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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我国高校机械学科博士生培养现状, 针对存在的问题, 分别从博士生培养机

制、博士生指导教师和不同类型博士生的培养过程管理等方面提出了详细的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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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 人才是强国的根本。

2010年 3月 5日,国务院温总理家宝在十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要统筹推进

各类人才队伍建设, 突出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建

若干一流大学, 培养杰出人才 。目前, 我国高等教

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 然而拔尖型人才依然很少,

科技创新能力依然薄弱, 培养杰出创新型人才已成

为高等教育特别是博士生培养的重要任务。

针对博士生教育,国内外已有一系列理论和实

践经验, 并在一些高校得到了良好的应用[ 1 4] 。然

而,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处于复杂的变革和快速发展

时期,受特殊社会环境的影响,我国博士生的培养质

量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机械学科

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工科, 不但要求学生掌握较高

的理论水平, 还要求具有很强的生产实践能力。

因此, 培养方式和其他学科应有所区别。然而, 从

现实情况来看, 国内很多高校机械学科博士生培

养方法单一, 不能适应机械学科高水平人才的培

养规律。本文分析了目前我国机械学科博士生培

养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一些提升博士生培养质量

的建议。

一、我国高校机械学科博士生培养现状分析

1. 机械学科博士生招生方式、培养年限及学术

要求

国内高校机械学科的博士招生有直博招生、自

主遴选和统招等方式。统招博士生又可细分为普通

博士生和在职博士生。直博生是接收校内外优秀本

科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学制为 5年左右;普通博士

生是硕士生(或同等学历)参加统招考试的全日制非

定向委培生,学制为 3~ 4年;在职博士生是硕士生

(或同等学历)参加统招考试来的委培定向生,学制

和培养方式与普博生一样。近年来, 一些高校开始

试行自主遴选博士生的招生改革。一些优秀的博导

(如两院院士、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等)可以自主招收若干名博士生。

国内高校机械学科博士生毕业要求发表论文的

数量和质量是不同的, 不同的导师要求也是不一样

的,平均来讲至少 3 篇 EI 收录论文才能毕业,有的

高校或课题组还要求在国外杂志发表 SCI 收录的

论文。



从平均毕业年限统计显示, 直博生实际平均年

限为 5 6 年, 普博生为 4 2 年, 在职生为 4 5 年

左右。

总体来看, 目前国内高校机械学科的博士生招

生制度相对灵活,学校和博导比较重视博士生培养

质量,毕业条件要求较高, 博士生较难毕业, 实际培

养学制较长。但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并没有众多博导

们期望的水平。

2.机械学科博士生论文水平与心理状态

通过调查若干所高校机械系 165名博士研究生

得知,机械学科博士毕业生发表论文平均数量是

3 8篇。目前约有 53%的博士研究生认为多发论

文、早毕业才是真理; 约有 32%的博士研究生认为

应该先做导师的项目,然后再写论文和毕业; 其他仅

有 12%的认为博士生需要联系生产实际,培养创新

思维能力。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目前机械学科的博士生

大多心态比较浮躁,很多人整天思考着怎么才能多

发论文早毕业, 把心思放到编造论文上了,而不是潜

心来做学问。本文作者参加过几十位博士生的毕业

论文答辩会,许多博士生虽然理论水平比较高,但做

出的成果离实际有很大偏差, 答辩过程中很多博士

生不能联系生产实际来解释自己的成果, 理论和实

践脱节。

3.机械学科博士生导师队伍现状

由于历史原因,国内机械学科的师资队伍中很

多是本校培养的毕业生, 尤其在国内一流高校,这种

现象更为常见, 这样就产生了学术近亲繁殖, 容易导

致缺少学术流动和创新的血液, 这对人才的培养是

极为不利的。同时,我国许多高校教师队伍中具有

海外博士或博士后研究经历的很少(青年队伍中更

少) , 缺乏具有国际视野的大师和年轻的骨干师资力

量。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 师资队伍的问题必将对

我国未来高层次人才培养产生极大障碍。

二、机械学科博士生培养质量提升对策

1.构建有利于博士生创新的培养机制

( 1)建立中期考核和年限淘汰机制

在机械学科博士生培养中引入淘汰机制, 实行

多点质量控制, 鼓励 冒尖 是加强研究生培养的一

种重要激励方法之一。美国博士生教育课程考核采

用末位淘汰制和博士资格考试淘汰制, 淘汰机制的

存在对于激励博士生勤奋研究、提高博士生培养质

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 4 5]
。

建立博士生淘汰机制,就是建立博士生中期考

核制度和年限限制制度, 在第一年底或者第二年进

行考核,对于不合格或者不合适做科研博士生, 建议

转硕士或主动退学。对于超过规定学制的博士生,

建立定期预警机制, 每隔几个月向导师提醒并要求

提交进展报告,到规定最后期限仍无法毕业的博士

生严格清理。建立严格的中期考核和年限淘汰机

制,将会促进博士生提高研究效率, 加快创新能力

培养。

( 2)建立 导师组 项目 成果 学生 一体化

互动机制

机械学科博士生培养可考虑建立基于项目小组

的 导师组 项目 成果 学生 一体化互动机制。

导师组内启动多个项目, 每个项目由一位或多位老

师作为组长,博士生可根据兴趣选择不同项目组,组

长制定合理的项目进度计划和任务分配计划,定期

开展项目组成员的项目进展或相关技术讨论会。项

目小组在进行项目汇报或技术讨论的时候,允许其

他小组成员旁听并参与讨论。项目进展到一定阶段

后进行成果汇总, 组长指导博士生进行理论提升、论

文撰写或专利申请,促进成果的快速产生。导师组

内博导的研究方向相关或相近, 导师组负责制有助

于学生取众导师之长; 同时,主导师出差或较忙的时

候,其他副导师可以指导博士生的培养。

导师组 项目 成果 学生 模式是通过定期

研讨班的形式进行项目规划与执行, 这种机制有助

于拓展博士生的视野, 有助于培养和提高博士生对

项目的攻关能力、总体控制能力、技术方案撰写能力

和学术成果归纳能力。

( 3)尝试双博士学位的培养制度

双博士学位的培养制度是一种有助于高层次、

多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模式之一。作为一种高层

次人才培养制度, 双博士学位制几十年来一直被发

达国家的一些一流大学沿用,允许博士生同时攻读

两个相关或者相近专业的博士学位, 而国内很少高

校允许这样做。

借鉴国外的博士生培养模式, 在征求导师同意

的基础上,允许拥有良好科研基础的学生同时攻读

两个可以交叉的专业博士学位, 如机械和经济管理

学、机械和医学、机械和计算机、机械和数学等学科

都有密切的关系。培养过程中两个方向的导师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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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合理的培养计划, 使得两个方向课题的互补开

展,既不会大幅延长学制,又能培养出高水平复合型

人才。

( 4)积极探索开放式的培养模式

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一流博士生, 需要密切和

世界一流的机械工程团队进行学术交流和联合培

养,以提高博士生在国外进行学术交流的能力。

实施国际交换培养或者联合培养计划

积极引导博士生申请国外大学的交流项目, 在

完成导师要求工作量的基础上鼓励学生进行国际交

流。与国外大学进行交换培养或联合培养, 有助于

拓宽博士生的研究视野和对最新科研方法、手段的

掌握,因而能够有效提升博士生的科技创新能力。

鼓励并支持博士生进行国际交流

加大博士生的学术交流机会, 尤其同国外专家

学者的交流机会,有助于建立同国内外学术圈的联

系,了解本领域内的最新研究进展。由于国际学术

交流费用较高, 我们认为高校应设立研究生学术交

流专项经费,资助学生参加本领域层次和影响力较

高的国际会议或资助学生去本领域知名的研究机构

交流访问。只有在国际高层次的交流中才能发现不

足和距世界一流水平的差距, 采取有效措施加以

追赶。

( 5)尝试与企业建立联合培养机制

为了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国内很多高校对博

士毕业的要求越来越高。许多博士生为了早日拿到

博士学位,急功近利,不能安心的按照科学的方法和

步骤进行科研, 在没有完全弄清企业实际需求的情

况下就仓促行文,结果导致许多论文公式一大堆, 但

在生产实际和工程实践中没有意义,甚至部分观点

与企业生产实际相冲突。作为机械学科的博士研究

生培养,既要求博士的高水平理论层次,也应该强调

博士生在企业一线的基本实践能力。如果花了 3~

5年培养出只会写论文的博士生,并且在生产实际

中没有用处,那么国家的高额投入就达不到预期的

目标。

为此,建议高校积极与具有核心竞争力和一定

技术含量的企业建立联合培养机制,以项目为纽带,

让学生长期深入企业一线进行工程问题研究。这种

方式培养的博士毕业生, 能迅速任胜企业或高校的

科技工作,走在理论和实践的前沿,提高科研成果的

实用性和技术可转化性, 充分发挥出博士生的技术

骨干和学术带头人作用。

2. 提升博士生指导教师的学术水平

一流的教师队伍是培养一流人才的关键。引进

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导师队伍和后备人才队伍对

博士生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需要做好以

下工作:

( 1)加快引进国内一流学者和国际知名专家

高校应抓住国家 千人计划 和各省市人才政策

的重大机遇,通过各种渠道宣传自我,采用各种手段

引进国内一流学者和国际知名专家, 尽快在短期内

大幅提高师资水平。只有引进了一定数量的国际领

军人物和知名学者, 聘任一批具有国外一流大学科

研经历的中青年骨干, 才能给博士生提供良好的研

究平台和环境。

( 2)加快培养青年骨干教师

中青年教师队伍是教学和科研的骨干力量,是

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要执行者, 该层次的教师

一般具有较好的研究基础,应尽快分批将青年学术

骨干送到国外一流大学(机械学科一流)进修或从事

博士后研究,使青年队伍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和世

界一流大学机械学科的学术联系, 了解并研究学术

领域的最前沿课题, 学习世界一流大学的科研方法

和管理机制。只有建立起一支高水平的青年教师队

伍,才能带领博士生更好地进行科研。

3. 加强不同类型博士生的培养过程管理

( 1)直博生的培养

直博生与其它类别的博士生相比, 其特点是起

点低、学制长。起点低是指本科毕业就直接进入创

新性强的科研项目中, 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较弱;学

制长是指一般直博生的学制是 5~ 6年。因此, 直博

生需要制定合理的培养计划,分阶段进行培养。

第一阶段:理论学习和科研入门阶段。掌握与

科研相关的基本理论, 学习项目所需的开发工具和

软硬件基础。去企业生产一线进行调研和开发, 从

最基础开始动手做起。

第二阶段:去企业一线进行调研和开发,全面参

与项目,学会从工程实际项目提炼出科学问题, 学习

撰写学术论文。开展国内名校和国际名校的学术交

流活动,全面提高科研水平。

第三阶段:开展国内名校和国际名校的学术交

流活动,撰写学术论文, 各种项目方案, 从工程项目

提炼出科学问题, 撰写博士论文。

导师应加强各阶段的培养计划的执行与管理,

建立健全各阶段培养计划的考核与评价, 引导直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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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打好科研基础,快速进入科学研究的轨道上来。

( 2)普通博士生的培养

普通博士生的特点是学制较短,时间紧, 学制一

般是 3~ 4年,适应高水平创新研究的时间短。经过

硕士阶段科研训练的普博生, 一般初步具有独立的

科研能力, 能较快适应难度较高的科研项目。对于

普博生,需要制定适合其特点的科研计划,才能在较

短时间内激发其科研创造力。应在入学的第一阶段

开始去企业一线调研和系统开发,第二阶段全面进

入课题,到生产一线调研和开发,提炼工程问题中的

科学规律;第三阶段开始全面参与课题,提升科学问

题,撰写学术论文。

( 3)在职博士生(委培定向)的培养

在职博士生的特点是在校学习和科研时间少,

精力分散。70%以上的在职博士生在完成课程学习

之后需要回委培单位进行工作和学习, 每年要按规

定完成一定的工作量, 挤占了攻读博士期间的学习

和科研时间。同时, 80%以上的在职博士生是攻读

学位期间会结婚或生子, 子女的生育和抚养以及家

庭的事情也会耗去博士生的大量精力和时间。因

此,大部分在职博士生用于科研的时间较少, 精力分

散,很难在 3年左右的时间内达到博士水平, 通常会

延期很长时间才能毕业。

针对此类博士生, 为了做好在职博士生培养工

作,需建立多级监控机制。除学制限制外,还需要建

立系部、课题组、导师和委培单位等多级评价监控体

系。针对委培单位,在签订委培定向协议时,可以要

求委培单位制定相关学制和工作量限制协议,如职

工最多只能在职攻读 4~ 5年博士学位,每年承担的

工作量限制, 延长在职博士生的项目参与时间等。

同时,系部应建立在职博士生考核预警机制,对于年

满 2~ 3年, 没有任何成果的,可以提醒或劝其退学。

此外,课题组和导师组也应建立定期项目进展和论

文进展汇报机制, 对于长期停滞不前、没有创新性思

想和进度的博士生,可以考虑劝其退学。

多机构联合建立互动培养机制、定期预警和监

控的机制,形成良好的博士生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可

促进在职博士生培养有序、健康的发展。

总之, 机械学科博士生培养质量提升是一门系

统工程,需要多个单位、多个部门、导师和学生的共

同参与和积极配合,需要建立多层次、多角度的政策

体系和培养机制, 才能从根本上提升机械学科的博

士生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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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for Raising the Quality of China s Doctoral Programs in Machinery Discip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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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an analysis of problems in China s docto ral pr og rams in machiner y disciplines, a number of strateg ies

for improvement ar e o ffered: proper tra ining mechanisms, more effective doctor al super vision, and better targ eted training

management fo r v arious types of docto r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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