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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学术型硕士的培养侧重于理论和学术研究，其“拔尖创新人才”是学术型人才，更要突出科研能

力的培养。本文针对学术型硕士培养中存在的“有研究无能力”、“理论不结合实际”、“学位论文没有应用价

值”等问题，提出了相应对策：学位论文开题实行课题导向制；学位论文撰写实行“小论文”构成制；学位论文

评审实行“双向”盲审制，同时，设立学术研究分，推动研究生全方位参与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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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年１月，教 育 部 对 研 究 生 结 构 进 行 了 调

整：减少了学术型硕士招生名额，增加了专业型硕士

招生名额，往后几年全日制专业型硕士与全日制学

术型硕士的比例达到７∶３，其中，学术型硕士今 后

将是学术型博士人才的后备军［１］。这一变化给高等

学校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高校拔尖创新人才是学

术型人才。学术型人才的培养不同于专业型人才的

培养，前者更突出学术研究能力，后者则注重实际操

作能力［２］。

２０１０年６月６日，国 家 制 定 颁 布 的《国 家 中 长

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提出，“坚持

因材施教，建立高等学校拔尖学生重点培养制度”，
“实行‘人才＋项目’的培养模式，依托国家重大人才

计划以及重大科研、工程、产业攻关、国际科技合作

等项目，重视发挥企业作用，在实践中集聚和培养创

新人才”。这就明确告诉我们，高等学校培养拔尖创

新人才要和科研项目结合，提高他们的科研能力，要
在实践中集聚培养人才。本文就高校学术型硕士中

拔尖创新人才科研能力的培养谈一些看法。

一、现状及问题

目前，我国学术型硕士的培养比较重视科研能

力，一般的做法 是：（１）硕 士 研 究 生 毕 业 必 须 发 表１

～２篇以上学术论文，其中，核心刊物１篇。（２）申

请获得省级“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应作为

硕士论文选题。（３）参加导师的科研课题。（４）参加

一些学术交流活动。

我国学术型硕士科研能力培养存在的突出问题

是：（１）研究生不下基层调查研究，而仅仅依靠“网络

资源”拼凑一切所需研究的内容；（２）有相当一部分

无能力、无课题、无成果的老师担任导师，不能开发

学生的研究能力；（３）研究生最终的学位论文有相当

一部分不与实际结合，就模型而模型，也没有创新观

点；（４）研究生各环节的评价未突出“科研能力”。要

解决这些问题，尤其要解决拔尖创新人才科研能力



的培养，必须从研究生培养、考核、评价等方面进行

改革［３］。

二、提高拔尖创新人才科研能力的对策研究

（一）学位论文开题实行课题导向制

目前，我国学术型硕士研究生选题类型有三大

类：一是研究生自己主持的研究课题，包括申请获得

省级“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的课题、企业委托

或定向单位所承担的科研课题或其子课题；二是参

加指导教师所承担的科研课题或其中的子课题；三

是自选题。在这三类选题中，第一、二类选题较少，
绝大多数选题是第三类。笔者认为，作为高校纳入

“拔尖创新人才”行列的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必须要

有独立主持的课题作支撑。其理由有三点：
一是拔尖人才首要的是出类拔萃。“出类拔萃”

就是德才超越寻常。做学位论文靠自选题，不是超

越，而是一般。
二是拔尖人才要突出创新。过去，我们常提“拔

尖人才”的培养，但对“尖”在哪里没有明确的指向。
自从２００２年１１月党的十六大提出，要造就“一大批

拔尖创新人才”时，我们才明白，“拔尖人才”的培养

要定位在“创新”层面上，它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

重要战略思想的体现。
三是拔尖人才要有领军人物风范。《国家中长

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明确要求对

“拔尖学生”要实行“人才＋项目”的培养模式。主持

项目能独揽一方，锤炼创造能力，成为未来的领军人

物。拔尖创新人才要在“创新”层面上超越寻常，是

创新平台上的德才超越，是一般人想不到、做不到、
赶不了的人才。

高等学校应该作出规定，学术型硕士中拔尖创

新人才学位论文开题必须要有独立主持的科研项目

作支撑。这些项目包括：主持市级以上科研课题；主
持省级“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主持企业或其

他单位委托的科研课题；主持导师省部级以上“科技

攻关项目”或 省 部 级 以 上 其 他 重 大 项 目 的 子 课 题。
没有独立主持科研课题的拔尖创新人才不得进行硕

士学位论文的开题。
（二）学位论文撰写实行“小论文”构成制

目前，一些高等学校也规定，研究生在校期间要

发表几篇论文（笔者延用研究生常说的“小论文”概

念）才能毕业。但执行的结果往往出现两大偏差：一

是发表的论文与学位论文不相关，或不太相关；二是

发表的有一定相关性的论文往往内容很窄，在学位

论文中不起多大作用。一句话，学生为了发表论文

而发表论文，而并不完全是为了撰写学位论文而发

表“小论文”。解决的办法是将“小论文”纳入学位论

文范畴。
由于拔尖创新人才的硕士论文以主持的科研课

题为导向，而科研课题往往要以一系列论文（如公开

发表３～８篇论文）为结题标志，则拔尖创新人才的

硕士学位 论 文 必 须 要 有 系 列“小 论 文”为 支 撑。当

然，拔尖创新人才有时也可能主持委托单位的一些

应用课题，并不要求发表论文。但笔者认为，即便主

持应用课题，在完成应用性要求的同时还得进行相

关联的理论研究，因为学术型硕士不仅仅是操作型

的应用人才，更重要的是具有创新思想和学术造诣

的理论研究人才。
高等学校应该作出规定，拔尖创新人才的硕士

学位论 文 应 含 有３～８篇 内 容 不 同 的“小 论 文”，其

中，核 心 刊 物 论 文３篇，ＣＳＳＣＩ源 刊 论 文２篇 或

ＳＳＣＩ、ＳＣＩ、ＥＩ收录论文１篇。每篇“小论文”的字数

在３５００字以上。这些“小论文”至少分布在学位论

文的３～４章之中，“小论文”的内容不能重复。“小

论文”在学位论文中的分布情况要通过“检测软件”
检测标出，提交学位委员会审定。

拔尖创新人才的硕士学位论文撰写实行“小论

文”导向制的好处是：它促使研究生认真完成所主持

的课题；它促使研究生进行理论创新，提高学术研究

能力；它促使研究生提高学位论文的质量，真正把学

位论文作为研究课题来完成；它有利于培养研究生

的创新创造能力。
（三）学位论文评审实行“双向”盲审制

目前，一些高校硕士学位论文实行“盲审制”，这
是提高论文质量的有效做法。但是，盲审专家要么

是本校的导师，要么是外校的导师，一名话，全靠学

校老师评审学位论文。这样做的缺点突出表现在以

下三方面：
一是论文严重与现实脱离。一些研究生从来也

不到现场调研，而是通过网络资源（网络引擎资源、
电子期刊资料、某某数据库）拼凑学位论文。而当今

高校绝大部分老师不去现场调查研究，讲课就书本

而书本，做论文就理论而理论。这些老师一旦成为

硕士论文的“盲审专家”，他只能从理论角度去评审。
一些硕士研究生正是看到了这种现象，他们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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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现场资料，往往是理论上的夸夸其谈，即便有

些学位论文在题目上挂上“某某单位…”，或某部分

内容也“联系”一些“实际”，但这种“单位”“实际”并

不是“现实”，是歪曲了的“现实”，是编造的“现实”，
反正“盲审专家”也不知道“现实”，评审很爽快地“通
过”。

二是模型格式化没有创新。过去，我们 长 期 以

规范化研究为主导，忽略了实证研究。但是，当今社

会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实证法成了论文评价的唯一

标准和导向。在这种背景下，一些研究生不进行理

论创新，也不进行方法创新，而是以往届的毕业论文

（有的还是优秀论文）为衣钵，按固定的“套路”撰写

论文。这样的论文内容模型化（从头到尾都是让人

不能完全看懂的模型，洋洋２～５万字，最后一结合

实际仅１．５页１５００字）、结 构 格 式 化、结 论 固 定 化

（与…正相关，与…负相关），没有任何创新。即便论

文最后也 论 述 一 下“本 文 的 创 新 之 处”：“研 究 视 角

新”，“样本分类新”、“变量设计新”等等，这些根本就

不是创新。
三是论文没有实际应用价值。研究生做完位论

文并通过答辩后，纸质论文存入学校档案馆，省级以

上优秀电子论文进入“中国优秀博／硕士论文全文数

据库”（只有购买了该数据库的单位才能查阅），现场

无法借鉴应用，这是在形式上没有实用价值。而有

的论文本身就不解决现实问题，那是在实质上没有

实用价值。
解决以上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对学位论文评审实

行“双向”盲审制。一方面学位论文让高校“学术导

师”评审，另一方面学位论文让“实践导师”（或“实务

导师”［４］）评审。“实践 导 师”有 五 条 途 径 产 生：一 是

选择“企业研究生工作站”（江苏省到２０１１年７月为

止已认定了四批）内高级职称的人通过资格认证进

入“实践 导 师 库”；二 是 选 择“教 授 级 高 级 工 程 师”、
“教授级高级经济师”、“教授级高级会计师”或类似

的称号的人进入“实践导师库”；三是选择学校聘任

的、从事现场实际工作的“兼职教授”进入“实践导师

库”；四是在“企业家队伍”中遴选；五是在实务界具

有高级职称的人员中遴选。
让“实践导师”评审论文的标准主要有：论文是

否联系实际；论文内容是否符合实际；论文中的实际

资料是否真实可靠；论文是否有实用性。
采用“学术导师”和“实践导师”双向盲审制的理

论依据是：教育要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理论要和实际

结合；科研成果要转换为生产力；实证研究是规范研

究的补充或辅助。这种评审制度会带来研究生文风

的彻底改变，尤其是对拔尖创新人才的硕士论文来

讲，论文让５个“学术导师”盲审，再让５个“实践导

师”盲审，平均分达不到７５分不能答辩，这就促使他

的学位论文实现三大转变：一是论文必须结合实际；
二是论文必须创新；三是论文必须有实用价值（包括

通用模型也得进行典型解剖或现场应用在内）。
实行学位论文“双向”盲审制应有相应的配套措

施：（１）实行双职业导师制度。即要建立学校学术导

师和现场实践导师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制度。（２）实

行跨学科 导 师 制 度。因 为 在 当 今 复 杂 多 变 的 社 会

里，现场用人是多方位的、复合型的。“实践导师”评
审学位论文带有“综合性”倾向。我们培养硕士研究

生，尤其拔尖创新人才更要适应这种需求。要扩展

研究生的专业面和研究面，建立研究生跨学科选课、
跨学科选第二导师及做跨学科的研究课题等制度，
使其在论文撰写过程中不断缩短理论同实际结合的

距离。
（四）设立学术研究分，实行“成果”导向制

“学术研究分”是记录研究生进行学术研究产生

研究成果所登记的分数，该分数可以和奖学金或创

新 成 果 奖 金 挂 钓。“学 术 研 究 分”分 为 以 下 四

大类［５］：
一是发表学术论文。对于学术型硕士 研 究 生，

要有发表论文（含“小论文”）的要求（专业型硕士研

究生不作必要要求，但有成果享受同等待遇）。在国

内中文核心刊物上发表１篇论文计２分，在国内非

中文核心刊物上发表１篇论文计１分，参加国内外

学术会议，发表并宣读论文，每篇计１分，在非正式

刊物上发表论 文１篇 计０．５分。被ＳＳＣＩ、ＳＣＩ、ＥＩ、

ＣＳＳＣＩ收录或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书刊资料

中心等全文转载的每篇论文计３分。
二是参加科研实践。应该要求学术型硕士研究

生参加导师或其他人员的科研项目，做一些基础性

工作，包括科学实验、社会调查与现场调研、数据收

集与信息处理、科研总结等，并及时对每次活动的时

间、地点、内容等进行登记。毕业答辩前，由导师评

定科研等级，附上科研实践登记簿获得科研实践分

数。优、良、及格分别 计１．５分、１分、０．５分。独 立

主持课题的另外单独计２～４分。
三是申请发明专利。获得专利证书的按名次计

分：属于“发明专利”的第１～４名及以后的，分别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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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５、３、２分；属于“实用新型专利”的第１～４名及

以后的，分别计５、３、２、１、０．５分；属于“外观设计专

利”的第１～４名 及 以 后 的，分 别 计２、１、０．５、０．２、

０．２分。
四是参加科技作品大赛。研究生参加“挑战杯”

大赛、“创业计划大赛”等，按获奖级别及获奖证书排

名计分。获奖级别分为国家级、省部级、司局级。以

省部级奖为例，一等奖第１～４名及以后的，分别计

６、５、４、３、２分；二等奖第１～４名及以后的，分别 计

５、４、３、２、１分；三等奖第１～４名及以后的，分别 计

４、３、２、１、０．５分；鼓励奖第１～４名的，分别计２、１、

１、０．５分，第４名以后的不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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