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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4_9A_E4_B8_93_E5_c79_116112.htm 近几年，随着我国研

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大，博士生数量迅速增长。博士生的培养

质量受到大家的日益关注。受国务院学位办委托，清华大学

就博士生培养质量问题进行专题调查研究。近日，来自国家

学位发展中心、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科技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院校

的10多位专家学者在清华大学举行座谈会，对我国当前的博

士生教育质量、存在问题以及改进方法进行了讨论。 博士生

教育质量应是德、智、体全面发展来源：www.examda.com 有

学者指出，博士生的教育质量可以有侠义和广义之分，侠义

的质量指博士生的博士论文质量。一些相应的质量保障措施

，如评估、评审、中期筛选等，这些都是保证博士论文质量

非常好的做法。从广义来说，博士生教育质量就是德、智、

体的全面发展，在关注博士论文质量的同时，对博士生的文

化素养、道德素质以及团队合作能力也需要加强，但这些素

质、能力方面的要求如何体现，在我们目前的评价体系中还

有待于落实和具体化。 与会者认为，国内高教界通常把博士

生的质量分为三个部分：内部质量，外部质量和人文质量。

外部质量是指博士生对外部环境适应的程度，或者说对工作

岗位适应的程度，这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适应性

，指用人单位对毕业博士生的满意度；另一方面是结构适应

性，也就是整个博士生的培养是否适应社会的需要，或者说

博士点学科结构、毕业博士生专业结构与市场高级人才需求



结构的吻合程度及变化趋势的一致性程度。现在欧盟等国家

越来越强调博士生对于市场的适应性，这种市场的适应性已

经成为衡量博士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准。内部质量，指博士

生的学术、学业成就，包括创新性、规范性和伦理性。其中

最核心的是创新性，创新性的核心是原创性，其原创性可以

引起技术的变革。 博士生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术精英来源

：www.examda.com 与会专家认为，博士生教育的目标是培养

学术精英。博士生毕业后无论在什么领域就业，都需要创造

性地创造知识、批判性地传承知识并在各种场合传达学术理

念、价值或把知识转化成生产力。 目前，我国博士生学习的

网络环境、资料的丰富程度、指导教师的国际背景、学校的

设施设备等均比以前有了提高，同时，博士生教育的质量保

障体系日渐完善。匿名评审、中期答辩等一系列措施的实施

都有效地保障了博士生的教育质量。以发表论文的质量作为

博士生的评价标准，是国际通用的做法。我国近年来进行了

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选，涌现出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在引导学校和博士生创造精品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做

法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应该看到我们目前在原始创新和

顶尖成果方面仍和世界先进国家博士生教育质量存在差距。 

博士生应该成为科学发展的领军人物，尤其应该在跨学科发

展、新型学科发展方面发挥主要作用；特别是从建设创新性

国家的角度来说，创新型人才是一个国家发展核心竞争力的

关键，而博士生是我国创新性人才培养的基本途径。 建立各

层次分工合作机制提高博士生教育质量来源

：www.examda.com 与会专家对影响我国博士生质量的因素进

行了分析，认为，博士生的入学动机，博士生的培养目标，



导师的素质，招生规模、我国当前的文化传统和人才观等都

是影响博士生培养质量的重要因素。提高我国博士生教育质

量应建立起国家、主管部门、学校和导师各层次分工合作的

机制；建立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学科标准和独立的研究生教育

评价机构等。 与会者认为，国家的用人制度和投入保障机制

对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研究生教育主管

部门应该从宏观上去把握质和量两个方面，完善相关的制度

和法律，建立起完整的评价、监督制度，同时，要把握和控

制招生规模；在学校层次上，高校内部需要建立研究生培养

质量的内部保障机制和自律机制；在导师层次上，主要是提

高导师的学术水平和责任心。 大家认为，从我国整体来看，

质量保障机制已经基本完善，如在入口处有学位点的授权审

核，培养过程中有6年一次的学科点评估、有创新工程等，出

口有答辩、审核，有优秀论文评审等。不同学科、不同类型

的博士生应该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同时，应该尝试建立真正

独立的第三方研究生教育评价机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