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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持续追踪研究生对研究生教育的满意度情况，对全国 109 个研究生培养单位的 63166 位研究生进

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不同研究生群体对研究生教育的满意度呈现均衡化趋势；专业学位研究生满意

率连续五年高于学术学位研究生；研究生对课程教学、科研训练、管理与服务的部分方面满意率相对较低。对

调查结果作出了初步解释，并根据调查反映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提高研究生满意度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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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满意度是反映、监测和评估研究生教育

质量的一个重要维度与指标。开展研究生满意度调

查、分析和研究，对于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和推动

研究生教育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自 2012 年

起，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社、北京理工大学研究

生教育研究中心在各研究生培养单位的支持下，连

续组织开展年度全国研究生满意度调查研究，并且

不断改进调查设计，扩大调查样本，丰富调查方法，

提高研究生满意度调查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连

续几年的研究生满意度调查取得了重要发现和成

果，受到了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研究生培养单位

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发挥了咨询作用。2018 年的研

究生满意度调查研究情况如下： 

一、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 

本次满意度调查对象来自 109 个研究生培养单

位，其中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35 所，一流学科建设高

校 28 所，其他高校 46 所。本次调查共向 11 个研究

生培养单位发放纸质问卷 14000 份，回收问卷 13200
份，回收率 94.3%；有效问卷 12147 份，问卷有效

率 92.0%①。回收微信版问卷 51517 份，有效问卷

51019 份，问卷有效率 99.0%。有效问卷总数为 63166
份。其中，一流大学建设高校问卷 28903 份，占

45.8%；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19550 份，占 31.0%；其

他高校 14713 份，占 23.2%（见图 1）。 

 
图 1  不同类型培养单位调查样本分布 

调查对象按性别分，男生 28636 人，占 45.3%，

女生 34530 人，占 54.7%。按培养层次分，硕士研

究生 55219 人，占 87.4%，博士研究生 7947 人，占

12.6%；硕士研究生中，一年级 23073 人，二年级

19613 人，三年级 12533 人；博士研究生中，一年

级 2628 人，二年级 2288 人，三年级 1699 人，四年

级及以上 1332 人。按不同学习方式分，全日制研究

生 61730 人，非全日制研究生 1436 人。按培养类型

分，学术学位研究生 42042 人，占 66.6%（具体学

科分布情况见表 1），专业学位研究生 21124 人，占

33.4%。 

 
①本调查的无效问卷是指在 53 道题中超过 10 道题没有填答的问卷，除此之外皆为有效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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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学术学位研究生按学科分类情况 

学科门类 人数 比例（%） 

工学 16534 39.4 
理学 7643 18.2 

管理学 3106 7.4 
医学 2494 5.9 
文学 2196 5.2 
法学 2130 5.1 

经济学 1954 4.6 
农学 1805 4.3 

教育学 1791 4.3 
哲学 869 2.1 

历史学 815 1.9 
艺术学 644 1.5 
军事学 61 0.1 
合计 42042 100 

 

较之 2017 年的满意度调查，本次调查有效样本

数量增加了 6000 余份；调查对象来自 109 个培养单

位，参与调查的培养单位结构更加优化，这进一步

保证了本次调查的代表性和科学性；本次满意度调

查的数据呈现继续保持了均值、中位数、标准差三

个统计量，以便各参与调查的研究生培养单位能够

更好地分析运用本校的调查数据。 

二、满意度调查结果 

1.研究生总体满意度 
研究生对研究生教育的总体满意率达到 71.2%

（见表 2）。其中，研究生对课程教学的满意率为

69.0%，对科研训练的满意率为 69.1%，对指导教师

的满意率为 84.2 %，对管理与服务的满意率为

70.1%。 
（1）不同性别群体相比，男生对研究生教育的

总体满意率为 71.0%，女生对研究生教育的总体满

意率为 71.4%（见图 2）。 

表 2  2018 年研究生总体满意度 

 比例（%） 满意率（%）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非常满意 29.0 

71.2 3.92 4 0.93

比较满意 42.2 

一般 22.6 

不太满意 4.6 

非常不满意 1.6 
 

 
图 2  不同性别研究生总体满意度比较 

（2）在各类培养单位中，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研

究生对研究生教育的总体满意度最高，满意率达到

了 72.6%，其次是一流大学建设高校（72.2%），其

他高校对研究生教育的总体满意度最低，满意率为

67.3%（见图 3）。 

 
图 3  不同类型培养单位研究生总体满意度比较 

（3）在各学科门类学术学位研究生中，哲学研

究生的总体满意度最高，满意率达到 80.1%。除哲

学外，其他学科门类中研究生总体满意率由高到低

分别为艺术学（79.7%）、农学（74.0%）、历史学

（73.6%）、文学（73.1%）、理学（72.6%）、法

学（71.5%）、医学（70.6%）、经济学（70.4%）、

工学（70.4%）、管理学（66.3%）、军事学（63.9%）、

教育学（61.7%）（见图 4）。 
（4）博士生的总体满意度高于硕士生。博士生

的总体满意率为 74.1%，硕士研究生的总体满意率

为 70.8%（见图 5）。 
（5）非全日制研究生的总体满意度高于全日制

研究生。非全日制研究生的总体满意率达 74.2%，

全日制研究生总体满意率为 71.1%（见图 6）。 
（6）不同年级研究生相比，博士一年级研究生

对研究生教育的总体满意度最高，满意率为 77.5%，

其次为硕士三年级（75.2%）、博士二年级（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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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三年级（72.9%）、硕士一年级（70.9%）、博

士三年级以上（70.4%），硕士二年级研究生对研究生

教育的总体满意度最低，满意率仅为 67.9%（见图 7）。 
2.课程教学满意度 
研究生对课程教学的满意率为 69.0%，比总体

满意度低 2.2 个百分点（见表 3）。 

（1）在各类培养单位中，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研究生对课

程教学的满意度最高，满意率达

到了 71.2%，其他高校研究生满

意率最低，仅为 66.7%（见图 8）。 
（2）研究生对课程体系合

理性的评价相对偏低，满意率只

有 65.3%（见表 4），低于对课

程教学的总体评价。 
（3）研究生对课程前沿性

的评价也低于对课程教学的总

体评价，满意率只有 65.7%（见

表 5）。 
表 3  研究生对课程教学的满意度 

 比例（%）满意率（%）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非常满意 28.7 

69.0 3.88 4 0.95

比较满意 40.3 
一般 23.4 

不太满意 5.8 
非常不满意 1.8 

表 4  研究生对课程体系合理性的评价 

 比例（%）满意率（%）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非常满意 26.8 

65.3 3.81 4 0.98 

比较满意 38.5 

一般 25.8 

不太满意 6.9 

非常不满意 2.0 

表 5  研究生对课程前沿性的评价 

 比例（%）满意率（%）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非常满意 28.3 

65.7 3.83 4 0.98

比较满意 37.4 

一般 25.7 

不太满意 6.6 

非常不满意 2.0 

 
（4）研究生对教师教学水平的评价较高，对教

师教学方法的评价相对较低，有 78.3%的研究生对

教师的教学水平表示满意，70.5%的研究生对教师的

教学方法表示满意（见表 6），两者均高于研究生

对课程教学的总体满意度。 

图 4  各学科门类研究生总体满意度 

图 5  不同层次研究生总体满意度比较 

图 6  不同学习方式研究生总体满意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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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于课程教学的效果，研究生的评价普遍

偏低。对课程教学在夯实知识基础、学习科研方

法、了解学科前沿几个方面的作用，研究生选择

“很大”和“较大”的比例分别只有 66.4%、69.5%、

68.8%；课程教学在增加学习兴趣、提升实践能力、

提高创新能力三个方面作用也较弱，分别仅有 61.2%、

61.1%、59.9%的研究生选择了“很大”和“较大”

（见表 7）。  
3.科研训练满意度  
研究生对科研训练的满意率为

69.1%，比总体满意度低 2.1 个百分

点（见表 8）。 
（1）在各类培养单位中，一流

大学建设高校研究生对科研训练的

满意度最高，满意率达到了 70.4%；

其次是一流学科建设高校（69.4%），

其他高校研究生对科研训练的满意

率最低，仅为 66.2%（见图 9）。 
（2）就培养层次而言，博士生

对科研训练的满意度高于硕士生。

博士生对科研训练的满意率达到

77.0%，而硕士生对科研训练的满意

率为 68.0%（见图 10）。 
（3）研究生对参与科研项目的

学术含量评价较低，表示参与科研

项目的学术含量“很高”和“较高”

的比例为 60.6%（见表 9）。 

表 8  研究生对科研训练的满意度 

 比例（%）满意率（%）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非常满意 30.1 

69.1 3.89 4 0.97

比较满意 39.0 

一般 23.0 

不太满意 5.9 

非常不满意 2.0 

图 7  不同年级研究生总体满意度比较 

 
图 8   不同培养单位研究生对课程教学的满意度比较 

表 6  研究生对教学方法和教学水平的评价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不太满意（%）非常不满意（%）满意率（%）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教学方法 30.8 39.7 22.9 4.9 1.7 70.5 3.93 4 0.94

教学水平 36.4 41.9 17.2 3.2 1.3 78.3 4.09 4 0.89
 

表 7  研究生对课程教学作用的评价 

 很大（%） 较大（%） 一般（%） 较小（%） 很小（%） 满意率（%）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夯实知识基础 29.9 36.5 25.4 5.8 2.4 66.4 3.86 4 0.99 

增加学习兴趣 27.3 33.9 29.1 6.9 2.8 61.2 3.76 4 1.0 

了解学科前沿 33.0 35.8 23.7 5.2 2.3 68.8 3.92 4 0.99 

学习科研方法 33.6 35.9 22.9 5.4 2.2 69.5 3.93 4 1.0 

提高创新能力 29.0 30.9 29.6 7.4 3.1 59.9 3.75 4 1.0 

提升实践能力 29.9 31.2 27.7 7.6 3.6 61.1 3.76 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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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生对所获科研补贴的评价依然很

低。对科研补贴表示满意的研究生仅占 42.8%（见

图 11）。  
（5）关于科研训练的效果，研究生更加认可科

研训练对于提升自身学习能力和学术素养的作用，

在这两个方面选择“很大”和“较大”的比例分别

为 87.1%和 84.2%。研究生对于科研训练在提升自

身就业竞争力方面的作用评价相对较低，在这方面

选择“很大”和“较大”的比例只有

68.3%（见图 12）。 
4.指导教师满意度  
研究生对指导教师的满意率为

84.2%（见表 10）。对指导教师的满意

度不仅远高于总体满意度（高 13 个百

分点），也高于课程教学、科研训练、

管理与服务等维度的总体满意度。 
（1）研究生对导师道德修养和学

术水平的评价相对较高（满意率分别

达到了 90.7%和 87.9%）；对导师指导

水平也较为认可，满意率达到了 85.3%，

对导师指导频率的评价相对较低，满意率

为 79.1%（见表 11）。 
 

（2）关于导师对研究生各方面素质的

影响，研究生的评价普遍较高。其中，在

道德修养和治学态度方面，研究生的评价

更高一些，表示导师对自身道德修养、治

学态度影响“很大”和“较大”的比例分

别为 85.7%和 85.5%。研究生表示导师对自

身学术兴趣的影响“很大”和“较大”的

比例相对低一些，为 76.9%（见图 13）。 
 

 

 
图 9  不同类型培养单位研究生对科研训练的满意度比较 

表 9  研究生对参与科研项目的学术含量评价 

 比例（%） 满意率（%）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很高 19.0 

60.6 3.65 4 1.0 

较高 41.6 
一般 31.8 
较低 5.1 
很低 2.5 

 
图 11   研究生对科研补贴的满意度 

图 12    研究生对科研训练作用的评价 

图 10  不同层次研究生对科研训练的满意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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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管理与服务满意度 
研究生对培养单位管理与服务的满意率为

70.1%，比总体满意度低 1.1 个百分点（见表 12）。 
在管理与服务各子项中，研究生对图书馆的满

意度相对较高（满意率为 77.9%），对奖学金制度、

“三助”岗位、学生管理以及学术交流机会方面的满

意率超过了 60%；研究生对食堂、宿舍、就业指导与

服务的满意度较低，满意率分别只有 58.9%、57.3%
和 58.4%，其中对宿舍的满意度最低（见表 13）。 

6.专业学位研究生满意度 
（1）专业学位研究生对研究生教育的总体满意

度高于学术学位研究生。调查对象中，专业学位研

究生人数为 21124，占总体的 33.4%。专业学位研究

生对研究生教育的总体满意率为 72.0%，比 2017 年

提高了 0.7 百分点（71.3%），高于学术学位研究生

的总体满意率（70.9%）。专业学位研究生对课程教

学、管理与服务方面的满意度高于学术学位研究生，

但专业学位研究生对科研训练和指导教师的满意度

低于学术学位研究生（见图 14）。 
（2）在各类培养单位中，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专

业学位研究生对研究生教育的总

体满意度最高，满意率达到了

74.9%，其次是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72.4%），其他高校专业学位研

究生对研究生教育的总体满意度

最低，满意率为 67.5%（见图 15）。 
（3）拥有校外导师的专业学

位研究生比例依然偏低。仅有

28.6%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拥有校外

导师。专业学位博士生拥有校外导

师的比例（14.8%）远低于专业学

位硕士生（28.7%）。专业学位研

表 10  研究生对指导教师的满意度 

 比例（%） 满意率（%）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非常满意 52.6 

84.2 4.30 5 0.92

比较满意 31.6 

一般 11.0 

不太满意 2.9 

非常不满意 1.9 

表 11  研究生对指导教师各题项满意度评价 
 学术水平 道德修养 指导频率 指导水平

非常满意（%） 57.8 65.0 49.5 56.0 

比较满意（%） 30.1 25.7 29.6 29.3 

一般（%） 9.1 6.5 14.8 10.4 

不太满意（%） 1.8 1.5 4.0 2.6 

非常不满意（%） 1.2 1.3 2.1 1.7 

满意率（%） 87.9 90.7 79.1 85.3 

均值 4.41 4.51 4.20 4.35 

中位数 5 5 4 5 

标准差 0.83 0.80 0.96 0.90 

 

表 12  研究生对培养单位管理与服务的满意度 

 比例（%）满意率（%）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非常满意 30.7 

70.1 3.90 4 0.98

比较满意 39.4 
一般 22.1 

不太满意 5.5 
非常不满意 2.3 

表 13  研究生对管理与服务各维度满意度评价（%） 

项目 
非常

满意

比较 
满意 

一般 
不太

满意

非常

不满意

图书馆 38.6 39.3 16.3 3.7 2.1 
“三助”岗位 25.9 35.0 30.1 6.0 3.0 
学生管理 27.3 36.5 27.2 5.9 3.1 
学术交流 26.3 34.3 28.2 7.8 3.4 

奖学金制度 25.5 35.3 26.0 8.4 4.8 
就业指导与服务 25.2 33.2 30.4 7.6 3.6 

宿舍 24.6 32.7 24.3 10.3 8.1 
食堂 25.0 33.9 25.2 9.6 6.3 

图 13   研究生对导师影响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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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拥有校外导师的比例各年级差异较大，三年级

硕士生拥有校外导师的比例最高，为 55.6%；一年

级博士生拥有校外导师的比例最低，为 12.7%（见

表 14）。在拥有校外导师的专业学位研究生中，有

77.7%对校外导师表示满意（见图 16）。 
（4）32.4%的专业学位研究生进入实践基地参

加专业实践。专业学位博士生进入实践基地的比例

（34.7%）高于专业学位硕士生

（32.4%）。专业学位研究生进

入专业实践基地的比例各年级

差异较大，由于硕士生一年级

主要为课程学习，进入专业实

践 基 地 的 比 例 最 低 ， 仅 为

20.6%，二年级硕士生、三年级

硕士生和博士研究生进入专业

实践基地的比例均高于 30%
（见表 15）。在进入实践基地

的专业学位研究生中，有 81.4%
对自己在实践的专业实践基地

表示满意（见图 17）。 

图 15  不同类型培养单位专业学位研究生总体满意度比较

 
图 16  专业学位研究生对校外导师的满意度 

图 14  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研究生各项满意度比较 

表 14  专业学位研究生拥有校外导师情况（%） 

层次 年级 有校外导师的比例 

硕士 

一年级 16.0 
二年级 34.1 
三年级 55.6 

博士 

一年级 12.7 
二年级 15.8 
三年级 17.0 
四年级 16.7 

 

表 15  专业学位研究生进入专业实践基地情况（%） 

层次 年级 进入实践基地的比例

硕士 

一年级 20.6 
二年级 39.9 
三年级 51.4 

博士 

一年级 30.4 
二年级 42.1 
三年级 35.8 
四年级 33.3 

 
图 17  专业学位研究生对实践基地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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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与分析 

2018 年，研究生满意度调查课题组改进了调查

方式，扩大了调查范围，调查样本量有了一定程度

的增加，调查结果显示不同类型培养单位满意度差

距缩小、专业学位研究生满意度高于学术学位研究

生、部分方面满意度较低等几个主要特点。 

1.不同研究生群体对研究生教育的满意度呈现

均衡化趋势 

从 2012 年到 2018 年，不同研究生群体对研究

生教育的总体满意度的差别呈缩小趋势。从性别角

度看，男生与女生之间总体满意率的差距从 2012 年

的 4.6 个百分点（男生高于女生），缩小到 2014 年

的 0.9 个百分点，2015 年、2016 年、2017 年男生和

女生满意度基本持平，2018 年男生与女生之间总体

满意率的差距为 0.4 个百分点（女生高于男生）。从

学位层次来看，2012 年博士生的满意率比硕士生高

出近 10 个百分点，但 2018 年这一差距只有 3.3 个百

分点。但更有意义的是不同类型高校研究生满意度之

间的差距出现了明显的缩小趋势。2012 年，表现最

差的其他高校（以地方高校为主）研究生的总体满意

率比表现最好的科研院所研究生的总体满意率低 15

个百分点左右；2018 年，总体满意度最低的仍是其

他高校，但它与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在总体满意率上的

差距缩小到了 5.3 个百分点。不同类型高校研究生教

育满意度的差距缩小，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研究生教

育质量出现均衡化发展趋势。经过研究生教育规模的

跨越式发展阶段之后，其他高校（主要是地方高校）

研究生培养规模迅速提高，经过持续的资源投入、人

才引进、经验积累，研究生培养的条件不断改进，培

养能力不断提高，特别是随着近些年研究生教育结构

的调整，不少地方高校将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重点

放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上，利用自身优势，探索与

地方行业企业紧密结合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取得

了较好的成效，得到了学生的认可，因而缩小了与重

点建设高校研究生教育满意度的差距。尤其是专业学

位研究生的总体满意度，一流学科建设高校（74.9%）

已经超过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72.4%）。 

2.专业学位研究生满意率连续五年高于学术学

位研究生 

从 2012 年到 2018 年，专业学位研究生在调查

对象中的比例从 18.8%提升至 33.4%，同时，相对

于学术学位研究生，专业学位研究生对研究生教育

的满意度也不断提高。2012 年和 2013 年，专业学

位研究生的满意度低于学术学位研究生，但从 2014

年开始，专业学位研究生满意度反超学术学位研究

生，到 2018 年已连续五年高于学术学位研究生。这

是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

从 2009 年开始积极发展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

生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规模持续扩大。虽然教育

主管部门一再强调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处于同一层

次、不同类型，但在扩招之初，专业学位研究生比

例不高，社会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认可度较低，

专业学位研究生生源质量较差，培养单位和导师对

专业学位研究生重视不够，专业学位研究生独特的

培养模式尚未形成，自然导致专业学位研究生自身

对专业学位认同感较低，对研究生教育的满意度低

于学术学位研究生。经过几年的发展，在教育主管

部门的引导下，专业学位研究生在研究生中的比例

日益提高，甚至在很多学校专业学位研究生成为硕

士研究生的主体，培养单位越来越重视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积极探索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与方

法，政府、行业、企业也积极参与到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中来，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独特的培养模式

逐渐形成，优势逐渐显现，生源质量明显好转，培

养质量稳步提高，社会认可度也逐年提升，专业学

位研究生的满意度上升甚至超过学术学位研究生，

就是水到渠成之事。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目前存在的问题。从 2012 年开始，专业学位研究

生拥有校外导师的比例一直偏低，2018 年仅有

28.6%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拥有校外导师，专业学位博

士生拥有校外导师的比例更低，只有 14.8%。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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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研究生进入实践基地参加专业实践的比例也一

直很低，2018 年仅有 32.4%的专业学位研究生进入

实践基地参加专业实践。因此，如何提高专业学位

研究生拥有校外导师的比例、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

进入实践基地进行专业实践的比例，是提高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亟待解决的问题。 

3.研究生对某些方面满意度较低 

整体来看，研究生对课程教学、科研训练、管

理与服务的部分方面满意度相对较低。具体来看，

在课程教学环节，研究生对课程体系合理性、课程

内容前沿性、课程教学对自身作用的评价偏低，仅

对教师的教学水平的评价较高。在科研训练环节，

研究生对科研项目的学术含量、科研补贴的数量满

意度较低，对科研训练在提升自身学习能力和学术

素养中的作用评价较高。在管理与服务方面，除对

图书馆评价较高外，研究生对学生管理、“三助”

岗位、学术交流、奖学金、就业指导与服务、宿舍

和食堂等各方面的满意度都比较低。这些方面无疑

是研究生教育的“短板”，有待加强和改进。为此，

我们提出如下建议：一是按照教育部《关于改进和

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的意见》，真正重视课程教学

在研究生教育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大课程教学改革

力度，分类构建符合研究生成长成才需要的课程体

系，提高课程的前沿性，加强课程教学管理与监督，

切实为学术学位研究生开展科学研究、为专业学位

研究生开展专业实践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是重视科

研训练在研究生培养中的主渠道作用，按照培养研

究生科学研究、实践研究能力的要求，给研究生提

供充足的参与重大科研项目的机会，加强科研过程

中的指导和培养，让研究生通过参与高水平科研项

目培养从事科学研究的志趣，学会科学研究的方法

和规范，形成独立及合作开展科学研究的基本素

养。三是继续加大研究生教育投入，创新研究生

教育管理方式方法，增加服务意识和能力，为研

究生学习和研究提供充足的教育资源，营造浓厚

的学术氛围，创造有利于研究生成长成才的条件

和环境。  

（责任编辑  刘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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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 165 篇存在问

题的博士学位论文为研究对

象，对学位论文的作者在读

期间发表论文的数量、质量、

时间以及发表论文与学位论

文质量的关系进行统计分

析。结果表明：博士生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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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些“问题论文”作者普遍存

在的现象。 
关键词：学术论文；高

水平论文；博士学位论文；

质量 
作者简介：赵世奎，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

学 学 院 研 究 员 ， 北 京 
100191；宋晓欣，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博

士研究生，北京 100191；沈

文钦，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

教授，北京 100871。 

一、问题的提出 

博士学位论文是衡量

博士生能否获得学位的重

要依据，也是博士生学术水

平与研究能力的集中体现。

大量研究表明，博士学位论文质量受到多种因素的

影响。例如，孔令夷通过建构解释结构模型，采用

“手段—目的分析”网络方法发现，博士学位论文

质量与院校实力、博士生导师遴选制度、博士生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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