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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C_97_E5_AF_B9_E2_c79_353514.htm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

数百年的研究生培养经历，中国内地20年的博士培养一直遭

到民众的质疑。对于这种质疑，一直未能有确切的理由抑或

“证据”予以回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事部已

经下发通知，要求开展博士质量调查工作，以期全面评价博

士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状况，分析影响博士质量的相关因素，

总结博士研究生培养的经验和问题，提出进一步提高博士质

量的对策。 我的记忆如果没有发生错乱，这次调查应为“首

次”，官方称其目的和意义很明显：博士研究生教育是学历

教育的最高层次，代表着一个国家的人才培养水平，对提高

我国国际竞争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现人才强国的战略目

标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迅速，培养

规模不断扩大，为国家培养了大量高层次专门人才，并为国

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研究生教育的

快速发展，进一步提高博士质量已成为当前我们面临的主要

任务。 为很多没有博士生教育经历的人所不知道的甘苦中国

博士生有“三难”，这“三难”也算得上具有“中国特色”

：入学难、科研经费难、博士论文写作难。也许，很多人会

继续质疑：中国博士论文写作很难吗？有很高的水准吗？信

不信由你，中国博士论文写作难有这样一个背景：学士学位

和硕士学位论文水平普遍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我这里无意贬

低大学本科教育和硕士生教育），中国高校将博士论文作为

“学术底线”，言下之意就是博士论文质量决不能下降。 拿



到中国博士学位和正在攻读中国博士学位的人有一个普遍感

受：没有想到博士论文的撰写这么艰辛，攻读博士学位比以

前所有的教育经历更“费尽心机”。 我在想，不为外界所了

解的中国博士生教育，“圈内人”说“艰辛多多”，民众为

何依然质疑多多？ 悉心思来，比之于欧美国家，毋庸讳言，

我国博士生教育的确也问题多多。 我首先想到这一点，中国

高校里有相当多的“在职”博士生，他们大多由各级行政人

员、在校教师、民营企业家等组成，这支庞大队伍中的绝大

多数人不可能如期毕业，长期积累直接造成了一个“恶果”

导师指导学生过多，无法一一过问，甚至见面都难的弊端。

然而，我们面临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政府机关和其他

国家单位提拔条件中有华而不实的“惟学历论”，中国高校

也盲目要求高校教师必须具备博士学位。 其二是博士生导师

的课题问题。欧美很多高校规定，教授要想招博士生，自己

先要有如何培养博士的成型想法，并且手中须握有研究课题

、项目经费，而课题和经费的分配有一套成熟、科学的制度

，保证能够把相关资源分配到最前沿、最有价值且最具社会

效益的项目中去。陈旧保守、固步自封、脱离时代的教授，

是无法获得课题、也招不到学生的。然而，很遗憾，中国目

前国家对于高校科研经费的投入保障度很低，对于课题的申

报表面看严谨、程序复杂，却很难有说服力和公信力。譬如

，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社科基金主要集中在名教授、名学

者和高校有领导职务的人员手中。 其三是博士论文的独创性

。欧美发达国家高校要求，博士生不仅要在权威学术期刊上

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而且必须要取得令人信服的、具有独

创性的研究成果。由于实行弹性学制，不少人要经过5至6年



才能拿到学位，个中的艰辛可见一斑。中国博士生教育均设

立了这些条款，整体看来，博士生论文亦有很强的独创性。

不过，在论文评定机制上出现了一些问题。譬如近几年在异

常重要的论文答辩这一环节上出现了一些松动，答辩委员会

成员精力主要集中在审读论文上，而对于如何答辩，在答辩

中树立科学严谨和民主的作风却做得很不够，往往是“论文

做得还不错，答辩让学生轻松通过”。而这一松动从长远观

点来看，无疑会影响今后博士论文进一步提高。 对于三部委

即将展开的质量调查，我充满期待，很希望看到一个公正客

观、全面的调查结果，也期待中国高校从中吸起经验教训，

回应民众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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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