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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加强高层次创新性人才培养，教育部学位

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从１９９９年开始组织开展全国

优秀博士论文（以下简称“全国优博论文”）评选。一

段时间以来，无论是教育主管部门还是高校教师和

学生，都高度关注和积极支持这一意义深远的学术

评价活动。为深入了解十余年来全国优博论文的评

选情况，本文对１９９９年以来教育部公布的１２７９篇

全国优博论文分布信息进行多纬度研究，从年度获

奖篇数、学科门类、区域、学位授予单位等五个方面

进行统计分析，以总结其中的一些特点和规律，并提

出一些改革措施。

一、全国优博论文分布的统计分析①

（一）全国优博论文获选篇数的年度分布

统计从１９９９年评选工作开展以来每年 获 选 的

全国优博论文数，发现１３年中有８个年份获选的全

国优博论文数目不足１００篇，彰显评选工作始终秉

持“严格筛选、宁缺毋滥”的基本原则，以质量作为入

选的第一要义。事实上，对于这一具有重大显示度

的全国性学 术 评 价 活 动，学 术 界 给 予 了 高 度 关 注。
因此，只有公正评价、严格把关，才能真正发挥全国

优博论文评选活动的激励和引导作用。

图１　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全国优博论文篇数统计（单位：篇）

（二）全国优博论文的学科分布

根据教育部２０１１年４月发布的《学位授予和人

才培养学科 目 录（２０１１年）》，我 国 高 等 教 育 按 学 科

共分为１３个 门 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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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



艺术学。［１］其中艺术学为新增门类。按照最 新 学 科

分类标准，对全国优博论文在１３个学科门类中的分

布进行统计分析。
（１）首先，从学科门类看，下图中显示１２年来工

学、理学和医学三大门类获选全国优博论文数目总

计高达１００篇以上，是获选全国优博论文数量最多

的三大 科 门 类，分 别 是４７１篇、３７３篇 和１３１篇，所

占比例分别是３６．８３％、２９．１６％和１０．２４％。获 选

全国优博论文数目最少的学科是哲学、军事学和艺

术学，获选篇数总计为１８篇、１２篇和１１篇，所占比

例分别是１．４１％、０．９４％和０．８６％。

图２　全国优博论文学科门类分布图（单位：篇）

（２）其次，从图３的 曲 线 走 势 图 可 以 清 楚 地 看

出，１９９９年以来全国优博论文涵盖一级学科数目呈

上升趋势。虽然全国优博论文总数一直在１００篇左

右，但是获优论文的一级学科涵盖数量则呈现增长

趋势。我国目前１３大门类下属的一级学科总数是

８８个，统计显 示 从２００８年 起 连 续 四 年 全 国 优 博 论

文涵盖一级学科数目高达６０个以上，表明我国高水

平学科的博士学位论文数目越来越多，学科建设向

更加均衡且多样的方向发展。

图３　优博论文涵盖一级学科数目分布图

（３）再者，通过分 析 单 个 一 级 学 科 所 获 全 国 优

博论文数，发现化学、物理、生物和材料工程等一级

学科的获奖比例较高。究其原因，其一，这些学科大

部分属于传统优势学科，是众多专家学者长期精心

耕耘发展起来的，有牢固的学科基础，科研水平高、
综合实力雄厚，具备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实力和

优势。其二，这些一级学科多数是理工类基础学科，
拥有相当多的处于国际学术前沿和满足国家战略需

求的科研项目。该领域研究人员有较多机会接触前

沿课题，相对容易取得创新性科研成果，获选优博论

文比例相应增加。
表１　一级学科获选全国优博论文数统计（选取１４篇以上）

排序 一级学科名称 篇数排序 一级学科 篇数

１ 化学 ８７　１４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２４
２ 物理学 ８２　１５ 药学 ２４
３ 生物学 ７７　１６ 地质学 ２３
４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５７　１７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２１
５ 数学 ５６　１８ 控制科学与工程 ２１
６ 临床医学 ５０　１９ 信息与通信工程 １９
７ 电子科学与技术 ３４　２０ 法学 １８
８ 历史学 ３４　２１ 哲学 １８
９ 中国语言文学 ３２　２２ 船舶与海洋工程 １６
１０ 机械工程 ３１　２３ 土木工程 １６
１１ 力学 ２８　２４ 电气工程 １５
１２ 化学工程与技术 ２６　２５ 理论经济学 １５
１３ 基础医学 ２６　２６

（４）最后，从广义上看，理科分为理、工、农、医四

大门类，文科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
历史学、管理学和艺术学八大门类。对１２７９篇全国

优博论文按照所属文理两个大类进行统计分析，除

去军事学的１２篇文章，理学类论文总数共１０４２篇，
占论文总数的８２．２４％；文科类论文获选数目为２２５
篇，占全国优博论文总数的１７．７６％。可见，我国全

国优博论文分布的学科差异比较明显，理工科全国

优博论文所占比例远高于文科。
（三）全国优博论文的区域分布统计

全国优博论文作为衡量高层次创新人才的一个

重要指标，代表着我国研究生群体在不同区域内进

行知识创新的高新能力和最高水平。对全国优秀博

士学位论文区域维度分析，可以发现以下一些特点：
（１）统计结果显示，获选全国优博论文区域分布

排名前三分别 是 北 京、上 海 和 江 苏，三 个 省 市１９９９
年以来累计获得全国优博论文数目分别是４５５篇、

１８０篇 和１１２篇，占 总 数 的３５．５７％、１４．０７％和

８．７６％。三者相加所占比例占全国优博论文总数的

５８、４０％。这些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 京、上 海、
江苏等地 区 正 在 从“高 教 大 省（市）”向“高 教 强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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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迈进，逐渐发展成为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和

科学研究的核心基地。
（２）获选全国优博论文数目区域排名最后三位

分别是内蒙古、广西和青海，其中内蒙古获有２篇全

国优博论文，广西和青海分别只有１篇，说明这些地

区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水平相对比较落后，
与北京上海等城市差距较大。

图４　优博论文区域分布图②

　　（四）全国优博学位授予单位分布统计

在对１２７９篇全国优博学位授予单位统 计 分 析

中，本着以第一单位为准的原则，将北京协和医科大

学论文并入清华大学，将中国科学院下属各单位统

一并入中国科学院。统计结果显示，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１１
年间共有１５３个高校和研究院所获得全国优博论文

的殊荣，其中获选全国优博论文数最多的机构是中

国科 学 院，总 数 高 达１９８篇，占 总 获 奖 论 文 数 的

１５．４８％，其次 是 获 得１０９篇 的 清 华 大 学 和 获 得８５
篇的北 京 大 学，分 别 占 总 获 奖 论 文 数 的８．５２％、

６．６５％。此后依次是：复旦大学、浙 江 大 学、中 国 科

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中山大学（详见表２）。显然，各学术授予单位所

获全国优博论文数目存在明显差距，有的处于同一

地区的国家重点大学差距甚至非常大。
表２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全国优博论文学位授予单位累计分布（选取１０篇以上）

排名 学位授予单位 篇数 排名 学位授予单位 篇数 排名 学位授予单位 篇数

１ 中国科学院 １９８　 １１ 西安交通大学 ２３　 ２１ 第二军医大学 １５
２ 清华大学 １０９　 １２ 山东大学 ２１　 ２２ 中南大学 １５
３ 北京大学 ８５　 １３ 南开大学 ２０　 ２３ 哈尔滨工业大学 １４
４ 复旦大学 ５４　 １４ 四川大学 ２０　 ２４ 东南大学 １３
５ 浙江大学 ４４　 １５ 北京师范大学 １８　 ２５ 西北工业大学 １２
６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３９　 １６ 中国农业大学 １８　 ２６ 吉林大学 １１
７ 南京大学 ３７　 １７ 国防科技大学 １６　 ２７ 天津大学 １１
８ 上海交通大学 ３１　 １８ 武汉大学 １６　 ２８ 华中科技大学 １０
９ 中国人民大学 ２７　 １９ 中国矿业大学 １６
１０ 中山大学 ２５　 ２０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１５

　　下表３揭示了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度获选全国优博

论文篇数排名前十的学术授予单位分布动态情况。
表中信息清晰地显示出全国优博论文学术授予单位

的“两极化”特征。一方面，优博论文获选单位呈现

出集中于少数综合实力较强的传统名校和科研院所

的态势。如１２年间中国科学院一直稳居第一，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均居于前列，显然上述综合实力较强

的传统名校和科研院所是我国高质量博士生培养的

中坚力量，已经形成较完善的研究生培养体系。另

一方面，在年度学术授予单位分布前十位的学校中，
第４位 以 后 的 排 名 处 于 不 断 变 化 之 中，竞 争 异 常

强烈。

表３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度全国优博论文学术授予单位分布（选取前十名）

年份 学术授予单位

１９９９
中国科学院（２２）清华大学（１４）北京大学（８）复 旦 大 学（６）浙 江 大 学（４）中 国 人 民 大 学（４）北 京 师 范 大

学（２）第三军医大学（２）东南大学（２）哈尔滨工 程 大 学（２）哈 尔 滨 工 业 大 学（２）兰 州 大 学（２）南 京 大 学
（２）同济大学（２）西安交通大学（２）中山大学（２）

２０００
中国科学院（１６）清华大学（８）北京大学（７）浙江大 学（７）复 旦 大 学（５）中 南 大 学（４）华 中 科 技 大 学（３）
南京大学（３）上海交通大学（３）中国科学技术大学（３）中国矿业大学（３）

２００１
中国科学院（１８）北京大学（８）复旦大学（８）清华大学 （５）国防科技大学（３）南京大学（３）上海交通大学
（３）中国人民大学（３）北京师范大学（２０）东南大学 （２）吉林大学（２）南京理工大学（２）山东大学（２）武

汉大学（２）西北工业大学（２）浙江大学（２）中国科学技术大学（２）中南大学（２）中山大学（２）

２００２
中国科学院（１９）北京大学（９）清华大学（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４）上海交通大学（４）第二军医大学（３）
复旦大学（３）南开大学（３）山东大学（３）中国人民大学（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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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学术授予单位

２００３
中国科学院（１３）清华大学（８）复旦大学（５）南京大学（５）北京大学 （４）西安交通大学（４）浙 江 大 学（３）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３）中国人民大学（３）中山大学（３）

２００４
中国科学院（１３）清华大学（１０）北京大学（９）复旦大学（６）南京大学 （４）中国科学技术 大 学（３）中 国 人

民大学（３）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２）北京师范大学（２）国防科技大学（２）山东大学（２）上海交 通 大 学（２）
天津大学 （２）西安交通大学（２）浙江大学（２）中南大学 （２）中山大学（２）

２００５
中国科学院（１４）北京大学（８）清华大学（７）南开大学（４）复旦大学 （３）南京大学（３）山东 大 学（３）武 汉

大学（３）中国科学技术大学（３）中南大学（３）

２００６
中国科学院（１９）清华大学 （１０）北京大学（５）复旦大学（５）浙江大学（５）中国科学技术 大 学（５）南 京 大

学（３）第二军医大学（２）华中农业大学（２）吉林大学（２）南开大学（２）四川大学（２）西安交通大学（２）西

北工业大学（２）中国矿业大学（２）中国农业大学（２）中国人民大学（２）中山大学（２）重庆大学（２）

２００７
中国科学院（１４）清华大学（１１）复旦大学（４）四川大学（４）北京大学 （３）浙江大学（３）中山大学（３）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２）北京师范大学（２）哈尔滨工业大学（２）南京农业大学（２）山东大学（２）上海交通大学
（２）武汉大学（２）西安交通大学（２）中国农业大学（２）中国人民大学（２）

２００８
中国科学院（１３）清华大学（９）北京大学（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５）东北师范大学（４）浙江大学（４）国防

科技大学（３）上海交通大学（３）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２）复旦大学（２）湖南师范大学（２）南京 大 学（２）南

开大学（２）中国农业大学（２）中国人民大学（２）中山大学（２）重庆大学（２）

２００９
中国科学院（２０）清华大学（６）北京大学（５）南开大学（３）上海交通大学（３）四川大学（３）北京师范大学
（２）东南大学（２）国防科技大学（２）海军工程大学（２）华中农业大学（２）西安交通大学（２）浙江大学 （２）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２）中国矿业大学（２）中国农业大学（２）中山大学（２）

２０１０
中国科学院（１３）清华大学（８）南京大学（６）上海交通大学（５）北京大学（４）浙江大学（４）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４）复旦大学（３）四川大学 （３）华 南 理 工 大 学（２）华 中 科 技 大 学 （２）华 中 农 业 大 学（２）天 津 大 学
（２）西南大学（２）中国矿业大学（２）中国农业大学（２）

２０１１
北京大学（９）清华大学（５）中国科学技术大学（５）浙 江 大 学（４）中 山 大 学（４）北 京 工 业 大 学（３）第 二 军

医大学（３）复旦大学（３）山东大学（３）四川大学（３）中国科学院（３）

　　（五）全国优博导师分布统计

导师的指导水平和经验直接关系到研究生培养

质量的 高 低。据 统 计，１９９９年 以 来 合 计 有１０６７位

全国 优 博 导 师 总 共 指 导 了１２７９篇 全 国 优 博 论 文。
如图所示，指导１０篇和５篇全国优博论文的导师各

１位，指导４篇的有６位，指 导３篇 的 有２８位。绝

大多数导师均只指导了１～２篇全国优博论文，其中

指导 过 ２ 篇 的 有 １２５ 位 导 师，占 导 师 总 数 的

１１．７２％，指导过１篇的导师数目 有９０６人，比 例 高

达８４．９１％。这 说 明 经 过 重 点 建 设，我 国 具 有 发 展

潜力的全国优博导师数量已经形成一定规模。

表４　指导３篇以上全国优博论文导师

排名 指导老师 篇数 排名 指导老师 篇数 排名 指导老师 篇数

１ 曹雪涛 １０　 １３ 胡海岩 ３　 ２５ 王善元 ３
２ 李德仁 ５　 １４ 黄克智 ３　 ２６ 吴德海 ３
３ 樊代明 ４　 １５ 金力 ３　 ２７ 徐至展 ３
４ 郭光灿 ４　 １６ 李亚栋 ３　 ２８ 许宁生 ３
５ 贺　林 ４　 １７ 林东昕 ３　 ２９ 颜德岳 ３
６ 裴钢 ４　 １８ 龙以明 ３　 ３０ 杨玉良 ３
７ 汤钊猷 ４　 １９ 陆祖宏 ３　 ３１ 翟中和 ３
８ 张大鹏 ４　 ２０ 蒲慕明 ３　 ３２ 张伯礼 ３
９ 保　铮 ３　 ２１ 钱　敏 ３　 ３３ 赵东元 ３
１０ 岑可法 ３　 ２２ 孙圣和 ３　 ３４ 赵光达 ３
１１ 邓秀新 ３　 ２３ 汪尔康 ３　 ３５ 郑泉水 ３
１２ 董绍俊 ３　 ２４ 王淀佐 ３　 ３６ 朱道本 ３

　　进一步分析发现，指导过３篇以上全国优博论

文导师共计３６人，占全国优博导师总数的３．３７％，
其指导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数为１２３篇，占获选论

文总数的９．６２％；成功指导过２篇以上全国优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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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导 师 共 计 １６１ 人，占 全 国 优 博 导 师 总 数 的

１５．０９％，其指导的优秀博士学位 论 文 数 为３７３篇，
占获选论文总数的２９．１６％。统计数据显示出高水

平导师队伍是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

图５　导师指导全国优博论文数与导师数目关系图

二、结论与思考

通过 对１９９９年～２０１１年１３年 间 评 选 出 的

１２７９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统计，可以得到以下

几点基本结论。
第一，理工科优博论文数明显多于文科论文数，

传统优势学科占据主流地位。例如，从学科分布来

看，全国优博 论 文 主 要 产 生 在 理 科 门 类 中，其 中 工

学、理学、医学的全国优博论文数目均高达１００篇以

上，文科类别的经济学、管理学、哲学和军事学则不

足３０篇。虽然近年来获选全国优博论文涵盖的一

级学科数量持续增加，但产生全国优博论文较多的

一级学科大多仍以传统的自然学科如化学、物理学

等为主。
第二，经济发达地区和高校密集区的全国优博

论文数处于领先位置。例如，从区域分布看，全国优

博论文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两地，说明北京、上海

是我国高水 平 研 究 生 尤 其 是 博 士 生 培 养 的 核 心 基

地，是输送拔尖创新人才的中心区域；从学术授予单

位看，主要集中于高校和科研院所两大系统，而高校

又集中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少数国内一流大学，
科研院所方面则以中国科学院为主要力量，上述一

流大学和中科院均地处高校密集区域。
第三，指导多篇优博论文的导师数较少，绝大多

数指导１～２篇论文。统计表明，全国指导１篇以上

导师共计１０６７人，其 中９０６人 仅 指 导１篇 优 博 论

文，１２５人指导２篇优博论文，指导了３篇以上的仅

有３６人。３６位 导 师 中 有３０位 以 上 均 来 自 国 家 重

点支持的“９８５”和“２１１”高校，这说明，重点高校在拔

尖创新人才培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而数量众多的

非国家级重点高校在拔尖人才培养方面仍然有很大

的努力空间。
综上所述，全国优博论文在学科类别、区 域、学

科授予单位和导师分布等方面存在一个显著特征，
即不均衡 性。为 更 好 地 优 化 全 国 优 博 论 文 评 选 机

制，充分发挥其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引导和激励

作用，有必要根据形势的发展需要，加大改革力度，
进一步增强评奖活动的科学性和指导性。

（一）努力搭建人文与自然学科均衡发展平台

２００１年８月７日，江泽民在北戴河接见部分国

防科技专家和社会科学专家时提出：“在认识和改造

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
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

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

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

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

好自 然 科 学 人 才 并 充 分 发 挥 他 们 的 作 用 同 样 重

要”［２］江泽民同志“哲学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的论

断指明了要把人文学科的发展放在与自然学科同等

重要的地位。而全国优博论文的统计结果显示，我

国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获奖人数明显低于自然

科学领域的人数。虽然近年来文科获奖人数有一定

的增加，但是依然没有达到合理的程度。这与我国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战略和积极争取国际

话语权的形势明显不相称。未来，国家一方面要不

断推进和保持传统优势自然学科的进步，为理工科

拔尖创新人才的塑造提供持续动力和根本保证，另

一方面要重点加强对人文哲学类薄弱学科的建设，
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学科平衡发展体制，搭建人文

与自然学科均衡发展的平台。
（二）对口扶持欠发达区域研究生教育，促进研

究生教育均衡协调发展

在全国３２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中，获选全国

优博论文的区域分布在２０多个省份中，并集中产生

在北京、上海、江苏等一线城市和省份，经济欠发达

和少数民族区域如青海、广西、内蒙古等省区的研究

生教育和培养水平明显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３］究

其原因，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经济发达，且高校密

集，参选全 国 优 博 论 文 时 具 备“量 大 质 优”的 优 势。
故而，应大力扶持落后区域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

的研究生教育，保障其教学科研顺利发展。要采取

政策倾斜和对口支持等一系列措施，逐步推进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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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的交流与合作，鼓励并支持

发达地区高水平院校对欠发达地区的高校和科研机

构在师资设备和人才科研项目等方面给予的帮助和

支持，促进区域研究生教育均衡协调发展。
（三）多管齐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体系

统计结果显示，获得全国优博论文数目在１０篇

以上的２７个单位中，只有排名第一位的中国科学院

是科研院所，其余均为“９８５”“２１１”重点高校。１９９９
年以来，成功指导３篇以上优秀博士论文的导师共

计３６位，其 中 高 达３０位 以 上 的 导 师 来 自“９８５”
“２１１”重点高校。鉴于高校在研究生培养和拔尖创

新人才建设上的核心优势，一方面，要持续推进国家

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建设，推动国

内一流大学向更高层次进军，取得更多的创新型成

果，培养更多的拔尖创新人才；另一方面，要积极调

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内部各个单位的积极性和竞争

意识，发挥国内一流大学“领头羊”作用，激励更多高

校主动凝练学科方向、加强导师队伍建设，积极争取

处于学科前沿的研究方向和科研课题，创造良好的

实验基地和科研工作条件，［４］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保障和动

力支持。
（四）积极传播全国优博导师培养经验，提高导

师队伍建设水平

我国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因而作为研

究生学习和工作的直接负责人，导师在研究生培养

环节中的重大作用不言而喻。鉴于全国优博论文指

导老师都是学术精湛、治学严谨的专家，他们立足中

国国情，因材施教，逐渐探索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

实践规律，应该说，这是我国导师团队积累的宝贵财

富，对其他导师无疑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考虑到

目前我国经验丰富的高水平研究生导师数量匮乏的

现状，国家应该加大对获奖论文的优秀导师指导经

验的宣传推广，同时积极扩充高水平导师的数量，这
是确保我国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措施。

注释：

① 原始统计信息和数据均来源于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ｄｇｄｃ．ｅｄｕ．ｃｎ）。

② 在区域分布统计中，将中国科学院下属各研究所按其所在地区划分到各个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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