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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研究生教育满意度”调查中，我们发现：研究生人均参加１．３５项科研项目，其对科研训练总体满意

度较高，对学校支持和导师补贴满意度较低；参与科研对各方面能力提升作用高达２０％左右；医科、理工科满

意度较高，人文学科较低；男生满意度高于女生，博士研究生高于硕士，学术型学位高于专业学位研究生。文

章最后依据调查结果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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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国家科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决定其实力和国

际地位，大学作为探究的场所，担负着为各行业培养

研究人员的任务。研究生与本科生最大的不同在于

是否从事较高水平的科研工作，能否通过参与科研

训练提高综合能力。［１］因此，研究生参与科研工作是

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若想了解我国研究生

参与科研的各方面现状如何，最好的方法就是调查

询问研究生群体的经历和感受，特别是研究生对科

研工作主观满意度，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反映出研究

生培养的质量和问题。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数据源自“研究生教育满意度调查”［２］的

科研部分，共 向 全 国３５所 研 究 生 培 养 单 位（其 中

９８５高校１７所、２１１高校８所、其他高校８所，科研

院所２所）发放问卷８６００份，回收７８３２份，回收率

为 ９１．１％；其 中 有 效 问 卷 ７２９３ 份，问 卷 有 效

率９３．１％。
调查问卷为项目组采用李克特５等级法自行设

计，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值 为０．９６，各 题 目 均 通 过 临

界比值、同质性及共同性检验。调查内容除基本信

息外，涵盖了研究生参与科研总体满意度、参与科研

项 目 数 量、导 师 补 贴 等 方 面。使 用 软 件ＳＰＳＳ１７．０
进行独立样本ｔ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等统计分析。

二、调查结果

１．研究生科研训练总体满意度

总体上，２０．５％的研究生对所接 受 的 科 研 训 练

表示“非 常 满 意”，４５．５％认 为“比 较 满 意”，共 计

６６％的 研 究 生 感 到 满 意。认 为“一 般”为２７．１％、
“不太满意”５．５％、“非常不满意”１．５％。不同背景

研究生满意程度差异明显，如下表１所示，男生高于

女生，科研院所高于９８５高校，９８５高校高于２１１高

校，２１１高校高于普通院校。在所有学科门类中，医

学满意度最 高，人 文 学 科① 最 低。博 士 研 究 生 高 于

硕士，学术型学位研究生高于专业学位。另外，硕士

生三年级高于一、二年级，博士生二年级高于三、四

年级，其它年级之间差异不显著。



表１　研究生科研总体满意度情况　 单位：％

满意程度 满意程度

性别 男生 ７０．２ 女生 ５９．８
培养单位 ９８５高校 ６８．４ 科研院所 ７２．９

２１１高校 ６４．７ 普通院校 ５８．１
学科门类 医学 ７６．９ 理学 ７５．１

工学 ６９．９ 农学 ６２．５
社科 ５５．５ 人文学科 ５３．１

学历层次 博士 ７９．８ 硕士 ６２．５
学位类型 学术型 ６６．５ 专业学位 ６３．９

　　注：以上数字均表示选择“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所占

的比例

２．参与科研项目数量与学术含量

参与项目（课题）是研究生在科研实践中学习科

研方法、接受科研训练的最直接手段，参与项目数量

及项目学术含量能够直观反映研究生科研训练效果

和研究生感知科研训练满意程度。
调查表明（下 图１），２６．１％的 研 究 生 没 有 参 与

科研项目，７３．９％参 与 了 科 研 项 目，总 体 人 均 参 与

１．３５项。其中，男生多于女生（见表２），９８５高校与

科研院所均多于２１１高校，三者高于普通院校。参

与项目最多的理科，数量是人文学科的近２倍，博士

生是硕士生 的 近２倍，学 术 型 学 位 多 于 专 业 学 位。
随着年级的增长，研究生参与项目数量增加。

图１　研究生参与科研项目数量

表２　研究生参与项目数量情况 单位：项

参与项目 参与项目

性别 男生 １．５０ 女生 １．１２
培养单位 ９８５高校 １．４５ 科研院所 １．４８

２１１高校 １．３０ 普通院校 １．０６
学科门类 医学 １．０８ 理学 １．４６

工学 １．４２ 农学 １．２９
社科 １．１７ 人文学科 ０．７４

学历层次 博士 ２．０６ 硕士 １．１６
学位类型 学术型 １．３９ 专业学位 １．１７

　　注：以上数字均表示参与科研项目数量的均值

有关研究生对其参与科研项目学术含量的主观

评价，认为项目学术含量“很高”的比例仅为６．２％、
“较高”的比例为３７．４％、二者共计４３．６％，认为“一

般”４３．９％，“较低”８．４％、“很低”４．１％，总体来看，研
究生对其所参加科研项目的学术含量认可度一般。

下表３所示，男生对项目学术含量的评价高于

女生，科研院所高于其他类型培养单位，医学最高、
人文学科最低，博士研究生高于硕士，学术型学位高

于专业学位。另外，分析相关数据，我们还发现：硕

士三年级高于一、二年级，博士四年级高于一年级，
其它年级之间差异不显著。

表３　科研学术含量评价情况 单位：％

满意程度 满意程度

性别 男生 ４６．６ 女生 ３９
培养单位 ９８５高校 ４４．７ 科研院所 ５３．２

２１１高校 ４３．４ 普通院校 ３７．７
学科门类 医学 ５４ 理学 ４６．６

工学 ４７．８ 农学 ４０．１
社科 ３６．２ 人文学科 ３３．２

学历层次 博士 ５５ 硕士 ４１．７
学位类型 学术型 ４４．３ 专业学位 ４０．６

　　注：以上数字均表示选择“很高”和“较高”所占的比例

３．导师科研补助及学校科研支持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年）》中规 定，要“建 立 导 师 责 任 制 和 导 师 项 目

资助制，不断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研究生培养单

位能够提供的科研支持包括实验仪器设备、图书期

刊、资助参加学术交流等方面支持，良好的科研硬件

环境有利于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是出产高水平科研

成果的条件之一。
导师资助和学校支持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是

质量提高和培养机制改革的重要政策手段，统计结

果有力地支撑了此点，导师补贴（０．１３３、ｓｉｇ．＝０）和

学校支持（０．１３、ｓｉｇ．＝０）是与科研总体满意度偏相

关程度最强的两个变量。研究生对导师发放科研补

助及学校提供科研支持满意与否，体现出导师和学

校的科研实力、机制改革的推进程度与效果。
调查显示，对导师补助选择“非常满意”的比例

为 １０．８％、“比 较 满 意”为 ３０．９％、“一 般”为

３５．５％、“不 太 满 意”为１４．１％、“非 常 不 满 意”为

８．６％，共计４１．７％的研究生对导师补助感到满意。
认为对学校 科 研 支 持“非 常 满 意”的 比 例 为８．６％、
“比较满 意”为３３．９％、“一 般”为３８．４％、“不 太 满

意”为１３．６％、“非常不满意”为５．５％，共计４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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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生对学校科研支持感到满意。
如下表４、５所示，除了理学在导师补贴上、医学

在学校科研支持上高于其它学科之外，不同群体在

“导师补贴”和“学校支持”两个方面情况基本相同。

其中，男生略高于女生，科研院所最好、其次是９８５高

校、２１１高校、普通高校。人文学科最低，博士研究生

好于硕士，学术型学位略高于专业学位。硕士三年级

高于一、二年级，博士各年级之间差异不显著。
表４　导师发放科研补助满意度 单位：％

满意程度 满意程度

性别 男生 ４３．４ 女生 ３９．３
培养单位 ９８５高校 ４３．３ 科研院所 ５２．５

２１１高校 ３９．３ 普通院校 ３６．７
学科门类 医学 ４２．１ 理学 ４５．５

工学 ４３．９ 农学 ３４．６
社科 ４０．３ 人文学科 ３５．８

学历层次 博士 ４９．６ 硕士 ３９．７
学位类型 学术型 ４２．６ 专业学位 ３８

　　注：以上数字均表示选择“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所占

的比例

表５　学校提供科研支持满意度 单位：％

满意程度 满意程度

性别 男生 ４４ 女生 ４０．３
培养单位 ９８５高校 ４５．４ 科研院所 ５７．８

２１１高校 ３９．９ 普通院校 ３２．４
学科门类 医学 ５４．９ 理学 ４３．２

工学 ４９．４ 农学 ３３．８
社科 ３３．９ 人文学科 ３３．４

学历层次 博士 ４８．４ 硕士 ４１．１
学位类型 学术型 ４２．６ 专业学位 ４２

　　注：以上数字均表示选择“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所占

的比例

４．参与科研对各方面能力提升作用

研究生通过参与科学研究提高能力，既是研究

生教育的目的，也是研究生教育的手段。研究生通

过参与科研，了解和熟悉科研方法，逐渐成为优秀的

科研人员；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科研训练不断提高研

究生各方面能力和素养，是培养“知识丰富、本领过

硬的高素质”人才的重要途径。

调查问卷考察了研究生通过参与科研对创新能

力、学术素养、实践能力、学习能力、就业竞争力等方

面提升程度的主观感受。以是否参加科研项目为标

准，将全部调查对象划分为两类，比较二者之间差异

（见下表６）。

有科研项目经历的研究生，感受五项能力提升

“很大”和“较 大”的 比 例 较 未 参 加 项 目 者 均 高 出

２０％左右。以“科研提高创新能力”为例，参与项目

的研究生认为“很大”和“较大”的比例为６９％，而未

参与的比例仅 为４９％，这 说 明，接 受 科 研 训 练 研 究

生感受到的创新能力提升，明显有别于未接受训练

者，其他几项亦然。
表６　参与科研对各方面能力提升程度差异

单位：％

创新能力 学术素养 实践能力

参与未参与差值参与未参与差值参与未参与差值

很大 ２２　 １８　 ５　 ２３　 １９　 ５　 ２７　 ２０　 ７
较大 ４７　 ３１　 １６　５１　 ３７　 １４　４８　 ３５　 １３
一般 ２７　 ３７ －９　２２　 ３２ －９　２２　 ３１ －１０
较小 ３　 ８ －５　３　 ７ －４　３　 ８ －５
很小 １　 ７ －６　１　 ６ －５　１　 ６ －６

学习能力 就业竞争

参与 未参与 差值 参与 未参与 差值

很大 ２５　 １９　 ６　 １８　 １６　 ２
较大 ５０　 ３７　 １３　 ３９　 ２９　 １０
一般 ２２　 ３２ －１０　 ３３　 ３８ －５
较小 ２　 ６ －４　 ７　 １０ －３
很小 ０　 ６ －５　 ３　 ８ －４

具体就各项能力而言，研究生感觉提升最大的

是实践和学习能力，（选择“很大”和“较大”的比例均

为７５％），最小的是就业竞争力（５７％）。笔者认为，
大多数研究 生 没 能 理 解 科 研 与 就 业 竞 争 之 间 的 联

系。有 学 者 指 出，研 究 生 在 科 研 中 养 成 的 作 风、态

度、思路和水平与日后的工作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激

烈的就业市场中，社会偏重于选择拥有科研成果、科
研能力和科研精神的优秀研究生。［３］

这五个方面能力提升均表现出以下特征：男生

感受好于女生；科研院所与９８５高校几乎相同，均好

于２１１高校，而后者又好于普通院校；医科最高，理

工科次之，农学、社科较低、人文学科最低；博士研究

生高于硕士；学术型学位在创新、学术素养、学习能

力三方面高于专业学位，其它方面相同；硕士及博士

各年级之间差异不显著。值得一提的是，本应突出

提高实践和就业能力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却未

能在这两项上好于学术型学位，这也从一个侧面反

映出我国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

三、结论与讨论

第一，我国研究生科研训练总体满意度，在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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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１．３５项科研项目，对项目学术含量、导师补贴、
学校科 研 支 持 分 别 为４３．６％、４１．７％、４２．５％的 满

意度情况下，取 得６６％的 较 高 水 平 是 值 得 欣 慰 的。
同时这也说明：若要提高科研总体满意度水平，可从

学生参与项目数量、项目学术含量、导师补贴、学校

支持等方面入手，且提升空间较大。
第二，虽然研究生对项目学术含量认可度一般，

但是只要参与科研项目，就会使研究生创新、实践等

各方面能力提升约２０％。因此，研究生参与科研项

目对其能力培养至关重要。
第三，科研训练满意度的学科差异与学科内涵

以及科研要求有关。医学专业实践性强，学生参与

较多的临床科研与实践；理学和工学的科研方向和

要求明确；艺术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在艺术行业，
对创作作品的认可高于学历，而创作与科研之间并

不完全等同；由于文学和法学学科特点，其对科研的

重视程度以及导师对学生科研训练要求相对较低。
因此，学科情况部分说明了医科、理工科的满意度最

高，人文学科的满意度最低的原因。不同学科的科

研训练内涵不同，是否都需要提高科研满意度水平，
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第四，男生的各方面满意度均高于女 生，因 此，
培养单位和导师应注意将科研机会向女性研究生倾

斜，提倡科 研 训 练 的“男 女 平 等”。科 研 院 所 与９８５
高校持平，某些方面好于９８５高校，体现出科研院所

的科研优势。博士研究生是科研主力军，各方面满

意度和表现均高于硕士研究生。客观上，博士研究

生参与科研项目的数量、质量、待遇均好于硕士研究

生；主观上，博士生具有更明确的学术志向和较高的

科研热情。
第五，目前专业学位研究生未体现出特色与优

势，在实践能力、就业竞争力提升等方面与学术型研

究生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在其它方面均低于学术型

学位研究生。笔者认为，这是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

和发展所必须经历的过程，期待在未来的调查中，专
业学位研究生满意度不断提高，缩小与学术型的差

异，发展出自身特色。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由课题组编制的“研究生

满意度”问卷达到了很好的信效度水平，调查结果不

仅证实了大量的实践经验，而且提供了量化的数据

支持。在我国提高教育质量的大环境下，满意度是

反映研究生群体对教育质量主观感受的有效指标。
研究生更多地参与导师高水平科研项目，不仅可提

高研究生科研水平和教育满意程度，而且是提高教

育质量、解决科学问题、提升国家整体科研水平和国

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注释：

① 由于文、史、哲、艺术这四门学科性质相似，个别学科所占比例较低，因此，将其合并为人文学科；将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教

育学合并为社会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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