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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9_B6_E7_94_9F_E6_c73_388930.htm 同济大学新入校研究

生必须交费。 上海，同济大学数千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开始

报到。他们是研究生培养体制改革后的第一批新生。 与复旦

大学、上海交大、华东师范大学一样，同济大学是2007年教

育部批准的全国17所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试点高校之一。清

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亦在试点之列。研究生收费消

息一出，有媒体旋即宣称：中国研究生教育全面收费时代到

来。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 研究生收费与奖助学金的改革

，只是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一部分而非核心。 按照规划，

试点高校研究生将不再区分公费和自费，所有入校研究生新

生都必须交费。学校将采取颁发奖学金、助学金等方式资助

优秀研究生。 近日，本报记者实地探访上海部分高校，试图

揭开笼罩在研究生培养体制改革上的是是非非。 陈宇光既是

同济大学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的主任，又是理论物理学的博

士生导师。9月21日，是2007级博士生报到的日子。作为同济

大学主管招生的负责人之一，他今天得“一心二用，公私兼

顾”。一来将近800多博士生今天要完成注册报到，二来他也

得抽空看看自己刚进校的博士生肖贤波。 博士生： 助学金抵

得上之前工资 肖贤波是此次同济大学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

第一批受益者。“我硕士毕业后，在江西农业大学工作了一

年，就正常考了”。不过，去年肖贤波报名的时候，同济大

学的相关改革方案并未出台。而后来出台的改革政策却给肖

贤波一个意外的惊喜。 “博士研究生每学年学费1.18万元，



硕士研究生每学年学费1万元，其中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全额资

助学费”，肖贤波正好是650名全日制博士生的一个。 当然，

除了全免学费，肖贤波还能享受其他资助。“一个导师原则

上只能招收4名博士或硕士，招收的前两名全日制博士研究生

，导师需资助的助学金为每名3000元/学年，招收第三、第四

名全日制博士研究生需资助的助学金依次为5000元/学年

、8000元/学年。导师可在此基础上追加资助，每位博士研究

生由导师资助的助学金上限不超过1.5万元/学年”，招生简章

明确。 肖贤波最初的设想是边读博士边工作，“没办法，得

养活自己”。但方案公布后，肖贤波更改了规划，“如果我

读全日制，不仅可以免学费，还可以得到学校提供的每月800

元助学金，足够生活”。 作为肖贤波未来的导师，陈宇光给

了肖贤波另外一个惊喜，“第一年读课程时，我给你再加三

、四百元。往下几年，如果表现好，我再给你加点”。 “这

抵得上我教书时的工资了”，肖贤波说。 同学： 不再有“公

费”“自费”之分 在肖贤波得益于新制度进校读博士的时候

，另一制度却被交回给历史，“同济大学以后就没有‘公费

生’与‘自费生’的说法了”。 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李永盛

告诉记者，目前中国研究生培养方式分为计划招生、自筹经

费、委托培养等多种方式。其中，占研究生主体的国家计划

招生的公费生，由国家下拨培养费，不仅学费免收，每月还

有基本生活费，而自费生的学费、生活费大部分都得自己解

决。改革后，这种状况将得到根本改变。 “研究生培养机制

改革试点重在收费制度改革，其核心内容是研究生培养（包

括硕士、博士）由国家培养和自筹经费并行改为资助制，即

取消国家计划，研究生不再分公费、自费，所有研究生都要



交费”，李永盛透露。 不过，“全面收费”并不意味着“全

面自费”。“学生缴纳的学费只是全部经费中的一部分，收

取研究生学费的收入其实是以奖学金形式全部返回学生”。 

“博士生全额学业奖学金的覆盖面为100％，硕士生全额学业

奖学金和部分学业奖学金的资助面也为100％”，李永盛说。

按照同济大学的说法：2007年度对研究生资助支出比2006年

约增加1500万元，其中300万元来源于导师的科研经费。 导师

： 以后招生要考虑成本 “无论是博导还是硕导，原则上每学

年最多招收4名全日制研究生。”与上海乃至全国其他参与研

究生培养机制改革高校相比，同济大学首次明确了对导师的

限招政策。根据招生简章，每位导师需要为学生支付一定的

助学金，每人每学年3000元至8000元不等。 “改革前，一个

导师名下几十名学生，就像一个茶壶配数十个茶杯一样，怎

么照顾得过来？” 同济改革新政的推出，受到了不少导师的

欢迎，波耳固体物理研究所的张治文教授就是其中之一。张

治文直言：“新体制不错，只有适当的限招，使教师的科研

和学生的培养进一步结合，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才能提高。” 

而对于“没有研究项目，导师不能招生的”主张，张治文表

示了他的赞同。“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导师没有科研项

目，怎么去带研究生？科研活动怎么体现？研究生是要做研

究的！”张治文说。“没有科研项目的博士点，只准招两三

个博士，只能传宗接代”。 奖学金： 不再是“公费生”的大

锅饭 “把研究生对学习和科研的投入与对其资助结合起来，

改变目前研究生培养经费资助中存在着的类似于“大锅饭”

和“铁饭碗”的计划经济模式”，这是《同济大学研究生资

助体系改革暂行办法》的第一条改革目标。 “我们会根据研



究生的业绩，并按相关程序，考察研究生的学习表现和对‘

三助’（助研、助教、助管）工作的实际参与程度等，在考

核基础上调整奖助金的资助对象与资助额度”，李永盛说。

“全日制博士，原则上每人每月补助800元，但更优秀的可以

拿到1500元”。而硕士研究生均可以获得不同数额的奖学金

。担任助研的硕士研究生还可以另外获得导师和学校的资助

。 不过，对众多研究生而言，如此高额的奖学金和助学金并

不是一劳永逸的铁饭碗。“蛋糕就那么大，到底切给谁，只

能排排队，优秀的人才才能给”，李永盛坦言。“以前分公

费和自费的时候，奖学金就像铁饭碗，自费生再努力，再优

秀，那又能怎么样呢。资助要跟学业成绩挂钩，好的，继续

给你资助，不好的给你拿掉。” 考生： 2007年报名人数下

降10% “过去我们不收费，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计成本，只不

过这个成本是由国家来承担的，而国家的钱从哪儿来？是纳

税人的税负。”在全国17所高校先后公布了自己的改革方案

后，有人如此评论。 由于事关最引人注目的收费改革，因此

给考生带来的影响让许多人始料不及。 “2007年研究生报名

现场确认工作已结束。复旦、上海交大的上海地区现场确认

数分别比2006年少了800人和500人左右。” 2007年，研究生

招生报名一结束，上海媒体就报出了参与研究生培养机制改

革的四高校报名人数下降的消息，而未参与改革的华东理工

大学，东华大学报名人数则略有上升。 “上海四所培养机制

改革的高校，报名人数都下降了10％左右”，上海一高校负

责研究生招生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按照该负责人的分析，造

成这次后果的原因是“一是学生只顾眼前利益，对新的东西

有误解；二是部分高校前期宣传解释工作做得不是很到位”



。 不过，该负责人也坦承，“直到报名考试，许多学校的改

革方案仍未出台”。而这“尚未出台”的后果就是，部分考

生把全面收费理解为全面自费，想报又不敢报。 教育部： 研

究生改革核心并非收费 “把研究生改革说成是收费制度的改

革，研究生改革的核心就是收费，这是不正确的。”针对有

关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是是非非，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曾表

示。 “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关键在于高水平的研究生导师

，只有高水平的导师，才能带出高水平的研究生，而必要的

研究经费也是关键。”“当前改革和完善研究生收费制度，

应解决：一是尽快取消目前实行的研究生收费双轨制，消除

因入学时考试成绩差异而在缴纳学费上出现的收费不公。二

是尽快完善研究生津贴制度。三是完善国家奖学金制度。四

是高校应当实行学费“反哺”制度，学费的一定比例必须用

于对贫困研究生的资助。” “目前大多数高校的研究生培养

都采取双轨制，有时会产生不公平，比如计划内和计划外的

录取生，可能分数只差几分，但是承担的费用却差很多，特

别是有的分数低几分的，家境更贫困，却只能自费。” 李永

盛称。 文科导师 “罢招”的尴尬 在参与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

的高校中，最具轰动效应的事件可能要数今年3月浙江大学历

史学教授包伟民的“罢招事件”。 作为全国17所试点高校之

一，浙江大学很早开始着手进行研究生制度改革，并制定了

一系列方案。方案提出，“导师资助研究生助学金的经费按

照学科特点制定不同的标准，资助额度随当年招生人数的增

加而递增。”具体执行办法，是将学科门类分为三类：一类

是哲学、文学、历史学、教育学；二类是经济学、法学、管

理学、理学、农学、医药学（除临床医学外）；三类是工学



和临床医学。 第一类中，导师招一名硕士研究生，每年要向

校方缴纳300元，招一名博士生，每年要向校方缴纳1200元。

不过，这种改革方案招到了很多文科导师的强烈反对，包伟

民教授是其中之一。 在一份名为《告考生》的声明中，包伟

民称：“本人近年偶承青年学子缪爱，或有投考，然因不合

时宜，无力缴纳此钱，复以为此申请‘扶植’（按‘规定’

每年最多‘扶植’一名），迹近干乞，君子所不为。故告考

生：新法之下，难与二三才俊灯下读史，以共教学相长之乐

；烦请另投名师，以免误了前程。” 日前，记者专门就此事

致电包伟民，包伟民告诉记者，“博士和硕士，一个都没招

”。包伟民说，除了5、6个没毕业仍旧在读的几个学生，今

年没招任何一个学生。“今年如果我招生了，还不被全国人

民打死”。对于以后打算，包伟民称，“大不了专心写书”

，“人文学科有自己的特殊性，科研经费本就不多，我得用

在项目上”。 事实上，此类问题并不是浙江大学一家独有。

同济大学一负责人告诉记者，“此次改革，理工、医科都不

会有问题，而占同济招生总额10%的文科则有点难，但全校

一盘棋，没办法，也套进来了。” 在上海的另一所以文科为

主的高校华东师范大学，改革进程就困难许多。“华师大文

科多，做得非常辛苦”。“交多交少是一回事，要不要交是

另外一回事。别的学科有钱，爱交就交，人文学科没钱，怎

么交？” 华东师范大学一文科教授向记者抱怨。 针对文理科

专业科研经费的差异性，同济大学的办法是对部分文科专业

的导师助研费用进行适当补贴。上海交大则设立了专门的“

文科基金”和“导师基金”，以帮助文科硕博研究生导师。

“对导师需支付给研究生的部分培养经费，将通过基金替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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