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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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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博士生培养与一流学科建设的内在机理

• 学科知识体系的发展完善要在知
识的生产与传承中进行，而这一
生产与传承过程是与人才培养过
程合二为一的。学科组织是人才
培养的重要载体。

学科建设形态概念

学科

知识形态
完善学科知识

体系

组织形态
提升学科组织在
知识生产中的能

力

“双一流”建设的本质和核心是一流学科建设，没有“一流的学科”也就谈不
上“一流的大学”。

高质量的博士生培养是一流学科
建设的重要路径，更是一流学科
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和基本体现。
博士生培养质量状况是一流学科
建设水平的重要衡量标准。



按博士学位授予人数排序的美国top50院校（来自美国NSF2014年数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师资队伍
与资源

师资质量 师资队伍质量
师资数量 专任教师数
支撑平台 重点实验室、基地、中心

人才培养
质量

培养过程质
量

课程教学质量
导师指导质量
学生国际交流

在校生质量 学位论文质量
优秀在校生
授予学位数

毕业生质量 优秀毕业生
用人单位评价

科学研究
水平（含
教师和学
生）

科研成果 学术论文质量
专利专著
出版教材

科研获奖 科研获奖
科研项目 科研项目（含人均情况）

社会服务
与学科声
誉

社会服务贡
献

社会服务特色与贡献

学科声誉 学科声誉

第四轮学科评估指标 国家重点学科评估指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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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学科建设任务

建设一流师资队伍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提升科学研究水平

传承创新优秀文化

产学合作与成果转化

博士生人才培养

导师指导

能力发展

资源平台

研究文化

培养模式创新

2 分析框架：卓越目标下的高度契合

一流学科建设任务与博士生培养关键要素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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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以“学”为中心的质量观

质量保障新趋势
• 以“学”为中心的增值性评价：

以学生为中心、以学习与发展
为目标

• 以“证据”为基础的可持续评
价方式，服务于院校的自我诊
断与改进

国外行动经验

• 澳大利亚：始于1999年的研究
生科研体验调查（PRES）

• 英国：2008年引入PRES

• 美国：NSF支持研发研究生调
查项目

• 过去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学校、老师、用人单位等对博士生质量和培养状况的评价，
而忽略了培养主体——博士生本身对培养质量和培养过程的反馈。

• 作为知识生产的重要生力军，博士生培养不同于本科生甚至硕士生培养的一个根本
特征是其培养方式发生的巨大转变，科学研究是博士生培养的不二路径。

• 因此，博士生对参与科学研究的直接体验可以作为衡量博士生培养状况的重要判据。



3.2 全国博士生科研体验调查——问题与理念

博士生对导师指导、资
源平台、研究文化、能
力发展等体验如何？

这些体验多大程度上、
受到哪些因素影响？

如何提升博士生的科研
体验和满意度？

• 从博士生这一培养主体的视角出发，将其
感知到的学习环境、切实的学习经历和体
验作为人才培养质量的主要内容进行考察

• 既强调过程性、形成性质量评价，也兼顾
结果性评价。在衡量教育投入和产出的同
时，更突出了以“学”为中心的增值性评
价理念，全方位地反映博士生的教育收获

• 服务学生发展需求；服务院校自我诊断和
人才培养改革；服务国家研究生教育质量
保障体系建设



• 借鉴澳、英研究生科研
体验调查问卷（PRES）

• 问卷翻译、文化适应性
分析、补充修订，本土
化

• 向17所院校二年级及以
上博士生发放网络问卷

• 涵盖军事学以外的12个
学科门类

• 试调查回收1427份问卷

非常

不同意

有些

不同意
无所谓

比较

同意

非常

同意

3.3 全国博士生科研体验调查——试调查实施



维度 Alpha值 建构信度 AVE

导师指导 0.969 0.97 0.72

资源平台 0.915 0.92 0.56

研究文化 0.957 0.96 0.73

能力发展 0.97 0.97 0.72

参考值 >0.7 >0.6 >0.5

• 各维度α系数均在0.9以上，建构信度与AVE均大于适
配参考值，问卷的内部一致性非常好，问卷的信度和
效度极佳。

• 各维度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在0.5以上，绝大部分处于
0.7以上，且显著，各题项均能有效反映相应维度。

3.4 全国博士生科研体验调查——样本分布与信、效度

各维度信度与效度指标（部分）
样本数 比例

性别 男生 919 64.4%

女生 508 35.6%

年级 二年级 873 61.2%

三年级 361 25.3%

四年级 131 9.2%

五年级及以上 62 4.3%

学科 理工农医类 1089 76.3%

人文社科类 338 23.7%

院校类型 “985工程”高校 797 60.0%

非“985工程”高校 532 40.0%

调查样本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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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来说，这些满意度都达到较高水准，尤其
是导师指导方面和自身博士阶段的能力提升方
面。

• 但不满意比例仍然高达25%-38%，而且与英国
2015年调查结果相比还有明显差距。

4.1 总体满意度

• 在具有可比性的题项方面，导师指导、能
力发展和研究文化维度，低于英国10-15
个百分点



• 满意度较高：导师的专业知识和技
能、鼓励挑战与探索、开阔学术视
野

• 满意度偏低：“导师激发了我的学
术志趣”、“导师为我引荐相关领
域的专家同行”、“导师为我提供
在学术同行面前表现的机会”

• 人文社科类博士生对导师指导的满
意程度明显更高，平均高于理工农
医类博士生近10个百分点

4.2 导师指导

总体 理工
农医

人文
社科

A1导师所拥有的技能和专业知识足够支持我的研究 72.3 69.4 82.0

A2我与导师的联系能够满足我的研究需求 70.4 68.5 76.9

A3导师针对我的研究能够给出有效的反馈 72.4 69.6 81.3

A4导师和我商讨制定科研训练与发展环节 72.7 70.3 80.1

A5导师帮助我开阔了学术视野 79.3 76.7 87.9

A6导师激发了我的学术志趣 67.8 64.4 79.0

A7导师使我明确什么是好的学术研究 74.3 70.9 84.9

A8导师为我提供在科研工作中承担更多责任的机会 77.9 77.7 78.1

A9导师鼓励我开展更有挑战性的学术探索 77.9 75.9 84.3

A10导师会为我引荐相关领域的专家同行 66.0 64.3 71.3

A11导师为我提供在学术同行面前表现的机会 66.9 65.2 70.1

A12导师鼓励我在学术会议上发表观点 74.2 72.2 80.4

导师指导维度满意度情况（%）



4.2 导师指导

• 从博士生的视角出发，导师在激发学术志趣、帮助博士生进入学术共同体、
并树立起身份认同与专业认同方面还远没有达到学生们的期待。

• 在一流学科建设任务中，培养造就优秀的教师队伍，不仅要强化教师的专业
能力和科研水平，更要加强指导教师的责任感、学风建设和指导能力的培养。
作为导师除了要有扎实的学识，更要树立起育人理念，关心学生的成长与发
展。



4.3 能力发展

总体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及以上

B1我运用合适的研究方法、工具和技术的能力得到了发展 79.3 77.4 82.3 84.7 75.8

B2我的批判性分析、评价研究发现和结论的能力得到了发展 79.7 78 83.1 82.4 79

B3我进行创造和创新的能力得到了发展 74.6 73 78.1 77.9 69.4

B4我对于研究伦理的理解得到了发展 75.1 72.9 79.2 79.4 72.6

B5我管理研究项目的能力得到了发展 73.9 71.9 77.3 78.6 72.6

B6我的团队合作能力得到了发展 74.5 73.3 77.6 77.9 66.1

B7我同各种听众进行有效沟通的能力得到了发展 76.1 73.3 78.9 82.4 85.5

B8我了解了本学科的前沿问题 82.3 80 86.7 83.2 88.7

B9目前我对博士阶段要从事的主要研究方向感到清晰 75.4 72.9 79.8 80.2 75.8

B10我的学术志趣得到了发展 70.0 71 72.3 66.4 50

B11我的学术规范得到了发展 82.6 81.4 85 82.4 85.5

B12我拓展了职业社交网络 65.0 65.6 67.3 58.8 56.5

B13我对本人职业发展的掌控力得到了提升 67.7 68.4 69.5 62.6 58.1

• 满意度较高：
“我了解了本学
科的前沿问题”、
“我的学术规范
得到了发展”

• 满意度偏低：职
业发展方面
（B12-B13）

• 分年级来看，五
年级及以上的高
年级博士生在学
术志趣和职业发
展方面，比总体
平均满意度低了
10-20个百分点。

能力发展维度满意度情况（%）



4.3 能力发展

• 调查中，五年级及以上的高年级博士
生（其中56%为普博生，44%为直博
生），其中的普博生实际上正处于延
期毕业阶段，也就是说该群体中一半
以上的博士生已超过规定学习年限（3
年）至少两年，而这部分博士生的创
新创造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学术志
趣和职业发展情况均不容乐观。

• 事实：博士生的实际修业年限普遍延
长



4.3 能力发展

• 培养单位需从人才发展的角度出发，切实为博士生日后的学术科研事业发展
做好服务，特别是加强职业规划和就业引导，帮助博士生熟悉就业所需具备
的条件，做好职业准备

• 为高年级及延期毕业的博士生提供相应的支持、帮助其顺利完成学业、重塑
专业自信和身份认同也是人才培养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 国家和培养单位亟待在博士生培养管理制度、教学资源配置、后勤服务保障
等方面正视博士生延期毕业现象，适时调整与博士生实际学制相一致的资源
配置政策



4.4 资源平台

总体 理工
农医

人文
社科

C1我拥有合适的科研环境 66.0 66.9 63.3

C2我能够获取充足的信息资源与设备 69.4 70.7 65.6

C3我能够获取充足的图书馆资源（包括实体与网络资源） 82.1 84.7 73.6

C4我能够获取研究所需的专业类资源 77.3 80.0 68.7

C5我能够拥有充分的学术交流机会与平台 65.2 66.0 62.8

C6如有需要，我可以加入跨学科研究团队 63.9 62.9 67.2

C7如有需要，我可以利用其他院系的资源开展研究 62.7 63.2 61.2

C8我能通过学校或院系的信息渠道了解其他学科的研究情况 60.8 61.1 60.1

• 满意度较高：图书馆资源、
专业类资源

• 满意度偏低：跨学科交流的
机会、资源的获取与利用
（C6-C8）

• 分学科类别来看，理工农医
类博士生可获得的资源条件
要高于人文社科类博士生，
特别在图书馆资源、专业类
资源方面高于人文社科类博
士生10个百分点以上。

资源平台维度满意度情况（%）



4.4 资源平台

• 在博士生培养的资源平台方面，图书馆资源、专业类资源情况更能够满足学
生需求，但跨学科交流与资源共享情况还存在较大问题

• 学校内部治理体系亟待改善，如何打破跨学科、跨机构的壁垒是今后我国高
校内部治理需要着力的重点之一

• 拓展人文社科类博士生培养的图书馆资源和专业资源，改善人文社科类博士
生培养的科研环境



4.5 研究文化

总计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及
以上

D1院系提供了很好的专题讨论课 55.1 55.7 54.3 53.4 54.9

D2院系提供了充分的机会使我能够与他人讨论我的研究 54.9 55.6 55.6 53.4 45.2

D3院系的研究氛围能够激励我的研究工作 58.0 60.4 57.0 52.7 42.0

D4院系提供了让我融入更广阔的研究环境的机会 57.8 59.6 57.6 51.1 46.8

D5我有机会和本领域的优秀学者交流 66.2 66.9 66.7 61.8 62.9

D6我有机会接触其他学科的学者 64.5 64.2 63.7 69.5 64.5

D7研究团队（课题组/项目组/实验室等）成员能够自由平等地进行
学术探讨

72.0 71.9 74.0 67.9 71.0

D8研究团队能够很好地支持我的研究工作 65.5 65.4 66.8 64.1 62.9

• 满意度较高：研究团队（课题组、项目组、实验室）
• 满意度偏低：院系（D1-D4）

• 从博士生就读年级来看，高年级博士生对院系研究文化的满意度明显低于低年级博士生，特别是
D2-D4三个题项的结果，呈现出随着博士生年级增高而满意度明显下降的趋势。

研究文化维度满意度情况（%）



4.5 研究文化

• 博士生对核心培养单元——课题组、项目组、实验室等研究团队的研究文化
比较认可，但对院系的科研氛围和提供的研讨交流机会表现出了不满

• 研究生教育治理改革还需以学科、院系为基础，加大学科和院系在研究生培
养与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强化其责任



4.6 培养模式创新

• 科学研究是博士生培养的基本路径，也是区别于本科生甚至硕士生的显著特
征。适度的科学研究是培养博士生的重要基础

• 随着知识生产方式转型，博士生就业呈现“社会弥散性”

• 创新博士生培养模式，加大产学合作力度，促进成果的转化。参与业界前沿
课题，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多元化，参与主体多元化



4.6 培养模式创新——科研参与

0项 1项 2项 3项 4项
5项及以

上
合计

合计 计数 154 250 267 209 165 382 1427

比例 10.80% 17.50% 18.70% 14.60% 11.60% 26.80% 100.00%

理工农医 计数 98 199 210 177 129 276 1089

比例 9.00% 18.30% 19.30% 16.30% 11.80% 25.30% 100.00%

人文社科 计数 56 51 57 32 36 106 338

比例 16.60% 15.10% 16.90% 9.50% 10.70% 31.40% 100.00%

0项 1项 2项 3项 4项
5项及以

上
合计

合计 计数 298 389 324 202 105 109 1427

比例 20.90% 27.30% 22.70% 14.20% 7.40% 7.60% 100.00%

理工农医 计数 208 299 252 165 88 77 1089

比例 19.10% 27.50% 23.10% 15.20% 8.10% 7.10% 100.00%

人文社科 计数 90 90 72 37 17 32 338

比例 26.60% 26.60% 21.30% 10.90% 5.00% 9.50% 100.00%

博士生参与科研项目情况

博士生参与重点科研项目情况(国家级、省部级和国际合作课题项目)

• 博士生参与科研项
目的两极分化现象
严重



4.6 培养模式创新——学术成果

博士生获得学术成果情况

博士生获得高水平学术成果情况

0项 1项 2项 3项 4项
5项及以

上
合计

合计 计数 270 195 178 158 131 495 1427

比例 18.90% 13.70% 12.50% 11.10% 9.20% 34.70% 100.00%

理工农医 计数 221 147 141 112 100 368 1089

比例 20.30% 13.50% 12.90% 10.30% 9.20% 33.80% 100.00%

人文社科 计数 49 48 37 46 31 127 338

比例 14.50% 14.20% 10.90% 13.60% 9.20% 37.60% 100.00%

0项 1项 2项 3项 4项
5项及以

上
合计

合计 计数 412 270 214 158 96 277 1427

比例 28.90% 18.90% 15.00% 11.10% 6.70% 19.40% 100.00%

理工农医 计数 298 211 153 120 82 225 1089

比例 27.40% 19.40% 14.00% 11.00% 7.50% 20.70% 100.00%

人文社科 计数 114 59 61 38 14 52 338

比例 33.70% 17.50% 18.00% 11.20% 4.10% 15.4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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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建议

• 在“双一流”建设的战略背景下，我国一批学科已经在国际上具有了很强
的竞争力。根据汤森路透2016年9月23日发布的最新ESI数据显示：本次上
榜机构总数为5186所，比2016年7月增加107所；中国高校（内地）上榜高
校数为188所，比2016年7月增加4所。

• 除材料科学、化学、农业科学等极少数学科进入前20以外，其他学科基本
在数百名甚至千名以后，可以说，我国的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还任重道远。

• 调查显示，博士生对围绕科研的培养过程的总体满意度尚可，博士生在科
研项目参与和获得学术成果数量方面也比较可观，但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
的问题。



5 结论与建议

提升人才培养
质量

构建融洽和谐的
导学关系，加强
指导教师的责任
感和育人理念

帮助并支持博士
生形成学科专业
认同、规划职业

生涯发展

突破组织机构壁
垒、调配整合跨

学科资源 管理重心下移、
加强院系在博士
生培养质量保障
中的地位和作用

扭转博士生参与
课题研究的两极
分化现象，关注
博士生学术成果

质量

推进一流学科建设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