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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问题及与职业资格认证衔接等问题。然而，在当

今市场经济主体多元化和企业类型多样化背景下，

社会对于高端工程专业人才的需求是在不断增长

的，这种严格限定招生范围的做法，必然会在一定

程度上会影响未来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的可持续发展。此外，我国现阶段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与职业资格认证衔接体系还不健全，尤其是工

程行业涉及领域广泛，各个工程领域职业资格认证

所属部门繁多、认证标准不一，导致职业资格证书

的含金量差异较大。

因此，我国一方面要合理确定工程类专业学位

博士研究生的招生标准，适度扩大全日制工程类博

士研究生的招生比例，从而吸引更多应届毕业生和

企业的优秀工程人才攻读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

生；另一方面，还要加强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

生教育与职业资格之间的有效衔接，建立更加规范、

系统的工程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增强工程类博士研

究生教育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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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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个研究生培

养单位的 109253 位研究生进行

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研

究 生 对 研 究 生 教 育 的 总 体 满 意

率为 82.7%，达到历年最高；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满 意 度 连 续 七 年

高于学术学位研究生；研究生对

指 导 教 师 的 满 意 度 高 于 对 研 究

生教育其他方面的满意度；研究

生 的 科 研 与 实 践 参 与 率 有 待 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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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是研究生教育的主要参与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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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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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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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了咨询参考作用。2020 年的调查研究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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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如下。

一、调查方法及样本情况

1.调查方法

2020 年研究生满意度调查问卷包含 40 道封闭

式选择题。除基本信息及个别具体问题外，各问卷

调查问题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将研究生的满意度

评价分为“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

非常不满意”五个级别。

本次满意度调查向参与满意度调查的研究生培养

单位发放电子版调查问卷。问卷分定制版和通用版两

种形式，定制版为每个培养单位生成唯一的二维码，

通用版则向所有研究生培养单位开放。电子版问卷可

以通过邮件、微信、QQ等多种方式进行发放和填写。

2.调查样本

本次满意度调查对象来自 112 个研究生培养单

位，其中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32 所，一流学科建设高

校 32 所，其他高校 48 所。调查采用电子问卷的调

查形式，共回收问卷 110256 份，有效问卷 109253
份，问卷有效率 99.1%。其中，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问卷 49188 份，占 45.0%；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34169
份，占 31.3%；其他高校 25896 份，占 23.7%。

调查对象按性别分，男生 47416 人，占 43.4%；

女生 61837 人，占 56.6%。按培养层次分，硕士研究

生 95087 人，占 87.0%；博士研究生 14166 人，占

13.0%。硕士研究生中，一年级 40259人，二年级 31784
人，三年级及以上 23044 人；博士研究生中，一年级

4843 人，二年级 3424 人，三年级 2768 人，四年级

及以上 3131 人。按学习方式分，全日制研究生 99862
人，非全日制研究生 9391 人。按培养类型分，学术

学位研究生 62843 人，占 57.5%（具体学科分类情况

见表 1），专业学位研究生 46410 人，占 42.5%。

较之 2019 年的满意度调查，本次调查有效样本

数量增加了 26795 份，调查对象来自全国 112 个培

养单位，参与调查的研究生年级分布更加优化，这

进一步保证了调查的代表性与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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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82.7%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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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19 34.40

理学 13109 20.86

管理学 4578 7.28

法学 4259 6.78

医学 3883 6.18

教育学 3112 4.95

文学 3941 6.27

经济学 1625 2.59

农学 2545 4.05

历史学 1478 2.35

艺术学 1526 2.43

哲学 1097 1.75

军事学 71 0.11

合计 62843 100

表 2 2019 年研究生总体满意度

选项 比例（%）满意率（%）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非常满意 34.8

82.7 4.14 4 0.79

比较满意 47.9

一般 14.3

不太满意 2.4

非常不满意 0.6

（1）不同性别群体相比，男生对研究生教育的

总体满意率为 83.1%，女生对研究生教育的总体满

意率为 82.3%（见图 1）。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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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2%，其次是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满意率为

82.5%；其他高校研究生的总体满意度最低，满意率

为 81.0%。

（3）在各学科门类学术学位研究生中，军事学

研究生的总体满意度最高，满意率达到 94.4%。除

军事学外，其他学科门类研究生总体满意率由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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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学科门类研究生总体满意度

低分别为历史学（86.7%）、艺术学（86.2%）、哲

学（86.0%）、法学（85.5%）、农学（83.7%）、

文学（83.6%）、理学（82.2%）、工学（82.0%）、

医学（80.9%）、管理学（79.4%）、经济学（79.1%）、

教育学（78.3%）（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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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7%，硕士研究生的总体满意率

为 82.3%（见图 3）。

图 3 不同层次研究生总体满意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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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86.4%，

全日制研究生总体满意率为 82.3%（见图 4）。

（6）不同年级研究生相比，博士一年级研究生的

总体满意度最高，满意率为 89.7%；其次为硕士一年

级（85.3%）、博士二年级（84.5%）、硕士三年级

（81.9%）、博士三年级（81.2%）、博士四年级及以

上（80.5%）研究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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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1%（见图 5）。

图 4 不同学习方式研究生总体满意度比较

图 5 不同年级研究生总体满意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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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教学满意度

研究生对课程教学的满意率为 80.4%，比总体

满意率低 2.3 个百分点（见表 3）。

表 3 研究生对课程教学的满意度

选项 比例（%）满意率（%）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非常满意 34.4

80.4 4.10 4 0.82

比较满意 46.0

一般 16.1

不太满意 2.8

非常不满意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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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为 80.1%；其他高校研究生对课

程教学的满意率为 78.7%（见图 6）。

图 6 不同类型培养单位研究生对课程教学的满意度比较

（2）学术学位研究生对课程体系合理性的评价

较低，满意率只有 76.5%，低于对课程教学的总体

评价（见表 4）。

表 4 研究生对课程体系合理性的评价

选项 比例（%）满意率（%）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非常满意 34.5

76.5 4.05 4 0.88

比较满意 42.0

一般 19.0

不太满意 3.3

非常不满意 1.2

（3）学术学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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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率为 76.6%（见

表 5）。

表 5 研究生对课程前沿性的评价

选项 比例（%）满意率（%）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非常满意 36.1

76.6 4.07 4 0.88

比较满意 40.5

一般 18.9

不太满意 3.3

非常不满意 1.2

（ 4） 学 术 学 位 研 究 生 对 教 师 教 学 水 平

（85.8%）、教师授课责任心（86.7%）的评价较高，

对教师课业反馈（含课内外答疑、作业批阅意见等）

的评价相对较低。85.3%的研究生对教师的教学水

平表示满意，86.7%的研究生对教师授课责任心表

示满意，83.1%的研究生对教师课业反馈表示满意。

三者均高于研究生对课程教学的总体满意度（见

表 6）。

（5）对于课程教学的效果，学术学位研究生对

课程教学在夯实专业知识、了解学科前沿方面的作

用评价较高，选择“很大”或“较大”的比例为 85.7%、

82.5%；但对课程教学在提升思想道德、丰富人文素

养两方面作用的评价较低，选择“很大”或“较大”

的比例分别为 73.0%、73.4%（见表 7）。

3.科研训练满意度

参与过科研项目的研究生对科研训练的满

意率为 83.6%，比总体满意率高 0.9 个百分点（见

表 8）。

表 6 研究生对教学水平、教师责任心和教师课业反馈的评价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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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水平 45.0 40.3 11.9 1.9 0.9 85.3 4.27 4 0.81

教师责任心 47.9 38.8 10.7 1.7 0.9 79.4 4.31 4 0.80

教师课业反馈 42.9 40.2 13.9 2.0 1.0 83.1 4.22 4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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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研究生对课程教学作用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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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思想道德 36.3 36.7 22.3 3.1 1.6 73.0 4.03 4 0.92

丰富人文素养 38.3 35.1 21.1 3.7 1.8 73.4 4.04 4 0.95

夯实专业知识 47.7 38.0 11.9 1.7 0.7 85.7 4.30 4 0.80

了解学科前沿 45.1 37.4 14.5 2.1 0.8 82.5 4.24 4 0.84

学习科研方法 45.1 36.9 14.7 2.3 1.0 82.0 4.23 4 0.85

表 8 研究生对科研训练的满意度

选项 比例（%）满意率（%）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非常满意 35.2

83.6 4.16 4 0.76

比较满意 48.4

一般 14.2

不太满意 1.7

非常不满意 0.5

（1）在各类培养单位中，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研

究生没有参加过科研项目（课题）的比例最低，为

36.8%，其次是一流学科建设高校（45.0%），其他

高校这一比例最高（52.2%）。参与过科研项目（课

题）的研究生中，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研究生对科研

训练的满意率最高，为 52.5%，其次是一流学科建

设高校研究生，满意率为 46.5%；其他高校研究生

对科研训练的满意率最低，为 40.0%（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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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86.8%，硕士生对科研训练的满意率为 82.8%（见

图 8）。

（3）攻读当前学位期间，参加过科研项目（课

题）的研究生比例较低，表示参加过科研项目（课

题）的研究生占 57%，没有参加过科研项目的占

43%。参加过 1 项科研项目（课题）的占 30.3%，参

加过 2 项科研项目（课题）的占 16.6%，参加过 3
项科研项目（课题）的占 5.5%，参加过 4 项及以上

科研项目（课题）的占 4.5%。

（4）70.6%的学术学位研究生参加过学术会

议。只参加过 1 次学术会议的占 19.0%，参加过 2
次学术会议的占 15.3%，参加过 3 次学术会议的占

10.9%，参加过 4 次学术会议的占 4.7%，参加过 5
次学术会议的占 3.1%，参加过 6 次及以上学术会议

的占 17.6%。

（5）关于科研训练的效果，学术学位研究生

更加认可科研训练对于提升自身研究计划执行能

力、研究设计能力的作用，在这两个方面选择“很

大”或“较大”的比例分别为 89.3%和 85.6%。研

究生对于科研训练在提升自身写作能力与创新能

力方面的作用评价相对较低，在这两方面选择“很

大”或“较大”的比例分别为 84.6%、78.1%（见

图 9）。

图 7 不同类型培养单位研究生对科研训练的满意度比较

图 8 不同层次研究生对科研训练的满意度比较



2020. 8

33

本刊专稿

图 9 学术学位研究生对科研训练作用的评价

4.指导教师满意度

研究生对校内指导教师的满意率为 90.2%（见

表 9）。对指导教师的满意度不仅远高于总体满意

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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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9 研究生对指导教师的满意度

选项 比例（%）满意率（%）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非常满意 59.4

90.2 4.47 5 0.76

比较满意 30.8

一般 7.5

不太满意 1.5

非常不满意 0.8

（1）学术学位研究生对导师政治素质、师德师风

和学术水平的评价相对较高（满意率分别为 92.4%、

92.7%、90.7%）；对导师的指导能力也较为认可，

满意率达到 88.3%；对导师指导频率的评价相对较

低，满意率为 83.7%（见表 10）。

（2）对于导师指导的效果，学术学位研究生的

评价较高。其中，在遵守学术规范和端正治学态度

方面，研究生的评价更高一些，表示导师对自身遵

守学术规范、端正治学态度影响“很大”或“较大”

的比例分别为 92.4%、91.1%。研究生表示导师对提

升自身科研能力、培养理想信念影响“很大”或“较

大”的比例分别为 87.1%、85.7%；研究生表示导师

对激发自身学术兴趣、明确职业规划的影响“很大”

或“较大”的比例相对低一些，分别为 84.5%、81.5%
（见图 10）。

表 10 研究生对指导教师各方面满意度评价

项目

非常

满意

（%）

比较

满意

（%）

一般

（%）

不太

满意

（%）

非常不

满意

（%）

满意率

（%）
均值

中位

数

标准

差

政治

素质
63.2 29.2 6.4 0.7 0.5 92.4 4.54 5 0.69

师德

师风
66.7 26.0 5.5 1.0 0.7 92.7 4.57 5 0.71

指导

能力
60.7 27.6 8.9 1.9 0.9 88.3 4.45 5 0.81

指导

频率
54.1 29.6 12.5 2.7 1.1 83.7 4.33 5 0.88

学术

水平
63.0 27.7 7.2 1.3 0.8 90.7 4.51 5 0.75

5.管理与服务满意度

研究生对学校研究生管理与服务的满意率为

78.1%，比总体满意率低 4.6 个百分点（见表 11）。

在培养单位研究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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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2%），

对奖学金制度、“三助”岗位、心理健康咨询、就

业指导与服务方面的满意率超过了 70%；对食堂、

住宿满意度较低，满意率分别为 69.0%、64.9%（见

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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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学术学位研究生对导师指导效果的评价

表 11 研究生对学校研究生管理与服务的满意度

选项 比例（%）满意率（%）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非常满意 38.2

78.1 4.16 4 0.86

比较满意 39.9

一般 17.9

不太满意 2.1

非常不满意 0.8

没接触 1.1

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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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提供

奖学金制度 38.4 36.8 17.3 4.4 1.7 1.4

“三助”岗位 39.0 35.7 20.0 2.9 0.9 1.5

图书馆 45.9 36.3 13.7 2.8 1.1 0.2

食堂 35.1 33.9 20.0 7.1 3.5 0.4

住宿 32.0 32.9 20.5 8.2 4.4 2.0

心理健康咨询 36.0 35.1 23.4 3.1 1.1 1.3

就业指导服务 35.0 35.4 23.4 3.8 1.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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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10，占总体的 42.5%。专业学位研究生

对研究生教育的总体满意率为 83.2%，高于学术学位

研究生的总体满意率（82.3%）。专业学位研究生对

课程教学、指导教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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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满

意度低于学术学位研究生（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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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6%，其次是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8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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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7%（见图 12）。

（3）拥有校外导师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比例仍然

偏低。仅有 2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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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低于

专业学位硕士生（23.1%）。专业学位研究生拥有校

外导师的比例各年级存在差异，三年级硕士生拥有

校外导师的比例最高，为 37.5%；一年级博士生拥

有校外导师的比例最低，为 13.8%（见表 13）。在

拥有校外导师的专业学位研究生中，有 85.4 %的研

究生对校外导师表示满意（见图 13）。

（4）5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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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9%）高于专业学位硕士生（56.2%）。专业学

位研究生进入专业实践基地的比例各年级存在差

异，硕士一年级进入专业实践基地的比例最低，为

32.5%，硕士三年级进入实践基地的比例最高，为

85.1%（见表 14）。在进入实践基地的专业学位研

究生中，有 85.0%对专业实践基地表示满意（见

图 14）。



2020. 8

35

本刊专稿

图 11 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研究生各项满意度比较

图 12 不同类型培养单位专业学位研究生总体满意度比较

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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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二年级 30.3

三年级 37.5

博士

一年级 13.8

二年级 18.0

三年级 13.3

四年级及以上 21.9

图 13 专业学位研究生对校外导师的满意度

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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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二年级 70.2

三年级 85.1

博士

一年级 58.1

二年级 73.9

三年级 80.0

四年级及以上 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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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专业学位研究生对实践基地的满意度

三、结论与分析

2020 年，研究生满意度调查优化了调查方式，

扩大了调查范围，调查样本量有了较大程度的增加，

调查结果显示出研究生总体满意度达到历年最高、

专业学位研究生满意度持续高于学术学位研究生、

研究生对导师的满意度最高等几个主要特点，同时，

调查结果也反映出研究生的科研与实践参与率有待

提高。

1.研究生总体满意度达到历年最高

自 2012 年首次开展研究生满意度调查以来，我

国研究生满意度呈逐年上升趋势（见图 15），2020
年，研究生总体满意率比 2019年提高了 9个百分点，

比 2012 年提高了近 20 个百分点。这有力地表明，

我国的研究生教育改革以及近年来作为国家战略大

力实施的“双一流”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国

研究生教育的资源、环境、师资、培养质量等得到

了有效的提升，受到了研究生的认可。

图 15 2012—2020 年研究生总体满意率变化趋势图

2.专业学位研究生满意度连续七年高于学术学

位研究生

调查对象中，专业学位研究生占总体的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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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专业学位研究生对课程教学、

指导教师、管理与服务方面的满意度均高于学术学

位研究生，仅对科研训练的满意度低于学术学位研

究生。

从 2012年到 2020年，专业学位研究生在调查对象

中的比例从 18.8%提升至 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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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已连续七年高于学术学位研究生。

3.研究生对指导教师的满意度最高

在研究生教育的主要环节和方面中，研究生对

课程教学的满意率为 80.4%；对科研训练的满意率

为 83.6%；对学校研究生管理与服务的满意率为

78.1%；对指导教师的满意率为 90.2%。

研究生对指导教师的满意度不仅远高于总体满

意度，也高于对课程教学、科研训练、管理与服务

等方面的满意度。而且，研究生对指导教师的政治

素质、师德师风和学术水平的满意率都达到了很高

的水平（均超过 90%），仅对指导频率的满意率稍

低。这说明我国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普遍具备坚定

的政治素质、高尚的师德师风及扎实的学术功底，

得到了研究生的高度认可。

4.研究生科研与实践的参与率有待提升

科研训练和实践训练分别是研究生科研能力和实

践能力培养的重要环节，而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和在校

内外导师指导下参加实践基地的实习实践，是科研训练

和实践训练的主要形式。然而，调查结果显示，研究

生科研与实践的参与率有待提升。在科研训练环节，

有 19.4%的二年级以上硕士研究生、8.5%的三年级以上

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当前学位期间没有参加过任何科研

项目。在实践教学环节，67.3%的二年级以上专业学位

研究生没有校外导师，25.4%的二年级以上专业学位研

究生没有在实践基地参加专业实践的经历。这说明，研

究生的科研和实践参与率还不是很高。这些方面无疑是

制约研究生满意度提升的“短板”，也是有关研究生培

养单位亟待加强和改进的方面。

（责任编辑 刘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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