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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动态】 

好的学位授权点是什么样的？ 

有头衔的导师多，学科排名有优势。但如果追问培养效率，头衔作为投入是分母。头衔

越多意味着成本越高，在培养质量既定时，成本越高意味着效率越低。当然，培养效率低并

不意味着绝对水平低。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对一个学位授权点来说，培养效率与绝

对水平，同样值得重视。在绝对水平难以短时间内提高时，追求培养效率提升，应成为学位

授权点建设的常态。 

 对一名考生来说，选择报考哪一个学位授权点攻读学位，十分重要。选绝对水平高的还

是选培养效率高的，是一个令人纠结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令人纠结——选那

个适合自己的——能够给自己带来最大成长增量的学位授权点，就是最适合自己、最该选择

报考的学位授权点。 

 这样的学位授权点应该具有但不限于如下特征。 

一是有明确的培养定位 

无定位不特色——培养定位是一个学位授权点区别于其他学位授权点的核心属性。很多

院校在总体上明确了自身的人才培养定位，例如有的明确为“守正创新，培养引领未来的人”，

有的明确为“培养肩负使命、追求卓越的人”，有的明确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

全球竞争力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和领导者”。但具体到院校内每一个学位授权点，是否也有如

此明确且凝练的培养定位表述呢？凝练培养定位这项工作是学位授权点建设的“牛鼻子”，值

得每个学位授权点高度重视深入研究，尽快予以明确并加以实施。 

二是有清晰的学位标准 

无标准不质量——没有清晰的学位标准，是不好谈培养质量和学位授予质量的。建立清

晰、恰当、可执行、可评判、可检验的学位标准（课程学习标准、实践能力标准、学位论文

标准、创新成果标准等等），是一个学位授权点的必要条件，拟申请获得学位授权的学科点，

在申请前就该拟好学位授予标准。拟定学位标准，可参考国际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联

合会教育委员会建议的《分子生物科学博士学位的标准》。 

三是有科学的课程体系 

无方法不学术——不用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不能算是研究。学术学位研究生的课程要教

会学生熟练运用科学研究方法，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课程要教会学生娴熟使用科学转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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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研究生课程传授的知识，不应再像本科生课程那样是专业的知识，

而应更多是方法和方法论的知识，练习的是方法和方法论的运用。研究生的课程还要讲授学

术前沿和实践一线的真问题，以便研究生能选择研究真问题解决真问题。研究生的课程还要

讲学科史和思想史，学习历史的目的不仅是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更是要知道过去的创新是

怎么发生的。 

四是有诚意的教师导师 

无诚意不为师——诚意为学、点亮心灯是一名教师一位导师需要追求的境界。在学术共

同体中，讲诚信虽很好但还不够，还要有诚意，因为诚信是他律，而诚意是自觉。无论是授

课教师，还是指导教师，都需要有一份发自内心的诚意，诚意为学，诚意为师，不欺人，不

自欺，把学术研究、技术转化、教书育人、著书立说这几件事儿做到位。教师导师不仅要研

究学科专业的问题，还要研究教育的问题——为师为范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讲，后者很多时

候更加重要。 

五是有公正的学位审议  

无公正不学位——学术是天下公器，公器私用是最大的腐败。公正的学位审议程序包括

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审议专家（组织）的能、权、责须一致，即由有评议能力的人担任导师、

学位论文评审人、答辩委员会成员、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成员、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成员，并

享有相应的表决权（学位表决权，严格来说不是“权利”，而是“义务”——进行科学公正评议

的义务，因此学位审议表决不应设置“弃权票”——弃权等于推卸责任），同时对评议结果承

担相应的责任。二是要有严格的公示制度，即用于申请学位的材料（主要是学位论文或相应

成果）要面向社会公示。相对完善的学位审议制度和审议能力，也应作为申请学位授权的必

要条件。 

 一个好的学位授权点，应该有灵魂（无魂不立）、讲方法（无术不学）、重理论（无论

不深）、厚积累（无积不厚）、求创新（无新不欢）。 

以上观点，您同意吗？欢迎有关专家和各位研究生教育、学科建设同行一起来首届中国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大会“学位授权审核与学位授权点建设”分论坛（浙江师范大学承办）交流

研讨。 

让我们共同努力，携手推动我国学位授权点建设标准尽早出台，为今后开展相应的认证

工作、促进学位授权点建设质量提升奠定基础。 

（转自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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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进鹏向首届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大会作视频致辞 

7 月 4 日，首届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大会暨中国研究生教育长江论坛在武汉国际会议

中心开幕。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作视频致辞。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翁铁慧，湖

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郭元强，湖北省副省长邵新宇出席大会开幕式。 

怀进鹏指出，2020 年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以来，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战线砥砺奋进，取

得显著成绩。深入推进学位与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牢记“国

之大者”，高站位谋划、高起点推动、高标准建设高等教育这个龙头。 

怀进鹏强调，研究生教育作为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竞争力的关键标志，要把加快建设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作为重中之重，大力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

学科建设，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推进科研创新，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

人才培养质量，加快建设中国特色高质量研究生教育体系，为建设教育强国，服务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本届大会由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是落实教育部和湖

北省战略合作协议的重要举措之一。会议主题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

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全国近 700 家研究生培养单位、

用人单位、政府主管部门和行业企业，100 多位院士及高校书记校长，3000 余位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各方代表齐聚大会，共同探讨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创新发展与高层次人才培养工

作。 

（转自 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科教融汇赋新能 人才引领创未来 

7 月 3 日至 6 日，首届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大会暨中国研究生教育长江论坛在湖北武

汉举行。教育部部长怀进鹏视频致辞。全国近 700 家研究生培养单位、用人单位、政府主管

部门和行业企业，100 多位院士及高校书记校长，3000 余位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各方代表参

会。 

本次大会主题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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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会议由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武汉市人民政府联合主

办。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会长杨卫表示，首届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大会，全面展示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工作取得的成就，搭建研究生培养单位、用人单位、

地方合作交流平台，围绕深化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促进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展开深度研讨，产出丰硕学术成果，有力推动我国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回首过去，育人不倦桃李尽芬芳。在 6000 余平方米的研究生教育成果和人才工作展览

展示区，近 150 家研究生培养重点单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研究生用人单位、教育

服务支撑机构的展台，有序排列着，述说着一个个立德树人的故事。展区一角的“就在武汉”

人才招聘会，以“直播带岗”的新潮方式，发布就业岗位 4000 余个，其中博士与博士后岗

位 879 个。 

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与会嘉宾认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

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部，承担着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

造就拔尖创新人才、服务创新发展战略的重大使命。研究生教育作为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

竞争力的关键标志，是办好高等教育的点睛之笔。 

记者从会上获悉，自 198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实施以来，我国已累计培养

了 7000 余万名学士、1000 余万名硕士、110 余万名博士。近年来新增院士和国家科技三大

奖第一完成人中，我国自主培养的博士均占三分之二左右，我国自主培养的研究生已经成为

科技创新的主力军。 

今年是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 45 周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血液内科

教授刘文励是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后的首届研究生。“武汉在硕士、博士培养方面，一直都

走在全国前列。恢复高考后，武汉紧跟时代步伐，同济医学院当时就有几十个硕士招生点。”

刘文励说。1978 年，他考上研究生。1995 年，他有了培养硕士的资格，1999 年开始带博士。

20 多年来，他带出 20 多位硕士、博士，现在他的学生们已成长为医院的业务骨干。退休后

返聘的刘文励，依旧忙碌在教书育人、治病救人的一线。 

作为首届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大会的举办地，武汉是全国重要科教基地、大学之城，

拥有 92 所高校、76 名两院院士，有超过 130 万名在校大学生、19.76 万名在读硕博士研究

生。武汉高校学生参加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的人数，从 2017 年的 2585 人，猛增到

2022 年的 657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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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产业双轮驱动，大学与城市共兴共荣。2017 年以来，武汉吸引全国各地大学生

就业创业超 200 万人，连续 6 年人才净流入。 

展望未来，顺应时代为国育英才。党的十八大以来，研究生教育加快高质量发展。目前，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育现代化发展总体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

据测算，我国教育强国指数居全球第 23 位，比 2012 年上升了 26 位。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我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吸引力还不够强，竞争力还有差距，贡献

力、内生力、治理力还有不足。”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办公室副主任洪大用说。 

如何实现研究生教育更高质量发展？在高端讲坛、校长讲坛，以及“适应新时代研究生

教育高质量发展，深化人才选拔制度改革”“产教融合共育卓越工程人才”等 18 个分论坛

上，来自育人单位、教育主管部门、用人单位的嘉宾纷纷以诚相见。 

针对博士生教育，杨卫提出规模、结构、投入、思政、导学、质量、管理、产教等八大

建议。比如，要以社会发展目标确定规模增长，以社会需求变化牵引结构演变，以统筹经费

推动投入上升，以导师责任制推动导学关系，以分类标准推动质量上行，以二元结构推动产

教融合等。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副会长王战军认为，培养研究生是一种专业教育，研究生之

前的教育，主要是知识的学习和传承，研究生教育是在知识学习和传承的基础上进行知识的

生产。本科教育现在强调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而研究生更强调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重在

能力培养。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为己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党委研工部部长陈帝伊介绍，学校探索“情怀塑造，三链融通”下的农科类研究生一体化教

育管理模式，打造“理论研究、技术研发、示范推广”的创新链，构建“招培就”一体化高

层次创新人才培养链，强化现代农业发展产业链，让研究生教育之花在希望的田野绚丽绽放。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最好交汇点在研究生培养，最有效路径是产学研融合、

校地企共促。”武汉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玲表示。 

大会上，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成果孵化基地（武汉）揭牌，中国研究生教育长江论坛落

户武汉。武汉市人才工作局与 8 所在汉单位签订博士后倍增行动合作协议。 

科教融汇赋新能，人才引领创未来。中国正从研究生教育大国阔步迈向研究生教育强国。 

（转自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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