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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报字（部）25 号  2014 年第 2 期（总第 2 期）              内部报刊仅限校内发行 

主办：华侨大学研究生院                                     2014 年 7 月 8 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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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动态 

提高博士学位论文整体质量仍需多方努力 

6 月是高校毕业答辩期，有关博士论文的质量问题再次成为各界关注的话题。《中国博

士质量报告》（中国博士质量分析课题组，北京大学出版社）显示，60%的培养单位认为，

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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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陈洪捷表示，无论是纵向和历史比，还是横向跟国际比，

当前我国一部分博士学位论文质量还是很高的，但也有很大一部分论文水平较低，这个问题

应该引起学界和有关部门的重视。 

  论文缺少问题意识 创新性不足 

  武汉某高校左姓青年教师表示，现在的博士生功利心较强。为了发表论文，一窝蜂地研

究某个热点问题，并非对此真正感兴趣，或有具体想要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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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不少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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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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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捷表示。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陈天祥表示，对已有文献梳理不够将导致部分

论文问题意识不强。他提到，我国当前的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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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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论文要求作者能够提出独创性的见解。多位学者表示，当前博士学位论文面临的最

大问题是创新性不足。记者对 100 位高校教师和 100位博士生进行调查，在回收的有效问卷

中，有 65.4%的高校教师和 68.8%的博士生对博士学位论文的创新性评价“一般”。 

  陈洪捷对记者说，我国多数博士学位论文的创新属于借鉴、修正或发展已有的理论、方

法或技术，在原始创新层面与国外存在明显差距。 

  据《中国博士质量报告》，有 45%的科研单位的报告认为，在原创性方面，我国博士学

位论文与国外尚有明显差距，一些基础理论类研究的差距主要是在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运用

新视角新方法、提出独创性观点与见解等方面。应用类研究多数属于跟踪国外的研究工作。 

  武汉某重点高校管理学院即将毕业的博士生小朱对记者表示，不仅是博士生，有些教授

也将国外成型的研究范式、模型引入国内，增改一些变量，用新的数据检验、解释一下，借

此发表论文。 

  博士论文质量近年有所回升 

  学者认为，虽然自 20世纪 90年代高校扩招后，博士学位论文质量出现下滑，但近年已

有回升迹象。记者随机调查了数十位高校青年学者及部分博士生导师，38.5%的人表示前些

年博士生毕业论文质量较差，近年正在回升。对此，记者调查的 28.1%在校博士生也表示赞

同。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光礼认为，近年博士论文质量提高有多方面原因。例如，

博导带学生的数量有了限制，过去一年带七八个博士生的博导大有人在。此外，国家每年资

助一批博士生到国外高校进行联合培养，学生视野开阔了，也更熟悉相关领域的国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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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国家有关部门和高校也都采取了积极措施提高博士论文质量。按照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办公室的要求，很多高校的博士学位论文都已全部实行“双盲”评审，通过匿名评审才

能获得答辩资格。答辩后，教育部也加大了抽查力度。每年对上一年度 10%的博士学位论文

进行抽查，不合格的反馈至相关单位，并有相应的惩罚措施，直至取消博士点。 

  深化改革进一步提升博士论文质量 

  博士学位论文质量提高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是方方面面合力的结果。陈天祥认为，关键

是要把外在的压力内化为学校、学院的内部机制。 

  自教育部开始对上一年度 10%的博士学位论文进行抽查以来，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

管理学院就开始主动探索。除了博导外，学院给每个博士生配两名老师，共同组成导师组，

全程参与学生论文的选题、结题、答辩等环节。同时，学院全体教师都参与进来，实行票决

制。如果后期教育部抽查发现不合格的，相关院领导、导师及投赞成票的教师都有连带责任。

陈天祥说，“我们要发挥集体智慧，在博士培养过程的各个环节，实行全流程监控。通过制

度约束，要求大家不能考虑其他的非学术因素。” 

  要从根本上改变和提高博士学位论文的整体质量，周光礼认为，还需要教育领域的深化

改革。他对记者表示，未来应让市场在高等教育领域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借此来推动

改革。最终应从国家学位制度走向学校学位制度，让各学校自律，对自己颁发的学位负责。 

  此外，为了提高我国博士学位在国际上的含金量，周光礼建议，教育领域也需要建立国

际通行的质量认证标准，通过学科国际评估，对自己的国际地位有比较清晰的了解，从而明

确存在的优势与不足，以及努力的方向等。(作者：明海英，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 5 -

二、我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通报 

1. 我校 11 名海外研究生获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完美奖学金 

4 月 16 日，华侨大学 2014 年海外华文教师研究生学历教育“完美”奖学金发放仪式在

日本东京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大使馆一等书记官兼领事王树凡先生、中国华文教

育基金会项目二部主任李晓梅女士、华侨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王丽霞教授、全日本华侨

华人联合会会长颜安先生、文培学院会长李文培先生出席了该奖学金发放仪式。此次共有 2

名博士、9 名硕士获得该项奖学金，奖励总额为 74000 元人民币。 

王树凡领事代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刘亚明总领事出席奖学金发放仪式，表达了对获奖同

学的祝贺，并向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华侨大学、文培学院为华文教育事业所作出的贡献表

示感谢。他指出，海外华文教育是一项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的事业，对弘扬中华文化、打造

中华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影响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也需要一大批有志于

华文教育的仁人志士。希望各位获奖同学珍惜求学机会，将华文教育事业坚持下去，实现自

己的人生价值。 

李晓梅主任介绍了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成立的背景，简述了基金会学历教育教学奖助学

金的体系和覆盖层次，并向同学们介绍了基金会针对海外华文教育从业者的国内、国外师资

培训项目、“海外红烛故乡行”项目、远程培训项目、华侨华人子女夏冬令营等项目。同时

也对此次华侨大学华语与华文教育专业日本研究生获得“完美”奖学金的项目进行了说明。 

王丽霞、颜安、李文培以及获奖学生代表也分别发言。 

据悉，本次奖学金的发放是 2014 年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携手完美（中国）有限公司在

我校设立奖学金的首发仪式，用于奖励我校在读海外从事华文教育的优秀研究生，日后还将

在其他国家陆续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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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校在第十五届福建省研究生自然辩证法论文演讲赛中勇夺佳绩 

第十五届福建省研究生自然辩证法论文演讲赛于 5 月 25 日上午在厦门大学圆满落幕。

我校共派出四名参赛选手，均表现突出，获得了骄人成绩。其中华文学院的尚清同学以激情

铿锵、稳健优雅的演讲一举斩获本次比赛第一名，并且赢得一等奖，秦帆、吴慧颖、胡倩三

位同学也以精彩的演讲获得二等奖。这也是我校自参赛以来在该比赛中取得的最好成绩。 

    福建省研究生自然辩证法论文演讲会是全省自然辩证法领域的品牌活动，每两年举办一

次。本次比赛准备过程中，研究生院进行了精心的组织协调，并组成了由马克思主义学院书

记兼院长许斗斗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刘艳老师、赵琰老师，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张世远老

师为成员的培训团队，历时两个多月，从选手海选、论文撰写、演讲稿修改、演讲培训等诸

方面，尽心尽力，不辞辛劳，耐心细致地对参赛选手进行指导。 

    此外，华侨大学在本次演讲会中获得优秀组织奖，赵琰老师获得优秀论文指导老师奖。 

    据悉，本届演讲赛有来自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等 16 所高校、科研院所的近四十名参赛

选手参加比赛，演讲会比赛以“社会转型与科技作用”主题，目的在于促进我省各类研究生

尤其是理工科研究生对自然辩证法理论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同时加强各院校研

究生之间的相互学习与了解。 

 

3. 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第五次全体会议 

6 月 22 日，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厦门校区行政研发大楼 403 会议室

召开。会议由校长贾益民主持，学位评定委员会 21位委员参加会议。 

会议首先审议了 2014年夏季毕业生授予学位事宜，共有 21 名博士毕业生通过审议获得博士

学位，904 名硕士研究生通过审议获得硕士学位，4512 名普通全日制本科毕业生获得学士学

位，50 名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获得学士学位。会议还审议评出 2012 级博士研究生优秀

开题报告特等奖 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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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审议了 2014 年新增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事宜，此次新增 76 名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

导师、25 名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51名硕士研究生实践导师以及 5 名博士研究生导师。 

贾益民在会上指出，学校学位授予工作是在国家学位条例的指导下完成，校学位评定委

员会和相关部门应依据国家学位条例修订学校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并严格执行。贾益民同时强

调，导师队伍建设是研究生学位点建设和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重要工作,要重视导师队伍质

量的提升，严格按文件要求规范导师评聘工作；目前我校博士生导师总量少，硕士生导师总

量多、增量多，应从学校整体发展、学位点建设和招生数量规模等情况考虑，确定导师的适

度规模和结构，完善导师遴选标准、要求，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导师队伍。 

 

4. 我校召开期末研究生工作会议 

6 月 24 日下午，副校长徐西鹏在厦门校区行政研发大楼 403 会议室主持召开期末研究

生工作会议。会议在泉州校区陈嘉庚纪念堂二层会议室设立视频分会场。研究生院相关负责

人，各学院（研究院）分管研究生工作负责人、研究生秘书，各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负责

人参会。 

研究生院相关负责人就本学期研究生工作作了总结，梳理汇报了研究生收费制度改革、

研究生导师选聘、招生和管理的规范性文件制定、培养及学位情况等工作；强调下学期工作

重点，指出下学期推免工作和专业学位招生工作将面临的变化与限制，并对学位点评估与建

设、境外研究生工作拓展等问题作了说明。 

徐西鹏在会上总结指出，各学院（研究院）要认清下学期招生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提

前做好准备工作，积极开辟生源渠道，留住优秀生源；强调在执行学校政策文件过程中，应

严格依照文件要求开展工作，同时可将执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反馈给学校，为文件的进一步

修订和完善建言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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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学期研究生教学检查情况通报 

华侨大学研究生培养异常情况汇总表（厦门校区） 

序号 培养单位 

项目 

总计 备注 学期

调课 

临时

调课 

不合

理调

课 

抽查 

教学进

度表延

迟提交 

培养方

案延迟

提交 

1 信息学院 10 23 3 8 0 0 44   

2 材料学院 8 16 17 10 4 1 56 

培养方案

6.19 完

成 

3 机电学院 8 32 2 8 9 0 59   

4 土木学院 22 4 0 8   1 35  

5 建筑学院 3 18 16 2 3 0 42 

教学进度

表 4.15

补交 2 门 

6 
计算机 

学院 
0 21 0 3 0 0 24   

7 化工学院 9 28 3 3 2 0 45   

8 哲社学院 2 27 2 0 2 0 33   

9 
华侨华人

研究院 
0 12 7 2 0 0 21   

10 华文学院 0 4 4 3 2 0 13   

11 
数量经济

研究院 
1 6 0 1 0 0 8   

12 
马克思主

义学院 
1 5 3 3 1 0 13   

说明： 

1.不合理调课为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中临时调课提交审核时间已过上课时间。 

2.截至 2014.6.18，培养方案系统未维护完成学院为材料学院、土木学院，算作 1 次记录。 

3.“抽查”栏为本学期所有缺课课程，有部分课程是合理调课，但部分课程无法判定是

否合理，故将所有缺课情况列出。 

4.土木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为两校区教学检查情况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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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研究生培养异常情况汇总表（泉州校区） 

序号 培养单位 

项目 

总计 备注 学期

调课 

临时

调课 

不合

理调

课 

抽查 

教学进

度表延

迟提交 

培养

方案

延迟

提交 

1 
经济与金

融学院 
13 0 0 5 0 0 18   

2 
工商管理

学院 
38 0 0 6 0 0 44   

3 
公共管理

学院 
23 0 0 0 0 0 23   

4 法学院 20 0 0 1 0 0 21   

5 旅游学院 19 0 0 0 0 0 19   

6 文学院 13 0 0 1 0 0 14  

7 
外国语 

学院 
5 0 0 0 0 0 5   

8 
数学科学

学院 
6 0 0 0 0 0 6  

9 
生物医学

学院 
12 0 0 0 0 0 12   

10 工学院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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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期末研究生工作会议出席情况通报 

 

培养单位 分管院领导 
研究生培养指导委

员会主任委员 
研究生秘书 

经济与金融学院 √ 请假 √ 

工商管理学院 请假 √ √ 

工商管理硕士（MBA）教育

中心 
√   √ 

公共管理学院 √ √ √ 

公共管理硕士（MPA）教育

中心 
    √ 

旅游学院 √ 请假 √ 

旅游管理硕士(MTA)教育

中心 
      

法学院     √ 

法律硕士（JM）教育中心 √   √ 

文学院 √     

数学科学学院 √ √  √ 

外国语学院 √ √ 请假 

工学院 √  √ 

生物医学学院 √   √ 

体育学院 √   √ 

美术学院 请假     

数量经济研究院 √   √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   √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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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学院 √ √ √ 

化工学院 √   √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 √ √ 

建筑学院 √   √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 √ √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 √ 

华文学院     √ 

华人华侨研究院     √ 

华文教育研究院     √ 

音乐舞蹈学院     √ 

马克思主义学院     请假 

 

7. 华侨大学 2014 年新增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结果通报 

新增博士研究生导师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新增导师姓名 

020209 数量经济学 肖曙光 

030203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吴苑华 

0817 化学工程与技术 荆国华  肖美添  明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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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硕士研究生导师 

学术学位硕导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新增导师姓名 

0101 哲学 冯  兵 

0202 应用经济学 陈鹏军  李宝良  朱  轶 

0270 统计学 张五六 

0302 政治学 叶麒麟  刘文正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陈  捷  孙琼如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朱丹红  陈辉兴 

060221 专门史 陈景熙  钟大荣 

070101 基础数学 
沈淑君  陈丽珍  庄清渠 

吴丽华 

0703 化学 邱  飞  程国林  骆耿耿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王晓琴  杨会勇  吴文果 

赵艳玲  郭  莺 

0802 机械工程 

言  兰  方从富  胡中伟 

赖雄鸣  尤芳怡  路  平 

姜  峰  黄国钦  周广涛 

陆  静  李  琼  林添良 

0803 光学工程 林志立  任洪亮 

0805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碧芬  赵青华  陈亦琳 

0810 信息与通信工程 曾焕强  赵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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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新增导师姓名 

08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蔡奕侨  柳  欣  王  田  

田  晖  钟必能  王  成 

0813 建筑学 许勇铁  成  丽  欧达毅 

0814 土木工程 

方德平  付明来  李  飞 

王卫华  蔡奇鹏  侯  炜 

阚  晋  王玲玲  张大山 

陈星欣  蔡燕燕 

0817 化学工程与技术 易立涛 

0830 环境科学与工程 韩文亮 

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 
王子朴  邢尊明  李海林  

侯祥朝  詹朝曦 

1202 工商管理 陈初昇  张  华  林春培 

120401 行政管理 侯志阳  谢治菊 

 

专业学位硕导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新增导师姓名 

035101/035102 法律硕士 叶小兰  陈贤贵  王康敏 

085100 建筑学硕士 王  琳 

085201 机械工程 
王  霏  房怀英  傅师伟 

范  伟  张际亮 

085208 电子与通讯工程 陈  婧  庄凤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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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新增导师姓名 

085211 计算机技术  
谢晓东  陈叶旺  彭淑娟  

王华珍  柳培忠  庄铭杰 

085213 建筑与土木工程 沈春花  马红芳  李海锋 

085240  物流工程 王绍仁 

125100 工商管理硕士 徐小飞  马占杰  谭龙江 

125400 旅游管理硕士 范向丽 

 

实践硕导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新增导师姓名 

085201 机械工程 

熊焕祈  孙金荣  吴松明  

黄文景  董卫良  邓庆阳  

陈加友  李友生  刘  伟  

姚荔明  吴红旗  汤  明  

吴正德 

085207 电气工程 

黄肇敏  彭传相  俞  华  

吕文生  赵家宏  张孔林  

汤仪平  王  铮  陈松岩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杨守军  苏文彬  陈恢土  

潘一鸣  杨清河  王  宇  

杨嘉祥  林光咏  

085213 建筑与土木工程 

徐洪波  徐根连  吕建星  

陈志彬  王广勇  许黎明 

苏世灼  张建斌  王  海  

黄秋来  郭定国  姜安龙  

李益勤  叶  飞  陈周与  

江日兴  曾  瑜  林晓康  

王冬晔  

085229 环境工程 纪剑锋 

085239 项目管理 乔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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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华侨大学 2014 年研究生招生情况通报 

 

序号 类别 数量 

1 博士研究生 52 

2 全日制学术型硕士 612 

3 专业学位双证 448 

4 专业学位单证 543 

5 港澳台学生 35 

6 华侨学生 14 

7 留学生 27 

总计 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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