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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生教育担负着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培养高素质、高层次创造性人才的重任，是我国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
重要支撑力量，也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德国鲁尔波鸿大学（Ｒｕｈ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ｔＢｏｃｈｕｍ）研究生培养
方式为主要对象，比较中德研究生培养方式、课题设置及津贴，能为完善我国研究生教育体系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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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言
研究生教育是学生本科毕业之后继续进行深

造和学习的一种教育形式，可分为硕士研究生教

育和博士研究生教育［１］。研究生教育担负着为

国家现代化建设培养高素质、高层次创造性人才

的重任，是我国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和夺取世界知

识制高点的重要支撑力量［２］。当今世界上欧美

日一流大学都具有一流的研究生教育，要加快我

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就必须加快一流的研究生

教育建设。而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历史较短，至

１９６３年教育部通过的《高等学校培养研究生暂行
工作条例（草案）》标志着我国研究生教育制度的

初步建立，虽经后来的几十年的大力发展，但与欧

美日等经济发达国家的研究生教育水平还存在较

大的差距。研究国外先进的研究生培养方式及其

对创新性人才培养的方法，对于结合我国自身教

育体系培养适应我国国情的研究生创新人才具有

重要战略意义。

本人受到德国科学基金会（Ｇｅｒｍａ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及国家留学基金委（Ｃｈｉｎａ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Ｃｏｕｎｃｉｌ）资助在德国鲁尔波鸿大学（Ｒｕｈ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ｔＢｏｃｈｕｍ）以客座研究员（ＧｕｅｓｔＲｅｓｅａｒｃ
ｈｅｒ）及访问学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的双重身份

合作研究工作。因此，本人对于德国研究生教育

具有切身体会和最直接的感触。本文将以德国鲁

尔波鸿大学为例，从研究生培养方式、研究课题设

置及津贴来源进行比较，旨在为提高我国研究生

教育质量提供借鉴。

２　中德研究生培养比较
波鸿鲁尔大学 （Ｒｕｈ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ｔＢｏｃｈｕｍ）

又名波鸿大学（ＲＵＢ），位于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
伦州，成立于１９６２年，是新成立联邦德国第一所
大学，是一所规模巨大的公立综合大学。虽然该

校建校比较晚，但该校在德国特别研究领域 ＤＦＧ
的排名评选中排名第二，足见波鸿鲁尔大学在德

国大学中科研实力的雄厚。波鸿大学经过多年的

发展，已形成一套完善的集研究生招生、教学及培

养为一体的硕博研究生教育体系，并常年吸引着

世界各地优秀学子前去研习。同时，亦是很多国

内访问学者及博士后首选高校。下面将从研究生

培养模式、课题设置及生活津贴来源等三方面对

中德研究生培养教育进行比较分析。

２．１　突出以导师为核心的师徒培养模式
德国的学徒式研究生培养模式以“导师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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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核心［３］，突出强调导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

决定性作用，指导老师可根据内部课题组的科研

项目情况有针对性的调整每位研究生的研究内容

及其重点，当然虽然在内容与重点上可能有所改

动，但导师也会根据每位研究生自身的擅长领域

进行调整，比如原来擅长研究实验的研究生就不

能直接更改为研究理论或仿真。同时，德国高校

对于导师的遴选也是非常严格的，导师不仅要指

导研究生的学术，还要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将自

己的学术态度、学术信念及人格道德传承给学生，

学术型博士生经过教师资格考试以后，才能到大

学担任助理讲师，然后经过“高级助理讲师”“有

领导责任的助理讲师”“讲师”等一系列的职称晋

升过程，并积累自己创造性的科研成果，参与教授

资格候选，通过专业教授委员会组织的答辩才能

取得教授资格，然后受聘于学术型大学的博士生

导师。由于导师在培养研究生过程中起着决定性

的作用，因此，在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时，博士研究

生可以不公开发表任何论文的前提下，完成２篇
关联性不是很大的论文时，在导师的同意下亦可

参加毕业答辩，这完全取决于导师的认可度。因

此，这种以导师为核心的研究生培养模式直接决

定研究生的毕业时间长短及毕业资格与否，同时

也决定研究生毕业答辩委员人选，就鲁尔波鸿大

学土木学院的博士研究生而言，一般需要攻读５
年才能获得教授的批准毕业，相对于国内的一般

高校３到４年的时间要长一些。因此，这种以导
师为核心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大大加强了导师在

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及其可操作性，

同时也加强了导师和所带研究生在学术共同体上

的学术道德约束。

２．２　深入细化的研究课题设置
国内博士研究生在毕业时，考虑到论文课题

研究的完整性及系统性，如图１ａ所示，往往１篇
博士论文应同时包含理论、实验及仿真３方面的
系统研究内容，３方面内容还需相互认证并有机
结合，如缺少其中的任何一部分内容，其博士论文

必然被大多数教授专家认为研究存在不完整性问

题。如图１ｂ所示，而相对于德国波鸿大学每位博
士研究生针对某一研究问题只是包含理论研究或

者实验研究或者仿真研究。如进行仿真研究，其

仿真所采用的参数主要来源于学术网上其他研究

者的实验论文，同时仿真的验证方法也是通过其

他研究者或者同课题组的其他博士研究生提供的

实验数据及理论模型。如，和本人有合作研究的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博士就基于Ｋｒａｔｏｓ软件进行底层开发对
盾构掘进过程地层影响的仿真研究工作，事实上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博士的仿真研究所用的所有地质参数及
盾构结构参数均源于其他研究者的提供，掘进过

程中仿真结果与对比的现场数据全部由海瑞克盾

构制造公司提供，甚至仿真所用盾构本体模型也

是由其他博士构建。因此，这就要求每位研究者

对于发布在公开杂志上的论文必须保证数据的真

实性及可靠性，以便其他学者能够进行比较研究。

图１　国内外博士课题研究内容模块对比

２．３　明确的生活津贴来源
国内的博士生活津贴主要来源于国家津贴和

导师课题组根据研究生参与科研项目情况进行津

贴，数额一般是变的。而在德国博士研究生不属

于真正的学生，他们属于从事科研工作的研究人

员，因此也不能像正常学生那样申请廉价的学生

宿舍而且这个时候还需要和学校签劳动合同，所

得收入需要交纳个人所得税。如德国波鸿大学博

士研究生的津贴就是来源于导师课题组，但每位

博士生除了要参与课题外，每周还需完成导师给

定的辅导硕士研究生或本科生作业并进行课后练

习辅导，但不能从事上课，同时每天必须满足工作

８个小时（这点在和学校签订的劳动合同中也有
明确的要求）。因此，津贴并不是研究生参与导

师课题所得，而是由于参与了导师的硕士研究生

或本科生的培养工作，同时津贴随着时间的推移，

也会相应有所增加。

３　比较后的启示
虽然，我国研究生教育起步较早，但相对西方

发达国家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发展还是比较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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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５年４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学位分级细
则》和《硕士学位考试细则》，对学位授予的级别、

学位候选人资格和学位评定的办法等作了规定，

标志着我国研究生教育的产生。这个时期的研究

生教育主要是借鉴美国的教育方法，招生制度基

本采用个人申请入学、院校自主招生的办法。据

统计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之前，即 １９３５年至
１９４９年共举行了九届学位考试，授予硕士学位
２３２人。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非常重视各
类人才的培养，于１９５１年颁布了第一个关于开展
研究生教育的国家文件《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

规定“大学和专门学院设立研究生部，修业年限

为３年以上，招收大学和专门学院毕业生和同等
学历者，与中国科学院及其他研究机构配合，培养

高等学校的师资和科学研究人才”。后于１９５３年
高等教育部发布了《高等学校培养研究生暂行办

法（草案）》，明确规定招收研究生的目的就是培

养高等学校师资和科学研究人才，将研究生通称

为“师资研究生”，要求研究生毕业后能讲授本专

业一至二门课程和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但

１９６６年开始的 “文化大革命”将我国的研究生教
育中断了１２年。于１９７８年恢复研究生招收，当
年全国报考研究生人数达６．３万人，经过严格考
试，录取１万人。１９８０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
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我国实行

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制度［４］。１９８１年，国务
院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

法》，进一步明确了学位授予的负责单位、学位申

请的原则程序、学位的课程学分要求、论文答辩的

流程规范等。该文件标志着我国学位制度正式确

立，研究生教育在学位制度的支撑下获得进一步

发展。

此后，我国研究生教育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在

校生规模从１９９７年的１７．６万人增长到２０１０年
的１５３．８万人。其中博士生从４万人增长到２５９
万人，规模可比美国。总体上，研究生教育规模不

足问题已基本解决。但在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的

同时，教育质量不仅未同步提升，还遭受了更多指

责。当前，作为研究生教育大国，我国研究生教育

仍存在与经济社会发展脱节、入学选拔难以适应

高层次人才培养需求、培养质量不高、学位授权制

度尚待完善、经费投入保障机制不健全、社会评价

机制缺失等诸多问题，对研究生教育进行改革势

在必行。

本文从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课题设置及每

月生活津贴等３方面对国内与德国研究生培养进
行了比较，并以德国的鲁尔波鸿大学为例进行了

详细分析。为提高和完善我国研究生教育系统，

并借鉴德国研究生培养的有益经验，得出以下

启示。

第一，近年来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

大，其培养质量问题也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作为

研究生教育的主导者，导师的能力直接影响着研

究生培养的质量［５］。《论语·魏灵公》中提到“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

者，友其士之仁者。”其中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最直接意思就是：工匠想要使他的工作做

好，一定要先让工具锋利。这句话也充分地表明

了工具的锋利对于工匠完成工作的重要性，没有

好的工具再好的原材料也无法制造出好的作品。

同样的，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研究生导师就好比是

进行工件加工的工具，而对应的学生就是将要成

器的工件，再好品质的研究生学生，没有好的导师

也是难以培养出好研究生的。而目前我国高校内

很多导师缺乏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他们的研究

课题往往“换汤不换药”，毫无创新可言，这样的

导师培养的研究生是不可能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

能力的［６］。因此，高校要建立起严格的导师遴选

制度，目前我国研究生导师选拔还没有明确的规

范制度，对于导师的遴选存在标准单一、灵活性不

够等问题，普遍对资历、职称、获得国家级项目及

奖励（大多数高校的国家级项目主要是指国家基

础研究项目，国家重点研究计划项目及各类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考量较多，而对于导师的创新能

力、指导水平、国际学术认可度等方面要求不高。

如有些高校的工科硕士研究生导师或博士研究生

导师遴选就明确规定：指导老师必须获得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资助（包含青年科学基金和面上基

金），不考虑其是否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研究指

导水平及学术国际认可度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评选存在的人为性，盲目的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获得与否直接决定研究生导师或博士生导师

的任职资格。

第二，规范指导老师和所带研究生学术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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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加强培养期间导师和研究生学术共同体的

共荣辱观念，确立其共同体的学术道德约束准则。

从总体上看，当前我国学术界的大部分学者还是

遵守学术道德、兢兢业业地从事学术研究。但目

前我国的科研队伍中，确实还存在有些学术道德

低下的现象，论文抄袭现象屡禁不止［７］。最根本

的原因就是：很多高校没有设立指导老师和所指

导的学生在论文出现学术问题后的连带责任制

度，对存在学术问题的指导老师惩罚力度不够重。

这就导致某些高校在爆出个别导师所带的学生存

在学术问题后，该导师会立刻撇清和学生的关系，

并将责任全部推卸给所带学生。这些导师从根本

上只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给自己带来“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的效果，而又不想由于学术牵连而“株

连九族”的下场。由于惩罚力度不大，因此很多

指导老师及其学生，在学术论文上总想蒙混过关。

对于存在学术道德问题的指导老师，我国相关主

管教育部门应取消其教师资格，并禁止再踏入教

育行列。相应的高校应当出台导师和指导学生学

术连带关系规定，形成导师学术问题负责制，对于

论文中出现导师姓名的论文，如论文出现学术问

题，导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高校和科研机构

能够正确对待科研经费，创造良性的科研环境并

着眼长远发展规划，对于在学术上存在问题的老

师一定要严肃处理。建立合理的高校科研实力评

价系统。现有的高校对于科研的评价，主要集中

在国家项目经费的获得上，导致很多老师为获得

高额的国家项目经费不择手段，也使得一些高校

在学术道德存在问题的老师获得高额经费项目资

助后，选择规避学术道德，竭力庇护学术道德存在

问题的老师，可能暂时能够获得经费的支持，这不

利于良性学术环境的构建。规范高校的人才评价

体系及职称评定体系，目前很多高校在人才引进

及评定上，首先考虑是否有国家课题，项目经费达

到多少万等等，导致很多老师为获得基金支持违

反学术道德。

第三，规范研究生毕业条件，建立并引导学生

踏实科研的思想，加强学生创新性的培养，加大剽

窃论文的惩戒力度，确保学术生态的清洁度；国家

教育机构，各个大专院校及科研机构对于剽窃论

文的行为要加大惩戒力度，实行一票否定制度，对

于具有抄袭论文的行为其所在学校及相关科研机

构应聘请第三方进行鉴定，对于确实存在剽窃学

术道德问题，进行严肃处理，对于没有毕业的在校

学生可以直接取消学籍，对于已经毕业的学生学

校可以收回学位或公告其学位取消，让学生对进

行剽窃论文的行为付出巨大的代价，并无以遁形。

现在有些高校为了不影响学校的教学评估或声

誉，对于学生的剽窃行为进行“家丑不可外扬”的

做法，导致有些学生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反正剽窃

问题不大。殊不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纸包

不住火”最终还是被学校学生或老师知道。对于

毕业条件，学校不能以发表论文作为学生毕业的

条件，现在有很多高校设置毕业的条件是需要发

表多少篇 ＣＳＣＤ或 ＳＣＩ论文作为毕业的基本条
件，导致很多学生为了能够毕业，要么在网上购买

论文，要么就是剽窃别人的论文。其实在我所在

的德国波鸿大学，对于博士的毕业对论文发表没

有硬性要求，主要是科研的进展情况及其效果。

如果博士生导师认为可以毕业了，就是两篇未发

表的论文也可以毕业。

第四，博士研究生是国家科研工作的主力军

及学术原创有生力量，应规范其资助及其日常工

作管理，建立稳定健全的博士研究生学术评价体

系。从制度上，我们要确立博士生是我国科研工

作的主力军及有生力量，因此对于博士生的生活

来源我们要进行规范，让我们的研究生不为一日

三餐而发愁，要培养我们的博士生在学术上能够

为 “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精神，并且不畏所谓的

科学权威，敢于提出疑问，不人云亦云，不鹦鹉学

舌。让“搞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一去不复返，成

为永远的历史。大力改善研究生的住宿及生活环

境。目前大多数高校研究生住宿是３～４人一个
宿舍，而国外研究生或博士一般是一个人一个房

间，就德国波鸿大学而言，博士研究生每月到手的

工资是２千多欧，其中一些教授拿到手的也就是
３至４千欧。只有这样博士生们才不会为每月生
活费而奔波于他们的兼职中，同时也让他们有更

多的精力和时间来从事个人的研究，真正的实现

“人尽其才物尽所有”让博士生们真正发挥他们

科研上的长处，从生活困窘中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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