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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博士论文是学生学术成果的最高形式之一。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评选所评选出来的论文更是具有很强 

的创新性和实用性的优秀成果。通过对过去6年的一些数据的分析，阐述了优秀博士论文产出的一些必要务件和规律． 

并提出了一点建设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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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的简 

要回顾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是博士生培养 

质量的主要标志，最能体现所培养人才的创 

新能力。全国首届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工 

作从 1998年5月启动。评选范围为 1995～ 

1997年在国内获得博士学位的博士学位论 

文。 

1999年 1月 13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 

部《面向2l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评选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是行动计划的一个重要 

0-100分的量纲标准。进行无纲量化处理的 

方法，可采用层次分析法、功效系数法、计量 

分值法等方法，也可采用竞争力指数法，既 

可测度每个指标的竞争力水平又可实现指 

标的无纲量化。 

(3)综合评价计算。对无纲量化的数据 

采用加权平均法和层次分析法计算竞争力 

得分。具体步骤及选用方法如图2所示。 

4 结语 

迈克尔·波特教授认为，高科技以及高 

水平的人力，正是提供国家生产力持续成 

长、或激发高生产力潜能的两大因素[21。实质 

上是说高科技发展和高水平人力资源是国 

家竞争优势和国家具有持续竞争能力的两 

大因素。在知识经济时代和全球经济一体化 

趋势下，我国要参与世界国际分工，抢占国 

际市场，必须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业 

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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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高新区国际竞争力评价 

的具体步骤及选用方法 

力。我国高新区的建设正是肩负着这一使 

命，在经历近 20年的发展后确实对我国的 

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快速增长和城市经济发 

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我国高新区国际竞 

争力进行评价研究，必须要建立起一套切实 

可行的指标评价体系，力求反映出我国高新 

区国际竞争能力的强弱，通过对我国各个高 

新区的比较，发掘各个高新区的竞争优势． 

寻找它们之间的差距，为进一步提升我国高 

新区国际竞争力，制定方针、政策、战略，提 

供了有效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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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这个会议是行动计划批准后召开的贯 

彻落实行动计划的第一个会议，它真正拉开 

了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选的序幕。从 1999～ 

2004年 6年中，每年在全国范围内评选优 

秀博士学位论文 100篇(概数)，对优秀论文 

作者予以奖励和科研资助，资助出版优秀博 

士学位论文。对于获奖后留在高等学校工作 

的博士，连续 5年支持其科研 、教学工作。 

至 2004年，全国共评选出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585篇，对博士的培养以及以后的工 

作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当多的受资助 

者表示，这项资助对他们在高校迅速启动科 

研工作，继续对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开展的课 

题方向进行深入研究，或进入新的研究领域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是，这项评选的意义决不会只局限在 

对获奖者个人的资助上。一篇优秀博士学位 

论文的产生，取决于多方面因素，包括优秀 

的生源、高水平的导师、严格的培养过程、严 

谨的校风学风、博士生本人创造性的劳动和 

所在研究集体的研究基础与平台。对于学科 

建设、学校发展、全国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乃 

至对地区发展都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以 

下，本文将通过对获奖论文的学科、学校、地 

区分布以及导师作用的研究，对评选的结果 

和意义作进一步的分析评述。文中有关统计 

的原始数据来自网站http：／／www．cdgdc．edu． 

cn／。 

2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分布研究 

2．1 优秀论文学科分布研究 

学科建设是科学研究的土壤，一个研究 

成果丰富、平台建设合理的学科往往会孕育 

出水平较高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全国优秀博 

士学位论文的评选细则中谈到：选题为本学 

科前沿，有较大的理论意义或现实意义。所 

以作为代表学生学术水平的优秀博士学位 

论文(以下简称优秀论文)，也在一定程度上 

代表了学科的总体发展水平。 

从优秀论文的一级学科分布来看 ，涉及 

到哲学 、经济学 、法学 、教育学 、文学 、历史 

学 、理学 、工学 、农学 、医学 、管理学几大门类 

70个左右学科。 

从图 1分布可以看出，化学、物理学、生 

物学、材料科学和工程、临床医学、数学这 6 

个学科的6年累计优秀论文数超过了2O 

篇，其中化学、物理学、数学更是遥遥领先： 

这一方面反映出上述学科的发展水平，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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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99-2004年累计优秀博士论文超过 l0篇的一级学科 

表1 1999～2004年优秀博士论文数量累计前l0位的高校统计表 

高校 清华 北京 复旦 浙江 南京 中国人 中国科 上海交 西安交 山东 

名称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民大学 技大学 通大学 通大学 大学 

基础学科的优秀论文数大大高于其他学科 

也不是偶然的。首先基础学科深厚的研究基 

础和广泛的社会应用，为博士研究生的培 

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其次基础学科作为 

其他学科的发展基石，评选过程中的侧重也 

是体现国家对基础学科建设的重视；最后从 

生源上看，近年来由于媒体对基础学科方面 

世界级科学家(比如霍金、纳什)的宣传，使 

更多的高水平的学生投身基础学科。据北大 

招生办某负责老师透露，今年报考数学、生 

物、物理和历史等基础专业的高分考生比例 

较之往年有了较大提高1。I。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优秀论文的 

学科分布有相对集中的现象，但是整 

个学科分布还是比较广泛的，结构也 

相对合理。历史学和中国语言文学学 

科中的优秀论文数量相当可观；林学、 

纺织、畜牧等冷僻学科也都有论文入 

选；各大学科门类包括军事学科也被 

注意。 

2．2 优秀论文高校分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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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至立同志说：“评 

可以检验我们培养博士 

的总体水平。”根据连续 

几年评选优秀博士学位 

论文的结果，我们可以大 

体上看出各博士培养单 

位的博士生培养水平，同 

时也可以促进培养单位 

不断提高其培养质量。”121 

培养素质良好的高 

层次创造性人才，要有高 

水平的导师队伍，处于学 

科前沿的研究方向和科 

研课题，较好的实验基地 

和科研工作条件，广泛的 

学术交流和获取最新信 

息的条件及 良好的学术 

氛围。所以优秀论文的分 

布，不但能够反映出学科 

的发展，也能够反映出博 

士生培养单位一高校(未 

包含中科院)博士点的培 

养水平。 

在对高校优秀论文 

的统计过程中，笔者发现 

某一个学校或者某一层次的学校的优秀论 

文数量比较集中的现象，符合产业经济学中 

集聚的规律。在产业经济学中，集聚指的是 

企业布局在一定空间区域上的集中1 I。主要 

的原理是指集聚系统的总功能大于其各个 

组成部分功能的简单相加。 

从图2统计的数据分析，高等学校优秀 

论文分布有以下特点。 

首先学科集聚在某些高校。传统的综合 

实力较强的学校，在博士的培养模式上已经 

形成了一定的良性的规范和较为完善的培 

妖 ． 

口 系列1 
高校名称 

图2 1999-2004年优秀博士论文数■累计前l0位的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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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体系，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这样就产生 

了优秀博士论文在某一高校许多高水平学 

科集聚的现象。优秀论文集中的高校基本上 

都是综合实力排名靠前的高校。这也反映出 

博士点的建设、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优秀论 

文的产出绝对不是可以在短期内突击出来 

的。如图2所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 

学、浙江大学的6年累计优秀论文数超过了 

20篇。从全国来看，论文在高校的分布也存 

在相对集聚的问题。排名前 1O位的高校论 

文数占了拿 的优秀论文数的38％，排名前 

5位的学校论文数占了全国的优秀论文数的 

26．8％。 

这些优秀论文在某些高校的集聚现象 

的出现有一定的规模效应，但主要的是结构 

效应，即高校完善的培养体系和独到的培养 

模式。北大、清华有 l0余个专业都产出过优 

秀论文，而且从图3可以看出曲线在整体上 

的波动没有其他的学校大，相对比较平稳。 

但是在规模(本科生和研究生人数)和这两 

所学校相当甚至规模还要大的学校，例如华 

中科技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论文数量 

却少得很。 

集聚的高校中也存在不平衡现象，排名 

前 l0位的高校优秀论文数量虽然都超过了 

l0篇，但整体上差距较大。清华大学的优秀 

论文数是山东大学的4倍多。从图3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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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每年的论文数都在4 

篇以上波动；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 

的论文数在4篇上下波动；而其它5所高校 

只能在4篇以下波动。 

一 些综合实力处于上游的学校没有显 

现出自己的实力，或者说还没有形成较为完 

善的博士培养体系。如图4、表2所示。图4 

中系列 l表示一级博士点数量，系列2表示 

优秀博士论文数量。从图4的曲线中可以看 

出，系列 l相对比较平缓，系列2上下波动 

比较大，两条曲线上相吻合的点较少。结论 

是一级学科博士点数量相差不大的学校，优 

秀博士论文的数量差距较大。 

一 些综合实力不是很强的学校，通过某 

些优势学科的发展，同样培养出了不少的优 

秀论文，占据在某一特定领域的领导地位， 

实现了局部突现。比如扬州大学的兽医学专 

业2002、2()o3连续获得优秀论文；中国矿业 

大学的矿业工程专业累计4年、地质资源和 

地质工程专业累计3年获得优秀论文；西南 

交通大学的交通运输工程专业累计3年获 

得优秀论文，这也应该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发 

展模式。 

2．3 优秀论文区域分布研究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对教育的要求也 

在发生变化：一是对人才素质和质量的要求 

提高；二是对人才层次需求的重心上移，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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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优秀论文数量累计前10位的高校6年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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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全国一级学科博士点数量过l0的 

高校优秀博士论文数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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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包括对研究生的需求增长；三是 

我国社会对高等学校知识创新、为新 

的经济增长点做出贡献的期望值增 

大，社会、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的依 

赖程度越来越大。 

作为区域创新体系中的重要的 

表2 1999～2004年全国一级学科博士点数 

量前

序号 单位名称 荔 

知识输出部门，高校的发展关系到本地区的 

发展，博士学位论文是博士生培养质量的主 

要标志，最能体现所培养人才的创新能力[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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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论文作为衡量高校创新能力的指标，也 

间接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创新能力或潜力，也 

成为一些省市统计指标的一部分。同样，只 

有具备一定的创新环境，学生的创新能力才 

能得到发挥和保障，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 

互相影响的。 

对于图5优秀博士论文在省市分布统 

计的分析如下： 

首先高校集聚在某些城市。优秀论文在 

高校的集聚产生了城市的集聚。北京是国家 

的政治文化中心和教育资源的集聚地，当仁 

不让地成为优秀论文最集中的地方；上海、江 

苏紧随其后，这充分反映出这些地区的社会 

发展水平。江苏的优秀论文主要集中在南京， 

也就是说北京、上海、南京是我国优秀论文的 

主要产地。优秀论文的产出与高等学校的数 

量和质量有着相当大的关系，同时高等学校 

多数集中在省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带。 

这样就产生了城市优秀论文的集聚现象。比 

如，陕西虽然属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 

相对落后，但是由于高水平的学校众多，优秀 

论文的数量也相当多，同时都集中在西安；浙 

江的优秀论文全都集中在杭州的浙江大学； 

辽宁集中在大连理工大学；吉林集中在吉林 

大学等等。北京、上海名校集中，经济发展水 

平高，优秀论文数量集中也属正常。 

其次优秀论文的分布和区域经济发展 

的不协调。从优秀论文的地区分布来看，我 

们并没有非常清晰地感觉到高等学校在区 

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应该是不合理 

的。高校的资源应该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资 

源，高校的作用也应该辐射到区域发展的创 

新过程中。从图5看来优秀论文的分布明显 

出现“马太效应”，北京、上海一路领先，与其 

他地区的差距较大；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 

的广东、山东、浙江的优秀论文较少；而优秀 

论文数不少的黑龙江、陕西、安徽等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相对不是很高。可见，我们应该 

加强高校和社会的联系，加强产学研联合， 

充分发挥高等学校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服 

务作用和地区发展对高等教育的推动作用， 

让区域经济和高等教育协调发展。 

2．4 导师作用分析 

导师的水平直接影响研究生，特别是博 

士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高水平的导师能够站 

在学科的前沿，预见学科今后的发展方向。 

他们一般都具有创造性的思维方法，有创造 

性工作的经验；他们治学严谨，对研究生严 

格要求，鼓励研究生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好 

的导师能够教书育人，把自己的好思想、好 

作风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潜移默化地传授给 

自己的学生，这样的导师，才能够培养出有 

创新能力的研究生。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 

论文的评选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研 

究生导师教书育人水平的检验。 

对导师信息的获取比较困难，一方面是 

因为数据的缺乏；另一方面是因为工作较为 

繁琐。不过，我们还是能够通过一些典型事 

例，来简要分析导师的作用。 

李德仁院士，测量与遥感专家，所带学 

生在 1999、20o0、2o02年 3次入选。 

保铮院士，雷达信号处理专家，所带学 

生在2o0l、2o02年2次入选。 

夏培肃院士，计算机专家，所带学生 

1999、2o02年 2次入选。 

孙进才教授，西北工业大学教师，所带 

学生20o0、2o01年2次入选。 

陆祖宏教授，东南大学教师，所带学生 

20o0、2o01年 2次入选[51。 

从对上述事例的分析来看，导师队伍建 

设是优秀论文产出的最根本的前提。导师首 

先要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自己在有“一桶 

水”的时候才能给学生“半桶”；其次要有教 

书育人的责任感，不是为了把学生当成工人 

来使唤，而是真正把他们带到学术的前沿； 

第三，导师的

述导师的情况来看，入选的学生论文在研究 

方向上有一定的内在的连贯性，适合学生在 

一 定学术积累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 

3 关于优秀论文评选的一点建设性 

思考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博士论文在学 

科、高校和地区之间的分布有一个共同的特 

点：相对集中、发展不平衡。一篇优秀博士论 

文的产生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需要在一定 

的学科基础上、良好的创新环境中、优秀的 

指导教师的教诲下，加上学生的刻苦钻研才 

能锤炼出出类拔萃的优秀成果。所以，对优 

秀论文，绝不可以搞突击、凭运气、走关系， 

而是应该踏踏实实，遵从优秀论文产生的规 

律来行事，这才符合学术规范。 

另外，一篇优秀论文的诞生是如此艰难 

和苛刻，所以也要求我们对优秀论文进行延 

续性研究和深入利用，使之为下一步研究所 

用。同时，有可能的话应该加强对优秀论文 

的实践应用，使之尽快转化为生产力，为经 

济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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