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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该研究以北京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两家 CASHL中心

馆自建学位论文库中的博士学位论文为调研对象，选取哲学、文学、

历史学、管理学、法学五个学位门类，调查其博士学位论文索引编纂

情况，并从索引类型、凡例、出处类型、排序方法、参照系统等方面

对获取的 111 个索引实例进行分析，指出当前学位论文索引存在整体

编制比例低、编制质量一般、索引特色不鲜明等情况。结合学位论文

索引编制国家标准对论文创新点和原创性揭示的要求，对学位论文中

创新点的揭示情况和存在问题进行阐述，指出当前学位论文中摘要、

绪论、结论等部分对于创新点的揭示存在粒度粗、主观性强等不足，

需要使用索引实现更细粒度、更明确指向的揭示。最后，结合目前已

经开展的两项学位论文索引编制实践，从开展日常培训、纳入学位论

文撰写体例要求、提供易用的索引编制平台等方面为学位论文索引编

制提供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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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学位论文伴随着高等教育学位制度的建立而产生，是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毕业生为了

获取学位资格而递交的学术性研究论文。
[1]
学位论文是重要的文献信息资源之一，尤其硕、

博士学位论文占有大量的文献资料，包含最新的研究资讯，能较为全面地反映本学科领域的

发展状况，其研究内容也代表着学科的当前发展方向和新的知识增长点。博硕士学位论文是

国家的战略信息资源之一，是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当前，

对于学位论文资源的管理我国一直没有建立起国家层面的学位论文管理体系，没有出台国家

层面的学位论文资源收藏保存制度和学位论文合理利用体制，这就导致我国学位论文收集不

全且共享利用率低，无法满足科技创新活动中对于学位论文的迫切需求。
[3]
依托三家学位论

文法定收藏机构（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以及

CALIS（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和论文产出单位建立起的元数据集中检索、论文分布

获取、分级保障的学位论文公共服务体系依然存在诸多瓶颈和障碍，目录+文摘的元数据体

系无法全面深入地展示学位论文的内容和创新性、分布式存储为全文获取设置了壁垒。 

索引是深度揭示文献信息、提供精准检索点的重要工具。就学位论文索引而言，篇目索

引能反映整个学位论文资源的状况、提供文献线索；而内容索引则能细粒度地揭示文献主要

内容，甚至在原文无法获取的情况下作为原文的重要替代。通过编制学位论文内容索引，能

够深入揭示学位论文研究主题和内容、特别是论文中的创新内容，这既有利于学位论文内容

中的创新成果的检索、利用和传播，也有助于学位论文的评阅和评价。
[4]
 

早在 2007 年前后，南京农业大学侯汉清及其团队就开始了对学位论文索引编制理论与

实践的探讨，指出学位论文撰写格式和内容深度与学术专著相近，应为其编制内容索引。
[5]

武汉大学邱均平也指出，通过编制内容索引，能全面了解学位论文论述的重点、要点和不足，

是便捷地检索学位论文研究成果的有效途径。
[6]
2019 年起，在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

员的指导下，中国索引学会开始着手起草《学位论文内容索引编制规则》，历时三年于 2021

年 12 月通过审查成为国家标准，标准号为 GB∕T 41210-2021，并于 2022 年 7 月起正式实

施。为了更好地推广该标准，需要了解现有学位论文索引编制现状、存在的问题，并结合该

标准以及学位论文内容特点制定具体的索引编制方案。 

本研究以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这两个 CASHL中心馆所在高校为调研对象，从两校自建的

学位论文数据库中选取人文社科领域博士学位论文进行调查，分析现有博士学位论文索引的

编制情况、人文社科专业博士学位论文索引的特点和需求，结合人文社会学科博士论文原创

性和创新点揭示情况，提出具体的学位论文内容索引编制建议。 

1 博士学位论文内容索引编制情况调研 

1.1 调研对象及数据汇总 

本研究选取 CASHL 中心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两校自建学位论文数据库作为数据

源。该数据库按照学科门类和学位类型提供导航和检索限定，其中学科包括哲学、经济学、



2 
 

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艺术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共 13

个门类。限于时间，本研究拟选取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法学五个学科门类的博士

学位论文作为调研对象，共采集博士学位论文 10 349 篇，逐一检视，获取编有索引的学位

论文数据进行分析，具体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博士学位论文索引编制情况汇总表 

学校 

项目 
北京大学（PKU） 复旦大学（FDU） 

学科 时间段 
总篇

数 

有索

引论

文数 

索

引

数 

比例 

（%） 
时间段 

总篇

数 

有索

引论

文数 

索

引

数 

比例 

（%） 

哲学 200206-202112 795 10 13 1.25 200712-202106 427 2 2 0.47 

文学 199406-202112 1772 35 39 1.98 200506-202106 1151 8 11 0.70 

历史学 199703-202112 769 15 16 1.95 200502-202106 529 3 3 0.57 

管理学 
200105-202112 1092/

219* 
8/8 8 

0.73/ 

3.65 

200606-202106 
655 1 1 0.15 

法学 198804-202112 2342 8 12 0.34 200604-202106 817 5 6 0.61 

合计  6770 76 88 1.12  3579 19 23 0.53 

注：*北京大学管理学中 8 篇有索引的论文均来自图书情报学，因索引与图情学科关系紧密，故单列出管理

学中图情学科的论文总数。 

本调研依据《学位论文内容索引编制规则》中对于学位论文内容索引的定义“指向学位

论文内容的概念、语词及其它项目的检索工具，由一系列索引款目组成，索引款目按照标目

的字顺排列，或其它可检索的顺序排列”
[7]
来判断是否为索引，去掉部分诸如“图表索引”、

“图索引”、“表索引”、“案例索引”等此类名为“索引”实为“目录”的情况，以及名为“缩

略语对照索引”实为一览表或者词汇表的情况。同时，虽名非“索引”，但具有索引特征（包

含标目、出处等）的一览表亦作为索引纳入收集范围。 

从表 1 的调研数据可知：当前学位论文内容索引整体编制比例极低，10 349 篇学位论

文中编有索引的论文仅 95篇，占比不足 1%，远低于中文专著和教材的索引编制比例。从学

科而言，哲学、文学、历史学相对于管理学和法学而言，编制索引的比例略高一些；但就管

理学中的图情学科而言，其占比达到了 3.65%，与索引研究归属于图情学科密不可分。 

 

图 1 编有索引的博士学位论文年份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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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按照年代对编有索引的 95 篇博士学位论文进行展示，最早的一篇编有索引的学位

论文是《新疆天山南路地面佛寺建筑遗迹》（林立，2004），附篇目索引（11页），最早附有

内容索引的学位论文是《汉语介词与位移事件》（崔希亮，2004），附术语索引（2 页）。从

年份分布上未呈现出明显的特点和趋势。 

1.2 学位论文中索引的特征分析 

为了更细致、更清晰地发现博士学位论文索引的特点，以获取的编有索引的 95 篇博士

学位论文为研究对象，进一步分析其索引编制情况。 

因存在一篇论文附有多个索引的情况，共获取索引 111个。大部分学位论文附有索引个

数为 1，少量有 2-4 个索引，具体如图 2所示。其中，最多的一篇是北京大学法学博士论文

《基于网络的商业方法专利研究》（作者：刘永沛，导师：郑胜利，2006年）共有 4个索引，

分别为“美国专利索引”（4页）、“人名索引”（7页）、“中英文译名索引”（10页，实

际为术语索引）、“案例索引”（6页）。 

 

图 2 各学位论文索引数 

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对于论文内容和结构形式具有一定的引导性，导师若对索引的价值和

意义有一定的认知，其所指导的学生论文在索引编制上会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这一点在调

研中也有所发现。如图 3 所示，按指导教师对编有索引的 95 篇学位论文进行统计，可知李

国新（图书馆学）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共有 6篇编制索引，在其总指导的 13 篇博士学位论

文中占比 46.15%，陈保亚（语言学）共指导 26篇博士学位论文、刘壮虎（逻辑学）共指导

博士学位论文 15篇，其中各有 5篇编有索引，分别占 19.23%，33.33%，远远超过博士学位

论文编制索引的平均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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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按指导教师统计编有索引的学位论文 

以下，再结合索引的特征，分别从索引类型、凡例（编制说明）、出处类型、排序方法、

参照系统等方面对获取的 111个索引进行分析： 

（1）索引类型：按照功能，索引可分为篇目索引和内容索引；按照标目，可分为主题

索引、专名索引等，本研究结合索引类型的划分以及调研中的实际情况，分别按篇目索引、

专名索引、主题索引、术语索引、综合索引和其他类型索引六个类别进行统计，具体结果如

图 4所示。 

 
图 4 各类型索引分布图 

由图 4可知，目前，学位论文中所编制的索引一部分是提供资料线索的篇目索引，如《汉

乐府研究史论》（赵明正，2004）一文所附“汉乐府研究论文索引”（约 20页）、《张东荪“多

元认识论”问题研究》（张永超，2011）一文所附“张东荪研究文献索引（1920-2011）”（约

7 页）。另一部分占主体的是以论文内容为主要索引源，从主题，术语，各种人名、地名、

文献名、案例名等专名角度来揭示该学位论文中重要或者独特的内容和检索点。其中，揭示

论文主题的索引有 7 个；对论文中所涉重要术语进行索引的有 22 个，且这部分术语索引往

往以中英对照或者多语种对照形式出现，如《<中论颂>与<佛护释>——基于新发现梵文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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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献学研究》（叶少勇，2009）所附“《中论佛护释》梵藏索引”（12页）将《中论佛护释》

中重要术语的梵、汉、藏表达进行对照索引，《集合实在论与哥德尔计划——一个价值辩护》

（杨睿之，2012）所附“术语索引”（4页）为英汉对照，依英文排序；专名索引共有 32个，

主要涉及人名、地名、文献名、案例名、符号以及论文所研究的特定事物，如《汉代封泥整

理与研究》（姚明辉，2017）一文所附“所考封泥索引”（12 页）以论文研究对象——封泥

作为索引标目进行专门索引、《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的推广形式及其哲学影响》（赵晓玉，

2018）一文所附“符号索引”（6 页）以论文中大量出现的各种符号为标目进行索引；综合

索引 23个，这些索引不区分具体标目类型，将论文中所涉及重要概念、术语、人名、地名、

文献名等都放在一个索引中统一进行揭示和排序；此外，还有 14 个无法归入上述类别，与

论文研究对象密切相关且需要单独揭示以便读者使用的其他索引，如《国际刑事法院“三造

诉讼”》（宋建强，2009）一文所附“法庭关键句索引”（2页）、《德光<律经出家事>研究》（罗

鸿，2007）一文所附“《律经出家事》经文索引”（18 页）等。总体来说，这些索引都是论

文作者为了更好地展示论文相关资料信息或论文中重要信息而编制，有助于读者更好、更便

捷地利用该文献。 

（2）凡例：凡例是索引的编制说明，往往用来揭示索引的范围和对象、排序方法等，

因为学位论文索引总体比较简单，这 111个索引中，仅 30个提供了凡例，且大多寥寥数语

或以脚注形式说明一下排序规则或者出处组成。图 5 所示编制说明为《汉代水道研究》（杨

智宇，2021）所附“水名索引”（9 页）的凡例，是难得的比较完整规范的索引凡例，详细

说明了索引范围、参照、出处项和排序方法等。 

 

图 5 《汉代水道研究》所附“水道索引”凡例 

（3）出处项：索引出处又称索引地址，跟在标目或副标目之后，指明索引标目或副标

目所指示的概念或事项在文献或文献集合中的具体位置，通常采用页码、文献号或条目编号

等作为出处项。这 111 个索引中除去 13个篇目索引，剩下的 98个索引中有 78个采用页码

作为出处，9个采用章节编号作为出处；8个是以文中编号出处项，如《甲骨文常用词词典》

（毛祖志，2021）所附“甲骨文字字形索引”（218页），正文为一部词典，以编号来引导词

条，该字形索引对应的出处就是词条的编号；还有个别以地理坐标、墓葬品的馆藏地等为出

处项。此外，还有极个别的学位论文索引采取了比较复杂的出处项组合表示，比如章节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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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码，页码+段落+行数等。 

（4）排序方法：索引款目的排序往往采用众所周知、通用易懂的方法，包括音序、笔

画、编年、分类、四角号码等。就本研究中的 111个索引而言，具体排序方法分布情况如图

6所示，音序是最常用的排序方法，111个索引中有 75个使用音序排列款目，占三分之二，

包括汉语拼音序和英文字母字母序两种；其次是笔画序和分类序，其中分类包括按主题分类、

按文献类型划分、按地理区划划分等情况；时间序较多应用于篇目索引中；索引是打破原有

文章阐述的顺序，以另一种序化方法来组织款目项，但仍有 6个索引是按照标目在文中的出

现顺序来进行编排，可见编制者对于索引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偏差；有 2个索引采用号码顺序，

主要是针对专利索引按照专利号编排、针对重要文件按照文件号排序；此外，还有 2个索引

因为缺少说明且序化特征不明显，完全无法识别其排序方法。 

图 6 索引排序方法统计 

（5）参照系统：索引参照系统是对标目的规范与控制，建立标目之间的关联，提供内

容相关性指引。具备为索引建立参照系统的意识、建立参照系统的能力都有赖于一定的专业

训练，对于学位论文索引的编制者（目前主要为作者本人）都具有一定的挑战性。111个索

引中仅 4 个建立了简易的参照系统，如《公共图书馆面积规划研究》（张广钦，2009）一文

所附索引中，对一些同义概念、英文缩写和中文名之间建立了参照关系（如图 7 所示），而

该文作者所学专业为图书馆学，具备一定的索引编制意识和编制技能。 

 

图 7 《公共图书馆面积规划研究》一文索引中的参照 

此外，这些索引中进行标目规范控制、设置多级标目的仅有一二；版式编排方面，提供

助检标记的索引数量也非常有限。由上述分析可知，当前学位论文索引总体编制质量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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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具备了索引的基本要素，且缺少高质量层面的规范控制、参照系统等；也未能突出学位

论文这一文献类型的特点，与普通图书索引并无二样。 

1.3 学位论文索引编制情况总结 

本研究以两所 CASHL 中心馆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对象，通过对两校人文社科领域 10 349

篇博士学位论文中编有索引的 95篇论文，共 111个索引进行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 

（1）编制比例低：学位论文编制内容索引的比例非常低，比例不足 1%，比专著图书、

教科书编制索引的比例要低；两校之间比较，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索引编制比例略高于复

旦大学。 

（2）学科间略有差异：各个学科之间略有差异，人文学科要略高于社会科学，可能跟

人文学科因资料需求量大、依赖性强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会使用到一些索引工具书有关，但管

理学中的图书馆学是个特例。 

（3）指导教师的影响：论文指导教师对索引的认知以及对论文组成的要求，一定程度

上会影响学位论文内容索引的编制。 

（4）编制质量不高：现有学位论文索引的编制总体质量不高，在款目编制、内容完整

性和格式规范等方面都距离专业索引要求有一定的差距。 

（5）索引特色不鲜明：无论是内容上还是体例上与普通图书书后索引基本一致，没有

特别呈现学位论文的特点。 

此外，在调研过程中，也发现研究生对于索引和目录概念不清，很多图表目录命名为“图

表索引”、“图索引”、“表格索引”等等；对于索引的基本要素、编制规范不熟悉，亟需普及

索引教育。 

2 学位论文中创新点的揭示 

2.1 学位论文创新的要求和形式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不但持续地增加投入，同时也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法规加大了对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控制力度，而研究生的培养质量集中表现为学位论文质

量。
[8]
学位论文汇集了整个学生培养过程中所取得的全部相关的科研成果和心得，是唯一能

全面系统地反映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不可替代的证明材料，也是在校研究生能否获得相关学位

的关键依据。 

国家标准 GB/T7713.1-2006《学位论文编写规则》中明确指出“学位论文是标明作者从

事科学研究取得创造性成果和创新性见解，并以此为内容撰写的、作为申请授予相应的学位

评审用的学术论文”。
[9]
在最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草案》中明确指出“博士学

术学位获得者须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创新性成果，专业学位获得者须在专业领域取得创新性

成果”。
[10]

由此可知，原创性、创新性是博士学位论文的重要特征。在对这 10 349篇博士学

位论文的逐一检视过程中，课题组发现学位论文的规范性逐年递增、对创新点的揭示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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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越来越清晰和全面。 

分析原因，自 2006年颁布学位论文撰写国家标准 GBT 7713-1—2006《学位论文编写规

则》以来，越来越多的高校依照自身学科特点和管理要求，在该标准基础上制定了各校自己

的研究生学位论文规范，对学位论文的内容编排、格式要求、封面、装订等提出具体要求并

提供相应的模板范本。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两校自建学位论文库中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到

2021年跨度约 30年的博士学位论文而言，内容结构和格式越来越规范，对于论文创新点的

揭示也越来越明显和重视。在论文摘要、绪论、结论或余论三个部分会设有专门的模块或章

节来显著揭示该研究论文的创新点，甚至是多处揭示。 

学位论文的创新可以反映在选题新、视角新、材料新、观点新、方法新、结论新等各方

面。美国菲利普斯教授把博士生论文的“独创性贡献”，归纳为十五种类型，如做出独创性

工作、进行独创性的设计、采用独创性的方法与视角、提出独创性的观点和解释等。华中师

范大学董泽芳则结合对博士生导师的访谈，认为博士学位论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学术观点、

研究方法、选题和理论建构四个方面，并细化出十个创新切入点，包括“探索未知的新领域”、

“论文选题的新高度”、“文献资料的新发现”、“观察问题的新视角”、“概念术语的新阐释”、

“谋篇布局的新思路”、“研究方法的新探索”、“学科知识的新融合”、“理论观点的新突破”、

“成果应用的新价值”等。
[11]

然后，现有的文献内容揭示手段，无论是题录元数据还是目录、

摘要、关键词等学位论文内容要素对学位论文内容创新性的揭示都不够明确、深入。 

2.2 学位论文创新的揭示 

2.2.1 摘要中的学位论文创新点揭示 

摘要是一篇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结果的凝练表达。博士论文摘要内容较为充实，往

往至少一页甚至多页，在摘要中大都会用一两句或一个段落来揭示该论文的创新点。表 2

展示了摘要中创新点的主要表达句式。 

表 2 摘要中的创新点表达句式 

位置 常见的语句表达 

句首 本文创新之处……/文章创新之处…… 

本研究的新颖之处集中表现在…… 

本文在学术上的贡献体现为…… 

本文在以下方面进行了创新尝试…… 

本研究的创新性和贡献主要体现在……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及创新…… 

本论文努力在以下方面体现创新之处…… 

本文创造性地设计……/本文开创性地…… 

本文的创新点和意义体现在方法论和内容上…… 

论文的主要成果和创新在于…… 

论文最具原创性的部分在于…… 

本文的贡献和独特创见主要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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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贡献在于…… 

本文的亮点…… 

本文的重要突破…… 

本文的主要工作和创新成果可以概括为：提出了……新颖性的概念和理论观点，力

求在……方面取得新的进展 

在学术创新方面进行了以下的探索……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上的创新……二是研究视角与研究

方法的创新…… 

本文的创新性体现在选题和研究视角上的创新、研究理念和方法上的创新、实证研

究内容上的创新等三个方面…… 

本文第一次从……角度……尝试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工作 

本研究在选题、设计、方法与结论上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创新，这也是本研究区别于

相关领域其他研究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 

论文创新性地以…… 

句尾 ……是本文研究成果具有创新价值的地方。 

……是……进行综合、全面研究的一次尝试。 

从上表 2中可以看出，作者一般会使用“创新”“开创性”“创造性”“原创性”“新颖之

处”“独特创见”“重要突破”“主要贡献”“亮点”等语词引导或揭示论文的创新点。 

2.2.2 绪论中的学位论文创新点揭示 

学位论文的开头通常会有一章绪论，或称序言、前言、序章等，来交待作者的选题背景

和依据、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论文章节结构和创新点等。在规范的学位论文中，绪论

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研究在调研过程中，对绪论部分的章节标题进行整理，发现在大部

分绪论中都会单独列出一节指明论文的创新点，在管理类学科中尤其显著。图 8展示了学位

论文绪论中体现论文创新之处的节标题。 

 

图 8 绪论部分创新点的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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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8可以，绪论中往往会以“创新点”、“主要创新”、“研究创新”、“创新之处”、“研

究特色”等为标题单列一节来阐述论文的创新点，往往会有两三处创新，主要体现在理论创

新、方法创新、工具创新、材料创新、新的发现等方面；有时也会将论文创新和主要贡献、

论文创新与研究内容、创新与难点、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资料来源和研究创新、创新与不

足等合并起来阐释。 

2.2.3 结论中的学位论文创新点揭示 

与绪论一样，规范的学位论文往往也会设置结论、结语、余论这一章节，对整个论文的

主要内容、研究结果、创新之处、存在的问题、后续工作等进行总结和展望。通过对这 10 349

篇博士学位论文结论部分的整理，大部分学位论文结论部分不再细分章节，直接在文中以一

些句式引导出对创新内容的总结；也有少量论文中会对结论部分进行分节阐述，相应的节标

题中也会体现创新内容。具体如图 9所示。 

 

图 9 结论部分创新点的揭示 

由图 9可知，结论部分往往会通过“主要创新”“主要贡献与创新点”“结论与创新”“基

本结论和创新之处”等指引性词语来揭示论文的创新之处；此外，在论文结论部分，创新往

往还会跟进一步研究放在一起进行阐述，先阐述论文的创新，再指明存在的不足以及后续可

展开的工作。 

2.3 学位论文创新性揭示存在的问题 

通过上述的调研和总结可知，在日益规范化的学位论文撰写过程中，作者往往会在摘要、

绪论、结论等部分多次阐述学位论文的创新内容以回应当前学位论文评价中对于创新性的要

求。然后，这中间存在以下问题： 

（1）这些针对学位论文创新内容的阐述是建立在作者主观评价的角度，由作者自行总

结，有“王婆卖瓜”之嫌，无法客观评价论文的创新性。 

（2）这些针对学位论文创新内容的陈述建立在篇章、段落和句子层面，对内容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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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度较粗，不便于语词级的学术评价工具的使用。同时，课题组在调研过程中也尝试进行过

作者给出的关键词（一般 4-8个）与创新内容之间的关联性分析，发现关联显著性不强。 

（3）这些针对学位论文创新内容的陈述主要是在摘要、绪论、结论部分，缺少与论文

研究主体部分的关联和指向，以验证和支撑其创新的有效性。 

基于上述考虑，在《学位论文内容索引编制规则》国家标准中，特别强调了“对创新内

容涉及的研究对象、材料、过程、方法、工具等概念”进行概括性标引
[12]

，并用特殊标识符

予以揭示，希望通过索引这一细粒度的文献表征方式来揭示论文创新部分，并通过索引出处

的定位将创新之处指向论文主体研究部分，以便客观评估其创新性。 

3 学位论文内容索引编制实践与建议 

3.1 学位论文内容索引编制实践 

3.1.1 博士学位论文索引编制大赛 

鉴于学位论文内容索引国家标准刚刚颁行，为了更好地推广和对标准中条款进行实践，

在中国索引学会、复旦大学索引学社、四川大学索引学社等多个单位的协同下，我们共举办

了三届博士学位论文索引编制大赛，通过索引讲座、培训资料、互动答疑、软件平台使用指

导等多种方式对参赛者进行辅导，训练参赛者的索引编制技能，以贯彻落实学位论文内容索

引国家标准，进行高质量的学位论文索引编制实践。 

目前，已经积累了第一届（2019年）13 篇博士学位论文、第二届（2020 年）8 篇博士

学位论文、第三届（2021年）26篇博士学位论文的约 60个索引数据，涉及文、理、医、工、

农等多个学科，为制定各学科学位论文索引编制指南提供模板和范本。具体分析报告后续推

出，在本报告中暂不展示。 

3.1.2 复旦大学古籍保护方向硕士学位论文索引编制实践 

复旦大学作为学位论文内容索引国家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在标准研制过程中，已经主

动将索引意识和索引技能纳入到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2017 年起毕业的古籍保护方向硕

士学位论文要求编制索引，经过五年来的积累，已累积约 70 份的硕士学位论文内容索引。

主要涉及综合索引、人名索引、地名索引、文献名索引等类型，并依据国家标准中对论文创

新内容予以语词揭示和特殊显示。图 10 为复旦大学古籍保护方向硕士学位论文中所附索引

样例，采用综合索引形式将正文部分所出现的人名、地名、文献名、专有名词等予以揭示，

并按照款目拼音序排列，提供凡例，采用标目加粗方式对论文创新内容进行强调。 



12 
 

 

图 10 复旦大学学位论文索引编制样例 

通过上述两项实践，一方面，通过培训和引导，研究生群体可以较好地掌握索引技能并

应用于论文撰写实践中，总体索引编制质量较好，标目准确、格式规范，并且编制效率较高，

且有助于论文撰写中的错误和问题的发现；另一方面，对于创新内容的揭示依然存在一定的

困难。具体表现为：①索引中创新内容如何精确表达，是基于语词、词组短语还是句子；②

创新内容的索引范围是摘要、绪论、结论，还是文章主体内容部分，从目前的实践来看，研

究生更倾向于定位于绪论、结论这些非实质性创新之处，缺少对于主体内容中论证该创新内

容的指向；③各学科的学位论文创新性来源不一，比如历史学来源于新史料的发现或者新文

物的出土、管理学来源于某个理论方法在新的研究领域的应用、理工学科来源于某种新物质、

新材料的发现或者跨学科应用，还需要进一步对创新类型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和归纳，以便

形成更细致的索引编制尤其是创新内容索引编制的指导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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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改进和建议 

基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两个 CASHL中心馆自建学位论文库中博士学位论文索引编制情

况的调研，结合博士学位论文索引编制大赛和复旦大学古籍保护方向研究生学位论文索引编

制实践，对学位论文内容索引编制和推广提出如下建议： 

（1）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应注重索引学相关知识和技能的传授，比如纳入目前已开设

的文献检索、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等课程。 

（2）在学位论文撰写要求中，将索引置于与摘要、参考文献同等的要求，引起论文作

者对索引的重视。 

（3）开发相应的工具平台，一方面辅助索引编制，降低作者编制的难度、提高编制效

率，避免作者对编制索引的抵触；另一方面，与现有学位论文提交系统挂接，方便学位论文

索引数据在论文评价、检索、知识关联和知识服务等方面的应用，最大限度地活化学位论文

内容索引。 

4 结语 

CASHL作为一个全国性的人文社会科学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保障体系，不应忽视学位论文

资源的建设，尤其是深层次内容服务以及服务内容和服务模式的创新。目前，学位论文知识

资源的整合还建立在元数据层面，缺乏更细粒度的内容层面的整理，而内容索引是学位论文

内容一种细粒度的揭示与结构化呈现，采集学位论文内容索引数据并建立关联，将会使学位

论文资源服务从文献层提升到知识层；并且有助于打破各单位自建学位论文库的壁垒，在不

便开放存取的情况下由学位内容索引来替代原文，展示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创新性。 

以上是以 CASHL中心馆为中心，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位论文索引编制进行的一个

初步研究。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需在后续研究中展开。主要包括：（1）扩大调研对象的规

模，考察更多高校学位论文库、关注更多学科领域，积累更多的索引样例；（2）对现有编制

实践成果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发现学位论文索引编制和推广中切实存在的问题和障碍，寻求

相应的解决方案；（3）开发学位论文索引数据的应用领域，比如知识服务、论文评价、学科

趋势分析与评价、词库建设等，以应用拉动编制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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