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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统计分析２０１２年中国知网收录的１５４篇毛泽东研究学位论文发现，本年度的毛泽东研究学位论文存
在选题创新不足、学科分布不均、产出单位分布不平衡、研究方法缺乏规范性和科学性等问题。今后应突出选题的创新

性，加强多学科研究，发挥高校、科研院所和党校的作用，重视研究方法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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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是理论界、学术界长期关注和研究的重大课题。２０１２年，围绕这一课题，学
术界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在这些成果中，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视角独

特、观点新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研究的水平和发展方向。基于此，本文运用统计分析法，对

２０１２年中国知网收录的毛泽东研究学位论文进行分析，进而总结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以期
能够为今后毛泽东研究学位论文的选题提供借鉴和参考。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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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样本来源
本文的样本来自于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知网），这是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中国知网）是目前国内收录学位论文最为全面的数据库。具体操作是：打开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

库的界面（中国知网），选择《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将“发表时间”设定为“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到“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以“毛泽东”为“题名”进行检索，共
检索出１６０篇学位论文。从中剔除６篇与本研究关联不大的学位论文，得到１５４篇学位论文，即本文的
样本。

２　学位论文分析
本文主要从研究主题、产出单位、学科分布和研究方法４个方面，对２０１２年毛泽东研究学位论文进

行统计分析。

２．１　研究主题分析
研究主题，即研究的主要内容，对其进行分析，有助于了解和把握学科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由于

学术界对毛泽东研究主题并未达成共识，本文在参考、借鉴刘建武主编的《毛泽东研究报告（２０１１年）》
（湘潭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的基础上，结合学位论文选题的实际，确定了毛泽东生平事业研究、哲学
思想研究、政治思想研究、经济思想研究、社会思想研究、文化思想研究等 １４个主题，具体分布见
表１［１］１－４。

表１　毛泽东研究学位论文研究主题的分布

序号 研究领域 篇数（篇） 百分比（％）

１ 政治 ３１ ２０．１３

２ 哲学 ２４ １５．５８

３ 社会 １５ ９．７４

４ 其他 １４ ９．１０

５ 党建 １３ ８．４４

６ 教育 １３ ８．４４

７ 经济 １１ ７．１４

８ 文化 １０ ６．４９

９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 ９ ５．８４

１０ 诗词 ８ ５．１９

１１ 军事 ３ １．９５

１２ 外交 ３ １．９５

１３ 毛泽东生平事业 ０ ０

１４ 海（境）外毛泽东研究 ０ ０

从表１看，１４个主题可分为３个方阵：第一方阵是毛泽东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研究，即学位论文在
２０篇以上（含２０篇），占总数的比例在１０％以上；第二方阵是毛泽东社会思想、党建思想、教育思想、经
济思想、文化思想和其他领域的研究，即学位论文在１０－２０篇之间（含１０篇），占总数的比例在６％ －
１０％之间；第三方阵是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诗词、军事、外交、毛泽东生平事业和海（境）
外毛泽东研究，即学位论文在１０篇以下，占总数的比例在６％以下。

在第一方阵中，研究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学位论文最多，有３１篇，占总数的２０．１３％。其中，研究民
主思想的论文４篇，研究国家、政权、政党关系思想的论文各３篇，其他选题如反修防修、妇女解放、干部
参加生产劳动等各１篇。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位论文２４篇，占总数的１５．５８％，仅次于毛泽东政
治思想研究。其中，研究社会矛盾理论的论文６篇，研究军事辩证法思想的论文３篇，研究认识论、工作
方法和社会调查思想的论文各２篇，其他选题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劳动观、历史观等各１篇。

在第二方阵中，研究毛泽东社会思想的学位论文最多，有１５篇，占总数的９．７４％。其中，探讨民生
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论文各４篇，其他选题如社会改造、社会建设、社会理想等各１篇。研究毛泽东其他
主题的论文１４篇，占总数的９．１０％，主要包括生态、水利、领导艺术、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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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体系的关系等。研究毛泽东党建思想和教育思想的论文各１３篇，均占总数的８．４４％；前一主题涉
及建设学习型政党、党的思想建设、党风廉政建设等；后一主题涉及干部教育、家庭教育、理想信念教育

等。研究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学位论文１１篇，占总数的７．１４％，主要包括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社会主
义经济思想、城乡均衡发展思想等。研究毛泽东文化思想的论文１０篇，占总数的６．４９％，主要包括文
化政策、文化方针、文化观等。

第一方阵和第二方阵的学位论文合计１３１篇，占总数的８５．０６％，表明这些主题是本年度毛泽东研
究的热门主题。

第三方阵的学位论文仅２３篇，占总数的１４．９４％，属于相对“冷门”的主题。其中，探讨毛泽东与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诗词、军事和外交的论文分别为 ９篇、８篇、３篇、３篇，占总数的 ５．８４％、
５１９％、１．９５％、１．９５％；研究毛泽东生平事业、海（境）外毛泽东研究的论文均为０篇，可谓冷门中的
冷门。

２．２　学科分布分析
毛泽东研究涉及多个学科，对这些学科的分布进行分析，有助于了解哪些学科关注和研究毛泽东及

毛泽东思想。根据教育部２０１１年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２０１２年毛泽东研究的学位
论文主要分布在法学、哲学、文学、历史学、教育学和管理学６大门类、９个一级学科和２１个二级学科
中，具体分布见表２。

表２　毛泽东研究学位论文学科门类、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分布

学科门类（篇数） 一级学科（篇数） 二级学科（篇数）

法学（１２３）

马克思主义理论（１０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４９）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２８）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８）

思想政治教育（７）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４）

政治学（２０）

中共党史（１４）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５）

政治学理论（１）

哲学（１２） 哲学（１２）
马克思主义哲学（１１）

中国哲学（１）

文学（９）

外国语言文学（６）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４）

英语语言文学（２）

中国语言文学（３）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１）

汉语言文字学（１）

中国现当代文学（１）

历史学（５） 中国史（５）
中国近现代史（４）

专门史（１）

教育学（３）
教育学（２）

教育学原理（１）

教育史（１）

体育学（１） 体育教学（１）

管理学（２） 公共管理（２） 行政管理（２）

从学科门类看，法学的学位论文最多，为１２３篇，占总数的７９．８７％，表明法学是本年度毛泽东研究
学位论文最为集中的学科门类。哲学、文学、历史学、教育学、管理学５个学科的学位论文相对较少，仅
３１篇，占总数的２０．１３％。

从一级学科看，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和哲学的学位论文共１３５篇，占总数的８７．６６％，表明这３
个学科是本年度毛泽东研究学位论文较为集中的一级学科；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位论文最多，有

１０３篇，是毛泽东研究学位论文最为集中的一级学科。外国语言文学、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史、教育学、
体育学和公共管理的学位论文较少，仅１９篇，占总数的１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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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级学科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

主义发展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位论文共１１７篇，占总数的７５．９７％，表明这６个学科是本年度毛泽东
研究学位论文较为集中的二级学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政治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

学等学科的学位论文相对较少，仅３７篇，占总数的２４．０３％。
２．３　产出单位分析

学位论文的产出单位，即学位的授予单位，对其进行统计分析，有助于了解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对

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情况。２０１２年，全国共有７２家单位产出了毛泽东研究学位论文，具体分布
见表３。

表３　毛泽东研究学位论文产出单位分布

序号 论文产出单位 单位个数 篇数

１ 湖南师范大学 １ １０

２ 河北师范大学、山西师范大学、湖南工业大学 ３ ６

３ 东北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 ２ ５

４ 山东大学、广西大学、河南大学、山西大学、漳州师范学院 ５ ４

５
西南大学、中南民族大学、齐齐哈尔大学、内蒙古大学、四川师范大学、中共中央

党校、延安大学、安徽大学
８ ３

６

燕山大学、湖南科技大学、东北林业大学、赣南师范学院、西华大学、湖南大学、宁

波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昌大学、河南科技大学、沈阳工业大学、

郑州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渤海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南交通大学、河南师

范大学、浙江理工大学

１９ ２

７

西北大学、河北大学、吉林大学、长春工业大学、南华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西

安外国语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信阳师范学院、兰州理工大学、南京大学、东华理

工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大理学院、沈阳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浙江农林大学、

长沙理工大学、山东师范大学、贵州财经大学、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吉林农业大

学、辽宁师范大学、山东财经大学、西南石油大学、广东海洋大学、牡丹江师范学

院、山东农业大学、湖南农业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学院、

华东师范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３４ １

从产出单位的类型和数量看，在７２家产出毛泽东研究学位论文的单位中，科研院所１个，论文１
篇，占论文总数的０．６５％；党校２所，论文４篇，占总数的２．６０％；高校６９所，论文１４９篇，占９６．７５％。
这表明，高校是本年度毛泽东研究学位论文的主要产出单位。在６９所高校中，“２１１工程”高校２１所
（包括７所“９８５工程”高校），论文 ５３篇，占总数的 ３５．５７％；一般高校 ４８所，论文 ９６篇，占总数的
６４４３％。这表明，一般高校是本年度产出毛泽东研究学位论文的主力军。

从各单位产出学位论文的数量看，湖南师范大学产出１０篇，排在首位；河北师范大学、山西师范大
学和湖南工业大学均产出６篇，位居次席；东北师范大学和曲阜师范大学各产出５篇论文，排名第三；西
北大学、河北大学、吉林大学、长春工业大学等３４家单位均产出１篇，排在最后。
２．４　研究方法分析

“‘研究方法’是从事研究的计划、策略、手段、工具、步骤以及过程的总和，是研究的思维方式、行为

方式以及程序和准则的集合。”［２］１对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有助于把握其特点和运用情况。需要指出

的是，本文对研究方法的统计，主要是通过查阅学位论文中是否有关于研究方法的自述来完成的。统计

结果显示，在１５４篇学位论文中，９２篇学位论文有研究方法自述，占总数的５９．７４％，表明半数以上的研
究生有方法意识和方法自觉。

对学位论文使用研究方法的频次和数量进行统计，有助于了解研究方法的特点。从使用研究方法

的频次看，在有研究方法自述的９２篇学位论文中，各种研究方法共运用了２４９频次，平均每篇学位论文
使用 ２．７种研究方法。从每篇学位论文使用研究方法的数量看（见表４），使用３种研究方法的论文最
多，有３８篇，占总数的４１．３０％；使用２－４种研究方法的论文７８篇，占总数的８４．７８％；使用１、５、６种
研究方法的论文相对较少，分别为８篇、５篇、１篇，占总数的８．７０％、５．４３％、１．０９％。由此可见，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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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毛泽东研究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

表４　每篇文章使用研究方法的数量情况

使用研究方法 论文数量（篇） 占论文总数的比例（％）

使用１种方法 ８ ８．７０

使用２种方法 ２２ ２３．９１

使用３种方法 ３８ ４１．３０

使用４种方法 １８ １９．５７

使用５种方法 ５ ５．４３

使用６种方法 １ １．０９

本年度毛泽东研究学位论文使用的方法种类也较多。统计结果显示，１５４篇论文共使用了３７种研
究方法。在这些方法中，哪些方法经常被使用？对此，笔者进行了统计，并将使用频次最高的１０种方法
列了出来，具体见表５。

表５　使用频次最高的十种方法

排序 研究方法 频次

１ 文献研究法 ７２

２ 比较研究法 ３２

３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２６

４ 历史研究法 ２４

５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 １９

６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１０

７ 跨学科研究法 ８

８ 综合分析法 ７

９ 系统分析法 ６

１０ 个案分析法 ６

从表５看，使用频次最高的１０种方法依次是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历史研究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跨学科研究法、综合分析

法、系统分析法、个案分析法。其中，文献研究法使用最多，为７２次；比较研究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
方法、历史研究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使用较多，分别为３２次、２６次、２４次、１９次；而辩证唯物主
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跨学科研究法、综合分析法、系统分析法、个案分析法的使用相对较少，分别

为１０次、８次、７次、６次、６次。
研究方法通常又分为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和定性定量混合研究。这些方法在毛泽东研究学位论文

中的使用情况如何？统计结果显示，在有方法自述的９２篇学位论文中，３篇论文使用了统计分析、调查
法等定量研究，占总数的 ３．２６％；１篇论文使用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占总数的
１０９％，８８篇论文使用定性研究，占总数的９５．６５％。这表明，定性研究是本年度毛泽东研究学位论文
所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

３　问题与建议
从上述统计分析可以看出，２０１２年毛泽东研究学位论文，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取得

了较大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今后要着力解决这些问题，努力推出一批有深度、有分量的学位论文。

３．１　问题
关于毛泽东研究学位论文存在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选题创新略显不足。虽然本年度新选题不断涌现，但总体上看，选题的创新性不够，表现在：

一是选题较旧，难出新意。比如，像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毛泽东民生思想

等这类选题，学术界已有较多研究成果，如果没有更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更扎实的理论基础、更深刻的见

解，再去研究是很难有创新的。二是选题重复，制约创新。统计发现，不少学位论文选择了同一主题，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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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出现两篇论文的标题完全一样的情形。三是过分关注热门主题，影响创新。本年度毛泽东研究学位

论文，主要集中在毛泽东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社会思想、党建思想、教育思想、经济思想、文化思想等热

门主题，而对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诗词、军事和外交等冷门主题关注较少，对毛泽东生平

事业、海（境）外毛泽东研究的关注则更少。

第二，学科分布不均，呈现出集聚效应。统计显示，目前我国毛泽东研究学位论文，主要集中在马克

思主义理论、政治学和哲学等学科，其中又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而外国语言文学、中国语言

文学、中国史、教育学、体育学和公共管理等学科的毛泽东研究学位论文相对较少。

第三，学位论文产出单位分布不平衡。从统计的情况看，高校是本年度产出毛泽东研究学位论文的

主要单位，而科研院所和党校相对较少。在高校中，一般高校是主力军，而重点高校相对较少。

第四，研究方法缺乏规范性和科学性。一是存在不重视研究方法的现象。在１５４篇学位论文中，５６
篇学位论文没有研究方法自述，占总数的３６．３６％。二是研究方法的表述不规范。有的学位论文仅在
前言或绪论中简单提及运用了什么方法，但对于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却并未论述；有的学位论文臆造了

一些研究方法；等等。三是研究方法缺乏科学性，表现在定量研究法使用较少，在毛泽东研究学位论文

中，只有３．２６％的学位论文使用了统计分析、调查法等。
３．２　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论文选题要突出创新。创新是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而学位论文的创新首先体现在选题上的

创新。一是选题必须立足社会实践的需求，而不能脱离社会实践，否则就没有意义。二是选题要避

“热”就“冷”。当前要避开毛泽东政治、哲学、社会、党建、教育、经济、文化等热门主题，选择毛泽东与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诗词、军事和外交等相对冷门主题，尤其是要选择毛泽东生平事业研究、海

（境）外毛泽东研究等冷门中的冷门，既可以减少“撞车现象”，又容易使论文出新出彩。此外，导师要加

强研究生选题方面的指导，以保证学位论文选题的创新。

第二，加强多学科研究。毛泽东研究不是一个学科所能完成的，而是由不同学科运用不同研究方

法、从不同角度进行的多学科研究。当前要继续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和哲学等学科，对毛泽东及

毛泽东思想进行研究；同时还应加强从教育学、体育学、社会学、公共管理等学科展开研究。

第三，继续发挥高校尤其是一般高校在产出毛泽东研究学位论文方面的作用，同时挖掘重点高校、

科研院所和党校在这方面的研究潜力，形成高校、科研院所和党校联合攻关的格局。

第四，重视研究方法，加强定量研究的运用。当前要重视和加强研究生研究方法的训练，增强其运

用方法的自觉。同时还应加强统计分析、调查研究、个案研究等定量研究法在毛泽东研究中的运用，增

强研究的科学性。但是，定量研究要与定性研究结合使用，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总之，通过对２０１２年国内毛泽东研究学位论文的统计分析，初步总结了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
建议。但是，由于本文所使用的样本仅来自中国知网，对学位论文的分析也仅限于主题、学科、方法等，

再加上统计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偏差，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今后还需进一步对其进行补充、修

正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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