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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科学院是改革开放初期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开拓者。1977年中国科学院在率先请示恢复招收研

究生的同时先行开展了包括建立全国首个研究生院等研究生培养方式的探索。事实上,这种率先恢复是作

为基础科学“火车头”的中国科学院敏锐把握国家基础科学发展需求的体现,更是为了解决院里基础科学人

才梯队断层问题而采取的“紧急措施”。基于历史文献的研究还表明,中国科学院在研究生制度重建过程中

通过研究生院集中师资教学、开设研究生班汇聚专家教学、依托分院集合教学资源、联合院属大学教学力量

等方式扩充自身的教育职能,充分发挥研究所的科研优势以科研课题带动学生培养,借鉴国际前沿经验探索

出科研与教育紧密结合的理学研究生培养模式,为我国走向科研化的理学研究生培养提供了模式示范,加速

了高层次基础科学研究人才的培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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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基础学科的主要门类,理学主要包括数学、
物理学、化学、地理学、生物学等十余个一级学科,于
1981年正式列入我国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

录。1977年,秉持“科研与教育并举,出成果与出人

才并重”办院宗旨的中国科学院率先恢复招收研究

生,试点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充分发挥

基础科学研究国家队和领头羊优势探索科研与教育

紧密结合的理学研究生培养模式,培养出新中国首

批理学硕、博士,为高校培养理学研究生提供了模式

示范,是改革开放初期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开拓者[1]。
目前,学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研究生制度的历

史研究多聚焦于改革开放以前[2],关于研究生制度

的恢复[3]多从教育制度史角度以背景层面展开探

讨。即便是中国科学院教育历史的专题研究[4],对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育历史的研究也多侧重于这一

时期[5],而对改革开放初期研究生制度的恢复与重

建仅限于中国科大研究生院的筹备与成立过程[6]、
办院模式与制度架构[7]的梳理,对中国科学院重建

研究生制度的动因、一系列摸索尝试与发挥的示范

作用缺乏系统研究。因此,本文以新档案资料为基

础,从科技教育史层面分析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科学

院研究生教育的恢复背景与重建准备,重点关注中

国科学院探索理学研究生培养模式的过程,以期回

溯科研机构对人才培养的探索尝试,探讨中国科学

院理学研究生培养特色形成的历史根源。

一、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育的恢复背景及动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式的研究生制度起

步于中国科学院50年代初对学位制度的探索,其后

国家曾多次拟订研究生学位制度,并对研究生培养

具体措施反复讨论。但由于对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认



识不足,以及国内社会环境和中外关系变化等因素

的影响,研究生教育未能得以延续。这种培养上的

断层也导致国家人才培养中各类问题在70年代后

逐渐暴露。
(一)基础科学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

基础科学研究对于科学技术长远发展的重要性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得到国家领导人以及科学家的

关注。1956年,周恩来主持制定了《1956—1967年

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根据科学家的建议把“自
然科学中若干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列入这一时期

科学技术发展的12个重点。在以任务为牵引的科

技规划下,“我国科学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国家建设所

急需的门类”在技术转移过程中得到了优先发展。
相较之下基础科学研究发展薄弱,科技发展后劲不

足的问题逐渐暴露。在“自力更生,迎头赶上”[8]的
科技发展方针引导下,60年代初,周恩来、聂荣臻等

主持编制《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将“加速发展基础科学”定为未来科技发展的五大目

标之一,强调“为自力更生地解决国家建设中的科学

技术问题,要形成自己的配套的科学技术队伍,大力

开展科学技术试验工作”[8]。这一时期,作为科技事

业“火车头”的中国科学院科研与人才培养“两手

抓”,通过吸纳大学毕业生到院中做研究实习员或研

究生的方式承担着培养高层次基础科学人才的重

任,逐渐形成了较合理的人才梯队。
进入70年代,即使受政治气候影响基础科学研

究举步维艰[9],但党和国家领导人仍然十分关注基

础科学研究的发展。1972年在杨振宁、任之恭、陈
省身等华裔科学家以及周培源、张文裕、朱光亚等国

内科学家谏言强调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后,周恩来

指示“中国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

来,同时又要把理论与实验结合起来”。但是倡议和

号召并没有实际落地,直到1975年邓小平委托胡耀

邦到中国科学院主持整顿工作时指示中国科学院要
“大力发展基础科学研究”,强调科学实验在建设社

会主义强国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基础科学研究的

重要性才再次被提及。1977年邓小平主管科教工

作后,对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视得到全面加强。他指

示中国科学院制定基础科学规划纲要,同时进一步

明确提出高等学校,尤其是重点院校应该成为基础

科学研究领域除中国科学院之外的又一支生力军,
指出“重点大学既是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

心”[10]。此时,中国科学院和高校的任务问题又一

次被提及,但不论如何,培养基础科学高层次人才以

服务于发展基础科学研究的需要势在必行。
(二)科技队伍断层要求尽快恢复研究生制度

这种紧迫感一方面来自国家的需求,更重要的

也源自中国科学院内部的人才问题。70年代中国

科学院许多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流失严重,导致从事

基础科学研究的人才极度短缺。据调查,10个化学

方面的研究所,研究人员约3800人左右,从事理论

研究的不到5%;天文方面有研究人员近千人,搞理

论的只有五六十人。其他方面的研究所情况更差

一些[11]。
不仅如此,人才梯队严重断层的现象在中国科

学院尤为突出,引起了科学家们的重视。1977年4
月3日,高能物理所何祚庥在征求院内科学家意见

后致信以方毅为代表的院核心组,请求尽快解决科

学干部“后继无人”问题。信中指出,1977年许多科

学研究单位的科学干部平均年龄超过40岁,个别单

位接近50岁,青年力量薄弱。科学干部严重的“青
黄不接”恐是当前我国科学能否迅速发展的最重要

问题之一。并对产生此问题的根源做出详细分析,
认为“我国科研干部的培养历来就存在许多问题,突
出的问题是未能经常化和制度化,特别是科研干部

未能贯彻选拔的原则”[12]。为了迅速解决这一问

题,科学家们进而建议院核心组转呈党中央批准采

取“紧急措施”,迅速在中国科学院建立招收研究生

或进修生制度,并对中国科学院的招生规模、招生原

则、学习年限及培养方式提出了具体的设想。这一

意见得到了方毅的高度肯定“这意见很重要”,并指

示组织院务会议就此问题展开讨论。
事实上,该问题不仅出现在中国科学院系统,中

国科学院内部科学家的主动反映也代表了当时科教

界的普遍情况。为了解科技人才的真实情况,1978
年,党中央、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自然科学技

术人员普查。结果显示当前的科技人才队伍不论从

数量上,还是从水平上,都不能适应以后加快四个现

代化建设的需要,而且由于“文革”耽误了一批青年

科技人员的成长,35岁以下的科技人员不到总人数

的1/4,存在“青黄不接”的严重现象[13]。全国科技

人才的断层严重,迫切要求培养研究生作为后生力

量补足队伍。
此外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科学院科学家反映的科

学干部选拔和培养“未能经常化和制度化”问题。自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科学院对高层次人才的培养

一直以一种非正式形式展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里,中国科学院培养的高层次人才只有一纸学历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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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其受教育的过程,而没有学衔客观体现自身的学

术水平。与国际脱轨的人才培养制度不仅影响了高

层次人才效能的发挥,而且妨碍了国际科技交流的

展开。
总的来说,中国科学院在70年代末率先发出恢

复研究生教育的先声有多方考虑,既有对培养基础

科学高层次人才以服务于国家发展基础科学研究需

要的充分把握,又有解决中国科学院自身危机的现

实迫切需求。

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制度的重建与改革准备

人才培养的基础在于合理、稳定且长效的培养

机制。围绕新时期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目标与需

求,中国科学院凭借早期已有的摸索与院里科研优

势率先开展了恢复与改革研究生制度的探索准备。
(一)先声夺人:中国科学院率先请示恢复研究

生招生

1977年8月召开的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是

恢复研究生教育的先声。此前,邓小平就相继同中

国科学院副院长方毅、教育部部长刘西尧讨论科教

工作,指出“抓科研就要抓教育”,“搞科研要注意培

养人”[10],“要逐步培养研究生,一方面学习,一方面

参加研究工作。十五年时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至
少要培养一百万合格的科研人员”[10]。

中国科学院闻此风声迅速行动,于8月2日召

开了围绕新形势下中国科大的发展方向问题的预备

会,三天后正式召开工作会议。中国科大的教师们

在这两个会议上提出了恢复研究生制度的设想,这
与邓小平在8月4日至8日召开的科教工作座谈会

传达的讲话精神以及会上科学家们的呼吁不谋而

合。邓小平在会上首先指出,“一讲科研,就离不开

教育。现在科研人员后继乏人。科研人员来源可以

从生产单位直接选拔、培养,但大量的还是靠大学,
特别是尖端科学和理论方面的人才。”苏步青接着展

开讨论了科技队伍的人才断层问题,并提议选拔优

秀青年,采取得力措施培养。唐敖庆认为,中国应该

学习美国的重点大学把更大的力量放到培养研究生

上去。邓小平对此表示认同,指出“有些青年成绩

好,没毕业就可以当研究生。好的班也可以全班转

入研究生。过几年后,大学要重点培养研究生”[10]。
这无疑传达了恢复研究生招生的信号。

会后,中国科学院接续召开中国科大工作会议,
会上当即决定起草两份给中央的报告,即《关于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与《关于招收研究

生的请示报告》。9月下旬,中央批准了报告并决定

在中国科学院所属的66个研究所和大学率先恢复

研究生制度。
此文一下,1977年底中国科学院便率先恢复了

研究生招生,后根据教育部要求将1977、1978年的

招生工作合并进行,原计划招收研究生900名,院各

所(厂)报来拟招收研究生1241名[14],实际录取研

究生1400名。此外,还从被录取的研究生中选拔了

数、理、化、专业课和外语基础较好的170人,准备出

国留学。[15]

(二)实践先行:研究生院制度在中国科大的

试点

在率先恢复招收研究生的同时,中国科学院把

京区各所的力量拧成了一个拳头,“边招生边建院”,
迅速启动重建研究生院工作。在《关于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在北京设立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暂定规模一千人。另一份
《关于招收研究生的请示报告》进一步指出,“我院除

采取举办进修班等措施外,还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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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977年10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筹

备工作正式启动。中国科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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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担任中国科大研究生院筹建小组主任的严济慈次日

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为办好研究生院而竭尽

全力》一文,指出“我们要进一步总结过去招收培养

研究生的经验,建立健全新的研究生制度,努力把研

究生院办好[17]。”12月,中国科大研究生院的建制

工作基本完成,搭起了基本框架。
1978年3月1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

在北京正式成立,迎来了首批研究生。这是全国高

校第一所同时也是迄今由国务院直接批准成立的唯

一的研究生院。这一首创,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和社

会各界的重视。
(三)强化特色:率先确立基础科学人才宽口径

培养原则

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提出“四个现

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论断,高度肯定

了科学技术的作用。面对国家经济发展对科学技术

的迫切需求,中国科学院决定收回和新建大量研究

机构,并对自己作出了新的定位,把主要任务确定为
“研究和发展自然科学的新理论新技术,配合有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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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解决国民经济建设中综合性的重大的科学技术问

题,要侧重基础,侧重提高”[4]。这对于人才断层严

重的中国科学院来说,无疑需要尽快吸收和培养大

量的基础科学人才。另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高

度发展以及各学科交叉渗透不断产生边缘学科对高

层次人才的创造与适应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培养

基础科学人才必须打破原有的狭隘专业化。
根据新的定位与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需求,中

国科学院确立了以理科研究生为主要培养对象,率
先规划并落实了理科研究生宽口径的招生与培养原

则。1978年9月,中国科学院提出了理科不设专

业、工科专业要宽的要求。翌年教育部在综合大学

理科专业调整会议上,提出了“宽窄并存,以宽为主,
宽在基础”原则,要求理科专业多数设在一级学科,
少数设在二级学科。加强基础,加宽专业以提高适

应性的精神和中国科学院的要求是一致的[18]。
在总结1978年研究生招考与培养工作基础上,

中国科大研究生院院长严济慈于1979年6月与

1980年1月先后主持召开两次教学部主任会议,讨
论确立了研究生院的招生与培养原则。鉴于1978
年招考专业分的太多、过细[14],试题种类繁多难以

筛选人才,改由研究生院统一招生,统一按大学科组

织命题考试,强化中国科学院基础学科特色招生。
初试课目着重基础课,数、理、化三门基础课按照不

同学科的要求分别出三类试题,即基础类型、专业基

础类型和导师根据本门学科要求选择统考的1~2
门试题[4]。在培养方面,要求注重研究生在理论基

础方面的学习,不能只偏重某一方面[4]。
(四)他山之石:教育考察团赴欧美学习研究生

培养制度

为了应对科学技术发展对培养人才的新要求,
中国科学院还积极组织教育考察团前往欧美国家学

习研究生培养制度,吸取国外最新办学经验。1979
年5月,院属浙江大学代表团[19]一行八人访问了美

国包括麻省理工大学、斯坦福大学在内的十五所大

学,考察了美国高等教育体制、理工科教学改革、科
学研究和研究生教育等内容,发现美国大学科学研

究工作和研究生培养工作紧密结合相辅相成,研究

生在教授指导下,既完成学位计划中的论文要求,又
参加前沿课题完成科研任务。中国科大则重点考察

了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发现“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可

以和较多的科研人员接触,在学习期间就能受到科

学研究的训练,大学生被当成研究生来培养,而研究

生则被看成教授们的同事”[20]。以中国科学院副院

长胡克实为团长的教育代表团一行八人考察和学习

了日本大学培养博士和硕士的制度和经验[21]。这

些实地考察为中国科学院探索学校教育与科学研究

紧密结合的研究生培养制度,依托研究生院培养研

究生,推行研究生学位制提供了国外经验示范与制

度参考。

三、科研联结教育:中国科学院理学研究
生培养模式的摸索

作为全国自然科学研究综合中心的中国科学院

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拥有充足的研究经费与先

进的实验设备,还有一百多个研究所、三万多人的科

技队伍[22]与国内外多渠道、较便利的学术交流形

式,实现科研与教育的结合具有天然优势。中国科

学院教育局在总结1979年教育工作时指出,“实行

科学研究和学校教育相结合可以大有作为”[23]。
(一)依托科研优势结合教学培养理学研究生

面对科技发展对宽口径人才的需求,如何根据

自身办学优势扩充教育职能以培养具有较强的创造

与适应能力的理学研究生成为中国科学院系统不得

不解决的问题。相比高校,中国科学院集中了大批

优秀的科学家与先进设备,但五六十年代因基础课

程教学力量的不足很难培养全面成长的研究生。为

纠正“只注意完成实际任务而不注意对研究生进行

基本训练,挤掉了学习时间的偏向”[4],中国科学院

曾于1964年尝试建立研究生院制度,但最终因教育

政策的变化未能延续。在此基础上,中国科学院重

整旗鼓,一方面总结早期调整经验与借鉴欧美院校

研究生培养模式,同时依托科研院所优势以科研成

果充实教学内容,探索结合前沿基础科学研究的教

学方式,根据各分区院所多样的实际情况展开了强

化教育职能的摸索。在1979年中国科学院教育局

的一份工作总结中,可以看出中国科学院系统探索

出的四种培养方式。[23]

1.研究生院同各所相结合的培养方式

京区各所的研究生,前一年半在研究生院上基

础课,后一年半回所学专业,或做毕业论文。对于基

础课程教学力量不足的问题,研究生院借鉴欧美将

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做法,搞科研的兼一些课程,教
书的兼搞科研,教学与科研相长。中国科学院院属

各研究所的高级研究人员,同时就是研究生院的兼

职教授、副教授,他们负责为有关专业开设课程[24]。
京区三十九个研究所,囊括数、理、化、生、地、电、新
技术等各大学科专业,各所推荐优秀科学家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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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院授课[22]。1978年担任教授的有黄昆、彭桓武、
吴文俊、邹承鲁、尹赞勋等78位知名科学家,开课共

47门[25]。他们为京区各所的研究生开设了许多高

水平的基础课,如彭桓武讲的《理论物理》、谈镐生讲

的《物理流体力学》、关肇直讲的《现代控制论》、吴文

俊讲的《机器证明》、万哲先讲的《典型群》、陆启铿讲

的《微分几何及其在物理中的应用》等[23]。不仅如

此,研究生院还通过外请李政道等国际知名学者有

效改善导师队伍的知识结构,拓宽研究生的学术视

野。科研人员通过结合自身课题研究穿插本学科的

新进展、新文献及研究体会等授课,在传授基础理论

知识的同时,引导学生了解本学科现状与前沿,开阔

学生的思路和视野,适应了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开

拓边缘学科的需要。不过限于初创,研究生院开设

的课程还不能满足各学科的不同需求,师资力量在

这一时期仍然缺乏。
2.研究所独立开设研究生班

京外单位招收的研究生,多数在本所开办研究

生教学班,发挥专家作用,利用研究所的实验条件培

养研究生[23]。研究所在实行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

制度上有相当的优势,以上海有机化学所为例,所里

除外语课由专职教师授课、政治课由上海分院统一

安排外,其余课程全部由科研人员兼任。由所长、副
所长组织22名高研、助研兼任五门课的教学任

务[23],在引进吸取国外名校最新教材基础上自编教

材,讲授内容注意新、深、宽。
此外,上海有机化学所还借鉴欧美国家强调研

究生能力培养的经验,普遍重视实验技术的训练,为
研究生挤出八间实验室以设置每学年四百学时的实

验课,还开设《有机氟化学》《有机磷化学》《计算化

学》《量子化学原理》《分子反应动力学》《算法语言》
《统计热力学》等近十门选修课[26]供进入课题研究

阶段的研究生选修,增强研究生的自学能力、动手能

力与适应能力。这种由研究所自开研究生课程的方

式,既有利于教学与科研相长,又能避免课程内容的

重复、陈旧,有利于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还为所里

初、中级科研人员的提高和知识更新提供了条件。
3.分院和研究所共同培养

没有条件自设课程的研究所则与分院合作,分
工开设共同的基础课。如上海分院为77级研究生

统一开设政治、外语和电子计算机应用课,组织有关

所开设共同的基础课,如生化所负责《高级生化课》,
细胞所负责《生化学概论》等。其中,《高级生化课》

系统介绍了生化的各个学科,反映了国际国内最新

成果和发展概论[23]。
但也有少数研究所教学力量薄弱,许多课程特

别是基础课无法开设,同邻近大学协作,研究生前往

大学作为旁听生上课。这种方式效果不理想,多数

不能按照培养目标要求进行教学。武汉、广州分院

教育处的同志反映,有关大学不提供教材、不准提

问、不答疑、不批改作业、不许参加考试与做实验,学
生因此无法获得学习成绩,认为这种方式既花钱又

受气,收效不大[27]。
4.院属大学培养研究生

院属四所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浙江大学、哈
尔滨科技大学、成都科技大学的研究生培养,则充分

发挥已有教学力量根据不同的程度和专业设置课

程。其中,浙江大学无线电系调查了国外同类系的

研究生课程设置,找出差距,组织教员克服种种困

难,为研究生开设和准备开设十三门课程[23]。中国

科大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采取导师负责和教研室

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办法具体指导研究生,普遍举办

“讨论班”开展学术讨论,方法是以本专业的经典著

作为教材,由导师结合书本内容提出一些重要问题,
让研究生去思考,并同他们一起展开讨论[28]。既使

研究生在理论上打下坚实的基础,又能较快地把他

们引导到科研的前沿,使研究生在课程学习阶段就

开始了边学习边科研的生动局面[29]。
(二)以科研带培养模式的优化探索

除了扩充教学职能以培养具有系统而坚实的理

论知识的宽口径研究生,中国科学院系统进一步突

出科研优势,将研究作为主要的教学方式。在继承

五六十年代研究所以“师带徒”方式对有限的人员进

行高级培养的基础上,探索以科研课题培养研究生,
加强研究生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

参与课题研究是中国科学院系统主要的教学培

养方式。不同于五六十年代“师带徒”模式的非正式

性,这种科研训练关系通过学术性科学与正式规定

得以明确,并得到制度上的支持。1977年中国科学

院在《关于招收研究生的请示报告》中对导师的科研

能力做出了初步要求,指出研究生的培养“业务上主

要由具有本专业深厚的专业理论知识并在科研上做

出较好的成果的指导教师负责。指导教师的名单,
由培养单位提出,经中国科学院批准”[16]。又在

1979年京区研究生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现在副研

以上都能招收研究生,有极少数副研或研究员,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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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研究工作,自己方向不明,选题不定,水平不

高”[30],应当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工作暂行条例
(草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管理工作细则(草案)》
中明文规定导师的条件”[30]。1980年严济慈院长

主持的教学部主任会议,讨论强调了要从严遴选导

师,决定“不仅要看职称,而且要看本人是否在一线

做工作,看所在的研究室条件和工作是否活跃。导

师一般以带2~5名研究生为宜”[4]。
在导师的指导下,绝大部分研究生的论文题目

是研究所(室)科研工作的一部分,或已有一定的研

究基础。如上海植物生理所研究员沈允钢根据三个

研究生不同的特点,分别安排他们做光合作用,分生

化、物理及生理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实际上这三个方

面的工作是组内研究课题的一个综合题目[31];生化

所研究员李载平的研究生蔡名杰,依托研究室基础

做有关蓖麻蚕的基因无性繁殖及其结构功能的研

究[31];大连化物所研究生王秀岩关于“Sn+N2O,
O2化学发光光谱和动态学”的研究是“分子束反应

动力学和分子传能研究”重大项目的重要部分[4];中
科大无机化学教研室副教授沈瑜生的研究生张云昌

的毕业论文课题“二氧化锡气敏半导体的研制”是实

验室发展等离子体CVD技术的课题起始工作,该
室的“等离子体电化学淀积工艺制Ⅱ-Ⅵ、Ⅳ-Ⅵ族化

合物半导体”课题还培养了两届研究生[32]。这种以

实际科研课题带培养的方式使研究生在完成一定工

作量和一定难度的研究课题过程中,培养具有独立

获取新知识、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同时也在研

究和实践中推进科研任务,使研究生在学习过程中

就可以成为科研出成果的重要生力军。
相比高校,这种模式在中国科学院有着天然的

先行优势。“以科研带培养”既对导师的科研水平有

较高要求,又需要科研设备与经费上的实在支持。
以1981年为例,高等学校的科研经费只有中国科学

院的二十分之一,每个研究人员大约只能分配到二

百元,难以维持最起码的研究活动[33]。而中国科学

院有一百多个研究所,拥有三万多人的科技队伍,其
中副研以上的高级研究人员有二千六百多人,还配

备了大批先进设备,又有大量研究课题[22]。
(三)结合国家学位条例尝试分层次培养

随着研究生教育的迅速恢复与发展,实施学位

制度的条件已然成熟。1979年初,《中华人民共和

国学位条例》的起草工作在胡乔木、方毅的提议与邓

小平的直接指示下立即展开。中国科学院迅速响应

中央指示对设置学位进行意见征求,于1979年10

月形成了《研究生院设置学位的实施方案》,建议从

第一届研究生开始,根据国家规定授予学位。方案

将中国科学院的人才培养层次划分为硕士与博士两

级,并对二者所需达到的科研水平做出了具体规定。
考虑到78级、79级研究生都不是按学位研究

生招收的,水平差别很大,入学以后培养的方法也有

所差别,中国科学院又在《科大研究生院关于第一届

研究生今后培养工作的几点意见》初步提出了这两

届研究生授予学位的具体分层方法,即“学习成绩优

秀、论文水平高、表现出具有创造性工作能力或者学

习成绩优秀,论文水平较高这两类研究生可自愿参

加硕士学位考试,考试成绩优秀者授予硕士学位;考
试成绩优秀者,再由专门成立的选拔委员会进行口

试,挑选有创造性工作能力者为博士生。博士生在

指导教授(聘请研究工作成就比较突出,有丰富的指

导研究生工作经验的正研究员担任)指导下,进行博

士论文的工作。一般应在二三年内完成。论文经过

审查和答辩,通过者授予博士学位[34]”。
197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草

案)》拟定完成,将基础科学学科划归为“理学”门类,
而且明确了获得国务院授权的科学研究机构具有硕

士与博士学位授予权。这一草案于1980年2月人

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并规定于1981年1月正式施

行。这意味着中国科学院作为科研机构实现了研究

生培养权与学位授予权的统一。“全院授予博士学

位的学科、专业点125个,占全国总数的15%,另有

218个学科、专业点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35]。此

后中国科学院决定先将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
化学部、地学部、生物学部、技术科学部和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作为学位授予单位,取得经验后再行改

变[36]。1981年全院各单位共招收录取硕士研究生

1016名,博士研究生107人[37]。
在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同时,博士学位试点

工作也紧锣密鼓展开。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等8个博

士学位授予试点单位,相继于1982年2月至1983
年5月推荐优秀研究生参加博士学位答辩试点,共
有17位获得理学博士学位,1位获得工学博士学

位。其中,有12位来自中国科学院系统。由中国科

学院学部委员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为主组成的答辩委员会一致认为,这批博士掌握了

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能够

运用所学理论和现代化手段独立进行科学研究工

作,富于创造性,成果出色[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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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中国科学院是改革开放初期研究生教育的重要

开拓者,更是高层次基础科学人才培养的先锋队。
作为国家科技事业发展的“火车头”,中国科学院科

研与人才培养“两手抓”,充分发挥基础科学研究领

头羊优势率先探索理学研究生培养模式。
首先,7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育制度的

率先恢复与重建,是在社会矛盾转变与政治气候变

化的时代背景下,为适应现代科学发展对基础科学

高层次人才的需要、补足院里断层严重的人才梯队

与推进国际科技交流而迅速响应的举措。这种“先
声夺人”的底气既来自中国科学院早期为培养科学

研究人才而试行的研究生院制度等先行制度准备,
又源于其四通八达的学术交流渠道为学习引进研究

生培养的国际前沿理念与制度提供的支持,更来自

于中国科学院对国家基础科学需求的把握。
这一时期,中国科学院在重整旗鼓的同时明确

了“侧重基础,侧重提高”的发展定位,随之确立以基

础学科研究生为主要培养对象。根据新的定位与科

学技术发展的最新需求,中国科学院摒弃了苏联模

式下学科专业的细分区隔,淡化专业加强大学科的

宽口径招收与培养,并借鉴欧美将科学研究与研究

生教育紧密结合的方式突破此前科教分离的弊端,
强化理学研究生的适应性与创造力。为实现科学研

究与研究生教育的整合,中国科学院系统采用研究

生院集中师资教学、开设研究生班汇聚专家教学、依
托分院集合教学资源、联合院属大学教学力量等方

式扩充自身的教育职能,并在继承师徒制基础上以

科研课题带培养充分发挥研究所的科研优势,使研

究成为主要的教学方式。
需要明确的是,“科研联结教育”是中国科学院

根据自身优势与办学需要借鉴国外大学培养研究生

的前沿经验摸索形成的理学研究生培养模式。这一

时期,在高校推进教育体制改革的前期,中国科学院

更加迅速地响应了研究生教育的恢复。相比国内高

校仅靠少量教育事业费维系基础性研究,这种联结

在作为基础研究国家队的中国科学院有着天然的先

行优势与实现可能。作为基础科学研究的“国家

队”,中国科学院在率先形成科学研究联结研究生教

育模式的同时,也为走向科研化的理学研究生培养

提供了模式示范,加速了高层次基础科学研究人才

的培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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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ntegrationBetweenResearchandEducation-OntheResumptionandExploration
oftheCultivationforPostgraduatesofSciencesintheChineseAcademyofSciences

WANGAnyi,LINSichun

(DepartmentofHistoryofScienceandScientificArchaeology,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ofChina,Hefei230026,China)

Abstract:ChineseAcademyofSciences(CAS)isanimportantpioneerofpostgraduateeducationintheearlyperiodofthe
reformandopeningup.In1977,CAStooktheleadinapplyingforresumingtheenrollmentofpostgraduates,and
concurrently,itexploredthewaytotrainpostgraduates,includingtheestablishmentofthefirstpostgraduateschoolinChina.
Infact,theresumptioninNo.1isthereflectionoftheperceptionoftheCASthat,astheleaderinbasicsciences,keenly
graspedtheneedofthenationtodevelopbasicsciencesatthattime.Moreimportantly,itisanemergencycountermeasure
takenbytheCAStosolvethe“faultproblem”ofthetalentteaminbasicsciences.Basedonhistoricaldocumentsand
materials,thisresearchalsofindsthat,intheprocessofreconstructingthepostgraduateeducationsystem,theCASexpanded
itseducationalfunctionbyconcentratingteachers'teachinginthepostgraduateschool,arrangingspecialistsandexpertstogive
lecturesinpostgraduateclasses,gatheringteachingresourcesofitsbranchesandcollaboratingwiththeteachingforcesofits
affiliateduniversities,andsucceededinestablishingacultivationmodeforpostgraduatesofsciencesthatfeaturesintegrationof
academicresearchandeducation,specificallybygivingfullplaytotheadvantagesofresearchinstitutestocultivatestudents
withscientificandacademicresearchprojectandlearningexperiencefrominternationalfrontierdisciplines,whichprovidesa
demonstrationforthecultivationofpostgraduatesofsciencestowardsscientificresearchinChina,acceleratingtheprocessof
cultivatinghigh-levelbasicscientificresearchtalents.
Keywords:ChineseAcademyofSciences;postgraduateofscience;basicsciences;scientificresearch;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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