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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1_B1_E5_A4_A7_E5_c73_242238.htm 针对当前考生对这次

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所存在的疑问，日前中山大学研究生院

有关负责人回答了考生的提问。 1、中山大学是否试行研究

生培养机制改革？ 2007年开始，根据教育部的部署，中山大

学被确定为实行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试点高校之一。总的

看来，被列为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试点的高校，都是我国研

究生教育的大校和强校。我相信这次改革的实施，必定极大

地推动我国研究生教育观念的转变和培养质量的提高。 2、

为什么要进行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 目前的研究生培养机制

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还存在着类似于“大锅饭”

和“铁饭碗”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研究生培养质

量的提高。 “大锅饭”现象主要存在于导师招收和培养研究

生方面。在此以前，我校对于导师招收研究生还没有十分刚

性的经费投入要求，相当部分研究生的生活费和培养费均主

要从学校列支。这种做法，在研究生教育恢复的初期是合适

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今天在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都推

出大量科研课题，并有大量科研经费投入的情况下，如何使

研究生的招生和培养与科研挂钩、反映科研需求，就成为一

个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由于没有刚性经费投入的要

求，导师不论是否有研究项目和经费都可以招收和培养研究

生，其结果导致无法很好地实现科研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

尤其是那些课题多、经费多，需要更多的研究生去参与和完

成课题研究的导师会由于这种“大锅饭”的做法而得不到足



够的支持。 在研究生方面，资助实际上成为“铁饭碗”。当

前我校实行的是由学校统一发放普通奖学金的资助办法，而

且这种奖学金的享受是研究生录取时就确定下来的。它既与

研究生的实际工作表现无关，导师也缺乏调控余地，这种类

似于“铁饭碗”式的资助办法，不利于调动研究生学习和研

究的积极性。 可以说，这种“大锅饭”和“铁饭碗”现象，

削弱了我校研究生教育的活力，也是制约着我校研究生培养

质量提高的机制性障碍。因此，我们要对有着浓重“大锅饭

”和“铁饭碗”色彩的培养机制进行调整和改革，努力探索

能够使导师与研究生对于培养质量具有内在关切的新机制，

其中的重要内容是确保研究生的培养有项目支持和经费保证

，使导师招收与培养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有更加明

确的科研指向，实现研究生培养与科研工作紧密结合。同时

对研究生的资助制度进行改革，把研究生的资助与其实际表

现结合起来，导师不但要有经费投入，而且还要负责对研究

生实际表现进行考核，表现不好的研究生将失去资助，打破

研究生资助上的“铁饭碗”，从而激发研究生的学习与科研

工作的积极性。 3、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是不是收费改革，

改革的核心是什么？ 这是外界关注最为集中，也是误解最大

、最多的问题。可以告诉大家，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不是研

究生收费制度改革，更不是全面收费的改革，而是一个力求

全面提高研究生质量的改革。改革的核心是要建立起以科研

工作为主导的导师负责制，实现研究生教育与科研工作的更

紧密结合，全面激发研究生教育的实施主体（导师）和接受

主体（学生）的积极性，使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的要求，

落实在导师与研究生的利益关切上，从而促进研究生培养质



量的切实提高。 在这一过程中，对导师的经费投入要求更加

明确和刚性，学校整体用于资助研究生教育特别是研究生的

生活津贴将大幅度提高。而自费生的比例，尤其是博士生的

自费比例也将大幅度降低。可以说，这一改革的最大得益者

是研究生。 4、能谈谈中山大学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主要

内容吗？ 从2007级研究生起，我校将统筹原来的研究生业务

费和研究生普通奖学金、学校专项经费、导师资助经费、社

会捐赠的奖学金以及学校筹措的其他经费，面向非在职全日

制研究生设立奖助金，奖助金包括培养费和生活津贴两部分

。非在职全日制研究生可通过三助岗位而获得免交培养费的

资助，同时还能获得生活津贴。培养机制改革后，我校对非

在职的全日制博士生的资助面达到100%，所有非在职全日制

博士生都可以通过承担助研工作而获得除免交培养费外，第

一年不少于7200元，第二、第三年每年不少于9600元的生活

津贴。博士生的生活津贴将比改革前的普通奖学金提高一倍

以上。 对于硕士生，培养机制改革后，非在职的全日制硕士

生的资助面将达60%左右。当然由于学科差异，比例分布会

有不同，资助的强度也有较大提高。我校为非在职全日制硕

士生设立的奖助类别分Ⅰ、Ⅱ、Ⅲ类，其中第Ⅰ类名额第二

年用于硕博连读生，获得硕博连读资格的非在职全日制硕士

生除免交培养费外，第二年可以获得由学校和导师共同提供

的生活津贴不少于7200元，获得Ⅱ类奖助名额的非在职全日

制硕士生，除免交培养费外，还可以获得由学校提供的生活

津贴，每年不少于4800元。Ⅲ类名额相当于原来的自筹经费

生，也是属于国家非财政拨款的招生项目。列入Ⅲ类名额的

硕士生第一年学校不提供奖助。学生需交纳培养费每人每



年10000元，从第二年开始可参与Ⅰ、Ⅱ类奖助金名额的评选

，学校还将在第二年将增加部分Ⅰ、Ⅱ类奖助名额，以全面

实现资助名额的动态管理。 对非全日制的研究生（在职攻读

）、委托培养研究生和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口腔专业学

位除外），仍旧按原来办法，学校不提供奖助金，需向学校

交纳培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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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