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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发达国家博士生教育实践证明：淘汰机制的引入必然可以促进博士生教育质量的提高。鉴于国内 博

士生教育仍维系着近乎“零淘汰”的教育培养模式，提出了基于教育生态平衡的应然法则，依托风险管理与评

估的应然判断，质量观视阈下的应然价值和教育理念回归的应然指向等四个方面的应然考量，意在全面论证

引入博士生教育淘汰机制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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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汰制是欧美发达国家博士教育的典型特色，
是坚持学术质量和竞争文化的重要制度保障。我国

博士生教育规模增长速度很快，但培养质量方面难

以同步跃升，其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也许是基于学术

声誉体系的竞争文化尚未形成，从这个角度看，淘汰

制无疑是当前博士生教育应然考量的首要方面。

一、基于博士生教育生态平衡而引入淘汰机制的应然法则

　　１９８３年５月，中国仅授予１８人博士学位；２００９
年，全国授予博士学位数达４６６１６人。从数量上讲，
中国无可争议地成为了博士生教育大国。但是，我

国博士生教育生态状况堪忧，博士生的创新性优势

未能凸显，整体培养质量较欧美发达国家所培养博

士生差距很大。现代高等教育逐渐处于社会中心地

位，而博士生教育又处在高等教育层次的最高端，并
与社会其他 要 素 共 同 组 成 一 个 密 不 可 分 的 有 机 整

体，构成了博士生教育生态系统。博士生教育生态

系统可定义为博士生培养单位、博士生、导师、社会

相关方以及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之间相互

联系、相互依 存，并 通 过 内 外 部 要 素 间 相 互 协 同 作

用，以达到一种平衡的秩序。
鉴于博士生教育处于整个教育生态体系的高生

态位，追求卓越、高品位、示范效应是其应然特征，竞
争则是确保高质量教育与资源对接的关键。但目前

博士生培养忽视办学个性和特色、缺失崇尚竞争和

注重质量文化之生态错位现象严重，从根源上看，主
要是因为博士生教育生态的平衡随规模快速扩张而

遭受重创。引入淘汰机制无疑是逐渐恢复博士生教

育生态的最佳举措和应然法则。欧美等博士生教育

体系之完善和发达，与其严格的淘汰机制作用是分

不开的。据《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史》统计，德国硕士

生淘 汰 率 为 ２７％，美 国 博 士 研 究 生 淘 汰 率 为

３８％。［１］美国已 经 形 成 了 从“博 士 生”到“博 士 候 选

人”再到“博士”的成长链条，其中博士生遴选成为博

士候选人，需经过包括笔试和口试在内的严格的博

士资格考试，有 些 专 业 淘 汰 率 可 达３０％，而 从 博 士

候选人到博士则仍有较高的淘汰率。相比之下，我

国博士研究生教育长期以来维系着近乎“零淘汰”的
教育培养模式，此“零淘汰”并非绝对意义上的“零淘

汰”，而是尚未建立一套基于博士生教育生态的行之



有效且产生足够能量效应的制度体系。“严进宽出”
甚至“严进全出”局面的维系，一度造成博士生学习

动力不足，导师投入精力不够，大学与人才资源浪费

严重，教育生态失衡，失掉了博士生教育质量体系中

最本质、最可贵之处，危及到博士教育的学术信誉。
由于我国近十年博士生教育规模的“超常规”增

长，博士生生均资源显著降低，博士生教育系统自身

的生态承受力达到了极致。为改变该教育群体的群

聚密度过大问题，正如有经验的菜农为保证菜苗的疏

密程度而剔除去较弱较差的种苗一样［２］，需要通过引

入淘汰机制以保证最适宜的群聚度。为此，应建立以

关注博士生的命运、价值、尊严为价值取向的制度模

式和帮助博士生摆脱心理压力的心理防卫机制，以改

善包括博士生个人生活空间和心理环境在内的博士

生教育微生态环境，促进教育质量稳步提升。目前清

华大学、南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等一批高

校率先实行“学制超时”淘汰，其重要意义将直接对接

于净化学术生态，消弭浮躁之风，开拓革故鼎新、高瞻

远瞩的博士生教育改革新领地，使博士生在学期间就

能适应并崇尚竞争，以健全人格和心智。

二、依托风险管理与评估而引入淘汰机制的应然判断

　　生态学视阈下的博士生教育风险生成研究，集

中在分析各种异质冲突和不同流变所引起的高等教

育生态平衡上，生态承载力突出表现为与博士生教

育相关的资源和环境与质量、规模、结构和效益的吸

纳及共生能力上。［４］反观国内博士生教育现状，效仿

欧美博士生教育模式的呼声不绝于耳，但植根于儒

家传统教育文化之上的东方人人格特质，独特的政

治、经济、法治环境都无法与西方博士生教育模式融

通、对接。菲利普·阿特巴赫谈及中国建设高等教

育强国时也曾指出：不能生搬西方高校的那一套做

法，需要适应自己具体的高等教育环境，尊重自己的

高等教育文化，建立起为中国人所广泛认同的“优秀

大学”的观念。［５］高校面对变化的外部环境和公众的

多维诉求，在资源需求总体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前景

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加剧了其自主管理的风险。譬

如美国实行的严格的中期淘汰和资格考试考核，是

美国博士生教育保持高质量的基本动因，但同时也

造成了博士生教育的高流失率、高辍学率和高损耗，

许多专家认为这不仅 给（美 国）联 邦 政 府、州 政 府、

学校、院系、以及学生个人和家庭造成了经济上的损

失，浪费了教师的时间和心血，也令这些学生感到沮

丧。［６］基于此，依托风险管理与评估 是最为科学、最

能令人信服的评判体系，通过引入淘汰机制及时淘汰

或分流不适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可避免造成

不必要的学习成本和培养经费的浪费。淘汰制实行

的最大阻力来自于被淘汰者，为最大限度降低因教育

成本、传统观念及各利益方博弈所带来的风险，需积

极为被淘汰研究生寻求出路，建立一种与淘汰制实施

相配套的救济制度，如学分认证和互换制度；校际流

动制度（学生即使不能“上”，至少要有地方“下”）；救

济补偿制度；完善学生申诉制度。［７］

学界热议的高校利益相关者治理观点主要强调

如何减小大学组织风险，认为高校各利益相关者或

个人的教育投入与产出是一种线性的关系，而忽视

了制度、文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动态关系等因素的

影响。［８］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博士生流动的主要

方向仍然为从事传播知识和创新知识的科研机构和

高等学校，博士学位是他们从事高校教师等各类学

术职业的“通行证”。淘汰机制一旦无法实质性应用

推广，把含金量低的博士生送上这些培养高层次人

才的主要“战场”，无疑会形成恶性循环，致使整个教

育系统陷入极大风险之中，这是依托风险管理与评

估首先要面对的问题。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急需与

企业、行业乃至社会就业网络建立起密切联系，越来

越多拥有博士学位的人，特别是专业博士学位获得

者不再留在学术界，而是进入非学术性的劳动力市

场从事专业领域的高端技术研发工作和高级管理工

作，如企业、政府和社会各管理部门。这样仅限于学

科范围之内的研究生教育和适应学术性教研活动的

技能已远远不够，单单依托高校环境生态的淘汰机

制已不能完全适应。

高校风险生成的心理学考量———心理契约则是

隐性的风险管理与评估形式。１９６５年，美国管理心

理学家施恩指出心理契约是“在组织中每个成员和

不同的管理者以及其他人之间，在任何时候都存在

的没有明文规定的一整套期望”。较发达国家较少

培养出杰出人才，产出优秀成果，并非因博士生和导

师缺乏高远的目标追求，而是缺乏不可通融、不容妥

协的最低标准，［９］而该标准恰恰可视为一种博士生

与导师和学校共同达成的心理契约。譬如博士生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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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金体系中导师和博士生所共同签订的承诺书，意

在达成一种和谐共生的心理契约，分别以奖学金中

学费、生活费等物质需要，以及奖学金等级所体现出

来的竞争状态和个人价值体现为切入点予以激励，
激发博士生更高层次需要，体悟到获取更多知识便

是价值的体验。

三、博士生教育质量观视阈下引入淘汰机制的应然价值

　　淘汰机制是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和工作能力的

重要环节，既是保证博士培养质量达到一定水平的约

束条件，又具有崇尚竞争的导向性作用。系统而科学

的淘汰机制，会从招生、培养到学位审核等多个环节

形成过滤保护，选拔真正意义上具有培养潜质、执着

学术追求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形成良性动态循环。
严格招生，把好入口关，甄选出优秀者，淘 汰 不

合格者，可最大限度降低教育成本和损耗。但招生

环节不能充分考量一名博士生是否具有良好的培养

潜质和学术追求，这就需要在严格的学术标准和有

限的教育成本之间找到平衡点，形成基于淘汰实现

的内生性质 量 增 长 机 制，实 时 保 持 博 士 生 教 育“常

青”。淘汰控制的节点分别包含第一学年的课程学

习，第二学年的开题报告和中期考核。针对课程学

习中不及格问题，因其本身存在评价不科学和主观

性强，少有此环节中淘汰学生；而开题报告和中期考

核一般集中于第二学年，经过一学年的师生情谊，从
导师“面子”角度讲，但凡非学生个人原因主动退出，
导师提出淘汰意见的几率极低。鉴于此，应将全面

质量管理中过程控制的理念引入到博士生培养中，
强调过程管理与目标管理有机结合，做到既坚持实

施严格的中期淘汰制度，中期考核中该分流就分流，
该淘汰则严格淘汰；又借助于延长学制、转导师或研

究方向等“软淘汰”，则可避免造成时间、经费和机会

的浪费，形成淘汰机制良性运行的外部环境。北京

大学要求博士生入学一年半后，进行一次综合测试，

测试形式由各学科自行规定。对于不合格学生，三

个月后给一 次 补 测 机 会，若 仍 然 不 合 格，则 按 退 学

处理。［１０］

博士生收获成果的关口，如论文评审与答辩等

环节，需与“被淘汰”建立密切联系。但其一，学位论

文答辩和评审没有形成一套严格、完整的遴选机制，
评审和答辩专家多为导师或学科点推荐，有些是导

师请来的熟人朋友，无法对论文进行客观、合理及到

位的评价，即使实行“盲审制”、“导师回避制”，也会

因论文致谢、参考文献及取得学术成果等内容使其

“透明化”，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其二，每个博士生背

后有一位导师，每位导师背后依托着整个学科。若

到答辩阶段被驳回，很大程度上是对学科和导师培

养过程的“自我否定”，此情形在中国学术生态下发

生概率近乎为零。而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推行的

答辩后评审制度无疑是“一剂良方”，该院规定通过

论文答辩者可以建议授予毕业证书，但是学位论文

答辩后，学院邀请校内外相关学科专家（校外专家应

占三分之一以上）成立论文评审组，对申请博士学位

的论文材料进行匿名讨论、评审、投票，对于排序在

总人数后百分之十的博士学位论文，提交院学位评

定分委委员讨论并给出以下几种相关处理决定：①
限期修改，不再提交院分委员会投票表决；②限期修

改，不再答辩，提交下次院分委员会投票表决；③限

期修改，重新答辩。这些措施对提高研究生学位论

文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博士生教育理念回归是引入淘汰制的应然指向

　　博士生教育的主导理念必须与学术、创新和研

究能力关联起来，这不仅可以使博士生在未来的智

力生活中获得较为有利的手段，还使学生的潜力得

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并实质性地推动其在博士生教

育中居核心地位。一项来自博士研究生的调查研究

表 明：“对 博 士 生 实 行 淘 汰 制，持 赞 成 态 度 的 占

５５％，须慎重的２５％，不赞成的２０％”。［１１］国务院学

位办在２００７年８月召开的第二十四次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上明确提出了要“建立和完善研究生培养淘

汰机制”。制度性地建立起博士生淘汰机制既是保

证博士生真正回归到学术、研究、创新和新知识生产

的根本措施，也是博士生教育理念回归的最有效、最
易形成共识的途径。它可有效制衡导师权责利，凸

显导师的教育声誉和学术声誉，真正使淘汰制成为

基于严格导师制下的过程淘汰。在围绕学术、创新

等主线不变前提下，构筑起适应当前乃至未来一段

时期的筛选制度，并不断地经实践检验、充实、完善，

形成对知识的诚笃，彰显知识的尊严和学术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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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洁。
在美国研究生教育历史上，吉尔曼率先倡导以

Ｐｈ．Ｄ作为美国高等教育中的最高学位，以“培养同

龄人中的佼佼者，使他们通过著作来表达其对知识

进步的贡献，成为有创见的思想家”为目标。［１２］美国

大学对博士论文的选题特别强调其科学性、独创性

以及掌握国内外科技发展最新动态方面的情况，这

样博士生才能对新技术、新方法、新思想、新理论进

行 不 断 开 拓 和 超 越。美 国 ＣＧＳ（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的一项政策明确规定，博士论文要

达到两个目的：（１）它是一种取得学业成就的训练及

经验，表明申请博士学位者有在该研究领域独立解

决重大问 题 的 能 力；（２）它 对 于 知 识 有 创 造 性 的 贡

献［１３］，达不到相应要求则就极有可能遭受淘汰。据

最近的 调 查 数 据 显 示，美 国 的 博 士 学 位 完 成 率 在

３３．４％（主要在人文社科类学科）到７６％（主要在生

物医学和行为科学等学科）。从中可见，美国恰是在

引入淘汰机制的背景下，才真正使包括新兴的工商

业阶层在内 的 社 会 各 界 愿 意 支 持 和 投 资 博 士 生 教

育，使博士生教育真正吸引有潜力的青年人来接受

学习。
据著名教育家、天津大学原校长、首任研究生院

院长吴咏诗介绍，天津大学研究生院建院之初，所尝

试推行的三大改革之一便是建立研究生培养的淘汰

机制并引起广泛关注。西南联大之所以能缔造美国

学者易社强所指的“世界教育史上一个奇迹”，在极

其简陋的教育环境和时代动荡背景下，培养出了杨

振宁、李政道等诺贝尔奖获得者，朱光亚、赵九章等

一批两弹一 星 元 勋，一 个 重 要 原 因 便 是 高 淘 汰 率。
当所有博士生招生单位都建立了铁面无私的淘汰制

度，并慢慢确立良性的淘汰制度文化时，那些想混文

凭的人便会望而却步，自然回归于攻读博士学位必

然与个人旨趣与追求建立天然关联性，形成以优质

生源作为博士生教育质量螺旋式提升的起点。基于

全过程监督和质量保障的淘汰机制会促使博士生像

飞速旋转的陀螺一样潜心学术和科研并迸发出不竭

的创新动力。

参考文献：

［１］周洪宇．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史［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李蓉．我国高校博士研究生教育淘汰机制研究［Ｄ］．兰州：西北师范大学，２００８：１３．
［３］［７］谢凌凌，龚怡祖．高校风险生成机理：多学科逻辑推演［Ｊ］．高教探索，２０１０，（１）．
［４］陈延柱，姜川．阿特巴赫教授谈中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Ｊ］．大学教育科学，２００９，（２）．
［５］Ｇｏｌｄｅ，Ｃｈｒｉｓ　Ｍ．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ｉｎ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Ａｔｔｒｉｔｉｏｎ：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Ｆｏｕｒ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Ｊ］．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５，７６，（６）．

［６］王颖．美国研究生教育的淘汰机制及启示［Ｊ］．当代教育科学，２００９，（９）．
［８］刘献君．发达国家博士生教育中的创新人才培养［Ｍ］．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１５－１６．
［９］孙阳春，梁晶．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的中国博士生教育改革研究［Ｊ］．黑龙江高教研究，２００９，（９）．
［１０］郭志平，余达淮．工科博士培养规格、模式与方法的探讨［Ｊ］．高等工程教育研究，２００６，（５）．
［１１］Ｂｅｒａｒｄ　Ｂｅｒｅｌｓｏｎ．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　ＢＯＯ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Ｃ，１９６０．
［１２］Ｔｈｅ　Ｄｏｃｔｏｒ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Ｄｅｇｒｅｅ．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Ｊ］．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ＣＧＳ，１９９０，（２）：１２．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ＺＨＡＮＧ　Ｌｉ－ｑｉａｎ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Ｔｉａｎｊ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ｉａｎｊｉｎ３０００７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ａｎ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ｈｅｌｐｓ　ｅｌｅｖａｔ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ｒｔｕａｌｌｙ　ｚｅｒｏ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ｕｒ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ｐｕｔ　ｆｏｒｔｈ：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Ｉｔ　ｉｓ　ｅｖｉｄ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ａｎ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ｓ　ｈｉｇｈｌｙ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ａｎｄ　ｕｒｇ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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