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中国正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大国工匠、质量强国等词语正是这种发展转轨的反

映，教育领域的高质量发展也不会例外。我国的博士生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一，但博士生质量则饱受诟

病，或许这是快速扩张阶段难以避免的，正如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加剧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一样。为

此，教育部不得不创造出博士学位论文抽检制度来了解培养质量以及杀一儆百，这对高校和教师多少

能起点以儆效尤的威慑作用，但同时这种独创也反映出对本国博士培养制度的自信不足和体制缺陷，

似乎还没有其他哪一国采用如此办法来对付学位论文质量。既然学术社会已是整体性地缺乏自律、自

信和学术良态，那么这种抽检制度所依赖的评审专家们又在多大的程度上能侧身其外？本期“教育部

博士学位论文抽检有效吗？”一文通过文本挖掘方法对2015年教育部博士学位论文抽检文字意见进行

了数据分析，试图发现一些问题，并提出一些改进意见。

国际顶尖期刊论文是洞察各创新主体在科学研究领域发展态势的重要线索，也是评价卓越研究和

科研机构贡献的核心指标。本期“走向卓越：从国际顶尖期刊看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发展动态”一文

以“自然指数”期刊论文为分析对象，对中国生命科学领域开展跟踪研究，从发文趋势、领域分布、

机构贡献三个方面揭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发展动态，同时试图发掘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发展中存在

的问题并进行了讨论。

科学决策是当今世界各行各业所追求的，大学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是院校研究，我国建设世界一

流大学就更需要提高大学的科学决策水平，但如何发挥院校研究对大学科学决策的支持作用呢？同济

大学进行了大量的院校研究，为学校制定战略规划等科学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什么同济大学能开

展这些卓有成效的院校研究？其背后由研究力量、经费保障、技术手段等要素组成的支撑体系是如何

构建的？其选题、研究、与行政和学术部门的沟通等研究系统是如何运作的？本期“院校研究支持大

学决策——同济大学的经验与启示”一文试图对同济大学的做法进行归纳和分析，以期为其他高校的

院校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借鉴。

一流大学必然有一流图书馆，图书馆也是校友记忆深刻的场所。但在高校发展的关注表上，图书

馆却往往被忽视。事实上，在数字化和互联网时代，图书馆正顺应着世界发展潮流而发生全方位的改

变。本期“欧美高校图书馆空间的演变、特点及启示”一文对欧美发达国家高校图书馆空间演变过程

进行资料收集和分析，试图概括出空间演变的基本特征和启示，以期一方面对国内高校图书馆发展有

所参考借鉴，另一方面也是展示图书馆发展的一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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