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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

MPA 研究生的学

位论文质量状况及

其影响因素进行调

查分析，研究发现，

虽然 MPA 学位论

文质量总体状况较

好，但是不同个体

特征、院校特征、

学习科研经历、论

文选题来源和导师

指导对研究生学位

论文质量的影响存

在显著性差异。从

学位论文质量的影

响因素来看，在导

师指导方面，学术

导师和实践导师的

指导作用对研究生

的学位论文质量具

有显著性的正向影

响；在学习和科研

经历方面，与其他

群体相比，入学前

具有科研经历、读

研期间参与过导

师课题、论文选题

来自读研期间所参与研究课题、班级同学学习积极性

越高的研究生，其学位论文获得优秀评价的概率更大；

在个体特征方面，就读于“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研究

生、男性研究生、来自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研究生，

其学位论文获得优秀评价的概率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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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整体呈现快速发展的

态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培养造就了大批高层次

人才，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引领

作用[1]。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

组成部分，主要针对社会特定职业领域需要，培养

具有较强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创造性地从事

实际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发展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是经济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

选择，是主动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路径，是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重点。”① 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发展方案（2020—2025）》提出，到 2025 年要将硕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到硕士研究生招生

总规模的三分之二左右。 
然而，在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快速发展的

同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质量逐渐暴露出

了一些不足，常见问题包括论文选题不当、研究内

容广度和深度欠缺、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不

明确或选用有误等等。针对上述问题，对专业硕士

学位论文的质量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开展深入分析，

不仅有助于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有针对性地提升学

位论文写作能力，也有利于研究生培养单位加强对

专业硕士学位论文质量的监测和评价，从而进一步

提升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公 共 管 理 硕 士 专 业 学 位 （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以下简称 MPA）是经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批准设立的，旨在为政府部门及非政府公共机

构培养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公共管理专门人才

的一种专业学位。2001 年我国开始招收培养 MPA
研究生，经过 20 年的蓬勃发展，全国开展 MPA 教

育的高校已由最初的 24 所试点院校发展为目前的

244 所。MPA 作为我国专业硕士学位中较早设置的

有着特定培养目标的专业学位类别，在过去的二十

年里报考人数一直持续稳定增长，招生规模也不断

扩大，教学水平和影响力也不断提升。基于此，本

文拟选取 MPA 毕业生作为分析对象，基于全国范围

的大样本调查数据，就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的写作质

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探究。 

二、文献综述 

撰写学位论文不仅是对研究生学术创新能力和

写作水平的客观检验，同时也是研究生获得学位的

必要条件。能否完成高水平的学位论文，既取决于

研究生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水平，也与研究生导师的

指导、学校类型、学科特点等客观情况息息相关。

对于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影响因素，有研究者认

为可以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进行探讨，其中，外

因包括研究生培养单位的培养目的、研究生培养单

位的基础设施和基本投入、研究氛围、导师因素、

成熟的学位论文质量监控体系、充足的写作时间等，

内因包括个人学术基础、学习方式、进取心、学术

意识、创新精神等[2]。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

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过探讨：第一，研究生的个人

经历，例如科研经历（学术发表数量）和学习经历

（学习形式）等。有研究发现，博士研究生的学术

论文发表和他们的学位论文质量存在一定的相关

性，在读期间与学位论文主题相关的论文发表数量

和质量较低、发表时间相对滞后是“问题学位论文”

普遍存在的现象[3]。有学者基于对全国博士学位论

文抽检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学位论文质量与培养

方式有关，主要表现为贯通式培养博士生的学位论

文质量显著高于非贯通式培养博士生，而且在创新性

及论文价值这一核心指标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4]。同

时，录取方式、录取类别、考生身份等都会对博士

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质量具有显著影响[5]。第二，研

究生的学校特征，如前置学校层级和学校类型等。

研究发现，博士研究生所在院校实力、博士研究生

招生以及博士生导师遴选政策等因素与博士学位论

文质量的关系最密切[6]。有学者对某高校 1716 篇博

士学位论文评阅结果分析发现，本科毕业于“985
工程”高校以及非定向、硕博连读、全脱产等学习

方式的博士生的学位论文质量更高[7]。有学者通过

对 3302 名博士生的前置学校类型与博士学位论文
 
①参见教育部官网：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2010/t20201009_493536.html?authkey=boxd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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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相关性分析发现，理工科博士生的前置硕士、

本科就读学校类型对博士学位论文质量有高度显著

影响，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则无显著差异[8]。第三，

研究生的指导教师特征，如导师的学术品质、指导

经验和指导时间等。现有的研究认为制约研究生学

位论文质量的主要因素包括研究生生源质量、导师

队伍质量、科研条件[9]。有学者探讨了导师学术品

质对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影响，发现指导资格、学术

头衔、代表科研项目、学术成果等学术品质是区分

导师“获评差异”的显著特征，也是指导较多高质

量硕士学位论文的影响因素[10]。澳大利亚学者伯克

（Bourke）以 301 篇博士学位论文为分析对象，发

现博士学位论文的质量评价与作者年龄、奖学金获

得情况、导师指导情况等有明显相关关系[11]。不过

也有研究得出了与此相反的结论，有学者基于毕业

博士生满意度调查数据和学位论文评阅数据，通过

建立影响博士学位论文质量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

发现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导师指导和学校学习条

件支持四方面因素对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影响作用

不显著[12]。 
综上所述，虽然目前的文献对研究生学位论文

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相关探讨，但是还存在明显不

足：一是从研究对象的层次来看，目前多数研究的

聚焦点是博士学位论文质量，对硕士学位论文质量

的考察不足，尤其是对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

分析缺乏。二是从研究对象的类别来看，现有的研

究还缺乏针对某一个学科或某一专业学位类别的研

究生学位论文影响因素的深入分析。第三，从研究

对象的范围来看，目前关于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研究

多集中在某一省市或某几所高校范围内，缺乏大数

据样本的实证支持。 

三、数据与模型 

1.研究数据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简称 MPA 教指委）所开展的

“2020 年全国公共管理硕士毕业生调查”数据。作

为 MPA 教育教学的指导机构，该调查的目的在于深

入了解我国 MPA 研究生对培养情况的评价和反馈，

调查内容涵盖了 MPA 研究生的个人特征、家庭背

景、学校类型和层次、学习形式、课程设置、教学

形式、对教学培养过程与环节的评价、论文写作质

量、师生互动情况、同辈学习情况、能力发展情况

等方面。本次调查时间为 2020 年 7 月，调查对象为

2020 年毕业离校的 MPA 研究生，共面向国内 180
家 MPA 培养单位进行了问卷调查（截至调查时间，

全国共有 MPA 培养单位 243 家，本次调查覆盖面达

到四分之三），共有 5559 人填写了问卷，约占当年

全国 MPA 毕业生总数的三分之一（据 MPA 教指委

统计，当年共有 MPA 毕业生约 18510 人）。其中有

效问卷 5538 份，有效率为 99.62%，样本中男生占

比 38.86%，女生占比 61.14%；学习形式方面，在

职攻读者占比 96.68%，非在职占比 3.32%。在职攻

读人员中，来自党政机关者占比 64.51%，来自事业

单位者占比 21.95%，来自国有企业者占比 7.98%，

来自其他性质单位的占比 5.56%。 
2.模型设定 
根据已有研究，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质量会受到

学校特征、导师特征、学生个人经历等因素的影响。

本文假设学术导师指导、院校特征和个人学习科研

经历等因素仍然是 MPA 学位论文质量的主要影响

因素，在此基础上结合 MPA 研究生培养的特点，重

点考察实践导师的指导、论文选题来源、入校前科

研经历、学习年限、同伴效应、是否跨学校读研、

是否跨专业读研、工作年限和单位性质等变量可能

对 MPA 学位论文质量产生的影响，研究框架如下图

所示（图 1）。 
由于 MPA 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质量是一个多水

平的分类变量，因此采用有序逻辑斯蒂回归模型。

围绕研究问题，结合本次调查所获得的数据，本文

建立如下回归模型探究影响 MPA 学位论文质量的

因素。 

( | )( ) log
( | )
i i

j j ij
i i

Pr y j x
l x a

Pr y j x
 = = + 
 

≤

＞
Xβ  

其中， iy 为因变量——专业论文质量的等级， ix

为自变量，包括学生个体层面的特征（性别、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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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MPA 学位论文质量影响模型图 
 

 

婚姻状况、工作年限、单位性质等）、导师层面的特

征（学术导师的指导、实践导师的指导）、院校层面

的特征（学校是否为“双一流”建设高校、本科前

置学校是否与研究生学校相同、本科是否为公共管

理专业）、论文写作投入情况（论文选题来源、论文

撰写投入时间）和学习经历情况（入校前科研经历、

参与导师研究课题、对培养质量的评价、对课程教

学的评价、学习年限、同伴学习积极性等），ai是模

型估计的分界点，Xβ 为自变量和回归系数构成的矩

阵， ( | )i iPr y j x≤ 和 ( | )i iPr y j x＞ 分别代表论文质量

不高于某一等级（j）的累积条件概率以及论文质量

高于该等级的概率。具体变量说明详见表 1。 

四、实证结果分析 

1.MPA 学位论文质量的总体情况 
由于本轮问卷的发放时间为 2020 年 7 月中旬，

受调查的绝大多数研究生已经完成了论文答辩，并

得到了论文答辩委员会关于学位论文质量情况的反

馈，因此关于学位论文质量的评价结果数据具有较

高的可信度。调查结果显示（见图 2），调查样本中

有 17.81%的论文质量为很好，56.59%的论文质量为

较好，论文质量一般的占 25.01%，论文质量较差和

很差的比例分别为 0.51%和 0.07%。从学位论文质

量总体情况来看，虽然绝大部分的学位论文都通过

了答辩委员会评审，并且论文的优秀比例超过了百

分之十五，但是仍然有四分之一左右的学位论文质

量还处于一般及以下水平，这也说明 MPA 学位论文

质量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研究发现，不同个体特征的研究生的学位论文

质量存在一定差异（见表 2）。在个体特征层面，不

同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的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存

在显著差异，其中，男生的学位论文质量（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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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论文质量 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论文质量 
1=很差，2=较差，3=一般，4=较好，5=很好，从 1‒5 分别对应

论文答辩成绩等级不合格、差、中、良、优 

学生个体特征 

性别 0=女，1=男 

年龄 连续变量 

婚姻 0=已婚，1=未婚 

工作年限 连续变量 

单位性质 
1=党政机关，2=事业单位，3=国有企业，4=其他，做虚拟变量

处理 

院校特征 

学校层次类型 0=非“双一流”建设高校，1=“双一流”建设高校 

前置学校 1=前置学校与 MPA 学校相同，2=前置学校与 MPA 学校不相同 

是否跨专业读研 0=否，1=是 

学习科研经历 

入学前是否具有科研经历 0=否，1=是 

在校期间是否参与过导师的课题或 
项目研究 

0=否，1=是 

教学质量满意度评价 1=很差，2=较差，3=一般，4=较好，5=很好 

培养质量满意度评价 1=很差，2=较差，3=一般，4=较好，5=很好 

同伴学习积极性 1=很不积极，2=不积极，3=一般，4=比较积极，5=非常积极 

学习年限 1=2 年，2=2.5 年，3=3 年，4=3 年以上 

论文选题来源

及写作投入 

撰写论文投入时间 连续变量 

学位论文的选题来源 
1=来自本职工作，2=来自所参与的课题和项目，3=来自导师拟

定，做虚拟变量处理 

导师指导 
学术导师的指导作用 1=很小，2=较小，3=一般，4=较大，5=很大 

实践导师的指导作用 1=没有帮助，2=有点帮助，3=一般，4=比较大，5=非常大 

 
 

 
 

图 2  MPA 学位论文质量状况（2020 年） 
 

显著高于女生（3.87）；与年龄较小的研究生相比，

年龄越大的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得分也越高。已婚

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质量（3.93）显著高于未婚研究

生（3.87）。不同工作年限和单位类型的研究生在学

位论文质量方面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在学校特征层

面，不同层次、不同前置学校、不同本科专业的研

究生在学位论文质量方面的差异并不显著。在研究

生的学习科研经历方面，入学前具有科研经历的研

究生的学位论文质量（4.11）显著高于没有科研经

历的研究生（3.89），在读期间参与过导师课题的研

究生学位论文质量（4.12）显著高于没有参与过导

师课题的研究生（3.89）。对 MPA 教学质量满意度

评价越高、对人才培养质量满意度评价越高、同伴

学习积极性越高的研究生，其学位论文质量也越高，

且存在显著性差异。从论文的选题来看，选题来源

于 所 参 与 的 课 题 和 项 目 的 学 位 论 文 质 量 最 高

（4.10），其次是来源于本职工作的学位论文（3.91），

选题由导师拟定的学位论文质量相对最低（3.84），

且三类来源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最后，在导师指

导层面，校内学术导师、校外实践导师的指导作用

越大，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质量也越高，且具有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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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特征 MPA 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质量情况 

群体特征 评价得分均值 差异性检验 

性别 
女生 3.87 

F=38.859*** 
男生 3.99 

年龄 

30 岁以下 3.88 

F=7.623*** 
30‒34 岁 3.91 
35‒39 岁 3.98 

40 岁及以上 4.12 

婚姻 
已婚 3.93 

F=6.925** 
未婚 3.87 

工作年限 连续变量 — — 

单位类型 

党政机关 3.91 

F=0.19 
事业单位 3.91 
国有企业 3.92 

其他 3.88 

是否跨专业读研 
否 3.93 

F=1.471 
是 3.91 

前置学校是否和 MPA 学校相同 
否 3.92 

F=0.18 
是 3.91 

所在学校层次 
非“双一流”建设高校 3.91 

F=0.651 
“双一流”建设高校 3.92 

入学前是否具有科研经历 
否 3.89 

F=49.733*** 
是 4.11 

读研期间是否参与过导师的课题或项目研究 
否 3.89 

F=70.855*** 
是 4.12 

教学质量满意度评价 

很不满意 3.85 

F=99.25*** 

不太满意 3.43 
一般 3.48 

比较满意 3.79 
非常满意 4.06 

培养质量满意度评价 

很不满意 3.86 

F=101.39*** 

不太满意 3.46 
一般 3.50 

比较满意 3.78 
非常满意 4.07 

同伴学习效应 

很不积极 3.50 

F=86.14*** 

不积极 3.56 
一般 3.74 

比较积极 3.89 
非常积极 4.16 

学习年限 

2 年 3.94 

F=2.71 
2.5 年 3.94 
3 年 3.95 

3 年以上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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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论文投入时间 连续变量 — — 

学位论文的选题来源 

本职工作 3.91 

F=5.867*** 所参与的课题和项目 4.10 
导师拟定 3.84 

学术导师的指导作用 

很小 3.11 

F=181.39*** 

较小 3.20 
一般 3.44 
较大 3.78 
很大 4.08 

实践导师的指导作用 

没有帮助 3.83 

F=32.662*** 

有点帮助 3.70 
一般 3.79 

比较大 3.91 
非常大 4.13 

 
性。不同学习年限、撰写论文时间投入与研究生学

位论文质量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 

2.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论文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五个有序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分析

MPA 学位论文质量的影响因素，模型 1 对导师指导

和论文选题等与学位论文质量关系最直接的因素进

行探讨；模型 2 则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了研究生

的学习科研经历等因素；模型 3 是在模型 2 的基础

上加入了研究生的就读学校层次和前置学校等因

素；模型 4 是在模型 3 的基础上加入了研究生的性

别、年龄、婚姻状况和工作年限等个体特征因素；

模型 5 是在模型 4 的基础上加入了研究生的工作单

位性质作为 MPA 研究生的个体特征因素（分析结果

见表 3）。 

 
表 3  MPA 学位论文质量的影响回归模型结果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学术导师的指导作用 
0.842*** 

（0.076） 
0.751*** 

（0.078） 
0.764*** 

（0.078） 
0.791*** 

（0.079） 
0.788*** 

（0.079） 

实践导师的指导作用 
0.225*** 

（0.042） 
0.107** 

（0.047） 
0.103** 

（0.047） 
0.099** 

（0.047） 
0.102** 

（0.047） 

论文写作时间 
0.016** 

（0.007） 
0.012* 

（0.007） 
0.012 

（0.007） 
0.010 

（0.008） 
0.011 

（0.008） 

学位论文的选题来源（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参

与的课题和项目）（对照组为来自本职工作） 
0.735*** 

（0.237） 
0.581** 

（0.243） 
0.558** 

（0.244） 
0.521* 

（0.279） 
0.532* 

（0.280） 

学位论文的选题来源（导师拟定） 
‒0.386 

（0.253） 
‒0.516** 

（0.261） 
‒0.496* 

（0.261） 
‒0.470* 

（0.275） 
‒0.485* 

（0.280） 

学位论文的选题来源（其他） 
‒0.039 

（0.160） 
0.078 

（0.165） 
0.078 

（0.165） 
0.049 

（0.173） 
0.071 

（0.170） 

入校前是否有科研经历  
0.432*** 

（0.126） 
0.422*** 

（0.129） 
0.463*** 

（0.133） 
0.466*** 

（0.134） 

读研期间是否参与过导师课题  
0.331*** 

（0.125） 
0.361*** 

（0.127） 
0.324** 

（0.132） 
0.325** 

（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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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培养质量的满意度  
0.230 

（0.170） 
0.244 

（0.173） 
0.171 

（0.175） 
0.181 

（0.176） 

对课程教学的满意度  
‒0.045 

（0.175） 
‒0.059 

（0.177） 
‒0.002 

（0.178） 
‒0.007 

（0.178） 

同伴学习积极程度  
0.308*** 

（0.064） 
0.322*** 

（0.065） 
0.326*** 

（0.067） 
0.324*** 

（0.067） 

学习年限（2.5 年）（对照组为 2 年学习年限）  
‒0.092 

（0.165） 
‒0.084 

（0.166） 
‒0.107 

（0.169） 
‒0.113 

（0.169） 

学习年限（3 年）  
‒0.004 

（0.108） 
0.037 

（0.110） 
0.029 

（0.113） 
0.028 

（0.113） 

学习年限（3 年以上）  
0.027 

（0.159） 
0.009 

（0.161） 
‒0.074 

（0.166） 
‒0.068 

（0.167） 

是否为“双一流”建设高校   
0.231*** 

（0.084） 
0.241*** 

（0.086） 
0.245*** 

（0.087） 

是否跨专业   
‒0.044 

（0.080） 
0.043 

（0.083） 
0.053 

（0.083） 

本科与 MPA 同校   
0.051 

（0.126） 
0.023 

（0.129） 
0.025 

（0.129） 

性别为男性    
0.299*** 

（0.087） 
0.295*** 

（0.088） 

年龄    
0.028 

（0.025） 
0.028 

（0.025） 

婚姻状况为未婚（与已婚相比）    
0.006 

（0.099） 
0.002 

（0.099） 

工作年限    
0.005 

（0.023） 
0.004 

（0.023） 

单位性质为党政机关（参照组为“其他”）     
0.247 

（0.190） 

单位性质为事业单位     
0.355* 

（0.200） 

单位性质为国有企业     
0.399* 

（0.234） 

分界点 1 
‒3.295*** 

（1.070） 
‒2.134* 

（1.102） 
‒1.909* 

（1.111） 
‒0.806 

（1.259） 
‒0.519 

（1.274） 

分界点 2 
‒0.690 

（0.446） 
0.487 

（0.523） 
0.720 

（0.538） 
1.815** 

（0.840） 
2.102** 

（0.866） 

分界点 3 
3.600*** 

（0.346） 
4.811*** 

（0.432） 
5.052*** 

（0.450） 
6.124*** 

（0.781） 
6.412*** 

（0.812） 

分界点 4 
6.483*** 

（0.369） 
7.765*** 

（0.458） 
8.006*** 

（0.476） 
9.116*** 

（0.799） 
9.409*** 

（0.830） 

观测数 2560 2541 2515 2391 2390 
Wald 卡方 207.08 266.01 271.94 299.21 302.47 

准 R2 0.0584 0.0749 0.0769 0.0840 0.0847 
注：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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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 1 中可以发现，从导师的指导作用来看，

学术导师和实践导师的指导对 MPA 学位论文质量

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学术导师和实践导师在研

究生指导方面发挥的作用越大，其学位论文质量更

高的概率也越大，且学术导师的指导作用对论文质

量的影响程度大于实践导师。这说明学术导师的指

导仍然是决定专业硕士学位论文质量的关键因素。

同时，实践导师对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的指导作用也

不容小觑，这是因为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需

要有实践经验的导师参与教育教学指导，这些实践

导师多为行业领军人物，他们不仅熟悉行业前沿进

展而且具备丰富的业界资源，在他们的带领和指导

下，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可以对现实问题有更加深

刻的认识，从而能够撰写出高质量的学位论文。其

次，从学位论文的选题来源看，与选题来自于本职

工作相比，选题来自研究生就读期间所参与课题项

目的研究生，其学位论文质量获得高评价的概率更

大，说明结合自己参与的科研课题进行选题写作的

研究生，更有可能通过学用结合，写出高质量的学

位论文。同时，论文撰写的时间投入也对学位论文

质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论文撰写时间投入越多，

论文质量获得高评价的概率也更大。 

在模型 2 中，把导师指导、论文写作投入和研

究生的学习科研经历共同放入模型中分析发现，除

了学术导师和实践导师的指导、论文写作时间和选

题来源之外，MPA 研究生入校前的科研经历（与没

有科研经历相比）、参与导师课题项目（与没有参与

过相比）、同伴学习效应都对其学位论文质量具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作用。首先，与其他研究生相比，入

学前具有科研经历的研究生，往往接受过规范性的

学术训练，科研能力较好，因此学位论文质量也比

较好。其次，对于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而言，在处

理好工学矛盾的前提下参与导师的课题或项目研

究，是非常宝贵的学术训练机会，可以提高他们的

写作能力，帮助他们的学位论文获得更高质量的评

价。最后，从同伴效应来看，由于学生在校的表现

可能会受到其同伴的影响，所以与同伴之间的互动

是影响教育收获的重要因素之一[13]。本文的研究也

证实，学习同伴积极性越高的研究生，其学位论文

的质量高的概率也越大。MPA 研究生虽然绝大多数

都是在职学习，但是研究生之间的互相影响作用也

非常重要，良好的“学风”不仅是完成学业的重要

保障，也会带动研究生在论文写作方面互相学习、

互相追赶，努力向优秀看齐。 

模型 3 加入了 MPA 研究生就读学校类型、研究

生的前置专业和本科学校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除

了上述影响因素之外，学校类型对 MPA 学位论文质

量具有显著性影响，与非“双一流”建设高校相比，

“双一流”建设高校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质量更高，

而 MPA 研究生的前置专业和本科学校对于其学位

论文质量不具有显著性影响。之所以学校类型会对

学位论文质量具有显著性影响，是因为与非“双一

流”建设高校相比，“双一流”建设高校能为专业学

位硕士研究生撰写论文提供更高的平台、更多的资

源和更好的指导，所以学位论文质量也“水涨船高”。

同时，前置专业和本科学校对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学

位论文质量不具有显著性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不同

于理科专业学位类别的研究生需要一定的基础知识

积累，公共管理是一个应用型专业，不仅没有太高

的专业壁垒，而且更加强调交叉学科背景。同时，

由于绝大部分 MPA 研究生都是在职学习，读研期间

的专业学习情况、论文写作投入、导师指导水平更

直接关系到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质量，而本科期间的

专业、本科学校类型对于学位论文质量的影响则显

得相对微弱。 

模型 4 加入了 MPA 研究生的性别、年龄、婚姻

状况和工作年限等个体特征进行分析，结果发现，

与女性研究生相比，男性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质量获

得高评价的概率显著更大。这可能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公共管理专业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

MPA 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多聚焦于对现实热点问题

的分析与探讨，与女性相比，男性研究生往往拥有

较为广泛的社会资源，因此在资料搜集和论文写作

方面能获得更大的支持。二是由于绝大部分 MPA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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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都是在职读研，相对于男性研究生，大多数女

性研究生可能还承担着照顾家庭和照看子女的责

任，因此在研究生学习和论文写作精力投入方面可

能会比男性研究生少一些，学位论文的质量也会因

此受到影响。 

模型 5 加入了 MPA 研究生的工作单位性质进行

分析，结果发现，除了模型 1 至模型 4 所发现的影

响因素之外，工作单位性质也会对 MPA 研究生的学

位论文质量具有显著性的影响（仅在 10%的水平上

部分显著）。具体而言，与单位性质为其他类型的

MPA 研究生相比（社会组织、私营企业等），来自

于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 MPA 研究生，其学位论文

质量获得高评价的概率更大。之所以在事业单位和

国有企业工作的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获得高评价的

机会更大，可能是因为 MPA 培养的是公共管理人

才，来自于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的 MPA 研究生在公

共行政实务方面比来自于其他部门的研究生有更多

的工作经验和直观感悟，这些经历不仅可以为学位

论文写作提供丰富的素材，也有利于提升他们的学

位论文质量。 

五、结论与展望 

1.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全国范围的公共管理硕士毕业生调

查，对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状况和影响因素进

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包括： 

第一，从学位论文质量状况来看，不同特征群

体的公共管理硕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质量方面存在

显著性差异。不同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的专业学

位硕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质量方面存在显著性差

异；入学前是否有科研经历、读研期间是否参与过

课题研究、对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不同满意

度评价、学位论文不同选题来源、接受学术导师和

实践导师不同程度指导的研究生，在学位论文质量

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 

第二，学校特征、学习科研经历和导师指导对

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具有显著性影响。学术导

师和实践导师的指导作用越大，研究生的学位论文

质量评价就越高。读研前具有科研经历、研究生期

间参与过导师课题、学位论文选题来源于所参与的

课题和项目、研究生学习积极性越高，专业学位硕

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质量就越高。与其他类型的高

校相比，“双一流”建设高校的专业硕士学位论文质

量评价较高。 

第三，从个体特征和单位类型来看，性别和工

作单位性质对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的质量具

有显著性影响。研究发现，与女性研究生相比，男

性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质量获得高评价的概率更大。

与来自于私企或社会组织的研究生相比，工作单位

性质为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研究生，学位论文质

量获得高评价的概率更大。同时，年龄、工作年限

和婚姻状况等变量对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质

量并无显著影响。 

2.建议与展望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了进一步提升专业硕士

学位论文的质量，本文提出相关建议如下： 

第一，坚持双导师制人才培养特色，充分调动

实践导师的指导积极性，助力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写出高质量的学位论文。双导师制是专业学位研究

生培养的特色所在，本研究发现学术导师和实践导

师的指导均对专业硕士学位论文质量具有显著性影

响，因此建议学术导师和实践导师要进一步加强对

研究生的联合指导，在学位论文选题、数据调查和

写作分析等方面给予专业支持。同时，培养单位要

进一步细化专业学位论文的奖励办法，对获评优秀

学位论文的指导教师和研究生给予适当奖励，通过

正向激励，促进专业硕士学位论文质量的整体提升。 

第二，在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环节，增强

论文写作教育和针对性科研训练。本研究发现，研

究生的科研经历对学位论文质量具有显著性的影

响，因此，为了进一步提升专业硕士学位论文质量，

培养单位一是要鼓励和支持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积

极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通过科研训练提升其科研

能力；二是要加强对研究方法、论文写作等课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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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力度，通过针对性的教学，提升研究生的学位

论文研究和写作能力；三是争取将专业学位研究生

群体纳入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专项学

术训练活动的覆盖范围，为研究生进行团队科研实

训活动提供更充分的支持和保障，帮助他们提升学

术研究能力和写作能力。 

第三，进一步加强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班级

学风建设，充分发挥同伴学习效应，为完成高质量

的学位论文提供支持。本研究发现，与非“双一流”

建设高校相比，“双一流”建设高校的专业硕士学位

论文质量显著更高，同时同伴学习积极性对学位论

文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为了提高学位论文质

量，培养单位不仅要按照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的要求，借鉴相关高校的先进经验和做法，进一步

提升本单位的人才培养能力和水平，为研究生写出

高质量的学位论文提供支持，同时，还可以通过进

一步加强班风和学风建设，发挥同伴学习的积极效

应，鼓励学生之间互帮互助，共同完成高质量的学

位论文。 

第四，加快成立专门的专业硕士学位论文质量

评审平台，对专业硕士学位论文质量进行更精准的

评价。《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

明确指出，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要进一步强化专业

学位论文应用导向，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可以调研报

告、规划设计、产品开发、案例分析、项目管理、

艺术作品等为主要内容，以论文形式呈现。为了进

一步体现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特色、提升学

位论文质量，建议加快成立专门的专业硕士学位论

文质量评审平台，通过构建符合专业学位硕士研究

生教育实际的学位论文评价体系，引导专业学位硕

士研究生结合工作经历和行业前沿问题进行选题和

写作，争取推出一大批具有专业学位特色的高质量

学位论文。 

最后要指出的是，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本研

究还存在很多局限，一是由于学位论文外审结果的

保密性，本研究中的学位论文质量，仅为答辩委员

会对学位论文质量的总体评价，缺乏论文分项质量

信息，这导致研究者无法深入分析学位论文质量之

间的具体差异。二是研究者没有采集到同类学科的

学术学位研究生的硕士学位论文质量信息，缺乏横

向比较，未能深入呈现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独有的影

响因素。针对上述不足，期待在未来的研究中继续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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