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大打破读研津贴“大锅饭” 奖学金最高8万元 PDF转换可

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85/2021_2022__E6_B5_99_E

5_A4_A7_E6_89_93_E7_c73_385211.htm -2008研究生培养机制

改革细则昨公布 -博士生最高可争取8万元以上奖助学金 “女

儿报考人文学院研究生，学费一年1万元，如果成绩中上，那

么每年就有5000元的‘基本助学金’，对吧？” “然后参加

助研助教，每年可以得到5640元的‘岗位助学金’，对吧？

” 昨天，浙大2008年研究生招生咨询会上，一名学生家长正

在人文学院的展台前“精打细算”。她发现，原先每月305元

的研究生“大锅饭”津贴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奖助制

度。 昨天上午，浙江大学举办的2008年研究生招生现场咨询

会吸引了大批考生。浙江大学2008年计划面向全国312个学科

专业招收硕士研究生4000余名，在242个博士点招收博士学位

研究生1570余名。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浙大作为教育部研究

生培养机制改革的重点高校，今年在研究生招生制度、奖助

体系等多方面进行了改革，进一步扩大了学院和导师在研究

生选拔、培养研究生的自主权，在奖助体系设置上更加激发

研究生的创新热情和创新实践，建立起以科研为导向的研究

生培养模式、导师负主责的研究生培养机制。 目前，包括浙

江大学在内的全国17所高校进行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北大

、清华、中国人大相继取消研究生“公费”生、“自费”生

之分，采取奖助学金的方式资助研究生。 作为17个试点之一

的浙大，2008年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细则终于在昨天“浮出

水面”，随着研究生招生制度、奖助体系等多方面大幅调整

，公费生已成历史。 制度改革究竟对报考学生有无影响？在



昨天的招生咨询会上，记者发现，有些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对

制度改革涉及的学费变化显得不敏感。 “我只想好好把研究

做好，将来找个好工作，助学助教岗位可能会放在第二位吧

，生活费的问题不大。” “我就想考××教授的研究生，我

最关心的是限制导师招生数量以后，我还能不能上他的研究

生。” 一些成绩较好的学生比较在意奖助体系的力度，一些

成绩一般的学生则表示，如果能考上浙大已是喜事一桩，与

一些没有实施培养机制改革的院校相比，与其争夺那几个高

难度的“公费生”，反而是浙大的制度更有利。 倒是很多陪

同前来的家长比较精打细算，把各类助学金的额度一一抄写

下来。“回去比一比几所学校的政策，只要读得起，一定让

孩子来读，学知识是一辈子的事情嘛。”一位母亲说。 解读

一 9成硕士生、所有博士生有基本助学金 浙大研究生院常务

副院长严建华表示，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打破原来研究生培

养模式“大锅饭”、“一刀切”的形式。 这意味着，一个优

秀的博士生，他有机会得到的助学金、奖学金额度可高达8万

元以上；不思进取的末位研究生，不仅要为自己的学业买单

，更没以前每月一笔305元的“大锅饭”津贴。 2008年入学的

浙大研究生将享受新的奖助体系：100%的非在职博士生可获

得一等基本助学金，冲抵全额培养费(非在职博士培养费

为12000元/年)；90%的非在职硕士生可获得一等、二等助学

金(非在职硕士生培养费为10000元/年)，冲抵全额或半额培养

费，其等级在研究生复试时申请并确定。 从解决生活费角度

，学生可申请通过承担助研、助教、助管等工作来得到岗位

助学金，70%-90%的硕士研究生可获“助研经费”，各学科

额度略有不同，如人文学院的硕士生为5640元/年，而理学院



硕士生约6300元/年，更有学院分设一、二、三等奖，拉大奖

金差距以激励学生。 此外，15%的学生一般可获得3000-10000

元研究生优秀奖学金；参加境外高水平国际会议的同学100%

可获得国际往返旅费资助；学校资助部分学生到国外导师所

在名校工作、学习1-2年。 学校在博士生中特别设立“特等助

学金”，对特别具有发展潜力，从事高水平创新性研究工作

的博士生进行资助，包括每人每年25万元的科研经费和2.44.8

万元的生活经费资助。此外，学校还每年面向研究生设立220

个固定助管岗位和375个助教岗位。所有参加境外高水平国际

会议的同学可获得国际往返旅费资助，部分优秀学生到国外

导师所在名校工作、学习12年也可获得资助。 解读二 院士、

长江学者等可自主招博士 为了扩大导师的招生自主权，更加

及时准确地选拔优秀生源，浙江大学正在讨论出台《导师自

主遴选博士生方案》。 从2008年春季开始，列入今年浙大招

生目录的两院院士、长江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

者、优博论文(含提名奖)指导老师可以自主发现并经过个人

鉴定，以自主招生形式招收1名博士研究生。据了解，浙江大

学2008年具有自主招生资格的博导人数为120人左右。 为保证

质量第一，公开公平，浙大每个学院将成立自主招生考核小

组，组织多样化的考核工作，实施细则和录取名单都会在网

上公示。所有考核内容都保留考核记录。 “递进资助原则”

限制导师招生规模 学生获得的“助研经费”是由导师和学校

共同买单，每招一名研究生，导师要依照“递进资助原则”

为学生“助研”出资买单招得越多，买得越“贵”。 研究生

管理处相关负责人员表示，新的浙大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

案中规定，导师指导研究生应保持合理规模，保证有充分的



精力培养每位研究生。硕士生导师每年招收硕士研究生一般

不超过3人，博士生一般不超过2人，包括免试生、直博生、

提前攻博生等。院士和长江学者、求是特聘教授、优博论文

导师可适当增加名额。 记者了解到，导师出资由于学科门类

特性的差异，“买单”额度也有差别，人文学科相对较低，

工学类临床医学类相对较高。对工学类学生的助研经费投入

，学校和老师呈1∶1，理学类呈2∶1，而人文学类呈9∶1。 

第一类为文史哲、外语、教育学等，导师招收3名研究生，需

要依次出资300、600、900(元/生、年)，招收3名博士生则依

次出资1200元、2400元、3600(元/生、年)。 第二类为社会科

学和理学类、基础医学，招收3名研究生，需要依次出资800

、1600、2400(元/生、年)，招收3名博士生则依次需要3000

、6000、9000(元/生、年)。 第三类为工学类和临床医学类，

导师招收3名研究生需依次出资1200、2400、3600(元/生、年)

，3名博士生需依次出资4800、9600、14400(元/生、年)。 三

类学科中，文科类导师出资比理学、工学等都要低，而且学

校对在课题经费上弱势的人文学科和一些基础学科采取了“

保护措施”，投入200万成立“扶植基金”。 通讯员 周炜 记

者 杨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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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