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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以 1999 年- 2009 年 1 082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为研究对象, 对优秀博士论文的区域分布、授予

单位、学科领域的分布形态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显示, 优秀博士论文在区域、学位授予单位、学科几个层面

的分布都显示出不均衡的状态, 而这种不均衡背后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因素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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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 ith the 1082 natio nw ide ex cellent do ct orial disser tations f rom 1999 to 2009 as the r esear ch object, this paper stat isti�

cally analyzes the r eg io nal distributio n, deg ree g ranting institut ions and disciplines distr ibut ion pattern. Results sho w that ex�

cellent do cto rial dissertations has an unbalanced dist ributio n in such levels as r egions, deg ree g r anting institut ions and disci�

plines, behind w hich the fa r�reaching influence factors ar e functio 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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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从 1998年 5 月开

始,由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组织进行, 旨在逐

步建立有效的质量监督和激励机制,推动研究生教

育工作的重点切实转移到提高培养质量上来, 培养

和激励在学博士生的创新精神, 促进高层次创造性

人才脱颖而出。评选标准为: 选题为本学科前沿, 有

重要的理论意义或现实意义; 在理论或方法上有创

新;取得突破性成果, 达到国际同类学科先进水平,

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或应用前景; 材料翔实, 推理严

密,文字表达准确[ 1]。1999年- 2009年共评选出优

秀博士论文 1 082篇, 这些学位论文代表了国内博

士生培养的最高水平, 反映了各自学科领域的前沿

和创新成果, 总体上体现了我国博士论文的最高

质量。

近年来, 优秀博士论文引起了高等教育领域的

管理者、研究者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目前, 对优

秀博士论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优

秀博士论文评选的作用及功效进行意义上的分

析[ 2�4] ;二是从某一学科领域内的优秀博士论文入

手, 研究本学科领域内部博士生培养的质量问

题[ 5�6] ;三是统计评选论文的各种因素,力图透视优

秀博士论文的整体分布情况及内在规律[ 7�11] 。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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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看,大多数学者认为优秀博士论文评选是提

高博士生培养质量、鼓励创新、促进高层次创新人才

脱颖而出的重要措施。而对优秀博士论文进行研

究,能够部分地揭示出优秀博士论文的发展和分布

规律,更好地指导优秀博士论文的组织和评选工作。

可以说,研究优秀博士论文是一项既具有理论研究

价值又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课题。

本文属于优秀博士论文研究的第三方面,并对其

进行了拓展,补充了 2009年最新优秀博士论文数据,

以1999年- 2009年的 1 082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为

研究对象,统计计量其区域、单位、学科、分布情况,统

计结果保留整数。从总体上对评选结果和意义进行

分析评述,探索优秀博士论文分布的走势。

文中统计原始数据来源于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发展中心网站( ht tp: / / w w w . cdgdc. edu. cn)。

二、统计与计量分析

1999年- 2009年全国共评选出优秀博士论文

1 082篇,其中 1999、2000、2001年度各评出 100篇,

2002、2003、2004 年度各 97 篇, 2005 年度 96 篇,

2006年度 99 篇, 2007 年度 98 篇, 2008 年度 100

篇, 2009年度 98篇。

1.区域分布

高校创新成果已经成为衡量区域知识创新能力

的一个重要指标,而优秀博士论文作为高校培养高

层次人才的最高质量成果, 间接地反映了区域知识

创新的能力和潜力。对优秀博士论文的区域统计分

析如图 1所示:

图 1� 优秀博士论文的区域分布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优秀博士论文的区域分

布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状态, 集中了优秀高校智力

资源的北京市成为优秀博士论文产出量最高的区

域, 论文数量占据 11 年间优秀博士论文总量的

35%;上海作为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中心, 优秀

博士论文也较多, 北京、上海两地的论文总量超过了

11年间优秀博士论文总量的 50%;较为偏远的省区

优秀博士论文的产量则很低, 广西和青海仅有 1篇

论文入选。这种不均衡的分布状态体现了我国高等

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 各省区的高校数量、人才

培养质量还存在较大差距。

2. 学位授予单位的分布

对 1 082 篇优秀博士论文的授予单位进行统计

分析,统计以最新名称为准, 统计第一授予单位, 如

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论文并入清华大学, 将中国科

学院系统各下属单位并入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单独统计, 最终共得到 143个学位授予单位,

如表 1所示:

表 1 � 学位授予单位的分布( 5 篇以上)

序号 机构 总数

1 中国科学院 170

2 清华大学 106

3 北京大学 72

4 复旦大学 48

5 浙江大学 36

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30

7 南京大学 29

8 上海交通大学 28

9 中国人民大学 25

10 西安交通大学 中山大学 21

11 南开大学 18

12 山东大学 17

13 北京师范大学 16

14 中南大学 15

15 中国矿业大学 四川大学 14

16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武汉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13

17 哈尔滨工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12

18 第二军医大学 东南大学 11

19 吉林大学 天津大学 同济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8

20 第三军医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7

21 南京农业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

院 重庆大学 东华大学
6

22

大连理工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西北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海军

工程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兰州大学 第四

军医大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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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表 1可以看出, 入选优秀博士论文最多的机

构是中国科学院, 不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共计 170

篇;其次是清华大学, 共计 106篇; 第三位是北京大

学 72篇; 第四位是复旦大学 48篇;第五位是浙江大

学 36篇。前五位学位授予单位共入选 432篇,占优

秀博士论文总数的 40%;表 1 中前 9位机构入选论

文 544篇,超过优秀博士论文总数的 50%, 可见, 各

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的人才培养水平和质量存在很大

差异,部分培养单位具有比较明显优势, 培养质量

高,成果显著。此外从表 1中也可以看出,在博士培

养方面,高校占绝对优势, 但部分科研院所, 如中国

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军事科学院、中国地质科

学院等研究院所也发挥了突出作用,特别是中国科

学院及其附属机构,历年来优秀博士论文数量都高

居榜首。此外, 军队系统每年也有论文入选, 如国防

科技大学、第二军医大学、装备指挥技术学院等。

3.学科分布

( 1)总量。将 1 082篇优秀博士论文按照所属

学科门类和一级学科进行统计分析,将广义的理科

分为理工农医四大门类, 论文 878篇,占论文总数的

81% ;将广义的文科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

学、文学、历史学、军事学、管理学八大门类, 共 204

篇,占论文总数的 19%。可见博士培养在文理科方

面存在较大差异,理科优秀博士论文明显高于文科。

在理工农医类优秀博士论文中, 工学门类论文

入选最多, 共计 394 篇, 其次为理学 317 篇、医学

112篇、农学 55篇。虽然理学论文并非是入选最多

的门类,但入选最多的前三位一级学科均为理学学

科,分别为:化学 74篇、物理学 69篇、生物学 65篇,

这体现了基础学科的强势发展和深厚的研究基础。

在人文社科类论文中,文学门类入选论文最多,

共计 47篇,其次为历史学 30篇、法学 30篇、经济学

24篇、教育学 24篇、管理学 20篇、哲学 17篇、军事

学 12篇。

总体看来, 工学门类的优秀博士论文最多(见图

2) ,占论文总数的 37% ,其次是理学门类,占论文总

数的 29%, 医学门类占论文总数的 10%, 这三大门

类合计占论文总数的 76%; 农学门类占论文总数的

5%, 文科所有门类均低于 5%。

( 2)理学。从图 3可以看出, 在理学门类中, 化

图 2 � 学科门类分布

学、物理学、生物学分列理学入选论文一级学科的前

三位,同时也排在所有一级学科入选论文数量的前三

位,分别为 74篇、69篇、65篇; 化学学科平均每年入

选 7篇,体现了该学科强劲的科研创新能力;数学、地

质学每年也均有论文入选;大气科学近四年连续有论

文入选,形成理学门类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新兴研究

热点。

图 3 � 理学优秀博士论文学科分布

( 3)工学。从图 4可以看出,在工科门类中,一

级学科论文入选数最多的前三位分别是材料科学与

工程 48篇、电子科学与技术 30篇,机械工程 27篇。

其中,材料科学与工程每年平均有 4篇论文入选,体

现了其一级学科的研究创新基础与能力。其他一级

学科,如电子科学与技术、机械工程、力学、动力工程

及工程热物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船舶与海洋工程

等每年也均有论文入选, 体现了这些学科在工科门

类中的基础作用。

以往入选率不高但近三年论文连续入选的其他

一级学科还有农业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等一级学

科,体现了这些学科的科研创新潜力,有可能产生突

发的知识创新点。

( 4)农学。从图 5可以看出,农学门类整体论文

数量较少,论文入选率较低,其门类下各一级学科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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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达到每年均有论文入选。可见,农学研究目前

在我国还有待加强和提高。农学门类中入选论文前

三位的一级学科分别是植物保护 11篇、作物学 11

篇、农业资源利用 11篇。

图 4 � 工学优秀博士论文学科分布

图 5 � 农学优秀博士论文学科分布

� � ( 5)医学。从图 6可以看出, 在医学门类中, 临

床医学一级学科以其研究的实用性和重要性位居第

一,入选论文数量为 43篇, 每年平均有 4篇论文入

选;其次为基础医学 23 篇, 药学 21篇; 口腔医学近

五年连续有 1篇论文入选, 体现其在医学门类中成

为新兴科研热点;而中医类学科中,中医学入选论文

6篇、中西医结合入选论文 3 篇, 中药学仅在 2008

年有 1篇论文入选。

图 6 � 医学优秀博士论文学科分布

( 6)人文社会科学。从表 2可以看出,在人文社

科类优秀博士论文中, 文学、历史学、法学门类论文

数量居于前三位。从一级学科角度看,历史学、中国

语言文学、哲学、法学、心理学等传统基础学科每年

均有论文入选,论文总量分别为:历史学 30篇、中国

语言文学 28篇、哲学 17 篇、法学 16 篇、心理学 12

篇。经济学门类下理论经济学论文 13篇,应用经济

学论文 11篇,研究分布较为均衡。

表 2� 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博士论文学科分布

门类 一级学科 论文数 总数

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 27

艺术学 10

外国语言文学 7

新闻传播学 3

47

历史学 历史学 30 30

法学

法学 16

政治学 11

民族学 1

社会学 1

20

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 13

应用经济学 11
24

教育学

心理学 12

教育学 11

体育学 1

24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7

工商管理 6

农林经济管理 4

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 2

公共管理 1

20

哲学 哲学 17 17

军事学

军队指挥学 2

军事思想及军事历史 2

战略学 2

战役学 2

军队政治工作学 1

军事后勤学与军事装备学 2

军制学 1

12

� � 其他各门类下属一级学科研究呈现不均衡状

态,如法学门类下, 法学论文 16 篇, 政治学论文 11

篇,而社会学论文 2 篇, 民族学论文仅 1篇;教育学

门类下心理学论文 12篇,教育学论文 11篇,而体育

学仅 1篇;文学门类下中国语言文学论文 28篇, 艺

术学论文 10篇,外国语言文学论文 6篇, 新闻传播

学论文仅 3篇;军事学门类下虽然各一级学科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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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入选,但入选数量和年入选率均不高,体现出次

门类研究较为分散的态势; 管理学门类下优秀博士

论文相对集中在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及工商管理学

科,论文数量分别为 7篇、6篇。

三、结论与思考

从优秀博士论文分布区域来看, 主要集中于北

京、上海两地;从学位授予单位来看,主要集中于中

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少数学术机构; 从

学科门类来看, 主要集中于工学、理学和医学门类,

理科论文数量远远多于文科数量;一级学科分布则

主要集中于传统强势基础学科, 如化学、物理学、生

物学等一级学科。

可见,我国博士研究生培养单位的教育水平, 以

及不同学科领域博士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和发展程度

有很大的差异, 是非均衡的。这种分布的不均衡性

是客观的,并将长期存在。首先,从学科分布的情况

来看,符合凯德洛夫提出的带头学科理论,也就是学

科的发展是不均衡的,并不是齐头并进的,总有一门

主导学科带头向前发展
[ 11]
。应该遵循非均衡发展

的客观规律,支持部分高水平培养单位的优先发展,

促进部分有前景学科的快速发展。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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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的良性规范和较为完善的培养体系, 这样就催

生了优秀博士论文在某一高校的高水平学科集聚的

现象。最后,前文已经指出,优秀博士论文的区域分

布是不均衡的, 发达地区因其资源优势能够产出更

多的优秀博士论文。希望已经拥有较多数量优秀博

士论文的地区充分利用其潜在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推动本区域经济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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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 刊 � 启 � 事
教育部实施名刊名栏工程之后,有效地促进了高校社科学报的办刊质量和办刊水平的提高,学报的面貌

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教育部社政司有关领导的指导和关心下,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于 2010年 6月

开展了第四届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评优活动。本次评比办法采取自愿申请、统一评分、专家讨论、定量与

定性相结合的办法。在评奖领导小组和总评委会的共同努力下,历时 4个月,于 2010年 10月评选揭晓,�辽
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在本次评优活动中,蝉联第四届全国百强社科学报。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编辑

部全体同志决心通过以评促改,以评促建,总结经验,寻找差距,为全面提高刊物质量、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

会科学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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