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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研究生教育存在一些比 较 混 乱 的 局 面，包 括 招 考 过 程 的“潜 规 则”、研 究 生 培 养 目 标 模 糊、研 究

生教育本科化、学术近亲繁殖、师生关 系 异 化、研 究 生 的 创 新 能 力 不 足、师 生 比 过 低、研 究 生 教 育 布 局 不 合 理

等现象。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需 要 对 研 究 生 教 育 进 行 治 理：重 新 定 位 研 究 生 教 育 目 标，改 革 研 究 生 教

育内容，进行研究生教育管理改革，推进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进程，加快《研究生教育法》制定，构建研究生教 育

质量保障体系，以促进我国研究生教育更好更快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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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经过３０多年的

发展，取得了 相 当 的 成 绩，比 如 研 究 生 人 数 逐 年 增

加，研究生教育质量逐步提高，研究生教育经验越来

越多等。但是在我国研究生教育中还存在一些乱象

和备受社会诟病、关注的问题。在我国大力提倡研

究生教育国际化，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我们

需要坚持科学发展观，进行正确的研究生教育决策，

加强研究生教育的科学管理，推进研究生教育法制

建设，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特别是博士生质量，只

有这样，我国的研究生教育才会大有希望。笔者针

对当前研究 生 教 育 中 比 较 受 人 关 注 的 问 题 进 行 分

析，反思我国研究生教育现状，并提出一些建议，供

有关部门参考。

一、研究生教育乱局之影像

（一）招考过程中的“潜规则”

１．研究 生 招 考 过 程 中 的“地 方 保 护 主 义”。第

一、不准异地 报 考 的 地 方 保 护 主 义。《２０１２年 全 国

硕士研究生招生 简 章》规 定：报 考 单 独 考 试 及 工 商

管理硕士、公共管 理 硕 士、旅 游 管 理 硕 士 和 工 程 管

理硕士的考生必须 到 招 生 单 位 所 在 地 省 级 教 育 招

生考试管理机构 指 定 的 考 场 应 试。其 他 考 生 到 本

人户口或工作所在 地 省 级 教 育 招 生 考 试 管 理 机 构

指定的考场应试。笔 者 在 认 真 阅 读 相 关 说 明 和 咨

询一些高 校 招 生 考 试 办 公 室 后，发 现 有 些 城 市 是

不允许非 本 市 人 口 报 考 的，这 些 条 款 客 观 上 限 制

了一些考 生 异 地 考 研，是 一 种“地 方 保 护 主 义”。

第二、很多 学 校 的 导 师 欢 迎 自 己 学 校 的 本 科 毕 业

生、硕士毕 业 生 报 考 其 硕 士、博 士 研 究 生，对 于 外

校毕业的 学 生，一 般 不 太 欢 迎，据 说，这 一 方 面 是

为了解决 该 校 学 生 就 业 问 题，另 一 方 面 是 因 为 本

校毕业生熟悉其 学 风、校 风，便 于 更 好 地 对 学 生 进

行“教育”与“管 理”，从 而 造 成 了 另 一 种 形 式 的 地

方保护主义。

２．研究生复试过程“走过场”，缺乏严谨的程序

来保障复试工作的公正、公平、科学、合理、经济、有

效。我国研究 生 招 生 过 程 中，常 会 出 现 一 些“人 性

化”的东西，面试随意性很大，尽管在复试过程中也

有一套考察的内容，但是往往是缺乏透明度的。



（二）研究生培养目标模糊

研究生 教 育 到 底 培 养 什 么 样 的 人 才？ 总 体 上

说，研究生教育是要造就社会精英，培养科技、社会、
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高端人才。研究生教育目标是为

了培养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

主义制度，遵纪守法，品德良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

务，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
具有创新精神和从事科学研究、教学、管理或独立担

负专门技术工作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但在当前我

国研究生教育实践中，对研究生教育的目标定位很

模糊，一些高校将学术研究型研究生与非学术型研

究生放在一起以一个模式培养造成混乱，如在专业

学位硕士与学术学位硕士培养过程中采用相同的方

法进行培养，降低学术性学位研究生的“学术性”等。
同时，因为研究生教育目标不清楚，研究生培养没有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与市场需要进行，必然导致毕业

研究生就业形势紧张，所学的专业不适合市场需求，
形成“专业不对口”的局面。上海市对２０１０年高校

毕业生的一项调查发现：根据用人单位人力资源部

门的反馈，博士生和硕士生“专业不对口”的比例分

别为３３％和２９％；而来自具体业务部门的反馈，博

士生和硕 士 生 专 业 不 匹 配 度 还 要 高，分 别 为３８％
和３１％。［１］

（三）研究生教育本科化

研究生教育本科化，一方面表现为研究生招生

的数量增长过快，另一方面是在研究生培养方面存

在一些问题：第一、研究生导师在教学过程中使用对

本科生教学的方法，教学方式本科化，没有更多关注

研究生“问题意识”的生成，不太注重培养学生发现

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没有更好地培养

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以致于研究生在就学阶段学不

到什么东西；第二、研究生课程本科化，包括硕士阶

段课程内容与本科内容大量重复，在难度上与本科

差距不大。课程难度小，同时课程设置门类过大，课
程体系结构与本科阶段雷同，不利于研究生兴趣的

培养；［２］第 三、没 有 形 成 科 学 合 理 的 研 究 生 评 价 体

系，而采用本科生评价方式。对于研究生的评价主

要是看研究生的论文，有些大学以研究生发表论文

的数量作为研究生毕业的必要条件，没有关注研究

生的创新精神的培养，没有形成研究生学术兴趣，也
没有形成研究生的终身学习愿景，使得研究生像本

科生。总之，“大学教育高中化、研究生本科化，折射

出来的是中国整个教育的功利化和浮躁化，而这种

功利化和浮躁化的教育只能日益拉大我国和世界发

达国家教育的距离。”［３］

（四）研究生管理存在漏洞

研究生 管 理 是 一 个 系 统 的 复 杂 的 问 题，这 里

就其中 比 较 凸 显 的 两 个 问 题 进 行 探 讨。第 一、研

究生的 教 育 管 理 不 严。以 大 学 为 例，研 究 生 教 育

培养和管理层级 一 般 是 研 究 生 院（研 究 生 处）—学

院—导师，二级管理或 者 三 级 管 理，但 一 些 高 校 由

于研究生院和学院 研 究 生 办 公 室 之 间 的 职 责 界 定

不清、沟 通 存 在 问 题，常 对 研 究 生 的 学 习 管 理 缺

位，对研究生思想 政 治 教 育 松 懈，对 研 究 生 是 否 去

教室上课，是 否 在 学 校，是 否 在 搞 科 研 没 有 监 管，
更无人对 研 究 生 的 心 理 动 态 予 以 关 心，以 致 于 有

事情找研究生时，竟 然 不 知 道 人 在 哪 里。近 年，国

内高校出现硕士 生 自 杀、博 士 生 自 杀 的 情 况，一 方

面是由于 研 究 生 自 身 原 因，另 一 方 面 也 暴 露 了 研

究生教 育 管 理 方 面 出 现 的 问 题。第 二、毕 业 论 文

审核和 答 辩 不 严。论 文 审 核 过 程 中，有 些 导 师 把

关不严，导致一些 研 究 生 的 毕 业 论 文 蒙 混 过 关，而

且一般 是 导 师 通 过，研 究 生 的 论 文 就 通 过。即 使

有论文“盲审”，一方面，由 于 评 审 导 师 碍 于 面 子 不

好得罪人，一般都 会“ＹＥＳ”，不 说“ＮＯ”，另 一 方 面

由于在论 文 评 审 导 师 心 里 已 形 成 一 种 定 势：研 究

生论文也就这样，从而不自觉放松要求。
（五）学术近亲繁殖严重

学术近亲繁殖严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

很多高校在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中喜

欢招收自己学校毕业的大学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
另一方面在学生毕业留校时喜欢让自己的学生留下

来工作。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本科—硕士—博士—
留校任教”一体化链条恶性循环，对有外校学术背景

和学历背景的学生和教师采取排挤的态度。一项调

查显示，部分高校现任正副教授中，在本校取得最高

学历的人已超过５４％，而且硕士生源中超过四成为

本校生源。”［４］对于学术近亲繁殖和高校教师队伍学

缘结构的批评和研究成果已经有很多，学术近亲繁

殖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一个障碍。
一些高校已开始重视学术近亲繁殖的弊端，因为学

术的“近亲 繁 殖”看 似 是 一 个 微 观 层 面 的 现 象 和 问

题，但它实际上对于整个学术体制运行的意义非同

寻常。在目前条件下，它甚至有可能成为撬动我国

高校用人制度、学术体制变革、学术劳动力市场乃至

整个学术界环境改造最为有效、且最具可操作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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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支点”。［５］

（六）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不足

研究生的主要能力体现在“研究”二字，要关注

学术前沿研究，形成独立的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但
是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中普遍存在研究生学术创新

精神的缺失。研究生创新能力较差，在国际上的影

响较低，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大概也正因为此，
才有了“钱学森之问”。据相关调查发现，导师和研

究生教育管理人员对硕士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总体评

价为一般，只有９％和３８％的导师认为硕士研究生

的创新能力 为“优”和“良”，总 计 仅 为４７％，但 是 评

价为“一般”和“差”的 比 例 总 计 高 达５３％。而 对 博

士研究生的创新能力评价，３０％的导师和３１％的研

究生教育管理人员认为其创新能力为“一般”甚至是

“差”。［６］

（七）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异化

对于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备受

关注，“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传统理念已被颠覆和

抛弃，师生关系走向更加复杂甚至被异化的地步，根
据“我 国 高 校 研 究 生 与 导 师 关 系 现 状 调 查”（如 表

１），有３．６％研 究 生 认 为 导 师 与 研 究 生 的 关 系 是 雇

佣关系，导师成为“老板”，学生沦为“学术民工”，导

师一味将学 生 视 为 廉 价 的 劳 动 力，对 学 生 进 行“剥

削”，即给学生一点生活补助，让学生给自己做课题

或者到导师所在的公司、企业进行研究或者实践工

作，但是科研成果是导师的，赚的钱都是导师的，学

生沦为“学术民工”。
表１　研究生和导师对师生关系性质的认识百分比

选项 导师 研究生

科研伙伴关系 ４７．９　 ４０．０
雇佣关系 ０．８　 ３．６
师徒关系 ４４．０　 ５２．４

其他 ６．２　 ２．５
缺失值 １．２　 １．４

资料来源：周文辉，张 爱 秀，刘 俊 起，赵 清 华，周 玉 清．我 国 高

校研究生与导师关系现状调查［Ｊ］．学位与研究生

教，２０１０（９）：９．

另一方面，还有导师对研究生的精神与肉体进

行侮辱，最典型的案例是中山大学的艾老师对学生

的伤害。２００８年１月 上 旬，天 涯 社 区 转 载 了 题 为

“中山大学微生物专业艾云灿教授：请您不要再害人

了好吗？”的帖子，公开艾教授打骂、报复、刁难学生

的事件。此举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中山大学１月

５日公布调查结果，称“帖中所描述的情况有一定根

据，但也有部分 内 容 与 事 实 有 出 入。学 校 要 求 全 体

教师引以为 鉴，在 严 格 治 学 的 同 时，要 更 加 善 待 学

生”，并表示艾教授已向学生道歉。如此导师对学生

进行“剥削”和“侮辱”的事件时常见诸于媒体，以致

于研究生和导师的关系产生异化。
（八）师生比过低

由于我国研究生教育扩招，研究生人数逐渐增

加，以致于导师带的研究生数量过多，生师比较高，

从而影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这个问题已引起社会

各界关注并备受批评。根据有关方面统计，硕士层

次，导师 带９人 以 下 的 占７８％，带１０～１９人 的 占

１９％，还有３％带２０人 以 上。博 士 层 次，７７％的 导

师带５人以下，１９％的导师带６～１０名博士生，４％
的导师同时指导着的博士生超过１１名。从国际比

较来看，世界前５００位的著名大学师均指导研究生

为５．７人，其 中 高 等 教 育 发 达 的 美 洲 地 区 师 均 为

５．４人，欧洲地区为５．８人，高等教育相对不发达的

亚太地区最高，为６．１人。［７］

（九）区域经济发展与研究生教育布局欠合理

根据相关统计与调查，不难发现，我国区域经济

发展与研究生教育不成正比，形成了一个“悖论”，即
经济发达的地区研究生教育赶不上经济欠发达的地

区，如图１与图２，我们不难发现经济发达的华南地

区２００２年占全国ＧＤＰ的１７％，而研究生的在校人

数所占比例只是７％，而华北地区的ＧＤＰ只占全国

的１３％，而研究生的在校人数所占比例 却 是２６％，

研究生教育向华北地区集中，根据网大２００４年中国

大 学排行榜，综合指标排行前９８名高校中，在北京

图１　２００２年我国各地区ＧＤＰ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２００３年中国

统计年鉴［Ｚ］．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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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０２平我国各地区在校研究生人数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中华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２００３）［Ｚ］．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

图３　２００２年日本各地区ＧＤＰ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社会生活统计指标－都道府县的指标－２００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ｇｏ．ｊｐ／ｄａｔｅ／ｓｓｄｓ／５．ｈｔｍ．２００４－５－２２．

图４　２００２日本各地在校研究生人数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学校基本调查一平成１５年度一高等教育机关统

计表一览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ｇｏ．ｊｐ／ｄａｔｅ／ｓｓｄｓ／５．ｈｔｍ．２００４－５－２２

的就有２２所。［８］可见，我国研究生教育在区域布局

上存在不合理的情况。从国际上看，美国、英国、法

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研究生教育

布局结构基本上都呈现出正相关性，以日本为例（见
图３与图４），其各个地区的ＧＤＰ比例与研究生 教

育布局具有明显的一致性。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与研究生教育布局不匹配，导致人才的区域分布不

合理，一方面，使得华南等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人才短

缺，以致成为发展“瓶颈”问题。另一方面，导致华北

等经济 发 展 比 较 落 后 的 地 区 研 究 生 人 才 相 对“过

剩”，造成毕业研究生就业压力过大。

二、研究生教育治理策略

（一）重新定位研究生教育目标

在研究生教育过程中，我们对研究生教育目标

需要有个正确的定位。不容置疑，我国现已基本形

成了以硕士学位为主，博士、硕士、学士三个学位层

次并存的学位授予体系，也形成了以学术研究和应

用研究为特色的研究生教育体系。一方面培养从事

教学和科研的学术型人才，另一方面培养注重应用

的实用人才。目前，硕士层次专业学位已有金融硕

士、应用统计硕士等３９种，博士层次专业学位有教

育博士、工程博士、兽医博士、临床医学博士和口腔

医学博士共５种，学士层次专业学位有建筑学学士

１种，而且专业学位的研究生招生比例在逐步增加。
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我国博士毕业后的就业

领域在１９９６年时为７７．７％的人从事教学和科研工

作，而到２００６年仅为４６％，呈逐年下降趋势。该比

例的下降说明有更多博士进入了其他领域就业，这

与学术型博士培养目标有所偏离，因此，需要考虑不

同类型博士培养目标的差异。［７］不能搞“一刀切”的

做法，一味地培养学术型研究生，而要注重专业学位

研究生的培养，按照各自的目标定位、培养方法、课

程设置、评价方法等方面进行精心设计，分类培养，
实现“硕士生培养的资源要向为攻读博士做准备的

学生倾斜，同时完善以就业为目标的专业硕士培养

模式。”［９］

（二）促进研究生导师的职业专业化

自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１９６６年认定“教师职

业理应是一种专业化”开始，教师专业化的理论与实

践研究就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推进。我国自上个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逐 渐 重 视 教 师 专 业 化 研 究 与 实 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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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教师专业化的背景下，导师作为研究生的指导

老师，也需要逐渐专业化，掌握专业化知识和专业化

技能，形成专 业 化 理 念 及 专 业 化 结 构，包 括 教 育 信

念、知识结构、能力结构、专业态度与动机、自我专业

发展需要和 意 识。［１０］笔 者 认 为，导 师 专 业 化 不 仅 是

在学科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上具有专业化，更加重要

的是导师需要专业化的信念，具有教育服务的理念。
而且导师需要认识到“指导研究生是一件让人十分

有成就感的 事 情。”［１１］即 导 师 需 要 树 立 带 研 究 生 是

一种教育事业的信念，这样才能更好去帮助研究生

适应研究的角色，引导研究生合理设计与规划研究

课题，指导研究生撰写文献综述和进行数据收集，激
发研究生学习和研究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研究生学

会做事、学会生存、学会认知、学会共同生活，帮助研

究生顺利完成学业获取学位，从而让研究生获得必

要的科研能力和创造能力，帮助他们实现全面的人

格发展，而 不 是 将 学 生 当 成 廉 价 的 劳 动 力 和 学 术

民工。
（三）加快关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法律的制定

我们都知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法 律 是 规

范研究生教育的一种重要保障，“依法治教”是进行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一项重要前提。当前对研究生

教育进行管理主要是依据１９９５年颁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教育法》和１９９８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以

及在１９８１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

实施办 法》。随 着 时 代 的 变 迁 与 社 会 的 发 展，１９８１
年颁布的关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的行政法规需

要修改、完善。而《高等教育法》中关于研究生教育

的只有“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和“第

二十二条”等四个条款简单地对研究生教育进行了

概括和规定，缺乏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更加明确和

详尽的法律规定，从而“对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

业的改革发展形成了制度上的制约。”［１２］因此，在当

前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快速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

促进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进程中，需要加快关于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法律的制定。第一、可以修正《高等教

育法》，对关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法律条款进行补

充。第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

法》进行修正，完善有关研究生教育的条款。第三、
还可以专门制定《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法》对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进行法律规定。通过研究生教育法律法规

的制定与完善，促进研究生教育的合法化和规范化。
（四）推进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进程

当今时代，教育国际化已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

发展趋势。因此，《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提出“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坚

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

育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１３］在教

育国际化发展前提下，研究生教育国际化也是研究

生教育理 论 与 实 践 的 重 要 课 题。１９８３年１２月１２
日，教育部副部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秘书长黄辛白

率中国教育代表团出席在曼谷召开的《亚洲和太平

洋承认高等教育学历、文凭与学位的地区共约》国际

会议，黄辛白代表中国政府在该公约上签字，“自此

以后，我国开始加强学位制度的国际化。”［１４］相比美

国、英国、德 国 等 世 界 发 达 国 家 的 研 究 生 教 育 国 际

化，我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历史还比较短，且呈现

出起步较晚、发 展 速 度 较 慢、发 展 路 途 还 很 长 等 特

点，要实现“教师国际化、学生国际化、教学内容国际

化、实习场所国际化、学位制度国际化和研究生教育

观念国际化。”等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目标要求，做

到既“走出去”又“引进来”，我国研究生教育需要不

断推进国际化进程，为不断融入研究生教育国际轨

道作准备，同时，要进一步加强与国际研究生教育机

构的交流与合作，以培养更多优秀的达到国际水准

的研究生。
（五）调整布局，优化结构，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１．坚持“稳步推进、合理布局”的原则发展研究

生教育。教育受经济、文化、人口等方面的制约，我

们必须遵循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适度控制

研究生教育发展规模，针对我国研究生教育布局不

合理的现实，加快改革的步伐，促进研究生教育布局

的合理性。

２．优化高校教师学缘结构和生源结构，改变和

减少学术的“近亲繁殖”。在研究生教育过程中，我

们需要增加学术交往和交流，增加研究生生源的流

动性和漂移性，使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研究

生有机会共同学习，开展合作、交流与沟通，形成学

术争论与创新。在改善教师学缘结构方面，我国高

校已在积极采取措施，如很多在京高校已开始按“三
三四”的比例聘用新教师，即３０％来自本校毕业生，

３０％来自外校，４０％来自海外。［４］

３．注重研究生教育质量，特别是博士生教育质

量。当前急需提高博士生的学术创新能力，关注博

士生的论文被引用率和国际影响力，培养创新性人

才。要在确保研究生教育质量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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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更快地发展研究生教育。
（六）深化研究生教育管理改革

１．明确研究教育管理的目的。管理的目的是为

了不管，要通过研究生教育管理来实现让研究生“自
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的目标。

２．坚持研究生教育管理原则：第一、柔 性 管 理。
第二、科学管理。第三、效率管理。第四、透 明 化 管

理。同时，要尽可能做到整体优化与自我管理结合、
组织结构与高效性统一、行政领导与民主参与相结

合，导 向 性 与 学 术 性 相 协 调，绩 效 评 价 与 激 励 相

结合。［１５］

３．实现研究生教育管理的信息化。管理信息化

是指需要运用信息化手段，对管理主体、管理对象、
管理的要素进行信息化运作的过程。教育信息化时

代，研究生管理信息化也是必然的。因此，在研究生

教育管理过程中，要运用网络等信息化手段对研究

生、研究生导师、研究生教育工作者等人员进行信息

化管理，以拓宽研究生与导师、研究生与研究生管理

机构、研究生与研究生之间、导师与导师之间、研究

生与外界间的交流与沟通渠道，形成开放式管理，一
方面可促进研究生自由学习，创新性地进行研究，另
一方面可提高研究生管理的效率。

４．改革研究生教育管理模式，创造条件让导师

参与研究生教育管理过程，让研究生参与研究生教

育管理决策，实现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导师、研究

生本人共同参与的全方位管理。
（七）加快研究生质量保障体系构建

研究生教 育 的 发 展 应 该 是 一 个 数 量、质 量、结

构、效益协调发展的过程，不仅关注研究生的招生数

量，更要注重研究生毕业时的质量和研究生为社会

与经济发展服务的能力。为了更好地保障研究生教

育质量，需要构建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树立正

确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观，以多元化的研究生教育质

量观来构建分层次的多元的评估体系，如针对学术

型研究生和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差异性，我们需要区

别对待，以便满足不同研究生个体发展需求，同时还

要树立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发展观，在变化和发展过

程中去寻找动态的、发展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标

准，而不是以终结性的评估指标来评价研究生教育

质量，此外，还可以建立绩效拨款制度，鼓励研究生

教育质量高的研究生教育机构获得更多的经费，以

激励他们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在研究生教育质量

评估主体中，成立专门针对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评估

机构，培养教育评估人才以便加强研究生教育机构

自身的内部评估，同时，发展研究生教育评估的中介

机构，“直接由行政管理逐步转变为运用立法、拨款

和其他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１６］，还需要

加强电视、报纸、网络等社会媒体和社会人士对研究

生教育质量的社会监督。当然，研究生教育与培养

机构也需要 加 强 自 身 对 研 究 生 教 育 质 量 的 内 部 评

估。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评估指标体系可以分为

三级指标［１７］：一 级 指 标 包 括 思 想 政 治 教 育、教 风 及

学风；导师队伍；研究生培养；研究生培养环境；社会

评价。二级指标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落实与

工作措施、教风及学风；导师梯队建设、导师的学术

影响力、科学研究；研究生基本情况、研究生培养条

件；学位论文；物质条件、管理工作；社会对毕业生的

需求状况、工作能力及社会评价。三级指标包括：组
织机构、工作措施；学校学术氛围、导师教书育人、研
究生学习气氛；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学位结构、导师

后备力量、导师知名度、导师学术活动、科研成果、科
研项目、科研经费；生源质量、研究生获奖情况、培养

方案、课程设置与教学方式、教材建设、论文选题及

科研支持、论文水平；经费保障、图书信息、教学科研

设备、研究生学习生活条件、组织领导与管理、规章

制度及执行情况、学位管理；供求状况、专业对口情

况等。在构建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过程中，从

研究生教育质量理念的形成，到具体的研究生教育

质量评估体系的建设，再到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指

标的设定以及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结果对社会的公

布与信息反馈等，都需要做到制度化、规范化、合法

化、信息化，既尊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规律，又符合

市场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既彰显研究生发展的个

性化需要，又符合研究生教育整体发展需要，既要体

现本土化，又要实现国际化。
总之，在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实践过程中，遇

到了一些困 难，产 生 了 一 些 矛 盾，也 出 现 了 一 些 乱

象，这些问题迫在眉睫，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并加以切

实解决，在我国实现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过程中，如果

自身内部问题都解决不好，还能拿什么去参与国际

竞争？我们只有面对现实，鼓起勇气，改革创新研究

生教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才能实现研究生教育

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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