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大经管函〔2013〕4 号 

 
武汉大学 MBA 学位论文形式、内容及其质量规定 

（2013 年 2 月试行）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是一种应用性较强的专业学位。依据国家

学位相关规定，以及武汉大学研究生专业硕士学位教育和 MBA

培养目标与要求，研究生学位论文主要分为理论导向研究

（Theory oriented research）和应用导向研究（Practice oriented 

Research）两类。理论导向研究突出理论贡献，强调使用学术共

同体公认的研究方法；应用导向研究则强调应用价值。为进一步

提高 MBA 学位论文质量，规范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工作，帮助指

导教师和学生更好地完成符合 MBA 培养特点的学位论文，MBA

教育中心（下简称“中心”）特对 MBA 学位论文的形式、内容

及其质量提出以下规定。 

一、MBA 学位论文的形式 

第一条  MBA 学位论文可以是案例分析报告、企业咨询报

告或商业计划书、调查报告、理论导向研究四种类型中的一种。

前三种属于应用导向研究，后一种属于理论导向研究。中心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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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 学生论文采取应用导向研究为主。 

第二条  案例分析报告是对某一特定的事例，首先是将其写

成为案例，再运用规范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知识对该案例进行系统

的分析，从而得出富有启发性结论的论文形式的科研成果。 

（一）案例分析主要是针对企业，也可以是针对某一行业（协

会）、某一科研院所、高等学校或政府的某一经济主管部门。 

（二）案例素材必须主要是学生通过对案例对象进行实地访

谈、调查的基础上提炼获得，而不能仅靠他人提供的文字、音像

资料或口头介绍等二手资料经整理、编写而成。 

（三）理论导向研究中的案例研究以理论构建和理论检验为

主要目的。这里的案例分析报告以解决企业(组织)实际问题或是

总结企业实践为目标。优秀的案例分析报告可二次开发为教学案

例。 

第三条  企业咨询报告是运用有关管理理论、分析方法和工

具，针对某企业存在的某个具体管理问题进行诊断，重点在于发

现问题的成因，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和可操作方案。 

（一）企业咨询报告分析主要是针对企业的，也可以是针对

某一行业（协会）、某一科研院所、高等学校或政府的某一经济

主管部门。 

（二）企业咨询报告必须是学生通过对咨询对象进行实地调

查和诊断形成的报告，而不能仅靠他人提供的文字、音像资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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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介绍等二手资料整理、编写而成。 

（三）企业咨询报告与案例分析报告最大的区别在于，尽管

同样聚焦“问题”，但它不仅要通过相关的管理理论和诊断工具

明确案例对象面临的关键问题，而且还要分析其问题根源，并由

此提出 1 个以上的问题解决方案。 

第四条  调查报告是学生运用社会调查方法、市场调研方法

等的调查研究方法，对工商管理领域内的某个或某些现实问题进

行较大样本的深入、系统调查研究，通过对调查所得数据和资料

进行科学分析、总结归纳，最终形成调查结论。 

（一）与案例分析报告和企业咨询报告的“个案”特征不同，

调查报告的研究对象具有“群体”特征。 

（二）调查既可以采用量化研究方法，如发放问卷等；也可

以采用访谈、田野观察的质化研究方法。 

第五条  根据 MBA 专业学位特点，结合 MBA 培养目标，

中心鼓励学生选择应用导向研究型学位论文形式。 

二、不同形式 MBA 学位论文的内容 

第六条  根据校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的相关规定，学位论

文一般由十一个部分组成，依次为： 

（1）论文封面； 

（2）论文英文题目； 

（3）郑重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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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文摘要和中文关键词； 

（5）英文摘要和英文关键词； 

（6）目录； 

（7）绪论（引言）； 

（8）正文； 

（9）中外文参考文献； 

（10）附录； 

（11）后记（或致谢）。 

但由于不同形式的学位论文特点不同，其“正文”部分的内

容则有不同。 

第七条  案例分析报告的正文应至少包括绪论、案例分析设

计、案例正文、案例分析和理论与实践启示五个主要部分（见附

件 1）。基本要求如下： 

（一）绪论。主要介绍案例选择的背景、类似案例报告的基

本情况和本案例分析的特色之处。 

（二）案例分析设计。一般而言，要经历案例对象初访与案

例聚焦的确定、背景资料准备与相关理论回顾、现场调查与访谈、

案例写作和案例分析等五个主要阶段。 

（三）案例正文。这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应讲述一个引人入

胜的故事，包括案例对象所处的产业情景的背景介绍，案例主角

（企业或决策者）的发展历程，案例焦点的发展脉络，面临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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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矛盾和冲突等。案例正文一般需要 6000 字以上。 

（四）案例分析。依据理论设计或相关知识，有层次、有重

点地对案例中的焦点问题或决策问题进行专门的分析和论述。案

例分析部分应不少于 10000 字。 

（五）理论与实践启示。对上述研究的简要总结，并阐述在

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启示。 

第八条  企业咨询报告的正文应至少包括绪论、企业咨询设

计、诊断问题描述、诊断分析和问题解决方案五个主要部分（见

附件 2）。学生应特别关注企业咨询报告的应用价值，一般要求

被咨询企业对企业咨询报告提供书面意见。内容的基本要求如

下： 

（一）绪论。主要介绍诊断问题和对象选择的背景、类似诊

断报告的基本情况和本诊断报告的特色之处。 

（二）企业咨询设计。一般而言，企业咨询会经历咨询对象

初访与问题聚焦、诊断方案设计与诊断工具选择、现场调查与诊

断、问题成因分析和解决方案提供等五个主要阶段。 

（三）诊断问题描述。主要是在介绍被咨询企业的基本情况、

行业或市场等背景信息的基础上，详细地描述需要诊断的问题。 

（四）诊断分析。作者根据前面确定的诊断方案，运用各种

诊断工具和方法，对诊断问题的成因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 

（五）问题解决方案。在诊断分析的基础上作者应提出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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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并由此提供 1 个以上的问题解决方案。 

第九条  调查报告的正文应至少包括绪论、相关文献回顾、

调查设计、调查结果及分析、调查结论五个主要部分（见附件 3）。

基本要求如下： 

（一）绪论。主要介绍选题背景及意义。 

（二）相关文献回顾。主要任务就是对所要调查研究的题目

进行必要的理论分析，以及理清与此问题有关的研究文献的贡献

与不足，从而确定自己的调查重点和目标。 

（三）调查设计。对论文研究目的、研究思路、调查计划、

工作流程以及研究方法等进行说明和解释。对调查对象、调查范

围、调查方式、实施方法、意外事项的处理等内容要进行比较详

细的说明。 

（四）调查结果及分析。首先对收集到的资料加以甄别、筛

选、分类和相应的数理数据加工、处理，然后应运用设计好的或

合适的资料处理方法对所得调查资料或数据进行规范的分析研

究，对分析结果要进行合乎规范的解释或说明。 

（五）调查结论。结合相关理论知识或工作经验，对计量分

析或统计分析的结果进行解释论证，通过比较研究与讨论，形成

本项研究的主要结论，并用规范的语言表述出来。 

第十条  理论导向研究型硕士学位论文应突出理论贡献，强

调使用学术共同体公认的研究方法，其论文的内容依照科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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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相关规定（见附件 4）。 

三、不同形式 MBA 学位论文的质量评价 

第十一条  根据研究生院对学位论文质量要求及 MBA 培养

特点，总体而言，MBA 学位论文质量要求如下： 

（一）对所研究问题或课题应有新的见解，表明作者的科学

研究和独立承担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二）论文选题紧密结合我国改革与建设、企业管理或原工

作单位的实际需要； 

（三）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 

（四）论文应客观、真实地展现学生科学研究和论文写作基

本历程； 

（五）学位论文的字数应为 3 万字以上； 

（六）论文写作中必须坚持学术道德和写作规范，禁止剽窃、

抄袭、剪裁他人文章等违反学术道德、学术规范和侵权行为，一

经发现，所写论文无效；已评定成绩者，取消成绩；已授予学位

者，宣布学位证书作废。 

第十二条  不同形式 MBA 学位论文的特点和内容存在差

异，其论文质量评价要求和要点也不同，中心因此采用不同的《工

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论文评阅书》（见附件 5 和附件 6）。 

第十三条  应用导向研究的学位论文质量评价使用《工商管

理硕士专业学位论文评阅书（应用导向研究）》（见附件 5），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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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包括如下方面： 

（一）论文选题，主要考察其实用性、重要性、新颖性、前

瞻性； 

（二）理论与方法，主要考察其理论应用、问题分析的理论

深度、正确运用研究方法； 

（三）应用价值，主要考察其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直接或

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操作性； 

（四）综合能力，主要考察其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调查研

究能力； 

（五）文字表达能力，主要考察其逻辑性是否强、结构是否

严谨、文字是否通顺流畅。 

（六）写作规范，主要考察其中英文标题、摘要以及图、表、

引注、参考文献（中外文）是否专业和规范等。 

第十四条  理论导向研究的学位论文质量评价使用《工商管

理硕士专业学位论文评阅书（理论导向研究）》（见附件 6），与

应用导向研究不同点在如下方面： 

（一）理论与方法，主要考察其理论建构、理论检验和正确

运用研究方法； 

（二）理论运用与价值，主要考察理论联系实际的情况，以

及论文对企业或部门、行业乃至全国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直

接或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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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导师在学生选题时确定学位论文的形式，根据不

同形式论文的内容规范和质量评价要求进行写作。论文评阅人根

据应用导向研究学位论文和理论导向研究的学位论文使用不同

的《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论文评阅书》给出评阅意见，并提出

修改建议。 

 

附件： 

附件 1：案例分析报告型论文目录范例 

附件 2：企业咨询报告型论文目录范例 

附件 3：调查报告型论文目录范例 

附件 4：理论导向研究型论文目录范例 

附件 5：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论文评阅书（应用导向研究） 

附件 6：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论文评阅书（理论导向研究）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二○一三年二月八日 

主题词：MBA  学位论文  质量规定 

主送：全体院领导，学院各系所、各内设机构 

抄送：校研究生院 

印制：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3 年 2 月 8 日 

打印：刘林青       校对：张  岱                共印 79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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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案例分析报告型论文目录范例 

 
目  录 

 

中文摘要……………………………………………………………i 

英文摘要……………………………………………………………ii 

目    录…………………………………………………………iii 

表 目 次…………………………………………………………ⅳ 

图 目 次…………………………………………………………ⅴ 

第一部分  引言（绪论）……………………………………………1 

一、案例选择的背景………………………………………………3 

二、分析动机与目的  ……………………………………………5 

三、类似案例分析现状  …………………………………………7 

四、分析的内容与方法  …………………………………………9 

五、分析范围与限制  ……………………………………………11 

第二部分  案例分析设计  ……………………………………13 

一、…………………………………………………………………13 

二、…………………………………………………………………19 

第三部分  案例描述……………………………………………23 

第四部分  案例分析……………………………………………28 

一、…………………………………………………………………28 

二、…………………………………………………………………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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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50 

四、…………………………………………………………………62 

五、…………………………………………………………………79 

第五部分  理论与实践启示…………………………………100 

一、理论启示……………………………………………………100 

二、实践启示  …………………………………………………105 

 
参考文献 

 

中文部分…………………………………………………………115 

外文部分…………………………………………………………120 

 

附  录： 

 

附录四  某公司组织管理调查问卷（预试问卷）………………130 

后记：……………………………………………………………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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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企业咨询报告型论文目录范例 

 

目  录 

 

中文摘要……………………………………………………………i 

英文摘要……………………………………………………………ii 

目    录…………………………………………………………iii 

表 目 次…………………………………………………………ⅳ 

图 目 次…………………………………………………………ⅴ 

第一部分  引言（绪论）……………………………………………1 

一、对象选择的背景………………………………………………1 

二、诊断动机与目的………………………………………………5 

三、类似诊断报告现状……………………………………………7 

四、诊断的内容与方法……………………………………………9 

五、分析范围与限制………………………………………………11 

第二部分  企业咨询设计………………………………………13 

一、咨询对象初访与问题聚焦……………………………………13 

二、诊断方案设计与工诊断工具选择……………………………19 

第三部分  企业诊断问题描述…………………………………23 

一、…………………………………………………………………23 

二、…………………………………………………………………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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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企业诊断分析………………………………………32 

一、…………………………………………………………………32 

二、…………………………………………………………………45 

三、…………………………………………………………………49 

第五部分  解决方案……………………………………………54 

一、…………………………………………………………………54 

二、…………………………………………………………………70 

 
参考文献 

 

中文部分…………………………………………………………85 

外文部分…………………………………………………………88 

 
附  录 

 

附录四  某公司组织管理调查问卷（预试问卷）………………93 

后记：……………………………………………………………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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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调查报告型论文目录范例 

 

目  录 

 

中文摘要……………………………………………………………i 

英文摘要……………………………………………………………ii 

目    录…………………………………………………………iii 

表 目 次…………………………………………………………ⅳ 

图 目 次…………………………………………………………ⅴ 

第一部分  引言（绪论）……………………………………………1 

一、调查的背景与意义……………………………………………1 

二、调查动机与目的………………………………………………5 

第二部分  相关文献回顾………………………………………13 

一、国外相关文献回顾……………………………………………13 

二、国内相关文献回顾……………………………………………16 

第三部分  调查设计……………………………………………23 

一、调查对象………………………………………………………23 

二、调查范围………………………………………………………26 

三、调查方式………………………………………………………30 

四、实施方法………………………………………………………36 

五、意外事项处理…………………………………………………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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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调查结果与讨论……………………………………55 

一、调查结果………………………………………………………55 

二、讨论……………………………………………………………60 

第五部分  结论与建议…………………………………………70 

一、结论……………………………………………………………70 

二、建议……………………………………………………………75 

 
参考文献 

 

中文部分…………………………………………………………80 

外文部分…………………………………………………………85 

 
附  录 

 

附录四某公司组织管理调查问卷（预试问卷）…………………90 

后

记：………………………………………………………………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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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理论导向研究型论文目录范例 

 

目  录 

 

中文摘要……………………………………………………………i 

英文摘要……………………………………………………………ii 

目    录……………………………………………………………iii 

表 目 次…………………………………………………………ⅳ 

图 目 次…………………………………………………………ⅴ 

第一章  引言（绪论）……………………………………………1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背景…………………………………………2 

第二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3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6 

第四节  研究的内容与方法………………………………………6 

第五节  研究范围与限制…………………………………………8 

第二章  理论概述………………………………………………10 

第一节  理论……………………………………………………10 

第三章  分析或研究……………………………………………72 

第一节  …………………………………………………………72 

第二节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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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78 

第四节  …………………………………………………………78 

第五节  …………………………………………………………78 

第四章  研究结果与讨论………………………………………110 

第一节  结果……………………………………………………110 

第二节  讨论……………………………………………………112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140 

第一节  结论……………………………………………………140 

第二节  建议……………………………………………………150 

 
参考文献 

 

中文部分…………………………………………………………155 

外文部分…………………………………………………………160 

 
附  录 
 

附录一  某公司组织管理调查问卷（预试问卷）………………160 

后记………………………………………………………………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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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论文评阅书（应用导向研究） 

论文类型：应用导向 

 

 

 

 

 

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 

论文评阅书 

 

 

硕士研究生姓名：                     

学          号：                 

院、系  名  称：                     

研  究  方  向：                

论  文  类  型：                

送  评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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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题目： 

论文类型 案例分析报告 企业咨询报告 调查报告 

小项的评价等级（请在对应等级打勾） 序 
号 

项目评分 小项 
I（90~100 分） Ⅱ（76~89 分） Ⅲ（60~75 分） Ⅳ（59 分以下）

a.前瞻性 
有较好预见性和

前景 
 
有一定的预见

性和前景 
 有一定前瞻性  无前瞻性  

b.实用性 实用价值高  实用价值较高  有实用价值  无实用性  

c.新颖性 很新颖  比较新颖  有新颖性  无新颖性  

论文选题

20％（可

选一项打

分） 
1 

评分 
f1＝ 

d.重要性 
重要；有较大工

作量和难度 
 
比较重要有一

定工作量难度
 有一定重要性  无重要性  

理论运用 理论联系实际好  
能较好的理论

联系实际 
 
能理论联系实

际 
 

不能联系实

际 
 

理论深度 分析严密有深度  
有较好的理论

分析和深度
 
有一定理论分

析和深度 
 

缺少理论分

析和深度
 

理论与方

法 20％ 

独立见解 
有创造性见解成

果突出 
 

有新见解 
成果较突出

 有新见解  无新见解  
2 

评分 
f2＝ 方法运用 

方法较新运用灵

活正确 
 
能较好地运用

所学研究方法
 

能正确运用 
所学研究方法

 
不能正确运

用 
 

a.企业或单位
有重要参考价值

和借鉴意义 
 
有较高参考价

值和借鉴意义
 

有参考价值 
和借鉴意义 

 
无参考价值

和借鉴意义
 

b.政府或行业

主管部门 
有重要参考价值

和借鉴意义 
 
有较高参考价

值和借鉴意义
 

有参考价值 
和借鉴意义 

 
无参考价值

和借鉴意义
 

应用价值

20％（可

选一项打

分） 

c.全国性的 
有重要参考价值

和借鉴意义 
 
有较高参考价

值和借鉴意义
 

有参考价值 
和借鉴意义 

 
无参考价值

和借鉴意义
 

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高  比较高  有  无  

3 

评分 
f3＝ 

可操作性 实施比较可靠  便于操作  可以操作  无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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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小项的评价等级（请在对应等级打勾） 序

号 
项目 
评分 

小项 
I（90~100 分） Ⅱ（76~89 分） Ⅲ（60~75 分） Ⅳ（59 分以下）

综合运

用知识 

能很好综

合所学知

识解决实

际问题 

 
能较好综合所学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
 

能综合运用 
所学知识 

 
综合运用知

识能力较差
 综合能

力 20％ 

分析问

题能力 
分析问题 
能力强 

 
分析问题能力比较

强 
 

有分析 
问题能力 

 
分析问题的

能力比较差
 

4 

评分 
f4＝ 调查研

究能力 

调研深入

充分成绩

明显 
 

具有较好的 
调查研究能力 

 
有一定的调

查研究能力 
 缺乏调查  

逻辑性 逻辑性强  逻辑性比较强  
基本符合逻

辑 
 逻辑性差  

文字表

达水平

15％ 
 

论文结

构 
(是否符

合论文

类型) 

结构严

谨、层次

分明 
 

结构比较严谨 
层次比较分明 

 
结构基本合

理 
 结构欠合理  

5 

评分 
f5＝ 

文字表

达 
文字通顺

流畅 
 比较通顺  基本通顺  

不通顺处较

多 
错别字较多

 

标题、摘

要和关

键词的

英文翻

译 

符合专业

规范及要

求 
 

比较符合专业 
规范及要求 

 
基本符合专

业规范 
 

错误或不符

合专业规范
 写作规

范性 5% 

摘要、关

键词 

符合写作

规范及要

求 
 

比较符合写作规范

及要求 
 

基本符合写

作规范 
 

不符合写作

规范 
 

6 

评分 
f6＝ 

引注、参

考文献 

符合专业

规范及要

求 
 

比较符合专业规范

及要求 
 

基本符合专

业写作规范 
 

错误较多或

不符合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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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项的评价等级（请在对应等级打勾） 序

号 
项目 
评分 

小项 
I（90~100 分） Ⅱ（76~89 分） Ⅲ（60~75 分） Ⅳ（59 分以下）

图表运

用 

符合论文

写作规范

及要求 
 

比较符合论文写作

规范及要求 
 

基本符合论

文写作规范 
 

引注错误较

多 
或不符合规

范 

 

7 
综合评价（F
＝        ） 

高水平 
MBA 论

文 
 

较好的 
MBA 论文 

 
达到 MBA 
论文水平要

求 
 

不够 MBA
论文水平要

求 
 

对论文的综合评价： 
（评价的具体内容： 对论文选题和综述的评价； 对论文理论与知识运用的评价； 对论文新见

解或创造性成果的评价； 对论文应用价值的评价； 对论文作者综合能力的评价； 对论文文字

表达和写作规范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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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项的评价等级（请在对应等级打勾） 序

号 
项目 
评分 

小项 
I（90~100 分） Ⅱ（76~89 分） Ⅲ（60~75 分） Ⅳ（59 分以下）

 
论文存在的不足及改进建议 
 
 
 
 
 
 
 
 
 
 

论文是否达到工商管理硕士

专业学位论文水平 
 

是否同意该生参加

学位论文答辩 
 

等级评定：打“ ” 
[   ]优（90 分以上）   [   ]良好（80-89 分）   [   ]合格（70-79 分）   [   ]不合格（69 分以

下） 

 
评阅人工作单位： 
 
 
评阅人签名：                  职称：              职务：                   
 

年   月   日

备注：（1）请在相应空格内打分，为减少评审专家工作量，综合评价一栏的空格

可以空白。 

（2）序号 1（论文选题）部分中的 a、b、c、d 四项中可以只对其中一项打分。 

（3）序号 3（应用价值）部分中的 a、b、c 三项可以只对其中一项打分。 

（4）综合评价由答辩秘书计算得分，并填在空格内 F＝f1+f2+f3+f4+f5+ 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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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论文评阅书（理论导向研究） 

论文类型：理论导向 

 

 

 

 

 

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 

论文评阅书 

 

 

硕士研究生姓名：                     

学          号：                

院、系  名  称：                    

研  究  方  向：               

论  文  类  型：               

送  评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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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题目： 

 

论文类型  理论导向型论文 

小项的评价等级（请在对应等级打勾） 序

号 
项目 
评分 小项 I（90~100 分） Ⅱ（76~89 分） Ⅲ（60~75 分） Ⅳ（59 分以下）

a.前瞻性 
有较好预见性和

前景 
 

有一定的预见

性和前景 
 有一定前瞻性  无前瞻性  

b.实用性 实用价值高  实用价值较高  有实用价值  无实用性  

论文选

题 20％
（可选

一项打

分） c.新颖性 很新颖  比较新颖  有新颖性  无新颖性  
1 

评分 
f1＝ d.重要性 

重要；有较大工

作量和难度 
 

比较重要有一

定工作量难度
 有一定重要性  无重要性  

理论构建 

有创造性见解成

果突出（验证了

以往未探寻的关

系或过程；显著

地重新构建了现

有构念） 

 

有新见解，成果

较突出（分析已

存在关系，介绍

新的中介变量

或调节变量）

 

有新见解（验证

了属于以往理

论的效应，即早

期理论构建过

程主体的影响）

 

无新见解

（对以往解

释过的效应

进行重复研

究） 

 理论研

究和方

法 30％

理论检验 

分析严密有深度

（基于既有理

论、模型、图示

预测预测） 

 

有较好的理论

分析和深度（为

基于现有概念

表述的预测）

 

有一定理论分

析和深度（运用

以往的结论文

献为基础进行

预测） 

 

缺少理论分

析和深度

（归纳的或

基于逻辑推

断的预测）

 

2 

评分 
f2＝ 

方法运用 
方法较新运用灵

活正确 
 

能较好地运用

所学研究方法
 

能正确运用 
所学研究方法 

 
不能正确运

用 
 

理论运用 理论联系实际好  
能较好的理论

联系实际 
 

能理论联系实

际 
 

不能联系实

际 
 

对企业、部

门或行业 
有重要参考价值

和借鉴意义 
 

有较高参考价

值和借鉴意义
 

有参考价值 
和借鉴意义 

 
无参考价值

和借鉴意义
 

理论运

用与价

值 15％
（可选

一项打

分） 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高  比较高  有  无  

3 

评分 
f3＝ 可操作性 实施比较可靠  便于操作  可以操作  无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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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小项的评价等级（请在对应等级打勾） 
序

号 
项目 
评分 

小项 I（90~100 分） Ⅱ（76~89 分） Ⅲ（60~75 分） Ⅳ（59 分以下）

综合运用知

识 

能很好综

合所学知

识解决实

际问题 

 
能较好综合

所学知识解

决实际问题

 
能综合运用 
所学知识 

 
综合运用

知识能力

较差 
 综合能

力 15％ 
 

分析问题能

力 
分析问题 
能力强 

 
分析问题能

力比较强 
 

有分析 
问题能力 

 

分析问题

的 
能力比较

差 

 
4 

评分 
f4＝ 调查研究能

力 

调研深入

充分成绩

明显 
 

具有较好的

调查研究能

力 
 

有一定的调

查研究能力 
 缺乏调查  

逻辑性 逻辑性强  
逻辑性比 
较强 

 
基本符合逻

辑 
 逻辑性差  文字表

达水平

15％ 论文结构 
(是否符合论

文类型) 

结构严谨、

层次分明 
 

结构比较 
严谨 

层次比较 
分明 

 
结构基本合

理 
 

结构欠合

理 
 

5 

评分 
f5＝ 

文字表达 
文字通顺

流畅 
 比较通顺  基本通顺  

不通顺处

较多 
错别字较

多 

 

标题、摘要和

关键词的英

文翻译 

符合专业

规范及 
要求 

 
比较符合 
专业 

规范及要求

 
基本符合专

业规范 
 

错误或不

符合专业

规范 
 

摘要、关键词

符合写作

规范及 
要求 

 
比较符合写

作规范及 
要求 

 
基本符合写

作规范 
 

不符合写

作规范 
 

写作规

范性 5% 

引注、参考文

献 

符合专业

规范及 
要求 

 
比较符合专

业规范及 
要求 

 
基本符合专

业写作规范 
 

错误较多

或不符合

规范 
 

6 

评分 
f6＝ 

图表运用 
符合论文

写作规范

及要求 
 

比较符合论

文写作规范

及要求 
 

基本符合论

文写作规范 
 

引注错误

较多 
或不符合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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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项的评价等级（请在对应等级打勾） 
序

号 
项目 
评分 

小项 I（90~100 分） Ⅱ（76~89 分） Ⅲ（60~75 分） Ⅳ（59 分以下）

7 
综合评价（F
＝        ） 

高水平 
MBA 论文 

 
较好的 

MBA 论文
 

达到 MBA 
论文水平要

求 
 

不够 MBA
论文水平

要求 
 

 
对论文的综合评价： 
（评价的具体内容： 对论文选题和综述的评价； 对论文理论与知识运用的评价； 对论文新见

解或创造性成果的评价； 对论文应用价值的评价； 对论文作者综合能力的评价； 对论文文字

表达和写作规范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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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项的评价等级（请在对应等级打勾） 
序

号 
项目 
评分 

小项 I（90~100 分） Ⅱ（76~89 分） Ⅲ（60~75 分） Ⅳ（59 分以下）

论文存在的不足及改进建议 
 
 
 
 
 
 
 
 
 
 

论文是否达到工商管理硕士专业

学位论文水平 
 

是否同意该

生参加学位

论文答辩 
 

等级评定：打“ ” 
[   ]优（90 分以上）   [   ]良好（80-89 分）   [   ]合格（70-79 分）   [   ]不合格（69 分以

下） 

 
 

评阅人工作单位： 
 
 
评阅人签名：                  职称：              职务： 
 

年   月   日

备注：（1）请在相应空格内打分，为减少评审专家工作量，综合评价一栏的空格

可以空白。 

（2）序号 1（论文选题）部分中的 a、b、c、d 四项中可以只对其中一项打

分。 

（3）序号 3（应用价值）部分中的 a、b、c 三项可以只对其中一项打分。 

（4）综合评价由答辩秘书计算得分，并填在空格内 F＝f1+f2+f3+f4+f5+ f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