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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作为研究生整个培养过程的

重要成果，是对研究生培养过程的有效检验和有利证

明，因而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高低决定着研究生培

养质量的优劣，抓好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成为现今以

及未来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的重要环节。目前很多科

研院所和高校都采取学位论文专家盲审评阅的方式，

以期在论文答辩之前对学位论文有一个严格且严谨的

把关过程。

一、学位论文盲审形式

学位论文目前主要有单盲（学位论文的作者和导

师姓名不需要隐去，评阅专家在知道学位论文作者和

导师的情况下进行评阅，但是学位论文的作者和导师

不知道评阅专家是谁）和双盲（学位论文的作者和导

师姓名需要隐去，评阅专家在不知道学位论文作者和

导师的情况下进行评阅，并且学位论文的作者和导师

不知道评阅专家是谁）两种形式。一般情况下，硕士

学位论文一般由2～3位副高级以上专家评阅，博士学

位论文一般由3～5位正高级以上专家评阅，导师不能

作为评阅人，如果有一位专家给出的意见为不通过，

则增聘两位专家评阅，累计有两位专家给出不通过意

见，则本次学位申请无效（《中国科学院大学学位授

予细则》）。

二、学位论文盲审优点

1.可以通过多名专家把关的形式杜绝研究生论文投

机，把好质量关

由于现在学生数量的增加，个别学生对于学位论

文的态度不够端正，导致论文粗制滥造，甚至编造数

据、剽窃抄袭，这些学术不端行为严重影响了研究生

教育的整体质量。而通过多名专家评阅，可以从不同

角度对论文的内容以及形式进行严格把关，提高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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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整体质量。

2.可以找出论文中存在的问题，使得论文从内容到

形式趋于完善，把好严谨关

研究生由于撰写论文的时间仓促，为了不至于延

期毕业，很多论文都是在短时间内“赶”出来的，只

要整个培养过程顺利通过，也达到了毕业文章发表的

要求。学生找导师恳求毕业，再以工作已经找好等种

种理由对导师软磨硬泡。导师一旦工作繁忙，对于论

文的把关不够严格，最终的论文错别字和错误符号随

处可见，有些内容的表达不够严谨甚至产生歧义，这

些学位论文对后人的工作将容易产生误导，有些可能

产生无法估量的后果。根据盲审评阅找出论文中存在

的问题，让学生认真修改，这样的学位论文才有足够

的学术价值。

3.通过盲审可以让专家放心审阅，敢说真话，避免

人情关

因为学术要按照客观合理的角度评判真伪对错，

一旦掺杂人情世故，这样的学术成果经不起推敲，有

些甚至由于碍于情面，伪科学的东西也成了科研成

果。这既不利于科学研究良性发展，也不利于研究生

培养整体质量的提高，所以盲审对于科研成果的严格

把关势在必行。

4.论文盲审意见可以作为学生答辩委员会的参考意

见，有效检验学生是否认真、负责对待自己的科研成

果，避免蒙混过关

学生通过盲审后，对于学生是否根据盲审专家的

意见进行了修改，可以由答辩委员会的老师给予相应

评价，而且也可以根据学生现场答辩的情况结合盲审

的意见给出最终的决议，这样的综合评价对学生本身

也是公平、合理的。

5.可以规范导师对学生的指导，同时也可以对每个

学生的培养起到监督的作用

由于快节奏的社会环境，导致有些导师有诸多社

会兼职，有的导师忙于课题申请、各种会议、社会活

动，对于学生的辅导容易疏忽、放任，更有甚者学生

一年、两年都见不到自己导师一面。没有经常的学术

交流和沟通，学生的科研方向和研究方法无人把关和

指导，最终导致有些学生做了很多无用功，有些学生

学术造假，有些学生抄袭剽窃，这些学术不端行为对

于科研学术风气有百害而无一利，需要彻底摒弃。导

师应尽量减少社会活动，多花心血在指导学生和答疑

解惑上，这样可以让学术研究和科技交流在良性的轨

道上加速发展。

三、目前论文盲审存在的问题

1.通过邮寄的方式容易丢失，时效性差。目前很

多高校采用直接把需要盲审的论文邮寄到相关学校

和科研院所的研究生管理部门，由那边负责老师找

相关评阅专家进行盲审评阅，再把评阅意见邮寄回

去。这样的操作流程容易丢失盲审评阅的论文和评

阅书，同时在邮寄的过程中耽搁的时间过长，时效

性太差。

2.盲审论文一般邮寄到研究生部，找相关的评阅老

师完全取决于办事老师的负责态度，此种方式有一定

风险。如果办事的老师认真负责，找到的评阅老师既

符合评阅的条件又对论文严格把关，当然最好；一旦

办事的老师不负责任，找的专家既不符合评阅条件，

又对盲审的论文研究内容不熟悉胡乱给出意见，这种

风险的存在不利于研究生教育的良性发展。

3.通过网络平台送审要求平台的美观、智能、简洁

和安全，但目前还达不到，而且很多高校和科研院所各

自为政，网络平台并不兼容，导致数据无法互通，平添

障碍。有些高校和科研院所已经采用了学位论文网上送

审平台，通过同行评议的方式对论文进行评阅，然后在

平台上提交评阅意见和评阅结果，简单可行。但是很多

平台存在诸多问题：需要盲审的论文无法下载，下载下

来的论文没有隐去学生和导师的姓名，评阅意见和评阅

结果无法提交，有的甚至由于浏览器兼容问题无法登录

平台。所以在对网络平台依赖的同时，建设好一个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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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功能强大的平台至关重要。

4.由于学术观点不同导致优秀论文被否决，学生

无法参加答辩甚至无法毕业。目前科学研究呈现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对于同一个学术问题，不同

科研人员可能提出不同的看法和观点，这是学术发展

的常态，但是如果把这种观点夹杂在评阅论文中，似

乎并不妥当。对于学术本身的发展来说，由于研究

方法、思考问题的侧重点、科研人员的知识结构等参

差不齐，研究的领域一般又都是未知的，所以在没有

最终得到所谓的真理前，都不可以确定自己就是正确

的。前人的很多理论现今也在不断完善和更新，所以

需要抱有一个科学、客观的态度来评阅论文，千万不

可由于观点不同随意否定论文的科学价值。

5.有些学位论文盲审的时间过短，专家匆匆浏览，

达不到把关的作用。由于个别学生着急毕业或者导师

有目的的安排，给盲审评阅专家非常短的时间评阅，

专家在评阅时可能只看了学位论文的一部分内容，导

致提出的意见并不是学位论文真正存在的主要问题，

这样对于学位论文的质量把关形同虚设。

四、解决办法

1.全国整合一个研究生学位论文送审平台，由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牵头设置专门部门开发并进行后

台维护、升级。把全国的、甚至国外的各个领域专家

都收集到平台数据库里面，学生、导师、教育管理干

部和评阅专家都可以用自己的账号和密码登录平台。

平台需要具备简洁、智能、快速和兼容性好等特点，

不但解决了时效性的问题，也提高了共享平台的数据

整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方便后台监控的同时

也便于进行及时的数据分析。

2.学位论文送审前，学生和导师可以提供需要回

避和推荐的评审专家，回避的评审专家一概不允许送

审，推荐的可以帮助送审作为参考。这样有利于优秀

论文不至于被观点不同所否定，并且优化了学位论文

送审流程。

3.各个科研院所和高校交叉送审，本学校研究生

部的老师不可以送审本学校学生的论文，而是由其他

高校的研究生部老师送审，这样避免人情论文蒙混过

关。由于本校的研究生部老师与导师和学生总会发生

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在送审时不可避免会容易被人

情关系等所束缚，导致个别学生和导师的论文享受特

别照顾，这样对于整个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十分不利，

所以采用交叉送审的形式更加有利于学位论文盲审的

良性运转。

4.要给评阅专家足够的时间来评审论文，送审老师

要严格把关，使得每个评阅意见都合理有据、客观公

正。研究生部负责送审的老师要严格按照本学校盲审

的实际情况执行，不可以由于学生和导师的各种需求

缩短给评阅专家的盲审时间，盲审一旦流于形式，造

成的不良后果将无法挽回。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的利弊分析，提

出了解决论文盲审中存在的不足的一些方法，当然在

研究生培养的发展进程中，还会遇到新问题，不过无

论什么问题，只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理性、

客观和公正的方式去解决，不断完善学位论文的管理

制度和评价体系，健全导师责任制，优化盲审送审流

程，研究生教育必将在良性轨道上大踏步前进。

（作者单位分别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

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