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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类专业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对

科研绩效的影响!科研能力的中介效应

王佳妮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金融学院# 北京 !$$$1$%

摘4要!研究生科研能力和绩效状况体现了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对研究生教育培养改革意义重大# 基于我国 )2

所高校财经类专业研究生调查数据!考察了学术活动对研究生科研绩效的影响以及科研能力的中介效应# 研究结果表

明)学术活动频次对科研绩效有倒L型影响!科研能力在二者之间有部分中介效应$学术活动质量通过科研能力的完全

中介效应正向影响科研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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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快

建设创新型国家' 22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

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

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作为国民教育的顶端和

国家创新体系的生力军#高校的研究生教育需要

承担 (高端人才供给)和(科学技术创新)的双重

使命' 如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成为高校改革发

展中一个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学术活动是学术交流活动的简称#主要是针

对某一学科或某一工作领域所涉及的知识&特别

是理论问题进行的科学交流活动.!/

' 一些研究

表明#学术活动对研究生培养至关重要' 高等教

育生态学"m.&G&QO&H9'QFANm%@.BJ'&/# m9m%指

出!大学既是(遗传)的产物#同时也会随着内外

部环境的变化而发展."/

' 学术生态是高等教育

一个特有的形态.)#2/

' 高校各类学术活动有助于

创造积极的学术生态环境#这为研究生创新能力

的培养提供了各种有利条件和基础保障#促成创

新成果的产出.*##/

' 科研训练环境理论"ZAKABN.F

PNB'/'/Qm/M'N&/IA/J#ZPm%认为!通过有效科研训

练#帮助学生培养科研兴趣#从而逐步提高其科研

能力和科研水平.1#+/

' 学术活动是科研训练的重

要途径#由学术活动产生的知识共享&学术交流&

榜样示范&学术激励等作用也都是科研训练环境

的构成要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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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习理论"E&.'BG=ABN/'/Q

PFA&NO# E=P% 和自我效能理论 " EAGH

3

mHH'.B.O

PFA&NO%进一步证实!外部环境因素可以通过提升

个人的自我效能#来促进研究生科研绩效.!"

3

!*/

'

另一方面#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分析了科研绩

效的影响因素' :GB/% 等从教职人员角度提出了

经典的(三因素模型)#即个体&组织以及领导三

大因素对科研产出有影响$模型中的个体和组织

都涉及学术活动相关的指标.!#/

' 9A%'Be'等对

(三因素模型)进行修正#提出了(科研产出预测

模型)#其中学术合作与交流是其中的影响因素'

基于这些理论#学术活动等环境因素也应该纳入

研究生科研绩效影响因素的范畴.!1/

' 李军凯&杨

婷云从创新投入及个人&学校与培养等环境维度

分析了研究生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

学校环境方面#开展或支持科技创新活动越多#创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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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氛围越好#学生科技创新绩效"专利&论文及获

奖成果数量%也相应更高.!+/

'

总体来看#现有的文献在学术活动&研究生科

研能力与绩效方面的论述较为丰富#但仍然存在

不足之处!一是大多数文献是针对理工或医学背

景研究生的分析#对于文科尤其是财经类研究生

的研究还比较少#不同学科类别在知识结构&培养

目标&科研要求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而科研绩

效也不尽相同$二是尽管有学者分析了学术活动

的内涵&类型#科研能力的结构要素以及学术活动

对科研能力提升的作用#但还未从科研绩效层面

系统性分析学术活动的作用$三是绝大多数研究

是定性描述&经验总结或者简单的统计分析为主#

从实证建模方法来论证参加学术活动与研究生科

研绩效提升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还比较罕

见' 上述这些问题也是本研究试图探究和分

析的'

!4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4学术活动与科研绩效

学者们普遍认可学术活动在研究生科研能力

培养方面的作用' 从不同形式的活动来看!学术

讲座是进行学术交流#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有

效手段#能够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为研究生提供

一个与专家学者交流的机会.!7/

' 学术沙龙有助

于研究生教育创新目标的实现."$/

' 大中型的国

内和国际会议不仅有利于研究生拓宽视野#了解

国内外学术前沿#还有助于提升论文写作和语言

表达能力#为发表高水平成果提供有益支持."!/

'

对于研究生来说#参加学术活动是不是(多

多益善)1 参加什么样的学术活动更有效1 有学

者指出!与院系外专业社群间频繁地学术交流能

增加科研产出#但与院系内社群频繁交流可能出

现负面效果.!#/

$国内一项调研结果也显示!跨学

科讲座对研究生课程学习和从事科研有帮助.""/

'

另一方面#学术交流是一个知识转移过程$由于交

流人员之间知识结构以及个性特质等存在差异#

可能触发知识冲突#尤其是恶性冲突往往会阻碍

知识的流动和创新.")/

' 过多的学术活动在一定

程度上会分散研究生科研精力和时间#尤其是不

得不去参加一些不重要或者不必要的活动#(角

色压力)有可能降低研究生的科研绩效."2/

' 从活

动组织和管理层面来看!如果不以学生的自愿性&

主动性为前提#盲目强制性让学生达到参与次数#

可能激发学生的抵触情绪#不利于科研能力和科

研绩效的提升."*/

$与此同时#盲目追求活动开展

的数量#忽视活动质量和水平#也无法达到开展学

术活动的目的."#/

' 基于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9!B!学术活动频次与科研绩效呈倒 L型

关系'

9!D!学术活动质量对科研绩效有正向影响'

9"B!学术活动频次与科研能力呈倒 L型

关系'

9"D!学术活动质量对科研能力有正向影响'

!("4科研能力的中介效应

以高水平科研引导研究生培养#是高校培养

一流人才的必然要求' 但是#大部分研究生的科

研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必须创造有利于研究生

提高科研素养的环境#对其进行相关训练和实践

才能得到提升."1/

' 因此#培养研究生不仅要注重

发展创新能力#实施研究型教学#还要求建立科研

支撑和学术交流平台."+/

' 季俊杰对优秀研究生

科研能力影响因素进行调查#结果显示!除了非智

力因素和导师培养的影响最大外#认知水平&科研

条件&学术氛围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7/

' 张意忠

与李旖研究发现#参加学术活动后#研究生的科研

能力得到提升#尤其是资料搜集与处理能力最为

突出.)$/

' 需要指出的是#研究生科学思维方式&

理解能力和创新能力在学术实践中的综合体现是

科研成果.)!/

' 科研质量保障是研究生培养质量

保障机制的核心$反过来#高质量研究生培养也能

促进高水平科研.)"#))/

' 所以#建设一流高校#培

养一流学生#产生一流成果#必须要以一流的学术

氛围为前提.)2/

' 基于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9)!科研能力在参加学术活动与科研绩效之

间起中介作用'

"4研究设计

"(!4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 ESEE"$($ 进行数据检验和实证分

析' 研究数据来自电子问卷调查#以在读及已经

毕业的财经类专业硕博研究生为调查对象#于

"$!7年 1 月进行#通过网络渠道发放#共回收有

效问卷 "1"份' 调查对象中!"!%男性占 )*(##\#

$!!



第 #期 王佳妮!财经类专业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对科研绩效的影响!科研能力的中介效应

女性占 #2()2\$""%涉及 )2所高校#就读("!! 工

程)院校的学生占 *"(72\#就读非("!! 工程)院

校的学生占 21($#\$ " )%金融类专业学生占

#$(##\#非金融类专业"经济类&管理类等%学生

占 )7()2\$"2%在读及毕业硕士"包括学术型硕

士和专业硕士%占 ++("2\#在读及毕业博士占

!!(1#\'

本文根据性别&高校&专业&学位等不同来源

进行数据分组#以(活动频次) (活动质量) (科研

能力)(综合绩效)为检测变量#进行样本检验"表

!%' 非参数检验结果表明!性别差异&高校类别&

专业类别对于参加学术活动&科研能力及科研绩

效的评价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高校和专业的影

响更弱$但在学位层次方面#博士生参与活动频次

显著高于硕士生#在活动质量&科研能力及综合绩

效的评价等方面无显著差异' 由此可以初步判

断!与高校类别和专业类别相比#性别和学位的影

响可能更强#需进一步验证'

表 !4独立样本检验结果

分组,检测变量 活动频次 活动质量 科研能力 综合绩效

性别差异
$($"7

"

"1 !))%

$(+)#

"""

"+ )*7(*%

$($17

""

"1 )77(*%

$(*#*

"""

"+ !)*%

高校类别

"是否("!!工程院校)%

$(21#

"""

"+ 1**(*%

$(#"+

"""

"+ 7$2%

$(71!

"""

"7 !7"(*%

$(!7+

"""

"+ )72%

专业类别

"是否金融类专业%

$(+$"

"""

"+ ##7%

$(+$!

"""

"+ ##+(*%

$()12

"""

"+ "##%

$("!*

"""

"+ $*"(*%

学位层次
$($$$

"" )"7(*%

$($!+

"

"" +#$%

$($!#

"

"" +)7%

$($"1

"

"" 7)$(*%

44注!!(括号外为S值#括号内为对应的<B//

3

jF'JA/OL统计量' "((

"""

)(

""

)(

"

)分别表示 !\&*\及 !$\的显著性水平'

"("4变量与测度

"("(!4科研绩效

科研绩效通常看作是(科研产出)#也是高校

(人才培养质量)的体现#通常以发表论文&注册

专利等产出数量和引用率&期刊权威度等产出质

量来进行度量.)*/

' 基于此#本文设置 2 个题项来

测量参加活动对科研绩效的影响!(有助于撰写

学术论文)(有助于撰写硕士或者博士学位论文)

(有助于申请研究生科研项目)(科研成果有所增

加"发表论文等%)' 每个题项使用自评量表的形

式#由研究生根据参加学术活动后科研能力的变

化打分#从(完全不符合) (基本不符合) (一般)

(基本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记为 !t*分'

"("("4科研能力

本文借鉴吕旭峰&童金皓&季俊杰等方法#将

财经类研究生科研能力的构成因素分为(创新能

力)(语言表达能力)(语言理解能力)(逻辑推理

能力)(直觉感悟能力)(数学运算能力) (研究方

法)(资料搜集与处理能力) (发现问题与解决问

题的能力)(学术社交能力)共十个维度#共设置

"#个测量题项' 每个题项使用自评量表的形式#

由研究生根据参加学术活动后科研能力的变化打

分#从(全不符合)(基本不符合)(一般)(基本符

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记为 !t*分.)##"7/

'

"("()4学术活动

本文借鉴张意忠与李旖的思路#将研究生参

与学术活动的评价分为两个维度!第一#活动频

次' 根据学术活动类型#设置(导师组交流) (课

题组交流) (专家学术讲座) (研究生学术报告)

(大中型国内学术会议) (国际交流)等 # 个测量

题项#由研究生根据参加活动的频繁程度进行打

分#从(从未参加) (每年至少一次) (每学期至少

一次)(每月至少一次)到(每周至少一次)分别记

为 !t*分' 第二#活动质量.)$/

' 刘淑银从(多元

发展)(提高学术素养)(传播学术影响)三个方面

强调提高学术活动质量.)1/

' 屠其乐提出了院校

组织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的四大原则#即(计划性)

(实效性)(自愿性)及(多样性)

.)+/

' 基于此#本

文设置了 + 个测量题项!(学术活动能够很及时

便捷地获知校内外学术活动举办的信息#校内学

术资源比较丰富"活动通知%)#(学术活动主题有

吸引力#内容具有一定的先进性#能开阔视野&了

解学术前沿"活动主题%)#(学术活动形式多种多

样#专家讲座与内部研讨相结合#包括闭门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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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学术沙龙&学术报告及大中型学术会议等

"活动形式%)#(目前大多数学术活动都向学生开

放#参与活动的机会比较多"学生参与%)#(学术

活动的组织较为规范#管理有序#氛围较好"活动

管理%)#(每月都有学术活动#基本满足科研学习

与学术交流的需求"活动频次%)#(学术活动策划

较好#特色鲜明#参与度较高#活动开展的质量较

好"活动质量%)#(学术活动能够有助于启发科研

思路&提升科研能力以及拓展学术人脉"活动效

果%)#由研究生根据学术活动的情况打分#从(完

全不符合) (基本不符合) (一般) (基本符合)到

(完全符合)分别记为 !t*分'

"("(24其他影响因素

在学生类别方面#不同性别以及研究生层次

的学生之间可能存在科研绩效差异.)7/

' 除了学

术活动之外#科研绩效可能还受到其他主客观因

素的制约#如自身专业基础与科研兴趣&导师培养

与指导&科研知识和技能学习以及学校的经费&资

源&设备等支撑条件.)##2$#2!/

' 结合前人研究和样

本检验结果#本文设置了(性别) (学位) (专业基

础)(科研兴趣)(训练课程)(导师指导)(科研经

费)(支撑条件)等相关的 + 个测量题项#由研究

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打分' 具体的变量设定及定

义见表 "'

表 "4变量及定义

变量 标识 定义

因变量

"科研绩效%

学术论文 4&%v! 设置 !个测量题项#按照问卷结果赋值!完全不符合w

!t完全符合w

*

学位论文 4&%v" 设置 !个测量题项#按照问卷结果赋值!完全不符合w

!t完全符合w

*

申请课题 4&%v) 设置 !个测量题项#按照问卷结果赋值!完全不符合w

!t完全符合w

*

成果增加 4&%v2 设置 !个测量题项#按照问卷结果赋值!完全不符合w

!t完全符合w

*

综合绩效 4&%v5 计算 2个题项得分的平均值

自变量

"学术活动%

活动频次 6.J'M'JOvHNA

根据学术活动类型#设置 #个测量题项#按照问卷结果赋值!从未参加w

!t每周至少一

次w

*$计算 #个题项得分的平均值

活动质量 6.J'M'JOOvY@B

根据学术活动特征#设置 +个测量题项#按照问卷结果赋值!完全不符合w

!t完全符合w

*$计算 +个题项得分的平均值

中介变量 科研能力 6D'G'JO

根据科研能力构成#设置 "#个测量题项#按照问卷结果赋值!完全不符合w

!t完全符合

w

*$计算 "#个题项得分的平均值

控制变量

性别 5A/%AN 男性w

!$女性w

"

学位 iAQNAA 在读及毕业硕士w

!$在读及毕业博士w

"

专业基础 :BK'K

(你的专业基础如何1)

按照问卷结果赋值!非常不好w

!t非常好w

*

科研兴趣 >/JANAKJ

(你对学术研究的兴趣如何1)

按照问卷结果赋值!非常小w

!t非常大w

*

训练课程 PNB'/'/Q

(你参加科研训练相关的课程如何1)

按照问卷结果赋值!非常少w

!t到非常多w

*

导师指导 PAB.FAN

(导师对你的指导力度如何1)

按照问卷结果赋值!非常小w

!t到非常大w

*

科研经费 8@/%

(学校提供给学生的科研经费支持力度如何1)

按照问卷结果赋值!非常少w

!t到非常多w

*

支撑条件 E@VV&NJ

(学校其他的科研支撑条件如何"如实验室&数据库资源等%1)按照问卷结果赋值!非常

不好w

!t到非常好w

*

"()4信度和效度检验

由于模型的数据来自问卷调查#需要对数据

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用以判断调查的合理性'

从信度检验结果来看!UN&/DB.F-K

!

系数的计算

结果为 $(+##"大于 $(+%#说明本次量表设计的内

部一致性较好' 从效度检验结果来看!问卷设计

已覆盖研究生科研绩效测评的各个方面#表明内

容效度较好$s<C值为 $(72#"大于 $(7%#:BNJGAJJ

球形检验S值为 $"小于 $($$!%#均表明各变量之

间存在潜在的因子结构#说明本次量表设计具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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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的结构效度'

)4实证结果分析

)(!4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4描述性统计

从均值来看!学术活动频次综合得分适中

""(#7%#其中得分相对较高的两项活动分别为导

师组交流")())%以及专家讲座")("#%#每学期至

少参加 ! t" 次$学术活动质量综合得分较高

")(11%#其中在活动管理 " )(+* %&学生参与

")(+)%&活动效果")(+)%三个方面得分最高$参加

学术后科研能力变化的综合得分较高")(1)%#尤

其资料搜集与处理")(+2%&逻辑推理")(+)%及发

现问题与解决问题")(+!%三方面能力提升最为凸

显$参加学术后科研绩效变化的综合得分较高

")(1#%#尤其是有助于撰写学位论文")(7!%和学

术论文")(7$%'总体而言#参加高质量的学术活动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科研能力和绩效' 详见图

!t图 )以及表 )'

)(!("4相关性分析

无论是活动频次还是活动质量#二者都与

科研能力&科研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科研能

力与科研绩效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这些结果

为变量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分析提供必要前提'

图 !4学术活动频次得分情况

图 "4学术活动质量得分情况

图 )4科研能力变化得分情况

表 )4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 " ) 2 * # 1 +

!(4&%v! )(7$ $(1#7 !

"(4&%v" )(7! $(122

$(+")

""

!

)(4&%v) )(1! $(+71

$(#*7

""

$(#*+

""

!

2(4&%v2 )(*) $(7"*

$(*)#

""

$(*"2

""

$(###

""

!

*(4&%v5 )(1# $(1!)

$(+##

""

$(+#$

""

$(++!

""

$(+!#

""

!

#(6.J'M'JOvHNA "(#7 $(1+#

$("12

""

$("+1

""

$("1"

""

$()2+

""

$()21

""

!

1(6.J'M'JOvY@B )(11 $(1*"

$(*!!

""

$(*"

""

$(2*7

""

$(2"!

""

$(***

""

$("2+

""

!

+(6D'G'JO )(1) $(*+)

$(1#"

""

$(1+"

""

$(1!2

""

$(#"2

""

$(+)1

""

$("+$

""

$(#)1

""

!

44注!!(本文对 !#个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检验#正文中进行全部变量的分析$但表格仅显示因变量&自变量及中介变量的

结果' "((

""

)(

"

)分别表示 !\&*\的显著性水平'

)("4假设检验

)("(!4学术活动对科研绩效的影响

采用层级回归分析检验假设' 对所有变量进

行中心化处理' 如表 " 所示!模型 ! 加入了控制

变量#模型 "和模型 ) 分别加入了活动频次与活

动频次的平方' 实证结果表明!活动频次显著影

响科研绩效' 模型 2&模型 * 及模型 # 逐渐引入

活动质量' 实证结果显示!当不控制活动频次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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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变量时#活动质量显著正向影响科研绩效$当控

制活动频次这一变量后#活动质量对科研绩效的

影响明显减弱' 对比 # 个模型#模型 # 拟合度最

高"6%-@KJZ

"

w

$(7%!活动频次与科研绩效之间为

显著的倒 L型关系 "回归系数为 3

$(+#7#

6u$($!%$活动质量对科研绩效有微弱的正向影

响#但不显著"回归系数为 $($)##6y$(!%#假设 !B

成立#假设 !D不成立'

表 2给出了不同科研绩效维度的影响' 模型

1至模型 !$ 的实证结果显示!相对于成果增加

"回归系数为3

$(**7#6u$($!%#活动频次更大程度

地影响课题申请"回归系数为3

$(+2!#6u$($!%&撰

写学位论文"回归系数为3

$(+$)#6u$($!%和学术

论文"回归系数为3

$(17#6u$($!%'

在控制变量方面#本文发现!相对其他因素#

科研兴趣和科研训练对研究生科研绩效的影响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 兴趣是研究生开展科研活动的

重要内驱力$浓厚的科研兴趣有助于研究生科研

成果的产出.)#/

' 此外#科研训练课程对科研绩效

有正向影响' 科研训练有助于加强理论知识的理

解#掌握研究方法和论文写作技能#从而进一步促

进科研绩效的提升.!2/

'

表 24回归结果"模型 !

3

##

变量 4&%v5 4&%v5 4&%v5 4&%v5 4&%v5 4&%v5

6.J'M'JOvHNA

$(")+

"""

")(+!+%

$($$2

"

"!(1!1%

$(!*+

"""

""(7$!%

$($)+

6.J'M'JOvHNA

"

3

$(++1

"""

"

3

2!($)$%

3

$(+#7

"""

"

3

)2(#"*%

6.J'M'JOvY@B

$(2+7

"""

"7(+)!%

$(2#1

"""

"7(2$!%

$($)#

"!(2#"%

iAQNAA

$($22

"$(11$%

$($!2

"$("2*%

3

$($!7

"

3

$(+7"%

3

$($$*

"

3

$(!%

3

$($")

"

3

$(2##%

3

$($"!

"

3

$(772%

5A/%AN

$($#1

"!(!#!%%

$($1)

"!("77%

$($$"

"$($+#%

$($2"

"$(+)7%

$($21

"$(7*+%

$($$!

"$($#"%

:BK'K

3

$($$"

"

3

$($)7%

$($"+

"$(2#)%

$($"2

"!(!$)%

$($"#

"$(27%

$($2*

"$(+**%

$($"#

"!(!##%

>/JANAKJ

$()$#

"""

"2(*$"%

$("+)

"""

"2("*)%

$($#7

"""

""(11+%

$("77

"""

"*(!)*%

$("+2

"""

"2(7"1%

$($12

"""

""(72*%

PNB'/'/Q

$($"$

"$("+!%

3

$($#

"

3

$(+!"%

$($)#

"!()"1%

3

$($$+

"

3

$(!"1%

3

$($#

"

3

$(72!%

$($)2

"!("*)%

PAB.FAN

$($#

"$(7")%

$($#7

"!($+2%

$($2*

"

"!(7"1%

$($"!

"$()+"%

$($"7

"$(*"2%

$($2"

"

"!(+!1%

8@/%

$(!!"

"!(*2%

$($#

"$(+)1%

3

$($")

"

3

$(+#"%

$($#

"$(7#%

$($"+

"$(22+%

3

$($"2

"

3

$(+7$%

E@VV&NJ

$(!!#

"

"!(#1+%

$(!"!

"

"!(1+1%

$($22

"

"!(1#*%

$($)7

"$(#**%

$($2#

"$(112%

$($2

"!(*7)%

6%-@KJZ

"

$(!+2 $(""2 $(+77 $(2$" $(1!7 $(7

7值
+(#**

"""

7(1!

"""

"))(!7#

"""

"!(")!

"""

#2(!++

"""

"!)(!!2

"""

89:值 !(7)# !(727 !(++2 "($$2 !(+"7 !(++1

! "1" "1" "1" "1" "1" "1"

44注!!(常数项不显著#未在表内显示' "(括号外为标准系数#括号内为对应的J值' )((

"""

)(

""

)(

"

)分别表示 !\&*\及 !$\

的显著性水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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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回归结果"模型 1

3

!$#

变量 4&%v! 4&%v" 4&%v) 4&%v2

6.J'M'JOvHNA

3

$($!)

"

3

$()*7%

$()

"$(+"+%

$

"

3

$($$#%

$(!$2

""

""($!*%

6.J'M'JOvHNA

"

3

$(17

"""

"

3

"$(7+"%

3

$(+$)

"""

"

3

"$(#"*%

3

$(+2!

"""

"

3

"$(2"1%

3

$(**7

"""

"

3

!$($27%

6.J'M'JOvY@B

$($2"

"!(!2!%

$($*"

"!()1)%

3

$($))

"

3

$(+""%

$($#*

"!("$1%

iAQNAA

$($)

"$(71%

3

$($")

"

3

$(1")%

3

$($)*

"

3

!($)2%

3

$($)#

"

3

$(117%

5A/%AN

$($$#

"$(!7%

3

$($"1

"

3

$(+2)%

$($#7

""

""($)2%

3

$($2#

"

3

!($$#%

:BK'K

3

$($)7

"

3

!(!72%

3

$($$+

"

3

$("")%

$($1"

""

"!(77#%

$($2+

"$(7+*%

>/JANAKJ

$(!#*

"""

"2()+*%

$($+)

""

""(!"*%

3

$($*1

"

3

!()1+%

$($17

"!(2!+%

PNB'/'/Q

3

$($12

"

"

3

!(+)"%

3

$($17

"

"

3

!(++#%

$(!)!

"""

""(722%

$(!$)

"

"!(1"!%

PAB.FAN

$($$+

"$(""!%

$($*+

"!(#!#%

3

$($"!

"

3

$(**#%

$($7+

"

"!(+7%

8@/%

$($)+

"$(7**%

3

$($$"

"

3

$($*+%

3

$($"+

"

3

$(#)"%

3

$($1#

"

3

!("++%

E@VV&NJ

$($)#

"$(7#2%

$($)"

"$(+)%

$($++

""(!)#%

3

$($!+

"

3

$()"+%

6%-@KJZ

"

$(11* $(1# $(1)! $(*$7

7值
+!(*#

"""

12(#+2

"""

#2()"+

"2(271

"""

89:值 "($21 "(!*! "($"7 !(+$)

! "1" "1" "1" "1"

44注!!(常数项不显著#未在表内显示' "(括号外为标准系数#括号内为对应的#值' )((

"""

)(

""

)(

"

)分别表示 !\&*\及 !$\

的显著性水平'

)("("4科研能力的中介效应

表 *给出了假设 "B&假设 "D和假设 )的检验

结果' 本文采用温忠麟等的方法#从活动频次和

活动质量两个方面分别检验科研能力的中介作

用.2"/

' 第一步!检验学术活动对科研绩效的影

响#模型 !!和模型 !2 中的回归系数均显著' 第

二步!检验学术活动对科研能力的影响#模型 !"

和模型 !*显示活动频次&活动质量对科研能力均

有显著影响$这表明活动频次与科研能力之间为

倒L型关系"回归系数为3

$(1#7#6u$($!%#活动

质量对科研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回归系数为

$(*1##6u$($!%#假设 "B成立#假设 "D 成立' 第

三步!检验科研能力对科研绩效的影响#模型 !)

和模型 !# 中科研能力的回归系数均显著"系数

分别为 $(!12 和 $(1#1#6值均小于 $($!%' 第四

步!检验中介效应#模型 !) 中活动频次的回归系

数显著#意味着科研能力在学术活动频次与科研

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科研能力中介效应

对总效应的贡献率为! "

3

$(1#7

"

$(!12 %,

"

3

$(++1%

w

!*($7\$中介效应解释了科研绩效方

差变异为!ERZP"$(7$+

3

$(+77%

w

!)(1+\' 模型

!#中活动质量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这意味着科研

能力在学术活动质量与科研绩效之间起到完全中

介作用'

总体来说#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 #%表明!在

科研绩效较低时#频繁参加学术活动的同学#其科

研绩效也相应较高$但是当科研绩效较高时#频繁

参加学术活动会抑制科研绩效的提升#活动频次

通过科研能力对科研绩效有间接效应' 另一方

面#活动质量完全通过科研能力对科研绩效产生

作用#这意味着只有将高质量学术活动的知识价

值真正转化成研究生的科研能力#才有可能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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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绩效的提升'

表 #4中介效应建议结果"模型 !!

3

!##

变量
活动频次&科研能力与科研绩效

4&%v5 1;+<+#. 4&%v5

活动质量&科研能力与科研绩效

4&%v5 1;+<+#. 4&%v5

6.J'M'JOvHNA

$($$2

"

"!(1!1%

3

$($"2

"

3

$(#$*%

$($22

""

"!(7+1%

6.J'M'JOvHNA

"

3

$(++1

"""

"

3

2!($)$%

3

$(1#7

"""

"

3

"$(*7!%

3

$(1*)

"""

"

3

""(*$)%

6.J'M'JOvY@B

$(2+7

"""

"7(+)!%

$(*1#

"""

"!"()*7%

$($21

"!($+"%

6D'G'JO

$(!12

"""

"*($7%

$(1#1

"""

"!#(1$!%

iAQNAA

3

$($!7

"

3

$(+7"%

$($))

"$(7!+%

3

$($"2

"

3

!(""!%

3

$($$*

"

3

$(!%

$($""

"$(21)%

3

$($""

"

3

$(#)!%

5A/%AN

$($$"

"$($+#%

3

$($1"

""

"

3

"($!"%

$($!2

"$(1!+%

$($2"

"$(+)7%

3

$($22

"

3

$(727%

$($1#

"

""(!+%

:BK'K

$($"2

"!(!$)%

3

$($$1

"

3

$(!1*%

$($"#

"!("!%

$($"#

"$(27%

$($!!

"$("!7%

$($!1

"$(21+%

>/JANAKJ

$($#7

"""

""(11+%

$($2"

"$(7#2%

$($#"

"""

""(*77%

$("77

"""

"*(!)*%

$("))

"""

"2("#2%

$(!"!

"""

""(+1)%

PNB'/'/Q

$($)#

"!()"1%

$($27

"!($*)%

$($"1

"!($**%

3

$($$+

"

3

$(!"1%

3

$($!1

"

3

$()%

$($$*

"$(!"1%

PAB.FAN

$($2*

"

"!(7"1%

$($+1

""

""(!1!%

$($)

"!()""%

$($"!

"$()+"%

$($*1

"!($7%

3

$($""

"

3

$(*1*%

8@/%

3

$($")

"

3

$(+#"%

3

$($)"

"

3

$(#7*%

3

$($!1

"

3

$(#+"%

$($#

"$(7#%

$($!!

"$(!+1%

$($*"

"!(!+#%

E@VV&NJ

$($22

"

"!(1#*%

$($77

""

""()$+%

$($"1

"!(!$)%

$($)7

"$(#**%

$($1"

"!("++%

3

$($!#

"

3

$()+1%

6%-@KJZ

"

$(+77 $(1 $(7$+ $(2$" $(21* $(1!

7值
"))(!7#

"""

#$(+)#

")2(*17

"""

"!(")!

"""

"+("!7

"""

#1("1!

"""

89:值 !(++2 $(+)! !(+)1 "($$2 !(7++ !(17)

!

"1" "1" "1" "1" "1" "1"

44注!!(常数项不显著#未在表内显示' "(括号外为标准系数#括号内为对应的#值' )((

"""

)(

""

)(

"

)分别表示 !\&*\及 !$\

的显著性水平' 2(表 )中的模型 )和模型 2#与表 *中的模型 !!&模型 !2是相同的'

24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旨在探讨学术活动对科研绩效的影响

机制#尤其是科研能力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

第一#从研究生参与学术情况来看!研究生每

学期至少参加一次学术活动#其中导师组交流以

及专家讲座两项活动的参与更为频繁$学术活动

整体组织管理较好#学生参与度较高#活动效果较

好#尤其是有助于研究生资料搜集与处理&逻辑推

理&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能力的提升'

第二#学术活动对不同科研绩效的影响存在

差异#而且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并非 (多多益

善)' 参加学术活动能够更大程度地影响课题申

请&撰写学位论文及学术论文#但是对于学术成果

增加的影响相对较弱' 此外#活动频次与科研绩

效之间为显著的倒L型关系$科研能力在学术活

动与科研绩效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在科研绩效较

低时#频繁参加学术活动的同学#其科研绩效也相

应较高$但是当科研绩效较高时#频繁参加学术活

动会抑制科研绩效的提升#活动频次通过科研能

力的变化程度对科研绩效有间接效应'

第三#举办高质量的学术活动固然重要#但更

应关注学术活动目的的实现' 活动质量与科研绩

#!!



第 #期 王佳妮!财经类专业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对科研绩效的影响!科研能力的中介效应

效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直接关系#活动质量通过科

研能力的完全中介效应对科研绩效产生作用'

第四#科研兴趣和科研训练在一定程度上对

研究生科研绩效有正向影响' (兴趣是最好的老

师)(学习使人进步)!增加科研兴趣#参加科研训

练会促进研究生科研成果的产出'

本文拓展了有关学术活动在研究生培养中作

用的相关研究#同时也为科研能力和科研绩效影

响因素的论证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由于样本&研

究方法的局限性#本文尚需完善#但其结论对于高

校高质量人才培养&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有一定

的启发意义'

其一#在学术活动组织者层面#相关单位既要

(输出)形式多样的活动#也要关注学生在开展科

研中的痛点和需求#切实提升活动质效' 不同于

高校本科生人才培养目标#研究生教育更加关注

科研能力的培养和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在 "$!+

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新时代新形势#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

全面进步对教育和学习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提高质量&内涵发展是高校人才培养的核心任务'

开展学术活动#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是激发研究

生学习积极性和创造力的源泉#也是提高研究生科

研能力和培养质量的基础' 高校应该重视学术活

动的作用#不仅要加大举办活动支持力度#还要追

求活动的高质量和活动目的实现$同时#对于学生

的参与采取相对自由灵活的管理制度'

其二#在学术活动参与者层面#研究生参加学

术活动应适可而止#重视参加学术活动的质效'

研究生要科学认识学术活动#学术活动仅仅是科

研训练的途径之一#研究成果的完成最终还要依

靠自身能力$研究生不应盲目去参加学术活动#更

不应带着负面情绪看待学术活动#而是从自己的

需求和真实感受出发#挑选适合自己的活动#有效

转化和创造在学术活动中所获得的知识#达到学

术交流的目的#为应对科研过程中的疑难&提升科

研能力提供支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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