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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资格考试是博士生培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本文从博士生资格考试的目的、考试形式与内容、考

试成绩评判等环节探索了美国博士 生 教 育 中 资 格 考 试 的 特 点。根 据 我 国 博 士 生 教 育 的 现 状，针 对 博 士 生 培

养环节中的淘汰机制、课程体系建设、资格考试机构的设立以及博士生导师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等方面进行

分析并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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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生作为高端科技人才的领军群体，其教育

水平代表了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科研水平

发展潜力和国家核心竞争力。按照我国１９８１年初

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博士

学位获得者的论文工作应能反映作者“在本门学科

上掌握坚实 宽 广 的 基 础 理 论 和 系 统 深 入 的 专 门 知

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专

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但是近年来相对于

博士生的数量增加，我国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出现下

滑，“博士不 博，创 新 不 够”成 为 一 种 较 为 普 遍 的 现

象。这种趋势正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科学技术的发

展和高等教育的各个领域，已经引起了国家有关主

管部门和高等学校的重视。如何提高博士生培养质

量，已成为目前博士生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
近年来很多学者对英、法、美、德等国家 的 博 士

生培养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根据我国的国情提

出了很多建议，在一些院校也开 展 了 试 点 实 践［１－４］。
鉴于资格考试是博士生培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考核

环节，大家对资格考试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实施方式

等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在我国一些高校也已

经采用［５－７］，但是资格考试的效果并不显著。
本文在分析美国博士生资格考试的形式、内容

和特点等的基础上，探讨资格考试在博士生培养过

程中应该发挥的作用，并根据我国现状，对博士生资

格考试的具体实施过程提出几点建议。

一、美国博士生资格考试

　　美国博士生培养模式日益获得国际学术机构的

公认和效仿。其实在其１５０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美

国也曾遇到 博 士 生 质 量 下 滑 的 问 题。上 个 世 纪７０

年代，由于博士生数目的快速增加，原有的培养模式

在博士生质量控制方面显现出明显的弊端，同时由

于美国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博士生毕业后的职



业适应能力受到严峻挑战，在理论知识、专业技能和

综合素质等方面的水平也开始受到一些质疑。美国

高校在持续改进招考方式、师资结构等研究生培养

环节的同时，认识到建立严格的博士生质量测评制

度的重要性，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建立考核、评价与

淘汰机制方面。在这种背景下，博士生资格考试应

运而生。
（一）考试目的

美国的校系都有很大的自主权，每个学校的博

士生培养模式存在一定的差别，即使在同一个学校

不同系之间培养模式亦存在差异。但是资格考试的

目的都相同，重点考察博士生是否掌握了坚实宽广

的学科基础和专门知识，是否可以利用这些知识分

析和处理问题，是否具有完成博士学业所需的工作

能力和思维方式。具体包括４个方面：（１）学生对基

本理论的理解能力，阅读理解专业论文的能力；（２）
理论联系实际，能利用所学知识解决一些具体工程

实际问题的能力；（３）项目规划和管理能力，分析问

题、规划任务、制定技术路线、并进行可行性判断的

能力；（４）学生的表达和沟通能力，以及表达自己的

思想和看法的能力。
在考察知识、控制博士生质量的同时，注重提高

博士生的竞争力，保持在校博士生人数的平衡，最终

达到培养高层次高质量人才的目的。
（二）考试时间和形式

博士生入学后的前两年时间主要是课程学习和

科研准备工作。在博士生入学一年（直博生两年）后
所有博士研究生都必须参加博士生资格考试，但前

提条件是已修课程成绩ＧＰＡ不低于３．３。
资格考试一般每年安排两次，分别在春、秋季学

期中期进行。考试集中安排在２周时间内完成。学

生提前提交申请，由于考试的淘汰制度，大家一般都

会提前半年开始准备。
考试包括笔试、口试或者二者混合的形式，笔试

通常２个小时，闭卷；口试一个小时。题目的准备、
考试的实施、成绩评定都由系内专门成立的考试委

员会来负责执行，委员会由系内有代表性的各个专

业方向的资深教师组成，一般５～７人左右。
（三）考试内容

各个学校的资格考试内容不尽相同，但考试的

构成大致相同，一般包括３门综合性考试，其中２门

偏重基础理 论，１门 偏 重 专 业 基 础 与 技 术 应 用。例

如机械工程系的学生可以选择的科目有：应用数学、

机械设计、动力学与振动、流体力学、传热学、制造、
材料力学、系统动力学与控制、热力学、声学、摩擦学

等。不同课题研究方向或者即使同一课题组博士生

也常根据课题的具体内容选考不同的科目。所选科

目之间必须有最小的重合度，而且和自己要从事的

科研方向必须最大相关。表１为美国佐治亚理工学

院机械工程系不同研究方向博士生资格考试的选考

科目示例［８］。
表１　不同研究方向博士生资格考试的选考科目示例

研究方向 三个选考科目

密封 流体力学、热力学、摩擦学

现代制造 机械设计、动力学与振动、系统动力学与控制

微机械 流体力学、传热学、材料力学

液压控制

材料力学、应用数学、系统动力学与控制

动力学与振动、应用数学、系统动力学与控制

动力学与振动、流体力学、系统动力学与控制

每门考试的内容涵盖面很宽，以应用数学为例，
考试内容包括多门课程的知识，如：微积分、偏微分

方程、线性代数、数值分析、矢量微积分等。课程的

难度为硕士生课程难度，也包括个别重要的本科生

课程中的核心内容。另外更为重要的是考试旨在考

察学生在学习很多课程后是否可以融会贯通，是否

可以进行实际应用。很多考试内容并非课程中直接

涉及到的内容。有些高校甚至提出了“本科生的课

程，研究生的思想”的考试原则，体现对学生综合能

力测评的重视。
（四）考试成绩

每门考试都要分别进行笔试和口试，笔试考察

的内容是事先确定的。而口试的时间和内容可由主

考官灵活控制，对于学生在数值计算方面出现的小

错误，一般不会影响学生成绩，但是概念性或者理论

上的错误，通常都是不被原谅的。主考官有时也会

临场提出一些即兴问题，考察学生的潜力和最高水

平，所以有时即使最后有些问题不会回答，也可以得

到较 高 的 分 数。成 绩 评 定 尽 量 客 观 反 映 学 生 的

能力。
资格考试通过后方可进入下一个阶段，确认博

士生资格。只要有任何一门考试的任一环节没有通

过，都被认为是未通过资格考试，并在下一次资格考

试中有一次补考机会。补考时学生可以选择其他科

目，但此科目也只有这一次考试机会。一次补考后

仍不通过者，将被强制中止博士学习。淘汰率一般

在２５％左右，有些优秀大学或者校系根据系内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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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调整，淘汰率甚至高于４０％。

二、改进我国博士生资格考试的几点建议

　　我国的 博 士 生 教 育 刚 刚 走 过 短 短 的３０年，从

１９８４年试办研究生院、１９９３年改革博士生导师审核

制度、１９９５年开展按一级学科行使博士学位授予权

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博士生质量和数量都有了长足

的提高。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质量还存在很

大差距。发展时间短、发展速度快、学生规模大，导

致我国博士 论 文 和 国 外 博 士 论 文 相 比 存 在 很 大 差

异，如：我国博士生的跨学科知识不足，知识运用能

力不强，对现有知识的评估判断能力不够；有较好的

科研能力，但对数据和现象的分析、挖掘能力不足，
难以形成有高度的研究结论，创造力不够。所以在

博士生培养机制改革的同时，非常有必要引入或改

进资格考试这种阶段性考核和质量控制环节以解决

以上问题。
事实上，博士生资格考试在我国并非新生事物，

在很多高校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就开始实施。但是

资格考试要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保证博士生培养质

量的手段，仍然有一些方面值得商榷和改进。
（一）转换观念

（１）严进宽出还是宽进严出？我国在博士生招

生环节有着非常严格的筛选制度，注重优质生源的

选拔。入学考试无从考察博士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和

理解能力，入学后的课程学习、中期考核、开题报告、
论文答辩等环节也基本没有淘汰制度，所以最终满

足基本条 件 者 都 能 获 得 博 士 学 位。而 美 国 恰 恰 相

反，博士生入学条件相对比较宽松，满足基本条件即

可。但之后会通过阶段性考核与淘汰严把出口关，
不仅让有志 于 攻 读 博 士 学 位 的 学 生 有 更 多 深 造 机

会，而且保证了真才实学者最终才能获得博士学位。
（２）博士生教育不是大众教育：近年来我国大幅

增加本科生招生规模，并且没有严格的淘汰比例，目
的是通过本科教育实现全民素质的逐步提高。但是

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在高端人才，是综合素质高、知
识面广、专业能力强的高层次人才，未来能够成为某

个领域科技发展的领军人才，能为国家的科技发展

提供原动力的人才。要实现该目标，竞争和淘汰是

不可避免的。
（３）博士生被淘汰是否是导师的失职？造成这

种顾虑的根本原因之一是来源于考核标准的制定和

实施过程，执行者的责任和权力规定不够明确和独

立，容易受到一些主观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另一原

因是来自于导师和博士生个人的非学术目的，严格

的淘汰制度势必会影响到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两个

原因相互影响，增加了淘汰不合格博士生的操作难

度和复杂程度。
（二）改革培养模式

（１）改变仅以科研为主的博士生培养模式，优化

课程体系，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课程学习是高水

平科研的保证和创新的源泉。目前我国博士培养的

主要环节是以课题研究为导向，博士生的培养经常

被等同为博士论文研究工作，学术论文发表被用来

评价博士生的质量高低，最终博士生变成了专业狭

隘的科研工 作 者，而 非 具 有 多 学 科 背 景 的 科 学 家。
在短期内有很多知识创新和成果产出，但从长远看，
非常欠缺再学习能力、解决交叉领域问题的能力和

创新能力。为保证博士生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

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博士生必须学习大量的课

程。校系应该从机制上鼓励在教学和科研方面经验

丰富、学术水平高的老师开设研究生课程，在课程学

习中同时训练学生的科研能力。提高博士生专业课

学分的要求，尤其是在所从事的研究方向上必须选

修一组系列课程。在知识达到广度和深度的同时，
强化知识 的 系 统 性。相 关 知 识 的 支 撑 体 系 是 否 完

备，决 定 了 其 后 期 的 发 展 潜 力、科 研 能 力 和 创 新

能力。
（２）建立独立的考试机构。高校可以根据院系

设置的情况建立独立的博士生资格考试机构，不仅

有利于实现考试制度规范化，而且可以有效避免主

观因素对考试评价环节的影响以及教师之间或师生

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有助于贯彻资格考试的宗旨，
达到优胜劣汰、控制质量的效果。每个院系可以单

独成立一定任期的专家小组，由本院系各专业的教

师或者校外专家学者组成，负责命题、口试、考试成

绩评定等。但是考试制度和最终执行由独立的考试

机构完成。
（３）加强博士生导师自身综合素质的要求，成立

指导小组。提高博士生质量，首先要提高对博导的

要求。导师的教学水平、科研水平、个人素质直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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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到对学生的指导效果。导师是否具有优秀博士生

应具有的各方面能力，是否明确培养优秀博士生应

采取的措施？资格考试欲考察学生的理论基础和知

识应用能力、理解能力、表达能力、创新能力等，但是

考试的命 题 是 否 可 以 反 映 这 些 能 力？ 打 个 比 喻 来

说，老师作为一个水杯，如果杯子不够大，倒出来的

水量就会有限，这个杯子能去测量的水量也会有限。

老师想把学生培养成一个大杯子，自己的杯子需要

能放下一桶水。成立指导小组，可以从一定程度上

增强对学生的指导。根据学生和导师的知识结构、
专业方向、科研工作的相关研究方向等，选取３～５
人成立指导小组，从博士生入学到毕业，全程指导学

生。这不仅给导师提供了一个再学习的机会，而且

学生可以获得更多更好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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