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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

中国研究生教育的科学发展观

何 理想
(长安大学 研究生部 ,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　要:分析了中国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 ,指出现阶段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规模和研究生培养

质量的矛盾 、研究生创新能力不强 、研究生教育体制存在的弊端是困扰中国研究生教育科学发展的

三个主要障碍 ,提出必须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 ,实现我国研究生教育全面 、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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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ic development view on Chinese graduate

student education

HE Li-xiang
(Department of Graduate Students , Changan UniverSity , Xian 710064 , China)

Abstract:The education of graduate student is the most impo rtant part of modern educat ion system.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education of g raduate student are analyzed.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conflict

between developing scale and quali ty , the shortage of innovation ability , and the defect in educat ion

sy stem are the main problems.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developing of graduate student education must

be guided by scientific development view to realize i 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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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观是对社会发展一般进程的客观规律的认

识和把握 ,是关于发展的本质 、目的 、内涵和要求的总

体看法和根本观点。党的十六大在全面分析国际国

内形势的基础上 ,明确提出了中国新世纪实施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 ,特别是头 20年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

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 、协调 、

可持续的发展观 ,促进经济 、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 、统筹区域发展 、统筹经济社

会发展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

外开放的要求” ,完整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1] 。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极为丰富 ,概括起来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1)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2)坚持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3)坚持区域协调发展;4)坚持可持续

发展;5)坚持改革开放;6)坚持以人为本。从以上几

个方面看 ,各个方面的科学发展都离不开高素质的

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 ,而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的

最高层次 ,是一个国家教育和科技发展水平的重要

标志。这就要求研究生教育发展首先必须以科学的

发展观为指导 ,尊重教育科学发展规律 ,尊重人才成

长规律 ,以解决我国研究生教育中的各种问题 ,树立

科学发展观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高层次人才

支持和保障 。

一 、中国研究生教育科学发展观

中存在的问题

(一)量与质的问题

近几年来 ,中国研究生扩招十分迅速:1999年



全国招收研究生 9.22万 ,比上年增长 21.4%;2000

年全国招收研究生 12.85 万 ,比上年增长 39.4%;

2001 年全国招收研究生 16.52 万 , 比上年增长

28.6%;2002年全国招收研究生 20.3万 ,比上年增

长 22.8%;2003年全国招收研究生 30.2万 ,比上年

增长 48.8%。预计到 2005年 ,全国在校研究生总

数将超过 150万人。

在连续几年扩招后 ,为了保证研究生教育质量 ,

各校纷纷出台一些规定:一是研究生一般必须做课

题 ,二是研究生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 ,必须发表若干

篇论文 。以上两项规定在前几年研究生总数不多

时 ,对于提高研究生的实际科研能力和教学质量起

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随着研究生大量扩招后 ,一些问

题逐渐暴露了出来。

1.研究生的课题来源

首先是研究生做的课题数目与研究生数量相比

严重不足。以一般研究型大学为例 ,研究生总数通

常在 5000至 10000人 ,以 8000人计 ,如果两名研究

生同做一个课题 ,就要有 4000个课题 ,再若 10名研

究生做一个大课题 ,则需 800个大课题 。在目前的

中国 ,没有几个大学能够每年拥有如此数量的课题

供研究生去做 ,由此出现了一个导师所带研究生论

文题目不同而内容大同小异 、低水平重复的问题 ,甚

至存在抄袭现象 。

2.研究生论文的发表

目前 ,各个学校都要求研究生在规定的“286”种

或“339”种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假设核心期刊以 300

种计 ,有月刊有季刊 ,以双月刊平均每年出 6 期计 ,

每期可登 30篇论文 ,总共可发表 300×6×30=5.4

万篇文章。但 2003年全国计划统招硕士生和博士

生总数为 30万人 ,而且还将继续每年递增。这样就

形成研究生发表论文的巨大需求与有限的核心期刊

之间的供需失衡 ,使研究生很难潜心进行研究工作 ,

必须花费大量宝贵的时间去拼凑论文 ,导致学术风

气败坏 ,科学道德沦丧 ,与研究生教育的科学发展背

道而驰。

(二)创新能力培养问题

2002年 10月召开的全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席会

上 ,参会的各位院长们普遍认为 ,目前研究生教育质

量问题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研究生创新能力不强 ,

大部分研究生还是表现出习惯的接受 、理解和掌握

现成的知识 ,缺乏用批判的眼光对教师授课的内容

提出问题的能力;许多研究生倾向于将相关文献的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想简单地重复或移植到自己的论

文 ,或者将前人的研究成果稍加推演或论证 ,或者证

实已有成果的正确性 ,论文作者本人很少或根本没

有自己对论文课题独到的见解和原创性的研究成

果 ,这样就使得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创新性不能达到

应有的水平 。

造成研究生创新能力不强的主要原因有:我国

长期的应试教育轻视了学生的个性和综合素质培

养 ,造成了学生的思想僵化 ,在科学研究中表现出保

守 、谨慎 ,不敢创新;部分研究生导师的学术水平不

高 ,科研项目的创新性和前沿性不足以支撑研究生

培养 。研究生招生数量的增加 ,一方面是对生源质

量的严峻挑战 ,同时也使许多研究生培养单位原本

就很紧张的教学资源显得更加捉襟见肘。

研究生创新能力不强的现象将直接影响国家创

新体系的建设 ,最终会影响到国家的发展 ,必须引起

研究生教育各界的高度重视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要

树立质量意识 ,采取有效措施 ,尽快扭转这种局面。

(三)体制性问题

在中国 ,承担研究生教育的高校都是公办高校 ,

国家对研究生教育资源高度垄断 ,研究生教育资源也

完全按行政命令进行配置 ,广大民众对研究生教育的

巨大需求与有限的资源及资源的低效率利用之间存

在巨大的供需矛盾 ,这是制约研究生教育科学发展的

主要体制性障碍。而且 ,政府对研究生教育的具体工

作管得过多过细 ,学位点 、招生指标 、培养规格 、授予

学位的名称及等级都由政府部门审批 ,这样就有可能

产生供需失衡的问题。因为在这种模式下 ,社会对人

才的需求主要通过招生计划来反映 ,但科学研究早就

证明无论政府多么努力 ,它都无力掌握和处理社会需

求信息 ,更何况教育还有一定的滞后性 ,因此毕业研

究生的供需失衡也就在所难免了。至于地区供求结

构 、学科专业结构等方面的失衡也是这个道理。又如

投资不足的问题。学校办学依靠政府 ,必然出现教育

投资渠道单一的问题 ,对于财政紧张的发展中大国 ,

教育投入不足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二 、中国研究生教育科学发展之对策

(一)稳定规模 、全面提高培养质量

1.招生中坚持宁缺毋滥 、全面考核的原则

良好的生源是研究生教育成功的重要保障 ,因

此应当把好招生这一关 。研究生招生中可逐步尝试

改变类似高考的招生模式 ,更着重考察学生的知识

结构和综合能力。在扩招的同时要严把新生的质量

关 ,杜绝盲目扩张的倾向 ,遵循宁缺毋滥的原则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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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正对国家负责 、对学校负责和对考生负责 。具

体操作中 ,在考分达到国家标准的前提下 ,加大专业

综合复试和面试的比重 。在对考生的科研思路 、综

合分析能力以及是否具有坚实宽广和系统深入的专

业知识考察测试之后 ,再综合考生的考分进行筛选 ,

惟有如此 ,才能选拔到真正优秀的人才 。

2.多渠道开发和优化科研资源

中国研究生的培养主要采取导师负责制 。这种

培养方式曾经被称为适合高等教育的“精英教育方

式” 。但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逐年扩大 ,一个博士

生导师可能带二三十个研究生 ,同时自己还要搞科

研和教学 ,不可避免地疏于管教 。课题的获取与开

展已成为师生所困惑的焦点 ,导师没有足够多的好

课题可供研究 ,学生在课题进行过程中缺乏充分的

指导 ,感觉进展举步维艰 ,论文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欠

缺。另外 ,课题经费不足 、试验仪器陈旧以及学校硬

件的捉襟见肘也是让导师和研究生很困惑的问题 。

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 ,应当积极采取以导师培

养组(课题组)集体培养研究生的方式 ,有效发挥集

体智慧的优势。导师培养组(课题组)应是本学科专

业或相关专业或交叉学科专业导师的有机结合体 。

通过不同导师的知识结构和多种思维的优势组合 ,

优化研究生的知识结构 ,有效进行研究生的个性培

养。同时 ,踊跃举办研究生学术报告和本学科前沿

知识及学术动态的专题报告 ,定期进行学术交流 ,启

迪研究生的研究思路 。

同时 ,高等院校应鼓励和倡导多渠道筹资 ,解决

科研经费紧张的问题 ,确保课题研究的正常进行 。

寻求社会合作 ,横向和纵向课题并重;注重以社会科

研和工程项目锻炼研究生的科研素质和专业素质;

以工养研;通过参与组织项目实施提高研究生的管

理能力;集中优势资金 ,建设完善的实验设施 、图书

资料和通讯设备等与课题研究相关的条件。

(二)全面加强创新能力培养

江泽民同志一再强调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

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他要求全党和全

社会都要高度重视理论创新 、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 ,

还对大学生在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人才支持和知识贡

献等方面提出了特殊要求 。研究生教育从本质上讲

是一种创新教育 ,张扬创新意识 、培养创新能力是非

常重要的 。

当前时代是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知识经济时

代 ,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是当代各国最宝贵的财富 ,必

须把增强民族的创新能力提高到关系中华民族的兴

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

首先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导师队伍。遴选导师

时 ,除了学历 、职称 、成果 、课题等基本要求外 ,要重

点考察他们的学术能力。要定期从学术水平 、科研

成果 、教书育人等方面对导师进行考核 ,对成绩优异

的 ,要多给招生指标 ,并给予一定奖励;对考核不合

格的 ,要暂缓招生或停止招生。

其次要更新教育观念 ,调整课程结构体系 ,优化

教学内容 ,改革教学方法 。对国外研究生教育的成

功经验 、方法和教材要系统地引进 、消化和吸收 。

三要鼓励研究生标新立异 ,创造良好的环境和

氛围 ,使他们能够在学术领域自由地思考 。要正确

对待并注重研究生的个性发展 ,积极创造条件 ,推行

研究生兼任教学助理 、科研助理制度 ,研究生不仅是

学生 ,也是研究者 ,结合教学 、科研进行助教 、助研 、

助管 ,使他们在服务的社会中提高觉悟 ,增长才干 ,

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中去锻炼 ,在参与中成长。

(三)以改革推动研究生教育体制的创新

1.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促进学校法人制度的

建立

在中国 ,与经济改革日新月异相比较高教改革

相对落后 ,而真正建立学校法人制度是我国高等教

育体制一种深层次变革 , 是一种深刻的制度创新。

中国提出有关高等学校法人地位的问题 ,是随着中

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出现的 ,到现在

为止讨论和研究的时间并不长 ,但进展较快 ,立法上

已经明确地肯定了高等学校的法人地位。世界上大

多数国家高等学校都具有法人地位 ,中国已确立了

这一制度目标 ,尽管实践上还要继续努力 ,但这一制

度目标的意义将是难以估量的。现在要做的事情是

如何让这种制度真正发挥功能。

建立高等学校法人制度 ,首先要在学校治理结

构上下功夫 。高等学校治理结构要处理好人力资本

和物质资本二者之间的关系 ,让他们到市场上实现

其增值功能。在当前情况下 ,高等学校的发展最重

要的是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 ,要在制度设计上处理

好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

为了促进作为研究生培养单位的高等学校法人

制度的建立 ,研究生教育政策可重点考虑在以下两

个方面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一是研究生招生自主

权 。国家每年举行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分硕士段

和博士段),考试合格者由国家颁发统一合格证 ,获

得合格证的考生才能参加各研究生招生单位自主组

织的入学考试。各研究生招生单位自主安排招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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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自主确定录取方式 。二是学科 、专业建设自主

权。改变高等学校设置学科专业完全由政府审批的

办法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 、学术团体和研究生教育评

估机构的作用 ,增强自律机制 ,政府要逐步减少直至

杜绝对学术权力的直接干预 ,把工作重点转到创造

学术自由的制度基础上来 。作为过渡办法 ,可进一

步扩大按一级学科审批学位点的试点 ,暂时继续保

留学位层次的审批。

2.建立健全研究生教育产业的市场基础

研究生教育的市场基础包括消费者市场 、劳动

力市场和院校市场。随着改革的深入 ,在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 ,研究生培养单位将最终主要依靠

这些市场求得生存和发展。研究生教育市场的存

在 ,不以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但这种市场当

前是封闭的 ,其发展受到了压制。今后 ,研究生教育

政策要在开放市场 ,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方面

努力 。

一是建立健全研究生招生市场 。国家每年组织

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 ,考试合格者由国家统一发给

合格证 ,合格证有效期为三年 。合格证是获取国家

资助的唯一凭证。研究生培养单位自主招生 ,但只

有招到具有合格证的学生才能获得国家的资助 ,政

府其他方面的投资也以合格证的生源数量为主要依

据。这种招生政策的变革 ,就使政府对研究生教育

的投资具有了实质的意义 ,改变了向培养单位投资

的模式 ,为生源市场的建立创造了公平竞争的条件 。

另外 ,政府可以购买一些社会效益大的冷门专业或

国家急需专业的研究生教育服务 ,免费提供给合格

的人选 ,政府购买采取公平竞争的方式通过市场来

实现。

二是教师市场的开放 ,特别要吸引优秀高级人

才充实到导师队伍中来 ,打破人才的单位所有制 。

三是继续开放院校市场 。从改革动力来看 ,现

有的研究生培养单位都是原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 ,

他们对改变现有体制的动力不大 ,研究生教育改革

的动力现在主要来自于政府。当前 ,我国高校特别

是研究生培养单位生存压力较小 ,正是政府放开高

校办学的大好时机 。国家不仅应该鼓励开办民办高

校 ,而且可以让一批生存能力较强的学校真正与政

府脱钩 ,到市场中求生存 。开放院校市场可以扩大

改革动力 ,是保证高教改革成功的重要措施 ,其意义

非同寻常。

四是研究生教育融资市场的建立 ,促进多元投

资体制的形成 。政府可以考虑建立教育银行 ,发行

教育证券等措施 ,还可以考虑引进外国资本 、实行教

育贷款贴息政策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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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好的效果的任何事物便是善的),人们称一个行为

是善的最通常的理由也毫无疑问就是它能引起的效

果。其中之一也许就是它最终促进了能自然地予以

好评的状态或境况 。”[ 5] 就连否定价值判断有意义

的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维特根斯坦也承认 ,有些价

值判断 ———而且是典型的价值判断 ,也表达事实 。

他认为 ,典型的价值判断表示相对意义 ,如说“椅子

是好的”时 ,是相对于某种预先确定的好的目的而言

的 ,它意味着椅子对于某个目的是“有用的” ,这种价

值判断 ,是表达一种事实。这些都说明价值判断的

根在事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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