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自1999年高等教育开始大规模扩招以来，我国在校学生

的规模和本科毕业人数得到迅速扩张。很多学生出于缓解当

前就业压力和提高未来就业竞争力的考虑选择考研，这促使

考研大军日益庞大。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16年全国研究

生招生数据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达

到177万。在考研人数持续增长的同时，全国研究生招生规模

也以4%的增幅稳步上升。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新形势下，如何提高研究生的培养

质量，已成为当前所有高校面临的现实问题。学位论文是硕

士学位授予的重要依据之一，是对研究生理论功底、专业知

识、学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的全面检测（张金平，2013），而论文

选题决定了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内容、方法以及研究价值。

如何提高硕士论文选题质量，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会计

专业特有的“初级—中级—高级”纵向培养模式，使会计从业

人员拥有专而精的理论知识和实操技能，以及较低的人力资

本可替代性。因此，会计专业倍受考生们的青睐，并持续成为

热门专业之一。但是，如何提高会计硕士论文选题质量，这一

问题并没有引起学者们足够的重视。

相关的现有文献主要包括：吴秋生（2007）提出会计硕士

论文存在选题陈旧、选题太大和缺乏创新性等问题。段洪波、

张双才、刘甜甜（2012）以 2001 ~ 2010年间中国知网（CNKI）

数据库中主题词为“会计”的9388篇论文为样本，对我国会计

硕士论文选题进行了纵向研究，发现我国会计硕士论文选题

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但是总体围绕会计学、审计学和财务

管理三个领域来展开，其中会计学是受关注程度最高的领

域。韩晓杰、段洪波、刘露露（2012）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中2007

~ 2010年间MPAcc专业的 120篇优秀硕士论文为样本，对会

计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分析，结

果发现论文选题中存在缺乏理论创新、在国外比较重视的研

究领域涉及较少、选题重复现象较为严重、忽略我国制度背

景不同等特殊要素、研究问题的针对性不强、研究范围不明

确以及主题不突出等问题，提出应从扩大研究领域、增强研

究方法的多样性和硕士论文研究的实用性等方面着手，提高

选题质量。

已有研究对于了解我国会计硕士论文选题以及培养质

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在当今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

下，以5年前数据为基础得出的研究结论现在是否依然适用？

张金平（2013）提出硕士学位论文质量并没有随着研究生招

生规模的扩大而提高。那么，会计硕士论文选题中涌现出哪

些新问题呢？本研究以2011 ~ 2015年度万方数据库中1743篇

会计专业学位论文为样本，从研究领域、研究层面、研究方法

等维度进行探索性分析，期望为会计硕士论文选题质量的提

高提供借鉴。

基于学位论文选题的会计硕士培养问题反思

【摘要】本文首先以万方数据库中学位论文为基础，将“学位—专业”检索项定为“会计”、时间限定为2011～2015年

后进行高级检索，获取1743篇论文，收集整理这些论文的题目、学位授予单位和时间、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层面等。

然后，对这1743篇会计硕士学位论文的学位授予时间、授予单位、研究领域、研究对象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在论

文选题方面存在选题重复、研究角度缺乏新意、研究对象与研究层面过于单一等问题，并提出万方数据库应当提高对不同

高校学位论文的收录率，以为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创造良好的学术条件。最后，对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热点问题提出了新

的研究议题、研究视角等，以供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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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计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现状

（一）会计硕士学位论文的年度与授予单位分布

以万方数据库中学位论文为基础，将“学位—专业”检索

项定为“会计”，时间限定为 2011 ~ 2015年后进行高级检索，

可以查询到1743篇论文。

对这1743篇论文的分布年度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

1所示：

由表1可知，2014年论文数量多达545篇，占样本总量的

31.26%；2011年、2012年和2015年均为350篇左右，所占比重

都为 20%上下，最少的为 2013年，论文数量为 107篇，仅占样

本总数的6.14%。

对这 1743篇会计学硕士论文的学位授予单位进行描述

性统计分析，如表2所示：

由表 2可知，2011 ~ 2015年万方数据库会计学位论文涉

及的高校有 55所。其中，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位论文数量最

多，为 181篇，占样本总量的 10.39%。中山大学论文数量为

130篇，占全部样本的 7.46%，位居第二。河南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大学等10所高校论文数量均集中在50

~ 100篇之间。包括中央财经大学、中山大学、河南大学等 12

所高校在内的论文数量总计有1054篇，占样本总数的60%以

上；而其他 43所高校仅占样本总量的 40%，且包括长沙理工

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南昌大学、南京财经大学等25所高校在

内的会计硕士学位论文数量均不足 10篇。因此，各个学校之

间论文数量分布很不均衡。

（二）会计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领域分布

笔者在参考周晓苏等（2014）分类方法的基础上，将会计

硕士学位论文概括为14个研究领域，具体为：投资融资、财务

风险、成本管理、预算管理、业绩评价、财务管理其他、内部控

制、信息披露、会计方法、财会制度、税务、审计、公司治理、其

他。这14个研究领域的会计硕士学位论文的数量分布如表3

所示：

由表3可知，在2011 ~ 2015年1743篇会计硕士学位论文

中，投资融资论文数量最多，为234篇，所占比重为13.43%。其

次为内部控制类论文，数量为163篇，紧随其后的为公司治理

类论文，数量为159篇，这两类论文所占比重均略高于9%。包

括投资融资、财务风险、成本管理、内部控制、业绩评价以及

财务管理其他在内的文章合计有 1035 篇，占样本总量的

59.38%。相对而言，会计方法、预算管理、财会制度和税务则

属于相对冷门领域，学位论文数量分别为 71、67、16，所占比

重均不足5%。

（三）会计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分布

按照研究对象的不同，可以将2011 ~ 2015年这1743篇会

计硕士学位论文分为个人、企业、事业单位、银行、政府和其

表 1 会计硕士学位论文的年度分布

表 2 会计硕士学位论文的授予单位分布

授予单位

中央财经大学

中山大学

河南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厦门大学

北京大学

重庆理工大学

山东农业大学

天津商业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其他

合计

频数

181

130

92

91

88

77

75

72

68

62

59

59

689

1743

频率（%）

10.39

7.46

5.28

5.22

5.05

4.42

4.30

4.13

3.90

3.56

3.38

3.38

39.53

100.0

累计频率（%）

10.39

17.85

23.13

28.35

33.40

37.82

42.12

46.25

50.15

53.71

57.09

60.47

100.0

100.0

研究领域

投资融资

财务风险

成本管理

预算管理

业绩评价

财务管理其他

内部控制

信息披露

会计方法

财会制度

税务

审计

公司治理

其他

合计

频数

234

118

118

67

131

271

163

129

71

16

74

111

159

81

1743

频率（%）

13.43

6.77

6.77

3.84

7.52

15.55

9.35

7.40

4.07

0.92

4.25

6.37

9.12

4.65

100.0

累计频率（%）

13.43

20.20

26.97

30.81

38.32

53.87

63.22

70.63

74.70

75.62

79.86

86.23

95.35

100.0

100.0

表 3 会计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领域分布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合计

频数

355

377

107

545

359

1743

频率（%）

20.37

21.63

6.14

31.26

20.60

100.0

累计频率（%）

20.37

42.00

48.14

79.4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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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等六类，会计硕士学位论文在这六类研究对象中的分布

情况如表 4所示：

从表 4可以看出，以企业为研究对象的会计硕士学位论

文有1479篇，占样本总量的84.84%。以银行、事业单位、政府、

个人等为研究对象的占样本总量的比重均不足10%，有的甚

至不到1%。这说明大家关注的焦点多为企业，对其他经济主

体则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另外，银行的经营性质和业务范

围虽然不同于一般企业，但其作为营利主体，也是我国上市

公司的主要构成部分。

从表 4还可以发现，包括企业与银行在内的会计硕士学

位论文数量共计 1595篇，占比 91.51%。另外，这 1595篇论文

中，以北京、上海、河北、广东、重庆或西部地区等某个区域或

地区的企业或银行为研究对象进行探讨的论文数量有48篇，

占样本总量的比例不足 3%。以某个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案

例探讨的有 919篇，以上市公司二手数据为基础进行计量分

析的研究有516篇，实证研究类论文合计占比约达90%。

三、会计硕士学位论文选题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会计研究一直处于规范研究的阶段，对

实证研究方法的重视与应用不够。我国近五年会计硕士学位

论文中，以上市公司二手数据为基础进行计量分析以及以解

决某个企业特定问题为目的的案例探讨等实证类研究已达

到90%以上，说明实证研究的应用和发展为解决会计实际问

题以及增强相关研究成果的科学性提供了方法支撑。但是，

会计硕士学位论文选题中存在可供选题参考的资料有限、论

文选题过于集中等问题。

（一）可供选题参考的资料有限，学位论文收录有待完善

本文以万方数据库学位论文“学位—专业”检索项为“会

计”进行查询后得到的 1743篇论文为基础进行分析。我国

2015年开设会计专业研究生教育的高校有162所，而当年度

万方数据库中会计学位论文涉及的高校仅有河北经贸大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天津商业大学、苏州大学、云南财经大学

等13所，占开设会计专业研究生教育高校总数的8.02%。

根据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RCCSE）、中国科教评价

网（www.nseac.com）和武汉大学中国教育质量评价中心（EC⁃

CEQ）共同发布的《2015年中国研究生会计专业研究生学校

排名》，包括中央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江

西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清华大学、

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在内的前10强高校

中，仅有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

和对外经贸大学这5所高校的会计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可以在

万方学位论文数据库中检索到。

另外，截止到2015年，我国财经类院校共有49所（《2015

年中国大学评价报告》），而2011 ~ 2015年间会计硕士学位论

文被万方数据库收录的高校仅有12所，占所有财经类高校的

比重不足25%。

万方学位论文数据库是由国家法定学位论文收藏机构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提供的，自 1980年以来，我国各高等

院校和科研院所自然科学领域的学位论文中，211高校论文

收录量达 70%以上。但是就会计专业的学位论文而言，对国

内会计学科发展有重大影响力的东北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

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近 5年没有一篇会计硕士学位

论文被万方学位论文数据库收录。

学位论文蕴涵大量富有创造性思维的最新科研成果，已

成为各类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宝贵的信息资源。作为国内学

位论文文献资料重要的提供者，万方数据库会计硕士学位论

文收录率不高的现状，不但会影响会计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

水平和质量，而且严重制约了学生、教师及科研人员的信息

共享和对学科前沿发展动态的把握。因此，万方数据库应当

提高对不同高校会计硕士学位论文的收录率，在提升数据库

资源完备性的同时，为会计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创造良好的学

术条件。

（二）论文选题过于集中

1. 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不够。总结归纳2011 ~ 2015年万方

数据库收录的1743篇会计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内容后可知，

50%以上的论文围绕投资融资、内部控制、财务风险、成本管

理与业绩评价等展开，且多数论文的选题重复。对当前影响

我国经济运行的一些热点问题，则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以“股票期权”为例，随着我国公司治理与资本市场监管

的不断完善，股票期权被越来越多的企业认可并采纳。近年

来，我国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呈逐年上升态势。其中，沪

市推出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已超过 200家，且 80%以上

为民营企业。反观近5年会计硕士学位论文，以“股票期权”为

检索词进行查找，可以发现相关的论文有5篇，分别为“高管

股票期权激励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经理人股票

期权定价模型在我国运用的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股票期权

计划机制研究”、“企业业绩与股票期权激励相关性研究——

以中捷股份有限公司为例”、“泸州老窖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研

究”，仅占样本总量的 0.027%。因此，已有会计硕士学位论文

对现实中影响我国经济运行的一些热点问题，没有引起足够

的关注。

表 4 会计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分布

研究对象

个人

企业

事业单位

银行

政府

其他

合计

频数

7

1479

70

116

66

5

1743

频率（%）

0.4

84.84

4.02

6.66

3.79

0.29

100.0

累计频率（%）

0.4

85.24

89.26

95.92

99.71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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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角度缺乏新意。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例，对“篇

名”中包含有“股票期权”的成果进行检索后可以发现，学者

们对“股票期权”问题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1990年，在之后

的 10年里，相关研究数量均为个位数。直到 2000年，研究成

果开始出现井喷式的增长，激增到306篇。在后续的15年里，

每年的研究成果数量均在100篇以上，最高时达到487篇。学

者们的研究视角已从最初的“高管股票期权激励效果”、“股

票期权与企业业绩”、“股票期权定价”等，转移到“股票期权

与盈余管理”、“民营企业股票期权激励”、“股票期权与股利

政策”等新的热点问题上来，对于当前国际上“股票期权回

溯”等热点研究议题却鲜有涉及。受到我国经济、法律和政策

等现实条件的制约，股票期权的激励效果受到限制并影响了

这种激励方式在我国的推广应用。

那么，现实中有哪些因素会促使企业积极采纳股票期

权？为何股票期权更多地受到民营企业青睐？股票期权是吸

引和留住员工的重要手段，对高管和员工实施股票期权，其

效果有何不同，又如何针对不同群体进行制度的优化设计？

如何对股票期权实施效果进行评价？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现

实问题。

3. 研究对象与研究层面过于单一。首先，按研究对象的

不同，可以将已有研究分为个人、企业、事业单位、银行、政府

和其他等。2011～2015年间 1743篇会计硕士学位论文中，以

包括银行在内的企业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有1595篇，占样本总

量的 91.51%。企业固然对我国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但是个

人、事业单位或政府的作用也不容小觑。伴随着我国经济的

快速发展，居民个人的财富得以快速积累，如何理性选择投

资渠道？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居民个人对投资渠道与投资方式

的选择？在传统借贷融资模式的基础上，个人融资渠道有哪

些变化，变化发生的条件是什么？事业单位和政府筹资模式

的变化呈现出哪些规律？如何对事业单位或政府的投资效率

和效果进行评价，两者在进行会计处理时存在哪些现实问

题？这些均可以作为会计硕士学位论文的议题来研究。

其次，按研究层面来看，已有学位论文多是集中于某一

个企业、某一行业企业或某一板块的上市公司。以我国区域

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占样本总量比例不到 3%。我国区域

经济发展的水平不一，对财会人员需求也各不相同。东南沿

海地区经济发展以众多的民营企业为支撑，而中西部地区多

以大型国有企业为龙头，两者对会计从业人员基本技能、业

务素质等的需求侧重点有差异。民营企业通常规模较小，在

财务管理上没有细致的分工，因此，要求财会人员具备丰富

的基本知识；另外，家族式的管理模式要求财会人员要有良

好的沟通协作技能。

因此，如何针对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培养适合于本地经

济发展的会计人才，提高财会人员针对不同业务的应对能

力，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高水平的服务等，也是会计硕士可

以选择的、非常有价值的研究议题。

四、结语

本研究以万方数据库 2011 ~ 2015年间“学位—专业”检

索项为“会计”的1743篇论文为样本，对我国近5年会计硕士

学位论文选题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索性分析。研究

发现：以上市公司二手数据为基础进行计量分析和以解决某

个企业特定问题为目的的案例分析等实证研究论文占到样

本总量的90%以上，说明实证研究的普及为解决会计实际问

题和提高相关研究成果的科学性提供了方法支撑。但是，会

计硕士学位论文选题中存在可供选题参考的资料有限、学位

论文收录率过低和论文选题过于集中等问题。

因此，为提高会计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质量，一方面，万

方数据库应当提高对不同高校学位论文的收录率，在提升数

据库资源完备性的同时，为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创造良好的学

术条件；另一方面，会计硕士自身在丰富选题题材、关注我国

当前经济运行热点问题的同时，应从研究视角、研究对象和

研究层面等维度拓展研究范围，为不同经济主体和区域经济

发展提供会计业务处理和投资、管理咨询等服务，全方位为

我国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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