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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85/2021_2022__E6_B8_85_E

5_8D_8E_E5_A4_A7_E5_c73_385974.htm 作为教育部研究生培

养机制改革试点的14所高校之一，本学期，清华大学研究生

培养机制改革在2007级新生中开始试点。清华大学历来重视

研究生招生的复试工作，作为教育部自主划线的高校之一，

在行使招生工作自主权的同时，特别强调招生工作的自律和

他律，并全力确保复试工作规范化，保证公平、公正。 9月17

日，随着全国研究生招生工作网上报名的开始，清华大

学2008年研究生招生工作也全面启动。 招生规模5000人，外

校推免生比例增加 清华大学2008年研究生招生总规模为5000

人左右，博士生招生数量有所增加，学术性硕士学位招生数

量有所减少，面向国家重点行业、部门和领域等招收的专业

学位硕士生数量有所增加。 “研究生招生工作是学校培养高

层次、拔尖创新人才的入口，清华大学十分重视研究生招生

工作，在严格遵守教育部规定的同时，本着公平、公正、科

学、有效的原则，努力提高研究生招生管理水平和服务效率

，深化改革，不断创新研究生选拔方式，更加全面科学地选

拔学生。”研究生招生办公室主任郭钊说。 “在生源结构上

，为鼓励和促进校际之间优秀学生的交流，我们做到两个增

加、两个满足。”据郭钊介绍，“两个增加”，一是指接收

外校推荐到清华大学免试读研的学生比例有所增加；二是指

清华大学推荐到外校和科研院所免试读研的比例有所增加。

“两个增加”的做法实现了“两个满足”：既满足了清华大

学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读研的需求，也满足了其他高校



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来清华大学免试读研的需求。在招收

的5000多名研究生中，清华大学本校学生所占比例不到30%

，70%以上的学生来自社会和其他高校、科研院所，这就保

证了清华大学研究生生源的多元化。” 注重创新潜质，复试

成绩不低于总成绩的50% 从报名到最后录取，研究生招生和

选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德智体全面衡量、突出科研能力

和创新潜质、择优录取、宁缺毋滥，这是清华大学研究生招

生工作遵循的原则。因此，对每一个关口和环节我们都严格

把关，并力争方便考生，做到科学有效。”郭钊介绍说。 “

方便考生就是尊重考生、爱护考生”。本着这样的理念，清

华大学不断加大信息化建设，梳理招生工作流程，简化手续

。从2004年起，在清华大学参加考试的考生只要在网上下载

一个报名表格，填好后贴上自己的照片，在规定的时间内寄

到清华大学研招办，就可完成报名确认手续。 “不管考生身

在何处，只要能上网、能邮寄，就不会错过报名和确认。”

据郭钊介绍，在简化报名过程的同时，清华大学对考生的资

格审查并没有放松要求，而是更加严格。在笔试时，每一门

科目考试前都认真核对考生提供的材料和照片；在复试环节

中，对参加复试的考生资格要进行全面审核，并且特别注意

考生资料的前后一致性。 为了更全面科学地考查学生，选拔

具有创新能力的考生，2003年，清华大学在全国率先推出加

大研究生复试权重的做法，规定复试成绩所占比重不低于总

成绩的50%，克服了仅凭笔试成绩来确定录取与否的弊端，

从而提高了研究生招生录取的质量。各院系还可根据具体情

况加大复试成绩所占比重。“我们强调‘程序事先’的原则

，复试成绩所占总成绩比重一定要事先告知考生。”郭钊说



。 组织面试和笔试，确保复试工作规范化 清华大学历来重视

研究生招生的复试工作，作为教育部自主划线的高校之一，

在行使招生工作自主权的同时，特别强调招生工作的自律和

他律，并全力确保复试工作规范化，保证公平、公正。复试

时，除组织全校性的笔试外，各院系还可结合学科特色，组

织笔试和面试。“学校加大了院系和导师的自主权，根据学

科特色科学地选拔综合素质好、具有创新潜质的学生。”郭

钊说。 各院系根据自身特色对复试进行精心的设计和组织。

“我们把14位教师分成基础组和综合组，基础组通过对基础

知识的考查确定学生的整体素质和能力；综合组从专业角度

和更宏观的角度把握学生的素质。”化工系副系主任余立新

教授说。“为保证学生的专业素质，我们除加试专业课笔试

外，还将对学生进行上机编程等实际操作能力的考查。”计

算机系前副系主任胡世民教授说。 在复试过程中，研究生院

还组织相关人员到各系进行严格巡查，对各个复试工作环节

进行监督。同时学校招生工作也自觉接受考生、社会和学校

纪委的监督，录取原则、总成绩计算办法、录取最低分、录

取人员名单等都在网上公布。 建立“三助岗位”，研究生培

养机制改革开始试点 作为教育部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试点

的14所高校之一，本学期，清华大学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

在2007级新生中开始试点。 清华大学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

旨在进一步统筹学校、院系和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的资源投

入，加大设岗力度，增强导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主导作

用，将研究生的培养、奖励、资助与研究生的实际能力和综

合表现紧密联系起来，调整、完善研究生培养资助体系，提

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和水平，促进研究生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高策理表示，由于研究生培养机制

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人事制度、科研经费管理以及研

究生招生、经济资助、培养定位等一系列重要内容，改革意

义重大，任务艰巨，面临着很多新的问题，需要一个逐步到

位的过程。为此，清华大学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在本学期开

展试点，待各项工作进一步细化后，将于下学期全面铺开。 

清华大学此次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核心是建立和完善以“

三助岗位”体系为主要内容的研究生奖助体系。研究生可通

过承担“三助岗位”工作得到培养和锻炼，同时获得学费和

岗位津贴资助。 “针对2007级秋季入学的新生，我们随录取

通知书向学生寄发了《清华大学研究生新生‘三助’岗位申

请意向书》，凡申请到‘三助’岗位的，不需要交纳学费，

同时还发放相应津贴；未获得‘三助’岗位的，可向学校提

出减免学费申请，本学期原则上都会得到批准；不申请或极

少数申请未获批准者，应交纳学费。”高策理介绍说。 “三

助”岗位覆盖90%以上学生 清华大学研究生“三助”岗位体

系包括助教、助研和助管3种。在学校从1990年已全面试行的

助教博士生制度(包括教学、科研、管理等)的基础上，此次

改革完善了已有的岗位制度，加大了岗位设置力度，“三助

”岗位覆盖90%以上的学生；“三助”岗位津贴按实际上岗

时间发放，按学期动态管理；助研岗位的津贴各院系还可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幅度一般不超过50%。 “三助”

岗位中，助教、助管岗位由学校、院系设置，津贴由学校出

资。助研岗位及津贴由院系、导师设置并出资。考虑到一些

基础学科和人文学科导师经费并不充裕的情况，学校加大资

金投入，设立“研究生机制改革专项基金”，用于支持基础



学科和人文学科的部分导师为研究生设立助研岗位，并为相

应研究生提供生活补贴。专项基金包括减免学费和提供基本

助研岗位津贴。研究生享受专项基金资助期间，若申请到“

三助岗位”，则专项基金的资助自动中止；岗位工作结束后

，还可恢复专项基金资助。 除“三助”岗位津贴外，清华大

学将继续为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研究生发放普通奖学金和北

京市生活补贴；继续设立清华大学研究生奖学金，用于奖励

品学兼优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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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