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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是我国第一所研究生院，她肩负着培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的职责。本 文

介绍中国科大１９６２—１９７８年间筹建研究生院的具体经过，从而梳理出中国第一所研究生院 从 筹 备 到 诞 生 的

历史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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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开端

　　研究生 教 育 是 近 代 高 等 教 育 发 展 和 分 化 的 产

物，形成于１９世纪的欧美国家。我国到民国初年开

始培养研究 生，１９３５年 国 民 政 府 颁 布 了《学 位 授 予

法》，但研究生培养规模十分有限，到１９４７年全国在

校研究生数量仅４００余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政府也在不断

探索研究 生 的 培 养 方 式。１９５１年６月，中 国 科 学

院、教育部联合制定《１９５１暑期招收研究实习员、研

究生办法》，正式实行统一招收研究生，标志着新中

国研究生教育制度开始建立。１９５５年８月，国务院

审议通 过 并 公 布 实 施《中 国 科 学 院 研 究 生 暂 行 条

例》，这是新中国第一份关于研究生培养的条例。自

此，中国研究生教育逐步发展，到１９６６年在学研究

生数量达到４５００人，虽然因“文化大革命”爆发而中

断，但已经为建立研究生院，实现研究生教育专业化

管理奠定了基础。

二、筹建中国科大研究生院的倡议和探索

　　１９５８年９月，中 国 科 学 技 术 大 学 成 立 于 北 京，
中国科学院实施“全院办校、所系结合”方针创建中

国科大，中国科学院大批科学家走上中国科大的讲

台，为中国前沿、尖端科技的发展培养后备人才。

１９６２年１０月，中 国 科 学 院 地 球 物 理 研 究 所 所

长、中国科大地球物理系主任赵九章致信中国科学

院副院长张劲夫、副秘书长郁文提出：为了全面统筹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的招收与培养，更有效地培养青

年科学工作者，应该安排中国科大组织协调中科院

研究生培养工作，总结各研究所培养研究生经验，为
在科大开办研究生院作准备。信中写道：“我院办有

科技大学，将来亦必逐渐加重研究生的培养，在我院



开办研究生院之前，是否可以考虑我院及科大的具

体情况，逐渐采取一些措施，为我院开办研究生院作

好准备”。关于研究生入学考试命题，他提出：“除专

业课程应由导师负责外，其余外文、高等数学、基础

理论物理，可否请科技大学有关专业负担”；关于课

程讲授，他建议：“有关研究专题的基础知识的补充

自应由各所负责，但非本所专长的，是否可请科技大

学考虑此事，就科大各系专业课程并与有关所联系，
开放各所自己开设的研究专题讨论班，逐渐在科大

组织协调之下，开办研究生课程”。关于毕业考试及

论文答辩，他提出：“研究生毕业考试及论文答辩，各
所组织考试委员会时，应请科技大学有关系及学校

业务领导 参 加”。中 国 科 学 院 副 院 长 张 劲 夫、吴 有

训，中国科大党委书记郁文就此信作了批示，表示要

考虑赵九章提出的建议。
中国科 大 开 展 研 究 生 教 育 由 此 起 步。几 乎 同

时，中国科大向教育部上报了１９６３年研究生招生计

划，拟招收１１个专业的１４名研究生，聘请钱学森、
朱洪元、钱人元、林一、王葆仁、杨承宗等１２人为研

究生导师，１９６４年 增 加 华 罗 庚、赵 九 章、叶 笃 正、陶

诗言、顾震潮、傅承义等１５人为研究生导师。１２月

２９日，中国科大举行研究生导师座谈会，杨承宗、王

葆仁、林一等７人 参 加 会 议，他 们 就 研 究 生 考 试 命

题、修业年限、研究生管理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有益的

建议，比如基础课命题由学校基础课教研室负责，研
究生学制设为四年，成立专门机构管理研究生的入

学和培养工作，由学校统一管理中科院的研究生等。

１９６３年，中国科大实际录取１０名研究生，次年录取

研究生１５名。
由于研究生导师主要来自中科院各研究所，中

国科大一开始就提出了“统一管理、分散经营”的培

养原则，注重研究生培养质量，这对后来成立中国科

大研究生院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与探索。中国科大统

一组织研究生的入学和培养工作，制定各专业研究

生培养方案，要求研究生入学后前两年主要在学校

集中学习政治、外语和专业基础课，后两年去相关研

究所作科学研究和毕业论文。１９６４年，中国科大编

制了《１９６３—１９７２年培养研究生规划（草案）》，提出

十年中 招 收２６个 专 业 研 究 生１６４名，前 五 年 招 收

５９名。当然这个规划最后未能实现，到１９６６年“文

革”爆发，中国科大共招收研究生２９名。

１９６３年５月，赵 九 章 偶 然 看 到 美 国《１９６２—

１９７１气象及空 间 物 理 规 划》，其 中 详 细 介 绍 了 美 国

十年内如何培养高级科学研究人员，他感到了中科

院高级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的紧迫性，再次致信中科

院副院长张劲夫和中国科大副校长武汝扬，提出可

以先办研究生班，后建研究生院的建议。信中说道：
“科大已经开办了５年，教学基础亦逐渐建立，我校

的特点有二：一是有较多的科学家从事科研第一线

工作，二是各所都是国家的重点研究单位，有较好的

大型实验设备。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发挥这两个特

点，一方面在今后高年级教学中予以体现，另一方面

应参考美国一些著名大学（如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

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等）的情况，逐渐把重点放在

研究生院，让研究生院成为我国培养研究人员的一

个中心”，“但是考虑 到 成 立 研 究 生 院 事 关 重 大，不

是短期可以解决的，因此我们建议在地球物理系内

先试办研究生班，请学校代为解决外语及有关基础

课程的旁听等问题，地球物理所解决某些专业的课

程和专题报告等。由所系共同负责试办，取得经验，
对将来成立研究生院会有帮助。”张劲夫再次批示并

请中国科大提出创办意见，中国科大党委书记刘达

认为：“赵九章同志的意见很好，值得我们重视，研究

生院的考虑尤为必要”。

６月，刘达访问力学研究所与１１位兼课科学家

座谈时，钱学森、郭永怀等也建议科大办研究生院，
与各所结合统一管理研究生，并给研究生补上所缺

的基础理论与外文，中国科大同意接受这项任务。
中 国 科 大 研 究 生 院 的 筹 建 工 作 提 上 了 议 事 日

程。１９６４年２月，中 国 科 大 召 开 党 委 扩 大 会 议，决

定在中关村代中科院开办研究生院，在校人数保持

在１０００名。研究生的专业课由各所科学家担任，学
校负责研究生院的行政管理、思想政治教育和基础

课教学。２月２８日，中国科大又召开了校务常委扩

大会议，张劲夫和有关研究所正、副所长出席会议，
会议对学校开办研究生院问题进行了讨论。５月６
日，刘达主持召开学校党委常委会议，决定筹建研究

生院。同月９日，刘达、武汝扬等向张劲夫副院长汇

报了科大中关村一分部和研究生院的建设问题，明

确提出：充分利用各所的高级研究人员与实验设备，
积极培养研 究 生；研 究 生 院 暂 按 一 千 人 规 模，每 年

３００人左右；政治、外文等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以及

日常生活管理原则上由中国科大集中组织进行；筹

备研究生院过程中应考虑把培养研究生与干部在职

进修结合起来；将中关村东北角６万多平方米土地

拨作研究生院与高年级学生教学、实验、宿舍建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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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等。９月，中国科大研究生院开始试办，承担京区

各所研究生的哲学、外语和其他公共基础课的学习

以及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至此，中国科大研究生院

实际上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了，不过因为没有正式命

名和发文公布，再加上随后而来“文革”的破坏，研究

生院建设计划被迫搁浅。
据赵九章女儿、中国科大１９６４届地球物理系毕

业生赵理曾研究员回忆，当时中国科大研究生院已

经办起来了，只不过没有正式命名：“我记得１９６３年

时只 有 研 究 生 班，归 各 所 管，大 家 在 一 起 学 外 语。

１９６４年成立研 究 生 院 了，地 址 就 在 中 关 村，按 照 学

部分成四个班，三班是地学部各所的学生。我是研

究生院１９６４级三班的研究生，是研究生院的第一批

学生。第一 年 学 外 语 和 政 治，１９６５年 参 加 四 清 运

动，回来就赶上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５年科学院各所的

研究生也到研究生院集中过，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
研究生院也就没有继续办下去”。中国科大１９６４届

地球物理系 毕 业 生 胡 友 秋 教 授 也 回 忆 说：“１９６３年

下半年，中关村科大教学楼里曾腾出一间办公室，里
面安排了６位研究生，都是学地球物理的，这实际上

相当于赵先生 的 试 点，１９６４年，我 被 录 取 为 赵 九 章

先生的研究生，在研究生院学习期间，赵先生经常让

我们参加由他创建的磁暴组学术讨论会。后来研究

生院创办工作中断，但这几年的工作为１９７８年科大

创办中国第一个研究生院奠定了基础。”

三、中国科大研究生院的筹备与成立

　　“文革”结束以后，在中国科学院的正确领导之

下，中国科大的人才培养工作迅速回到了正常轨道。

１９７７年８月５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工作会议，研究中国科大的办学方向和具

体措施。中科院副院长李昌在大会上提出，中国科

大不仅要成为教学中心，还要成为科研中心，不仅培

养大学生，还要培养研究生，研究生结业以后还可以

再培养两年。

８月１３日，中 国 科 大 向 中 科 院 请 示，要 求 在 北

京设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二部”，用于教员和学生

到北京有关研究所实习，进行科学研究，为科学院研

究生进行必要的基础课教学等。中国科大研究生院

的筹建工作再次提上了议事日程。

９月５日，中国科学院向国务院报送《关于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几个问题的报告》，其中第六条为：“在
北京设立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我院拟委托中国

科技大学在北京设立研究生院。暂定规模一千人。
由科技大学负责基础课教学，有关研究所教授专业

理论和指导专业研究工作”。９月中旬，该报告得到

中共中央、国务院华国锋、邓小平、纪登奎、余秋里、
王震、谷牧、方毅等领导同志批准。

９月１０日，中 国 科 学 院 向 国 务 院 报 送 了《关 于

招收研究生的请示报告》，其中也提到“委托中国科

技大学在京区各所的大力协作下在北京筹办研究生

院，今年暂定招收研究生三百人”，“研究生结业时，
科学院委托科大研究生院会同有关单位的学术委员

会进行考核，做 出 鉴 定”。１０月 初，中 共 中 央、国 务

院批准该报告。与此同时，中国科大成立专门机构，
开展中国科大研究生院的筹建工作。

１０月２０日，中科院副院长、中国科大副校长严

济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为办好研究生院而

竭尽全力》的文章，正式宣告中国科大研究生院即将

成立。严济 慈 亲 自 担 任 研 究 生 院 招 生 领 导 小 组 组

长，与钱三强、叶笃正、王应睐、王大珩、钱人元、朱洪

元等著名科学家一起共同研究和决定招生工作中的

重大问题。１１月９日，“中 国 科 学 技 术 大 学 研 究 生

院”印章启用。随后，中国科学院就中国科大研究生

院的办学经费来源、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等都做出

了具体部署，并专门召开办好中国科大研究生院千

人大会，对在中国科大开办研究生院作了全面动员。
中科院党组副书记胡克实指出，中国科学院全面动

员支援中国科大，要用全院的力量把中国科大办好，
把中国科大研究生院办好。

１９７８年３月１日，中国科大研究生院在北京正

式成立，设有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无

线电电子学、计算机、自然辩证法、外语９个教研室，
主要负责中科院京区各所研究生的公共课和基础课

教学工作，严济慈出任首任院长。面对当年８８３名

研究生的招 生 规 模，在 专 职 教 师 很 少、校 舍 严 重 紧

缺、课程体系尚未建立的极端困难条件下，严济慈带

领全院师生迈出了坚实的步伐。首先是确定了培养

目标———“政治觉悟高，知识面广，专业训练好，进取

心强，敢于攻难关、攀高峰、开拓新方向的新一代生

力军”。其次是坚持“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优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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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聘请科学院各研究所的著名科学家担任兼课教

师，使研究生们能很快接触到科学研究的前沿，并注

意与社会科学的联系与结合。同时，面向世界，开放

办学，聘请了李政道、杨振宁、陈省身、李远哲等世界

级大师到校讲课和作学术报告，其中尤以李政道和

杨振宁授课时间最长，影响最大。１０月１４日，中国

科大研究生院举行首届研究生开学典礼大会，大约

５００名导师和１０００余名研究生参加了开学典礼，中

国科大研究生院从此走上了历史舞台。

１９８２年，为 了 便 于 开 展 对 外 学 术 交 流，中 国 科

学院党组批准研究生院可以同时使用“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研究生院”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两个名

称，挂两块牌 子。１９８６年，国 家 教 委 批 准 中 国 科 大

合肥本部建立研究生院。１９９６年，为与合肥建立的

中国科大研究生院区分，北京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研究生院”改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北

京）”。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９日，国 务 院 学 位 委 员 会、教 育

部批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北京）”更名为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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