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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日内瓦大学是一所高度国际化的大学,其博士生培养过程管理制度坚持传承与创新相结合,以应对

全球化、市场竞争与知识经济对博士学历人才的新挑战与新要求.本文以日内瓦大学博士生培养过程的组

织与管理为例,集中探讨其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基本特征:国际视野、开放合作的培养方针,重心下移、院系

主导的过程管理,以期能为我国的博士生教育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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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瓦大学于１５５９年由加尔文创立,具有悠久

的历史与深厚的人文传统.它地处日内瓦这一国际

化的大都市,与众多国际机构联系密切,是学术与科

学技术交流的重要枢纽,国际化程度相当高.２０１６
年,全校有科学、医学、文学、社会科学、经济与管理、
法律、神学、心理学与教育科学、翻译学院９个学院

与１４个跨学科研究中心,５２１名教授和１６２３名教

学、科研人员,共开设２６个学士学位项目、１０３个硕

士项目、８２个博士学位项目;全校共有１６５３０名学

生,其中博士生２２３１名,全年办学经费７．４８亿瑞郎

(约５２亿人民币)[１].经过多年的办学实践,日内瓦

大学已建立一套成熟的博士生教育管理制度与组织

架构,并在高度国际化的基础上结合传统进行创新,
以应对全球化、市场竞争与知识经济对博士学历人

才的新挑战与新要求.在２０１６年上海交大世界大

学学术排名(ARWU)中,该校位列全球第５６名;在

２０１７年 QS世界大学排名中位于第９８名.日内瓦

大学成功的办学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本文主

要以该校博士生培养过程的组织管理与制度设计为

例,集中探讨其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基本特征,以期

能为我国博士生教育的健康发展与质量提升提供一

些参考.

一、开放办学、特色鲜明的博士生培养体系

(一)相对独立、自由发展的宏观教育管理体制

瑞士为联邦政府,各州实行相对独立的管理,没
有教育部这一机构对教育进行统一管理.全国２６
个州实行２６套不同的教育体系,形成了瑞士教育复

杂而独特的发展格局.在这一背景下,大学由各州

管理,财政来源主要为所在州政府.瑞士大学会议

是瑞士各大学校长定期聚会、研讨高校教育管理政

策的交流平台[２].因此,瑞士高等教育具有在统一

的基本规则下各校相对独立、自由发展的特色,而且

这种特色充分体现在各个层面.就独立的大学来

看,在其博士生教育管理层面,也是如此.



(二)体系开放、选择多样的高等教育学制结构

自从１９９９年签署«博洛尼亚宣言»之后,瑞士便

开始实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至２０１０年已基本完成

全国所有高校的改革.改革之前,瑞士高等教育分

为学士(根据专业,学习年限为四至六年不等)、深入

学习文凭或高等专业学习文凭(相当于硕士学位,学
习年限为一至两年;也称博士预备文凭,是攻读博士

学位的必备文凭)和博士三级.２００５年改革之后,
瑞士高等教育主要分为学士、硕士、博士三级(详见

图１).其中,学士和硕士属于基础培养的第一阶段

和第二阶段.学生经过三年学习,修满１８０欧洲学

分(ECTS),可获得学士学位;再经过一年半至两年

的学习,修满９０至１２０学分,可获得硕士学位.经

过基础培养之后,可进入深入培养阶段.学生可选

择“高级硕士”或“博士”.高级硕士至少需修满６０
学分(一学年),博士学习则需经过三至五年撰写博

士论文并通过答辩.

图１　改革后瑞士高等教育学制结构

　　 说 明:① 图 中 的 “学 分”均 为 欧 洲 学 分 (europeancredit

transferandaccumulationsystem,简称ECTS),不同的学术活动

对应不同的学分.一般而言,一学年对应６０学分,１学分对应２５

至３０学时.②图中的“继续教育”,主要针对取得高等教育文凭、

已经就业的人群,有助于学习者的专业知识更新与深化.继续教

育文凭分为三级,分别需要１０学分、３０学分和６０学分.

　 　 资 料 来 源:http://www．unige．ch/admissions/sinscrire/

doctorat/．图文经笔者翻译、整理.

此外,进入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学习者还可以选

择“补充学习证书”和“专业学习证书”,进行某一领

域的针对性学习.其中,专业学习证书项目可单独

修习,也可在读博期间进行,作为博士学习期间的一

种辅修学位,为博士论文选题与写作做准备,与攻读

博士学位不冲突,不影响读博总年限.日内瓦大学

的各个学院均设置相关方向的专业学习证书,学习

期限一般为一至两学期,学分３０－６０分,由教学与

个人论文两部分构成.部分学院规定博士生必须完

成相关研究领域的学习项目,取得专业学习证书,其
成果可代替考试或预备期论文.以文学院现代法语

语言文学系为例,有语言学、文学与美学、文学与学

识、中世纪研究(跨学科)、瑞士文学与文化这五种专

业学习证书,导师可要求博士生修习与研究方向相

关的专业学习证书.
(三)国际视野、开放合作的博士生培养

作为国际化的大都市,日内瓦是众多国际机构

所在地,也是学术和科技交流的重要枢纽.日内瓦

大学地处这一国际化大都市中心,利用地理与学术

优势,积极吸纳来自全球各国的教师与学生.这些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者为学术研究提供得天独

厚的条件,既可推动良好学术氛围的形成,也有助于

学术交流与创新.据统计,２０１６年全校教学科研人

员中,国际师资占比为６１％;在校生中来自１５１个

国家的国际学生占比为３７％,其中博士生的国际生

源占比高达６４％(另有２０％来自日内瓦,１６％来自

瑞士其它地区).
表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日内瓦大学注册博士生、修习补充

学习证书和专业学位证书人数

年份
注册博

士生数

补充学习

证书人数

专业学习

证书人数

２０１２ ２２７２ ３３７ ５６１

２０１３ ２３４６ ３７３ ６３４

２０１４ ２３８５ ４５１ ５５２

２０１５ ２５１１ ４４１ ４４２

２０１６ ２２３１ ３９６ ２９０

　　说明:２０１６学年,教师培养学院的“学科教学基础补充学习证

书”与“教育学基础补充学习证书”取消,原属日内瓦大学的高等国

际研究与发展学院脱离大学,造成攻读博士学位、补充学习证书与

专业学习证书的人数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数据来源:日内瓦大学数据办公室．http://www．unige．ch/stat/

fr/statistiques/chiffresetudiants/．

日内瓦大学积极与政府、与瑞士及其它国家高

等院校开展合作,在促进学术交流与发展、资源共享

的同时,也为学生提供就业机会与良好的职业发展

平台.作为六个瑞士国家研究中心所在地,日内瓦

大学各系、所教师担任研究中心负责人或参与研究

的由国家资助的研究课题,共有七百多项.此外,据
统计,学校２０１６年共承担３１６个欧洲研究项目,其
中牵头主持的欧洲研究项目２１个;共签署３０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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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机构的合作协议,参与４５０多项国际合作项目,
还与１００多个国家签署了合作协议或建立了合作关

系[１].日内瓦大学还是“瑞士东部大学会议”成员,

与弗里堡、洛桑、纳沙泰尔多所大学联合办学,在３４
个研究方向上共同培养博士生.

日内瓦大学的博士生在注册入学时,可明确选

择学位论文为共同指导或联合培养.共同指导是指

校内两名导师或校内导师与校外导师共同指导论

文;联合培养指日内瓦大学与瑞士或其它国家的大

学联合培养博士,博士生在两所大学各有一名导师,
在双方导师共同指导下完成论文,进行一次答辩,获
得两所大学共同颁发的学历文凭.

二、重心下移、院系主导的

博士生培养过程管理

(一)院系自主的博士生培养规则

伯顿克拉克曾指出,院系是学科、院校矩阵的

交汇点,是高等教育系统的核心.管理重心下移的

基层学术组织会使高等教育系统更具生产力.[３Ｇ４]日

内瓦大学的博士生培养与管理制度基本保持传统制

度,实行大学、学院两级管理,不设置研究生院.学

校仅有针对全体师生的法规条文,在具体操作层面

只做出最基本、最普遍的规定,例如博士注册申请人

必须持有本科文凭与硕士文凭,或者经接收学院认

定的同等学力文凭,博士生延期毕业、论文答辩、学
位授予等关键步骤需由学院上报校长委员会批准.

除以上基本规定之外,在博士生培养的主要环

节上,学校没有统一的规章制度,由各个学院自行制

定博士生培养规则与要求、步骤,即学院在招生录

取、培养过程、院系考核、学术评审等环节享有充分

的自主权.博士申请人必须咨询接收院系的相关规

定,博士生的培养流程必须遵照所在院系的规定.
不同学科博士生需遵守各自学院的要求与规章制

度,例如,文学院有«博士生宪章»、«日内瓦文学博士

程序»与«文学博士学习规则»,明文规定博士生培养

程序与规则[５Ｇ６].
在主要流程上,各个学院的博士生培养过程基

本一致,均包括注册条件、论文指导、论文提交、答
辩、学位授予等环节.但是在博士生考核方式上,各
学院差异较大(详见表２).在九大院系中,文学院、
法学院、神学院明确要求博士生需要接受预备期考

核.其中,文学院博士生正式注册第一学年属于预

备期阶段,需在第一学年年末提交一篇预备期论文

并通过答辩,论文长度与性质由博士生与导师共同

商定.而且,文学院在批准博士生注册申请的同时,
还需指定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以下简称“答辩主

席”),答辩主席全程参与博士生培养过程.在预备

期论文答辩中,导师与答辩主席共同判断学生是否

有能力继续进行研究,并指出学生急需改进的地方.
如果论文选题出现问题,预备期论文答辩也是重新

选择方向的时机.经导师与答辩主席预先申请,预
备期论文答辩可延期(至多延期一年);如果答辩不

成功,可申请一年之内再次答辩.(在设置预备期的

学院,再次答辩的期限各不相同,文学院需在一年内

进行,神学院可在两年内进行,法学院则必须在半年

内进行.)两次答辩均未通过,博士学籍取消.如果

在读博期间已经完成专业学习,则可获得专业学习

证书.此外,预备期论文答辩延期不影响博士论文

期限,博士生仍需在注册年限之内完成学位论文.
博士培养年限通常为三至五年,原则上不超过五年,
特殊情况经学校批准可延期至六年.

(二)各司其职的博士生指导团队

日内瓦大学博士生培养的质量保障主要依赖于

博士生导师及其院系学者对学术的严格要求、准绳

与追求.导师是博士生培养的核心负责人,严格依

照学术与学科标准对博士生进行培养.具有硕士学

位的申请者在注册入学前就需选择相关专业指导教

师并征得教师同意.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均可担

任博士生导师,也有权无条件拒绝申请者的指导申

请.博士生导师综合考量申请者的求学动机与长远

目标,以及是否具有完成博士论文的潜力和素质,明
确告知学生职业前景与学校培养的真实状况,是否

可在学院或其它大学获得博士后职位等.日内瓦大

学文学院还规定,在本院获得硕士文凭的学生,经专

业负责教授同意,可申请外校教师担任博士生导师;
在外校获得硕士文凭的学生,必须选择日内瓦大学

文学院的在职教师担任博士生导师.
博士生入学之后,导师与学生共同制定论文进

度计划,约定师生交流频率(例如每月见面一次,或
者每隔两三月见面一次)与论文各部分的交稿时间.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进度计划需要随时更新、调整.
博士生负责论文撰写并主动联系导师,告知论文进

程、写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实际或可能出现的延

期,按照进度计划中约定的时间提交论文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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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则应关注论文选题,按照进度计划约定的频率

接待学生,及时批阅学生提交的论文,坦率告知对论

文的评价并提出有建设性的建议.

表２　各学院博士生考核方式与要求

学院
２０１６年在

校博士生数

是否有

预备期
是否有考试 考核方式或要求

科学院 ７６６
由系所或指导

委员会自定
有 口试、笔试各一

医学院 ３３７ 无 无

文学院 ３６４ 有 无 预备期论文及答辩

社会科学院 １７８ 无
系所或论文指

导委员会自定
每年１２月２５日向论文指导委员会提交进度报告

经济与

管理学院
９５ 无 无

法学院 １９７ 有 无 预备期论文及答辩,或者取得研究领域的深入学习文凭,二者选其一.

神学院 ３６ 有 有

一门笔试,三门口试,平均分必须达到４分(满分为６分).如果博

士生已取得研究领域的深入学习文凭,可缩减或免除考试,或者

用研讨会代替考试.

心理学与

教育科学院
２３８ 无 无

翻译学院 １８ 无 无 注:博士生必须完成由导师指定的个人学习项目

　　注:在２０１６年的学校统计数据中,还有２名在读博士隶属于学校的跨学科研究中心,未被统计入上述９个学院之中.

数据来源:UniversitédeGenèveenchiffre,Edition２０１７,UniversitédeGenève．

　　除导师之外,每个学院均会设置论文指导团队,
在学术与行政两方面承担辅助与监督职责,保证培养

程序顺利进行.例如医学院博士生由导师与指导委

员会共同负责,指导委员会由三名医学院教师组成,
其中一位为院长代表.心理学与教育学学院则由相

关方向所有具有博士文凭的教师组成博士委员会,选
取其中至少两名成员与导师共同负责论文指导工作.

博士生指导团队全程参与博士生培养过程,传
达教育与行政信息,负责监管论文写作过程中每一

步骤的顺利进行,在必要时协调导师与学生关系.
博士学位论文由导师指导、同时有论文指导团队予

以辅助;论文选题在学院不定期召开的教授会议上

审核;博士生论文接近完成时,导师与答辩主席商定

答辩委员会成员和答辩日程.一般来说,答辩委员

会由三至五名成员构成,且必须包含一位学院或学

校之外的专家.
(三)以学生为本的博士生培养理念

尊重学生个体、以学生为本的培养理念贯穿于

日内瓦大学博士生培养的始终.在日内瓦大学的博

士生指南中,关于博士生培养的页面上仅标明最基

本的注册条件以及各院系的博士生培养规则的网站

链接,绝大部分篇幅都用于介绍怎样申请奖学金及

获得资助.
日内瓦大学实行随机注册制,博士生注册不局

限于学校注册时间,原则上全年均可注册.每隔两

三个月,学院召开教授会议时审批注册材料.导师

或论文评审委员会主席至少需提前半个月向教授会

议提出注册申请,博士生在指定期限内向学习顾问

提交所有材料.教授会议批准或拒绝注册申请.
博士生没有限制性的课程训练,导师可根据学

院规定或博士生情况,要求博士生学习相关研究领

域的课程或项目.部分院系要求博士生修习相关领

域的课程或深入学习证书,整个培养过程围绕博士

学术论文进行.导师指导博士生在规定年限内进行

原创性、独立性、高质量的学位论文课题研究,提高

博士生学术能力、可迁移能力、批判性思维、跨学科

研究思维等,帮助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
学校鼓励学生通过大学教学获得教学经验.各

个学院均提供由日内瓦政府预算资助的助教职位,
大部分博士生的资助途径均来源于此,既为学生顺

利完成学业提供经济支持,也是学生获得教学经验

的机会.读博期间没有发表论文的硬性要求,但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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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发表论文并参加国际研讨会.学校提供多种奖学

金,资助学生参加国际会议与国际交流.例如学生

可申请国家资助的奖学金,去国外大学交流一年.
由于日内瓦大学位于瑞士法语区,教学以法语

和英语为主,博士论文一般应以法语或英语写作.
在大部分学院,经导师同意,博士生可以用瑞士官方

语言(法、德、意)及英语写作论文,但如果用法语以

外的语言写作,提交论文时需同时提交法语概述,长
度规定不等.文学院的语种规定最为宽松,博士生

可以用研究领域的语言写作,但需要提交的法文概

述篇幅也最长,需占论文篇幅１０％左右.
此外,学校注重博士生学术道德的培养,例如舞

弊与抄袭是严格禁止的行为,一旦发现,学位论文不

予通过.文学院的«博士生宪章»还规定导师需告知

学生,在人文科学领域,已经发表的学术论文不能直

接原样当作学位论文的一部分.
(四)独立设置的学习顾问

日内瓦大学各学院均设有多名学习顾问负责学

术管理,配合具体事务、根据规章制度为博士生培养

工作提供服务.在不同学科方向以及本科、硕士、博
士不同阶段,学术顾问具体负责在学习规划、课程选

择、成绩分析等方面接受学生咨询,给学生提供指导

与建议,承担学籍及其事务性管理,以其行政性辅助

与监督职责保证培养程序顺利进行.
学习顾问是连接学生与处理具体事务的行政人

员之间的纽带,在大部分院系由专人担任,在部分院

系则由教师兼任.博士生注册、论文提交、答辩等均

通过学习顾问提交材料.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如博士

生与导师之间的交流出现问题,也可向学习顾问求

助.如有必要,学习顾问可将材料提交至校长委员会.

三、对我国博士生培养管理的启示

(一)尊重学术自由与学科规律

博士生培养应遵循开放创新、兼容并包的原则,
避免用千篇一律的硬性规定划定条条框框,而是尊

重各学科的发展规律与客观要求,给予学院高度的

自治权与学术自由,尊重学院在招生录取、培养过

程、考核评审过程中的判断与决定.在日内瓦大学,
院系层面的独立自主并不意味着规则松弛.每个学

院均有相应的学术机构与行政人员,辅助与监管培

养过程,完备的管理组织与制度旨在服务于学术与

研究生培养工作.
(二)相对灵活的管理制度

日内瓦大学的博士生培养管理制度具有相对鲜

明的灵活性特征.学校的行政与学术管理均为教

学、科研等学术工作服务,并以合理的制度、高效简

约的行政手续适应学术发展的需求.在日内瓦大

学,这种灵活性体现在注册入学、过程管理、导师身

份、师生互动、毕业答辩等各个环节.例如,博士生

不设置统一报名时段,采取随来随审的报名方法.
在培养过程中,学生可根据研究课题的需要,选择校

内或校外的指导老师;老师也可根据学生的学术基

础,为其量身定制培养方案,如是否修习某一方向专

业学习证书,预备期考试以何种方式进行等.
(三)明确导师及指导团队的职责

导师是博士生教育质量保障的主要力量,同时

设置相应的职能单位,如答辩主席、指导委员会等,
共同辅助与监管培养过程,以明确的规章制度保障

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与权责关系.日内瓦大学的部

分学院还有«博士生章程»明确导师与博士生各自的

职责.导师与学院教师在论文开题、提交、评审、答
辩环节进行严格的质量监督与保障,同时论文评审

与答辩邀请校内与国际学者参与,再度保障学生学

术论文训练质量.
(四)鼓励和支持跨学科人才培养

日内瓦大学明确提出跨学科研究的特色,充分

利用学校小而精的优势及其独特的师资力量,促进

跨学科人才培养.跨学科培养涉及的范围广泛,涵
盖学士、硕士、博士培养的各个阶段,在课程设置、学
位设置等各个层面贯彻跨学科培养的理念,在校内

营造良好的跨学科人才培养氛围.各院系之间精诚

合作,教师之间的交流畅通无阻.有些教师本身具

有跨学科专业知识,从事跨学科研究,可以指导学生

更科学、合理地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例如文学院一

些课程的设置,汇聚来自人文学科不同领域的专家学

者,就某一特定主题,每位教师做一至两次讲座,在各

自的领域进行探讨,有利于打开学生的视野;还有哲

学系与文学系教师联合开设课程,如一位文学系教授

与一位哲学系教授共同开设“二十世纪人文思潮”课
程,从文学、哲学、社会学等多个角度导读一部或几部

经典著作.这类课程长期开设,既能保证稳定的教学

资源,也有助于教师的资源共享和相互促进.

注:本文的一手资料主要来自于研究者在日内

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得,包括亲身体验该校

博士生培养过程的收获,以及在学校研究生教育相

关机构、图书馆、资料室查阅、收集的博士生教育管

理构架、规章制度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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