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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是衡量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所在，论文质量的优劣反映了培养质量的高低。

因此，如何客观高效地评阅学位论文，在研究生培养的过程管理中显得尤为重要。而学位论文网络评阅系

统，不仅实现了学位论文的网上评阅，同时集成了对论文评阅流程的监控和评阅结果的评估。导师和评阅人

依据评估结果，调整指导研究生方法和论文评审标准，实现自我管理；管理部门根据需要，向有关人员不同程

度地公开评估结果，实现管理向服务转变；同时，评估结果还可为研究生培养的管理决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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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教育是教育的顶层，也是许多发达国家

高等教育的重心［１］。衡量研究生教育的发 展，不 仅

要看教育规模的大小，更重要的是要看研究生培养

质量的高低。学位论文是研究生对本学科领域知识

掌握情况和学习成果的直接体现，是衡量研究生是

否具有创新思维、研究成果的标准，能反映出研究生

学术和科研能力、专业知识水平、科研方法的掌握水

平［２］。对学位论文质量的准确评价，从某种 程 度 上

说，也就是对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准确评价。因此，如
何客观高效地对学位论文进行评阅、准确把握论文

质量，成为研究生教育管理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随着研究生规模的不断扩大，传统的纸质版论

文送审方式已经很难满足大规模论文送审的要求。
在信息时代，将学位论文送审与互联网相结合，实现

学位论文的网上评阅，利用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带

动研究生培养走向信息化时代，是研究生教育的发

展趋势。

２００９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始设计开发学位

论文网络评阅系统，后来此项工作得到了中国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信息管理委员会的认可和资助。
经过几年 的 试 用 和 不 断 完 善，目 前 本 系 统 已 全 面

投入使用。通 过 系 统 评 阅 论 文 已 达１３６５３篇 次，
哈尔滨工 业 大 学、中 国 科 学 院 长 春 光 机 所 等 研 究

生培养单位都通 过 评 阅 系 统 提 交 了 盲 审 论 文。本

文以２０１１年 中 国 科 学 技 术 大 学 工 程 硕 士 论 文 评

阅结果的２５４９条记 录 为 样 本，从 管 理 和 服 务 的 角

度出发，对 评 阅 系 统 的 主 要 功 能 和 具 体 应 用 做 一

阐述。



一、学位论文网络评阅系统简介

基于Ｂ／Ｓ构 架 的 学 位 论 文 网 络 评 阅 系 统 按 照

设计功能的不同，可分为论文评阅和结果评估两大

模块。

１．学位论文评阅模块

论文评阅模块主要包括学生上传论文、管理员

指派论文和专家评阅论文。整个过程不受时间和地

点的限制，在有电脑有网络的地方就可以实现对论

文的送审和评阅。为导师和学生提供了快捷、稳定、
高效的论文送审服务，缩短了评阅周期［３］，同时有助

于聘请境外专家对学位论文进行评阅，促进国际学

术交流；有助于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科学、准确地把

握本单位的研究生培养质量。评阅模块评审流程如

图１所示。

图１　评阅模块评审流程图

２．评阅结果评估模块

评阅结果评估模块收集了大量的、电子化的论

文评阅信息，通过对比、警示以及与论文评阅人互动

等方式，实现了对评阅流程的监控和对评阅结果的

实时评估，弥补了传统教育评估模式中评估结果滞

后的缺陷［４］。

二、利用评阅系统，打造服务平台、
实现管理向服务转变

　　１．直观比较论文评阅报告，辅助导师提高研究

生培养质量，实现自我管理

评阅系统由点到面地将论文评阅分析报告主推

给导师。所 谓 点 就 是 导 师 所 带 学 生 的 论 文 评 阅 结

果，面则是本学科及全校论文评阅的整体情况。通

过点面结合，导师能够全面掌握所指导学生论文以

及本学科和全校论文的评阅情况，便于总结、找出差

距，全面提高指导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的水平，进而

提高研究 生 培 养 质 量。并 通 过 调 整 研 究 生 指 导 方

法，实现导师的自我管理。表１是某导师指导学生

论文 评 阅 结 果 与 本 专 业 及 学 校 整 体 评 阅 结 果 对

比表。
表１数据显示，该导师指导的研究生在校时间

略高于本专业和全校的平均水平，由此可以提醒导

师，在今 后 的 研 究 生 指 导 过 程 中 可 适 当 调 整 进 度

安排。

２．警示论文评阅人，严把质量关，实现过程管理

在评阅系统中，评阅人除了可以对论文进行评

阅外，还可以查看到一系列动态的评阅数据。这部

分数据反映了一定时间内，本专业以及全校论文评

阅周期、评语字数、一审未通过比率、论文评优比率

等。评阅人通过对自己的评审情况与整体情况进行

比较，可以发现评阅过程尚有哪些需要改进、提升的

地方，实现自我调控。表２是某评阅人论文评阅情

况和整体情况的对比数据。
表１　导师指导学生论文评阅结果与整体评阅结果对比表

　　　　指标

类别　　　　
毕业人数

一审未

通过人数

一审未

通过比率

论文

重复率

在校时间

（年）
得优人数 得优比率

导师本人 １２　 ２　 １６．７％ ２．５％ ３．１　 ４　 ３３．３％
本专业 ９９２　 １６７　 １６．８％ ２．８％ ２．６　 ２９７　 ３０％

全校 １１７７　 １７２　 １４．６％ ３．４％ ２．７　 ４０３　 ３４．２％

表２　某评阅人论文评阅情况和整体情况比较数据

　　　　指标

类别　　　　
评阅篇次

一审未

通过篇次

一审未

通过比率

论文

重复率

评语字数

（平均数）
评阅周期

（天）
评优篇数 评优比率

评阅人本人 １８　 ４　 ２２．２％ ３．１％ １０９　 １１　 １　 ５％
本专业 ２１８５　 ２０３　 ９．３％ ２．８％ １９６　 １６　 ３２６　 １４．２％

全校 ２５４９　 ２０９　 ８．２％ ３．４％ １９６　 １５　 ４６３　 １８．２％

·９２·李兴权等·学位论文网络评阅在评估研究生培养质量方面的作用探讨



　　表２数据显示，该评阅人所评阅论文的未通过

比率远远高于本专业和全校平均比率，评语字数明

显少于整体水平、评优比率也非常低。这种比较，在
一定意义上对评阅人起到警示作用，有助于评阅人

及时调整评阅标准，防止偏离整体水准太多。
此外，评阅人评阅论文的整个过程，都在院系管

理员的监控之下。从评阅人接到评阅论文邀请函到

评阅结束，每一个评阅环节，系统会根据需要反馈给

不同的用户。诸如评阅人是否阅读了论文、是否起

草了评阅意见、是否提交了最终评阅结果等等，各层

用户都能查看评阅进度，整体上实现了论文评阅的

过程管理。另一方面，院系管理员通过对评阅过程

的实时监控，可以基本判断哪些评阅人对评阅工作

认真负责，有助于后期筛选出优秀的评阅专家，严把

论文质量关，不断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图２是软

件工程专业论文评语平均字数统计图：

图２　软件工程专业论文评语平均字数统计图

（图中横坐标为依评语字数多少编排的专家代号）

从图２我们可以看到，部分专家所评论文评语

字数非常少，这有悖于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的科学

性、严肃性。

３．通过各种数据对比，找出管理差距，不断提升

院系管理和组织能力

在评阅系统中，学校管理部门不仅可以了解到

评阅专家评审论文的状态以及评审质量的优劣，同

时可以掌握院系管理员对评阅工作的组织情况。通

过查看院系管理员在评阅系统中的操作日志，就可

以详细了解院系学位论文的提交、送审等进展情况。
从表３的数据可以看出，院系送审论文所需时间的

长短，即从学生提交论文到评阅专家收到论文所需

时间，院系送审论文是否及时一目了然。
表３　院系送审论文所需平均时间

院系代码 Ａ　 Ｂ　 Ｃ　 Ｄ　 Ｅ
送审时间（天） ３　 １０　 １６　 ８　 ２

表３数据显示，Ｅ学院送审所需时间最短，学生

第一天提交论文，管理员第二天就把论文指派给专

家评审，效率 最 高，而Ｃ学 院 学 生 提 交 论 文 后 迟 迟

不能送审，论文在院系积压时间过长，对学生、导师

和评阅人都是不利的，应查清问题原因，加强管理。
评阅专家对论文的总体评价，反映了论文质量

的好坏，而论文质量的好坏可以反映出一个单位是

否具有 良 好 的 学 习 环 境 和 科 研 队 伍。图３是Ｂ学

院和Ｃ学院论文总体评价分布图：

图３　Ｂ学院和Ｃ学院论文总体评价分布图

图３的柱状图显示，评阅专家对Ｂ学院论文的

总体评价集中在优，占６３％；而 对Ｃ学 院 论 文 的 总

体评价集中在良，占６６％。
由此可见，Ｂ学 院 在 论 文 送 审 管 理 方 面 优 于Ｃ

学院，同时在科研队伍和学习环境方面也优于Ｃ学

院。依此推断，Ｂ学院培 养 高 质 量 研 究 生 的 可 能 性

要大于Ｃ学院。

三、分析评阅结果，
探讨论文评价指标的相关性

　　管理部门对导师所指导学生论文的得优率、论

文复制比，评语字数以及评阅时间的长短等评阅指

标、数据进行科学统计分析，能直观地了解导师指导

学生的水平以及评阅人评阅论文的水平。有助于促

进管理部门判断并聘请学术水平高、责任心强的导

师和评阅人，真正做到严把质量关，提升研究生培养

质量。
除了上述一些直观的评价因素外，我们还可以

从导师指导学生数量与论文得优率、评阅人评阅论

文份数与评语字数，以及评阅人对论文的共识率三

个方面对论文评价指标的相关性予以探讨。

１．导师指导学生数量和论文得优率之间的关系

导 师 指 导 学 生 数 量 和 论 文 得 优 率 是 否 有 相 关

性？通过导师指导学生数量和论文得优人数的数据

比较（如图４）可以看出，在一定时间内，导师所带学

生数量和得优学生数量呈正相关关系，即指导学生

越多，得优的学生就越多。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指导

学生越多得优率越高，但根据我们选取的样本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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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导师指导学生数量

的增加，与对每个学生的指导质量并非完全对立的。
也就是说，在一定的范围内，导师所带学生数量的多

少并非直接和绝对影响研究生培养和学生论文的质

量。这一结论能较好地为管理部门在给导师分配招

生指标时提供参照。

图４　导师指导学生数量和得优人数散点图

２．评阅人评阅论文份数与论文评语字数之间的

关系

如何准确地选择论文评阅人，是学位管理部门

普遍头疼的问题，也是论文评阅工作的重中之重，尤
其对于盲审论文，要找到恰当的评阅人，难度更大。
图５是评阅人评阅论文份数与评语平均字数之间的

关系图。从这一关系图可以看出，在一定时间内，评
阅人所评论文份数的多少并不直接影响其评语字数

的多少。可以说，负责任的论文评阅人并不会因为

所评阅的论文份数太多而降低评阅质量。这有利于

管理部门激励和锁定合适的论文评阅专家。

图５　评阅人评阅论文份数与评语平均字数关系图

３．不同评阅人对论文评价的共识率

图４对于论文得优率的统计，是基于只要有一

位评阅人对论文评优，则认为该论文为优。那么，这
位评阅人评了优是论文本身质量高还是评阅人评阅

尺度掌握得较松呢？为了更进一步了解评阅人对论

文尺度的把握情况，我们引入共识率这一概念。简

单地说，共识率就是同一篇文章，不同的评阅人对论

文的总体评价是否一致。共识率越高，说明评阅意

见的一致性越好；共识率越低，则意见分歧较大。图

６是评阅人Ａ评阅论文的共识率对照图。

图６　评阅人Ａ评阅论文共识率对照图

从图６可以看出，评阅人Ａ共评审１４篇论文，
其中有１１篇不通过，不通过率为７９％，我们仅从这

一比率还不能判断出该评阅人对论文质量把关是否

过严，也许该导师所评论文自身质量就不高。如果

我们把该评阅人所评的１４篇文章一一找出，看看其

他评阅人如何评价这些论文。最后发现，该评阅人

所评的３篇 通 过 论 文，其 余 专 家 评 审 也 是 通 过，而

１１篇未通过的论文中，只有１篇论文其他专家也是

未通过。由 此 可 知，该 评 阅 人 评 审 把 关 相 对 较 严。

如此多的论 文 不 通 过，并 非 偶 然。１４篇 论 文 中，评

阅人Ａ和其他专家评审意见一致的有４篇，对论文

达成共识的比例为２９％，即该评阅人评审论文的共

识率仅为２９％。

反之，由于该导师评定审论文的共识率很低，如
果其所评论文在其他评阅人不通过的情况，自己全

部通过，那么就存在评阅把关不严的嫌疑。

显然，对论文评阅尺度的过于严苛或过于宽泛，

都无法对 论 文 质 量 做 出 准 确 评 价。而 共 识 率 的 引

入，有助于管理部门科学选择论文评阅人，既可以有

效避免因为评阅人评阅尺度过严，降低论文通过率；

也可尽量避免部分责任心不强的评阅人过多参与论

文评阅。正是源于评阅系统的信息处理功能，才能

做到在论文评阅环节中，既严格把关，又不至于过于

严苛，对管理部门能准确把握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有

很大帮助。

四、结　　论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在研究生论文

评阅过程中引入网络评阅，既能加强导师对学生的

指导过程，提高指导水平和培养质量，也有助于管理

部门掌握导师和评阅人的具体情况，科学规划和调

整论文的送审目标和流程，不断提高论文评阅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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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进而逐步提高学位论文的质量，以达到培养高质

量研究生目的。
在培养过程指导方面，管理者还可以根据导师

和评阅人的相关数据，适当调整导师培养学生的计

划。如该导 师 近 年 指 导 的 学 生 论 文 得 优 率 一 直 很

低，则通过相关调查研究，可考虑适当减少其指导学

生名额，并在一定情况下给予恰当的警示。
在论文评阅方面，如果发现某位评阅人对于论

文的评语字数一直很少，或者评阅结果的共识率一

直很低，同时又是评审通过，一定程度上存在把关不

严的嫌疑，通过核实了解相关情况，做出是否取消专

家评阅资格的决定。
在研究生教育管理方面，可以根据需要，向管理

者、导师、评阅人适当公开一些统计分析结果。通过

调节和把握公开程度，向不同角色、不同环节建议调

整、提出警示、施加压力等，既体现了管理力度的不

同分阶，还可以保证各个环节通过数据对比，实现自

我管理和调控。变传统的政策强制管理为通过数据

比较帮助当事人实现自我管理，达到从有形管理向

无形管理转化目的。
从研究生论文质量与培养过程因素的相关性分

析得知，导师和评阅人的责任心对论文质量和研究

生培养质量有很大影响，学校和学位管理部门应通

过各种渠道和措施，不断提高导师的责任心，同时筛

选和锁定一批优秀的论文评阅专家。从论文指导和

评审两方面确立保障机制，不断提高研究生的培养

质量。
通过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网络评阅研究和探讨，

我们认为，以数据为基础的科学、弹性管理模式具有

很多优点，必将成为今后管理工作的发展方向。信

息化高速公路建成后，利用信息系统推动研究生教

育和培养工作健康快速地发展已经成为趋势，基于

网络数据对比分析的监控和评估，更是提高研究生

教育培养质量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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