

达３７．６８％。
马太效应仅存在于中国科学院的化学（１７篇到

２０篇）、生 物 学（１６篇 到２２篇）、地 质 学（３篇 到４

篇）和清华大学的化学工程与技术（３篇到４篇）共４
个一级 学 科，在９９个 单 位 中 仅 占４．０４％。与 存 在

马太效应的单位极少且数量增长幅度不明显相反，
在某一级学 科 获 得“多 篇”ＮＥＤＤ的４０个 单 位 中，
却有３３个单位在第二阶段获得ＮＥＤＤ的数量在减

少，即存在“反 马 太 效 应”，另 外３个 单 位 的 ＮＥＤＤ
数量保持不变。在一级学科维度上，存在马太效应

单位的比例 仅 为１０．００％，存 在“反 马 太 效 应”的 比

例却高达８２．５０％。
在６９个学科优势削弱的单位中，有３５个单位

相应的学科优势完全丧失，即在第二个阶段获得的

ＮＥＤＤ减少为０；其中１２个单位的ＮＥＤＤ由“多篇”
减少到０（具体见表４）。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北京大

学的中国语言文学，北京大学在第一阶段获得５篇

中国语言文学ＮＥＤＤ，占１３篇中国语言文学ＮＥＤＤ
的３８．４６％，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复

旦大学、山东大 学、中 山 大 学、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等７
个单位共获得了另外８篇ＮＥＤＤ，到了第二个阶段，
全部１６篇 ＮＥＤＤ被北京大学之外的９个单位“瓜

分”。

表４　第一阶段获得“多篇”ＮＥＤＤ而在第二阶段减少到０的单位及学科一览表

获奖单位 一级学科 ＮＥＤＤ 获奖单位 一级学科 ＮＥＤＤ
武汉大学 法学 ３／０ 哈尔滨工业大学 仪器科学与技术 ４／０

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学 ３／０ 清华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 ４／０
中国科学院 心理学 ３／０ 中国科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３／０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 ５／０ 清华大学 水利工程 ３／０
上海交通大学 机械工程 ３／０ 四川农业大学 作物学 ４／０
华中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 ３／０ 北京大学 基础医学 ４／０

　　　　　注：“／”之前为第一个阶段获得的ＮＥＤＤ数量，之后为第二阶段获得的ＮＥＤＤ数量。

　　在３５个学科优势完全丧失的单位中，政治学，
艺术学，光学工程，水利工程，兵器科学与技术，作物

学，兽医学，农林经济与管理，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

理等９个一级学科的 ＮＥＤＤ在第一阶段与第 二 阶

段的获奖单位完全不同。这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

是比较分散，一种是相对集中。前者如艺术学：第一

阶段全部６篇艺术学ＮＥＤＤ分布在东南大学、清华

大学、南京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中央

音 乐 学 院 等６所 高 校，而 第 二 阶 段 的 全 部４篇

ＮＥＤＤ分布在 中 国 美 术 学 院、上 海 音 乐 学 院、南 京

艺术学院等３所高校；后者如水利工程，第一阶段全

部４篇 ＮＥＤＤ分 布 在 清 华 大 学３篇、天 津 大 学１
篇，而第二阶段的全部４篇ＮＥＤＤ分布在河海大学

３篇、四川大学１篇。
综上所述，ＮＥＤＤ分 布 呈 现 出 非 均 衡 特 征，但

是不能由 此 得 出“ＮＥＤＤ分 布 存 在 马 太 效 应”的 结

论。从总量、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三个维度分析，呈

现马太效应的单位分别是１５．５６％（７／４５）、１５．７９％
（９／５７）、１０．００％ （４／４０）。实 际 上，在 每 年 评 选

ＮＥＤＤ总数限定的前提下，出现马太效应的可能性

已经基本被“杜绝”了，否则，获得 ＮＥＤＤ的单 位 将

越来越少，最终归于一个单位，即使考虑到学科的差

异，最终也会归于少数几个单位，这是与高等教育发

展的多元化趋势相背离的。从实证的角度分析，综

合实力强大的单位，学科优势反而难以集中，有些实

力本来不错的学科容易被不断边缘化；而总体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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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弱的单位反倒易于把总量不多的资源有效地

集中在少数优势学科上，两相对比，多个总体实力较

弱的单 位 就 从 不 同 学 科 不 断 地“蚕 食”那 些 获 得

ＮＥＤＤ的“巨无霸”单位，于是“反马太效应”反而更

多地出现了：总量、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三个维度分

别为７１．１１％（３２／４５）、７５．４４％（４３／５７）、８２．５０％
（３３／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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