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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背景下, 为进一步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研究生教育

资源配置与优化成为十分紧迫的现实问题。本文拟从研究生奖助体系入手, 通过对复旦

大学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分析,指出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中面临的新问题并提出完善资助

体系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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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 担负着培

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使命。随着研究生培养机制

改革在全国高校的深入推进, 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

与优化成为十分紧迫的现实问题。对于研究生培养

单位而言,研究生教育资源的配置和使用,体现的是

教育价值导向, 直接影响育人效果。

2006年开始,哈尔滨工业大学等 3 所高等学校

开展了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试点工作; 2007年,

复旦大学加入了试点队伍之中。研究生培养机制改

革的根本目的在于优化结构, 提高质量,选拔培养拔

尖创新人才。改革研究生培养机制,就是要进一步

统筹培养单位教学、科研等方面的资源,以建立科学

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负责制和导师资助制为核心, 改

革研究生选拔机制, 优化研究生培养过程,加强指导

教师队伍建设, 完善研究生奖助制度,实现研究生教

育规模、结构协调发展, 全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复旦大学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

构建新的奖助体系。作为培养单位研究生教育资源

配置的一个重要环节, 研究生奖助体系不仅直接关

系到研究生切身利益, 而且关系到学校资源配置的

效率,因而备受师生关注。本文以复旦大学研究生

奖助体系为案例, 探讨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中面临

的新问题并提出完善资助体系建议。

一、整合资源,构建新奖助体系

在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中, 复旦大学将国家拨

付的研究生培养经费、学校筹措的经费以及导师资

助经费等统一作为研究生奖助体系的总经费,该体

系包括:学业奖学金、助学金、专项奖学金、博士研究

生培养专项基金、困难补助基金等。根据学科不同

性质和特点,在两级管理的原则下,学校对奖助学金

的评定采取分类分层的操作方式。

1.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为保障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激发

研究生的创新热情和创新实践, 提高研究生培养质



量,学校按不同奖项、金额、比例设立研究生学业奖

学金,用于奖励优秀研究生。在博士层次,学业奖学

金分为基础学业奖学金和优秀学业奖学金两部分,

其中基础学业奖学金覆盖全体博士生, 标准为每月

1000元,优秀学业奖学金设奖比例 30%, 奖额 5000

元/人/年。在硕士层次, 学业奖学金覆盖面为

70% ,根据学生综合表现设一、二、三等奖,金额分别

为 8000元、6000元、4000元/年。

2.研究生助学金

助学金是研究生通过承担研究助理、教学助理、

管理助理 (简称 三助 )工作所获得的岗位酬金。

在助研岗位设立方面, 学校要求招收博士生的

导师提供部分资助经费。根据博士生导师所在学科

专业性质、其当年招收博士生的数量等因素, 确定资

助经费的额度。资助经费等级分为 A、B、C三类, 当

年招一个博士生, 资助经费额度分别是 1000 元、

3000元、5000元,招两个以上(包括两个)博士生, 在

前一个基础上按 50%累进资助。院系设立助研专

项账户。学校根据标准和导师实际招生人数核算应

出资总额,导师出资经费转入院系助研账户, 不足部

分由学校补足。按规定, 博士生助研岗位覆盖比例

为 100% ,金额 3000~ 6000 元不等; 理工医类硕士

生助研岗位覆盖比例也为 100% (文科不设立硕士

生助研) , 金额 3000元/年。

在助教、助管岗位设置方面, 学校自 2000 年开

始在部分院系进行试点, 随后在全校推广铺开,至今

已有 10年。在这个过程中学校不断加强管理,增加

投入,出台了 复旦大学研究生助教实施细则 (试

行) 和 复旦大学研究生助管实施细则(试行) 等规

范性制度, 进一步理顺助管助教的管理体制。党委

研究生工作部作为 三助 工作管理的主要负责部

门,协同人事处、教务处、研究生院等分别制定了助

教、助管的实施细则,从岗位设置、人员聘任、上岗培

训到管理考核, 各个环节都做了具体规定。据统计,

每学期设置的助教、助管岗位约 1300余个。

3.博士研究生培养专项基金

学校筹集博士研究生培养专项基金,用以补充

院系账户,对部分基础学科、新兴交叉学科的导师,

或新引进且暂无科研经费的导师,以及在指导研究

生中成绩突出的优秀导师配备专项基金。

4.研究生专项奖学金

专项奖学金由社会团体、企业或个人设立,用于

奖励优秀研究生。奖励对象、额度、名额均按已签订

的协议执行。学校和各院系广开渠道, 积极争取社

会资源为研究生设置奖学金,并鼓励和引导设奖单

位和个人缩小甚至取消院系、专业的限制,使更多的

研究生具有申请机会。

5. 研究生困难补助基金

学校设立专门的研究生困难补助基金, 主要用

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研究生。学校根据学生经济

困难情况,提供相应的补助金额,以帮助学生度过难

关。面向研究生的校外助学金也为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提供资助。对于未获学业奖的贫困生, 学校有专

项的补助。

二、新奖助体系的特点

正在实施的复旦大学研究生奖助体系以科研为

主导,区分不同学科,强调导师负责制, 提高了学生

的待遇,激发了学生投身科研的动力。

1. 发挥导师作用

复旦大学明确导师是研究生学术教育和思想教

育的首要责任人, 不仅要教书,更要育人。奖助体系

将导师工作纳入必要环节,促使导师不仅关注学生

的学术科研,还要关心学生的德育表现,更全面地了

解学生。

新奖助体系架起了导师与学生紧密沟通的桥

梁,其中 助研 岗位则是两者的连接点。导师招收

博士生要出资,明确职责,研究生参与实验室工作和

导师课题,可以获得酬劳。为发挥导师作用,助研津

贴发放的调控权由导师负责,导师可根据研究生参

与科研的表现调整津贴的发放额度, 从而更有效地

督促学生参与科研工作。

2. 提高学生待遇

研究生新奖助体系的建立, 大大提高了研究生

的待遇。特别是博士研究生, 平均每月可获得 1500

~ 3000元的收入,较培养机制改革前翻了四倍。而

且为使博士生安心科研, 学校对博士生的资助由以

往的 3年延长到 4年。三助岗位数不断扩大,投入

不断增加。2001 年学校在研究生三助岗位投入上

仅有 105万元,至 2009年学校投入增加到 1600万

元,增加的岗位数量不仅改善了研究生待遇,更重要

的是为研究生提供了更多的参与科研实践与自我锻

炼的机会。

3. 激励科研热情

学业奖学金采取动态评审的方式, 每年评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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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重点考察科研情况, 三年实践下来, 起到了奖励

先进、督促后进的效果, 学生学习、科研的积极性有

较大幅度提高。在学校层面, 还分别组织医科、文

科、理工科高额奖学金擂台赛。高额奖学金擂台赛

既是对研究生学术成果的评定, 也是对研究生学术

态度和学术作风的考察, 成为研究生科研学术能力

的展示会。评选并不意味着奖学金评定的结束, 学

校通过奖学金专刊、橱窗展示、获奖者 DV 播映等方

式对获奖的优秀研究生事迹进行宣传, 激励学生见

贤思齐,潜心科研不断创新。一年一度的奖学金颁

奖典礼也成为学校一大盛事, 通过精心设计, 增强仪

式教育的效果。

4.体现学科差异

文科、理科、医科之间有明显的差异, 在奖学金

评定中也有体现。每年学校出台奖学金评定的指导

意见,然后由各院系根据自身学科的特点、情况, 制

定本院系的奖学金评定细则。奖学金评定要求公

平、公正、公开, 院系的评定细则须提前公示, 听取学

生意见。在助研发放标准方面, 也体现了学科的差

异。根据参与导师课题的程度, 不同学科的博士生

的助研津贴不同;此外,不同学科导师出资标准也不

同。对于部分基础学科, 给予政策上的倾斜, 为暂时

无课题的部分导师助研出资。为鼓励研究生从事基

础科学研究工作, 2010年学校还设立了博士生新生

相辉奖, 奖励在哲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数学、

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基础医学等学科有较强科研

能力,取得突出成绩(如专利、论文等)的博士新生,

比例约为 10%,每生 18000元。

三、问题与建议

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以来,复旦大学不断探索、

调整、完善奖助体系, 优化资源配置效率, 努力发挥

奖助体系的导向作用和激励作用,取得了一些好的

效果。随着培养机制改革的深化,也面临着一些新

的问题。

1.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建立

问题

为更好地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应

用型人才的迫切需要, 调整优化研究生教育类型结

构, 2009年教育部决定增加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

招生计划 5万名(教发[ 2009] 6号)。硕士研究生教

育从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向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转

变,这是研究生教育中的重大改革。全日制专业学

位培养的是应用型的研究生,与以前学术型的科学

学位研究生在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上大不相同。随

着研究生结构调整的继续推进,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

究生的人数和规模将扩大,建立全日制专业学位研

究生奖助体系势在必行。这对建立全日制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长效保障机制和内在激励机

制、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有着

重大意义。

目前政府对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没有专

项拨款。建议应该建立 学校、企业、导师 三级资助

体系,采取学校投入、企业赞助、导师出资多管齐下

的方式,扩大资助范围, 提高资助力度, 激励优秀学

生。只有设立了奖助体系, 提供了基本保障,生源才

能改善,培养质量才能提高,研究生结构才能很好地

调整。

2. 科学研究与资源配置有机结合问题

在我国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中,关键核心问题

是将科学研究与资源配置有机结合。目前研究生已

经成为高等学校科研的主体力量之一, 理工科 80%

的科研成果离不开研究生的参与和贡献。但是目前

在我国重大(纵向)科研项目经费中, 一般不包括(或

很少包括)人工劳务费用,这就使得参加纵向科研课

题的研究生们无法获得应得的劳务报酬。有的导师

有课题,有经费, 却无法作为助研津贴发给研究生。

由于体制机制与政策障碍,使得导师承担的科研经

费无法用于研究生培养, 这不利于科学研究的更好

开展,对于研究生的培养也有影响。

科技以人为本, 人才是关键。国家应从实施科

教兴国战略的高度进行统筹协调, 改革和完善纵向

科研经费的使用和管理办法,提高科研经费用于研

究生科研津贴和培养经费的支出比例, 激励学术型

研究生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和重大课题的研究,在项

目和课题的研究中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资源配置

优化之后,将利于科研创新能力的激发和拔尖创新

人才的培养。

3. 教育经费来源多源化与助学途径多样化的

问题

近年来, 教育成本分担理论在高等教育领域广

泛运用。所谓研究生教育成本分担, 就是从发展我

国研究生教育和改革现行研究生培养机制的需要出

发,使研究生教育成本从目前基本上由国家承担这

种单渠道承担方式, 转变为由国家、学校、社会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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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及其家庭)多渠道共同承担的方式, 即教育经

费的来源多元化。这样看来, 研究生教育成本分担

是研究生资源配置体制建构的重要内容之一。当

然,研究生教育成本分担、教育经费来源的多元化,

并不是要削弱政府投入在研究生教育中的主导地

位。在实行研究生教育成本分担后,政府不仅不应

该减少或停止增加投入, 而且应该不断加大投入, 这

才是保证我国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根本。

成本分担到个人的话,意味着研究生不论统招、

委培、定向还是自费, 都要支付部分培养成本, 这对

现有的奖助体系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目前, 我国

对研究生的助学力度弱于本科生,以国家助学贷款

为例,我国目前助学贷款标准多着眼于本科生,贷款

最高限额为每生 6000元/年, 这远远低于很多学校

研究生高达 1万元/年的学费,因此它没有从根本上

解决贫困研究生的入学问题。在成本分担机制正式

运行后,应该提高甚至取消贷款的最高限额,而以学

杂费的实际情况确定贷款数额。政府相关部门应做

好与银行的协调工作。对于学校而言, 要加大 三

助 工作的力度,优化 助教、助研、助管 岗位设置,

科学确定岗位需求,核算岗位薪酬,让 三助 落到实

处,真正使同学达到锻炼能力和提高待遇的双赢。

学校还要多争取社会捐赠,作为研究生奖助体系的

有益补充,扩大奖助的覆盖面,为研究生安心学业做

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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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nal Resource Allocation to Bring into Full Play the Incentive of Postgraduate Financial Award

and Assistance System A Case Study at Fudan University

LU O Ying hua

( Fudan Univ er sit y ,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With the refo rm in the postg raduate education sy stem, the optimization of educat ion r esour ce allocation has become

an urgent issue in o rder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postg raduate pro gr ams. On the basis of a case study of the po stg r aduate

financial award and assistance sy stem of the Fudan Univ ersity , an analysis is made on new problems in over all po stg r aduate

educat ion resour ce allo cat ion, along w ith suggest ions for improv ing the present financial award and assist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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