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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是我国高层次创新人才的主要输

送者，创新能力是评价研究生教育质量最重要的指

标之一。准确合理地评价我国研究生的创新能力

并定量分析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能为我国

培养过程中不同环节对硕士研究生

创新能力的影响*

罗 娟，邓浏睿

（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

摘要：从创新思维、科学素养、创新成果等方面选取评价要素，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硕士研

究生创新能力进行定量研究，并实证分析了五种研究生培养方式对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影响。

研究表明，导师科研指导、课题参与、课程参与及学术活动参与对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均存在显著

正向影响，且可以通过提高硕士研究生逻辑思维能力、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发现有价值问题

的能力、合理批判能力等机制来提高硕士研究生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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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measures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postgraduates quantitatively by using

factor analysis method from aspects of innovative thinking, scientific literacy, innovative

achievement, etc., and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nfluence effect of five graduate training paths on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postgraduate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utor’s scientific research guidance,

project participation, curriculum participation and academic activity participation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postgraduates. Therefore,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postgraduates can be improved by improving the postgraduates’ability of logical thinking, ability

of independent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of finding valuable problems and ability of reasonable

cri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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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高校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方向和依据，

有利于为国家培育真正适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创新

型人才。

学者们对我国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途径开

展了不少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多停留在定性分析的

层面，缺乏量化分析。本文对我国硕士研究生创新

能力提出一种定量方法，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的培

养途径对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影响，并定量分析

研究生培养途径影响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具体

机制。

一、文献综述

创新能力是一个综合的概念，主要是指人们

在学习和继承前人知识、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新概

念、新思想，提出独特的见解和完成创造发明的能

力。［1 ］研究生创新能力则主要是指研究生综合运用

知识和内外部条件，在科学研究上创造性地认识问

题、分析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2 ］

1.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定量方法

研究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定量方法有单因素测

度法、层次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等。单因素测度法

主要选择研究生创新能力单个方面的内容（一般是

创新成果）来衡量其创新能力，如李祖超、张丽用论

文发表级别、获得专利数量及发表论文数量来度量

理工科研究生的创新能力。［3 ］以创新思维、创新个

性、创新知识、创新实践及创新成果作为一级指标，

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研究生创新能力评价体系来

度量创新能力。［1 ］用因子分析法结合研究生创新能

力的内涵，从创新意识、创新思维、科研创新能力等

方面设置不同的问题，采用量表法，根据受访者对

问题的回答情况进行赋值，数值越大，表明创新能

力越强。［4-5 ］

2.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途径

大量研究分析了不同研究生培养途径对研究

生创新能力的影响，主要包括导师科研指导、课题

参与、实践活动、课程设置及教学方式等途径。

导师科研指导。导师科研指导频率越高，研究

生获得多元化的学术指导的机会就越多，科研团队

氛围就越浓厚，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就越强。［6 ］

课题参与。不同学校不同的培养条件下，研究

生参与科研的时间切入点和工作内容大不相同，深

度参与科研课题是创新能力培养的关键因素。［7 ］

实践活动。研究生暑期社会实践、社会调研、

高校创新平台与产学研联合培养等途径可以拓展

研究生的社会视野，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实现

面向市场需求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途径。［8 ］

改进课程设置及教学方法。通过调整课程设

置、加强多学科渗透的课程设置、开展“弱架构”的

综合型研究生课程模式等方法来增加学生的课堂

参与程度，可以提高研究生的创新能力。［9-10 ］

以上研究从创新能力的内涵、研究生创新能力

的度量及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途径等方面进行

了较全面的分析，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

基础，但不同培养途径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定量影

响及具体的影响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分析。本文以

硕士研究生为研究对象，在合理测度创新能力的基

础上，定量分析了五种主要培养途径对硕士研究生

创新能力的影响，为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改革及创

新能力的提高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二、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对湖南省六所一本院校

在读硕士研究生的随机调查数据，填写问卷的总样

本数为 348份，剔除非硕士研究生、填写不合理及不

完整的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 320份。其中，男生

112人，女生 208人，一年级学生 118人，二年级学生

100人，三年级学生 102人，拟取得科学学位的为

168人，拟取得专业学位的为 132人，涉及的学科包

括经济学、管理学、文学、理学、工学等 10个学科。

该样本结构基本反映了湖南省在读硕士研究生的

总体分布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问卷涉及与创

新能力相关的问题 14个，与培养途径相关的问题

19个，获得的数据较为详细和完整，适合本文的实

证研究。

2.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研究生创新能力

研究生创新能力是本文的研究对象，在徐吉洪

等的研究基础上，本文对其创新能力评价指标进行

了改进，剔除了受研究生教育影响较小的创新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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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并将创新实践活动看成是塑造创新能力的主

要途径，最后选择从创新思维、科研素养及创新成

果三方面来衡量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并采用因子法

进行了定量测度。具体的测度方法是：①筛选出问

卷中涉及研究生创新能力的 14个问题，其中五分量

表题按程度从低到高分别赋值为 1-5，其他题目则

按实际回答的选项值进行赋值，共构建 14个变量；

②对这些变量进行KMO检验，KMO值为 0.7415，结
果表明样本适合进行因子分析；③利用因子分析法

将研究生创新能力指标体系中对应的 14个问题，提

取出主要的三个因子——创新思维、科研素养及创

新成果，并根据三个因子的贡献度分别赋予不同的

权重，加权得到研究生创新能力变量（Innovation）。

此外，为了分析不同培养途径对硕士研究生创

新能力的具体影响机制，还选取了研究生教育对硕

士研究生逻辑思维能力（A1）、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

能力（A2）、发现有价值问题的能力（A3）、合理批判

的能力（A4）、解决问题的能力（A5）、对复杂情形的

准确判断能力（A6）及解决问题能坚持的时间长度

（Time）的影响共七个变量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

具体赋值方法如下：若相比于读研究生前，高校教

育使得研究生的逻辑思维能力、独立进行科学研究

的能力等七个方面有“较大降低”“有所降低”“不

变”“有所提高”及“较大提高”，则给相应变量分别

赋值为-2，-1，0，1和2。
（2）关键变量及其他控制变量

五种研究生培养途径是本文重点关注的解释

变量，这五种途径分别是导师科研指导（TG）、参与

课题（PP）、课程参与度（CP）、学术活动参与（AA）及

论文发表强制要求（AM）。这五个变量的具体赋值

方法为：根据导师对硕士研究生指导的平均月频率

对变量 TG赋值为 1-4，值越大表示指导次数越多；

根据硕士研究生是否参与课题对变量 PP赋值为 0
或 1；依据硕士研究生课程参与程度给变量CP赋值

为 1-5，值越小表示参与程度越低；根据参与学术活

动次数的频率给变量AA赋值为 1-4；根据学校对硕

士毕业发表论文的要求给变量 AM赋值为 0-3，值
越大表示对论文发表的要求越高。

除了这些培养途径，模型中还选取了性别、年

龄、学位类型、学科类别、图书馆资源丰富程度、读

研前是否参加过工作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对这

些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导师科研指导、

参与课题、课程参与度、参与学术活动及论文发表

强制要求变量的均值分别为 2.41、0.51、3.46、2.66及
0.73，表明导师平均每月对硕士研究生的指导频率

为 2.41次；参与了课题的学生平均超过一半，为

51%；课程参与度均值大于 3，水平相对较高；学术

活动参与平均在 8次左右，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从

论文发表强制要求来看，大部分学校都对硕士研究

生毕业有论文发表要求。

3.模型设定

为了分析上述提到的五种培养途径对我国硕士

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影响，本文以硕士研究生创新能

力为被解释变量，选取主要的五种培养途径——导

师科研指导、参与课题、课程参与度、学术活动、论文

发表强制要求为关键变量来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进行

实证分析。参照以往文献，我们在计量模型中还加

入了性别、年龄、考研动机、学位类型、学科类别、图

书馆资源丰富程度、读研前是否参加过工作等控制

变量，［4 ］建立如下基准方程来分析这些培养途径对

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影响：

Innovationi=α0+α1TGi+α2PPi+α3CPi+α4AAi+
α5AMi+Xiβ+μi （1）

式（1）中 Innovation指的是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具

体数值是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测度获得的。TG、
PP、CP、AA、AM是我们所关注的代表不同培养途径

（分别是导师科研指导、参与课题、课程参与度、学

术活动参与、论文发表强制要求）的五个关键变量。

X表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考研动机、学

位类型、学科类别、图书馆资源丰富程度、读研前是

否参加过工作等。

在检验不同培养途径对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

的具体影响机制时，将读研对硕士研究生逻辑思维

能力（A1）、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A2）、发现有

价值问题的能力（A3）、合理批判的能力（A4）、解决

问题的能力（A5）、对复杂情形的准确判断能力

（A6）及解决问题能坚持的时间长度（Time）的影响

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模型（1）中的变量为解释

变量，具体模型为

A1i=α0+α1TGi+α2PPi+α3CPi+α4AAi+α5AMi+Xi β+μi（2）

罗 娟等：培养过程中不同环节对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影响 ·· 21



上 海 教 育 评 估 研 究 2021年8月

A2i=α0+α1TGi+α2PPi+α3CPi+α4AAi+α5AMi+Xi β+μi（3）
A3i=α0+α1TGi+α2PPi+α3CPi+α4AAi+α5AMi+Xi β+μi（4）
A4i=α0+α1TGi+α2PPi+α3CPi+α4AAi+α5AMi+Xi β+μi（5）
A5i=α0+α1TGi+α2PPi+α3CPi+α4AAi+α5AMi+Xi β+μi（6）
A6i=α0+α1TGi+α2PPi+α3CPi+α4AAi+α5AMi+Xi β+μi（7）
Timei=α0+α1TGi+α2PPi+α3CPi+α4AAi+α5AMi+Xi β+μi（8）

这里解释变量（包括关键变量和控制变量）的

具体含义与模型（1）相同。如果方程（2）-（8）的估

计结果中某个或某些关键变量前的系数显著，则表

明对应的培养途径可以改进研究生逻辑思维能力、

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发现有价值问题的能

力、合理批判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复杂情形

的准确判断能力、解决问题能坚持的时间长度中的

某项能力，从而可以提高研究生的创新能力。

三、实证结果分析

1.研究生培养途径对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的

影响

根据设定的模型（1），首先检验培养途径是否

显著影响了硕士研究生的创新能力。表 1分别给出

了五种培养途径对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及创新能

力的三个主要因子——创新潜力、科研素养及创新

成果的影响，估计结果分别对应表 1中的 1-4列。

可以看到，在控制性别、年龄等因素后，导师科研指

导、参与课题、课程参与度及学术活动参与对研究

生创新能力均有正向影响，且均在 5%水平下显著。

导师科研指导频率的增加可以显著提高硕士研究

生的创新潜力、科研素养及创新成果；参与课题研

究可以促进硕士研究生创新成果的增加，在 1%水

平显著；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参与度越高，参与学术

活动越多，其创新潜力越大，在 5%水平下显著；论

文发表强制要求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创新潜力、科

研素养及创新成果都没有显著影响。

表 1的估计结果还显示，控制变量中，性别对创

新成果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当培养途径、年级、

年龄等条件相同时，男生比女生创新成果更多；在

培养方式等条件相同时，随着年龄的增加，研究生

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潜力会显著增加；当其他条件相

同时，高年级硕士研究生的创新潜力和创新成果显

著高于低年级学生；图书馆资源越丰富，硕士研究

生的科研素养和创新成果都会显著提高；学位类

型、就读研究生前是否工作过对硕士研究生的创新

能力没有显著影响。

2.不同培养途径对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影

响机制

从上述实证结果可以看到，在这五种培养途径

中，除了论文发表强制要求外，导师科研指导、参与

课题、课程参与及学术活动参与对硕士研究生的创

新能力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为了进一步明确

培养途径影响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具体机制，文

中依据模型（2）-（8），分别估计了这五种培养途径

对硕士研究生逻辑思维能力、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

能力、发现有价值问题的能力、合理批判的能力、解

表1 研究生培养途径对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

影响的估计结果

导师科研指导

参与课题

课程参与度

学术活动参与

论文发表强制要求

性别

年龄

年级

学位类型

是否工作过

图书馆资源

_cons

N

r 2

1

创新能力

0.107**

（0.025）

0.106**

（0.053）

0.077**

（0.030）

0.049**

（0.022）

0.037

（0.046）

0.037

（0.053）

0.032**

（0.015）

0.026

（0.038）

0.076

（0.051）

-0.026

（0.058）

0.036

（0.033）

-1.319***

（0.367）

160

0.207

2

创新潜力

0.140*

（0.079）

0.105

（0.166）

0.213**

（0.095）

0.172**

（0.069）

0.172

（0.146）

-0.012

（0.166）

0.095**

（0.046）

0.315***

（0.119）

0.108

（0.162）

-0.143

（0.183）

0.121

（0.103）

-3.201***

（1.158）

160

0.140

3

科研素养

0.149**

（0.075）

0.054

（0.159）

0.069

（0.091）

0.082

（0.066）

0.096

（0.140）

-0.011

（0.159）

0.053

（0.045）

0.147

（0.114）

0.129

（0.155）

0.153

（0.176）

0.255**

（0.098）

-3.339***

（1.109）

160

0.211

4

创新成果

0.051*

（0.032）

0.550***

（0.153）

0.080

（0.088）

-0.067

（0.063）

0.180

（0.135）

0.332**

（0.153）

-0.010

（0.043）

0.265**

（0.110）

0.215

（0.149）

-0.095

（0.169）

-0.280***

（0.095）

0.301

（1.066）

160

0.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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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问题的能力、对复杂情形的准确判断能力及解决

问题能坚持的时间长度的影响，结果分别见表 2的
1-7列。

从表 2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导师科研指导频

率的增加，可以通过显著提高硕士研究生的逻辑

思维能力、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合理批判的

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复杂情形的准确判断能

力及延长解决问题能坚持的时间长度，从而使得

硕士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得到提高；学生参与导师

的课题，能显著提高硕士研究生发现有价值问题

的能力、合理批判的能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

提高其创新能力；学生参与课程的程度越高，其独

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发现有价值问题的能力

及合理批判的能力越高，创新能力也就越强；学术

活动参与及论文发表强制要求对硕士研究生的逻

辑思维能力、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发现有价

值问题的能力、合理批判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

力、对复杂情形的准确判断能力及解决问题能坚

持的时间长度的提高都没有显著作用，这可能是

因为硕士研究生虽然参加了一些学术活动，但多

数是出于学校学分要求而参加的，学习效果甚微；

而在论文发表强制要求中，对发表期刊论文的期

刊要求的级别较低，对学生创新能力提高的促进

作用不明显。

四、对提升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除了论文发表硬性

要求外，导师科研指导、参与课题、课程参与及学术

活动参与这四种培养途径对硕士研究生的创新能

力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导师科研指导、参与

课题、课程参与可以通过提高硕士研究生逻辑思维

能力、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发现有价值问题

的能力、合理批判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复杂

情形的准确判断能力及解决问题能坚持的时间长

度，来最终提高硕士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学术活动

参与及发表硬性要求存在强制性问题，并没有有效

地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对创新能力的影响不很

明显。基于此，为了提高硕士研究生的创新能力，

我们结合文中的五种培养途径分别提出以下建议。

（1）规范导师科研指导制度，强化导师指导在

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中的作用。将导师科研

指导频率纳入考核机制，使导师科研指导工作日常

化，增强导师科研指导的效率，对提高硕士研究生

的创新能力有显著作用。

（2）加强研究生课题参与及申报。导师应主动

指导学生参与自己的课题研究，增强研究生在课题

中的作用，鼓励并支持研究生结合现实问题申报相

关课题，让学生在课题研究讨论的过程中激发创新

表2 研究生培养途径对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方程的估计结果

导师科研指导

参与课题

课程参与度

学术活动参与

论文发表强制要求

控制变量

_cons

N

r 2

1

逻辑思维能力

0.097**

（0.044）

0.081

（0.092）

0.027

（0.053）

0.027

（0.038）

0.053

（0.092）

Yes

-0.944

（0.617）

160

0.195

2

独立科学研究

0.097**

（0.047）

0.118

（0.098）

0.104*

（0.056）

0.014

（0.040）

0.133

（0.098）

Yes

-0.720

（0.658）

160

0.234

3

发现有价值的问题

0.069

（0.042）

0.206**

（0.088）

0.081*

（0.041）

0.046

（0.036）

0.121

（0.088）

Yes

-0.317

（0.591）

160

0.232

4

合理批判

0.083*

（0.044）

0.215**

（0.092）

0.063*

（0.033）

0.050

（0.038）

0.105

（0.093）

Yes

0.113

（0.620）

160

0.211

5

解决问题

0.088*

（0.046）

0.214**

（0.096）

0.010

（0.055）

0.057

（0.039）

0.074

（0.096）

Yes

0.003

（0.645）

160

0.179

6

判断能力

0.085*

（0.049）

0.149

（0.103）

0.020

（0.059）

0.020

（0.042）

0.075

（0.104）

Yes

-0.288

（0.692）

160

0.190

7

坚持时间长度

0.090*

（0.047）

0.119

（0.100）

0.054

（0.058）

0.050

（0.041）

0.035

（0.100）

Yes

-0.216

（0.671）

160

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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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3）合理设置研究生课程。根据不同专业及学

位类型，合理设置研究生课程，提高硕士生导师课

程讲授的深度及趣味性，增加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参

与度，有利于提高硕士研究生的创新能力。

（4）加强学术活动参与的辅助工作。硕士研究

生导师可以在每次学术活动前，根据活动主题内容

对学生提一些思考问题，让学生查询相关资料，参

加学术活动或有针对性地引导学术思考或讨论，可

以避免学术活动参与流于形式，真正达到参与目

的，提升硕士研究生的创新能力。

（5）发表硬性要求应避免形式化。高校应对拟

发表的期刊有一定的要求，或者对小论文的创新提

出一定的要求，真正鼓励硕士研究生进行创新，提

高其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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