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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72/2021_2022__E8_B0_81_E

6_98_AF_E6_94_B9_E9_c73_172696.htm 虽然2007级研究生尚未

入学，但浙江大学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案已经在直博生中

实行了。 范良聪是该校经济学院的直博生，他说，相应的文

件已经下发，他多少也看到些。“最大的感受，是以前读书

要赚点生活费，现在差不多可以专心读书了，对学生来说好

处挺大的。虽然以前不用交学费，但普通奖学金数额比较少

，现在虽然要交钱，但奖学金普遍较高。” 对直博生而言，

改革后的方案确实是个利好消息，浙大新研究生奖助体系规

定，“直博生按照博士生的身份参加评定，直博生、提前攻

博研究生和硕士免试生的基本助学金一般评定为一等”。而

一等基本助学金就等同于全额培养费。 范良聪说，对改革后

的制度，学生普遍反映较好。“读硕士的时候，挺不好意思

向家里要钱的，所以要兼职赚生活费，现在只要努力做好研

究，表现出色，争取来的奖助学金基本可以保障生活。”他

表示，现在对研究生的创新能力要求越来越高，也确实应该

加强对研究生的生活和学习保障。 “不过，没拿到全额基本

助学金的同学，到时候可能会比较困难，他们享受不到新制

度带来的利好，反而要付出更多。” 范良聪同时认为，让导

师在招生时交助研经费，且按照边际成本成倍递增的方式缴

纳，导师普遍反映压力很大。对于课题多的学科应当是有效

的，但对于冷门学科应该有配套机制，“要不然偏理论研究

的学科招生更少，因为课题太少了，没有经费，但这些学科

也很重要”。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史晋川则表示，



经济学院在与学校反复沟通协商后，所制定的方案终于得到

了批准，该院新方案与老制度的差别在于： 第一，经费方面

。改革前，70%以上学生公费，30%左右自费，所有学生的津

贴相同，由学校统一发放。导师招生无需出钱。改革后，学

校经费不增加支出，但学院经费负担增加，因为经济学院决

定自己拿出经费保证导师每年招生1名，如导师只招1人，无

经费支出负担。如招两名，导师还可向学校申请扶植名额。

而学生，则有40%左右按学校政策可用校拨最高奖学金充抵

学费，还可拿到明显提高的生活津贴，另外40%左右得到校

拨奖学金只能部分抵学费，但可得到比之前高的生活津贴，

学费和奖学金加生活津贴相抵，大致与改革前处境不变。余

下不到20%因没有奖学金且生活津贴较少，较改革之前支出

有所增加。 其次，师生关系。导师和学生还是双向选择，但

属第二名额的学生选择余地变小；校拨的生活津贴由导师确

立标准择优限期发给学生，导师不能挪用和克扣津贴，学院

不得干涉，故导师权力增加。但导师年均招收硕士生上限3人

，博士生两人，这样做是为了防止经费因素在招生中权重过

大。 他总结认为，新方案导致的结果是导师招生人数受限，

但导师在招生和培养中权力增加；优秀学生的学习条件明显

改善，少数学生的支出增加；学院经费支出增加，但权力减

少。来源：www.examda.com 史晋川表示，经济学院的方案是

在听取教师意见基础上，三易其稿，然后通报全院导师，基

本原则同意后，与学校几番讨价还价，最终认可实施的。他

承认，尽管此方案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需要在进一步的

实践中完善，“但这是大制度限制下的尽可能好的选择”。 

由于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直接涉及招生问题，所以也给浙江



大学某些院系即将举行的硕士生复试带来了困扰。近日，浙

江大学人文学院公布了该院2007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名单。这

个名单比往年少了很多，甚至达不到原本公布的招生目录上

的数额。人文学院一位老师透露，他所在的专业今年招收人

数比往年少了一半还多，学院很多老师也不愿意多带学生了

。 “有考生给我打电话，很生气地问分数那么高，往年肯定

可以进复试，为什么今年没有机会，我没法解释。”这位老

师说，他感觉有些对不住考生。 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17所

高校首批试点 2007年，全国共有17所高校首批试点进行研究

生培养机制改革，这些高校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同济大学、西

安交大、中科大、中国农大、大连理工大学、武汉大学、南

京大学、东南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截至目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方案已向社会

公布，其他一些试点高校的方案也正在加紧制定之中，并将

在近期公布。 2006年9月25日，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在新闻发

布会上谈到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时说，我国的研究生教育，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根据培养创

新型人才这一原则，目前研究生培养的质量和水平还没有达

到要求，因此要对研究生培养机制进行改革。 他同时指出，

在整个研究生培养中，用三句话来概括，叫做“创新是灵魂

，导师是基础，科学研究是核心”。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

关键在于研究生的导师是否有高水平的研究课题和必要的研

究经费。 他表示，要通过这项改革建立起以科学研究为主的

导师责任制和与科学研究紧密联系的导师资助制，通过统筹

各个方面的资源，包括学校的、院系的资源，包括社会各个



方面的资源，来激发出学校导师和研究生的积极性，理顺导

师和研究生的关系，提高导师培养研究生的积极性，促进研

究生培养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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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