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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研究生和导师两个角度阐述了 科研主导 的涵义, 对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背景

下导师的责任和权力加以探讨,在此基础上 ,就导师如何面对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赋予的

责任和权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培养; 机制改革;导师; 责任;权力

中图分类号: G643. 0 文献标识码: A

导师,可谓人生之师, 对研究生的科研道德、业

务水平、治学态度、敬业精神乃至人生观、价值观等

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所谓 学高为师, 德高为

范 , 正是此意。研究生导师的素质和水平直接影响

到教育质量这条生命线, 导师队伍的可持续发展对

高层次人才培养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新的

研究生教育体制下,导师的教育性也发生了一些变

化。传统的观点通常认为, 导师的义务就是教书育

人,对于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只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这

种观念在师生关系上体现为传统的师徒式关系
[ 1]
。

伴随着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的提出与实施, 研究生

教育强调培养更多高素质的创新性人才和培育更多

高水平的创新性成果, 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学

研究与研究生教育的紧密结合, 研究生作为科研的

主力军,具有学生和科研助手的双重身份,导师和研

究生之间关系最终应达到 双赢 。

为消除制约培养创新性人才的体制性障碍, 全

面激活和合理配置研究生教育资源, 努力构建研究

生教育质量的长效保障机制, 2006 年, 教育部首先

在华中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首

批试点进行了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 2007 年, 扩大

到 17所高校, 2008 年在所有研究生院单位实施改

革。研究生培养机制涉及到研究生教育理念、培养

方式和管理体制等方面,改革涵盖了招生制度、培养

过程、奖助体系、导师责权和管理模式等内容,这几

方面也是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的。而在现有的关于

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公开文献中, 多数是关于奖

助体系改革和对改革的效果评价等方面内容
[ 1 4]

,对

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背景下的导师责任和权力的变

化探析较少[ 5] 。本文结合华南农业大学研究生培养

机制改革的实施情况, 从科研导向这一视阈对导师

的责权利进行归纳总结, 并对导师如何面对研究生

培养机制改革赋予的责任和权力提出了自己的

看法。



一、关于 科研导向 的理念

当今的研究生教育越来越重视创新意识、创新

精神、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培育,而科研选题最讲

究的就是 创新 ,所以创新的科学研究在研究生培

养过程中作用非凡。关于 科研导向 的涵义, 我们

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

一是从研究生的角度。在教育部组织的 2008

年博士质量调查中,从华南农业大学调查报告中的

一组数字可以看出博士生对科学研究的贡献: 在三

年的学习期间, 基本所有博士生都参与了各种类型

的课题研究, 达到 3 项以上的占 50% ,导师的课题

研究工作量中有约 50%由其博士生承担,且大多数

博士生参与导师的研究课题与其学位论文有密切关

系。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是高校科学研究的主要力

量,对学校科研成果的产出作出了突出贡献, 他们在

学期间始终需要培养创新意识,提升创新能力。

二是从导师的角度。关于导师负责制这个概念

已经提出多年, 而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核心理念

之一是建立以科学研究为导向的导师负责制, 比如

中国人民大学提出的 科研导向、权责明晰 理念 [ 2] ;

浙江大学倡导的 科研主导, 导师主责 原则
[ 1]
等都

反映了这个问题。导师的科研成果和学术影响力对

研究生的影响很大, 当导师的科研成果较多、国际交

流较广、学术影响力较大时,对促进研究生的科研积

极性有很大的带动作用, 并能为研究生的培养提供

充足的经费支持和参与各种交流的机会。可以这样

说,导师具备较高的科研创新水平是实施研究生创

新教育的前提, 如果离开了科学研究,导师本人的创

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也将逐步衰减[ 1]。

二、培养机制改革背景下导师的责权剖析

导师的责任和权力主要体现并贯穿于研究生招

生、录取、培养、专业教学、论文指导、学位授予等各

个环节中,华南农业大学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以提

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增强研究生创新能力为目标,

以合理配置研究生教育资源为切入点, 以完善科学

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负责制和资助制为核心, 旨在进

一步明确导师的责、权、利,实现研究生教育规模、结

构和质量的协调发展, 全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在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背景下, 从科学研究的视阈

来分析,导师的责、权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以科研为衡量标准,提供助研津贴,完善资

助体系

改革的基本思路是通过提供高额奖学金和提高

基本生活津贴来吸引优秀学生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

况下潜心继续深造。在基本奖助的基础上,研究生

应当参与导师主持的科研项目, 对能按要求开展科

研工作的研究生, 从学校层面规定导师必需提供不

低于最低标准的助研津贴。按照科学管理、分类指

导的原则,结合学科特点和科研经费等实际情况,作

物学史、科学技术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等学科

支付给研究生的助研津贴标准减半。对未按导师基

本要求开展科研工作的研究生, 导师有权终止其助

研津贴;如导师科研经费充裕,也可根据研究生表现

的优秀程度, 支付高于最低标准的助研津贴。此举

大大提高了研究生的科研积极性, 扩大了导师在研

究生培养过程中的权力与作用, 密切了导师与研究

生的关系,有利于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

(二)以科研为主导,合理分配招生指标,赋予导

师招生自主权

招生指标方面, 以科研为导向合理分配有限的

招生指标是贯彻科研主导原则的重要举措,也是实

现招生指标分配制度化、规范化的需要。导师要依

托科研项目为研究生提供一定的助研津贴,而且科

研项目、科研经费的多少也反映出导师自身的科研

能力。在每年招生前, 由导师根据本人需求申报拟

招生人数,学校再根据各单位科研经费、在学研究生

数量、近年录取情况、当年教育部下达的实际指标数

及上线人数并结合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国

家重点学科带头人、院士、长江学者、珠江学者等重

点倾斜政策,分配招生指标。同时,学校借鉴其他高

校的经验,按照学科特点和分类指导的原则,每位导

师招收的第一名研究生不收费, 从招收第二名研究

生开始,采取递进出资的方式支付一定额度的经费,

明确规定导师每年招生数量的上限, 通过这样刚性

的制度约束,有效地解决了学科之间、导师之间 缺

指标、争指标、费指标 等问题,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取

得了很好的效果。

招生自主权方面, 在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的过

程中,坚持导师提议、集体决策, 在国家和学校政策

允许范围内, 导师具有是否录取的决定权。同时提

高优秀硕士生提前攻读博士学位的比例, 适当降低

准入报考条件,增加导师选拔人才的自主权,对重大

39孟成民 培养机制改革背景下导师的责权剖析:以科研为导向



科技项目团队、国家重点学科等也适当放宽政策。

(三)以科研为纽带, 积淀良好的学科文化,促进

师生关系和谐发展

学科形成发展过程中形成学科群体所特有的语

言习惯、学科理念、知识体系、价值标准、思维与行为

方式、伦理规范、团队风貌等文化意识, 并经过学科

内部成员长期的交流、互动与传承,形成稳定而明显

的文化特质, 即是学科文化[ 6] 。学科文化的载体不

外乎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在研究生教育中, 发挥

学科文化的育人作用, 培养研究生对学科的热爱乃

至忠诚、对学术规范的掌握、对学术道德的遵从显得

非常必要并具有针对性, 因为学科文化本身包含了

特定学科的价值标准和伦理规范,是研究生德育的

重要资源,可以弥补教育资源之不足及单纯道德教

育之说教感[ 6]。从科研的角度来讲, 通过学科文化

氛围的感染,可以从侧面培养研究生良好的科研素

养和科研习惯。

良好的学科文化是要靠代代研究者(包括导师

和研究生)共同努力创造并共同维系的, 在此过程

中,导师常年在某一学科中工作,担负着传承学科文

化的重任。学术交流是传承学科文化的一个重要途

径,华南农业大学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案中强调

学术交流、完善学术报告制度,导师应积极组织校内

外优秀专家作学术报告, 课题组也可以定期举办学

术沙龙,进行研究交流。通过学科文化的熏陶,研究

生不仅接受到学术方面的训练,成为一名有 学术

的人,更受到学科文化的浸润,成为一名有 学养 的

人,从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促进学科的发展; 更

能使导师和研究生之间摆脱 从属关系 、雇佣关

系 , 促进师生向 导学关系 和谐发展
[ 7]
。

(四)以贯穿于科研的教书育人为己任, 提高责

任意识,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

研究生教育一直强调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

责任人,对所指导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全面负责,严格

要求研究生遵守学校及研究生管理工作的各项规章

制度,协助学校、学院做好研究生的相关管理工作。

在新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背景下,经费充足的导

师在招收到多名研究生后, 必须注重在科研活动中

培养创新人才,积极开展教书育人工作,履行导师对

研究生学业进行指导的责任,为研究生参与科学研究

工作提供必要的机会和条件。此外,改革方案中引入

了培养过程多环节淘汰制度,导师应对研究生的品德

与学业情况进行考核,有权根据研究生具体培养进展

情况,提出提前毕业、延期毕业或者终止培养计划。

导师既有责任指导研究生从事创新活动,也有

责任关心研究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综合素质的提

高,并要以人为本,协助研究生就业指导工作。对华

南农业大学博士生的一项调查显示, 导师对博士生

在专业知识方面的影响力较大或很大的占 84% ,在

学术兴趣方面的影响力较大或很大的占 76% ,在科

研能力方面的影响力较大或很大的占 92%, 在治学

态度方面的影响力较大或很大的占 96%, 在道德修

养方面的影响力较大或很大的占 80%。结果充分

说明,导师的学术水平和道德水平对研究生直接产

生影响,并对其日后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榜样示范作

用。因此导师在严谨学风、科学精神、合作精神、创

新精神、职业道德等方面有责任为研究生做出表率,

切实关心研究生的学习和生活, 对研究生学术道德

进行教育与监督。

此外, 新的培养机制改革方案中要求各学科根

据自身特点,科学制定符合本学科对研究生授予学

位前科研成果要求(含发表论文、发明专利等)的 出

口 标准,编入研究生培养方案严格贯彻执行。所以

在研究生培养的过程中, 导师有责任和义务密切关

注研究生的科研进展, 并指导研究生及时归纳总结,

多出成果。通过对博士生的调查也证实了这点: 研

究生对科研方法和规范的了解也主要来自导师

( 80%)和其他学者( 38%) ,导师对撰写博士学位论

文帮助较大或很大的比例高达 95% ,这些数据说明

导师指导学生良好的态度与和谐的师生关系,为研

究生培养质量的稳步提升提供保障。

(五)以增强科研创新能力为目标, 提升导师水

平,加强导师队伍建设

导师自身素质和科研水平的高低与研究生培养

质量密切相关,高水平导师的遴选和完善的考核评

估体系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目前

的导师任期似乎是终生制, 有上无下,缺乏完善的导

师考核评估制度, 直接影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而且

存在着部分导师水平不高、导师不导、指导不力、责

任感不强等问题。新的培养机制改革方案对导师的

遴选标准尤其是在科研能力、科研经费、创新能力等

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强化了导师岗位管理, 直接

或间接地提高了导师队伍的整体水平。此外,建立

研究生指导教师考核制度, 严格执行导师 上岗 和

休岗 的有关规定, 建立导师有进有退的动态管理

机制,促进导师指导水平的提升。学校结合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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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工程 三期建设, 评选优秀研究生导师、研究生

教育管理工作先进个人, 并给予表彰和奖励。此外,

加大对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广东省优秀学位论

文、发表高水平论文研究生的指导老师进行奖励的

力度,间接地赋予导师权利。

另一方面, 逐步改革导师的资格认定制度。具

有博士学位、具备指导博士生能力、科研能力突出、

经费充足的副教授,经审批也可根据实际需要招收

博士生,此举赋予那些科研能力突出、科研经费充足

的硕士生导师培养博士生的权力, 深受导师欢迎。

同时对近期科研经费紧张的博士生导师也起到督促

和激励作用,使他们无形中产生一种危机感。

三、导师如何面对研究生

培养机制改革赋予的责权

华南农业大学作为省属重点农业院校, 在研究

生培养机制改革实施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 其中经

费是最关键的一环。由于没有国家专项资金的拨

付,学校通过多方筹措资金,统筹各项教育资源, 才

使改革得以顺利推进。在改革方案的前期调研和征

求意见过程中, 与其他各高校同样遇到了很强的阻

力,部分导师对此不解,认为培养机制改革就是要导

师缴费,另外也有部分导师认为学校是在给他们增

加肩上的责任, 或者认为把培养研究生的压力全部

推给导师。在方案正式实施后, 很多事先预料的现

象并未发生,按照方案中的有关条例,招生指标得到

有效、合理地分配; 导师在研究生招生录取、研究生

奖学金评定、研究生助研岗位聘用、承担助研工作研

究生的考核等方面拥有充分的推荐权、考核权或话

语权。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更打破了原来研究生资

助的 大锅饭 和 平均主义 形态, 与科研密切挂钩,

因此大多数导师拥护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案的推

进,但是在新形势下,导师应如何面对培养机制改革

带来的责权变化, 对此笔者有如下想法:

第一,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案的初衷之一,就

是激励导师和研究生的科研积极性。因此导师应从

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做起, 培育创新思

维,争取更多的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为招收、培养

更多的优秀研究生提供很好的平台和保障。

第二, 导学关系的本质是一个体现教育价值和

学术价值的关系, 既包括言身传教、释疑解惑的教

书,也包括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的育人。因此导师应

从自身的学术道德规范做起,锲而不舍, 起好模范作

用。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与他们多沟通,增加师生

间的互动, 构建一种平等、健康、和谐的合作伙伴关

系,同时建立灵活多样的交流模式,引导他们走到学

科前沿,培养学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开拓创新精神。

第三,在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实施的大背景下,

导师应提高责任心, 切实担当起培养高层次人才灵

魂的高级工程师, 在招生、培养、学位授予、思想政治

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就业指导等过程中切实履行导

师的义务和权力, 导师应坚持 严谨治学、严格育人、

严以律己 三严 [ 8] , 同时也应教导研究生做到 三

求 ,即求真、求实、求新。

第四,对于科研能力稍弱的导师,应向学科带头

人或其他知名导师虚心学习,融入学科特有的文化

氛围。也可以从学校层面上建立本学科甚至跨学科

的科研团队或对构建导师团队和科研平台给予政策

支持。研究生指导也可从单导师制升级为复合导师

制[ 8 ]或导师指导小组, 充分发挥全体导师的集体智

慧,将各位导师的学术专长与研究生的学术方向更

加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充分利用现有人力、物力资

源,实现指导效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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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方案,高质量完成工程硕士(设备监理)研究生的

培养任务已成为摆在试点院校面前的一个新课题。

如何充分利用高校优质的教育资源,培养出适应行

业需求的高层次应用型工程人才, 如何通过工程硕

士与职业资格认证的结合提升工程硕士教育质量将

是我国工程硕士教育改革创新面临的重要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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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in the Col laboration of Master of Engineering Program

with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ion of Equipment Supervi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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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llabor ation of a master of eng ineer ing pro gr am wit h the professional qualif ication certif ication of equipment

superv isors is a first of such effo rts in China. It is highly meaningful in that it enhances the tr aining o f competent engineers,

enlarg es the fo rce of equipment superv isors, raises their capabilities and competitive st rengths, and consequently helps ensur e

the quality of larg e scale pr ojects. T his co llabo ration w ill pro vide useful exper ience fo r the integr ation of master o f eng ineering

pr og rams w ith the cer tification of other types of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in this count ry.

Keywords: master of engineer ing pro gr am; equipment superviso r;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ion

(上接第 41页)

Analysis of Graduate Supervisors Responsibili ties and Rights during the Training Mode Reform

with a Research Based Orient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at a University in South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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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oth superv isors and students, a discussion is presented on the research based o rientation

and g raduate superv isors responsibilities and rights. V iew s are o ffered as t o how superv isor s should exercise their

responsibilit ies and rights to promote the tra ining mode refo 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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