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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升研究生导师队伍素质是 加 强 拔 尖 创 新 人 才 培 养 的 关 键 措 施 之 一。全 国 优 秀 博 士 学 位 论 文 指 导

教师是我国研究生导师队伍中涌现出的优秀群体，有重要的榜样意义。依据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 间 培 养２位 以 上

全国优博论文的１６１位导师的学科背景、学历学位、学术头衔、留学经历、学术成果、科研获奖等重要指标进行

素质维度分析，结果发现这个导师群体的素质有显著的优势特征，这对进一步提高我国研究生导师队伍素质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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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研究生导师队伍素质，是加强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的关键措施之一。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

导教师（以下称全国优博导师）是我国研究生导师队

伍中涌现出来的优秀群体，是我国研究生教育和培

养的骨干力量，有着重要的榜样和示范意义。依据

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间教育部授予全国优博论文信息，我

们统计出全国共有１０６７位导师培养了１２７９位全国

优博论文获得者，并以其中培养２位及以上全国优

博论文获得者的１６１位导师为样本，搜集导师单位

发布的最新权威信息，选择学科背景、学历学位、学

术头衔、留学经历、学术成果、科研获奖等重要指标

进行素质维度研究，期望从中发现一些重要规律和

特征，以为进一步提升我国研究生导师队伍素质的

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性依据。

一、１６１位全国优博导师的样本来源分析

利 用 中 国 学 位 与 研 究 生 教 育 学 信 息 网 公 布 的

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教 育 部 授 予 全 国 优 博 论 文 获 得 者 及

其导师的基本信息，我们统计出全国优博导师培养

全国优博论文获得者的数据信息。结果表明，１９９９
～２０１１年在１０６７位 全 国 优 博 导 师 中，培 养１位 全

国优博 论 文 获 得 者 的 有９０６人，占 导 师 总 数 的

８４．９％；培养２位及以上全国优博论文获得者的导

师合计有１６１人，占导师总数的１５．１％，其中培养２
位的 １２５ 人，占 １１．７％；培 养 ３ 位 的 ２８ 人，占

２．６％；培养４位的６人，占０．６％；培养５位和培养

１０位的分别有１位导师（详见图１）。培养５位的为



著名摄影测量与遥感学家李德仁院士，培养１０位的

为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免疫学专家曹雪涛院士。统计

发现，这１６１位导师总计为国家培养了３７３位全国

优博论 文 获 得 者，占 培 养 全 国 优 博 获 得 者 总 数 的

２９．２％。显然，这些导师在培养拔尖创新人 才 方 面

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图１　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指导教师与指导论文数对应关系

数据来源：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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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１６１位全国优博导师的学校来源 信 息，可

以发现，来自“９８５”重点高校的导师比例最大，达到

５６．５％，其次是 中 科 院 和 中 央 级 科 研 机 构，合 计 占

１８．６％，之后是非“９８５”高校的“２１１”重点高校和普

通高校，分别占１５．５％、９．３％。数据显示，“９８５”高

校和中科院及中央级科研机构导师合计１４６人，培

养了全国优博论文获得者３４１人，占１６１人培养学

生总数的９１．４％的比例（详见表１）。这说明，全国

优博论文获得者的来源单位主要是国家重点建设的

“９８５”和“２１１”高校及中央级科研机构。
表１　１６１位全国优博导师的学校来源分布

高校类别
“９８５”
高校

非“９８５”的
“２１１”高校

普通

高校

中科院及中央

级科研机构

导师人数 ９１　 ２５　 １５　 ３０
导师比例 ５６．５％ １５．５％ ９．３％ １８．６％

指导的获奖学生数 ２１０　 ６６　 ３２　 ６５
学生比例 ５６．３％ １７．７％ ８．６％ １７．４％

备注
公布 该 项 信 息 的 导 师 数 为１６１人，获

奖学生总数为３７３人。

二、１６１位全国优博导师素质特征及相关分析

（一）学科背景：九成导师属于理工医农门类

学科背景，指学者从事的科学研究所属学问的

性质和门类。学科背景是学者专业学术和职业发展

的重要支撑。调查发现，１６１位导师主要来自理学、
工学、医学、农学等基础或应用学科，按导师所在学

科的总人数排名，依次是理学（６８人）、工学（５４人）、
医学（１３人）、农 学（１１人）、文 学（３人）、教 育 学（３
人），经济学、历史学、艺术学分别是２人，哲学、管理

学和法学分别为１人（详见表２）。这说明，我国 在

建设理工科优秀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方面取得了显

著成果，但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需要采取更为

积极的步骤，如此才能实现高素质文理导师队伍综

合协调发展的建设目标。
表２　１６１位全国优博导师所在学科分布

工 理 管 经 法 文 农 哲 医 历 教 艺 军

人数 ５４　 ６８　 １　 ２　 １　 ３　 １１　 １　 １３　 ２　 ３　 ２　 ０
比例 ３３．５％ ４２．２％ ０．６％ １．２％ ０．６％ １．９％ ６．８％ ０．６％ ８．１％ １．２％ １．９％ １．２％ ０％
备注 公布该项信息的导师总数为１６１人，计算比例时，以该数为分母。

　　（二）学术头衔：院士、长江学者等名师居多

学术头衔是学者获得的学术称号，反映学者在

学科内的学术质量和水平方面所处的位置以及被学

术界认可的高度。学术头衔与学术获奖密切相关。
学术获奖是学者及其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影响的外在

表现。学术获奖越多级别越高，说明学者的影响越

大，对学术发展的贡献越大。调查显示，在公布学术

获奖信息的１４２位 导 师 中，获 过 国 家 级 奖 的 有１１８
人，占总数的８３．１％；获过省部级奖的有１３１人，占

９２．３％；获过国际奖项的有２９人，占２０．４％。数据

表明，１６１位导师中，有６２位中科院院士，占总数的

３８．５％；有２０位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占１２．４％；有１８

位第三世界科 学 院 院 士，占１１．２％；有３人 是 双 院

士，占１．９％；“千人计划”和“长江学者”有３１人，占

１９．３％（详见表３）。很多导师担任国内外学术领导

职务，如在公布此项信息的１５７位导师中，在国外担

表３　１６１位全国优博导师担任院士等荣誉情况

荣誉统计

中国科

学院

院士

中国工

程院

院士

双院士

第三世

界科学

院院士

其他

院士

千人计

划和长

江学者

人数 ６２　 ２０　 ３　 １８　 １１　 ３１
比例 ３８．５％ １２．４％ １．９％ １１．２％ ６．８％ １９．３％

备注
公布该项信息的导师总数为１６１人，计算比例

时，以该数为分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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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学术领导职务的有４４人，占总数的２８．０％；在国

内担 任 或 曾 经 担 任 学 术 领 导 职 务 的 有１２６人，占

８０．３％。这表明，“名师出高徒”或“高徒随名师”是

一个重要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规律。
（三）学历学位：近六成导师拥有博士头衔

学历指学习的经历，学位指按照专业学术水平由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授予的称号。近年来，随着高

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我国重点高校在博士生导师任职

规定中均设置须获得博士学位的基本前提条件，使得

博士生导师中的博士学位拥有者比例不断提高。调

查显示，除１１位导师学历信息缺失外，在公布学历学

位的１５０位导师中，有８７人获博士学位，占总数的

５８．０％；２１人获硕士学位，占１４．０％；４２人获本科学

历，占２８．０％，其中２５人拥有博士后经历，占１６．７％
（详见表４）。分析发现，一部分学历为本科或硕士的

导师年龄均较大，从总体上看，全国优博导师中博士

学位获得者所占比例较高，但仍有增长空间。
（四）留学经历：大多数导师留学发达国家

留学经历指一个人的国外或境外学习经历。事

表４　１６１位全国优博导师的学历学位分布

学位 本科 硕士 博士 有博士后经历者

统计人数 ４２　 ２１　 ８７　 ２５
占总数比例 ２８．０％ １４．０％ ５８．０％ １６．７％

备注
公布该项 信 息 的 导 师 总 数 为１５０人，计 算

比例时，以该数为分母。

实证明，留学经历不仅可以帮助教师提升人生经历

的质量，而 且 可 以 给 学 生 带 来 无 形 而 深 刻 的 影 响。
调查发现，除５位导师相关信息缺失外，在公布该项

信息 的１５６人 中，留 学 美 国 的３８人，占 总 数 的

２４．４％；留学日本的１４人，占总数的９．０％；留学英

国的１１人，占 总 数 的７．１％；留 学 前 苏 联 的１０人，
占总数的６．４％；留学德国的８人，占总数的５．１％；
留学加拿大的５人，占总数的３．２％；留学比利时的

４人，占总数的２．６％；留学法国、瑞士、丹麦的各为

２人，分别占 总 数 的１．３％（详 见 表５）。可 见，有 留

学经历的导师以留学美日英、前苏联、德国、加拿大、
比利时等所占比例较多，显示出发达国家或地区留

学经历很重要。
表５　１６１位全国优博导师的留学国家或地区分布

留学国家 美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日本 前苏联 加拿大 比利时 瑞士 瑞典 以色列 捷克

统计人数 ３８　 １１　 ８　 ２　 １４　 １０　 ５　 ４　 ２　 １　 １　 １
占留过学的总人数比例 ２４．４％ ７．１％ ５．１％ １．３％ ９．０％ ６．４％ ３．２％ ２．６％ １．３％ ０．６％ ０．６％ ０．６％

留学国家 丹麦 澳大利亚 韩国 意大利 俄罗斯 前南斯拉夫

统计人数 ２　 １　 １　 １　 １　 １
占留过学的总人数比例 １．３％ ０．６％ ０．６％ ０．６％ ０．６％ ０．６％

备注
１．本项留学经历除本硕博求学经历外，还包括博士后研究，研修班进修，访问学者等经历。２．公

布该项信息的导师总数为１５６人，计算比例时，以该数为分母。

　　（五）学术成果：发表百篇论著的导师众多

学术成果主要包括学者发表的论文、出版的专

著等。从论文特别是高水平论文发表情况可以看出

一个导师的学术生产力及学术质量。一般而言，我

国在理工等自然科学领域比较看重ＳＣＩ或ＥＩ等国

际权威文献检索库收录论文篇数。调查发现，在公

布论文发表信息的１０４位导师中，发表１００篇以上

论文的有８５人，占总数的８１．７％（详见表６）。在明

确公布ＳＣＩ论文发表信息的３６位导师中，拥有百篇

以上论文的有２２人，占总数的６１．１％，百篇以下的

有１４人，占总数的３８．９％（详见表７）。这 说 明，全

国优博导师是我国研究生导师队伍中学术生产力较

高的群体，其培养的拔尖创新人才在我国学术事业

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表６　１６１位全国优博导师在国内外期刊的发表论文情况

篇数 ５０篇以下 ５０～９９篇 １００～１４９篇 １５０～１９９篇 ２００～２４９篇 ２５０～２９９篇 ３００～３４９篇

人数 ５　 １４　 ２５　 １１　 １９　 ９　 ５
比例 ４．８％ １３．５％ ２４．０％ １０．６％ １８．３％ ８．７％ ４．８％
篇数 ３５０～３９９篇 ４００～４４９篇 ４５０～４９９篇 ５００～５４９篇 ５５０～５９９篇 ６００篇及以上

人数 ６　 ５　 ０　 ２　 ０　 ３
比例 ５．８％ ４．８％ ０　 １．９％ ０　 ２．９％
备注 公布该项信息的导师总数为１０４人，计算比例时，以该数为分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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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１６１位导师中部分公布被ＳＣＩ收录的论文篇数

篇数 １００篇以下 １００～１９９篇 ２００～２９９篇 ３００～３９９篇 ４００篇及以上

人数 １４　 １２　 ５　 ４　 １
比例 ３８．９％ ３３．３％ １３．９％ １１．１％ ２．８％
备注 公布该项信息的导师总数为３６人，计算比例时，以该数为分母。

　　（六）年龄优势：不少导师起任教授时年龄小

教授是高等学校中职称级别最高的教师。一个

学者在比较年轻时就获得了教授职称，说明这个学

者的学术潜力相对较大，学术能力相对较强。调查

发现，除１４位导师年龄信息缺失外，在公布年龄信

息的１４７位导师中，４３位导师处于７０～７９岁之间，
占总数的２９．３％，位居第一；３９位处于５０～５９岁之

间，占２６．５％，位居第二；２３位处于６０～６９岁之间，
占１５．６％，位居第三。而４０～４９岁之间和８０岁以

上的导师数均为２１人，所占比例皆为１４．３％，并列

第四。数据显示，在公布起任教授年龄的５１位导师

中，在２０～２９岁 之 间 起 任 教 授 的２人，占 总 数 的

３．９％；在３０～３９岁 起 任 教 授 的２５人，占 总 数 的

４９．０％；在４０～４９岁 起 任 教 授 的２０人，占 总 数 的

３９．２％（详见表８）。这 说 明，各 年 龄 段 导 师 均 有 可

能培养出全国优博论文获得者，而年轻的导师群体

无疑正成为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力量。
表８　１６１位中部分导师开始担任教授的年龄分布

起任教授

时年龄
２０～
２９岁

３０～
３９岁

４０～
４９岁

５０～
５９岁

６０岁

及以上

统计人数 ２　 ２５　 ２０　 ３　 １
占总人数

比例
３．９％ ４９．０％ ３９．２％ ５．９％ ２．０％

备注
公布 该 项 信 息 的 导 师 总 数 为５１人，计 算 比

例时，以该数为分母。

三、关于进一步提升我国研究生

导师队伍素质的思考

　　经过长期建设，我国研究生导师队伍整体素质

近年来确实有了很大提高，并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拔

尖创新人才。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研究

生导师队伍整体素质的差距依然很大，如我国大陆

地区至 今 没 有 自 主 培 养 出 一 位 诺 贝 尔 奖 获 得 者。
“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走自主创新之路的重大发展

战略使高层次创新性人才的培养问题更为突显。”［１］

国务院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形成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

湛、结 构 合 理、充 满 活 力 的 高 素 质 专 业 化 教 师 队

伍。”［２］《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

意见》强调“完善以科学研究和实践创新为主导的导

师负责制”。［３］这表明，进一步全面提升我国研究生

导师队伍整体素质，意义重大，且迫在眉睫。
（一）加速高效利用国际化平台，夯实我国导师

的学术素质基础

名师出高徒及高徒成名师，可以说是放之四海

而皆准的人才培养规律和导师成长规律。有学者统

计，从大学学历看，１９９位诺贝尔奖得主所在的本科

院校为１１５所，其 中８４人（占 总 数 的５７．３％）毕 业

于３１所世界著名学府；［４］５９在这些诺奖得主中，１９４
位是从３６所美国著名大学和２４所国外著名大学获

得博士学位，其余５人拥有硕士学位。［４］６２这１９９位

诺奖得主曾得到１５０多位诺奖得主大师的指导，其

中１６人当年师 从 两 位 诺 奖 得 主，１１人 有 曾 与 三 位

诺奖得主大师亲密接触的经历。［４］７１调查显示，我国

培养了２位及以上全国优博论文获得者的导师绝大

多数留学于发达国家的著名大学或科研机构，并获

得博士学位或拥有留学访学研究经历。这表明，让

更多教师先期接受西方学术名师的教育指导或学术

熏陶，依然是我国短期内打造高素质研究生导师队

伍的捷径 之 一。因 此 必 须 加 速 高 效 利 用 国 际 化 平

台，进一步推出若干政策举措。譬如，重点高校规定

获得国内外重点大学博士学位是导师上岗的一项基

本条件；继续大批引进世界一流大学的博士学位获

得者，并使其尽快融入我国研究生导师队伍；继续加

大政策支持力度，向西方世界一流大学或科研机构

派出大批优秀青年学者，支持他们参与世界一流水

平科研项目研究；大力加强著名高校之间的专家学

者交流平台建设，持续推进国际学术交流，培养我国

研究生导师的国际学术交流素质和实战能力。
（二）加速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平台，构筑导师素

质提升的学术舞台

世界一流学科平台，既是世界一流学术人才培

养的基地和舞台，也是世界一流学术名师不断涌现

的前沿阵地。从长远看，我国研究生导师的主体部

分须依靠自主培养，而不是国外培养。因此建设世

界一流学科平台，对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具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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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略意义。历史上，众多诺奖得主出现在同一所

大学或科研机构、同一个学院或学科甚至同门导师

下，原因是那里有世界一流专家学者及其建设的一

流学科平台。如，美国 ＭＩＴ在人文、艺术与 社 会 科

学学科群中，积聚了１３名诺贝尔奖得 主，３名 普 利

策奖得主，３８位 美 国 国 家 艺 术 和 科 学 院 院 士；在 理

科学科群中，积 聚 了４２名 诺 贝 尔 奖 得 主，１０７名 在

职和已退职的国家科学院院士，２３名国家勋章获得

者；在工学学科群中，积聚了１１１名在职和已退职的

国家工程院院士，５名 日 本 Ｋｙｏｔｏ制 造 工 程 奖 获 得

者。［５］又如美国著名物理学家恩利克·费米（Ｅｎｒｉｃｏ
Ｆｅｒｍｉ）获得１９３８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而费米实验

室（Ｆｅｒｍｉｌａｂ）培 养 的 学 生 中 有９位 获 得 过 诺 贝 尔

奖，包括杨振宁。［４］７７举世闻名的贝尔实验室自１９３７
年以来有６人问鼎诺贝尔奖，包括华裔科学家朱棣

文。［６］调 查 显 示，１６１位 导 师 中 多 达７５．１％集 中 在

“９８５”高校、中科院和中央级科研机构，根本原因是

这些高校拥有国内乃至世界一流学科平台。建议：
进一步优化学科带头人政策，通过著名专家学者及

其学科平台建设推进研究生导师队伍素质建设；继

续投入巨资引进培养世界一流专家学者，并通过一

流学者带动世界一流学科平台建设；继续支持国家

级学科团队与世界一流学术机构开展学科平台项目

合作，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以设立“学术特区”等
政策举措给予有潜力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学科队伍

以特殊 支 持，鼓 励 并 支 持 其 开 展 强 有 力 的 国 际 性

竞争。
（三）加大对青年才俊的支持力度，不断为导师

队伍注入新的活力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年轻的研究生导师更是国

家创新人才培养的生力军。我国著名心理学家林崇

德总结出各类人才的“最佳创造年龄”，富有启发性：
数学家：３０～３４岁；化学家：２６～３６岁；物理学家：３０
～３４岁；哲学家：３５～３９岁；发 明 家：２５～２９岁；医

学家：３０～３９岁；植物学家：３０～３４岁；心理学家：３０
～３９岁；生理学家：３５～３９岁。［７］１３３“以科 技 人 才 为

例，国内外的统计资料表明，２６～４５岁 是 科 技 人 才

实现创造性突破的最佳年龄段，是科技精英重大科

学发现或发 明 的 黄 金 时 期。”［７］１３３有 案 例 为 证，１９４７
年２月，在冯·卡门（Ｖｏｎ　Ｋáｒｍáｎ）教授的推荐下，

３６岁的钱学森 成 为 ＭＩＴ最 年 轻 的 正 教 授，指 导 着

空气动力学专业研究生；［８］而创造培养最多（１０位）
全国优博论文获得者记录的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曹雪

涛教 授，２６岁 因 硕 士 论 文 优 秀 被 提 前 授 予 博 士 学

位，２８岁即破格晋升为教授，４１岁即当选中国工程

院院士。然而，像曹院士这样的杰出导师依然少见，
如调查显示，在公布年龄信息的１４７位全国优博论

文指导教师中，处于４０～４９岁之间的仅２１人，所占

比例仅１４．３％。无疑，我国在青年研究生导师培养

方面还有很大潜力可挖，前路任重道远。建议：国家

利用诸如“青年千人计划”“青年百千万人才工程”等
大力支持国内外中青年优秀学者以各种形式参与创

新性国家 建 设；继 续 构 建 面 向 世 界 的 小 学－中 学－大
学本硕博连贯式的早发现、早选拔、早培养和早使用

的中国全球青年才俊培养体系；有计划有组织地大

力扶持优秀青年人才代表国家参与国内外高端学术

交流项目研究计划；大力支持青年导师招收优秀青

年学生，协同攻关国家重大科研创新项目计划。
（四）进一步优化导师人才培养、成长和使用的

体制机制和环境氛围

名师、拔尖 创 新 人 才 是 需 要 精 心 呵 护、积 极 发

现、长期支持、认真培养和合理使用才能出现的，特

别是大规模的现代名师群体培养，更需要一种优良

的体制机制和学术氛围作为制度环境保障。有学者

研究发 现，自１９０１年 诺 贝 尔 奖 设 立 以 来 的１００年

间，共有来自３０个国家的５２８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

自然科学奖，其 中 近 一 半 属 于 美 国，无 一 人 属 于 中

国，而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著名高校就诞生了

１００多位诺奖得主。［４］１１－１５美国秘诀是什么？其中之

一就是美国独特的高等教育体制机制和学术氛围。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回忆留学母校———加州理工学

院的经历时曾说：“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

们，也给年轻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

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

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不同的学术

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钱老进一步指出：“今天

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这样做？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

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
更不用说大师级人物了。”“我们要向加州理工学院

学习，学习它的科学创新精神。”“在学术研究中，要

各抒己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把学术研究搞得

很活跃，将氛围搞得浓浓的，有利于出大家、出人才、
出成果。”［９］钱老的论述精辟独到、见 解 深 刻。调 查

显示，１６１位全 国 优 博 导 师 中 从 数 人 留 学 于 西 方 名

校，受到过良好的学术训练和学术熏陶，这无疑对其

素质的养成及培养优秀学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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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建议：要从战略高度深刻把握世界高等教育发展

趋势和中国特色现代高等教育的建设要求，加快高

等教育管理体制机制改革进程，尽快落实高校办学

自主权，充分发挥各级学术组织的自治功能作用；科
学界定学 术 权 力 和 行 政 权 力，尽 快“去 行 政 化”，使

“学术本位”、“教授治学”和“人才培养”的理念得到

落实；通过法治保障师生拥有独立思考、独立人格和

自由创新的人文氛围和科研环境；建立鼓励并支持

各类人才脱颖而出的体制机制；秉承“教学相长”，坚
持精心育人，以情感人，以文化人，努力使每一位研

究生都能成为拔尖创新人才，使每一位导师都能成

为优秀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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