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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满意度调查的博士学位论文质量影响因素研究 

（长安大学研究生院  张小民  刘来君） 

博士学位论文应当表明作者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并在科学或

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因此，一篇高质量的博士学位论文应当具备以下

几个条件：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经过严格的科学研

究训练、导师的有效指导。国务院学位办公室组织进行的博士学位论文抽检显示，

专家认为“不合格”论文的主要问题是论文选题缺乏国际视野，研究方法过于简

单，创新性不足［1］。那么影响博士学位论文的因素有哪些，如何提高博士论文质

量，值得认真思考。 

一、文献回顾 

经文献查阅，有许多围绕博士学位论文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和思考，其中多

数是关于影响因素和培养环节的定性描述，或者是宏观层面的建议思考。从管理

的角度，应建立一套完备的与博士研究生培养体制相适应的博士学位论文质量保

障体系，包括多样性的评价指标体系、严谨的培养过程管理体系和评估体系［2］。

根据世界银行青年专家选拔标准，博士生应具有出类拔萃的专业造诣和创新能

力，具有宽广的知识结构和实践经历［3］。因此应该拓展博士生参加高层次研究项

目和服务公益事业的实践经历；完善评价标准，关注学术成果的创新性和前沿性。

也有一些研究依据调查数据，对影响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因素进行了定量研究，

取得了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研究结果。孔令夷通过构建解释结构模型（ISM），识别

了影响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关键因素。认为院校实力、博士生导师遴选制度、博

士研究生招生政策、研究生培养经费投入以及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构成了影响博士

学位论文质量的关键因素［4］。范皑皑等基于中国博士质量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

导师行为对博士生论文的帮助，验证了导师指导在博士生培养中的重要作用［5］。 

博士生的培养是由招生选拔、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导师指导、论文选题与

撰写、论文评审与答辩、过程管理等多个环节和因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博士学位

论文质量正是系统功能的反映。本研究首先构建影响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结构方

程模型，通过毕业博士生满意度调查数据和博士学位论文质量数据拟合，从实证

角度探索各因素对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影响，期望能为提高博士培养质量提供参



2 
 

考。 

二、研究设计 

1．影响博士学位论文质量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SEM）是一种基于变量的协方差矩阵来分析变量间关系的统

计分析技术和模型方法，通过把一系列假设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反映成统计依存

模式的综合假设，反映这种因果关系的参数表示解释变量（可观测变量和潜在变

量）对被解释变量（可观测变量和潜在变量）的影响（直接的或间接的）程度。

通过把这种假设的关系转换成可检验的数学模型，SEM提供了量化理论假设和检

验理论模型的综合分析工具。在研究中，经常会有一些潜在变量，潜在变量是无

法直接观测的、隐含的假设或理论变量，一般缺乏明晰或精确的尺度，但往往可

以通过一些可观测的指标（变量）来反映其结构。而SEM即是被用来研究这些潜

在变量之间的联系以及这些潜在变量和相关指标之间的联系［6］。因此，结构方程

模型适宜用来研究影响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因素。 

博士生培养是一个复杂系统，在生源因素既定的条件下，博士学位论文质量

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一是课程学习，课程是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必备环

节，是博士生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的主要途径。博士

生课程学习的质量水平已经成为影响论文选题前沿性和创新性的重要因素。二是

科学研究，博士生培养质量的高低不仅取决于来自课程教学的显性知识，更需要

来自实际科学研究工作的隐形知识。科学研究与研究生培养一体化早已构成美国

大学研究生教育的正统观念，因为两者可以相互促进［7］。三是导师指导，导师的

学术指导和师生关系是人才培养中的重要环节，研究表明，对博士生学术指导的

质量与导师指导学生的动机、对学生的喜爱程度、导师曾经有过的被指导经验、

学生研究题目与导师专长的契合度、导师个人特征等密切相关［8］。四是条件支持，

先进的仪器设备、便捷的互联网络、丰富的图书资料构成了研究生培养重要的条

件支持。因此，本文提出影响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四因素结构模型（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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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影响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四因素结构模型 

模型中，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导师指导、条件支持为4个潜在外生变量，

论文质量为潜在内生变量。 

2．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本研究以某博士培养单位最近毕业的理工专业博士生为调查对象，论文答辩

后对他们进行满意度调查。调查表由20个题目组成，其中属于课程学习、科学研

究、导师指导、条件支持四个因素的有10个题目（表1）。测量方式采用李克特量

表5点量表计分，得分越高表示越满意。调查共发放问卷150份，有效问卷142份。

论文质量直接由评阅得分值测量，得分值为5份匿名评阅得分的算术平均数。 

表 1                        变量命名与调查题目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调查题目（变量含义） 

外生潜变量 

课程学习 博士生对课程学习的满意度 

科学研究 博士生对科研训练的满意度 

导师指导 博士生对导师指导的满意度 

条件支持 博士生对学习条件的满意度 

内生潜变量 论文质量 博士学位论文质量 

内生观测变量 x 

x11 博士生对课程量的满意度 

x12 博士生对课程深度的满意度 

x21 博士生对科研学术含量的满意度 

x22 科研工作对创新能力培养的满意度 

x31 博士生对导师学术水平的评价 

x32 博士生对导师学术修养的评价 

x33 博士生对指导频率的评价 

x41 博士生对学校互联网络的满意度 

x42 博士生对学校图书资料的满意度 

x43 博士生对研究生教育管理的满意度 

内生观测变量 y y1 博士论文评阅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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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影响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四因素结构模型和满意度调查量表、博士学位

论文评阅得分数据，建立影响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图2）。

在测量模型中，潜在外生变量对课程学习的满意度“课程学习”由x11和x12两个

变量测量，对科研训练的满意度“科学研究”由x21和x22两个变量测量，对导师

指导的满意度“导师指导”由x31 、x32和x33三个变量测量，对学习条件的满意

度“条件支持”由x41、x42和x43三个变量测量。潜在内生变量“论文质量”直

接由y1一个变量测量。 

 

图2  影响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 

研究采用SPSS和AMOS统计软件处理数据，涉及的统计方法有相关分析、协

方差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T检验。 

三、量表和模型的验证分析 

1．满意度量表信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内部一致性α系数考察博士生满意度量表的信度，采用SPSS软件

进行信度分析。满意度量表中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在0.638至0.847之间，由

于各维度题项少于6个，所以量表各维度题项间的内部一致性的有效性是可以接

受的。 

2．结构方程模型修正 

根据图2的影响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模拟，模型拟合指数

见表2。从主要拟合指数来判断，除 2 / df 的值支持模型外，其它指数均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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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模型拟合指数 

2  df  2 / df  P NFI CFI GFI RMSEA 

61.12 35 1.746 .004 .812 .903 .869 .104 

从未标准化的路径系数和标准化的因素负荷量来判断，发现“条件支持”到

变量x43（博士生对研究生教育管理的满意度）之间的路径系数和因素负荷量分

别为0.285和0.496。因素负荷量表示“条件支持”对x43的直接效果值为0.496，

其预测力（解释变异量）R2为0.496×0.496＝0.246，即观测变量x43的信度为0.246。

由于观测变量x43的信度偏低，故删除观测变量x43。修正后的模型拟合指数见表

3，可见整体模型可以适配调查数据。 

表3  修正后的模型拟合指数 

2  df  2 / df  P NFI CFI GFI RMSEA 

25.38 26 .976 .498 .908 1.000 .935 .000 

3．拟合结果 

以极大似然法估计各路径系数，估计的各路径系数、标准误、临界比、显著

性和标准化路径系数见表4。 

表4 模型路径系数估计摘要表 

 
 路径 

系数 

标准误 

S.E. 

临界比 

C.R. 

显著性 

P 

标准化 

路径系数 

测

量

模

型 

对课程量满意度 x11←课程学习 1.01 .26 3.81 *** .60 

对课程深度满意度 x12←课程学习 1.00    .66 

科研学术含量满意度 x21←科学研究 1.38 .41 3.32 *** .78 

科研创新能力满意度 x22←科学研究 1.00    .61 

对导师学术水平评价 x31←导师指导 1.49 .22 6.78 *** .82 

对导师学术修养评价 x32←导师指导 1.00    .71 

对指导频率评价 x33←导师指导 2.66 .36 7.35 *** .99 

对互联网络满意度 x41←条件支持 1.31 .29 4.51 *** .86 

对图书资料满意度 x42←条件支持 1.00    .75 

论文评阅得分 y1←论文质量 1.00    1.00 

结

构

模

型 

论文质量←课程学习 -.71 5.22 -.14 .89 -.06 

论文质量←科学研究 -2.98 3.02 -.99 .32 -.21 

论文质量←导师指导 2.65 4.79 .55 .58 .13 

论文质量←条件支持 -2.43 1.93 -1.26 .21 -.37 

注：***表示显著性概率P小于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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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4可以看出，测量模型中除5个参照指标不予估计外，其它5个路径系数

均达到显著。标准化路径系数中，观测变量x11、x12在潜在变量“课程学习”的

因素负荷量分别为0.6、0.66，观测变量x21、x22在潜在变量“科学研究”的因素

负荷量分别为0.78、0.61，观测变量x31、x32、x33在潜在变量“导师指导”的因

素负荷量分别为0.82、0.71、0.99，观测变量x41、x42在潜在变量“条件支持”

的因素负荷量分别为0.86、0.75，唯一的观测变量y1在潜在变量“论文质量”的

因素负荷量为1。以上因素负荷量中有3个小于0.71，其余7个均大于0.71，表示潜

在变量的观测变量的个别信度尚佳。 

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模型的4个路径系数中有3个是负值，标准化路径系数最

大的绝对值仅为0.37，且不显著。 

未标准化的模型估计结果和标准化的模型估计结果分别见图3和图4。 

 

图3 未标准化的模型估计结果 

 

图4 标准化的模型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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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思考 

1．课程学习等培养环节未对博士学位论文质量起到应有的支持作用 

外生潜在变量“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导师指导”和“条件支持”均是

表示博士生在四个方面的满意度。因此，从博士生的满意度对论文质量的效果的

显著性来看，构成影响论文质量重要因素的“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导师指

导”和“条件支持”对博士学位论文质量没有显著的效果；从标准化路径系数来

看，博士生对“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和“条件支持”的满意度与论文评阅得

分呈负相关关系，即论文评阅得分越高的学生，对以上三方面的满意度越低，仅

有“导师指导”与论文评阅得分呈很小的正相关关系。 

2．博士生培养系统需要优化 

我国研究生教育经过30余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基本实现了立足国

内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战略目标。但是，从整体来看，博士培养系统的功能还需要

进一步提升，构成系统各要素的功能和系统目标不尽一致。如课程设置的系统性、

前沿性和课程强度不够；科研的投入和层次不够，科研量化评价制度与创新间存

在逻辑冲突；部分导师学术水平不高，投入的指导精力偏少，师生关系中“育人”

与“用人”关系失衡；博士生资助水平偏低等。这些因素均影响了系统功能的发

挥。 

3．加快深化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 

当前，许多发达国家把发展研究生教育作为创新驱动发展和提高国际竞争力

的战略选择。在此关键时刻，国家做出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战略决策，并在成

本分担机制和投入机制方面实现重大突破。综合改革涉及培养系统各构成要素，

包括质量导向、培养模式、导师责权、评价监督和条件保障各个方面。如果说过

去研究生培养侧重于师徒式，现在则是向更加规范化的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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