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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是提高研究生质量的突破口，是今后我国研究生

教育改革的着力点和关键点。从 2006年开始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发展到

目前，研究生对环境的评价如何？ 对培养机制的各个环节有何看法？有何

评价？其效果如何？ 本次调查分别从学校设施服务、培养方案、课程教学、

学术科研、学生资助、学位论文等方面对研究生培养机制进行了分析。  

1. 对学校设施及服务的评价 

完善的教学生活设施和服务是保障高等院校教学生活正常运作，提升

高等教育质量的基础。本调查要求研究生对所在高校的教学条件和生活服



务条件进行评价。 总体而言， 研究生对学校的硬件设施和服务比较满意，

所涉及的各项指标，各级满意度的合计均超过 50%。满意度最高的指标是所

在学校的学术氛围和学术环境，满意度最低的事学生表达和申诉的渠道，

持不满意态度的学生比例高达 50%。 

表 1 研究生对学校设施及服务的评价 

 
   1 2 3 4 5 6 

 
 很不满意………………………………………很满意 

教室、实验、计算机、图书等教学科研设备 6.9 9.0 17.6 24.5 25.1 16.8 

食堂、宿舍、医疗等后勤设施和服务 9.7 12.9 20.7 26.3 20.0 10.3 

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服务 6.9 11.8 25.6 27.4 18.8 9.5 

学生表达和申诉的渠道  11.9 14.5 24.2 24.6 16.7 8.1 

创业教育的课程、讲座、经费支持等 7.8 11.7 23.2 26.2 20.5 10.7 

所在学校的学术氛围、学术环境 4.4 7.4 17.8 27.1 26.7 16.6 

 

在对学校设施及服务的评价中，不同高校类型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

满意度基本不存在太大差异。对学校的设施及服务最不满意的是“学生表

达和申诉的渠道”，不满意率都在 50%左右，最高的是一般高校的博士研究

生和硕士研究生，分别达到 55.5%和 51.6%。“创业教育的课程、讲座、经

费支持等”、“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服务”和“食堂、宿舍、医疗等后勤

设施和服务”三项评价的不满意率都在四成以上，在不同高校、不同研究

生阶段中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别。七成左右的研究生们对“所在学校的学

术氛围、学术环境”以及“教室、实验、计算机、图书等教学科研设备”

表示满意。尤其在“教室、实验、计算机、图书等教学科研设备”的评价

中，不同层级的高校略有不同，985高校的研究生满意度最高，一般高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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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满意度最低，但是总体差距不大。具体数据如下面各图所示。  

 

 

 

 

 

 

 

 

 

图 1 一般高校硕士研究生对学校设施及服务的评价 

 

图 2 211高校硕士研究生对学校设施及服务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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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985高校硕士研究生对学校设施及服务的评价 

 

图 4 一般高校博士研究生对学校设施及服务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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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11高校博士研究生对学校设施及服务的评价 

 

图 6 985高校博士研究生对学校设施及服务的评价 

2. 培养方案 

总体而言，多数研究生对培养方案表示满意。56.9%认为培养方案比较

明确和清晰；55.7%认为培养方案能满足自身未来发展的需求。 

表 2 研究生总体对培养方案进行评价 

 
   1 2 3 4 5 6 

 
 完全不同意……………………………………………完全同意 

研究生培养方案目标明确、清晰 6.4 12.4 24.2 25.2 20.7 11.1 

培养方案能够满足我的未来发

展需求 
5.9 13.1 25.2 29.2 19.0 7.5 

由于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在培养目标方面存在本质性的差别，因

此在做培养方案评价分析时，本报告对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群体分别进行分

析。数据显示博士生群体在对培养方案的评价略微高于硕士的。  

2.1 硕士研究生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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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多数硕士生对培养方案表示满意。43.2%认为研究生培养方

案不够明确清晰，56.8%认为培养方案比较明确和清晰，44.8%认为研究生

的培养方案不能满足自身未来发展的需求，55.2%认为研究生的培养方案能

满足自身未来发展的需求。 

表 3 硕士生对培养方案的评价 

 
   1 2 3 4 5 6 

 
完全不同意……………………………………完全同意 

研究生培养方案目标明确、清晰 6.5 12.4 24.2 25.1 20.9 10.8 

培养方案能够满足我的未来发展需求 5.9 13.4 25.4 28.9 18.9 7.4 

2.2 博士研究生群体 

在对培养方案进行评价时可以发现：总体而言，约60%的博士生对培养

方案表示满意。42.9%认为研究生培养方案不够明确清晰，57.1%认为培养

方案比较明确和清晰，42.6%认为研究生的培养方案不能满足自身未来发展

的需求，57.4%认为研究生的培养方案能满足自身未来发展的需求。 

表 4 博士生对培养方案的评价 

 
   1 2 3 4 5 6 

 
完全不同意……………………………完全同意 

研究生培养方案目标明确、清晰 6.1 12.5 24.3 25.3 20.0 11.8 

培养方案能够满足我的未来发展需求 6.0 11.9 24.7 30.1 19.5 7.7 

2. 课程教学 

研究生对课程教学的评价包括：专业理论教学内容充实，教学内容有



利于拓宽知识面，教学内容具有前沿性，课程设置有助于学科间的交叉和

融合，教学能够与科研学术紧密结合，课程教学注重理论与实践、案例相

联系。 

总体而言，多数研究生（约60%）对课程教学的各项比较认可，且博士

生和硕士生的认可度没有明显差异。认可“专业理论教学内容充实”的占

60.5%，；同意“教学内容有利于拓宽知识面”的占66.6%；同意“教学内容

具有前沿性”的占65.8%；同意“课程设置有助于学科间的交叉和融合”占

63.5%；同意“教学能够与科研学术紧密结合”的占63.2%；同意“课程教

学注重理论与实践、案例相联系”的占66.3%。 

表 5 研究生对课程教学的评价 

 
   1 2 3 4 5 6 

 
完全不同意……………………………………完全同意 

专业理论教学内容充实 4.7 10.2 24.6 30.2 21.6 8.8 

教学内容有利于拓宽知识面 3.4 8.5 21.5 32.0 24.6 9.9 

 教学内容具有前沿性 3.6 8.4 22.2 29.8 25.3 10.8 

课程设置有助于学科间的交叉和融合 3.4 9.1 23.9 31.3 22.6 9.6 

教学能够与科研学术紧密结合 3.7 9.4 23.7 30.6 23.1 9.5 

课程教学注重理论与实践、案例相联系 3.3 8.4 22.0 30.7 24.9 10.7 

 

4.学术科研指导制度 

研究生对院系学术科研指导制度的评价包括：注重学术规范、学术道

德的指导，注重学生参与院系、教师的课题研究，鼓励学生自主开展课题

研究，注重学生进行跨学科的学术活动，研究经费充裕，提供国内外学术



交流的机会。 

总体而言，多数研究生（60%-70%）对学术科研指导制度比较认可，且

博士生相比较硕士生认可度比较高。同意“注重学术规范、学术道德的指

导”的占70.5%；同意“注重学生参与院系、教师的课题研究”的占66.9%；

同意“鼓励学生自主开展课题研究”的占64.5%；同意“注重学生进行跨学

科的学术活动”的占59.6%；同意“研究经费充裕”的占58.1%；同意“提

供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机会”的占59.0%。 

表 6 研究生总体对学术科研指导制度的评价 

 
   1 2 3 4 5 6 

 
完全不同意…………………………………完全同意 

注重学术规范、学术道德的指导 2.7 7.1 19.7 29.0 27.2 14.2 

注重学生参与院系、教师的课题研究 3.7 8.4 21.1 29.3 25.0 12.6 

鼓励学生自主开展课题研究 4.2 8.5 22.7 28.5 25.1 10.9 

注重学生进行跨学科的学术活动 5.1 11.1 24.3 28.8 21.3 9.5 

研究经费充裕 8.4 11.6 21.9 26.5 20.8 10.7 

提供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机会 8.1 11.5 21.4 26.6 21.7 10.7 

4.1 硕士研究生群体 

总体而言，多数硕士生对学术科研指导制度表示认同。注重学术规范、

学术道德的指导同意的占70.6%，不同意的占29.4%；注重学生参与院系、

教师的课题研究同意的占66.9%，不同意的占33.1%；鼓励学生自主开展课

题研究同意的占64.6%，不同意的占35.4%；注重学生进行跨学科的学术活

动同意的占59.4%，不同意的占40.6%；研究经费充裕同意的占57.4%，不同

意的占42.6%；提供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机会同意的占59.8%，不同意的占



41.2%。 

表 7 硕士研究生对学术科研指导制度的评价 

 
   1 2 3 4 5 6 

 
完全不同意……………………………………完全同意 

注重学术规范、学术道德的指导 2.7 6.9 19.8 29.0 27.3 14.3 

注重学生参与院系、教师的课题研究 3.6 8.6 21.0 29.1 24.9 12.8 

鼓励学生自主开展课题研究 4.2 8.5 22.7 28.5 25.3 10.8 

注重学生进行跨学科的学术活动 5.1 10.9 24.5 28.8 21.1 9.6 

研究经费充裕 8.6 11.7 22.3 26.1 20.7 10.6 

提供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机会 8.3 11.5 21.4 26.6 21.4 10.8 

4.2 博士研究生群体 

总体而言，多数博士生对学术科研指导制度表示同意。注重学术规范、

学术道德的指导同意的占69.9%，不同意的占30.1%；注重学生参与院系、

教师的课题研究同意的占67.0%，不同意的占33.0%；鼓励学生自主开展课

题研究同意的占64.4%，不同意的占35.6%；注重学生进行跨学科的学术活

动同意的占60.2%，不同意的占39.8%；研究经费充裕同意的占60.3%，不同

意的占39.7%；提供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机会同意的占59.8%，不同意的占

41.2%。 

表 8 博士研究生对学术科研指导制度的评价 

 
   1 2 3 4 5 6 

 
完全不同意………………………………完全同意 

注重学术规范、学术道德的指导 2.9 7.8 19.4 29.2 26.8 13.9 

注重学生参与院系、教师的课题研究 4.0 7.6 21.4 29.8 25.3 11.9 

鼓励学生自主开展课题研究 4.1 8.7 22.7 28.7 24.5 11.2 



注重学生进行跨学科的学术活动 5.1 11.5 23.3 28.9 22.1 9.3 

研究经费充裕 7.6 11.4 20.7 28.1 21.2 11.1 

提供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机会 7.2 11.5 21.5 26.5 22.9 10.4 

5.学生资助 

5.1 导师资助 

本次调查分析了研究生来自导师的助研经费、学费以及生活费方面的

经济资助。结果显示，半数研究生认为导师支付了适当的助研经费；60%的

研究生认为导师支付了其部分的学费、生活费。 博士生认为导师支付了足

够费用所占的比例更高。 

 

图 7 导师经济资助的评价 

5.2 奖助学金设定 

研究生对奖学金设定的评价包括：奖助学金评定标准合理，奖学金评

选过程较公平、公正、公开，奖学金类型多样，金额设置合理。总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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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完全不同意 ② ③ ④ ⑤ ⑥完全同意 



约60%的研究生对奖学金的设定比较认可，且博士生相比较硕士生认可度比

较高。奖助学金评定标准合理同意的占61.8%，不同意的占38.2%；奖学金

评选过程较公平、公正、公开同意的占66.3%，不同意的占33.7%；奖学金

类型多样，金额设置合理同意的占59.8%。不同意的占40.2%。 

表 9 对奖助学金设定的评价 

 
   1 2 3 4 5 6 合计 

 
完全不同意………………………………完全同意 （%） 

 奖助学金评定标准合理 6.5 9.5 22.2 30.0 22.1 9.7 100.0 

奖学金评选过程较公平、公正、

公开 
4.9 7.3 21.4 30.3 24.4 11.6 100.0 

 奖学金类型多样，金额设置合理 7.0 10.1 23.2 28.2 21.9 9.7 100.0 

5.3 奖助学金成效 

研究生对奖助学金成效的评价包括：对学校助教、助管、助研岗位设

置满意，助学金足够支持我完成学业，奖助体系充分调动了我的学习和科

研积极性。总体而言，约60%的研究生对奖助学金成效比较认可，而且博士

生相比较硕士生认可度比较高。对“学校助教、助管、助研岗位设置满意”

表示同意的占63.8%，表示不同意的占36.2%。对“奖助学金足够支持我完

成学业”表示同意的占53.3%，表示不同意的占46.7%；对“奖助体系充分

调动了我的学习和科研积极性”表示同意的占57.9%，不同意的占42.1%。 

表 10 对奖助学金成效的评价 

 
   1 2 3 4 5 6 

 
完全不同意…………………………………完全同意 



我对学校助教、助管、助研岗位设置满意 5.1 9.2 21.8 29.8 23.2 10.8 

奖助学金足够支持我完成学业 14.0 12.0 20.7 24.4 19.3 9.6 

奖助体系充分调动了我的学习和科研积极性 9.6 11.1 21.3 26.6 20.7 10.6 

5.3.1 硕士研究生群体 

总体而言，60%的硕士生对奖学金的岗位设置表示同意，但是对奖助学

金支持学业完成和调动学习科研积极性上，仍有超过40%的表示不同意。同

意“对学校助教、助管、助研岗位设置满意”的占63.5%，不同意的占36.5%。

同意“奖助学金足够支持我完成学业”的占52.6%，不同意的占47.4%；同

意“奖助体系充分调动了我的学习和科研积极性”的占57.3%，不同意的占

42.7%。 

表 11 硕士生对奖助学金成效进行评价 

 
   1 2 3 4 5 6 

 
完全不同意……………………………完全同意 

我对学校助教、助管、助研岗位设置满意 5.3 9.4 21.8 30.0 22.8 10.8 

奖助学金足够支持我完成学业 14.3 12.3 20.7 24.1 18.9 9.6 

奖助体系充分调动了我的学习和科研积极性 9.7 11.8 21.2 26.2 20.6 10.5 

5.3.2 博士研究生群体 

在对奖助学金成效进行评价时可以发现：总体而言，多数博士生对奖

学金设定表示同意。同意“对学校助教、助管、助研岗位设置满意”的占

64.7%，不同意的占35.3%。同意“奖助学金足够支持我完成学业”的占55.7%，

不同意的占44.3%。 同意“奖助体系充分调动了我的学习和科研积极性”

的占60.2%，不同意的占39.8%。 



表 12 博士生对奖助学金成效进行评价 

 
   1 2 3 4 5 6 

 
完全不同意…………………………………完全同意 

我对学校助教、助管、助研岗位设置满意 4.6 8.8 21.9 29.0 25.0 10.7 

奖助学金足够支持我完成学业 12.9 11.0 20.4 25.3 20.5 9.9 

奖助体系充分调动了我的学习和科研积极性 9.1 9.0 21.7 28.0 21.2 11.0 

6.学位论文 

研究生对学位论文的评价包括：综合考试（中期考核）要求严格，重

视学位论文开题，严格实施学位论文匿名评审，注重学位论文答辩。总体

而言，多数研究生对学位论文规范性认可， 并且博士生和硕士生认可度没

有太大差异。对“综合考试（中期考核）要求严格”表示同意的占70.3%，

表示不同意的占29.7%；对“院系重视学位论文开题“表示同意的占75.7%，

表示不同意的占24.3%；对院系”严格实施学位论文匿名评审“表示同意的

占77.5%，表示不同意的占22.5%；对“注重学位论文答辩”表示同意的占

80.4%，不同意的占19.6%。 

表 13 对学位论文进行评价 

 
   1 2 3 4 5 6 合计 

 
完全不同意…………………………………完全同意 （%） 

综合考试（中期考核）要求严格 3.2 7.2 19.4 30.8 26.5 13.0 100.0 

重视学位论文开题 a 2.3 5.4 16.6 27.5 30.0 18.2 100.0 

严格实施学位论文匿名评审 a 2.2 4.6 15.7 26.5 30.7 20.3 100.0 

注重学位论文答辩 a 1.7 4.1 13.8 25.0 32.1 23.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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