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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８所高校１８４位二年级林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为对象，通过问卷的方式调查了他们的培养过程。

调查发现，研究生对林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总体上较为满意，普遍认可课程设置和校内导师指导，实

践能力明显提高。同时发现，林业硕士专业学位的认知、专业实践环节安排、授课内容与方式、“双导师”队伍

建设等很多方面还需要加以改进和完善。提出下一步要重点做好林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质量提升与宣传

工作，构建能够突出实践能力培养的林业硕士课程体系，加强专业实践基地建设，提高专业实践质量，改进考

核评价体系，加强校内外导师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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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年１月，国务院学 位 委 员 会 第２７次 会 议

审议通过了林业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决定设置

林业硕士专业学位，并批准１６所院校开展林业硕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截至２０１３年９月，全国共招

收全日制林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９２３人，授予学

位１８７人。为进一步了解林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的培养状况，全国林业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

员会课题组于２０１３年９～１２月对８所高校的林业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本

文重点选取针对研究生群体进行的问卷调查情况进

行分析研究，以期发现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相

关政策的制定和优化提供参考。

一、研究方法

１．调查对象

分区域选取较有代表性的北京林业大学、南京林

业大学等８所学校，这８所学校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累计

招收林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５４５人，占全国招生总

数的５９．０％。调查对象为８所学校二年级在读林业硕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这些研究生已经完成课程学习。

２．调查问卷与回收

课题组在华东师范大学《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

研究生就读状况调查问卷》的基础上［１］，针对林业硕

士的特点进行了问卷设计，内容包括基本情况、课程

和教学、导师指导、专业实践、就读收获以及对林业

硕士专业 学 位 的 意 见 或 建 议 等。通 过 不 记 名 的 方

式，共发放问卷１９８份，回收有效问卷１８４份，回收

有效率为９２．９％，其中四川农业大学３０份、西南大

学４份、南京林业大学２５份、中南林业科技大学１１
份、北京林业大学５８份、内蒙古农业大学５份、福建

农林大学２７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２４份。

３．统计分析方法

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主要



采用频数分析的方法，了解研究生对各个问题的看

法，对开放性问题进行定性分析，总结出具有代表性

的观点和建议，以得出较为全面的结论。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１．基本情况

接受调查 的 研 究 生 中，男 生 占４８．９％，女 生 占

５１．１％，男女生比例差别不明显；来自“９８５”高校的

研究生占７．６％，非“９８５”的“２１１”高校占１２．５％，其
他高校占７９．９％；有９．８％的研究生有过工作经历，
工作年限平均为２．６年；在入学考试时，报考学术学

位的有３１．０％，报考专 业 学 位 的 有６９．０％；在 调 查

的８所学校中，有５所学校的林业硕士研究生需要

交纳学费，学费最高为８０００元，最低５０００元，需要交

纳学 费 的 研 究 生 比 例 是３９．７％，学 费 平 均 为６７００
元；８５．９％的研究生享受每个月的研究生普通助学

金，平均每月为４０７元。

２．对林业硕士的认知情况

（１）对林业硕士的了解程度。统计数据显示，被
调查研究生在报考前对林业硕士专业学位的了解程

度不 高，选 择“完 全 了 解”和“比 较 了 解”的 只 有

３８％，相当一部分同学在报考前对专业学位的了解

程度不够，“完全不了解”的占１２．０％。
（２）选择攻读林业硕士的原因。该项调查显示，

研究生自主选择攻读林业硕士的意愿并不强烈，认

为林业硕士在知识体系和就业竞争方面具有优势而

选择攻读的只有３７．５％，因不想放弃学习机会而选

择调剂的研究生占５１．７％。

３．课程与教学情况

（１）课程情况。６２．５％的被调查研究生 认 为 目

前的课程设置合理或基本合理，部分研究生认为课

程设置不合理原因是实践类课程较少或课程缺乏实

用性，自主选择课程的机会较少。在与学术学位研

究生同上专业课的情况调查中，有２５．０％的研究生

选择“较常”或“经常”。在课业负担方面，调查发现，
认为“很重”或“比 较 重”的 研 究 生 比 例 只 占 了 大 约

１０％，８９．２％的 研 究 生 都 认 为 他 们 的 课 业 负 担“一

般”或“较轻”。
以上调查表明，目前林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的课程设置较为合理，课程量较合适，但实践类课程

不足，可选修课程占总课程的比例需进一步提高。
（２）专业课教学方法。由表１可见，在专业课教

学方法上，任课教师以课堂讲授为主（选择“经常使

用”和“较常使用”的比例合计高达９０．３％）；小组作

业与汇报、课堂讨论、案例分析和团队学习也是较普

遍的教学方式；而模拟训练、现场研究及实践观摩等

教学方法则很少使用。由此可见，在目前林业硕士

的教学方法上，仍以理论讲授为主，多种形式的实践

训练较为欠缺。
表１　专业课教学方法使用情况（％）

项目／评价
经常使用 较常使用 一般 较少使用 很少使用

比例 比例 比例 比例 比例

教师讲授 ６２．０　 ２８．３　 ６．０　 １．１　 ０
课堂讨论 ２０．７　 ３５．９　 ２９．９　 ８．２　 ２．２

小组作业与汇报 ２８．８　 ３５．３　 ２２．８　 ７．１　 ３．３
团队学习 １４．１　 ３１．０　 ３４．８　 １２．０　 ５．４
实践观摩 ８．２　 ２１．２　 ３２．１　 １９．６　 １５．８
案例分析 １５．２　 ２４．５　 ３６．４　 １３．６　 ６．５
现场研究 ７．６　 １８．５　 ２７．７　 ２３．４　 １９．０
模拟训练 ７．１　 １４．７　 ３２．１　 １７．４　 ２５．０

　　４．专业实践情况

根据调查，在研究生二年级开始时，大部分研究

生还未进入行业一线参加专业实践（占６５．８％），可

见目前林业硕士培养中普遍存在专业实践环节开展

的时间滞后的现象。从表２可以看出，已参加实践研

究生在实践机会获取途径上，有７４．６％的研究生是通

过“导师或其他老师推荐”获得实践机会的，其次是自

己联系的（占１９．０％），通过学院安排的仅有２人。
表２　研究生专业实践机会的获得途径（％）

项目／评价 人数 比例

学院或系安排的 ２　 ３．２
导师或其他老师推荐的 ４７　 ７４．６

自己联系的 １２　 １９．０
其他人（如同学）介绍的 １　 １．６

其他 １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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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研究生专业实践时间累计在１０周以下

（４９．２％），有１２．７％的研究生实践时间３０周以上，

即超过了６个月（见表３）。研究生普遍认为通过参

加专业实践，实 践 能 力 得 到 了 提 高，了 解 了 行 业 特

点，并接触到了生产实践，但也普遍认为自己还没有

完全掌握应用技术，组织和协调能力也未有明显提

高（见表４）。这 一 方 面 是 由 于 在 接 受 调 查 时，多 数

研究生的实践环节才刚刚开展，时间累计不足；另一

方面也表明了研究生的专业实践还主要以行业的一

些浅层内容为主，少有机会深入接触一线工作。
表３　研究生专业实践累计周数（％）

周　　数 人数 比例

少于１０周 ３１　 ４９．２
１０～２０周 １１　 １７．５
２０～３０周 １３　 ２０．６
３０～４０周 ７　 １１．１
４０周以上 １　 １．６

表４　研究生在专业实践环节中最大的收获（％）

收　　获 人数 比例

实践能力的提高 ３６　 ５７．１
接触了生产实践 ２３　 ３６．５

全面了解了行业特点 ２５　 ３９．７
掌握了应用技术 １５　 ２３．８

锻炼了组织和协调能力 １４　 ２２．２

调查表明，大部分研究生认为在实践过程中，课
堂上所学的理论知识对实际工作比较有用或很有用

（合计占８０．９％），认为不太有用或几乎没用的只有

１７．５％。８９．７％的研究生认为实践时间应该在半年

至一年，并认为在专业实践基地中最重要的条件是

科研条件，其次是校外导师的责任心、待遇和生活环

境，基本不考虑基地的交通是否便利（见表５）。
表５　专业实践基地中最重要的条件（％）

选　　项 人数 比例

科研条件 ９５　 ５１．６
生活环境 １９　 １０．３

待遇 ２０　 １０．９
校外导师的责任心 ５０　 ２７．２

交通是否便利 ４　 ２．２

５．导师的指导情况

根据调查，目前林业硕士的校内导师所指导的

研究生 类 型 以 学 术 型 研 究 生 为 主，占 据 比 例 高 达

６９．０％，以指导林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为主的导

师只有８．７％，仅 单 一 指 导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的 导 师

仅有３．３％（见表６）。没有聘任校外导师的研究生

比例达到２８．３％。大 多 数 研 究 生 认 为 导 师 能 够 依

据专业学位的特点来对自己进行指导，导师能够定

期面对面地进行指导和讨论学习问题。８７．０％的研

究生能够较常或经常参与导师科研课题。大部分研

究生比较满意导师的指导，认为导师对自己的学业

帮助程度很大或较大的研究生占７７．２％。
表６　校内导师指导研究生的情况（％）

选　　项 人数 比例

全部是专业学位研究生 ７　 ３．８
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研究生都有，以专业

学位研究生为主
１６　 ８．７

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研究生都有，以学术

学位研究生为主
１２７　 ６９．０

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数量差不多 ３４　 １８．５

６．就读收获

数据分析表明，通过近一年的学习，被调查研究

生认为在专业理论素养、专业实践能力和科研能力

方面均获得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尤其是在专业理论

素养和专业实践能力两个方面（见表７）。
表７　研究生就读收获情况（％）

项目／评价
很大或比较大 一般 比较小或很小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专业理论素养 １２６　 ６８．５　 ５１　 ２７．７　 ５　 ２．７
专业实践能力 １２９　 ７０．１　 ４６　 ２５．０　 ６　 ３．３

科研能力 １０１　 ５４．９　 ７１　 ３８．６　 ９　 ４．９

在对于“是否会再次选择就读林业硕士专业学

位”的看法上，２／３以 上 的 研 究 生 表 示 肯 定，说 明 被

调查研究生通过一年的学习对林业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 生 教 育 有 积 极、正 面 的 认 识 和 评 价，但 仍 有

３３．２％的研究生表示如有机会，不会再次选择攻读

林业硕士专业学位，原因主要为社会认可度还不够、
就业压力大、与学术型学位研究生教育模式区别不

大、奖助医疗待遇与学术型研究生有差别、学校重视

不够、学习年限短。

三、思考与建议

综上所述，可以归纳出目前林业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的大致状况为：以应届毕业生报考为主，

第一志愿报考率不高，调剂生源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并且在报考前对林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认

知不足；课程设置较为合理，课程量较合适，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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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实践类课程和选修课程的比例；符合专业学位

特点的多种教学手段还较为欠缺；由于学校层面的

面向林业硕士的专业实践基地较少，大多数研究生

都是通过导师联系参加实践，且进入实践的时间较

晚，通过实践锻炼了自身能力而得到普遍认同；校内

导师指导情况较好，但有的学校“双导师”制落实不

够；尽管通过 学 习，研 究 生 的 各 方 面 能 力 得 到 了 提

高，但由于就业和社会认可度等原因，多数研究生对

该学位的信心不足。结合以上调查，对林业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提以下建议：

１．做好林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质量提升与

宣传工作

调查显示，相当多的研究生在报考前对林业硕

士专业学位的了解程度不够，非第一志愿报考的研

究生接近１／３，很 多 研 究 生 是 由 于 不 想 放 弃 学 习 机

会而选择了攻读林业硕士，并且明确表示如有机会

不会再选择攻读林业硕士，他们的思想、学习、心理

问题比较突出，直接影响到培养质量。首先，国家有

关部门要从政策上尽快推动林业硕士与林业职业资

格衔接。林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职业指向

明确，服务行业具体清晰，但由于林业行业职业资格

认证体系没有明确，长期下去必然会制约林业硕士

的社会认知度。其次，我们根据另外一项调查得知，
林业硕士的用人单位普遍认可其实践动手能力，认

为他们能更快地适应工作岗位，但多数单位不了解

林业硕士专业学位的定位和培养目标。因此，有关

部门和学校要做好宣传工作，尤其是面向行业用人

单位开展重点宣传，让更多人了解、认可和接纳林业

硕士，并主动将其纳入人才招聘体系。最后，学校在

研究生就读期间，要加强对他们的人文关怀，及时制

定相关政策，提供相关资源，开展实践教育，让研究

生及时了解国家和学校的各项相关政策，提高研究

生自身对该专业学位的自信心［３］。

２．构建能够充分突出实践能力培养的林业硕士

课程体系

调查发现，研究生普遍认可目前林业硕士的课

程设置与课程量，但也同时认为实践类课程较少或

课程缺乏实用性，教学方法仍以课堂讲授为主，并且

还存在与学术型研究生同上专业课的情况。在今后

的林业硕士课程教学中，应注重有别于学术型研究

生课程的设置，课程设计应具备针对性、实践性和先

进性，促进研究生掌握扎实的基础理论和实践能力。
全国林业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应积极开

展全国层面的林业硕士核心课程案例库建设，重点

遴选和建设部分对提升林业硕士教学质量有重要示

范作用的课 程 案 例 库，促 进 优 质 教 学 资 源 的 共 享。
各培养单位应定期针对林业硕士任课教师组织研讨

和培训，教学内容要强调理论性课程与应用性课程

的有机结合，突出案例分析和实践研究，教学方法上

要注重运用以提高研究生自主学习和应用能力为目

的的启发式、参与式、交互式、团队学习、案例分析、
现场研究、模拟训练等方法。

３．加强专业实践基地建设，提高专业实践质量

在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专业实

践是最重要的教学环节之一，充分的、高质量的专业

实践是专业学位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教育部要求

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保证不少于半年的

实践教学，并要求学校要提供和保障开展实践的条

件，建立多种形式的实践基地。通过本次调查，大部

分研究生在二年级开始时的９～１０月份，还未进入

专业实践环节，并且极少有研究生进入学校的专业

实践基地参加实践，林业硕士的专业实践开展情况

不容乐观。一方面，学校应依托学科优势和已有基

础，广泛吸纳和利用社会资源，开展多种形式的林业

硕士专业实践基地建设；要引导目前以导师联系安

排专业实践为主的方式，充分发挥导师个体承担横

向课题或项目的载体作用，引导研究生到合作单位

研究并解决实际问题；应重点关注通过自己或他人

联系参加实 践（比 例 达１９．０％）的 研 究 生 在 实 践 期

间的各种保障以及实践效果［４］。另一方面，学 校 要

合理安排林业硕士的课程学习、专业实践与毕业论

文研究工作时间，可选择合适的课程采取边实践边

学习，在实践基地进行授课的形式，在第二学期初完

成全部课程的学习，争取在一年级的４月份即进入

专业实践环节。

４．改进 考 核 评 价 体 系，加 强 校 内 外 导 师 队 伍

建设

总体而言，目前林业硕士的校内导师认真负责，
其指导得到了大部分研究生的认可。但林业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 生 培 养 要 求 双 导 师 制，截 至 调 查 时，有

２８．３％的研究生还没有聘任校外导师。此 外，目 前

校内导师大多是以指导学术型研究生为主，尽管研

究生认为导师能够依据专业学位的特点来对自己进

行指导，但如果导师的课题大多是以基础研究为主

的纵向科研项目，学术型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共同参

与科研项目，那么导师难免会将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９６·王兰珍，等·林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状况调查研究



养学术化。因此，按照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的标准和要求，制订出与培养目标相匹配、具有行业

特征、个性化的林业硕士校内外导师遴选标准显得

尤为必要。林业硕士的校内导师承担的课题应大多

来自企业、行业的横向科研项目，了解企业、行业生

产的实际需要。应建立校内外导师的考核机制、评

估机制、激励机制，对校内导师的考核和评估应从以

科研成果产出为主向以成果实践应用价值为导向转

变。另外，对不适合培养林业硕士的导师应坚决予

以调整；对那些长期不从事校企合作研究，与企业没

有稳定合作项目的导师，也应及时进行分流［１－３］。

参考文献：

［１］张东海，陈曦．研究型大 学 全 日 制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培 养

状况调查研究［Ｊ］．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１１，３２（２）：８３－９０．
［２］朱永东，张振刚，张茂龙．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的

现状调查及分析———基于珠三角地区３所不同类型高校

的问卷调查［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２０１１，（１１）：３６－４０．
［３］刘翠琼，张 志 强，王 兰 珍，赛 江 涛．林 业 高 校 全 日 制 专 业

学位研究生培 养 状 况 跟 踪 调 查 研 究［Ｊ］．学 位 与 研 究 生

教育，２０１３，（６）：１８－２３．
［４］王兰珍，赛江涛，张志强．林业院校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

生专业实践特征与实施［Ｊ］．高 等 农 业 教 育，２０１３，（１２）：

１０１－１０５．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Ｍａｓｔｅｒｓ　Ｄｅｇｒｅｅ　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ｂａｓｅｄ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Ｅｉｇｈｔ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ＷＡＮＧ　Ｌａｎ－ｚｈｅｎ，ＺＨＡＮＧ　Ｚｈｉ－ｑｉａｎｇ，ＳＡＩ　Ｊｉａｎｇ－ｔａｏ，ＬＩＵ　Ｃｕｉ－ｑｉｏｎｇ，ＺＨＡＮＧ　Ｙｉｎｇ－ｙｉｎｇ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Ｂｅｉｊｉｎｇ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ｂａｓｅｄ　ｓｕｒｖｅｙ　ｗ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ｏｆ　１８４ｓｅｃｏｎｄ－ｙｅａｒ　ｆｕｌｌ－ｔｉｍｅ　ｍａｓｔｅｒ－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ｅｉｇｈｔ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Ｉｔ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ｓ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ａｎｄ　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ｈａ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Ｉｔ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　ｔｈａｔ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ｆ－
ｆｏｒｔｓ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ｎｅｅｄｅｄ　ｔｏ　ｄｅｅｐｅ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ｍａｋ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ｓｈｉｐ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　ａｄｏｐｔ　ａ　ｄｕａｌ－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Ｉｔ　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ｓｔｅｒ－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ａ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ｗｉｔｈ　ｇｏｏ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ｂｅｔ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ｓｈｉｐ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ｅ　ｂａｓｅｓ　ｆｏ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ｎｄ　ｏｎ－ａｎｄ　ｏｆｆ－ｃａｍｐｕｓ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

ｔｅａｍ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ａｓｔｅｒ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

（上接第６０页）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Ｕｓｅ　ｏｆ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１６０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ＡＮＧ　Ｙｕｅ，ＭＡ　Ｙｏｎｇ－ｈｏｎｇ，ＬＵ　Ｑｉ－ｓｈａｏ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Ｂｅｉｈ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１９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１６０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ｉｎｅ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ｅｇｒｅｅ　ｔｈｅ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ｎｕｍ－
ｂｅｒｓ　ｏｆ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ｖａｒｙｉｎｇ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ａｒｅ　ｍｏｓｔｌ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ｙｐ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ａｇｅｉｎｇ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ｒｅ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ｃｌａｓｓｉｃ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ｒ　ａｕｔｈｏｒｓｏｗ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ｃｉｔｅｄ．Ｓｕｃ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ｕｒ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ｍａ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ｕｓｅｆｕｌ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０７· 王兰珍，等·林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状况调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