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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生三到四年的学习阶段中，培养的过程是整个阶段中所最为重要，同时也是时间占据比例最

大的阶段。研究生从招生到入校学习，经历了由本科生像研究生角色的转变，也经历了学习经历上的过

度，因此作为研究生学习环节中的重中之重，培养的各个阶段的要求往往会决定着最终研究生培养的质

量。经过三到四年的研究生学习，研究生既巩固了专业知识，又开阔了学术视野，同时增加了实践的经

验。在最后的学位申请阶段，也是对前期培养流程最好的检验。但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发现，学生经常

疏于日常学习过程中各个节点的把控，对政策制度的理解，这样往往会造成最后学位审核阶段的各项阻

碍和弊端的显现。同时我们也深刻的意识到原有的学位审核制度已经无法满足现在对研究生培养质量的

体现以及提高在毕业期间工作效率的需要，因此如何优化学位审核制度，对于提升研究生培养的质量会

起到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 

一、现有学位审核制度的状况 

对于普遍的三年制研究生，往往最后的一学期是学生最为繁忙的阶段，经过了三年研究生的学习及

实践，等待着大家的是面临毕业后的就业分配，同时还有重要的学位论文答辩。可以说论文书写质量的

优劣，答辩现场表现的成败直接决定是否能够如期取得学位，继而保证寻求到令自己满意的工作岗位。

相信对于每一位在读研究生而言，大家最看重的莫过于学位论文答辩这个最为关键和最重要的环节。 

研究生往往会在答辩年的三月初完成学位论文的初稿，从而就进入到频繁的观望学校研究生院的各

项通知，应对各种的检测和提交材料的进程中。每年的四五月份是各个高校研究生院学位办最为繁忙的

月份，二级管理推行好的院校，会将此项工作下放到二级学院进行，至少也会把硕士学位的申请审核下

放，但仍有一些院校并未完全实行二级管理，仍然全部的管理归于研究生院，而使自己处在一级管理的

状态。这样一来不仅管理人员无法保证审核的质量，同时也会因为人为的原因造成审核的不公正性。以

至于在最终的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定环节上都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使得未能授予学位的学生在进

行讨论的过程中出现比较大的难以定夺而需要反复的商议确定最终的评定结论。 

二、推行专家审核制，保证学位审核力度的公正性 

目前的研究生培养不仅是在导师指导下的具体实践，更是在导师指定的研究生培养小组的专家指导

下从事相关的科研工作。但指导小组的指导仅仅局限于科研工作的过程中，对于科研工作的结果及学位

申请的流程中则没有一个客观公正的鉴定组织和机构。 

在研究生学位审核阶段对成果的定量以及定性的认定是需要具有严谨工作经验的专家组进行的。以

学术不端检测为例，对于学位论文字数重合率未能达到学校标准的研究生，往往负责检测的学院要将检

测报告反馈给研究生本人，并且要求导师针对检测结果做出情况说明，并就该研究生是否可以参加答辩

给出结论。但因为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师生关系，又面临着学生就业的关键时刻，导师往往会网开一面

让学生进行下一轮的申请步骤。如果此时能够引入专家审核小组审核，就能对结果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以保证学位论文的质量并且杜绝一切学术不端行为的产生。 

同样的情况，在最为关键的论文盲审阶段，往往在校外盲审阶段会出现专家评审意见分歧较大的情



况。对于最终判定论文的质量存在一定的难以确定性，这时往往管理人员和导师的评判都会直接影响最

终的结果。当然为了保证论文质量，二次送审不失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每当毕业季来临，各个院

校的学位办已经陷入工作焦灼的状态，巨大的论文送审量已经犹如一座大山压在每一个学位办主任的肩

上。而且送审的周期往往也要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二次送审的时间段往往都已经进入到了论文答辩

申请的关键时刻，送审的时间以及寻求专家的难度也可想而知。此时如果能够借助专家审核组的力量则

可以大大的解决这样一个棘手的工作，既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对论文的复评，同时也赋予了专家组

神圣而重要的权利，使得专家组不会在意见评价上加入太多的个人因素，从而保证论文的学术质量。 

三、实行学位审核制度的具体设想 

1、成立专家审核小组 

改变原有一人审核为专家组审核，专家组建议由三人组成。既保证评价的公正性，同时也可以具有

一定的说服力。三人需为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专家，对职称不做特别要求。只需要熟悉该领域的相关研

究，并且能够提出相关的问题。甚至可以考虑科研能力强、富有责任心的优秀中级职称人员担任审核小

组成员，同时聘请校外专家作为审核小组成员。 

2、审核小组的工作职责 

小组成员应该熟悉被审核人的基本情况，同时对所从事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深入了解，保证在一

定的知识领域范围内能够给予被审核人较大的指导性。了解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熟悉考核的时间节点。

对学位授予标准、论文书写规范等内容熟悉，能够保证学位论文的原创性，杜绝学术不端行为的产生。

切实发现申请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切问题，保证评审的公正性。 

3、专家审核意见的评判标准 

作为审核小组的意见，将被审核的学位论文开题、学术不端检测、学位论文答辩、学术论文发表、

学位申请等各个环节的审核意见作为该审核人是否能够授予学位的最为重要的标准。保证审核力度的加

大以及审核的公正性，杜绝一切的包庇造假行为。联合研究生导师做好有效监督工作，保证审核的最终

质量。 

4、树立专家学术威信，确保审核结果追责制 

对于专家组提出的审核结果将作为判定授予学位的最重要的依据，既要保证审核专家在审核过程中

的权威性，同时也要避免因各种因素所导致的审核不严格，弄虚作假的情况发生。对于出现的违规现象，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有权对审核小组的专家作出相应的处理，必要时取消专家的校内各项学术、学位评审

资格。 

改革现有的学位审核制度，确保审核的严谨性、严肃性将有助于提升研究生培养的总体质量，也将

为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实时把好关，能够起到防微杜渐、及时修正的良好效果。对于研究生

和导师也是一个即时提醒的最佳途径，省却了管理人员在管理层面上因人为判断所引起的不必要错误。

不过学位审核制度的进一步优化也将是学位工作下一步所要解决的重点方面，对于审核进程的监管将是

制度改革的目标和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