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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学位论文的隐性逻辑及其显式表达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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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Ȟ要：随着博士生招生规模扩大，博士学位论文合格性问题日益突出。本文基于科学研究逻辑，梳理了论文各章

节的关键要素及其逻辑关系，构建了一种显性表达模式。通过对某“211”高校6个工程类学科近5年的157篇博士学位论
文的样本评价，结果表明该方法与传统专家评价高度相关，具有快速、简便和高效的特点。此外，本文提出了博士学位

论文质量自查的参考模式，以提升博士生的论文撰写能力，为导师指导、专家评审和管理部门制定评价标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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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

博士学位论文质量是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核心体

现，直接反映博士生的科研水平、学术能力和创新能力[1]。

然而，随着2024年博士授权点的大幅增加，尤其是专
业学位博士授权点的扩充，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呈持续

扩大趋势，这给博士学位授予质量的保障带来了新的

挑战 [2,3]。为保障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2024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简称《学位法》）正式颁

布，以立法形式明确了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申请人应具

备的专门知识、工作能力及创新性成果等要求[2]。然而，

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指导、评价和审核等环节仍存

在诸多问题，如逻辑不清、结构混乱、表达模糊等[5]，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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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问题论文”时有出现。

当前，外审平台的评价要素主要包括选题与综述、

创新性及论文价值、科研能力与基础知识、论文规范

性。对比外审平台的评价要素与“问题论文”的典型表

现，两者存在“形”与“神”的错位：平台评价要素聚

焦于论文的“神”，即内在质量；而“问题论文”的问

题多体现在“形”，即外在表现。本文从“形”的角度

入手，强调结构要素及其逻辑关系的重要性，对学位论

文的合格性进行评价，不仅更具可操作性，还能为论文

的写作、指导、评价和审核提供更有效支持。

2��博士学位论文的结构要素解析

博士学位论文写作是观点、材料和论证的三位一

体，需围绕某个问题阐述观点并进行充分论证，最终得

出创新性结论[6]。其关键结构要素可提炼为：论文主题范

围、学理问题、论文题目、论据与论证、研究结论和创

新点。这些要素为论文写作和评价提供了明确框架，有

助于提升论文质量。

（1）论文主题范围：论文开题时确定的研究方向和
领域，需要基于学科前沿、社会需求或技术瓶颈，明确

研究边界。主题范围应与学位论文体量匹配，既不过于

宽泛导致研究内容空洞，也不过于狭窄限制研究的深度

和广度。主题范围为后续的学理问题提炼提供了基础框

架，是评价论文是否聚焦于特定领域的重要依据。

（2）学理问题：论文研究的核心驱动力，在论文主
题范围内，通过对已有研究的文献综述，识别尚未解决

的科学或技术问题。这些问题应具有明确的学术价值，

聚焦于理论或方法的空白点，而非需求、贡献或效能等

非学理性问题。学理问题的提出不仅是研究的起点，也

是评价论文学术价值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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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论据与论证：论文研究的核心过程，是解决学
理问题的具体实践。通过试验、仿真或理论分析等研究

手段展开研究，获得的数据、结果或观点被用作论据，通

过分析讨论确立新的观点。论据与论证不仅是论文研究内

容的核心部分，也是论文水平的重要体现，需要具备科

学性、逻辑性和创新性，能够有力地支持研究结论。

（4）论文题目：论文内容的高度概括，应呼应学理
问题和研究结论，准确反映论文的核心内容和创新点。

在对论据和论证工作进行学理层次的逻辑组织后，提取

表达创新的关键词，形成简洁而准确的论文题目。题目

应具有明确性、针对性和简洁性，能准确传达论文的研

究方向和价值。

（5）研究结论：论文的核心输出，是对论证结果的
归纳总结。结论应是明确的、结论性的表述，直接回答

学理问题。结论部分需要对研究的主要发现、理论贡献

和实践意义进行清晰的总结，同时指出研究的局限性和

未来研究方向。

（6）创新点：论文的核心价值所在，是针对学理问
题开展研究所获得的创新知识。创新点应具有差异性、

先进性和实用性，能够为学科领域带来新的理论、方法

或技术突破。创新点不仅是衡量论文质量的重要标准，

也是论文能够在学术领域获得认可的关键。高质量的创

新点需要具有明确的学术价值和实际应用前景，能够推

动学科的发展。

以上六个关键结构要素相互关联，形成了博士学位论

文的完整逻辑链条。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的

内在逻辑框架，确保论文的科学性、逻辑性和创新性。

3��学位论文结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

学位论文关键结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可用如图1表
述，其中的边界为论文开题所确定的主题范围，而一般

默认这个主题范围服务于学位授予学科。

图1��学位论文关键结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

学位论文各结构要素之间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关系：

（1）学位论文主题与学位授予学科专业之间的内涵
契合关系。学位论文选择的主题应在理论、技术或者工

程上具有实用性，体现出明显的经济、社会或者学术价

值，运用学科自身理论或者与其它学科基础理论交叉，

形成新的理论或者技术，服务学位授予学科领域科学技

术的发展或者工程问题的解决。

（2）学位论文主题与学理问题之间的对应关系。学
理问题与学位论文主题范围尺度应该相当，通过调研分

析主题范围内的研究现状，经分类、概括和总结，凝练

得到学理问题。通过学理之问，找出现有研究成果所存

在的缺陷或问题，在论文主题范围内求解[7]。

（3）学理问题与研究内容之间的内涵吻合与方案完
整关系。通过学理问题，澄清学位论文选题的问题，明

确要研究的问题，才能确定研究内容，研究过程主要是

论据获取和推理论证的过程，通过研究的内容可以完整

地给出预设解决学理问题的方案，同时学理问题的内涵

应完整地覆盖论文的各项研究内容。

（4）学理问题与研究结论之间的必要性与结论性关
系。学理问题是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根据已有研究的

局限性，提出拟研究问题的设想。研究结论应该能够系

统、完整、准确地解决所提出的学理问题。

（5）学理问题与创新点之间的前提与结果关系。学
理问题的存在是实现创新的前提，创新是对学理问题开

展研究的结果。学理问题需要借助文献阅读和经验予以

证实，创新是学位论文选题的具体确证，两者互为激

发，彼此关联[7]。

（6）论文题目与学理问题、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之
间的呼应与内涵吻合关系。论文题目内涵与论文章节内

容的逻辑组合相吻合，学理问题和研究结论与学位论文

题目的尺度相当，并与论文题目彼此呼应。

基于博士学位论文关键结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

建议学位论文写作自查及质量评价的参考模式要“四

看”：一看论文题目，查主题学科贡献及主题范围的相

符性，查研究内容的相符性，查研究结论的指向性，然

后反观题目的合理性。二看学理问题，查问题的学理

性，查问题提出依据的合理性，查解决问题预设研究内

容和研究思路的吻合性，查研究结论的预期性。三看研

究内容，查论据生成及论证逻辑的严密性。四看创新

点，查创新点的完备性，查知识生产的确定性，查与学

理问题的关联性。

4��学位论文典型结构要素的导向性表达模式

学理问题的表达是学位论文的起点，包括对主题内

涵的分解和核心概念的界定，这些概念是研究的支点。



2025� 第7卷�第4期·教育理论与应用

60

通过文献综述，归纳出学理问题：一是总结已有研究

成果及其方法和目的；二是识别研究缺陷，确定研究起

点。明确学理问题后，需提炼和总结，以展示研究的内

在逻辑和问题情境。

论据与论证的组织是确保研究完整性和逻辑严密性

的关键。可通过串并联模式表达章节间的逻辑关系，如

串联、并联-串联（分-总）等结构。论证需围绕中心观点
展开，分观点和论据并列、递进或综合，层次分明，体

现内在逻辑。

创新点的表达展示论文的创新价值，可通过三段论

模式实现，包括创新点名称、与现有研究的核心差异及

其效益。创新点可融入研究问题、讨论和结论，或单

独列出，涵盖理论、方法、角度、过程和观点创新。理

论创新提出新理论并围绕其研究；方法创新利用新方

法获得实践效益；框架创新采用新颖模式，突破现有研

究局限。

通过这样的导向性表达模式，学位论文的创新点可

以被清晰地展示出来，从而增强论文的说服力和影响

力。同时，这种模式也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和评价论

文的创新性和学术贡献。

5��基于学位论文结构要素及其逻辑关系的论文评价

方法的应用

本文以博士学位论文为研究对象，选取某“211”高
校6个工程类学科近5年的157篇博士学位论文为样本，数
据来源于该校“研究生教育综合管理系统”，确保了数

据的完整性和有效性。为了统一评价标准，从每个学科

中选取一名博士生导师，在深入交流学位论文结构要素

及其逻辑关系的内涵后，由导师独立对样本论文进行分

项评分。

同行评议是保障博士学位论文质量和学位授予质量

的重要机制。本文基于教育部学位中心论文送审专家

库，随机抽取专家对每篇论文进行3位专家的盲审，并取
评分的平均值作为外审成绩。本文采用余弦相似度法，

分析盲审成绩与本文各观察项评分的相关性。余弦相似

度法通过计算向量间夹角余弦值评估方向一致性，广泛

应用于多领域相似性度量。分析结果（表1）显示，9
项指标与外审结果的相关性均在0.90以上，平均值达到
0.93，表明基于学位论文结构要素及其逻辑关系的评价结
果与学位论文盲审结果高度一致。

表1��博士学位论文盲审成绩与本文各观察项评分相关性

观察项 相关性

1 主题的实用性 0.92
2 问题的确定性 0.93
3 问题的学科相关性 0.95
4 问题与创新的一致性 0.92
5 内容对学理问题的支撑性 0.90
6 论文题目内涵与论文章节内容的吻合性 0.94
7 学位论文正文章节结构的逻辑性 0.93
8 论文结论与学理问题的呼应性 0.93
9 论文的创新性 0.94

本文提出的评价方法直观且易于操作，对学位论文

的撰写和质量评价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该方法不仅确

保了评价的全面性，还突出了论文的逻辑性和创新性，

为研究者提供了清晰的写作框架，有助于提高论文的整

体质量。

6��结论

本文通过梳理学位论文的关键结构要素及其逻辑关

系，构建了导向性表达模式，为学位论文的撰写和评价

提供了科学指导。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该模式与专家

评价的高度一致性，证明了其有效性。这一方法不仅提

升了学位论文质量，还增强了论文评审的科学性和公正

性，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前景。未来可进一步推广

至更多学科领域，助力学术研究和教育质量的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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