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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名“双一流”大学博士入职
基层岗位，中外名校博士在中学招
聘 公 示 榜 上 “ 扎 堆 ” …… 近 年
来，一些博士毕业生的职业选择引
发关注。

相关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
博士招生人数将突破 13 万，在读
博士生约 56 万人。同时，博导队
伍也在扩容，即便博士生持续扩
容，生师比仍在不断降低，2010 年
为4.37∶1，2018年下降至3.68∶1。

1999 年，我国将博士生导师
的审核权下放到培养单位。博导虽

然不是职称，但事实上已经成为高
于教授、低于院士的教师职衔，许
多 教 师 将 成 为 博 导 作 为 奋 斗 目
标。此外，不少高校将增加博士授
权点和多招博士研究生作为高水平
的象征，不断扩充博导队伍，年年
都要增评博导。

一提到科研成果，部分高校老
师谈论的不再是学术原创价值如
何，而是先看课题、基金如何，到
账经费如何。一些学生也只是因为
没有找到工作来读博，实际上并不
喜欢也不打算做科研。“为了经费

申请项目的博导，与为了毕业做项
目的博士，学术热情肯定是比较低
迷的。”一位高校学者说。

扩招应有度，质量更重要。正
如清华大学原校长王大中多年前所
说 ， 博 士 招 生 必 须 考 虑 社 会 需
求、科研投入、导师力量、办学条
件等，加强对博士生教育规模的宏
观调控。同时，要以提高博士生培
养质量为中心，促进博士生教育规
模、质量、结构效益协调发展。

据新华社

缺少项目经费，博导不敢招生

谨防导师博士关系“为钱所困”

继考研热后，考博热
正在兴起。有数据显
示，2022年硕士研究生
选择“国内继续学习”的
占 比 11% ， 显 著 高 于
2021 年的 4.3%。记者
调研发现，在学生考博
热、考博难、延迟毕业多
的同时，博导招生也不
易。有的导师觉得招生指
标太少影响科研产出，有
的则苦于经费不足可能要
自掏腰包发补贴。我国博
士生招生、培养工作如何
进一步提高质量，与经济
社会发展相适应，值得
关注。

缺少项目经费，博导不敢招生
前不久，江苏南京某大学一位

博导陷入了“到底要不要招新博士
生”的纠结：招，要给学校交一笔培
养经费，再由学校以津贴形式按月
发放给博士生；不招，连续几年没招
生，学校可能会暂停自己的博导资
格，或将招生名额分配给其他学院。

博导招生为钱发愁？福建厦门
某大学讲师袁菲 （化名） 以其所在
专业为例介绍，一名博士生每月领
近 3000 元补助，一半由学校承
担，另一半则来自博导上交学校的
经 费 。“4 年 下 来 就 是 六 七 万

元。有的博导能一次性交清，有的
则选择一年一交。”袁菲说。

据了解，早在 2007 年前后，某
些高校就出台过“导师出钱给研究
生或博士生发助研经费”的规定。为
此，一些导师选择少招生或不招
生。记者调查发现，在“博士生助研
经费”的承受能力上，部分课题经费
不太充裕的博导，确实压力不小。

袁菲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位
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文科博
导，如果项目经费为 20 万元，扣
除 管 理 费 ， 大 约 还 有 十 七 八 万

元 ， 按 较 低 的 标 准 招 一 个 博 士
生“花掉”6万多元，剩下的11万
元 要 覆 盖 该 项 目 3 至 5 年 的 研
究，可谓捉襟见肘。

对 于 “ 交 不 出 经 费 ” 的 博
导，有的学院会自己协调，当学院
层面也难以覆盖，学校会进行“兜
底”。对于博导来说，就算最后不
至于被停了博导资格，但整个催交
费过程还是“有损颜面”。

当然，不缺经费的博导也不
少，有的人还在呼吁增加博士生
指标。

导师博士关系出现异化苗头
在一些高校，无项目不博导，无

经费不招生。值得警惕的是，由于
项目、经费等问题，部分导师与博
士生的关系出现异化苗头。

——有的财大气粗，有的捉襟
见肘。

南京师范大学硕导王俊 （化
名） 说 ， 对 于 博 士 生 补 助 的 费
用，“文科导师捉襟见肘，理工科
导师觉得‘九牛一毛’”。王俊的
导师曾与一位工科博导聊到项目经
费，该工科博导说：“你们文科一
个项目 20 多万元，我随便一个项
目就是2000万元。”

记者了解到，虽然部分文科老
师能有不少横向项目，如政府项目
等，不愁经费，但多数文科老师主
要 依 靠 纵 向 项 目 ， 如 国 家 社 科

类、教育部、省社科项目，这类项
目中标率低、经费少、结项速度
慢。“有的老先生干脆不招生，找
手上没课题的年轻老师帮忙，比博
士生好用，花费还少。”王俊说。

还有博士生说，一些很想读博
的学生主动提出自己交这份钱，搞
得导师有些为难。

—— 有 的 导 师 觉 得 自 己 像
个“跑项目”的，博士生觉得自己
像个“打工仔”。

有高校老师表示，理工科有所
谓“大老板”和“小老板”，前者
出钱，后者出力。“小老板”多为
助理教授和“青椒”（高校青年教
师的别号），负责带博士生，博士
生带硕士生。一些理工科博士生入
学 后 可 直 接 参 与 博 导 的 科 研 项

目，做实验、写论文、申请专利
等，还能带硕士。而文科尤其是历
史、哲学等，博士生在博导的科研
项 目 中 能 做 的 有 限 ， 如 资 料 搜
集、整理等，博士生需要在博导的
学 术 训 练 下 具 备 学 术 素 养 与 能
力，二者更像“带教”关系。

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
主席周汉民坦言，90多岁的厦门大
学教授、著名国际经济法学家陈安
先生，曾向他反映这种情况并呼吁
进行改革。周汉民认为，这种做法将
对师生关系等造成严重损害：只要
有钱，哪怕学术水平一般，就能获得
招生资格，这会导致博导花更多精
力在争项目、跑关系上，而不是静下
心来做学问。这一制度在人文和基
础学科更容易造成逆淘汰。

让博士教育更具学术含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