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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早已受到很多关注，一些院士、博士生导师和其他人士

都提出了改革的呼吁和方案。我也想谈谈个人的一些想法：

来源：www.examda.com 首先，应该提高博士生生活待遇。读

书本应过清苦的生活，对此每个博士生应当都没有异议，但

如果没有基本生活保障，如何做研究？其实不必很多，能达

到1000元大家就会满意的。 如果国家经费难以完全满足需要

，解决的方法有二：其一是学校补充。很多学校都有校友捐

赠基金，学校办各种班所得学费本身也是很大一笔收入，完

全可以从中抽出部分来资助博士生。其二是导师资助。现在

每位导师每年只允许招收两名全脱产博士，只要导师有经费

，不会造成负担，何况好的博士生创造的价值远远大于投入

。由导师负责博士生收入的差额部分，已经在不少学校试行

或推行。 第二，应保障博士生正当权益。目前许多博士生完

全受制于导师。应当保障博士生劳动所得和学术研究的正当

权益。就劳动所得而言，为导师做赚钱的项目（圈内称之为

横向项目，以区别于学术研究的纵向项目），应当为博士生

付相应的报酬。国家和学校应当规定：横向项目金额的20

％~30％必须用于博士生培养。可由学校财务统一提取此部分

资金，导师上报参与项目学生名单和分配方案，由学校财务

注入学生账户；如果导师不上报，此部分资金由学校划入培

养基金，统一分配给其他博士生，用于发放生活费和参加学

术会议等。 就学术研究而言，应当保证读博其间至少参加一



次高水平的国内或国际学术会议，以开阔视野、提升研究档

次。来源：www.examda.com 第三，建立博导聘任制度。很多

国家并没有博导这个称谓，只要有学术能力、有人愿意跟从

学习的教师，都可以带博士，所以国际交流时中国教授强调

自己是博导时引来的多是诧异的目光。应当取消博导终身制

，全面推行聘任制度。博导只是一种资格而不是地位标志、

职称甚至摇钱树。对于两年或3年内没有申请到任何省部级以

上科研资助或者在国内外高质量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的导师

，应当暂停其招收博士生资格，等达标后再聘任。这样既可

以保证导师有学术研究、指导能力，也可以保证博士生学术

成果的质量。浙江大学已出台相关规定，吉林大学也已取消

过多名博导资格，效果良好。来源：www.examda.com 第四，

改革研究生培养体制。国外的成熟体制是：除了MBA等针对

性强的专业学位，硕士都是非正式学位。学生研究生入学后

就按博士标准培养，如果学生中途不想继续研究可提出申请

，校方考察其达到相应的学术水平再颁发硕士学位。这与我

国当前的硕博连读制度相似。其优点是：保证博士硕士双重

质量，留下来的都是有能力、有兴趣、愿意做学问的人，走

出去的硕士也经过足够的学术训练。 而目前国内采取的是硕

士博士分离的培养模式，主要的弊端包括：由于硕士迅速扩

招，而教育资源滞后，为硕士开设的课程和讲授方式与本科

并无根本区别，硕一也被称为“大五”。许多硕士生第一年

上课，第二年年初就开始找工作，根本没受到任何正规学术

训练。找工作时也因为与本科生无质的区别却要求更高待遇

而受到冷遇，造成读了硕士找工作更难的困境。而如果其中

部分硕士因找工作难而读博，他们很容易成为无功底、无兴



趣、无恒心的“三无”博士生。另外，即使愿意做研究的人

，因为硕士期间的学术训练不够，往往也要再用1年多时间积

累和探索，加上发表论文数量质量的压力，常感时间紧迫，

苦不堪言。即使这些人毕业了，因为竞争力和环境所限，就

业仍然困难。正如网上一个流行一时的帖子讽刺的：博士后

就业都没保障，只好让国家设立勇士、壮士直到烈士学位，

保证“活到老、学到老”。 因此，应当推广硕博连读制度。

这样既可以集中资源培养有能力、有决心做学术研究的人创

造更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也可以为社会培养大批善于应用

创新、善于用知识和科学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来源

：www.examda.com 第五，建立博士生淘汰机制。对于事实证

明属于“三无”的博士生，可以通过中期考核、暂停学习等

制度，使其尽早投入其他岗位，这对国家和个人都是好事。

许多学校已出台了相关制度，如停止资助、3年内保留学籍等

，事实证明是有效也有利的。 另外，应当建立风险预警机制

，比如公布博士毕业和就业情况，请在读博士生谈体会等，

让学生入学前可以对学校、专业、导师有充分了解，减少盲

目性和幻想，对未来风险有充分认识。这样可以减少投机心

理，净化博士生队伍。 对我们而言，无论客观环境多么困难

，我们还是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其实许多时候，外界的压力

还没有大到将做学问的空间挤压得一丝不剩的程度，只要想

做还是可以有所为的，何况比起许多在艰难卓绝的条件下有

所成的大家，现在的物质环境和人文氛围都好得多。来源

：www.examda.com 我们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困难，并努力

解决困难。真正做到珍惜时间，不要局限在环境和自我的小

圈子中难以自拔。虽然我们的研究条件尤其是硬件并不比任



何世界名校差，我们的素质也是有目共睹并得到了充分承认

的，但我们在视野、研究的规范等方面还确实有差距，不少

人也有点眼高手低的毛病。只要认真踏实地努力，不断总结

和交流，我们肯定会找到方向并沿着正确的路径前进，取得

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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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