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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评价研究 

--以地方高校农业硕士为例 
唐慧丽 1  叶荟 

（浙江农林大学  研究生院） 

摘要：通过对学校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基本流程和规范的梳理，应用管理学过程管理理论分析，设计了答辩申请人、旁听学生、

答辩秘书、学院秘书、督导五位一体的全方位答辩管理评价体系，对保证、提高研究生答辩规范性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有效保障

了学位论文答辩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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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1]中提出，

到 2025 年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到硕士研究生

招生总规模的三分之二左右。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尤其是专业

学位招生规模的扩大，研究生专业学位教育质量越来越受关注，

学位论文是能体现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载体，学位论文答辩

是是评价学位论文质量，判断是否可以授予申请人研究生学位

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管理，切实

将学位论文答辩各个环节工作落实落细，是提升研究生培养质

量的有效途径。 

笔者所在高校为地方农林类特色学校，从 2007 年就开展农

业推广硕士（2016 年更名为农业硕士）研究生的招生与培养，

经过 17 年的发展，农业硕士在农艺与种业、资源利用与植物保

护、食品加工与安全、农业工程与信息化、畜牧、农村发展、

农业管理等 7 个领域招生。目前农业硕士在校生人数占全校研

究生人数的 30.1%，农业硕士研究生培养历史久，经验较为丰

富，并且农业硕士的 7 个领域的人才培养依托农学、工学、法

学、管理学等一级学科培养，自然科学类与人文社科类均涵盖，

农业硕士学位论文的答辩管理与考核具有代表性，故而本文基

于我校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答辩组织和管理，

利用过程管理中业务流程管理（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

简称 BPM），对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进行流

程进行设计、实施、监控和优化，以实现答辩基本规程规范，

能有效保障答辩活动的开展。 

一、答辩基本流程 

广义的论文答辩程序包括预答辩、论文专家评阅、正式答

辩三个阶段。本文主要讨论正式答辩部分，包括答辩资格的确

认、答辩委员会成员的遴选及狭义答辩程序（答辩人阐述论文

内容、答辩委员会提问、答辩人回答问题、答辩委员会评议并

作出决议）。依据业务流程管理理论，梳理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

论文答辩组织流程（见图 1）。 

 
图 1.正式答辩流程 

（一）学位论文答辩资格审查 

在组织学位论文答辩之前，学院秘书需认真审查答辩申请

者的答辩资格，确保研究生的答辩学位论文通过了预答辩、论

文专家评阅和学术不端检测，并将答辩申请人的学位论文及相

关材料转交给答辩秘书。答辩秘书一般由各个学科的各个导师

团队聘任，同一个导师团队指导的研究方向相近研究生在同一

组答辩，答辩秘书应具有本学科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负责

记录答辩过程等具体工作。 

（二）组建答辩委员会 

根据 2004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2]规定，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必须有外单位的有关专家参加，并且学位

论文答辩委员会负责审查学位论文、组织答辩，就是否授予硕

士学位或博士学位作出决议。答辩委员会的组成相当重要，我

校要求委员（含主席）人员原则为奇数，不少于 5 名成员，设

主席 1 人；成员应具有高级职称，专业学位论文答辩需要至少

有 1 位的外单位行业企业专家，若已被聘为我校导师的专家不

得作为校外专家；答辩委员会主席应具有正高职称和研究生导

师资格者担任；申请人的导师可以参加答辩会，但不得担任所

指导研究生的答辩委员会成员。 

答辩小组导师团队或者学科、学院根据答辩委员会委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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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具体要求，邀请研究方向相同或相近的答辩专家，答辩委

员会组成名单经学院审核后，报研究生院备案。 

（三）答辩前的宣传与准备 

学位论文答辩要以公开的方式举行。答辩时间和答辩委员

确认后，至少在正式答辩时间前 3 天，利用网络、海报等线上

线下方式公告答辩相关信息，包括答辩申请人、论文题目、所

属学科、研究方向、答辩具体时间、地点、答辩委员会成员等

信息。同时，答辩秘书负责至少提前 3 天将答辩申请人的学位

论文及论文评阅意见等文件呈交答辩委员会成员审阅。 

（四）正式答辩现场 

答辩现场要求答辩申请人着正装，带学校校徽，增强答辩

仪式感。首先是学院相关领导致欢迎词，介绍答辩资格申请人

资格审查意见和答辩委员会成员、答辩秘书名单，并请答辩委

员会主持主持答辩会。然后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答辩会开始，

具体程序依次为导师或答辩秘书介绍申请人情况、申请人报告

论文内容、答辩委员质询，申请人答辩等。申请人报告论文内

容要求重点报告研究背景、主要解决的问题、创新之处和结论

等内容，申请人的报告时间不少于 20 分钟，报告结束后委员质

询，与会旁听者可参与提问，申请者回答问题，论文提问与答

辩时间不少于 10 分钟。 

（五）答辩决议 

答辩决议包括委员会闭门会议和宣布答辩决议两个方面的

议程[3]，闭门会议要求申请人及列席人员回避，答辩委员会根据

自己对答辩人的论文水平和答辩表现进行评议，通过无记名投

票方式对是否通过答辩和是否建议授予学位进行表决，讨论并

形成答辩决议。复会后向申请人及与会人员宣布决议结果。 

（六）答辩材料归档 

答辩秘书整理好答辩申请人的答辩记录等相关学位申请材

料和答辩决议，提交给学院秘书，学院秘书汇总答辩申请人材

料和修改后的学位论文后，学院组织召开学位评定分委会。 

二、答辩组织评价 

（一）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学位论文答辩虽然是研究生教育过程的最后一个小环节，

但这一环节的策划容不得半点马虎，答辩的基本流程保障答辩

活动实现，保证整个答辩活动进展有序、过程有度、结果有质
[4]。利用业务流程管理对答辩过程进行监督，分析答辩过程管理

的关键环节，设计了相关评价指标（详见表 1）。 

设计调查问卷，收集答辩申请人、旁听学生、答辩秘书、

学院秘书、督导（含研究生院管理人员）的相关反馈，分析反

馈数据，全方位评估学院答辩组织的有效性。 

表 1：专业学位答辩评价表 

评价内容 评价人 

申请人答辩资格是否审

查 
学院秘书、督导 

答辩委员会专家是否符

合条件 
学院秘书、答辩秘书、督导 

答辩情况是否公开、宣传 答辩申请者、旁观者、研究生院 

答辩材料是否提前送达 答辩委员、答辩秘书 

答辩委员是否临时调换 答辩秘书、旁观者、研究生院 

答辩会场安排是否合适 答辩秘书、旁观者、督导 

申请人答辩时间是否充

足 

申请人、旁观者、督导、答辩委员、

答辩秘书 

答辩专家提问情况 申请人、旁观者、督导、答辩秘书 

申请人答辩情况 
申请人、旁观者、督导答辩委员、答

辩秘书 

答辩流程是否规范 答辩秘书、学院秘书、旁观者、督导 

答辩归档材料是否规范 申请者、学院秘书、督导 

（二）评价试用 

问卷首先抽取在农业硕士相关 4 个学院进行使用，发放问

卷 15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32 份。通过对问卷情况的分析，发

现部分答辩小组为了节省成本加上专家时间紧张等各种因素，

导致学位论文答辩往往流于形式，答辩委员会秘书不能认真履

行秘书职责、答辩缺乏氛围，答辩会场秩序欠佳、临时替换答

辩委员等问题，答辩基本程序不到位，不仅影响了学位答辩效

果，还学院、学科的学术氛围造成负面影响，研究生院及时将

问题反馈学院、学科，找到问题根源，进一步规范答辩管理。

通过答辩申请人、旁听学生、答辩秘书、学院秘书、督导五位

一体的全方位的评价，有效提高了学位答辩管理水平。 

三、结语 

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是必不可少的最具仪式感的重要环

节，应用管理学的过程管理理论，对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答辩的

组织管理进行五位一体的过程评价，对保证、提高研究生答辩

规范性起到积极有效的推动作用，有利于促进了学术自由、论

文质量提升和研究创新[5]，将学位论文答辩管理工作过程形成闭

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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