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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B_BA_E7_AB_8B_E6_c79_643980.htm 教育部、财政部日

前下发通知,中央部委所属高校博士研究生奖学金由原来的200

多元提高到1000元左右,由此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博士生待遇问

题的广泛关注。 博士生“涨钱”引热议 “山东大学关于涨补

助的通知”、“延期的博士生涨不涨”、“增加的部分是学

校发还是导师发”、“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生补助涨到1500元

”、“北大净涨1000元”⋯⋯连日来,在许多高校校园网和以

大学生为主要群体的网络社区,关于博士生“涨钱”的话题一

直是热点。 教育部财政部《关于提高中央部委所属普通高等

学校博士研究生奖学金标准的通知》于2009年11月下发,通知

指出部属院校在读脱产非在职博士研究生基础奖学金标准,由

原来的240元、260元、280元(根据读博之前有没有参加过工作

区分)原则上应提高到每月1000元,其中20%可由学校集中掌握,

用于对特殊专业的博士生奖学金给予倾斜,对优秀学生进行鼓

励,以及对兼任“三助”工作的博士研究生发放部分报酬等。

这一标准自2009年9月1日起执行。这是继1996年后国家再一次

提高博士研究生奖学金标准。 据了解,全国部属院校都已经展

开行动,出台通知或者紧急研究制订方案: 中国农业大学研究

生院常务副院长于嘉林介绍,农大博士研究生奖学金(助研津

贴)标准的提高分为两次:2009年9月至2010年8月,非定向博士研

究生奖学金(助研津贴)在目前标准(各年级不同)基础上统一提

高到每月1300元.自2010年9月开始,非定向博士研究生奖学金(

助研津贴)统一提高到每月1500元。同时,农大还对导师提供助



研津贴的标准也做了调整,自2010年9月起,导师提供助研津贴

的最低数额统一调整为每月1000元。 浙江大学规定,2005级

和2006级博士生每生每月普通奖学金提高到1000元,按12个月

发。2007、2008、2009级岗位助学金每生每月在原来基础上增

加400元。2010级则将岗位助学金学校支付部分调整为每生每

月1200元。 山东大学也已经正式通知,2007级博士生普通奖学

金标准由原每生每月300元左右提高到800元整,2008、2009级

博士生实行培养机制改革,“助研”奖学金标准由原每生800

元/月提高到1300元/月。 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医学部分院也已

经正式通知学生,自2009年9月2010年8月,符合规定的博士生每

生每月补发1000元。2010届毕业生补发至2010年7月截止。补

发的钱于2月5日前发到同学们手中。 据了解,其他部属院校如

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

中师范大学等均已发布正式通知,提高幅度与上述院校大体相

当。 博士生待遇事关国家科研创新能力 为什么大幅度为博士

生“涨钱”?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博士生在高校科研活动中

的地位和作用正在显著增强,并已成为科研创新、社会服务等

方面的生力军,取得了一大批令人瞩目的成果。“涨钱”是为

进一步推进高等学校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完善博士生奖助制

度,不断调动和激发博士研究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科研创新性。 

同时,博士生待遇低也是不争的事实,记者从北京多家高校了解

到,博士研究生的待遇一般由奖学金(即国家基本补助)、学校

补助、导师补助三部分组成。国家基本补助多年来一直停留

在每生每月200多元的标准。学校补助部分通常也称为“三助

”岗位津贴,是指教学助理、科研助理和管理助理三类岗位,这

些岗位通常要竞争上岗,完成工作能领取岗位津贴,数额也各个



学校不等,大致在300元800元的范围内,如果学校不能提供岗位,

那么这部分钱就没有了。实际上,许多普通高校普遍存在“三

助”岗位不足和津贴较低的状况。导师补助的部分则是由导

师自行确定给还是不给,给多少。 研究表明,25岁到35岁之间是

人创新潜能的高潮期,很多世界级的重大科研发现都是在这个

年龄阶段产生的。但对我国博士生来讲,这个阶段也是压力最

大的阶段。随着年龄增长,许多博士生都已经成家,但是每个月

几百块钱的补助并不能“养家糊口”,只好靠另一半或者父母

资助,或者在业余时间打工,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生待遇

就更低,时间、精力、心理压力使他们不能够集中精神专心学

习和科研。博士生待遇低甚至一定程度上成为我国高校高端

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的一个制约因素。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

在担任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时曾指出:补贴太低,对博士生人才培

养非常不利。博士生补贴至少应该达到本科毕业生三年后的

薪水或硕士毕业生毕业时的薪水水平。 与国内不同,国外许多

大学为了吸引优质生源,博士生的待遇相当丰厚。德国,博士生

不收学费,每人每月提供约1200欧元的生活补助。法国按照国

民的平均工资来提供奖学金给博士生。美国各个高校奖学金

差别很大,近两年的金融危机也造成一定影响,但总体来说大概

每年可以有两万美金。新加坡一些研究机构的全额博士生奖

学金大约每月3200新元(约15000人民币)。多数学生除了维持

正常生活外,还能略有盈余。因此,许多优秀的学生读博首选是

美国等高奖学金国家的学校。 精英人才出国读博,对个人成长

和促进科研都有利,但是单向流动现象也应该引起关注。南京

大学校长陈骏2009年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的身份提案:应该

将博士生补助提高到每年三万,以使他们能潜心科学研究。陈



骏认为这对提高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对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意

义非常重大。 教育和科研衔接机制需理顺 我国学位制度建立

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初,当时博士生的资助水平相当于五级工

资标准,博士生的收入高于一般人的工资水平。20世纪90年代

开始,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分配体制的改革,人民的收入

水平和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而博士生资助水平与工资水平的距

离逐渐拉开。后来甚至发展到有的学校博士生补助低于学校

所在地城市的低保水平。这期间,为适应高等学校研究生培养

制度改革的需要,增强研究生实际工作能力,增设了“三助”岗

位津贴制度。1996年,博士研究生普通奖学金标准由原来的每

生每月190元、210元、230元三档分别提高到240元、260元

、280元,一直实行到此次改革之前。 从200元到1000元,无疑会

极大地缓解博士生待遇低的状况,但是和国外学校相比,差距仍

然很大。有分析人士指出,博士生待遇的问题实际上是我国教

育和科研机制衔接的问题。给博士生发的钱应该从哪里来?这

是一个需要理清的问题。 美国学校的奖学金来自学生交的学

费、政府、私人或企业赞助。学生入学前提交申请,校方、院

方或系上会有由系主任、资深教授组成的奖学金委员会来审

核申请者。在国内,高校的博士生是学生,现在补贴来源于教育

部门,属于资助性质。他们虽然是科研的生力军,国家资助的科

研课题一般只有资料费、设备费等,而没有“人力资源的工资

”这一项,所以许多博士生导师给学生发钱只能用票据报销的

方式,一定程度上还冒着违反财务制度的风险,也有的导师干脆

不发。因此这一层关系如果不理顺,要建立有吸引力的博士生

待遇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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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