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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的实施为我国探索研究生创新的学习组织提供了契机。

论文介绍了国外三种创新的博士生学习组织, 指出了其具有的四个典型特征: 重视国际化

的人员构成、注重互动交流的组织过程、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组织技术、拓展人际网络的组

织目标。最后从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生组织形式以及研究生学习资源三个方面入手, 具

体探讨了国外研究生学习组织创新对于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的经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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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改革研究生的学习组织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的一项重要举措。我国自 2003年教育部开始实施

�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以来, 在研究生学习组织的

创新上进行了大量的改革探索, 并取得了较为明显

的效果。深入探讨国外研究生创新的学习组织及其

典型特征,对于我国深入推进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

实现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最终目标具有非常重要

的价值。

一、国外几种创新的博士生学习组织形式

� � 近年来,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提升博士生的培

养质量,许多国家已视其为一项国家战略。而在如

何提高博士生的培养质量上, 创新博士生的学习组

织形式已成为他们的一项共同的改革举措。下面将

择要介绍国外三种创新的博士生学习组织形式。

(一)欧洲博士理事会: 搭建网络学术平台促进

博士生的跨国界交流

欧洲博士理事会( EURODOC)成立于 2002年,

是一个公益性的国际性社团。成员主要包括来自各

国的博士生候选者及青年研究者,目前已涵盖 32个

国家。该社团及其活动主要展现博士候选人和青年

研究者的教育、研究、专业发展和职业生涯等情况,

旨在优化欧洲博士的培养方案和提高研究活动的质

量。EURODOC开展的活动主要包括: 成立工作小

组处理特定议题、组织成员参加会议、对欧洲高等教

育问题提出建议等。目前, EURODOC 的工作组主

要涉及博士生的职业发展、性别平等、流动性、调查

研究等几个领域,此外还有两个内部工作组。通过



这一组织,促进了其成员研究成果的发表和传播。

EURODOC 还促进了青年研究人员对于相关问题

的信息沟通,通过组织活动与参与讨论,在帮助制定

有关欧盟高等教育和研究的政策上作出了很大贡

献,如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年会上,其代表达成了一

项有关监管和培训下一级研究者的方案, 该方案的

大部分建议就得到了欧盟委员会的认可 [ 1]。

EURODOC 具有如下主要特征:一是以网络作

为平台,重视新技术的应用。EURODOC主张建立

一个以网络为基础的合作性的环境和跨国界的知识

分享平台。通过网络发布最新会议通知、协会动态、

工作成果等内容。二是旨在促进更大范围内的学术

交流。EURODOC在其网页上发布最新的学术会

议和活动的信息,组织其成员参与相关活动并给予

一定的补助,其成员通过参加活动,组成工作小组而

接触到更多的相关领域的其他研究者, 扩大了人际

网络。正如德国卡塞尔大学芭芭拉 �科姆教授所指

出,欧洲的博士生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人际网络, 即

欧洲博士理事会,它的组织形式是各国的博士候选

者和青年研究者协会的同盟, 在欧洲政治体系之下

服务于博士生及学位候选人的利益, 为他们提供交

流的场所[ 2] 。良好人际网络的形成, 为博士生日后

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二)德国学术交流中心: 设立专门机构营建博

士生国际化的培养环境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是德国高校的共同机构, 其

主要任务是通过资助学生和学者的交流来促进德国

高校与外国同行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在其所有的资

助项目和计划中没有专业和国别的限制。德国学术

交流中心提供多样的交流形式, 如派遣高校教师与

讲师到国外讲学、向世界范围内传播德国大学的信

息、每年邀请上百名曾获得过奖学金的学生前来参

加研讨会、资助并组织世界各地的学者进行交流。

如今,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已经成为在国际范围内卓

有声誉的学术交流机构。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是一个民间组织,代表德国

高等教育界与外界进行沟通,它通过采取相应举措,

有力地推动了德国大学的国际化进程。这些举措包

括,第一,对赴德国留学和研究者提供支持,通过设

立�外国学者导向课程�, 以促进用英语开设的国际

性的研究生课程。第二, 为国际学生与学者改善整

体条件,对国际学者提供诸如关于德国的外国人居

留与工作的法律变化等相关服务。第三, 开展国际

性高等教育营销, 中心设立了专门的�教育与研究的

国际营销�职位以实现其营销活动的专业化[ 3]
。德

国学术交流中心在促进德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上做

了很大贡献,增加了本国博士生接触不同文化背景

及其他领域研究的机会, 有助于拓宽博士生的知识

视野,对于优化他们的知识结构,使其�有能力创造
性地解决未来的问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荷兰运筹数学学会年会: 改革学术会议组

织促进博士生高质量学习

荷兰每年年底都会在其中部小镇 Lunteren 召

开国际运筹学研讨会暨荷兰运筹数学学会年会, 参

与年会的报告人员主要为近年来 Dantzig 奖、

Fulkerson奖、Wolfe 奖、Tucker 奖、V on Neumann

奖和 Lanchester 奖等国际大奖得主和一些新领域

的开拓者(绝大多数为外国学者) , 大会上首先由这

些大奖得主做学术讲演, 接下来则全部由博士生报

告其自己或与导师合作的研究成果, 而在此过程中,

作为大奖得主的教授们都坐在台下认真聆听每一位

博士生的演讲,并于讲演后与其进行激烈的讨论 [ 4]。

荷兰的运筹数学学会年会搭建了博士生与其所

在领域专家相互交流的互动平台, 为博士生的高质

量学习创造了有利条件。首先, 在会议过程中博士

生接触到所在学科领域的名家并与其交流,有利于

为今后研究建立良好的人际网络;其次,在自己报告

过程中,由其所崇拜的大奖得主聆听报告,这必然会

促进博士生对于相关主题的研究投入, 提高研究的

效果;最后, 参加会议的均是该领域的顶尖人物, 通

过会议中前沿性的思想讨论,必能有助于博士生产

生创新性的观点。

二、国外创新的研究生学习组织典型特征分析

� � 关于国外博士生培养的上述创新组织形式, 既

有共同的组织特征,也有各自独特的组织要素或技

术手段,下面将主要对其典型特征进行分析。

(一)组织要素: 人员国际化程度高

参与人员的国际化程度高是上述三种学习组织

的共同特征。EURODOC 的会员来自 32 个国家;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的建立旨在吸引国外学者来德国

进行交流;荷兰运筹数学学会年会的参与人员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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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该领域的大奖得主。来源于不同国别的人

员拥有不同的知识结构、不同的经历背景、甚至对于

同一问题拥有不同的学术见解, 这样多元化和多样

性的成员所组成的学习共同体, 本身就是一种宝贵

的学习资源。

(二)组织过程: 注重互动式交流

交流并不意味着一味的获取或分享,更本质的

是批判地创新。�主动�与�互动�是学术交流取得理

想效果的两个表征。荷兰运筹数学学会年会的成功

正是激发了博士生的主动性, 注重满足他们的参与

感,同时将交流建立在学科的最前沿水平上, 这才使

得这次年会真正成为本领域博士生的一次学术盛

宴。同样,欧洲博士理事会和德国学术交流中心也

分别依靠网络平台和实体机构, 为博士生的互动式

交流创设了良好条件。

(三)组织技术: 传统与现代结合

如何将来自不同地域的成员聚集在一起并展开

有效沟通,这是博士生学术组织创新必须关注并努

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传统的学术交流以会议和

讨论为载体,如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和荷兰运筹数学

学会年会,这种方式有利于成员的面对面交流,沟通

障碍小,但是其耗费的时间和物质成本较大, 通常一

场会议的筹备时间及准备费用要比会议本身的耗费

更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计算机网络为媒介

的新技术得到了普遍重视和运用, 发挥了传统技术

手段无可比拟的优势, EU RODOC 就是例证之一,

利用这一现代的技术手段, 各国(地)的博士生交流

超越了空间界限, 节约了各类成本,也使得传统的交

流方式得以延续和深入。

(四)组织目标:拓展人际网络

拓展人际网络是研究生开展学术交流的一个重

要目标,也是上述国外创新的学习组织的一个共同

特征。在学术研究上, 人际网络实质上就是为了更

便利地实现研究目标, 人与人之间进行信息交流的

关系网,它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当今社会,拥有良好

的人际网络也就意味着拥有更多的知识与信息渠

道,对于博士生的学术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URODOC通过网络的形式为各国博士生搭建了

交流的桥梁;德国国际交流中心通过建立专门机构

为博士生与国外学者的沟通提供便利条件;荷兰运

筹数学学会年会则为博士生接触本学科领域的顶尖

学者创造了机会, 这些学习组织都有助于研究生人

际网络的拓展。

三、国外研究生学习组织创新带给我们的启示

� � 国外的博士生学习组织创新为我国博士生的培

养改革提供了新的视角, 对于我国改革研究生培养

模式,创新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形式,进而提升研究

生的培养质量有着重要的启迪价值。

(一)研究生培养模式:从封闭走向开放

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不足是我国研究生教育存在

的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对我国研究生培养质量进

行的大规模调查结果表明: 目前我国研究生教育质

量方面存在的首要问题就是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尤其

是原创能力差[ 5] 。而造成研究生创新能力严重不足

的关键在于目前我国封闭式的办学模式, 封闭是一

种状态,凸显了当前我国研究生培养的客观环境; 封

闭也是一种思维方式, 代表着传统的受科学理性主

义支配的办学思路[ 6] 。封闭的培养模式局限了研究

生的专业视野, 不利于理想的学习环境的形成,因而

也不利于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与提升。

要改变研究生创新能力不足的现状,我国的研

究生培养必须从封闭走向开放。开放的关键是交

流,跨专业的交流可以打破学科壁垒,增加研究生了

解其他领域的机会,进而形成利于创新的知识结构;

高校与高校间交流可以弱化校际界限, 增加研究生

共享外校优质资源的机会;高校与企业间的交流可

以促进校企合作, 增加研究生理论联系实践的机会;

而国际化的交流可以开拓研究生的专业视野,直接

接触本学科领域的专业前沿,十分有利于研究生的

知识创新。

(二)研究生组织形式: 从单一走向多样

学习组织形式的多样化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的重要途径。自教育部 2003年实施�研究生教育创

新计划�以来,我国研究生的培养模式逐渐从封闭走

向了开放。同时, 研究生的学习组织形式也逐渐从

传统的课堂学习走向了多样化, 学术论坛、暑期学

校、精品课程、国内外访学、国内外学术会议已成为

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重要学习组织形式, 并在提高

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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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实施丰富了研究生的学习组织形式, 但这类学

习组织主要集中在实体层面, 需要随着技术的发展,

发挥网络在创新学习组织中的重要作用。要借鉴

EURODOC 等的做法, 注重构建以网络为基础的新

的学术交流平台,通过创建丰富的学习组织形式, 营

建出研究生便捷的学习与交流环境。

(三)研究生学习资源:从专有走向共享

研究生学习资源包括导师资源、课程资源、实验

室资源等。我国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 不同高校之

间通常各自为营,即便是同一高校内部,不同学科专

业间的资源也存在着互不相通的情况, 这种状况不

仅造成了研究生资源的浪费, 也十分不利于研究生

创新能力的培养。

研究生学习资源从专有走向共享是研究生培养

模式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研究生

学习组织形式多样化的必然结果。学习资源从专有

走向共享有三条主要途径: 一是不同高校之间的资

源共享。在这一方面可以借鉴�香港高校研究生教

育资源共享计划�的经验, 2003 年 9月,香港建立了

七所高校间研究生跨校修课计划,同时,还在三所学

校间建立了联合研究中心合作项目, 为研究生提供

了相互交流,共享优质资源的机会,同时也降低了教

育成本[ 7] 。二是高校与科研机构间的资源共享。在

我国,高校系统和中科院系统是两个平行的研究生

培养系统,比较而言,专业的科研机构拥有良好的实

验条件,同时也有丰富的科研资源;而高校的学科专

业门类相对齐全, 相对容易形成研究生跨学科的知

识结构,二者的学习资源正好处于一个互补的情况。

三是高校与企业之间的资源共享。高校共享企业的

优质资源,不仅有利于解决研究生的�学以致用�问
题,而且有助于科学研究成果以最快的速度转化为

技术和产品, 从而使相关资源得到最佳的互补和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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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 Nan, LUO Yao�cheng

( Univ ersi t y of S hanghai f or Sc ienc e and Te chnology , S hanghai 200093)

Abstract: The G raduate Education Innovat ion Prog ram prov ides a g reat oppor tunity for innovativ e org anizat ion of study for

gr aduate students in China. T hree innovativ e types of over seas or ganization of doct ora l study are described w ith a fo cus on four

of their feat ur es: the inclusion of international participants, an inter act ive communicat ion process, a combination of tr aditional

and modern techniques, and the expansion o f interpersonal netw orks. In addition, over seas innovation exper ience may provide

new enlightenments on China�s r eform in t he mode of g raduate training , fo rm of g raduate st udent o rg anizat ion, and ut ilization

of resour ces of study in g raduat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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