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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7_A7_91_E5_c73_646433.htm 1983年5月27日，人

民大会堂接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的首批博士，在这18名

博士中有7名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早在1978年，经国务院

批准，中国科大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研究生院。30多年来，在

我国自主培养博士当选的院士中科大博士占1／6，全国百篇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科大理科获奖比例居高校之首。如今，

中国科大研究生院在国内研究生教育领域率先提出并成功施

行了13年的研究生“三助”（助研、助教、助管）岗位制度

后，最近又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变革。为此笔者来到这所

一流高校一探究竟。 溯源：“中国最牛高校”的人本理念 在

中国一流高校中，中科大成立的时间最短，可是每1000名本

科毕业生中产生1名院士、700多名硕士博士，比例居全国高

校之首。它是全国著名高校，学费却比一些普通大学还要低

。各地考生报名踊跃，然而其“规模适度”的招生政策50年

不变。这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被网友亲切地称为“中国

最牛高校”。 中国科大的办学经费长期位列全国高校30多名

，但综合实力却位居一流大学前列。“低投入高产出”是中

国科大的一个鲜明特点。“其实并没有什么天大的秘密，不

过是遵照常识和规律办事罢了，就是以学生为本，以导师为

本，把教书育人放在第一的位置。”中国科大校长、研究生

院院长侯建国院士平静地说。平实语言的背后是中国科大厚

重人文理念的践行。学校最初筹资安装输送暖气，奉行的原

则是“先学生、后职工，先教师、后领导”学费标准在全国



高校处于下游，教工收入在全国高校更不占优势，但却对全

校学生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奖、贷、助、补、减、免、生活援

助等“组合式”助学体系。 熟悉中国科大发展变迁轨迹的人

说，中国科大的发展是历经磨难而后生的奋斗史、创业史。

经历了南迁、“文革”等种种磨难的科大人具有很强的“危

机”意识和“突围”意识，如何在中部欠发达地区吸引优质

生源和优秀教学科研人员，是中国科大一直以来潜心修炼的

“内功。” 创新：科大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不竭动力 在2006年

召开的中国科大第四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工作会议上，

学校就确立了全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核心目标。为提升

研究生的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中国科大在全国

率先出台了多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创新举措，包括

：1996年起就在研究生中设立助学、助研、助管岗位，大幅

度提高研究生待遇，消除学生投身学习、研究的后顾之忧；

采取“本科－硕士－博士”、“本科－博士”等长周期培养

模式，支持优秀学生攻读博士学位，确保博士学位论文质量

不断提高；设立研究生创新基金、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后备人

选资助基金，支持研究生开展创新活动；专门成立“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评估中心”，严把学位授予关；集中学校资源，

建设了理化科学等5个研究生公共实验中心，为高水平研究生

教育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科大的研究生教育正是通过秉承

“我创新故我在”和精品办学、英才教育的理念，使得该校

的研究生成为国家科学研究的强大生力军：1999年以来，该

校共有30篇论文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强大

的师资背景和科研环境为高层次优秀人才创新能力培养提供

了源头活水：学校现有8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4个二级



国家重点学科，2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理学博士点国家重点

学科覆盖率达到100％，工学博士点国家重点学科覆盖率达

到40％；是唯一一所建有两个国家实验室的大学，有两院院

士30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7人，博士生导师600余人（含

中科院兼职博导200多人），各类省部级创新团队17个。最

近5年来，该校有8项成果10次入选中国科技十大进展新闻，

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十大新闻和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新

闻，是入选中国年度十大科技进展成果最多的高校，是国内

唯一有成果入选国际物理学十大进展的高校。在“年度世界

十大科技成就”中，10年来科大5学子4度折桂，名列全国第

一。这些斐然成就来自于该校研究生在科研工作中的纯正学

风和超强创新能力。无怪乎英国《自然》杂志曾撰文称中国

科大是“招风的大树”。 培养机制改革“十六字”方针：为

学生“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启动研究

生培养机制改革，既是顺应外在整体变革的趋势，也是内在

发展的自我诉求。”中国科大校长侯建国院士道出了研究生

培养机制改革的背景和目的。 副校长张淑林指出，“研究生

培养机制的改革一直是最近几年的热门话题，各种声音都有

。虽然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具体做法不少学校还处于探索

、摸索阶段，但这种变革趋势不可避免。” 当然，促使中国

科大改革的更主要原因还是内在发展的需要。中国科大自成

立以来一直被誉为“科技英才的摇篮”，培养“科技英才”

是中国科大研究生教育的基本目标，但现在面临的严峻形势

是，与国际一流大学相比，国内研究生教育办学经费明显不

足，在校研究生的待遇偏低，已经影响到优秀学生在国内、

在中国科大安心地学习、做科研。从短时间来看，光靠学校



自身力量增加投入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争取国家政策性支持

和社会各界多渠道支持，建立多元的研究生奖助机制，提高

研究生的待遇，为他们静心学习创造好的环境。“总之，改

革的目的就是要为每一位研究生在纷繁浮躁的社会里‘放一

张安静的书桌’，让研究生们能心无旁骛地汲取科学的养分

，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培养、储备更多的拔尖人才。”侯建国

校长说。 其二就是调动研究生导师的积极性问题。在原先的

机制中，导师在研究生培养工作中的积极性未能充分挖掘。 

“此次改革的总体思路，可以简化为十六字方针：分类实施

，师生为本，质量为先，稳步推进。”张淑林介绍。 “分类

实施”首先包含本次改革对新老学生采用不同的实施方案。

对于已经在读的原国家计划公费研究生，依然保持全免学费

直至毕业。2009年起，施行研究生学费奖学金制。所招收的

博士研究生（不含在职委培生，以下同）全部享受全额学费

奖学金（即全免学费）。所招收的科学学位硕士研究生，大

部分（占全校的70％左右）享受第一学年的全额学费奖学金

；小部分享受第一学年的半额学费奖学金；硕士研究生入学

一年后经考核优良者，均可获得第二学年的全额学费奖学金

。其次，在奖助体系设置和学费奖学金的分配方面，学校充

分考虑了各学科的差异性，有针对性地分类设计改革实施细

则。 “师生为本”指既要通过改革提高研究生的待遇，为广

大研究生安心学习创造好的环境；又要让研究生导师在助研

岗位设置和岗位考核方面有充分的自主权。所增加的助教岗

位津贴，全部由学校经费支出；所增加的助研岗位津贴，已

在读研究生则全部由学校经费支出。为保障研究生的基本生

活需求，学校要求各培养单位在学术型的科学学位研究生培



养中必须设置“三助”岗位资助，改革后，新的“三助”岗

位津贴标准已有明显提高；对于优秀的研究生，鼓励教学部

门和导师另外提供高于岗位津贴的额外补助，额度不限，“

上不封顶”。导师在助研岗位等级设置和考核方面有充分的

自主权，助研岗位等级由导师根据研究生学业、科研表现确

定。同时，学校还将增加更高津贴标准的助研岗位等级，供

导师选择设置。 “质量为先”是整个研究生培养资助机制改

革的核心目标。通过改革，建立以科学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负

责制，构建科学的研究生奖助体系，形成研究生教育质量的

长效保障机制和激励机制，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产生更

多创新成果。 “稳步推进”是因为此次改革涉及面广，是一

项系统工程，要稳妥推进，要妥善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

根据学校部署，该校研究生培养资助机制改革将分三步实施

：第一步是已对2008年及以前入学的研究生“三助”岗位制

度实施改革，提高了在读研究生待遇。第二步是在2009年秋

季入学的研究生中实施全新的研究生培养资助机制改革方案

，学校出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奖助基金实施办法》，完

善了以科学研究为导向的导师负责制和资助制。第三步是通

过研究生培养资助机制改革，优化研究生教育结构，建立起

基础研究型与职业应用型并举的研究生教育分类体系。 侯建

国校长指出，这场改革虽然发轫于改善研究生待遇，但改革

最终的落点是全面整合、改进、协调中国科大研究生教育体

制。“奖助制度是这个系统工程的一个切入点，我们要做的

是从改革‘三助’岗位制度入手，构建高质量研究生培养的

长效保障机制和内在激励机制，逐步实现中国科大研究生教

育规模、结构和质量的协调发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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