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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美丽的雁栖湖畔,中国科学院有史以来投资规模最大的基建

项目总投资约18亿元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新校区破土动工

。到2011年建成时,万名研究生将在这里扬起自己人生事业的

新风帆,开始又一个青春的梦想与追求。 作为党中央国务院批

准成立的我国第一所研究生院,中科院研究生院目前已成为亚

洲最大的研究生培养机构,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就培养了7万

多名博士、硕士。 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人才,尤其在创新

型科技人才。本报记者就此话题专访了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

长兼研究生院院长白春礼院士。 30年35位院士 探索创新人才

培养内在规律 问:中科院研究生院的几组数据让人印象深刻:

仅仅在改革开放后的30年间,中国科学院依托各研究所培养的

研究生中,就出现了35位两院院士。近10年来,不到全国10%的

博士生,却创造了17%的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这是衡量博士

生培养水平的重要指标。从研究生院的自身实践出发,您认为

高层次人才应该如何培养? 白春礼:我本人是研究生院1978年第

一届研究生,记得当时在严济慈院长主持下,王大珩、周光召、

彭桓武、叶笃正、刘东生、吴文俊先生等一大批科学家亲自

讲授课程。李政道先生专门到研究生院开设课程,杨振宁、吴

健雄、陈省身、林家翘先生等也到校讲学。研究生院当时虽

然校舍简陋,但却形成了名师讲学、群贤毕至的教学培养环境

。 中国科学院拥有100多个国立研究所和研究中心,由此而建

的研究生院在办学特色上非常明显。目前有320余位两院院士



、4200余名博士生导师、3900余名硕士生导师,培养指导的力

量很强。并且,全国大科学工程设施几乎都在科学院,而大科学

工程往往是科技人才成长的“沃土”。还有,遍布研究所的

近60个国家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70余个中国科学院重

点实验室、20余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为学生的科研训练提供

了非常好的环境。另外,科学院众多的重要科技项目,研究生直

接参与其中,很快就能融入到世界前沿水平的科研中去。 在当

代,高水平科研创新与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紧密结合、相互促进,

是大家都认同的规律,中科院的研究生教育符合了这个内在规

律。 3.5万研究生在校 一名导师每年指导一名学生 问:目前中

科院研究生院在校生有3.5万人,这么庞大的数量,让人联想起几

年前的考研热,以及一些高校一个导师带着几十个学生的情况

。另一方面,中科院研究生院的“两段式”培养模式,学生第一

年后就分散到全国各地的100多个研究所,培养质量是否有保

证? 白春礼:距离国家大科学工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一墙之

隔,就是中科院研究生院的玉泉路教学园区,还有中关村教学园

区、奥运村园区,加上京外的5个教育基地,以及遍布全国的100

多个研究所及研究中心(研究生培养单位),形成了完整丰富的

教育体系。研究生院实行集中完成课程教学,然后进入研究所

跟随导师进行科研实践并完成学位论文,我们称之为“两段式

”培养。 针对中科院的特点和优势,我们还实行“三统一、四

结合”的培养管理方式,确保质量。在学生进入研究所后,一方

面采取严格的导师负责制,一方面研究生院和研究所也有相应

的教育培养和质量管理,甚至继续延伸学术道德教育、心理健

康教育等。 3.5万在校生,看似数量庞大。但算一算,我们的导

师超过8000名,加上相当一部分硕士生在二年级就转为博士生,



其实一名导师每年平均只带一个研究生。当然,有些专业会适

当多一点。即便如此,我们还规定5年内每个导师带的学生最

多不超过9名。这样下来,导师能有较多的精力和时间,把学生

培养好。我觉得,研究生培养重在质量,我们也始终坚持这一原

则。 服务国家需求 创造研究生教育史多个第一 问:我们知道,

从中国科学院走出了新中国第一位理学博士、工学博士、女

博士、双学位博士。作为新中国第一所研究生院,如今又是国

内甚至亚洲最大的研究生培养机构,我们似乎可以从中科院研

究生院的发展中触摸到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脉络? 白春礼:中科

院是新中国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探索者,是改革开放之初研究生

教育的重要开拓者,是新世纪研究生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推动

者。 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面对国家科学人才急需的状

况,借鉴国外研究生教育的方式,开始了研究生教育的积极探索

。《人民日报》在1955年9月6日的社论中指出:正规的研究生

制度的建立首先由中国科学院开始,以后有条件的高等学校也

应建立正规的研究生制度。 1977年11月,中国科学院与教育部

联合发布《关于一九七七年招收研究生具体办法的通知》,使

我国研究生教育在中断了12年之后,得以恢复。1978年3月,国

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成立新中国的第一所研究生院中

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即现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前身。

2000年底,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正式批准,在上述中国

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北京)的基础上,将当时全院109个研究所(

研究生培养单位)的研究生教育资源进行整合,更名组建了中国

科学院研究生院。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科院坚持“科研与教育

并举、出成果与出人才并重”的方针,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形成

了与高水平科研创新密切结合的研究生教育模式,取得了显著



成绩,创造了我国研究生教育史上的多个“第一”。 避免近亲

繁殖 毕业生留在研究所不到10% 问:钱学森先生曾说过,“为什

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呢”?他说的杰出人才是指

科技战线的领军人物。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研究生院在这方

面有何举措? 白春礼:几天前,钱老离开了我们。他的去世,是整

个国家和民族的损失。但是,他的功绩和精神,我们将永远铭

记,并激励着我们继续奋斗。 钱老提出的问题,关系着国家民

族的未来,我们也一直在思索。我认为,在高层次科技人才培养

中,当然包括领军人物的培养,至少有3个方面值得认真思考:有

利于科技创新的文化教育传统如何形成和改进.鼓励原始性创

新的体制机制如何健全和加强.有利于杰出科技人才成长的宽

松环境怎样建设和完善。 最近几年,我们更加重视青年科技团

队培养,尽量给他们提供空间和舞台。我们也希望在学的研究

生,能够尽快成长为科研骨干,除了有生活津贴、奖助学金的普

遍支持外,还对一些优秀的研究生给予专项科研经费支持,有的

可达20万元到40万元不等。 同时,人才的培养应该注重全面发

展,还应包括人文素养、社会责任、合作精神、创新勇气、战

略眼光、学术道德等等.作为领军人物或者科研领导者,还要有

组织能力、管理能力以及沟通交流的更高要求。研究生院近

年来推出的“跨学科专业选择计划”、“跨学科课程兼修计

划”、“通识案例必修课程”、“相对标准考核规则”等措

施,就是在这方面的探索和尝试。 另外,为了满足国家和社会

对科技人才的需求,我们明确规定毕业生留科学院研究所工作

的比例不超过10%。这样做不仅履行向社会培养输送人才的

责任,也避免“近亲繁殖”,更有利于人才成长发展,因为只有

在丰富的实践中才能锤炼出杰出人才。 科学与人文结合 一名



创新人才需要懂得更多 问:许多科学大师都非常强调科学与人

文、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我也了解到,中科院研究生院有一个

专门为学生们设立的“科学与人文”论坛,非常高端,基辛格等

人都前来和学生们交流。您怎么看? 白春礼:设立“科学与人

文论坛”,是针对自身理工为主的人才培养环境,注重创造校园

文化氛围,加强学生人文素养、全局视野、战略思维、辩证方

法等方面的一项比较成功的尝试。 从2003年起至今举办了90

多场高水平的演讲报告,已成为一个品牌。这个“论坛”确实

是群贤荟萃,“两弹元勋”王大珩、周光召,高层领导曾培炎、

陈至立,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获得者吴文俊、李振声,诺贝尔奖

获得者杨振宁、塞宾斯,国际政要老布什、基辛格等等,先后面

对面地与学生交流。这对研究生院的同学们来说,真是十分宝

贵的机会。还有,每年通过定位于学科领域新进展的夏季小学

期,有众多世界著名科学家、知名学者、跨国企业负责人应邀

前来授课、讲学,有利于同学们接触科技前沿、汲取各家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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