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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 2015 届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分析报告 

 

为了全面把握我校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状况，以质量建设为核心，

总结经验、明确定位、规范管理、深化改革，更好地发挥研究生教育

工作在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财经大学”目标中的作用，结合我校

研究生教育工作改革与发展实际，研究生院将在每年校学位评定委员

会召开前编写当年的学位论文质量分析报告。现对 2015 届研究生学位

论文质量分析如下。 

一、硕士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情况分析 

2015 上半年共有 1251 篇硕士学位论文进入双盲评审环节，其中学

术型 512 篇，专业学位 739 篇。通过对 1251 篇论文 2000 多份评阅书

的评阅结果分析，我校 2015 届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总体情况

良好（总体情况见表 1 所示），评阅成绩为优秀的（平均成绩 90 分以

上）共 11 篇（具体名单见表 2），占比 0.88%；评阅成绩为良好的（平

均成绩 80-89 分）共 536 篇，占比 42.85%；评阅成绩为中等的（平均

成绩 70-79 分）共 607 篇，占比 48.52%；评阅成绩为及格的（平均成

绩 60-69 分）共 95 篇，占比 7.59%；评阅成绩为不及格的（平均成绩

60 分以下）共 2篇，占比 0.16%。具体分布见图 1 所示。 

 

图 1  本届硕士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各成绩等级百分比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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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5 届各学院硕士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总体情况统计 

成绩分布情况 

优（90 分及以上） 良（80-99） 中（70-79） 及格（60-69） 不及格（60 分以下） 学院及专业 

送审

论文

数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名单（导师） 

会计学 78 0 0.00 46 58.97 32 41.03 0 0.00 0 0.00  

会计硕士 168 0 0.00 59 35.12 103 61.31 6 3.57 0 0.00  会计学院 

审计硕士 21 0 0.00 1 4.76 15 71.43 5 23.81 0 0.00  

企业管理 21 0 0.00 14 66.67 7 33.33 0 0.00 0 0.00  

技术经济及管理 2 0 0.00 1 50.00 1 50.00 0 0.00 0 0.00  
工商管理

学院 

工商管理硕士 152 0 0.00 35 23.03 91 59.87 26 17.11 0 0.00  

金融学 43 0 0.00 26 60.47 9 20.93 8 18.60 0 0.00  

保险硕士 10 0 0.00 1 10.00 6 60.00 3 30.00 0 0.00  金融学院 

金融硕士 52 0 0.00 10 19.23 34 65.38 8 15.38 0 0.00  

财政学 20 0 0.00 12 60.00 7 35.00 1 5.00 0 0.00  

行政管理 44 0 0.00 27 61.36 17 38.64 0 0.00 0 0.00  

社会保障 9 0 0.00 6 66.67 3 33.33 0 0.00 0 0.00  

教育经济与管理 4 0 0.00 3 75.00 1 25.00 0 0.00 0 0.00  

税务硕士 10 0 0.00 6 60.00 4 40.00 0 0.00 0 0.00  

财税与公

共管理学

院 

公共管理硕士 77 0 0.00 21 27.27 46 59.74 10 12.99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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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分布情况 

优（90 分及以上） 良（80-99） 中（70-79） 及格（60-69） 不及格（60 分以下） 学院及专业 

送审

论文

数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名单（导师） 

政治经济学 3 0 0.00 2 66.67 1 33.33 0 0.00 0 0.00   

西方经济学 2 0 0.00 2 100.00 0 0.00 0 0.00 0 0.00   

国民经济学 4 0 0.00 3 75.00 1 25.00 0 0.00 0 0.00   

劳动经济学 1 0 0.00 1 100.00 0 0.00 0 0.00 0 0.00   

理论经济学 8 2 25.00 4 50.00 2 25.00 0 0.00 0 0.00   

人口、资源与环境 1 0 0.00 1 100.00 0 0.00 0 0.00 0 0.00   

经济学院 

资产评估硕士 11 0 0.00 2 18.18 7 63.64 2 18.18 0 0.00   

统计学 18 0 0.00 6 33.33 10 55.56 2 11.11 0 0.00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硕士 30 0 0.00 9 30.00 17 56.67 4 13.33 0 0.00   

世界经济 2 0 0.00 2 100.00 0 0.00 0 0.00 0 0.00   

国际贸易学 17 0 0.00 11 64.71 5 29.41 1 5.88 0 0.00   
国际经贸

学院 

国际商务硕士 20 0 0.00 11 55.00 9 45.00 0 0.00 0 0.00   

中共党史 2 0 0.00 2 100.00 0 0.00 0 0.00 0 0.0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
究 

2 0 0.00 1 50.00 1 50.00 0 0.00 0 0.00   

思想政治教育 8 0 0.00 7 87.50 1 12.50 0 0.00 0 0.00   

政治学 1 0 0.00 1 100.00 0 0.00 0 0.00 0 0.00   

马克思主

义学院 

科学技术哲学 5 0 0.00 1 20.00 4 80.00 0 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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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分布情况 

优（90 分及以上） 良（80-99） 中（70-79） 及格（60-69） 不及格（60 分以下） 学院及专业 
送审论

文数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名单（导师） 

宪法与行政法 4 0 0.00 1 25.00 3 75.00 0 0.00% 0 0.00   

刑法 10 0 0.00 3 30.00 7 70.00 0 0.00% 0 0.00   

民商法 20 0 0.00 10 50.00 9 45.00 1 5.00% 0 0.00   

诉讼法 5 0 0.00 4 80.00 0 0.00 1 20.00% 0 0.00   

经济法 31 0 0.00 10 32.26 18 58.06 3 9.68% 0 0.00   

法学院 

法律硕士 42 0 0.00 14 33.33 20 47.62 7 16.67% 1 2.38 谢承（王吉文） 

社会学 3 0 0.00 3 100.00 0 0.00 0 0.00% 0 0.00   

传播学 7 0 0.00 5 71.43 2 28.57 0 0.00% 0 0.00   

戏剧与影视学 15 2 13.33 13 86.67 0 0.00 0 0.00% 0 0.00   

新闻学 6 0 0.00 3 50.00 3 50.00 0 0.00% 0 0.00   

人文学院 

社会工作硕士 47 0 0.00 26 55.32 21 44.68 0 0.00% 0 0.00   

数量经济学 20 2 10.00 11 55.00 6 30.00 1 5.00% 0 0.00   

计算机应用技术 2 0 0.00 2 100.00 0 0.00 0 0.00% 0 0.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10 0 0.00 8 80.00 2 20.00 0 0.00% 0 0.00   

信息管理

学院 

工程硕士 35 0 0.00 17 48.57 17 48.57 1 2.86% 0 0.00   

外国语学

院 英语语言文学 11 2 18.18 6 54.55 3 27.27 0 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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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分布情况 

优（90 分及以上） 良（80-99） 中（70-79） 及格（60-69） 不及格（60 分以下） 学院及专业 

送审

论文

数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名单（导师） 

音乐与舞蹈学 7 0 0.00 4 57.14 2 28.57 1 14.29 0 0.00   
艺术学院 园林植物与观赏

园艺 3 1 33.33 2 66.67 0 0.00 0 0.00 0 0.00   

教育技术学 13 1 7.69 10 76.92 2 15.38 0 0.00 0 0.00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4 0 0.00 4 100.00 0 0.00 0 0.00 0 0.00   

产业经济研

究院 产业经济学 32 1 3.13 21 65.63 8 25.00 2 6.25 0 0.00   

江西经济发

展研究院 区域经济学 1 0 0.00 1 100.00 0 0.00 0 0.00 0 0.00 
  

鄱阳湖生态

经济 农业经济管理 2 0 0.00 2 100.00 0 0.00 0 0.00 0 0.00   

MBA 学院 
高级工商管理硕

士 56 0 0.00 12 26.79 42 75.00 1 1.79 1 1.79 吴涛（李敏） 

土地资源管理 9 0 0.00 4 44.44 5 55.56 0 0.00 0 0.00   

旅游管理 2 0 0.00 1 50.00 0 0.00 1 50.00 0 0.00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硕士 8 0 0.00 5 62.50 3 37.50 0 0.00 0 0.00   

合计   1251 11 0.88 536 42.85 607 48.52 95 7.59 2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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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5 届硕士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成绩优秀名单统计 

 学院   专业   学生姓名 
 评阅平均

成绩  
 导师姓名  

理论经济学 刘晓宁 90 饶晓辉 
经济学院 

理论经济学 熊文倩 92.5 李国民 

戏剧与影视学 李林源 90.5 蔡盈洲 
人文学院 

戏剧与影视学 钱秋琪 90 陈文钢 

数量经济学 王瑞峰 90.5 柳键 
信息管理学院 

数量经济学 邵常笑 90 万建香 

英语语言文学 张茜茜 90 李春长 
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朱林韬 90 何晓勤 

艺术学院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顾晓涵 90 韩玉林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教育技术学 王晶晶 90 万本庭 

产业经济研究院 产业经济学 罗映科 90.5 阮敏 

 

512 篇学术型硕士论文双盲评审的总平均成绩为 81.21 分，各学院

平均成绩最高的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学院，成绩均为 88.25 分，平均成

绩最低的是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成绩为 77.41 分，各学院学术型硕

士论文双盲评审平均成绩见图 2 所示。 

 

 

图 2  各学院学术型硕士论文双盲评审平均成绩分布 

 

各学院学术型硕士论文双盲评审成绩中，评阅成绩为“良”以上

等级所占的比例分布不均匀，“良”以上等级所占比例最高的是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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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研究院和鄱阳湖生态经济学院，均为 100.00%，“良”以上等

级所占比例最低的是统计学院，为 33.33%，详细情况见图 3 所示。 

 

 

图 3  各学院学术型硕士论文平均成绩“良”等级以上百分比分布 

 

739 篇专业学位硕士论文双盲评审的总平均成绩为 76.82 分，各学

院平均成绩最高的是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成绩为 80.56 分，平均成

绩最低的是金融学院，成绩为 74.65 分。各学院专业学位硕士论文双

盲评审平均成绩见图 4 所示。 

 

图 4  各学院专业学位硕士论文双盲评审平均成绩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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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院专业学位硕士论文双盲评审成绩分布不均，这可从评阅成

绩为“良”以上等级所占的比例及“及格”所占的比例中得以反映。

各学院专业学位硕士论文评阅成绩为“良”以上等级和“及格”所占

的比例相差较大，“良”以上等级所占比例最高的是旅游与城市管理学

院，为 62.50%，“良”以上等级所占比例最低的是金融学院，为 17.74%；

“及格”等级所占比例最高的是经济学院，为 18.18%，“及格”等级所

占比例最低的是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国贸学院和人文学院，均为 0，

详细情况见图 5、6 所示。 

 

 

图 5  各学院专业学位硕士论文总体评价“良”等级以上百分比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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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各学院专业学位硕士论文总体评价“及格”等级百分比分布 

 

为了进一步反映我校学术型硕士论文质量情况，我们按照论文评

阅书中的评价指标：选题、文献综述、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创新性成

果与效益、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掌握与运用、论文的逻辑结构和文

笔文风等 6 部分进行了分项统计，总体情况见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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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5 届学术型硕士学位论文双盲评审质量分项统计 

优（90 分及以上） 良（80-99） 中（70-79） 及格（60-69） 不及格（60 分以下） 
学院 

送审

论文

数 

评价内容与评价等级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总体评价 0 0.00 15 65.22 8 34.78 0 0.00 0 0.00 

选题 1 4.35 15 65.22 7 30.43 0 0.00 0 0.00 

文献综述 0 0.00 14 60.87 8 34.78 1 4.35 0 0.00 

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1 4.35 18 78.26 3 13.04 1 4.35 0 0.00 

成果创新性与效益 0 0.00 11 47.83 11 47.83 1 4.35 0 0.00 

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掌握与

运用 
3 13.04 15 65.22 3 13.04 2 8.70 0 0.00 

工商管理

学院 
23 

论文的逻辑结构、文笔文风等 1 4.35 12 52.17 8 34.78 2 8.70 0 0.00 

总体评价 0 0.00 47 61.04 28 36.36 2 2.60 0 0.00 

选题 6 7.79 44 57.14 24 31.17 3 3.90 0 0.00 

文献综述 0 0.00 24 31.17 38 49.35 15 19.48 0 0.00 

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12 15.58 46 59.74 17 22.08 2 2.60 0 0.00 

成果创新性与效益 1 1.30 38 49.35 33 42.86 5 6.49 0 0.00 

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掌握与

运用 
14 18.18 39 50.65 22 28.57 2 2.60 0 0.00 

财税与公

共管理学

院 

77 

论文的逻辑结构、文笔文风等 1 1.30 43 55.84 27 35.06 4 5.19 2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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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90 分及以上） 良（80-99） 中（70-79） 及格（60-69） 不及格（60 分以下） 
学院 

送审

论文

数 

评价内容与评价等级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总体评价 0 0.00 48 61.54 30 38.46 0 0.00 0 0.00 

选题 17 21.79 37 47.44 20 25.64 4 5.13 0 0.00 

文献综述 16 20.51 46 58.97 11 14.10 5 6.41 0 0.00 

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4 5.13 39 50.00 24 30.77 11 14.10 0 0.00 

成果创新性与效益 12 15.38 19 24.36 30 38.46 15 0.19 2 2.56 

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掌握与

运用 
11 0.14 39 50.00 22 28.21 6 7.69 0 0.00 

会计学院 78 

论文的逻辑结构、文笔文风等 24 0.31 30 38.46 16 20.51 8 10.26 0 0.00 

总体评价 0 0.00 13 68.42 5 26.32 1 5.26 0 0.00 

选题 1 5.26 15 78.95 3 15.79 0 0.00 0 0.00 

文献综述 0 0.00 13 68.42 5 26.32 1 5.26 0 0.00 

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1 5.26 13 68.42 3 15.79 2 10.53 0 0.00 

成果创新性与效益 0 0.00 13 68.42 4 21.05 2 10.53 0 0.00 

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掌握与

运用 
1 5.26 14 73.68 3 15.79 1 5.26 0 0.00 

国际经贸

学院 
19 

论文的逻辑结构、文笔文风等 1 5.26 12 63.16 6 31.58 0 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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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90 分及以上） 良（80-99） 中（70-79） 及格（60-69） 不及格（60 分以下） 
学院 

送审

论文

数 

评价内容与评价等级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总体评价 2 10.53 13 68.42 4 21.05 0 0.00 0 0.00 

选题 6 31.58 10 52.63 2 10.53 1 5.26 0 0.00 

文献综述 5 26.32 7 36.84 6 31.58 1 5.26 0 0.00 

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3 15.79 13 68.42 2 10.53 1 5.26 0 0.00 

成果创新性与效益 1 5.26 14 73.68 2 10.53 2 10.53 0 0.00 

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掌握与

运用 
3 15.79 15 78.95 1 5.26 0 0.00 0 0.00 

经济学院 19 

论文的逻辑结构、文笔文风等 5 26.32 10 52.63 3 15.79 1 5.26 0 0.00 

总体评价 0 0.00 25 58.14 9 20.93 8 18.60 0 0.00 

选题 2 4.65 14 32.56 25 58.14 1 2.33 1 2.33 

文献综述 3 6.98 25 58.14 11 25.58 4 9.30 0 0.00 

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3 6.98 25 58.14 10 23.26 5 11.63 0 0.00 

成果创新性与效益 1 2.33 12 27.91 18 41.86 12 27.91 0 0.00 

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掌握与

运用 
4 9.30 28 65.12 6 13.95 5 11.63 0 0.00 

金融学院 43 

论文的逻辑结构、文笔文风等 0 0.00 26 60.47 9 20.93 8 18.6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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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90 分及以上） 良（80-99） 中（70-79） 及格（60-69） 不及格（60 分以下） 
学院 

送审

论文

数 

评价内容与评价等级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总体评价 0 0.00 6 33.33 10 55.56 2 11.11 0 0.00 

选题 0 0.00 5 27.78 12 66.67 1 5.56 0 0.00 

文献综述 0 0.00 8 44.44 5 27.78 4 22.22 1 5.56 

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0 0.00 8 44.44 7 38.89 3 16.67 0 0.00 

成果创新性与效益 1 5.56 2 11.11 13 72.22 2 11.11 0 0.00 

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掌握与

运用 
1 5.56 12 66.67 2 11.11 3 16.67 0 0.00 

统计学院 18 

论文的逻辑结构、文笔文风等 0 0.00 4 22.22 11 61.11 3 16.67 0 0.00 

总体评价 2 6.25 24 75.00 5 15.63 1 3.13 0 0.00 

选题 1 3.13 20 62.50 10 31.25 1 3.13 0 0.00 

文献综述 1 3.13 19 59.38 9 28.13 3 9.38 0 0.00 

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6 18.75 20 62.50 5 15.63 1 3.13 0 0.00 

成果创新性与效益 3 9.38 13 40.63 13 40.63 1 3.13 2 6.25 

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掌握与

运用 
7 21.88 23 71.88 2 6.25 0 0.00 0 0.00 

信息管理

学院 
32 

论文的逻辑结构、文笔文风等 6 18.75 16 50.00 6 18.75 3 9.38 1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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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90 分及以上） 良（80-99） 中（70-79） 及格（60-69） 不及格（60 分以下） 
学院 

送审

论文

数 

评价内容与评价等级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总体评价 0 0.00 5 45.45 5 45.45 1 9.09 0 0.00 

选题 0 0.00 5 45.45 5 45.45 1 9.09 0 0.00 

文献综述 0 0.00 3 27.27 6 54.55 2 18.18 0 0.00 

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0 0.00 6 54.55 5 45.45 0 0.00 0 0.00 

成果创新性与效益 0 0.00 3 27.27 6 54.55 2 18.18 0 0.00 

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掌握与

运用 
0 0.00 5 45.45 6 54.55 0 0.00 0 0.00 

旅游与城

市管理 

学院 

11 

论文的逻辑结构、文笔文风等 0 0.00 7 63.64 4 36.36 0 0.00 0 0.00 

总体评价 5 7.36 36 51.47 25 35.29 4 5.88 0 0.00 

选题 0 0.00 20 27.94 30 42.65 19 26.47 2 2.94 

文献综述 2 2.94 35 50.00 28 39.71 4 5.88 1 1.47 

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1 1.48 25 35.29 36 51.47 8 11.76 0 0.00 

成果创新性与效益 4 5.89 36 51.47 25 35.29 5 7.35 0 0.00 

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掌握与

运用 
1 1.47 36 51.47 20 27.94 12 17.65 1 1.47 

法学院 70 

论文的逻辑结构、文笔文风等 0 0.00 28 39.71 38 54.41 4 5.88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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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90 分及以上） 良（80-99） 中（70-79） 及格（60-69） 不及格（60 分以下） 
学院 

送审

论文

数 

评价内容与评价等级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总体评价 1 5.88 14 82.35 2 11.76 0 0.00 0 0.00 

选题 3 17.65 13 76.47 1 5.88 0 0.00 0 0.00 

文献综述 2 11.76 12 70.59 2 11.76 1 5.88 0 0.00 

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5 29.41 11 64.71 1 5.88 0 0.00 0 0.00 

成果创新性与效益 0 0.00 11 64.71 5 29.41 1 5.88 0 0.00 

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掌握与

运用 
7 41.18 9 52.94 0 0.00 1 5.88 0 0.00 

软件与通

信工程 

学院 

17 

论文的逻辑结构、文笔文风等 4 23.53 11 64.71 1 5.88 1 5.88 0 0.00 

总体评价 2 18.18 6 54.55 3 27.27 0 0.00 0 0.00 

选题 0 0.00 6 54.55 4 36.36 1 9.09 0 0.00 

文献综述 2 18.18 8 72.73 0 0.00 1 9.09 0 0.00 

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1 9.09 7 63.64 3 27.27 0 0.00 0 0.00 

成果创新性与效益 2 18.18 5 45.45 4 36.36 0 0.00 0 0.00 

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掌握与

运用 
3 27.27 7 63.64 1 9.09 0 0.00 0 0.00 

外国语 

学院 
11 

论文的逻辑结构、文笔文风等 3 27.27 6 54.55 2 18.18 0 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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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90 分及以上） 良（80-99） 中（70-79） 及格（60-69） 不及格（60 分以下） 
学院 

送审

论文

数 

评价内容与评价等级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总体评价 2 6.45 24 77.42 5 16.13 0 0.00 0 0.00 

选题 7 22.58 10 32.26 13 41.94 1 3.23 0 0.00 

文献综述 2 6.45 17 54.84 12 38.71 0 0.00 0 0.00 

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4 12.90 23 74.19 2 6.45 2 6.45 0 0.00 

成果创新性与效益 1 3.23 21 67.74 9 29.03 0 0.00 0 0.00 

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掌握与

运用 
9 29.03 19 61.29 3 9.68 0 0.00 0 0.00 

人文学院 31 

论文的逻辑结构、文笔文风等 8 25.81 18 58.06 5 16.13 0 0.00 0 0.00 

总体评价 1 10.00 6 60.00 2 20.00 1 10.00 0 0.00 

选题 0 0.00 7 70.00 2 20.00 0 0.00 1 0.00 

文献综述 3 30.00 2 20.00 4 40.00 1 10.00 0 0.00 

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3 30.00 6 60.00 0 0.00 1 10.00 0 0.00 

成果创新性与效益 1 10.00 7 70.00 1 10.00 1 10.00 0 0.00 

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掌握与

运用 
4 40.00 4 40.00 1 10.00 1 10.00 0 0.00 

艺术学院 10 

论文的逻辑结构、文笔文风等 1 10.00 3 30.00 5 50.00 1 1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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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90 分及以上） 良（80-99） 中（70-79） 及格（60-69） 不及格（60 分以下） 
学院 

送审

论文

数 

评价内容与评价等级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总体评价 0 0.00 12 66.67 6 33.33 0 0.00 0 0.00 

选题 4 22.22 11 61.11 2 11.11 1 5.56 0 0.00 

文献综述 3 16.67 8 44.44 4 22.22 3 16.67 0 0.00 

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1 5.56 11 61.11 6 33.33 0 0.00 0 0.00 

成果创新性与效益 1 5.56 8 44.44 6 33.33 3 16.67 0 0.00 

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掌握与

运用 
4 22.22 8 44.44 5 27.78 1 5.56 0 0.00 

 马克思

主义学院 
18 

论文的逻辑结构、文笔文风等 2 11.11 10 55.56 5 27.78 1 5.55 0 0.00 

总体评价 0 0.00 1 100.00 0 0.00 0 0.00 0 0.00 

选题 0 0.00 1 100.00 0 0.00 0 0.00 0 0.00 

文献综述 0 0.00 1 100.00 0 0.00 0 0.00 0 0.00 

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0 0.00 1 100.00 0 0.00 0 0.00 0 0.00 

成果创新性与效益 0 0.00 0 0.00 1 100.00 0 0.00 0 0.00 

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掌握与

运用 
0 0.00 1 100.00 0 0.00 0 0.00 0 0.00 

 江西经

济发展研

究院  

1 

论文的逻辑结构、文笔文风等 0 0.00 1 100.00 0 0.00 0 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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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90 分及以上） 良（80-99） 中（70-79） 及格（60-69） 不及格（60 分以下） 
学院 

送审

论文

数 

评价内容与评价等级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总体评价 1 3.13 21 65.63 8 25.00 2 6.25 0 0.00 

选题 1 3.13 16 50.00 13 40.63 2 6.25 0 0.00 

文献综述 0 0.00 15 46.88 16 50.00 1 3.13 0 0.00 

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0 0.00 14 43.75 15 46.88 3 9.38 0 0.00 

成果创新性与效益 0 0.00 10 31.25 16 50.00 6 18.75 0 0.00 

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掌握与

运用 
0 0.00 17 53.13 15 46.88 0 0.00 0 0.00 

 产业经

济研究院 
32 

论文的逻辑结构、文笔文风等 0 0.00 14 43.75 14 43.75 4 12.50 0 0.00 

总体评价 0 0.00 2 100.00 0 0.00 0 0.00 0 0.00 

选题 1 50.00 1 50.00 0 0.00 0 0.00 0 0.00 

文献综述 0 0.00 2 100.00 0 0.00 0 0.00 0 0.00 

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1 50.00 1 50.00 0 0.00 0 0.00 0 0.00 

成果创新性与效益 0 0.00 2 100.00 0 0.00 0 0.00 0 0.00 

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掌握与

运用 
0 0.00 2 100.00 0 0.00 0 0.00 0 0.00 

 鄱阳湖

生态经济

研究院  

2 

论文的逻辑结构、文笔文风等 0 0.00 2 100.00 0 0.00 0 0.00 0 0.00 

 



 

 19

（一）选题 

512 篇学术型硕士论文“选题”指标评阅成绩为优秀的（平均成绩

折合为 90 分以上）共 50 篇，占比 9.77%；评阅成绩为良好的（平均成

绩折合为 80-89 分）共 250 篇，占比 48.74%；评阅成绩为中等的（平

均成绩折合为 70-79 分）共 172 篇，占比 33.59%；评阅成绩为及格的

（平均成绩折合为 60-69 分）共 36 篇，占比 6.94%；评阅成绩为不及

格的（平均成绩折合为 60 分以下）共 4 篇，占比 0.79%。具体分布见

图 7 所示。 

 

图 7  学术型硕士论文 “选题”指标各成绩等级百分比分布 

 

从图 7中可以看出，评阅专家普遍认为我校 2015 届学术型硕士学

位论文选题较好，不少评审专家在论文评阅中也指出：“学位论文选题

具有开创性，能追踪学术前沿，具有很好的理论意义和良好的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选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能关注学科前沿，直接面

向我国国民经济、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中的重点和突出问题，有较高

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从题目中能反映论文所要研究探索的具体

学科领域范围、攻关主题方向和研究方法”，“能综合全面地反映江西

省乃至全国该学科及相关领域的发展和最新研究动态”等。512 篇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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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中，有很多论文与实际应用直接结合，有的论文研究当前国家重

点技术，有的论文研究当前国家急需解决的理论或经济问题等。 

另外，从评阅专家的评分及评语上反映出，2015 届学术型硕士学

位论文“选题”在 6 个评价指标中得分情况最好，这主要是因为绝大

部分研究生在选题时经过了深思熟虑，尤其是结合了导师的科研及课

题，选题大部分较新颖，有一定的难度，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使用

价值。选题也能直接反映导师的水平和对研究生的指导能力。 

各学院的学术型硕士论文在“选题”指标上，“良”以上所占比例

平均为 58.51%，各学院“良”以上所占比例最高的是江西经济发展研

究院和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为100%，最低的是统计学院，为27.78%，

具体情况见图 8所示。 

 

 

图 8  各学院学术型硕士论文“选题”项“良”等级以上百分比分布 

 

虽然“选题”总的结果较好，但从专家反馈的意见来看，也有部

分论文的选题缺少视角和深度。在判断某一个研究是不是有深度或有

创意时，往往要看研究者能否把这一个问题与一个很重要的、很有深

度的背景问题建立起有机联系，由此体现出某问题研究的意义及其独

特价值。评阅专家反馈的意见显示，有的论文选题孤立、表面化，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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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深入思考也没有理论根基。此类情况显示这些研究或行动缺少灵魂

和统率，缺少视角和深度，原因可能是真正的问题没有形成，对于所

要研究的事物的本质意义及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理解。 

此外，有的论文选题太大从而造成研究生很难驾驭论文的中心，

致使查找材料过多、需要研究的内容太大，难于整理，最终导致在研

究和论文写作时难度太大、容易偏题，中心不突出。以专家评语为例：

“论文选题较大，文章驾驭能力较弱，这样就缺乏较为充实的论文体

系……”；“选题太大，无论无述”；“研究方向不太明确，表现在文章

研究目标不明，因此在文献综述中不能指出这方面研究工作目前的水

平、存在的问题及本论文工作要解决问题的内容”；“论文选题涉及范

围太大，这给论文的写作带来了困难。论文未能找到一个较好的切入

角度，因而写的较为松散”等。 

对此，我们建议，研究生在选题时，要根据自身的知识结构、基

础知识的掌握程度、科研条件、自身能力等综合考虑自己的选题范围。

选题时，眼光要大，题目要小；研究和写作时，要小题大做，抓住题

目的关键，把整个问题的价值和意义放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用全局

的眼光来思量或考察，这样才能选出一个更有意思、也更适合于自己

研究的方向。 

（二）文献综述 

512 篇学术型硕士论文“文献综述”指标评阅成绩为优秀的（平均

成绩折合为 90 分以上）共 39 篇，占比 7.63%；评阅成绩为良好的（平

均成绩折合为 80-89 分）共 259 篇，占比 50.59%；评阅成绩为中等的

（平均成绩折合为 70-79 分）共 165 篇，占比 32.19%；评阅成绩为及

格的（平均成绩折合为 60-69 分）共 47 篇，占比 9.20%；评阅成绩为

不及格的（平均成绩折合为 60 分以下）共 2 篇，占比 0.40%。具体分

布见图 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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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学术型硕士论文 “文献综述”指标各成绩等级百分比分布 

 

各学院的学术型硕士论文在“文献综述”指标上，“良”以上所占

比例平均为 58.22%，各学院“良”以上所占比例最高的是江西经济发

展研究院和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为 100%，最低的是旅游与城市管

理学院，为 27.27%，具体情况见图 10 所示。 

 

 

图 10  各学院学术型硕士论文“文献综述”项“良”等级以上百分比分布 

 

文献综述表明的是研究者如何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并又开拓

出了自己的研究空间。从专家反馈的意见来看，部分论文在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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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还是存在问题，有些综述内容太繁太多，但是大部分是与研究多少

沾点边但又无直接相关的历史资料或名人观点堆积，而不是当下研究

者所要研究的那个问题的研究综述。 另外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材料罗

列多、分析概括少，很难看出研究者个人对已有研究的认识、评价和

个人的观点倾向。由于文献综述不够详实，导致学生对自身研究的课

题在国际、国内的研究状况了解甚少，无法跟踪自己研究领域内的最

新的研究动态。这些情况反映出研究生对资料信息进行分析归纳总结

的能力较差，也表明我校研究生获取文献并对文献进行分析归纳的能

力有待提高。 

（三）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512 篇学术型硕士论文“理论与方法”指标评阅成绩为优秀的（平

均成绩折合为 90 分以上）共 46 篇，占比 8.99%；评阅成绩为良好的（平

均成绩折合为 80-89 分）共 287 篇，占比 56.00%；评阅成绩为中等的

（平均成绩折合为 70-79 分）共 139 篇，占比 27.15%；评阅成绩为及

格的（平均成绩折合为 60-69 分）共 40 篇，占比 7.86%；评阅成绩为

不及格的（平均成绩折合为 60 分以下）共 0 篇。具体分布见图 11 所

示。 

 

图 11  学术型硕士论文 “理论与方法创新”指标各成绩等级百分比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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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院的学术型硕士论文在“理论与方法创新”指标上，“良”以

上所占比例平均为 64.99%，各学院“良”以上所占比例最高的是江西

经济发展研究院和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为 100%，最低的是法学院，

为 36.77%，具体情况见图 12 所示。 

 

 

图 12  各学院学术型硕士论文“理论与方法创新”项“良”等级以上百分比分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要求：硕士学位论文对

所研究的课题应当有新的见解，表明作者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

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并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

可见“创新”是硕士学位论文的首要和最根本的要求。而 2015 届 512

篇学术型硕士论文中，“理论与方法”指标评阅成绩为优秀的仅 46 篇，

占比 8.99%，说明目前我校学术型硕士学位论文普遍存在理论和方法创

新性不足的问题。在论文选题普遍较好的情况下，其研究的成果创新

不足，说明目前研究生培养过程有待加强创新能力培养，下面先看几

位专家的评语：“全篇没有提出整合的方式，对策也很牵强，整篇论文

比较空乏”；“理论深度不够，创新性不明显”；“内容过于庞杂、重点

不突出，研究结论之实际应用讨论不够深入”；“从选题角度讲，创新

性不是很强，虽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但实证结果效率很低，其他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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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没有体现，故方向不是很明确，新颖性不足”等。 

从上述具有代表性的专家评阅评语可以看出，我校学术型硕士论

文创新性不足的原因主要是：（1）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选好题后，其

研究不够深入、思考程度不深、实践不多及最后对研究结果整合不好

等；（2）写作不够严谨，缺乏创新研究；（3）引用文献虽然丰富，但

未对收集的文献进行讨论分析；（4）研究的内容与选题有些牵强；（5）

基本上是介绍别人的成果的成果和方法，缺乏深入研究，缺少创新的

内容和独特的见解，使整个论文缺少有机融合。 

针对上述原因，我们认为研究生在完成学位论文的过程中，要把

握学习是基础，思考是关键，实践是根本，把学习、思考、实践三者

紧密结合起来，对自己研究的内容进行仔细地思考并研究。所查找的

文献资料要尽可能新颖。在论文写作时，要重点突出，把自己研究的

成果进行升华，不能太注重引用前人的成果，尤其在成果及创新性说

明的相关章节中，一定要叙述自己的研究所得，将创新点准确地表述

出来。 

当然，作为管理部门，研究生院在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时，也可

以采取更多的措施引导研究生注重论文创新工作，要求研究生在论文

写作时另加一页，明确要求其写明论文主要的创新点，这样会有助于

研究生更加注重论文的创新。 

（四）创新性成果与效益 

512 篇学术型硕士论文“创新性成果与效益”指标评阅成绩为优秀

的（平均成绩折合为 90 分以上）共 28 篇，占比 5.49%；评阅成绩为良

好的（平均成绩折合为 80-89 分）共 225 篇，占比 43.95%；评阅成绩

为中等的（平均成绩折合为 70-79 分）共 197 篇，占比 38.42%；评阅

成绩为及格的（平均成绩折合为 60-69 分）共 58 篇，占比 11.36%；评

阅成绩为不及格的（平均成绩折合为 60 分以下）共 4篇，占比 0.78%。

具体分布见图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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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学术型硕士论文 “创新性成果与效益”指标各成绩等级百分比分布 

 

各学院的学术型硕士论文在“创新性成果与效益”指标上，“良”

以上所占比例平均为 49.44%，各学院“良”以上所占比例最高的是鄱

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为 100%，最低的是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为 0，

具体情况见图 14 所示。 

 

 

图 14  各学院学术型硕士论文“创新性成果与效益”项“良”等级以上百分比分布 

 

“创新性成果与效益”，即要求作者在继承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

充分占有最新资料，努力探索前人尚未解决的问题，形成研究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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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路，提出具有独创性的新观点。但从 2015 届 512 篇学术型硕士论

文的双盲评审结果可以看出，缺乏创新性成果是我校硕士学位论文最

突出的问题，512 篇学位论文中，“创新性成果与效益” 指标评阅成绩

为优秀的仅 28 篇，占比 5.49%，各学院该指标评阅成绩为“良”以上

的所比例平均为 49.44%，不到 50%，为 6 个评价指标中得分最低的。

在“论文选题”、“文献综述”等评价指标上评阅专家有诸如“论文研

究重点、难点预计不明确”、“列举的参考文献缺乏针对性”等评语，

而在“创新性成果与效益”评价指标上，评阅专家指出的:“论述较多

他人成果而较少个人见解”、“在结论中未能凸显文章的创新点”、“无

法体现其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等则是我校硕士学位论文中更为集中、

更为突出的问题，由此也不难发现“创新性成果”是我校硕士学位论

文最为薄弱的环节。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核心，在于知识创新和通过科学研究取得

创新性的研究成果。硕士学位论文是否具有创新性，是学术型硕士研

究生研究生能力的综合反映。有多种因素导致研究生创新能力不足，

但究其主要原因，可以说是研究生知识结构不完整，即缺乏学术创新

所必备的学科前沿知识、研究方法知识以及学位论文写作知识，我们

认为这是影响研究生创新能力提高的主要障碍。 

（五）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掌握与运用 

512 篇学术型硕士论文“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掌握与运用”指标

评阅成绩为优秀的（平均成绩折合为 90 分以上）共 72 篇，优秀率在 6

个指标中占比最高，占比 14.07%；评阅成绩为良好的（平均成绩折合

为 80-89 分）共 293 篇，占比 57.23%；评阅成绩为中等的（平均成绩

折合为 70-79 分）共 112 篇，占比 21.79%；评阅成绩为及格的（平均

成绩折合为 60-69 分）共 34 篇，占比 6.71%；评阅成绩为不及格的（平

均成绩折合为 60 分以下）共 1 篇，占比 0.20%。具体分布见图 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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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学术型硕士论文 “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指标各成绩等级百分比分布 

 

各学院的学术型硕士论文在“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掌握与运用”

指标上，“良”以上所占比例平均为 71.30%，各学院“良”以上所占比

例最高的是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和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为 100%，

最低的是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为 45.45%，具体情况见图 16 所示。 

 

 

图 16  各学院学术型硕士论文“基础理论与知识的运用”项“良”等级以上百分比分布 

 

学位论文的质量高低，首先是建立在作者专业基础理论与专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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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是否扎实的基础之上。学生只有具备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与专业知

识，才有可能产生优秀合格的论文。6 个评价指标中，“基础理论和专

业知识的掌握与运用”指标的“良”以上所占比例最高，反映出我校

2015 届学术型硕士研究对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掌握和运用情况良

好。 

但评阅专家也指出，有不少学生的论文中都有一个篇幅巨大的“理

论基础”， 但如果我们问：“这些理论如何成为你的研究的理论基础了

呢？”其实可能不少同学并不能给予一个明确的、自信的回答。专家

同时指出，分析诸多论文中理论基础与其研究的联系，发现有下列问

题：（1）所罗列的理论是与许多研究都有点关系的一般理论，缺乏的

是与该研究有关系的相适宜的、有针对性的理论。（2）堆积庞杂的甚

至是相互矛盾的理论。如有专家指出，文中缺少对皮亚杰建构理论、

斯金纳学习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等相互冲突的理论的分析和评价。（3）

缺少研究者自己的理论假设。对于他人的理论似乎是借来装裱门面，

没有合理的吸收与借鉴， 也没有形成自己关于某一问题的基本理念和

评价。这种理论上的夹生状态是研究和讨论、解释难以深刻的重要原

因。 

此外，专家评阅意见也反映出部分研究生掌握的基础理论和专业

知识不够，专业用词不准确，学位论文浮于实验数据，缺乏深入细致

的分析和讨论。有评阅专家在评阅意见中指出：“作者对理论研究过于

拘谨、简单，缺乏进一步论证和深入研究”。这说明我校部分研究生在

基础理论宽广度和专门知识系统深入方面还存在差距，从而导致他们

的创新实践能力欠缺，没有很好地潜心学术，不能积极主动地开展创

新性研究，存在只唯“学位”的现象。同时，这也反映出部分导师科

研课题数量不多、层次不高、指导不力的问题。 

（六）论文的逻辑结构、文笔文风等 

512 篇学术型硕士论文“论文的逻辑结构、文笔文风等”指标评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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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为优秀的（平均成绩折合为 90 分以上）共 56 篇，占比 10.94%；

评阅成绩为良好的（平均成绩折合为 80-89 分）共 253 篇，占比 49.41%；

评阅成绩为中等的（平均成绩折合为 70-79 分）共 160 篇，占比 31.25%；

评阅成绩为及格的（平均成绩折合为 60-69 分）共 40 篇，占比 7.81%；

评阅成绩为不及格的（平均成绩折合为 60 分以下）共 3篇，占比 0.59%。

具体分布见图 17 所示。 

 

 

图 17  学术型硕士论文 “论文逻辑结构文笔文风”指标各成绩等级百分比分布 

 

各学院的学术型硕士论文在“论文的逻辑结构、文笔文风等”指标

上，优秀率在 6 个指标中占比仅次于“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的掌握与

应用”，为 10.94%。各学院“良”以上所占比例平均为 60.35%，各学

院“良”以上所占比例最高的是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和鄱阳湖生态经

济研究院，为 100%，最低的是统计学院，为 22.22%，具体情况见图 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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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各学院学术型硕士论文“逻辑结构、文笔文风”项“良”等级以上百分比分布 

 

学术论文的语言应该具有平实、准确、逻辑性强等特点。 但评阅

专家反馈的意见可发现某些硕士学位论文有下列语言表达问题。 

（1）逻辑性较差。逻辑性差是一种总体感觉， 可能表现在整体

结构、推理、关系等各个层面，也会表现在不经意的一句话或某个概

念上。有的论文标题混乱，层次不合理，有的内容表达缺少限定或不

准确，对出现的抽象名词不予解释，这些都属于逻辑性差的表现。 

（2）模糊引用。研究生一进校，指导教师一般都很注意培养学生

的科研规范，特别是提醒他们在论文写作中引文要有出处。但评阅专

家指出，学位论文中的许多说法有失规范，如 “心理学认为”,“众

多研究表明”,“国内外学者指出”,这些看似有所说明,但模糊笼统的

说法让人感受到学习者不负责任的态度。还有的同学在论文中大段大

段地自然链接他人的观点，虽然加上了引号、注释，其实是变相抄袭，

也是论文之大忌。 

此外，在学位论文的评审中，通过专家评语，我们也发现不少论

文的写作也还存在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如果作者经过仔细审查，大

多数都是可以避免的。如以下问题：“参考文献的表述上显的不规范，

建议参考国内一流刊物的表述方法……”；“论文在写作规范上有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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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缺陷，注释与参考文献混为一体，令人费解”；“本文主要不足包括：

（1）全文结构设计不合理；（2）存在一些明显的语言表达问题；（3）

文献的参考格式不规范”等。不少专家在论文评阅书中还指出：“学位

论文中参考文献引用不规范、文中图标不规范、表达不够简练流畅、

归纳总结能力较弱、词语翻译不准确、文体写作不规范、计量单位不

统一、错别字较多等”。 

上述问题表明，我校部分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写作技能欠佳、缺少

培训，在论文撰写过程中态度不够认真，科学精神不够严谨，同时也

反映出导师对研究生学位论文把关不严的问题。 

为此，我们建议研究生在论文写作时一定要紧扣主题，中心突出，

行文流畅，结论和观点明晰一致；论文要紧凑、主次分明；论文的摘

要、前言、参考文献、注释等要严格按照学校学位论文写作规范进行；

在写作中，特别要注意遵守科学道德，如果论文中某些内容是参考别

人成果，一定要表明引用的来源地，否则阅者很容易把这些当成作者

的成果，可能会认为作者学分不严谨，有抄袭的嫌疑。 

表 4  2015 届学术型硕士论文双盲评审各项评价指标得分情况统计 

优（90 分以

上） 
良（80-99） 中（70-79）

及格

（60-69）

不及格

（60 分以

下） 

“良”以上占比（%） 
评价内容

与评价等

级 篇

数 

占比

（%） 

篇

数 

占比

（%） 

篇

数 

占比

（%）

篇

数

占比

（%）

篇

数

占比

（%）

全校

平均

比例

比例最高学院 比例最低学院

选题 50 9.77 250 48.74 172 33.59 36 6.94 4 0.79 58.51

江西经济发展研

究院（100）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100） 

统计学院

（27.78） 

文献综述 39 7.63 259 50.59 165 32.19 47 9.20 2 0.40 58.22

江西经济发展研

究院（100）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100） 

旅游与城市管

理学院

（27.27） 

理论与方

法的创新 46 8.99 287 56.00 139 27.15 40 7.86 0 0.00 64.99

江西经济发展研

究院（100）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100） 

法学院

（36.77） 

创新性成

果与效益 28 5.49 225 43.95 197 38.42 58 11.36 4 0.78 49.44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100） 

江西经济发展

研究院（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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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

和专业知

识的掌握

与运用 

72 14.07 293 57.23 112 21.79 34 6.71 1 0.20 71.30

江西经济发展研

究院（100）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100） 

旅游与城市管

理学院

（45.45） 

论文的逻

辑结构、

文笔文风

等 

56 10.94 253 49.41 160 31.25 40 7.81 3 0.59 60.35

江西经济发展研

究院（100）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100） 

统计学院

（22.22） 

 

从表 4 来看，2015 届学术硕士学位论文各评价指标除“创新性成

果与效益”一项外，其余 5项指标的“良”以上所占比例均超过 50%，

图 2 也显示，512 篇学术型硕士论文双盲评审的总平均成绩为 81.21

分，这都说明我校 2015 届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整体质量处于

良好或中上等的水平。学位论文 6 个评价指标“良”以上所占比例由

高到低的次序为：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理论与方法创新、写作能力

与文风、选题、文献综述、创新性成果与效益。在各项指标中，各学

院“良”以上所占比例最高分与最低分之间的差值最小为 54.55%分，

最大为 100%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各学院 2015 届学术型硕士学位

论文质量参差不齐，个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质量存在较大问题。 

二、硕士学位论文重复率检测情况分析 

2015 上半年共有 1113 篇硕士学位论文进入论文重复率检测环节，

其中学术型 502 篇，专业学位 611 篇。通过对 1113 篇论文重复率检测

结果的分析，2015 届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重复率检测总体情况良好（总

体情况见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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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5 届各学院学位论文重复率检测情况统计 

成绩分布情况 

≤15% 15%-50% 50%-70% ≥70% 

学院及专业 
送检

人数 

一次性合格

率（%） 

第一次检

测平均重

复率（%）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学术型 78 100 3.2 78 100 0 0 0 0 0 0 
会计学院 

专业学位 86 98.84 4.71 85 98.84 1 1.16 0 0 0 0 

学术型 23 100 4.22 23 100 0 0 0 0 0 0 
工商管理学院

专业学位 151 93.38 7.03 141 93.38 10 6.62 0 0 0 0 

学术型 42 100 3.08 42 100 0 0 0 0 0 0 
金融学院 

专业学位 67 95.52 4.3 64 95.52 3 4.48 0 0 0 0 

学术型 76 100 4.14 76 100 0 0 0 0 0 0 财税与公共管

理学院 专业学位 87 98.85 4.01 86 98.85 1 1.15 0 0 0 0 

学术型 17 100 4.12 17 100 0 0 0 0 0 0 
经济学院 

专业学位 33 100 4.75 33 100 0 0 0 0 0 0 

学术型 18 100 4.23 18 100 0 0 0 0 0 0 
统计学院 

专业学位 29 100 4.29 29 100 0 0 0 0 0 0 

学术型 19 100 3.31 19 100 0 0 0 0 0 0 
国际经贸学院

专业学位 22 100 2.55 22 10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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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分布情况 

≤15% 15%-50% 50%-70% ≥70% 学院及专业 
送检

人数 

一次性合格

率（%） 

第一次检

测平均重

复率（%）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马克思主义学

院 
学术型 18 100 4.04 18 100 0 0 0 0 0 0 

学术型 68 100 3.66 68 100 0 0 0 0 0 0 
法学院 

专业学位 44 100 4.4 44 100 0 0 0 0 0 0 

学术型 10 100 3.06 10 100 0 0 0 0 0 0 旅游与城市管

理学院 专业学位 8 87.5 6.96 7 87.5 1 12.5 0 0 0 0 

学术型 30 100 2.79 30 100 0 0 0 0 0 0 
人文学院 

专业学位 47 97.87 4.36 46 97.87 1 2.13 0 0 0 0 

学术型 32 100 3.26 32 100 0 0 0 0 0 0 
信息管理学院

专业学位 37 97.3 4.41 36 97.3 1 2.7 0 0 0 0 

外国语学院 学术型 11 100 2.4 11 100 0 0 0 0 0 0 

艺术学院 学术型 10 100 3.59 10 100   0 0 0 0 

软件与通信工

程学院 
学术型 17 100 2.97 17 100 0 0 0 0 0 0 

产业经济研究

院 
学术型 30 100 2.88 30 100 0 0 0 0 0 0 

江西经济发展

研究院 
学术型 1 100 1.7 1 100 0 0 0 0 0 0 

鄱阳湖生态经

济研究院 
学术型 2 100 8.1 2 10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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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次性合格率 

各学院学术型硕士平均一次性合格率为 100%。 

各学院专业学位硕士平均一次性合格率为 97.20%，一次性合格率

最高的学院是经济学院、统计学院、国际经贸学院和法学院，为 100%，

其次是会计学院，为 98.84%，一次性合格率最低的学院是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为 87.5%。 

（二）第一次检测平均重复率 

各学院学术型硕士第一次检测平均重复率为 3.6 %，第一次检测平

均重复率最低的是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为 1.7%，其次是外国语学院，

为 2.4%；第一次检测平均重复率最高的是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为

8.1%，其次是统计学院，为 4.23%。 

各学院专业学位硕士第一次检测平均重复率为 4.71%，第一次检测

平均重复率最低的是国际经贸学院，为 2.55%，其次是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为4.01%；第一次检测平均重复率最高是工商管理学院，为7.01%，

其次是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为 6.96%。 

（三）重复率超过 30%名单 

2015 届 1113 篇硕士学位论文中，共有 4 篇论文的第一次检测重复

率超过 30%，占比 0.34%，其中最高的重复率为 43.1%，具体情况见表

6 所示。 
 

表 6  2015 届硕士学位论文重复率第一次检测结果在 30%以上名单统计 

学院 专业 学生姓名 检测结果（%） 导师姓名 

会计学院 在职会计硕士 吴佳 30.9 程淑珍 

郭育之 31.8 邹艳芬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硕士

刘恬 43.1 宁亮 

人文学院 社会工作 张明芬 41.4 兰世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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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情况分析 

2015 上半年共有 1139 名硕士研究生进入论文答辩环节，其中学术

型 505 人，专业学位 634 人。通过对 1139 名硕士生答辩成绩分析，我

校 2015 届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总体情况良好（总体情况见表 7 所

示），答辩成绩为优秀的（平均成绩 90 分以上）共 28 人（具体名单见

表 8），占比 2.46%；答辩成绩为良好的（平均成绩 80-89 分）共 491

人，占比 43.12%；答辩成绩为中等的（平均成绩 70-79 分）共 593 人，

占比 52.06%；答辩成绩为及格的（平均成绩 60-69 分）共 25 人，占比

2.19%；答辩成绩为不及格的（平均成绩 60 分以下）共 2人，占比 0.18%，

具体分布见图 19 所示。各学院答辩平均成绩见图 20 所示。 

 

 

图 19  本届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各成绩等级百分比分布 

 

 

图 20  各学院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平均成绩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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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15 届各学院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情况统计 

成绩分布情况 

优（90 分及以上） 良（80-99） 中（70-79） 及格（60-69） 不及格（60 分以下） 学院及专业 
答辩

人数 

平均

成绩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名单及导师 

会计学 78 80.24 0 0 41 52.56 37 47.44 0 0 0 0   
会计学院 

会计硕士 145 82.14 0 0 47 32.41 97 66.9 1 0.69 0 0   

企业管理 21 80.80 0 0 15 71.43 6 28.57 0 0 0 0   

技术经济与管

理 
2 80.80 0 0 1 50  1 50 0 0 0 0   工商管理

学院 

工商管理硕士 151 76.79 0 0 36 23.84 106 70.2 9 5.96 0 0   

金融学 43 79.73 0 0 23 53.49 19 44.19 1 2.33 0 0   

保险硕士 10 77 0 0 3 30 6 60 1 10 0 0   金融学院 

金融硕士 52 77.12 0 0 13 25 37 71.15 2 3.85 0 0   

财政学 20 81.60 1 5 14 70 5 25 0 0 0 0   

行政管理 44 77.93 1 2.27 27 61.36 16 36.36 0 0 0 0   

社会保障 8 81.79 2 25 3 37.5 3 37.5 0 0 0 0   

教育经济与管

理 
4 81.88 1 25 2 50 1 25 0 0 0 0   

税务硕士 10 81 0 0 6 60 4 40 0 0 0 0   

财税与公

共管理学

院 

公共管理硕士 77 76.95 2 2.6 16 20.78 56 72.73 3 3.89 0 0   



 

 39

成绩分布情况 

优（90 分及以上） 良（80-99） 中（70-79） 及格（60-69） 不及格（60 分以下） 学院及专业 
答辩

人数 

平均

成绩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名单及导师 

国民经济学 4 81.79 0 0 3 75 1 25 0 0 0 0   

劳动经济学 1 78.55 0 0 0 0 1 100 0 0 0 0   

理论经济学 8 83.60 2 25 5 62.5 1 12.5 0 0 0 0   

政治经济学 3 82.92 0 0 2 66.67 1 33.33 0 0 0 0   

西方经济学 1 83.35 0 0 1 100 0 0 0 0 0 0   

经济学院 

资产评估 11 76.82 0 0 2 18.18 9 81.82 0 0 0 0   

统计学 18 81.07 0 0 12 66.67 6 33.33 0 0 0 0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硕士 30 77 0 0 7 23.33 22 73.33 1 3.34 0 0   

世界经济 2 81.54 0 0 1 50 1 50 0 0 0 0   

国际贸易学 17 81.25 0 0 11 64.71 6 35.29 0 0 0 0   
国际经贸

学院 

国际商务硕士 20 81 0 0 12 60 8 40 0 0 0 0   

中共党史 2 86.00 1 50 1 50 0 0 0 0 0 0   

政治学 1 89.05 1 100 0 0 0 0 0 0 0 0   

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研究 2 79.20 0 0 1 50 1 50 0 0 0 0   

思想政治教育 8 81.86 0 0 6 75 2 25 0 0 0 0   

马克思主

义学院 

科学技术哲学 5 79.94 0 0 3 60 2 4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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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分布情况 

优（90 分及以上） 良（80-99） 中（70-79） 及格（60-69） 不及格（60 分以下） 学院及专业 
答辩

人数 

平均

成绩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名单及导师 

宪法与行政法 4 74.81 0 0 0 0 4 100 0 0 0 0   

刑法 10 74.25 0 0 3 30 5 50 1 10 1 10 
吴超超 

(刘孝敏) 

民商法 20 77.70 1 5 4 20 15 75 0 0 0 0   

诉讼法 5 79.24 0 0 3 60 2 40 0 0 0 0   

经济法 30 76.67 1 3.33 4 13.33 24 80 1 3.33 0 0   

法学院 

法律硕士 44 76.59 1 2.27 9 20.45 31 70.46 3 6.81 0 0   

外国语学

院 英语语言文学 11 82.68 0 0 9 81.82 2 18.18 0 0 0 0   

音乐学 7 79.37 0 0 5 71.42 1 14.29 1 14.29 0 0   

艺术学院 园林植物与观

赏园艺 
3 88.15 0 0 3 100 0 0 0 0 0 0   

社会学 3 85.12 1 33.33 2 66.67 0 0 0 0 0 0   

传播学 7 83.05 1 14.29 4 57.14 2 28.57 0 0 0 0   

新闻学 6 83.20 1 16.17 3 50 2 33.33 0 0 0 0   

戏剧与影视学 14 84.03 0 0 13 92.86 1 7.14 0 0 0 0   

人文学院 

社会工作硕士 47 81.6 4 8.5 26 55.32 16 34.04 1 2.13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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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分布情况 

优（90 分及以上） 良（80-99） 中（70-79） 及格（60-69） 不及格（60 分以下） 学院及专业 
答辩

人数 

平均

成绩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名单及导师 

数量经济学 20 82.35 1 5 16 80 3 15 0 0 0 0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2 85.58 1 50 1 50 0 0 0 0 0 0   

管理科学与工

程 
10 85.26 2 20 8 80 0 0 0 0 0 0   

工程硕士 17 77.35 0 0 4 23.53 13 76.47 0 0 0 0  

信息管理

学院 

物流工程 12 85 0 0 12 1 0 0 0 0 0 0  

旅游管理 2 57.63 0 0 1 50 0 0 0 0 1 50 曹莉(肖华茵) 

土地资源管理 9 80.68 0 0 6 66.67 3 33.33 0 0 0 0  

旅游与城

市管理学

院 
旅游管理硕士 8 81.25 0 0 5 62.5 3 37.5 0 0 0 0  

教育技术学 13 84.10 2 15.38 10 76.92 1 7.69 0 0 0 0  软件与通
信工程学

院 软件工程 4 85.90 1 25 3 75 0 0 0 0 0 0  

产业经济

研究院 
产业经济学 30 80.26 0 0 20 66.67 10 33.33 0 0 0 0  

江西经济
发展研究

院 
区域经济学 1 85.00 0 0 1 100 0 0 0 0 0 0   

鄱阳湖生

态经济 
农业经济管理 2 87.53 0 0 2 100 0 0 0 0 0 0   

合计   1139   28 2.46 491 43.12 593 52.06 25 2.19 2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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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2015 届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成绩优秀名单统计 

学院 专业 学生姓名 答辩平均成绩 指导导师 

财政学 朱婷婷 90.4 王 乔 

姜可 90.4 杨得前 
社会保障 

提旭 90 陶纪坤 

行政管理 朱亚斌 90.2 杨得前 

教育经济与管理 冯钰平 91.6 谭光兴 

周阳 90.8 陈 荣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公共管理 
徐东海 90.6 王 乔 

经济法学 尹迪 91.6 蒋悟真 

民商法学 谢德城 90.4 杨峰 法学院 

法律硕士（法学） 胡玉玲 90.2 喻晓玲 

刘晓宁 90.7 饶晓辉 
经济学院 理论经济学 

陶蕾 90.8 陈富良 

政治学 陈县明 90.6 万绍红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共党史 张勇 91 陈始发 

社会学 刘诗雯 90.05 尹忠海 

传播学 王妃 90.2 张庆胜 

新闻学 张美娟 90.8 张品良 

胡晓乐 91.4 陈家琪 

李明 91.6 尹忠海 

于蕾 94 苗春凤 

人文学院 

社会工作 

张明芬 92.2 兰世辉 

 崔君  90.7 徐升华 
管理科学和工程

隋佳  90 万树平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王汀利 90 廖国琼 

信息管理学院 

数量经济学 闫娜娜 90 徐  晔 

王晶晶 91.1 万本庭 
教育技术学 

陈海俊 91.4 钟元生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软件工程 钟  杰 91.4 陈  辉 

 

根据 2004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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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委员会负责审查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组织答辩，就是否授予学

位作出决议。因此，学位论文答辩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审查学位论文

是否达到了相应学位的基本要求和学术水平，它是保证学位论文质量

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根据我们的了解和校研究生培养督导对各学院答辩的现场督导，

我校学位论文答辩环节也反映出诸多问题。 

1.学生在研究中存在浮躁之风 

研究生学风中存在相当浮躁之风,一方面由于就业的压力,外部社

会形形色色的诱惑,使部分学子心潮难平;另一方面存在急功近利的思

想,这严重影响了学生的研究精神。主要表现为:（1）在实证研究中,

调查记录不完整;（2）为了达到理想结果,修改、篡改调查数据或虚假

数据;（3）平时不努力,临时抄袭他人研究内容拼凑毕业论文，所以论

文的理论深度不够，创新点不明显等。 

2.文献综述能力较差 

资料综述是从学术角度阐述别人是如何做的,取得了什么样的成

果,存在的问题等,必须立足于学术性。介绍研究方向的现状和存在的

问题,你的工作引申出来,让读者对你所研究领域的现状有直观的理解,

也在头脑中建立了你研究工作的思路并提取出进步点。如果切入点不

正确,读者就无法把握作者的脉搏。能否将资料给以充分的综述,既反

映作者对资料的占有程度,也反映作者的科研思路是否明晰。 

3.学生语言表达能力欠缺 

通过论文答辩可以检验学生对论文的熟悉程度,考查学生的思维

能力、心理素质和语言表达能力。但有不少学生由于对论文不够熟悉

或缺乏自信，所以在回答专家问题时抓不住重点，不能做到言简意赅，

甚至许多论文中原有的信息都无法正常再现。 

4.论文答辩有走过场的趋势 

少数答辩专家碍于情面,对论文作者的提问过于简单,对论文的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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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环节基本不提问,写答辩评语时也常常笔下留情,不愿客观公正地评

价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此外，少数答辩专家阅读论文的时间不足，有

的答辩专家一周内往往要参加几十个人的答辩, 因而阅读论文的时间

显然是不够的。而且有的学院没要求学生用 PPT 对论文进行汇报，导

致专家更无法直观地了解论文的全貌，加上研究生在答辩会上的答辩

时间不足,从而严重影响了论文答辩的质量。 

为更好地发挥答辩对保证学位论文质量的重要作用，我们建议各

学院一方面适当调整答辩的时间。一是在答辩会中适当延长每个学生

的答辩时间,特别是用以辩论的时间，同时加强对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

培养;二是答辩会前给答辩委员留下充足的阅读论文的时间。另外一方

面积极推行末位淘汰制，要改变长期形成的学位论文答辩“只能通过、

不能失败”的思想观念,积极推行学位论文答辩淘汰制,以切实保证研

究生的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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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硕士学位论文万分之五差错率检查情况分析 
 

2015 上半年共抽取 218 篇硕士研究生进入论文万分之五差错率检

查环节。经专家检查，共有 214 篇论文合格，占比 98.17%，共有 4 篇

论文不合格，占比 1.83%。各专业检查具体情况见表 9所示。 

表 9  各学院学位论文文字差错率检测情况统计 

成绩分布情况 

万分之五以内 ≥万分之五 学院及专业 
抽检

人数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会计学 15 15    

会计硕士 14 13  1 7.14 会计学院 

审计硕士 4 3  1 25.00 

企业管理 5 5    工商管理学

院 工商管理硕士 30 29  1 3.33 

金融学 9 9    

保险硕士 2 2    金融学院 

金融硕士 10 10    

财政学 5 5    

行政管理 8 8    

社会保障 2 2    

税务硕士 1 1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硕士 11 11    

国民经济学 1 1    

劳动经济学 0 0    

理论经济学 1 1    
经济学院 

资产评估硕士 2 2    

统计学 5 5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硕士 6 6    

世界经济 1 1    

国际贸易学 4 4    
国际经贸学

院 
国际商务硕士 3 3    

数量经济学 3 3    

计算机应用技术 4 4    

管理科学与工程 4 4    

信息管理学

院 

工程硕士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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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分布情况 

万分之五以内 ≥万分之五 学院及专业 
抽检

人数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中共党史 1 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 
0 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研究 
0 0    

思想政治教育 1 1    

中国近代史 0 0    

马克思主义

学院 

科学技术哲学 1 1    

宪法与行政法 1 1    

刑法 1 1    

民商法 4 4    

诉讼法 1 1    

经济法 6 6    

法学院 

法律硕士 8 8    

社会学 0 0    

中国古代文学 0 0    

传播学 2 2    

广播电视艺术学 0 0    

人文学院 

社会工作硕士 9 9    

体育学院 体育经济与管理 0 0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2 2    

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2 2    

音乐学 1 1    

艺术学院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

艺 
1 1    

教育技术学 3 3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0 0    

产业经济研

究院 
产业经济学 7 7    

江西经济发

展研究院 
区域经济学 0 0    

高教所 教育经济与管理 1 1    

MBA 学院 EMBA 14 13  1 7.14 

合计  218 214 98.17 4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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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博士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情况分析 

为使博士学位论文的双盲评审工作更加客观与公正，自2015年起，

我校委托国务院学位中心利用学位论文送审平台对博士学位论文进行

评阅。此次共有 42 篇博士学位论文进入双盲评审环节，其中工商管理

学院 12 篇，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5篇，会计学院 7篇，经济学院 3 篇，

统计学院 2 篇，国际经贸学院 2 篇，信息管理学院 7篇，法学院 3 篇，

产业经济研究院 1篇。 

博士学位论文委托国务院学位中心评审后，评审结果取消原合格、

不合格的成绩评级，设“同意答辩”、“修改后直接答辩”和“不同意

答辩”三个等级。按照“同意答辩”计“1”分，“修改后直接答辩”

计“0.5 分”，“不同意答辩”计“0”分的计分原则，在 5 份博士学位

论文评审意见中：得分在 3分以上（含 3 分）者，视为通过匿名评审，

可参加学位论文答辩；得分在 3 分以下者，须按专家评阅意见认真修

改论文并推迟半年重新参加匿名评审，评审结果合格，方可参加学位

论文答辩。 

按照上述折算标准，42 篇博士学位论文中，有 39 篇通过双盲评审，

占比 92.86%，有 3 篇未通过双盲评审，占比 7.14%。通过双盲评审的

39 篇学位论文评阅结果折算分具体如下。 

表 10  2015 届博士学位论文双盲评审结果折算得分 

折算分 5 分 4.5 分 4 3.5 3 

论文（篇） 3 9 12 11 4 

占比（%） 7.69 23.08 30.77 28.21 10.25 

其中，折算分为 5 分的分别学生（学院、指导教师）为：杨海文

（统计学院、陶长琪）、李晶（统计学院、罗良清）、吴春雅（工商学

院、吴照云）。 

为了进一步反映我校各学院 2015 届博士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情况，

我们按照上述折算标准将各学院学位论文的双盲评审成绩统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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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2015 届博士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成绩统计表 

5 分 4.5 分 4 分 3.5 分 3 分 3 分以下 
学院 

送审

论文

数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工商管理学院 12 1 8.33 1 8.33 4 33.34 3 25.00 2 16.67 1 8.33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5 0 0 2 40.00 3 60.00 0 0 0 0 0 0 

会计学院 7 0 0 2 28.57 1 14.29 3 42.85 1 14.29 0 0 

统计学院 2 2 100 0 0 0 0 0 0 0 0 0 0 

国际经贸学院 2 0 0 0 0 2 100 0 0 0 0 0 0 

经济学院 3 0 0 0 0 1 33.33 1 33.33 0 0 1 33.34 

信息管理学院 7 0 0 3 42.85 0 0 3 42.85 1 14.30 0 0 

法学院 3 0 0 1 33.33 1 33.33 0 0 0 0 1 33.34 

产业经济研究院 1 0 0 0 0 0 0 1 10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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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 42 篇学位论文 210 份评审书的评阅成绩分析，2015 届博士

研究生毕业论文双盲评审总体情况良好，评阅成绩为优秀的（平均成

绩 90 分以上）共 0 篇，占比 0%；评阅成绩为良好的（平均成绩 80-89

分）共 19 篇，占比 45.24%；评阅成绩为中等的（平均成绩 70-79 分）

共 18 篇，占比 42.86%；评阅成绩为及格的（平均成绩 60-69 分）共 2

篇，占比 4.76%；评阅结果不合格的共 3 篇，占比 7.14%。具体分布见

图 21 所示。 

45.24%

42.86%

4.76%

7.14%

良好

中等

及格

不及格

 

图 21  本届博士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各成绩等级百分比分布 

 

42 篇博士学位论文双盲评审的总平均成绩为 79.13 分，各学院的

平均成绩分布见图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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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各学院博士学位论文盲审平均成绩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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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论文评阅专家的意见，我们将我校博士学位论文存在的主要

问题归纳如下： 

1.我校博士学位论文在不同程度上存在选题较为宏大、空泛的问

题。一些博士论文停留于对宏观现象的讨论，缺乏对具体问题、关键

性技术细节或方法的证明，针对性不强。 

2.论文缺少问题意识 创新性不足。博士论文要求作者能够提出独

创性的见解。多位评阅专家表示，我校博士学位论文面临的最大问题

是创新性不足。许多评阅专家对我校博士学位论文的创新性评价为“一

般”。 

3.文献综述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与国外学位论文的文献综

述相比，我校不少博士论文虽然综述的文献数量多，但针对性不强，

有些内容与论文无关，或缺少恰如其分的评述。“学位论文文献综述中

‘述’的能力较弱，实际上是研究文献的排列、综合，对其分析、提

炼能力较弱。”；“对已有文献梳理不够导致论文问题意识不强”。 

4.学位论文还普遍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有的论文是介绍理

论，没有进入到理论分析工具的话语体系之中，“理论和实践‘两张

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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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于开发研究生论文管理系统，加强论文过程管理的规定（征

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过程管理，提高学位论文质量，研

究生院决定开发建设研究生学位论文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管理系

统”）。管理系统将贯穿于学位论文管理工作的全部流程，包括政策的

发布、表格的上传下载、论文的选题和开题、论文的中期检查、论文

各稿次的提交和导师的评审、论文各阶段的评分和成绩汇总、论文复

制率和差错率检测、论文评优、文档材料打印、历史记录归档和查询，

真正实现学位论文整套操作管理流程的无纸化、网络化。为规范管理

系统的使用，特制订此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管理系统委托学校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负责开发建设，建

设期为半年，建设费用从学校统筹的学科建设经费中划拨。 

第二条 管理系统 2016 年 9 月投入使用，由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负责管理系统的日常维护与管理工作。 

第三条 管理系统的使用人员有：研究生院管理人员、校研究生培

养督导组、学院分管院长、导师组组长、研究生秘书、导师、学生。 

第二章 研究生院管理员主要工作职责 

第四条 查阅、统计论文过程信息：查阅论文工作计划、论文选题

信息、开题报告信息、中期检查信息、论文评阅信息、论文答辩信息、

论文修改信息、论文各环节成绩信息、导师指导日志等，统计有答辩

资格学生信息、统计有上会资格学生信息等。 

第五条 导出学位论文相关表格：导出学生选题信息、开题信息、

中期检查信息、导师一稿、二稿、三稿、定稿评阅意见书、论文评阅

成绩汇总表、论文预答辩成绩汇总表、论文答辩成绩汇总表、论文检

测情况汇总表、上会学生汇总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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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设置论文各环节工作截止日期：论文开题报告审核截止日

期；论文一稿、二稿、三稿、定稿截止日期；盲审截止日期；预答辩

截止日期；答辩截止日期。开题报告审核截止日期即设置学生提交开

题报告和教师审核开题报告的截止时间；论文一稿、二稿、三稿、定

稿截止日期即设置学生提交论文一稿、二稿、三稿、定稿和教师审阅

论文一稿、二稿、三稿、定稿的截止日期；盲审截止日期即为设置学

位论文双盲评审截止日期；预答辩和答辩截止日期即为设置学生预答

辩和答辩的截止日期。管理员设定截止日期后，系统将自动校内公告

的形式发布，以供查看。超过截止日期的论文无法进入下一环节，系

统将自动做延期半年处理。 

第七条 处理特殊情况：开题报告审核延期、一稿、二稿、三稿、

定稿提交与导师评阅延期、双盲评审延期和答辩延期等。 

第八条 管理论文双盲评审：通过管理系统自动抽取双盲评审论文，

评审结束后录入评阅成绩。 

第九条 管理系统帐号：对研究生培养督导组、分管院长、导师组

长、研究生秘书、指导老师、学生的使用帐号进行管理。 

第十条 管理系统首页：滚动新闻、最新动态、管理规定、通知公

告、表格下载、友情链接等部分。通过相关操作，可对首页显示的内

容进行修改。 

第十一条 查询、归档往年论文的信息：学生信息查询与归档、教

师指导论文信息查询与归档、论文选题查询与归档、中期检查查询与

归档、论文各环节成绩查询与归档等。 

第三章 研究生秘书主要工作职责 

第十二条 发布论文相关信息：发布规章制度、院内公告和学位论

文各环节工作安排等。 

第十三条 设置本学院（所）论文各环节工作的截止日期：学生提

交开题报告、一稿、二稿、三稿、定稿等截止日期，教师评阅开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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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一稿、二稿、三稿、定稿的截止日期。 

第十四条 查阅、录入论文过程信息：查阅论文工作计划、开题报

告信息、中期检查信息、论文一稿、二稿、三稿、定稿提交信息、导

师指导日志，录入论文评阅和答辩成绩、论文检测信息、答辩后论文

修改信息等。 

第十五条 导出学位论文相关表格：导出学生选题信息、开题信息、

中期检查信息、导师评阅意见、论文评阅成绩汇总表、论文预答辩成

绩汇总表、论文答辩成绩汇总表、论文检测情况汇总表、上会学生汇

总表等。 

第十六条 管理系统帐号：管理本学院（所）分管院长、导师组长、

导师、学生使用的帐号。 

第四章 指导教师主要工作职责 

第十七条 各流程工作包括：确认学生选题、审阅开题报告、中期

检查、论文进展、论文一稿、二稿、三稿、定稿，审核答辩资格、推

荐校级优秀论文等。 

第十八条 处理特殊情况：已审开题报告的修改、盲审后论文修改

的审核、答辩后论文修改审核等。 

第五章 学生主要工作职责 

第十九条 提交论文相关材料：按时间规定提交选题、开题报告等

材料、提交论文一稿、二稿、三稿、定稿等。 

第二十条 查看论文相关信息：查看教师开题报告评阅意见、论文

一稿、二稿、三稿、定稿评阅意见、盲审信息、答辩信息、论文检测

信息等。 

第六章 分管院长、导师组长主要工作职责 

第二十一条 审核论文相关材料：审核开题报告、审核中期检查、

审核指导教师一稿、二稿、三稿、定稿评阅、审核双盲评审、审核预

答辩、答辩等。 



 54

第二十二条 查看论文信息:查看论文的所在状态及在各操作流程

中论文统计信息（查看工作计划、论文选题信息、开题报告信息、导

师指导日志、论文提交信息、论文盲审信息、评阅答辩信息、论文检

测信息等）。 

第七章 培养督导组主要工作职责 

第二十三条 查看论文信息：开题报告信息、指导教师对论文开题

报告、一稿、二稿、三稿和定稿的审阅意见、双盲评审结果、答辩结

果、论文检测结果等。 

第二十四条 统计论文过程信息：统计开题报告信息、统计论文各

环节成绩信息、统计论文各环节不合格信息等。 

第二十五条 问题论文的问责：对于在学位论文盲审中不合格、检

测中不合格、答辩中不合格及在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国务院学位中

心抽查中确认为不合格的论文，督导组通过查阅导师指导日志、一稿、

二稿、三稿、定稿审阅意见及学生对论文的修改情况，确认问题论文

的主要过失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