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４期［总第１６期］

２０１３年８月
研究生教育研究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Ｎｏ．４

Ａｕｇ．，２０１３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１６６３（２０１３）０４－００３１－０７

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调查研究
———基于５所甘肃省属高校３４９名博士生的问卷数据

王 嘉 毅１　 陈 　 富１，２

（１．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２．赣南师范学院教育经济研究中心，江西 赣州　３４１０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４－０９

　　作者简介：王嘉毅（１９６５—），男，宁夏青铜峡人，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富（１９８１—），男，山西天镇人，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赣南师范学院教育经济研究中心讲师．

摘　要：以３４９名博士生为对象对甘肃省高等院校的博士生培养过程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表明：（１）接

受调查的博士生对所在学校博士生培养过程的满意度不高，指导方式较为单一、培养过程中考核不严格

和研究资料缺乏及培养经费不足是其主要原因；（２）多数博士生认为发表论文对其学术成长具有重要作

用，但他们不赞成学校规定发表论文的做法；（３）多数博士生认为参加学术会议具有重要意义，且分别

有近３８％和６０％的博士生有过国际和国内学术会议经历。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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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博士研究生教育，作为学历和学位教育的最高

层次，其代表着国家和地区的人才培养水平，对促进

国家和地方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具 有 至 关 重 要 的 现 实 意

义，因此，博士生培养过程及培养质量值得关注。本

研究针对甘肃省属高等院校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的

主要环节进行实证研究，以初步了解博士研究生培养

过程的基本情况，探明其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

出一些对策和建议。由于博士研究生是被培养的主

体，从他们那里了解基本情况更为容易和符合实际，
因此本文主要以博士研究生为调查对象展开研究。
在个别问题上还同时收集了博士生导师及研究生管

理人员的意见和看法，这样可以从多角度看待问题，
同时在有些问题上还可以进行对比分析和相互印证。

二、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及

数据处理软件介绍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来自甘肃省五所省属大学，
其中来自师范类大学９８名、农业类大学７２名、理工

类大学１６９名及民族类大学１０名。这３４９名在读

博士的学科分布主要是：工学１５１名，理学８０名，农
学６７名，教育学２０名，另有文学、法学、经济学、历

史和哲学共３１名。男性２１８名，女性１１９名，另有

１２名调查对象性别值缺失。一年级１５１名，二年级

１０７名，三年 级８２名，另 有９名 年 级 变 量 值 缺 失。
涉及到的有些问题共调查了来自不同类型学校的博

士生导师１６１名，负 责 研 究 生 管 理 的 行 政 人 员４７
名。采 用 ｓｐｓｓ１５．０ 对 调 查 数 据 进 行 录 入，运 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进行数据管理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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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果与分析

（一）博士生对所在学校博士培养方案的满意程

度不高

博 士 研 究 生 培 养 方 案 是 培 养 工 作 的 规 范 性 文

件，其“在博士生培养体系中居于基础性地位，对保

证培养质量具有关键性作用。”［１］博士研究生培养方

案主要包括培养目标、学科专业、学习年限及应修学

分、课程设置及考核方式、培养方式和学位（毕业）论
文等方面。本研究并没有将培养方案的每一部分进

行具体考察，而是让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的感受对其

所在学校所在院系及所在学科的培养方案进行整体

评价，并根据满意度的四个等级进行相应配对。
表１　博士生对所在学校博士培养方案的满意程度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无所谓 合计

人数 ２０　 １８４　 １３７　 ６　 ３４７
百分比 ５．８　 ５３．０　 ３９．５　 １．７　 １００．０

结果表明，在３４７名填写本选项的博士 研 究 生

中，有２０人对博士培养方案表示非常满意，占总体

的５．８％，有１８４人表示满意，占５３．０％。另有１４３
人作 出 了“一 般”或“无 所 谓”的 回 答，占 总 体 的

４１．２％。见表１。
（二）博士生及导师均认为目前指导方式较为单

一，更赞成指导方式多元化

博士研究生的指导方式主要包括单一导师制、
双导师制（正副导师）、导师小组制等。本次调查发

现，在３４６名被调查的博士研究生中，有２６９人反映

其目前 接 受 的 指 导 方 式 为 单 一 导 师 制，占 总 体 的

７７．７％，当问及他们是否赞成单一导师指导方式时，
有１５６人表示赞成，占总体（３４４人）的４５．３％。
表２　博士生目前正在接受的指导方式及赞成何种指导方式

目前接受的指导方式 赞成何种指导方式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单一导师制 ２６９　 ７７．７　 １５６　 ４５．３
双导师制 ５２　 １５．０　 １０３　 ２９．９
指导小组

集体指导制
２３　 ６．６　 ８４　 ２４．４

其他 ２　 ０．６　 １　 ０．３
合计 ３４６　 １００．０　 ３４４　 １００．０

为了与博士研究生的意见进行对比分析，本研

究还设计 了 博 士 生 导 师 的 调 查 问 卷。统 计 结 果 表

明，在１６０名博士生导师中，有１０８人目前采用的是

单一导师制，占 总 体 的６７．５％，当 问 及 是 否 赞 成 单

一 导 师 制 时，有 ５３ 人 表 示 赞 成，占 总 体 （１５３）
的３４．６％。

表３　博士生导师目前正在采用的指导方式

及赞成何种指导方式

目前采用的指导方式 赞成何种指导方式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单一导师制 １０８　 ６７．５　 ５３　 ３４．６
双导师制 ２４　 １５．０　 ３７　 ２４．２
指导小组

集体指导制
２８　 １７．５　 ６３　 ４１．２

合计 １６０　 １００．０　 １５３　 １００．０

联合表２和表３还可以发现，分别有５５％左右

的博士研究生 和６５％左 右 的 博 士 生 导 师 认 为 目 前

的博士研究生指导方式过于单一，更赞成多元化的

指导方式。
（三）多 数 博 士 生 对 发 表 论 文 的 作 用 持 肯 定 态

度，但他们明显更赞成鼓励并奖励发表优质论文的

博士生的政策

学术论文的质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人

在某一学术领域的成就和地位。通过考察博士生公

开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可以从某一侧面了解

其在该学术领域的发展程度。站在这一角度来看，
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对于博士生的学术成长具有积极

的促进作用。
表４　发表论文的规定对博士生学术成长的帮助程度

博士生 博士生导师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很大 ４１　 １１．８　 ２２　 １３．７
较大 １７３　 ５０．０　 ８５　 ５２．８
一般 ９７　 ２８．０　 ３２　 １９．９
较小 １９　 ５．５　 １５　 ９．３

没有帮助 １６　 ４．６　 ７　 ４．３
合计 ３４６　 １００．０　 １６１　 １００．０

从表４可以看出，近６２％的博士生肯定了发表

论文的规 定 对 博 士 生 的 成 长 的 促 进 作 用。与 此 同

时，本研究还调查了１６１名博士生导师对此的意见

和看法，有６６．５％的博士生导师也认为发表论文的

规定对博士生的学术成长具有正面的帮助作用。但

也有部分博士生及导师持不同的意见，认为这一做

法对博士生的学术成长作用甚微或没有帮助。
但当问及是否同意“博士生发表论文才能获得

学位改为鼓励博士生发论文，并对优秀论文给予奖

励”这一说法时，近８０％的博士生表示同意。

·２３· 王嘉毅　陈　富·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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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是否同意“博士生发表论文才能获得学位改为

鼓励博士生发论文，并对优秀论文给予奖励”这一说法

非常同意 同意 一般 无所谓 合计

人数 １１２　 １６３　 ５９　 １１　 ３４５
百分比 ３２．５　 ４７．２　 １７．１　 ３．２　 １００．０

我们认为，出现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发表论

文需要花费较大的一笔费用，对于博士生而言是一

笔不小的开支，尤其对于尚未参加工作或家庭经济

条件不是很好的博士生来说，这是一个较重的负担。
本次调查发现，博士生因发表论文而发生的费用从

５００元到几 千 元 不 等，最 高 的 论 文 版 面 费 为１００００
元。这些费用对于理学、工学和农学的多数博士生

来说，其费 用 主 要 来 源 于 导 师 所 承 担 的 课 题 经 费。
但对于其导师没有承担课题的博士生而言，这笔费

用就得自己承担了，尽管有部分博士生可以利用奖

学金或助学金来冲抵。
表６　所学专业所在学科与发表论文的版面费来源

发表论文的版面费来源

导师课题费奖助学金 自筹 免费
计

所学

专业

所在

学科

哲学 ０　 １　 １　 ０　 ２
经济学 ４　 ２　 ０　 ０　 ６

法学 １　 ３　 ６　 ０　 １０
教育学 ０　 ０　 １３　 ４　 １７

文学 ０　 ０　 ８　 ２　 １０
历史学 １　 ０　 ２　 ０　 ３

理学 ５０　 ６　 １６　 ７　 ７９
工学 ８５　 １８　 ４１　 ２　 １４６
农学 ５９　 １　 ５　 ０　 ６５

合计 ２００　 ３１　 ９２　 １５　 ３３８

在当前的多数学校中，博士生毕业时取得学位

的必要条件除了修够规定的课程和完成符合规定的

学位论文以外，还得公开发表一定数量和级别的学

术论文。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绝大多数博士生表示

应该建立多元化的学位授予标准，而不能仅仅考察其

是否发表学术论文及发表何种级别的学术论文。
表７　是否同意“建立多元化的学位授予标准，

而不仅仅取决于发表论文”这一说法

非常同意 同意 无所谓 坚决反对 合计

人数 １２５　 １９３　 １８　 ５　 ３４１
百分比 ３６．７　 ５６．６　 ５．３　 １．５　 １００．０

（四）部分博士生反映其所在学校及院系对博士

生的中期考核不够严格，有的甚至流于形式

对博士生的中期考核不仅可以有效督促博士生

积极投入到博士生活的学习和研究状态中，还可以

及时检查和发现博士生的学习和研究进展状况，及

时帮助其回顾取得的成绩，总结经验和教训，反思成

长的经历，发现存在的问题以便于下一阶段更有针

对性地加以解决。同时也可以反映出学校及院系研

究生培养和管理工作的特征、优势和不足，并能够及

时发现、及时调整。
关于学校及院系对博士生中期考核的严格程度

问卷调查结果见表８。
表８　您认为学校及院系目前对博士生的

中期考核严格程度

过于

苛刻

比较

严格
一般

比较

松散

流于

形式
合计

人数 ２５　 １８７　 ８１　 １０　 ４３　 ３４６
百分比 ７．２　 ５４．０　 ２３．４　 ２．９　 １２．４　 １００．０

从表８可以看出，在３４６名博士生中，有２５人

认为其学校及院系对博士生的中期考核过于苛刻，
占７．２％，１８７人 认 为 比 较 严 格，占５４．０％。另 有

１３４人认为其学校及院系对博士生的中期考核不够

严格，有的甚至流于形式，共占３８．７％。
博士论文开题报告是博士生中期检查的重要内

容，对博士生开题报告的要求是否严格是本项调查

的另一项内容。准备开题报告不仅可以锻炼和提升

博士生的学位论文选题能力和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

找出研究问题的能力，还可以促使他们进一步明确

自己所选题目的研究目标、内容和意义。做开题报

告是博士生将自己完成学位论文的前期准备向导师

及同学作汇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通过自己的陈

述及获得导师与同学的批评建议可以更好地了解自

己当下所处的位置、具备的研究条件和未来研究中

将会遇到的困难等，对进一步做好课题研究和论文

工作非常重要，是任何博士生都要严肃对待的学术

问题。从本次调查的情况来看，７０％以上的博士生

认为其学校及院系对博士生开题报告的严格程度较

高，但也有近３０％的博士生认为其学校及院系对此

不够严格。具体见表９。
表９　您所在学校及院系对博士生开题报告的

严格程度（二三年级博士生回答）

很严格 比较严格 一般 不太严格 合计

人数 ３４　 ９７　 ４６　 ６　 １８３
百分比 １８．６　 ５３．０　 ２５．１　 ３．３　 １００．０

（五）导师对博士生的科研能力、治学态度及专

业知识方面影响较大，而对博士生的学术兴趣、道德

修养等方面的影响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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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２和表３分析结果可以得知，当前样本学校

的博士生指导方式主要为单一导师制，沿此思路本研

究继续考察了导师对博士生在科研能力、治学态度、
专业知识、学术兴趣和道德修养等方面的影响程度。

表１０　在以下几个方面，导师对您的影响程度

（请在选中的框中打“√”）

人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科研能力 ３３８　 １．００　 ５．００　 １．５５６２　 ０．７６１５２
治学态度 ３３９　 １．００　 ５．００　 １．５９５９　 ０．７９８７３
专业知识 ３３７　 １．００　 ５．００　 １．６４３９　 ０．８９１８８
学术兴趣 ３３７　 １．００　 ５．００　 １．７７１５　 ０．８４０５８
道德修养 ３３６　 １．００　 ５．００　 １．７９１７　 １．０００６２

其他 １５３　 １．００　 ５．００　 ２．３７２５　 １．１６９１３

　　说明：计 分 规 则 为１＝“很 大”，２＝“比 较 大”，３＝“一

般”，４＝“比 较 小”，５＝“很 小”。得 分 越 低 表 示 影 响 程 度

越高。

从表１０可以看出，博士生认为，导师对其影响

程度最高的三个方面分别为科研能力、治学态度和

专业知识。
表１１　您对科研方法与规范的了解主要来自：

（请选择两项）（总数均为３４９）

导师 其他学者 同学 网络 其他

人数 ２４７　 ９８　 ８０　 ９７　 ３０
百分比 ７０．８　 ２８．１　 ２２．９　 ２７．８　 ８．６

表１１表明，博士生对科研方法与规范的了解主

要来源于其导师，这一统计结果也从一个侧面反映

了上述结论的正确性。
（六）博士生撰写论文过程中的最大困难是研究

资料有限及经费不足

博士生在完成学术论文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

主观和客观的困难，了解博士生在完成学术论文过

程中存在的客观性困难，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为博士

生完成学术论文服务，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采取有

针对性的措施（如改善办学条件等）从而提高高等院

校的办学质量和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水平。
表１２　撰写论文过程中遇到的主要困难

三年级博士生 一二年级博士生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经费不足 ２２　 ２７．５　 ２０　 ２３．３
资料有限 ４１　 ５１．３　 ５３　 ６１．６

导师缺乏指导 ５　 ６．３　 １２　 １４．０
时间不够 ９　 １１．３　 １　 １．２

其他 ３　 ３．８　 ０　 ０
合计 ８０　 １００．０　 ８６　 １００．０

从表１２可以看出，当问及三年级博士生在撰写

论文过程中遇到的主要困难时，５０％以上的博士生

回答是学校现有的资料有限，另有２７．５％的博士生

认为研究经 费 不 足 是 其 论 文 撰 写 过 程 中 的 最 大 困

难。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本研究在这一提问项

目上主要针对三年级博士生（在问卷中本题项所作

的说明是“三年级博士生回答”），但仍有部分一二年

级的博士生对此作出了回答，将这部分回答的统计

结果一并呈现在表１２中。尽管一二年级的博士生

还没有完全进入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状态，但他们

中的一部分已经在进行各种各样论文的撰写工作，

因此他们对此的意见也具有现实参考价值。从一二

年级部分博士生的回答情况来看，学校现有研究资

料不足同样是他们完成论文过程中的最大困难，其

次同样是研究经费不足。
表１３　学校现有的文献资源满足需要程度及

外文资料获取的方便程度

现有文献满足学习

与研究需要

人数 百分比

查阅外文

资料的环境

人数 百分比

满足 ５９　 １７．１ 非常方便 ４４　 １２．８
一般 １６０　 ４６．４ 比较方便 １２６　 ３６．５

不满足 １２６　 ３６．５ 一般 １５１　 ４３．８
查不到 ０ ０ 查不到 ２４　 ７．０

合计 ３４５　 １００．０ 合计 ３４５　 １００．０

从表１３可以看出，仅有１７％的 博 士 生 认 为 其

学校现有的文献资 源 能 够 满 足 他 们 的 学 习 与 研 究

需要，１２．８％的 博 士 生 认 为 在 他 们 学 校 查 阅 外 文

资料比较方便，１／３以上的博士 生 反 映 其 学 校 现 有

的文献资 料 不 能 满 足 学 习 与 研 究 需 要，５０％以 上

的博 士 生 反 映 在 他 们 学 校 检 索 外 文 资 料 较 为

不便。
（七）大部分博士生认为参加学术会议对把握学

科前沿 和 提 高 研 究 能 力 具 有 重 要 意 义，分 别 有 近

３８％和近６０％的 博 士 生 有 过 国 际 和 国 内 学 术 会 议

经历

学术会议是学术界人士在一定时期为了同一个

学术领域的研究人员更好更快地了解和掌握相互的

研究进展及存在的问题而搭建的学术交流平台，会

议中讨论的研究主 题 往 往 具 有 前 瞻 性 和 重 大 的 学

术价值。参加学术 会 议 能 够 帮 助 人 们 更 为 直 接 地

了解、体 会 和 把 握 学 术 前 沿 进 展，提 高 学 术 的 敏

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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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４　博士生参加学术会议对把握学科前沿、

提高研究能力的重要性

重要 一般 不重要 合计

人数 ２３８　 ８７　 ２０　 ３４５
百分比 ６９．０　 ２５．２　 ５．８　 １００

从表１４可以看 出，６９％的 博 士 生 认 为 参 加 学

术会议对把握学科 前 沿 和 提 高 学 术 研 究 能 力 具 有

重要意 义，当 然 也 有５．８％的 博 士 生 对 此 持 否 定

看法。
表１５　读博期间参加国际和国内学术会议

国际学术会议 国内学术会议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０　 １８６　 ６２．６　 １１４　 ４０．６
１　 ８４　 ２８．３　 １２０　 ４２．７
２　 ２１　 ７．１　 ２９　 １０．３

３次及以上 ６　 ２．０　 １８　 ６．４
合计 ２９７　 １００．０　 ３４４　 １００．０

从表１５可以看出，当问及读博期间是否有过国

际或国内学术会议经历时，３７．４％的博士生有过从

１次到３次 不 等 的 国 际 学 术 会 议 经 历，５９．４％的 博

士生参加过１到３次的国内学术会议。其中也有个

别博士 生 有 过３次 以 上 的 国 际 或 国 内 学 术 会 议

经历。
（八）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环节的严格程度仍有待

于进一步提高

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环节是博士培养过程的最后

一个环节，是对博士生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习和

研究成果的最后一次检验，无论对即将毕业的博士

生还是对其所在学校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即将

毕业的博士生而言，严格的学位论文答辩环节可以

促使他们较 为 全 面 地 回 顾 梳 理 博 士 生 活 期 间 的 得

失，进而发现自己的成就与不足，为毕业后的工作、
学习和 研 究 奠 定 目 标 基 础。对 于 学 校 来 说，可 以

从中发现 博 士 培 养 环 节 的 优 势 与 问 题 所 在，以 便

于今后更 好 地 改 进 博 士 培 养 方 式，提 高 博 士 培 养

质量。
表１６　所在学校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环节的严格规范程度

所在学校论文答辩环节

严肃认真 基本保证质量 流于形式
合计

博士生

所在

年级

１　 ８　 １１　 ４　 ２３
２　 １６　 ３４　 ４　 ５４
３　 ３６　 ３７　 ４　 ７７

合计 ６０　 ８２　 １２　 １５４

从表１６可以看出，在１５４名填写本题目的博士

生中，５０％以上的博士生认为其所在学校对待博士

论文答辩环节的态度是“基本保证质量”，也有部分

学生认为“流于形式”。这可以部分地说明部分学校

及院系仍有必要进一步重视和严格规范博士论文的

答辩环节。
（九）博士生与博士生导师在学术氛围和科研条

件对博士质量的重要影响上的看法基本一致，但二

者在“奖助学金、管理水平、研究训练和导师指导”的
看法上出现较大差异

博士培养质量的高低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为了初步探 明 影 响 博 士 培 养 质 量 的 主 要 因 素 有 哪

些，本研究分别设计了八个提问项目，分别对３４９名

博士生和１６１名博士生导师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

结果表明，在博士生看来，对博士培养质量影响最大

的三个因素分别为学术氛围、科研条件和导师指导

（详见表１７）。
表１７　下列因素中对博士培养质量影响最重要的是

（博士生问卷，总样本数为３４９）

学科

水平

学术

氛围

导师

指导

教学

管理

科研

条件

研究

训练

奖、助
学金

社会

实践

人数 １１３　１８８　１５２　 １４　 １５６　 ７１　 ４１　 １４
百分比 ３２．４　５３．９　４３．９　４．０　４４．７　２１．３　１１．７　４．０

从表１８可以看出，在博士生导师看来，对博士

培养质量影响最大的前三位因素分别为奖助学金、
管理水平和研究训练。另外，博士生导师对科研条

件和学术氛围也较为看重，这与博士生的看法较为

一致。
表１８　下列因素中对博士培养质量影响最重要的是

（博士生导师问卷，总样本数为１６１）

学科

水平

学术

氛围

导师

指导

管理

水平

科研

经费

研究

训练

奖、助
学金

条件

支撑

人数 ７３　 ８２　 ７１　 １４８　 ８５　 １２１　１５３　 ８４
百分比 ４５．３　５０．９　４４．１　９１．９　５２．８　７５．２　９５．０　５２．２

但仔细对比表１７和表１８中博士生和博士生导

师对此问题的看法后可以发现，被博士生看重的“导
师指导”这一因素在博士生导师看来却没那么重要，
而研究生导师所看重的“奖助学金、管理水平和研究

训练”这三个因素在博士生看来却并非最主要因素。
这可能是因为博士生和博士生导师均从自身以外的

立场来看待问题，这一点在对“导师指导”的看法上

尤其明显。
（十）博士生对博士生培养质量满意度不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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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导师与学校行政管理人员的满意度也不高

博士生培养质量是近几年来人们较为关注的一

个话题。本研究调查了博士生、博士生导师及学校

负责研究生 管 理 的 行 政 人 员 对 博 士 培 养 质 量 的 满

意度。
结果表明，如果将“很满意＋比较满意”这两项

看作对博士生培养质量持满意态度的话，则持满意

态度的博士生占其总体的５３％，博士生导师占其总

体的４４％，学 校 行 政 人 员 占４６．８％。但 相 应 的 有

４７％的博士生、５６％的博士生导师和５３．２％的研究

生行政管理人员对此持不满意态度（详见表１９）。
表１９　博士生、博士生导师及学校行政管理人员

对所在学校博士生培养质量满意程度

博士生 博士生导师 学校行政人员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很满意 ２４　 ７．１　 １　 ０．６　 ０　 ０
比较满意 １５６　 ４５．９　 ６９　 ４３．４　 ２２　 ４６．８

一般 １４３　 ４２．１　 ６８　 ４２．８　 ２３　 ４８．９
不满意 １７　 ５．０　 ２１　 １３．２　 ２　 ４．３

合计 ３４０　 １００．０　 １５９　 １００．０　 ４７　 １００．０

四、讨论与建议

（一）讨论

１．从学生对其所在学校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满意

度来看，接受调查的博士生对所在学校博士生培养

过程的满意度不高。其原因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对

于博士研究生的指导方式过于单一；二是对博士研

究生在学期间的综合考核和中期考核不够严格，有

的甚至流于形式；三是部分高校或部分院系的研究

资料缺乏；四是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答辩环节不

够严格。另外，从整体来看，培养经费不足可能是更

为深层的一个原因。上述几方面的原因均可能引起

博士研究生 在 学 期 间 的 不 满 或 者 降 低 他 们 的 满 意

度。毕竟大多数博士研究生对因攻读博士学位而促

进自我发展和提升自身能力有着较高的期望。

２．多数博士生对发表论文的作用持肯定态度，
但在对待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是否必须发表若干数

量和一定级别学术论文的硬性规定上表现出十分明

显的差异，８０％左右的被调查者更加赞成“鼓励博士

生发表学术 论 文，并 对 优 秀 论 文 给 予 奖 励”这 一 说

法。理论上讲，有三种备择方案可以促使博士研究

生发表学术论文，其一是“强行规定”，即将博士研究

生发表学术论文作为一种制度定下来，且不进行任

何奖励；其二是“强行规定＋奖励”，即发表学术论文

是换取博士学位证书的必要条件之一，但这时可以

根据发表学术论文的质量予以不同奖励；其三是“直
接奖励”，即发表学术论文不再是博士研究生毕业的

必要条件之一，而是对所有发表一定标准学术论文

的博士研究生均予以不同程度的奖励。

３．大部分博士生认为参加学术会议对把握学科

前沿和提高研究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分别有近３８％
和６０％的 博 士 生 有 过 国 际 和 国 内 学 术 会 议 经 历。
这既与博士研究生的自身情况及家庭条件有关（因

为部分学术会议对参会者的学术水平和经济能力均

有一定要求），同时与博士研究生所在院校、所在院

系及所在学科专业有关，此外也与博士研究生导师

的学术声望与地位有关。
（二）建议

针对上 述 研 究 中 发 现 的 突 出 问 题，提 出 以 下

建议：

１．各博士生培养单位要十分注重博士研究生的

培养过程。尽管博士生源、学位论文等对博士生教

育的质量也很重要，但培养过程是关键因素，应该引

起博士生培养单位的高度重视。对博士研究生的培

养，要从培养方案的制定、课程设置及实施等环节切

入，认真做好每一环节的各项工作。在具体培养方

式上力争做到灵活多样，不拘一格。对于博士生的

培养，为了达到高规格的要求，既要从课程设置上做

到合理安排，如开设足够的学位课程，以进一步提高

博士生专业的深厚基础；又要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

方式，如严格要求博士研究生修完必修课程和选修

课程，并保证这些课程的教学质量；同时还要激发其

主动学习与研究的热情与积极性，如开设小班专项

讨论课，以便每个人均能积极聆听和发言并就某一

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充分利用师生个别接触与谈话

来影响并教育博士生，在此过程中导师的言行无形

中会使他们得到一些具体的感受，尤其是与博士生

的个别谈话，对博士研究生的影响很大。此外，也要

给他们提供一些实际锻炼的机会。鼓励博士研究生

参与科研项目，深入实践，在实践中提高博士生的科

研能力和综合素质。对此，有学者总结说，“带领学

生一起进行研究工作，是培养博士生的好办法。”［２］

２．加强博士生导师队伍建设，采用多样化的指

导方式。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博士生培养单位要

进一步加强对导师队伍的建设，不仅要遴选一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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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效果好、科研能力强且富有强烈责任心的高水平

教师担任研究生导师，同时也要采取一些必要的合

理措施督促博士生导师加强对博士生的过程培养。
博士生培养单位要更多地采取导师组的方式指导博

士生，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导师组在博士生教育过程

中的作用，利于博士生学到不同导师的长处。另外，
一些学科的博士生培养单位也要聘请一些企业界成

功人士参与博士生的指导，不仅可以增强高校与企

业界的有机联系，也可以让博士生提前接触、了解并

熟悉社会及企业界的一些实际情况，开阔他们的视

野，增强他们理论联系实践的意识和能力。

３．鼓励、支持博士生参加各种学术会 议。资 助

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是公认的培养研究生的重要

手段，也是国际知名大学的通行做法。［３］博士生培养

单位应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为研究生参加多种学术

会议搭建平台，使得更多的研究生能参加各种规格

的学术会议。

４．改革现有博士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的有关

规定，减少硬性规定博士生必须发表学术论文的做

法，出台更多的激励其发表论文的政策措施。

５．加大对 博 士 研 究 生 教 育 的 投 入。博 士 生 培

养单位要加大对博士生生活补助金的发放额度，提

高博士生的奖学金标准，增强对博士生科研项目的

资助力度等。改革现有博士生获得奖学金或助学金

的政策，让博士生在被录取时和在学期间均有申请

奖学金或助学金的机会。

６．高等院校特别是博士生培养单位应提高对图

书馆和各学院资料室建设的重视程度，要采取多种

有效措施和办法充实和丰富研究资料，不仅要注重

中文文献资料的积累，也要注重外文文献的购买和

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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