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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还是以考试成绩来确定你是计划内还是计划外。你只要

考到前几名，未来的二三年就可以一直享受国家免费的培养

，而不考虑你进校后的表现如何。如果你入校时的分数低，

尽管你后来有很多科研成果，但你仍然要为当初的‘计划外

’付费。”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吴晓求在剖析

研究生教育体系的缺陷时如是说 在7月中旬北京国际教育博

览会期间召开的“2007研究生教育与发展论坛”上，中国人

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吴晓

求，对影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根源进行剖析，提出我国研究

生教育体系目前存在着5种缺陷： 缺陷一：推免制度形成封

闭体系 吴晓求认为，这几年在研究生招生中实行的推荐免试

研究生制度，的确是对传统意义上的研究生考试制度的一个

重大调整和改革。但是他对此也表示出深深的忧虑。因为在

一些学校，特别是一些著名高校，本校的推免生占了招生人

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甚至是百分之七八十。他认为，这完

全是一种自我封闭状态，不利于研究生的交流和视野的开拓

。 吴教授说，面对推免制度，他有一种矛盾的心态。这种心

态是基于人民大学在高招中的平均录取分数线三年来排在全

国第3位，仅次于北大、清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可以说生源

是非常好的，所以也愿意通过推荐免试制度让这些优秀的本

科生源源不断地进入到研究生队伍中来。但是，如果以一种

开放的视野来思考，大学的发展需要开放，需要各种教育理



念、教育方式，甚至是各种文化的一种交流。如果著名高校

的研究生大部分来自他本校的本科生的话，是与开放的理念

背道而驰的，是一种不正确的做法。这与高校的师资都来自

本校的留校生这种“近亲结缘现象”并无本质的差别。 缺陷

二：名额分配实行平均主义 “与招生制度相匹配的是招生名

额的分配。在名额分配中，每个学院、每个专业，大家都在

争抢研究生的招生名额。因为招得多评估时就能多占分，老

师完成工作量就更容易些，机会也更多些。在这场博弈中，

长期以来一个妥协的办法就是实行招生名额分配上的平均主

义。这样大家可以相安无事，但却没有体现出学科之间的差

异，也没有考虑导师能力上的差异。有的导师科研项目很多

，思想很活跃，而有的导师长期没有任何科研项目，但他们

却享受着同样的教育资源。有的博导甚至说，平均一人招3个

，为什么我就不能招3个，他始终认为，平均数量是他应有的

权利。” 吴教授分析说，这种平均主义，既是一种资源的浪

费，更是对学生培养的不负责任。如果导师没有科研项目可

做，又怎么去培养研究生的科研能力！ 缺陷三：经费配置呈

现低效能和僵化 吴教授谈道，研究生经费分担制度的改革，

在90%%以上的院校还都没有推行。现在研究生招生基本上还

是以考试成绩来确定你是计划内还是计划外。你只要考到前

几名，未来的二三年就可以一直享受国家免费的培养，而不

考虑你进校后的表现如何。如果你入校时的分数低，尽管你

后来有很多科研成果，但在交费上却没有丝毫的改变，你仍

然要为当初的“计划外”付费。 吴教授认为，在研究生阶段

，考试的分数是相对的。许多实例证明，真正有所作为的绝

对不是考试在前5名的学生，一般是在515名之间的学生。考



试分数高，只是录取资格的享有，不能意味今后几年都能享

受某种优待。这种低效能、缺乏激励功能的做法，只能助长

一些学生考进来后无所事事，缺乏进取心，而对那些虽然入

校分数不是很高，但却厚积薄发的学生也是一种不公平。 缺

陷四：没有突出以科研为导向 吴教授认为，本科生和研究生

，特别是博士生，其差别主要体现在科研上，对于人文社会

科学尤其如此。大学三年级的同学去听博士生的课照样能听

得懂，显然，如果在研究生阶段，没有体现出科研训练上的

差别，那仍然是本科生的培养。 “而目前在研究生的培养中

却反映出科研导向不突出的倾向。许多博士生的论文题目与

导师的主要科研方向脱节，只是为了好找工作而已。这种培

养环节的随意性和不规范，一方面使导师很难对学生进行科

研的指导；另一方面，助长了学术的浮躁，学生难于倾心和

深入地从事科学研究。” 缺陷五：在职人员招得过多使博士

学位泛滥 “现在招生招的在职人员很多。有些在职的博士，

来之前他天天找导师，进来之后导师天天找他，根本见不到

人，基本没有什么制度约束。读了3年，因为没有阅读大量的

文献，还是原地踏步，仅是多了一个学位。这种培养环节的

世俗化，导致博士学位泛滥，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学位的质量

和声誉。 中国人民大学的改革探索 面对在研究生教育体系的

缺陷，吴晓求说，中国人民大学正在进行一些改革的思考和

探索。改革的重点是改变平均主义倾向明显的招生资源的配

置机制。 第一项改革是招生资源，要在两个层面有所区别。

第一是学科之间。比如，中国古代史与金融，在这两个跨度

如此之大的学科之间资源的配置肯定不一样。对于冷僻的专

业，只能招一个，让社会需求比较大的专业多招一些。第二



是导师的差异。要建立相应的制度，让制度来决定导师招生

名额上的差异，消除平均主义。同时要建立研究生、特别是

博士生是导师重要科研助手的理念，而不是仅停留在为国家

培养人才这个层面上。既然是重要的科研助手，作为导师就

要有科研的想法，要有科研的课题，通过带博士生，来完成

庞大的科研设想，同时把学生带起来，提高他的科研创新能

力，跟上科技的前沿。如果仅停留在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层面

，无论是带1个，还是带3个，学生脱离于导师的科研，导师

就会轻视培养环节，采取无所谓的态度。 第二项改革是改变

僵化的、没有效益的资金配置机制。在招生时你考了第一名

，可以拿全额奖学金或全额奖助金，但如果到毕业前，你的

学习成绩很差，你就要自己付费。不仅仅是学习成绩，还包

括科研成果，以及综合能力，都要在学生进校后重新进行动

态的评估，以此产生激励机制。 另外一项改革是建立庞大的

主文献制度。在中国人民大学有100个博士点，25个重点学科

。这个学期结束时已经完成了25个重点学科主文献制度的建

设，把国内外最重要的文献、做出最突出贡献的文献都收集

到。现在已有40卷，全部完成会有300卷。比如金融学，从浩

如烟海的文献中，大概收集了100篇论文，其中90篇都是英文

文献。这个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激发导师对你这个学科的思

考，思考这个学科的历史现状是什么？哪些学科在历史发展

中起了什么作用？哪篇文章起了奠基性的作用？吴教授说，

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生教育总体上是游击队式，导师可

以一张纸片讲一个学期。在20年前大家会说这个老师真有水

平，到了今天我不认为如此，因为没有给学生介绍基本文献

，只是在高谈阔论。所以我们不提倡一张纸片讲一学期，我



们希望真正把文献交给同学去看。如果对300年来最经典

的100篇文献都能读懂，就能对这个学科了如指掌，学生水平

自然就提高了。 吴晓求在谈到学制的改革时说，要因学科而

异。虽然人民大学是以两年为基础建立弹性学制最早的学校

，从2001年开始，有一半以上的学科由三年变成了两年。但

经过几年的尝试发现，有些学科的确需要时间的熏陶，比如

文史哲，如果第一年上课，第二年找工作，的确没有什么提

高。所以今年准备把文史哲改回三年。他说，学科的差异决

定了时间上的差异，因为不同的学科，要求阅读文献的量是

不一样的，对社会的关注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比如，管理学

、政治学、法学显然对社会给与很高的关注，而文史哲虽然

也关注社会，但更多地是要研究文献。这样对时间的要求就

多一些。 数据说话 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助理宋晓平说，我们对

导师指导研究生的频次做过调查，调查显示，每月一次的

占22%，每两个月一次的占8%，每半年一次的占4%，基本见

不着的占11%.有的导师招的学生多，但顾不上指导，采取放

养式的培养。所以按人均分配研究生培养经费，造成导师招

研究生的积极性很高，而培养研究生的积极性不高。因为只

要招到研究生就能获得培养经费，即使对学生不认真指导，

同样不影响导师的经费和收入，从而缺乏激励导师和研究生

内在动力的因素，严重地影响着研究生培养质量。8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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