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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助研经费”吗？ 前不久，浙江大学的《研究生培养机制

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开始实施。《方案》中对

“助研经费”的来源是这样规定的：研究生助学金由学校、

学院、导师共同筹资，其中一部分由研究生导师提供；导师

的资助额度随着当年招生人数的增加而递增。根据《方案》

，浙大同时还出台了《研究生教育扶植基金管理办法》，并

规定此基金用于支持指导教师招收第一名研究生所支付的费

用，即每位导师每年只能申请带一名硕士生和一名博士生的

扶植基金，多招则由导师自己出经费。 于是，这一改革的结

果变为：教授要多招学生，需要自己出“助研经费”。 那么

，这笔经费到底该不该出？又该不该由教授们自掏腰包？ 人

文学科：应根据学科差别加以区分 浙大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包伟民在改革方案出台之后曾公开发表“告考生声明”，表

示因自己无力提供“助研经费”而拒收研究生。包伟民表示

，其实今年的生源相当不错，自己也觉得非常遗憾。他说，

在人文学科中，无法形成所谓的助研关系，即使有，也是针

对那些少量的、比较特殊的研究题目，比如做一些社会调查

等。 包伟民对记者说，人文学科的老师根本就不应该出这笔

经费。比如北京大学出台的改革方案就规定：文史哲三个学

科不需要导师给学生提供“助研经费”；华东师范大学即将

出台的改革方案也规定：历史学招收的硕士不需要导师提供

“助研经费”，招收的第一名博士同样不需要导师提供“助



研经费”，而第二名博士则可以申请补助。 浙大人文学院传

播所广告研究室教授胡晓云也认同“基础类人文学科不应提

供‘助研经费’”的观点。她认为，这些学科中大部分没有

科研经费，难道要老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钱来给学生？不

过她同时表示，广告学之类的应用性学科，导师把学生纳入

研究团队，应该给学生报酬，在这种情况下出“助研经费”

是必要的。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文艺学研究所副所长徐亮教授

担心通过这样的改革把目前一些冷僻专业淘汰掉。有些专业

虽然目前还没显示出多大功效，但可能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却

很有用，很多人文学科如文学、历史等就符合此种情况。“

历史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科，如果按照目前自然淘汰的方

法，这个学科就很可能被淘汰。倘若中国的大学没有了历史

专业，将会怎样？”徐亮忧虑地说。 社会学科：方向正确,但

求更稳妥 浙大经济学院教授史晋川首先肯定了改革的大方向

。但他认为，过去导师招生，都是国家出钱，搭国家的便车

，在招生数量上没有有效约束；改革后，让导师出部分费用

，有利于建立一种有效机制，约束导师们享受“免费午餐”

的扩招行为，实现“稳定规模，提高质量”的要求。 史晋川

说，由于社会学科不仅包含理论研究，也涉及应用实践，所

以社会学科的导师一般都能争取到经费；而这些能够长期拿

到经费的导师，在多年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已与学生形成

了很好的合作和互动关系，研究生已成为他们的科研助手，

因此他们给研究生一些经费，既正常又可行。 史晋川还介绍

道，经济学院在学校改革方案的基础上，结合本院特点又作

了一些具体规定并获学校通过。该院规定，每年为每个导师

的一名硕士及一名博士出“助研经费”，即给他们保底一人



，如果导师招第二名硕士生或博士生，还可以到学校去申请

扶植基金。 史晋川建议学校针对不同学科的情况，对《方案

》进行一些调整，或许这样做可以使改革更加平缓一些，既

免除了老师的后顾之忧，也可以保障教学的顺利进行。 工程

学科：方案可以接受 浙江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教授潘晓

弘告诉记者，工科的情况与其他学科有所不同。工科比其他

学科的科研项目多，导师和研究生是这些项目的主要研究力

量；对工科学生而言，参与科研项目也是提高个人能力的必

要手段。 潘晓弘说：“过去，我们拿到‘863’项目，做预算

时直接把经费中20%的比例划给学生作劳务费了。导师们普

遍认为，给研究生提供经费是合理的，因此工科的导师对于

改革方案基本持认可态度，其间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老师

应提供给学生经费的比例。”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现行的实

施办法，是给老师以最大的发言权：他们将研究生的课业分

为课程和论文两个阶段，并在课程阶段为每位研究生从导师

那里可获得的经费规定了一个下限。在此基础上，导师按照

学生表现的好坏自由分配手中经费。 传统师生关系在改变 在

这场争论的背后，记者发现传统的师生关系理念正受到强烈

冲击。 浙大新闻系研一学生孟焕良和姚一娴告诉记者，跟着

老师做课题，即使老师不给经费，她们也很愿意，因为研究

生应以锻炼和提高研究能力为主，这不仅有助于自己的进步

和提高，也有助于将来就业。她们还说，在自己心里，学生

跟导师之间是很单纯的师生关系，如果与金钱挂钩，就会感

到师生关系被庸俗化了，内心很别扭。 胡晓云也认为这场改

革涉及的观念问题一时很难转变。有的导师并不是拿不出经

费，而是因为这一改革与过去的常规思维有偏差。过去，老



师们都认为带学生、教学生是老师在奉献自己的知识和心血

，而现在却突然演变为老师收学生反要自掏腰包，从心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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