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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世界，各国均把高层次人才培养作为实现

政治经济革新的基础与保障。研究生教育既是国民

教育的高端，又是彰显国民教育发展的风向标。研

究生是拔尖创新人才的主要来源和科技创新的重要

力量，是提高综合国力与国际竞争力的潜在主力军

与支撑力量。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到中央领导人一系列重要指

示精神，都强调全面提升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

命线。提升教育质量，创新是灵魂。目前，尽管研究

生培养的规模已位于世界前列，但是，在适应和引领

政治经济革新、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实现国家战略

意图等方面也还不能满足需求。笔者以２２所“９８５工

程”高校的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综合分析为视域，提
出了我国研究生创新能力培育的若干对策与建议。

一、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概貌

１．研究生教育发展历程

自１９７８年恢复研究生教育以来，我国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走过了从无到有、由小到大、跨越式发展的

不平凡历程。笔者将其发展历程分为五个阶段：一、
学位与研究 生 教 育 初 建 阶 段（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年），二、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体制改革阶段（１９８５～１９９３年），
三、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阶段（１９９３～１９９８
年），四、学位 与 研 究 生 教 育 快 速 发 展 阶 段（１９９８～
２００５年），五、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与提升阶

段（２００５～）。

２．研究生教育体系与培养规模

我国的研究生培养体系包括高等院校、科研机

构、军队系统、党校四类培养单位，授予博士、硕士两

个层次，涵 盖 工 学、理 学、医 学、经 济 学、管 理 学、文

学、法学、农学、教育学、历史学、哲学、军事学十二大

学科门类。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既培养学术型的

研究生，也培养专业型的研究生。截至２０１１年，我

国已设置３９种专业学位。

１９７８年我国的在校研究生只 有１．１万 人，１９８０
年建立学位制度时在校研究生也只有２．１万人，２００２
年在校研究生达到４９万人，这期间是大跨越式发展。



近几年 研 究 生 招 生 规 模 的 增 长 情 况 如 图１① 所 示

（２００９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报考人数增长略高）。

图１　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研究生招生增长情况

３０多年 来，我 国 累 计 培 养 了３８．６５万 名 博 士、

３１８．８７万名硕 士；在 校 研 究 生 人 数 达１４０．５万 人，
在校博士研 究 生 达 到２４．６万 人②，跃 居 世 界 第 二，
标志着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研究生教育大国。

二、２２所“９８５工程”高校研究生

教育相关问题调查

　　１．调查方法与结果统计

笔者从２００９年３月至２０１２年３月（分２个阶

段完成。第１阶段以问卷调查为主，辅以访谈；第２
阶段主要是深度访谈兼以问卷调查。）分别对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

安交通大学、中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厦
门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

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西北工

业大学、兰州大学、湖南大学等２２所“９８５”高校进行

了一次研究生教育质量现状与提升的调研，采用了

问卷调 查 与 访 谈 相 结 合 的 方 式，共 收 回 有 效 问 卷

１５１６份，访谈人 员 包 括 高 校 党 委 书 记、校 长、院 士、
研究生管理者、研究生指导教师（下文简称“导师”）
以及研究生，问卷与访谈对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培育

与提升的影响因素、课程体系与教学质量、导师队伍

建设、科学研究等进行了重点调研。具体调查结果

见表１、表２、表３。

２．调查与访谈反映的问题

从表１、表２、表３的问卷调查情况与深度访谈

结果来看，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总体情况为：课程体系

已不利于提高研究生的综合素质与培育研究生的创

新能力；相当多的教学方式方法不能激发研究生的

主动参与性、独立思考性以及创新思维形成；许多学

科的研究生社会实践能力培养非常薄弱，产学研融

合性差；导师的指导水平良莠不齐；研究生录取模式

与指标分配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等。
表１　研究生录取模式、指标分配、淘汰机制调查情况表

　　　　　　　选　项

项　目　　　　　　　
有效问卷总数量（份） 有效回收率 赞同 一般 反对

取消入学 考 试，采 取 综 合

评价录取研究生

９５１（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０１０年８月） ９５．１％
５６５（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０１１年９月） ９７．２％

３８．６％ １５．２％ ４６．２％

专业 学 位 与 学 术 学 位 研

究生招生分配指标持平
９５１（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０１０年８月） ９５．１％ ７５．６％ １５．９％ ８．５％

实施 严 格 的 研 究 生 淘 汰

机制

９５１（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０１０年８月） ９５．１％
５６５（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０１１年９月） ９７．２％

７６．８％ １．３％ ２１．９％

表２　研究生创新能力培育与提升的影响因素权重

　　　　　选　项

项　目　　　　　
８０％ ７０％ ６０％ ５５％ ５０％ ４０％ ３０％ ２５％ ２０％ １５％ １０％ ５％

导师综合素质权重选择分布（人） １９　 ７７　 １３４　 ４６１　 ３８　 ５３８　 １９　 １７３　 ５７

研究 生 综 合 素 质 权 重 选 择 分 布
（人） ３８　 ７６　 ９６　 １９　 ４６１　 ３４６　 ３４６　 ３８　 ９６

创新文化权重选择分布（人） １９　 ７７　 ３８　 １９２　 １９　 ３４６　 １３４　 ４９９　 ７７

深入科学 研 究 与 技 术 创 新 权 重 选

择分布（人） １８　 １１１　 ９１　 ８１９　 ４７７

教育管理 水 平 及 其 他 因 素 权 重 选

择分布（人） １８　 ３７　 １８　 ２９６　 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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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研究生课程教学等调查情况表

选　项

项　目
高 一般 低

讲授本学科最新研究成果比重 ２３％ ３９％ ３８％
研究生课程停留在本科知识层面上的比重 ２９％ １２％ ５９％

科研能力强、学术水平高的教授上课率 ４５％ ４６％ ９％
英语对创新能力培育的贡献度 ３２％ ５６％ １２％

研究生创新基地对创新能力培育与提升的效果 ６％ ８０％ １４％
研究生教学方式为灌输式的比重 ４５％

研究生教学方式为研讨式、参与式、案例讲学、启发式的比重 ５５％

　　从研究生课程设置与教学来看，主要存在以下

缺陷：
（１）研究生课程教学讲授本学科最新研究成果

不足，缺乏前沿性；
（２）大部分课程处于现成知识灌输状态，理论联

系实际不够，授课方法陈旧，研讨式、参与式、案例

讲学、启发式教学严重不足；
（３）少数硕士生的课程还停留在本科知识的层

面上，内容陈旧；
（４）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多却不精，课程强度和挑

战度均不够；
（５）科研能力强、学术水平高的教授给研究生上

课的不多。

从导师 队 伍 建 设 上 看，２００６至２００９年 在 校 研

究生增长率为３６．４％，导师增长率却只有８．７％③。

高校为了解决研究生导师缺口问题，对导师资格认

定的要求有所下降，再加上一些新导师缺乏培训，致
使导师的整体水平下滑。另外，学校重视导师资助

制度的建立，却淡化了导师的指导水平、师德师风以

及责权利的规范。清华大学温诗铸院士说：新增导

师中，部分导师不懂得指导学生的方式方法，又没有

深厚的学术功底，这是造成研究生培养质量不高的

一个很重要因素。本次问卷调查与访谈暴露的问题

是：部分导师对学术与科研水平提升不够重视；少部

分导师指导研究生数太多，精力不足，出现“指导真

空”；有些导师行政事务等繁忙，学术研究和指导学

生的时间严重缺乏；存在自身科研学术能力不足以

指导研究生的导师与师德不合格的导师。

从生源质量控制上看，目前取消硕士研究生的

入学考试可能性不大，但绝大部分“９８５工程”高 校

加强了复试的 权 重，有 的 高 达５０％以 上；博 士 研 究

生的录取，部分“９８５工程”高校已在个别学科、院系

实行申请考核 制，院 士、长 江、杰 青 等 可 自 主 招 收１

名博士研究生；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招生指标分配

已逐步趋向均衡发展，但不同学科分配指标的科学

性与学科交叉的鼓励措施还不足；研究生的淘汰机

制还非常僵硬。更严重的是许多优秀生源并没有直

接在国内读 研 究 生，一 方 面 缺 少 吸 引 措 施，另 一 方

面，我们的文化与体制机制是否为他们提供了更广

阔更自由更持续的发展空间，值得我们深思。从这

次问卷调查与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出，大家普遍认为

研究生本身的综合素质非常重要，因此，提高研究生

的培养质量要在入口—过程—出口上求共进。

从产学研结合上看，我国高校与企业缺乏深度

融合，形式多于内容。高校始终站在学科与自身的

立场上去想问题，未从产业发展的角度出发，更没有

与社会的需求相结合，无法实现真正的融合。虽然

在读研究生群体已经成为高等学校开展科学研究与

技术创新的一支源源不断的重要生力军，研究生特别

是博士 生 参 与 了 高 等 学 校 承 担 的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８６３”、“９７３”等各类重要的科研项目，但是，研究生介

入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和前沿高技术创新研究不多，

致使研究生的实际能力与社会需求存在较大差距。

三、我国研究生创新能力培育

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将调查结果与我国研究生教育现状结合起来思

考，我们认为，现行的研究生教育体制可以为国家当

前的经济发展培养足够数量和质量的技术型人才、

中层管理人才，但很难为国家培养出如下几类拔尖

创新人才的雏形：
（１）能开创新领域、引领国际前沿、具备卓越科

学探索能力的科学家；
（２）具有 创 新 胆 识 和 精 神、促 进 技 术 飞 跃 的 发

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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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具备高尚情操、独特智慧、战略思维、科学决

策、勇于创新的领军人才；
（４）贡献新思想、创造新文化的国学大师。
由于这四类拔尖创新人才是我国由大国成为强

国的必备人才，是国家与民族未来发展的支柱和脊

梁。因此，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在持续为国家经济发

展提供足够高素质技术人才的同时，必须为这四类

拔尖创新人才的发掘和雏形培养找到突破点。
分析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难以自主培养拔尖创新

人才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１．大学先进文化被腐蚀

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她辉煌的历史，为人类进

步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随着我国经济的

快速发展，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过度物化的文化环境，
即一切以物质为中心，崇尚拜金主义、实用主义、个

人主义，精神文化被边缘化。人们迷失在物欲横流

的世界里。
“过度物化”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大学文

化精神被腐蚀，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影响巨大，对大学

创新文化的形成与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都产生根本

性破坏。
大学文化精神的腐蚀首先摧残了大学教师。大

学教师的浮躁与功利性导致其自身的学术不深，没

有不断探索和深刻学习的动力，甚至影响他们课堂

教学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其结果是既无能力也无激

情去深刻剖析和讲授课程，更无从谈其自身创新能

力提高与启发研究生的创新思维。然而，教师的创

新能力影响着他培养的人才的创新能力。这正是研

究生创新能力提升的一个瓶颈。
“过度物 化”的 破 坏 性 很 快 由 教 师 渗 透 到 研 究

生。许多研究生不再能安于求学问道，攻读研究生

学位的目的与探索和创新无关，只以获取文凭为目

的，以便更好地就业、获得更高的薪酬与晋升机会。
因此深刻学习、打好创新知识基础、培养创新能力的

欲望不强。学术价值不大的垃圾文章堆积如山，甚

至产生了假人才、假成果，学术环境严重失范，动摇

了高等教育“求真务实”的根基，从根本上破坏了创

新的文化环境。

２．培养模式既不务实又无创新

我国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不足，在多元化、国际

化、跨学科、多学科交叉上相对封闭，研究生知识基

础不够宽广厚实，创新思维被局限；研究生课程体系

多年来变化甚微，课程内容很少能反映最新的科学

研究进展和成果，损害了研究生学习的兴趣和知识

深层次优化；授课方式以灌输为主，启发式、探讨式

的教学方法缺乏，难以激发研究生的主动参与、独立

思考，难以形成创新思维与创新意识；不重视研究生

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满足产业技术发展需求的技

术研发与创新能力欠缺；以至于研究生的创新能力

难以提升，阻碍了一批拔尖创新雏形人才的出现。
趋同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千校一面，也造成所培

养的研究生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相符性低，更不利

于拔尖创新雏形人才迈向社会后的进一步成长。

３．高素质优秀导师严重不足

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在总结获得诺

贝尔奖的六大必要条件时指出，“首要的条件就是要

有优秀的导师”［１］。缺乏优秀导师，难以培育拔尖创

新雏形人才，这与国家政策和体制缺乏科学性导向

不无相关。国家层面的科技与教育分离体制、人才

政策，以及相 应 的 大 学 管 理 制 度，导 致 科 教 结 合 不

够，大学教学与科研的矛盾愈演愈烈。
大学教师 准 入 机 制 僵 硬、退 出 机 制 缺 乏、学 缘

窄、近亲繁殖严重，研究生导师先天不足；导师资格

认定唯学历、唯资历、唯身份、唯职称，评价体系“短

视”与“量化”，且无流动性；师德建设淡化，灵魂教育

丢失；分配机制长时间过分倚重学术权威，严重抑制

了青年人才的成长，等等，致使部分导师的创新与奉

献精神、学术水平、指导能力有限，难以引导研究生

进行深人探索和创新研究。
研究生导师的业绩评价、职务晋升考核、学术水

平评价、薪酬与评奖体系等不合理的体制机制，导致

他们投入到研究生科研指导的时间少，且自身从事

科学研究的精力也有限。李政道以自己的切身体会

说“培养能创新的科学人才，需要良师和一段密切的

师生共同研究过程。”［２］。导师所面对的诱惑和压力

越来越大，难以淡泊名利，这样的环境不适宜优秀导

师的产生和生存。

四、发达国家研究生创新能力培育经验借鉴

英、美、德等国家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上具有先

进性，其研究生教育在国际上也处于领先水平。由于

她们有着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导致她们在研究生

教育机制体制上既有相似之处，又各具特点。尽管我

国与她们的国情和文化更加不同，但是她们在创新文

化与研究生教育上的闪光点仍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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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创新文化氛围

创新文化塑造创新精神，创新精神造就先进理念。
先进理念是一流大学的根本。加州伯克利分校“追求

学术上的卓越”，牛津大学“探测、挖掘学生的潜在能

力、激励学生的创新精神”等，这些先进的教育理念从

根本上为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了优良的创新文化氛围。

２．与国家和社会需求紧密结合

美国的研究生教育将早期的英国式学院制和德

国式研究所相结合，形成美国式研究生院，充分将学

术自由探索与实用主义有机结合，将研究生的培养

目标、课程设置、培养模式等方面都根据社会需求的

变化进行调整，实现了教学和科研的统一，为社会培

育各类型创新人才。

３．充分发挥导师的作用和学生的特长

加州伯克利分校的导师提倡学生根据自己的特

长确定研究课题并独立完成，注重学生的自主学习

和与教授的互动结合。牛津大学实行导师制，以关

注学生的个体发展为核心，以师生的合作为基础，着
重培养学生探究知识、独立思考的能力。

４．多学科交叉培养学生

法国非常注重多学科发展和理工学科交叉培养

研究生，鼓励文理交叉，开拓思维。牛津大学有跨学

院的学科教 师 团，在 学 校 的 统 一 管 理 下，进 行 跨 学

院、跨学科的教学。

５．充足的科研经费与产学研的深度融合

英、美、德等国家的产业为科研提供了充裕的经

费，科学研究所产生的最新成果又被及时转化成产

品，推动产业革新，促进经济良性发展。研究生参与

的学术研究与产业发展直接联系，成果以产业转化

为检验，形成了理论－实践－理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

学习－研究－转化－再学习的螺旋式循 环，极 大 地 激 发

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活力。

五、我国研究生创新能力培育的几点建议

１．革新培养模式：“通识化”与“个性化”交融

钱学森先生认为：“我们的学科专业不能分得太

细，学生要理、工、文兼收并蓄。”温家宝总理也提出：
“学文科的要懂一些理工知识，学理工的要学一点文

史知识，学生要做到知识结构跨学科的广度，需要兴

趣广泛，知识面宽阔，既要有逻辑思维也要有形象思

维。这样才能成为知识全面，思路开阔的杰出人才。”
“专”与“博”是一对矛盾。“专”是成才之道，但

没有“博”的基础，眼界局限，思路打不开，就不可能

“专”得很深［３］。例如：达芬奇既是一名画家也是一

名科学家；作为哲学家的莱布尼茨同时还是数学家。
我们在研究生培养上要“通识化”中突出“个性化”，
因材施教，发现学生真正的特长予以重点栽培，这是

培育拔尖创新人才的关键。如中南大学原校长黄伯

云院士特批破解西塔潘国际数学猜想的刘路硕博连

读，为其“量身打造”求学方案，为“专才”打开了“个

性化”培养通道。除了一般意义的“专才”之外，往往

还有一类特殊人才，我们称之为“奇才”，即在某一方

面的能力远超于常人，有可能在该方面发挥不可估

量的创造力，如臧克家、钱钟书、钱学森等等。
据上海交通大学高教研究所的研究显示：诺贝

尔自然科学奖中交叉学科成果的比例呈逐年上升趋

势，在２０世纪最后２５年，交叉数量达到一半左右。
对百年来１７２位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获得者及他

们的原创性成果统计发现，具有交叉学科知识背景

的科学家有７６人，占总人数的４４．２％，５３％的原创

性成果涉及其他学科［４］。因此，革新我国研 究 生 培

养模式首先还得恢复与强调“通识教育”，然后才是

“个性化”培养，其次是为“奇才”设置特殊的选拔和

培养机制。“通识教育”就是要塑造研究生宽广深厚

的知识基础，构建完善的知识体系，培养研究生融会

贯通地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加强研究生

的科学与创新思维，提高研究生的创新能力。
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院士推出的包括大部制、

以教授为中心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创新课程体系、改
革研究生录取模式与导师资格认定办法，并结合科

研体制、人事制度等在内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不失为

我国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一次系统实践。同时，
也不失为解答“钱学森之问”的一次理论检验与实践

求证。

２．建设一流的师资队伍：培育与提升创新能力

刘延东同志指出，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

线，高校教师队伍的素质和水平直接决定着高等教

育的质量［５］。研究生的知识基础主要还是来自于教

师的传授，有名师才能出高徒。导师的创新能力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研究生的创新能力。要提升研究

生的创新能力，需要建设一支品德高尚、具有创新思

维和创新能力的高水平教师队伍。
高校要建设高水平的教师队伍，首先，要不拘一

格引进和启用人才，因为有曹云祥和梁启超这样的

教育领袖与伯乐，才会出现陈寅恪这样的大师。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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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教师队伍应该有多元化的学源。不同学校的文

化交融，更易擦出创新的火花，提升大学教师的创新

能力。例如，剑桥大学的教师来源于１０００多个学校

和科研单位［６］。第三，要加强师德建设，精神品格对

学生的影响更大。顾明远说：“大学的教师要有渊博

的知识，从而带领青年学子开展科研，创造知识。但

同时还要以个人的人格魅力来培养和影响人才，引领

学界追求真理［７］。”第四，要加速青年教师与新生学术

带头人的培养，年轻师资永远是创新的主力。第五，
建立科学的教师激励机制与改革教师评价体系，让教

师安于、乐于传道授业解惑。第六，要改变现状中部

分教授“重科研、轻教学”的观念，教学与科研要协调

发展，让科学研究一流教师的创新体会来触动学生的

创新思维。只有教师们将自己最新的科研成果和科

研体验不断地传授给学生，才能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与创新思维，同时研究生的创新思维又促使教师迸发

出新的科研火花，造就大师和拔尖创新人才。

３．营造大学的创新文化：启迪创新思维

胡锦涛总书记在《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１００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
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８］。”优良的大学创新文化

是大学可持续发展的血液。大学创新文化是在杰出

大学校长的引领下，由一代又一代的优秀教师共同营

造，能启迪创新思维、提升创新能力，并得到传承与发

展的先进文化。如果缺乏博大的具有鲜明个性的先

进文化，大学难以真正迈向卓越；如果没有先进文化

滋养，大学既不可能真正担负起培育创新人才的使

命，也不可能使研究生远离急功近利、浮华浅薄的俗

尘干扰，最终将会偏离求真、务实、向善的目标。
我们的大学要继续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更要

不断丰富与创新文化。大学只有具备了特色先进文

化，才能形成优良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
才能成为国际一流大学，才能培育出拔尖创新人才。
创新文化是创新人才素质的集中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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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参见刘延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实施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学位办［２０１１］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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