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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3_AB_E7_94_9F_E8_c123_282999.htm “一些导师带的博

士生之多，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我们导师带的博士生

，全脱产的和在职的再加上一个北京班的，一共有30多人，

再加上他又是院长，忙得厉害，经常玩‘失踪’，我们要交

流也只能在聚餐时交流，但三四个月才聚一次餐。 ”某高校

新闻学院的一个博士说，他感觉导师离自己太远了，就像在

放羊一般。 “1985年，我读博士时全校才招13人。现在，很

多学校一个院的博士生都远远超出了这个数，甚至还有些大

学博士生招生数超过1000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

海峰教授说，现在一些院校博士生招生太多，有的导师带的

博士生有十几二十个，“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刘海

峰说，博士生带多了，培养环境就会出问题，尤其很难个别

指导，对弟子们学业和生活的关心也很难顾得过来，特别是

能够当上博士生导师的教授，往往社会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

也比较多，在校时间少，以致博士生与导师之间数月见不上

一面。 近年来，我国的在校博士生规模增长速度惊人。2005

年一份数据表明，全国在校博士生数量已超过13万人，规模

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德国。2000年，全国博士生招生

数为25142人，但2004年招生总规模已达到5.3万多人，短短几

年已翻了一番。近年“两会”期间，有多位政协委员和人大

代表都呼吁要警惕博士生招生盲目扩大规模的倾向。 “1986

年我读博的时候，博士生跟导师都有如父子，某种程度就是

师徒制，现在还有哪个学生把我当作父亲看？”中国政法大



学教授李曙光说，那时候导师会在各方面帮助你，甚至还负

责介绍对象。他认为一个导师带1个学生和带10个学生，效果

是完全不同的。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认为，现在

，博士点数量成了大学办学好坏的重要标准。即使非研究型

大学，“攻博”也成为了提高学校档次的核心目标，这严重

曲解了博士生教育本身。 许纪霖说，以有多少博士点来衡量

一个学校的办学质量，会造成博士点的虚假繁荣，也使得博

士生导师中有人滥竽充数。 记者了解到，随着博士生的扩招

，博导的规模确实也在迅速扩大，北京某高校前几年才有不

到50位博导，但现在博导的数量已增长至130多位。 导师成“

老板”，博士生对培养环境不满 湖南某高校一位副校长认为

，虽然扩招并不意味着博士生就多了，但他承认现在博士生

进来的标准，比他在20世纪80年代读博士时要宽松得多，“

那时候读博士的非常突出，现在没有那么突出了”。 他认为

，对比那个年代，现在有些博导的责任心和道德感应当受到

批评。“上世纪80年代的那些老教授，无论是做学问还是为

人，境界都是很高的”。 据记者了解，博士生除了对他们导

师的学术水平感到不满外，更多的是对他们道德水准的失望

”。北京某高校一位计算机专业的博士生就说，现在许多导

师都在经济大潮中迷失了自己，名利欲太强，把权钱看得很

重，不是严格要求创新，而是严格要求创利，把学生当成自

己的“高能低薪”打工仔。“有些导师甚至对有意见的学生

表示，‘不听我的，信不信我不让你毕业’，这样哪里还有

师道尊严可言？” 上海某高校一位博士生说，从“老板”变

成博士生对导师的称呼就可看出问题的严重性。他说，他甚

至看到这样一种怪现象，博士生中特别差的会延期，特别好



的也会延期，倒是中不溜的能顺利毕业，“所以我打算让‘

老板’发现我是庸人”。值得注意的是，记者在一些高校的

校园网络论坛中也发现了类似的言论。 除了对导师不满意外

，一些博士生对自己的学习氛围也感到不尽如人意。一位博

士生表示，他觉得现在学术风气渐趋浮躁，很少有人愿意潜

心做研究。一些博士生科研态度也不够严谨，科研工作不够

扎实，创新意识不强，很多都追求一些“短、平、快”的论

文和项目，有些为了出成果，甚至存在学术造假、抄袭等现

象。 他认为，这与培养环境不无关系，“一些学校对博士生

的考核指标急功近利，有些学校甚至要求博士生在国内外学

科一级刊物发表几篇文章才能参加论文答辩，这样会迫使博

士生想方设法走捷径”。 也有不少博士生抱怨学习和生活补

贴严重偏低，一方面使博士生进行学术活动时经常捉襟见肘

，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的机会很少，另一方面，也让他们时刻

想着要为“稻粱谋”，难以安心做学问。 中科院一位博士生

表示，正由于存在如此多问题，很多博士生都习惯满足于简

单的跟踪和模仿，忽视基础研究，轻视长期积累，从而造成

科研实践缺乏、实地考察和动手能力较差、科学理论和方法

都缺乏良好训练等弊病。“博士生毕业时，本该在自己的研

究领域成为顶尖高手，具有创新性和领导力，但现在绝大多

数毕业生根本达不到这样的水准。” 记者采访的多位高校教

师也认同现在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存在欠缺。刘海峰说，在80

年代，我国的博士生培养质量即使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比较

好的，但现在的培养质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一定差距。李

曙光则表示，很多上世纪80年代的博士生毕业论文拿到现在

来看都很有生命力，但现在的博士生毕业论文很少能达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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