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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B1_BB_E5_9F_B9_E5_c73_582141.htm 这几天，南开大学经

济学院研一学生周蕴博正在认真准备一场特殊的考试。“如

果能够通过考试和审核，下学期我就是‘准博士生’了。”

周蕴博对未来满怀憧憬。 周蕴博所说的“准博士生”，实际

上是“学术研究型硕士生”。这是南开大学继实施研究生培

养机制改革后，试行的一种新的研究生培养方式。即自2008

级硕士研究生起，以经济学院为试点，在同一专业内实行“

学术应用型硕士生”与“学术研究型硕士生”分类并行培养

。这一培养方式开全国高校之先河。 5月份，经济学院将根

据一年级硕士生的意愿和课程、科研成绩进行考核筛选。“

学术应用型硕士生”第二学年将在第一学年理论课程学习的

基础上，适当强化应用性课程的学习，通过论文写作，达到

适应社会对应用型高级专业人才的要求后就业；而“学术研

究型硕士生”则在第二学年以硕士生身份与当年录取的博士

新生同期学习，该学年结束后如达到要求则正式进入博士学

习阶段。 分类培养打破学制壁垒 南开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

院长佟家栋认为，我国早期的硕士教育以培养“学术精英”

为目标，培养年限为3年或两年半。而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

，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加大，大量硕士生毕业后走上应用型

工作岗位，因此出现了旨在适应这种形势的两年制培养模式

。然而，大部分改革高校学制缩短了，培养方式却没有改变

，仍然是理论课程偏多，应用课程偏少，造成社会需求与人

才培养在结构上的不对称，许多两年制硕士生在就业市场上



缺乏竞争力。分类培养，让学生能灵活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

形式，是在两年学制下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 佟家栋说

：“我们试行的研究生分类培养是在同一学科专业下，按照

两类不同的方案进行培养，一类为‘学术应用型硕士生’，

致力于走上应用型工作岗位；一类为‘学术研究型硕士生’

，致力于进行深层次理论知识学习和科学研究。两套课程培

养两种类型的人才，既符合学生兴趣，又适应了社会需要。

这既是对以两年制为基础的弹性学制的延续，也是对研究生

培养的优化。” 事实上，研究生分类培养模式在欧美及香港

高校中已屡见不鲜。欧美高校主要有学徒式、专业式、协作

式与教学式等4种研究生培养模式，满足不同的培养目标需要

。香港高校的硕士研究生则分为研究式和修课式两类：攻读

“研究式硕士课程”的学生要求先修课，后撰写论文，并进

行论文答辩；攻读“修课式硕士课程”的学生一般不需要完

成论文，也不进行答辩，只需要完成规定的课程学习就可以

毕业。 正是借鉴了这些高校的有益经验，同时结合我国现行

研究生招生、培养及学位授予制度与南开大学具体情况，研

究生分类培养得以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率先推出。如果通过

试点证明研究生分类培养的科学性与有效性，今后将逐步在

理工科、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专业推广这种制度。 各有专攻

培养有的放矢 目前，国内许多高校实施两年制硕士培养体制

。对于希望毕业后就业的硕士生来说，修习理论课程和撰写

几万字的毕业论文令他们进行社会实践的时间所剩无几，在

找工作时往往因为没有相关实践经验或对应用课程学习不够

而被拒之门外。而对于希望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

来说，需要在两年时间里修习大量课程，则使他们不能专注



地进行深度研究。 面对这种情况，分类培养就显出了独特的

优势。硕士生入学后的第一年为基础学习时期，需要进行必

修课和部分选修课的学习。而到了第二学年，经分类筛选出

的“学术应用型硕士生”和“学术研究型硕士生”则会按照

不同的学习轨道，向着各自选择的方向前进，而不必让相同

的培养模式牵绊了自己理想的脚步。 在南开大学研究生分类

培养实施方案中，“学术应用型硕士生”在完成一般课程学

习之后，将学习更多应用性强的课程。记者看到，在经济学

院各系所课程设置中，诸如“实验投资学”、“金融工程实

验与计算”等新的应用课程都被列在了选修课中。 “我们已

邀请企业界、政府部门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人士作为兼职导

师为‘学术应用型硕士生’开课，并创新课程形式，安排由

多场讲座组成的专题课。譬如在财政学专业中，我们就安排

了‘财政金融改革系列讲座’，学生可以听到来自不同工作

部门人士带来的市场前沿知识。此外还安排了实习课、公文

写作课等，以增强他们的实践能力。”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

院长盛斌说。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研一学生康川川有毕业后即

工作的打算，因此对于“学术应用型硕士生”的课程安排表

示满意：“应用性的课程强调技能训练与经验传授，让我们

在课堂上就可以学习未来工作岗位中用得到的知识，不仅可

以增加我们的就业竞争力，也可以缩短工作后的适应过程。

” 而对于“学术研究型硕士生”来说，尽早进入研究状态才

是第一要务。因此学院安排他们成为当年入学的博士生的同

学，与博士生一起上课、完成相关研究论文等，让这些“准

博士生”们自然地融入到博士研究的氛围中。 在毕业论文方

面，“学术应用型硕士生”仍需提交论文，但对论文的内容



、字数要求有所变化。“论文字数由原先的3万字放宽到1万

字左右，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论文质量要求的下降，”盛斌说

，“论文的内容要注重对某一特定经济学课题的分析、研究

过程，比如通过案例分析解决经济领域的实际问题，这就对

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敏感性和分析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 已进入博士生前期学习阶段的“学术研究型硕士生”，则

无须进行论文写作及答辩，亦无须获得硕士学位。待一年后

正式进入博士生阶段后，他们将利用更多的时间进行研究工

作，完成高质量论文，答辩通过后取得博士学位。博士前期

阶段和正式博士阶段的时间共计为4年，以保证博士论文写作

时间和研究深度。 措施到位保证培养质量 “实行研究生分类

培养后，如何保证两类硕士生的培养质量，是我们重点考虑

的问题。”佟家栋说，“因此我们从筛选、教学安排、再到

论文指导等各方面都制订了相应措施。” 据介绍，在第一学

年末，想要攻读“学术研究型硕士”的经济学院硕士生需要

提交一个申请。学院将为他们安排笔试和面试，对他们的理

论基础知识和研究潜力等方面进行考查。 “选择出真正适合

进一步作学术研究的学生，是培养出高质量博士的源头。”

盛斌说，“我们会制订相对科学的考查标准，并综合当年博

士生录取人数，择优录取‘学术研究型硕士生’。而未提交

申请及未通过考核的学生则在第二学年成为‘学术应用型硕

士生’。” 在教学安排方面，对“学术应用型硕士生”的指

导将不再是一名导师指导多名学生，而采取多名导师指导相

同专业方向的多名学生，即导师组制。也就是说，学生在日

常的学习和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既可以得到本校专职导师

的指导，又可以得到来自企业界、政府部门等单位的兼职导



师的指导。 作为博士生导师，盛斌认为，由于“学术应用型

硕士生”的培养强调应用性，在其学习和论文写作中往往需

要了解多方面知识。导师组可以综合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的

全面指导，为他们高质量地完成学业、走进社会提供保证。 

对于“学术研究型硕士生”来说，课程体系也会重新设置。

“我们会为他们安排一些学术讨论课，并要求他们定期提交

研究报告，对研究中期成果进行检查，以此提高他们的科研

水平和学术能力，为写出高质量的毕业论文打下坚实的基础

。”盛斌说。 从2008年9月开始，南开大学开始实施研究生培

养机制改革，以每年评定一次奖学金代替原有的公费、自费

研究生培养制度。“在经济学院实行分类培养后，奖学金的

比例、奖级更多地向‘学术研究型硕士生’倾斜。”研究生

院常务副院长李靖说，“这是对具备科研潜质的优秀硕士生

进一步深造的鼓励。百考试题” 值得注意的是，成为了“学

术研究型硕士生”，并不意味着就迈进了博士研究的大门。

“如果他们在第二学年的课程学习成绩及科研能力符合要求

，则在第三学年正式获得博士研究生资格。如果不符合要求

，则可在第三学年内修满‘学术应用型硕士生’毕业要求的

学分，完成毕业论文写作和答辩，获得硕士学位。”李靖说

。 对于这种分类培养的方式，学生、导师都给予了肯定，认

为在课程设置、论文写作等方面更能突出学术研究型与学术

应用型的培养特色，有助于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最新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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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招生复试不单独划线2009年考研国家复试分数线预计4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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