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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折探索

中 国 博 士 制 度 的 建 立
一波三折。

新中国成立前，虽然有
涵盖学士、硕士和博士的学
位体系，但却没有授予过博
士学位。

郑刚解释，虽然体系已
经确立，但当年国家积贫积
弱，本科生和硕士生的数量
都有限，“还不够支撑起博
士教育发展的需要”。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的 第 七
年，1956 年 6 月，《中华人民
共和国学位条例（草案）》上
报中央审批，将学位分为硕
士、博士两级。但因种种原
因，条例未能正式出台。

1961 年 11 月 12 日 ，时
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
主任聂荣臻向中央提出“关
于建立学位、学衔、工程技
术称号等制度的建议”。

11天后，邓小平在《大批
提拔年轻的技术干部》的讲

话中，提出“看来学位不搞不
行，可以先搞一个方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
室原主任吴本厦曾撰文回
忆，1963年底，教育部接到国
务院科技干部局负责同志打
来的电话，邓小平已经审阅
同意《学位条例（草案）》，并报
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传阅，“大
家感到非常振奋”。

振奋没有持续太久，由
于各种原因，该草案未能进
入国家立法程序，再次被束
之高阁。

授予标准如何判断？

1978 年，研究生恢复招
生。虽然学位制度尚未建
立，但有的学校已开始按博
士生的要求，培养入学前基
础 较 好 ，入 学 后 成 绩 突 出
者。郑刚说，“博士培养的实
践比制度要早，反映了社会
对博士的热切需要。”

什么样的学生在率先攻
读博士学位？在首批 18 位

博士学位获得者中，有 7 位
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该
校研究生部刊发在《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上的文章《我校
首批博士培养工作的几点体
会》提供了更多细节。

以中国科大的 7 名研究
生 为 例 ，他 们 平 均 年 龄 34
岁，有家庭负担，有的没有学
完正规的大学课程，毕业后
又学非所用，但基本素质很
好。

中国科大意识到，7 名
研究生不是按照学位标准招
收入学的，“是扶植、鼓励成
为博士，还是不加区别地一
刀切，统统限制在硕士的框
子里？这是检验我们能否坚
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问题。”

在 探 索 博 士 培 养 的 同
时，建立学位制度再次被提
上日程。

1979 年 2 月 24 日，胡乔
木就筹建学位制度问题向邓
小平报告，“如能很快决定公
布，就是很大的一件好事”。

吴 本 厦 参 与 了 起 草 工
作，他撰文称，起草小组搜集
了此前两次《学位条例（草
案）》的档案材料，调查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来国外
学位制度的发展情况，召开
座谈会，实地调研高等教育
现状，用时近 7 个月完成草
案初稿。

1980 年 2 月 1 日 ，国 务
院将《学位条例（草案）》提请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吴本
厦列席了这次会议，“大家一
致举手通过，热烈鼓掌”。

《学位条例》定于 1981
年 1月 1日起施行，这是新中
国教育领域的首部法律，明

确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博士
三级。

很快，国务院批准首批
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151 个，
学科、专业 812 个，指导教师
1155 人。学科、专业中，工
学 265 个、理学 233 个、医学
153 个。北京大学中国博士
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沈文钦
介绍，首批学科和专业集中
在基础领域，且为国家急需，

“博导的遴选也非常严苛”。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成

为首批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后，还想再迈一步，对已达到
博士学术水平的、1978 年招
收的研究生，授予博士学位。

1982 年 4 月 5 日 ，国 务
院学位委员会答复教育部和
中国科学院，同意对个别学
术水平较高的研究生，进行
博士学位的课程教育和论文
答辩。

最终，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等 8家单位，获批试点。

“任重道远”

作为 学 历 教 育 最 高 层
次的博士，要能够应对国家
最 需 要 解 决 的 现 实 问 题 ，

“如果博士都不能解决，还
有谁能来解决？”在郑刚看
来，如今，接力棒已经传到
了新一代博士手上，“他们
身上的担子不比前人轻，甚
至更重。”

在博士数量不断增长的
背景下，2007 年，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教育部、原人事部
联合启动了对博士培养工作
的系统调查。截至当年，中
国累计被授予博士学位者达
24万人。

深入到全国 289 个博士
培 养 单 位 ，回 收 调 查 问 卷
69133 份，访谈四百余人次
后，调查组建议，控制学术型
博士教育发展规模，实现学
术型博士教育从重视规模到
重视质量的转变。

此次调查之前，实践中

已经出现了重视质量的新
政。

早在 1999 年，时任教
育部部长陈至立就提出，
不仅要评选优秀博士学位
论文，还要抽查其他学位
论文，以保证中国博士学
位整体质量不断提高。

到了 2005 年，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出台《关于开
展对博士、硕士学位授权
点定期评估工作的几点意
见》，决定自当年起，每六
年对博士、硕士学位授权
点进行定期评估，评估的
主要内容包括“人才培养
情况，特别是人才培养质
量”。

提高博士培养质量，
还体现在对生源的筛选
上。

曾经，考试是选拔博
士的一种重要方式。沈文
钦表示，有科研天赋或能
力的考生并不一定擅长考
试，到了博士阶段再用标
准化考试筛选人才，“效果
不是那么理想”。

2017 年，教育部办公
厅发布《关于做好 2017 年
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工作的通知》，提出推进完
善“申请-考核”招生选拔
机制，加强对专业素养、学
业水平、科研能力、创新潜
质和综合素质的综合评
价。

同年，南开大学、哈尔
滨工业大学、北京邮电大
学等多所高校实行该项制
度。2023 学年起，中国科
学 院 大 学 全 面 推 行“ 申
请-考核”制。

回 顾 中 国 博 士 教 育
40 年，从无到有，从有到
优，“博士教育任重道远”，
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问题
和挑战，郑刚说，这 40 年
的探索证明，只有“改革才
能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问
题”。

杜寒三

首批博士诞生40周年：

博士越来越多博士越来越多，，怎么办怎么办？？

6 月 28日，南京医科大学举行 2023年毕业典礼。
在学位授予仪式环节，不少博士带着自己的孩子上场。

1983 年 5 月 27 日，17 位学生走进北京
人民大会堂。他们事先拿到了 200 元的服
装费，其中一人专门置办了一身西装，却不
会打领带，只好向他的导师求助。

他们是新中国首批博士，除了一人在美
国做博士后研究没有到场外，这 17 人在人
民大会堂拿到了印有金色国徽的《博士学位
证书》。

改革开放后，博士培养匆匆起步，而首
批 18 位博士的研究领域，也凸显出一个国
家对现代化的向往，他们中有 17 人是理学
博士，1人是工学博士。

面对不到20人的博士规模，时任复旦大

学名誉校长苏步青在会后说了句当时让人很
难理解的话，“（以后）这么多博士怎么办？”

40 年后，曾让苏步青困惑的问题也叩
问着更多的人。据《2022 年全国教育事业
发展统计公报》，2022 年毕业博士生 8.23 万
人，在学博士生 55.61万人。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郑刚认为，
博士教育不应该仅仅是量的扩张，“必须以
质量作为博士培养的生命线”。在他看来，
中国用 40年走过了其他国家几百年的探索
之路，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仍在逐步完善
的博士教育体系，“40 年的博士教育发展
史，也是一部博士教育改革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