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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它给我国高等教育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恢复招收研究生
和1981年起实行学位制度。
从此，我国高等教育形成了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三个教育层次，完善了“学士－硕士－博士”三
级学位授权体系，研究生教育成为我国培养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这是30年来我国高等教
育的历史性变革。
　　上海作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不仅是我国经济、贸易、金融、航运中心，而且是我国科技、教育
较发达地区，是我国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基地之一。
上海市现有研究生培养单位56个（其中高校22所，党校1所，科研机构33所），在读研究生逾10万人，
位居全国第二。
30年来，上海培养的毕业研究生达18．2万多人，遍布全国各地，输送到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大中型
企业、医药卫生和党政机关等部门，改善了这些单位的人才结构，提高了人才素质。
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是教授、副教授，成为科研和教学的骨干力量，有的已评为院士，不少人还担任了
部长、校长、所长、主任等领导职务，为我国的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事实说明研究生教育为我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立足国内培养高层次人才提供了重要保证
。
30年来，上海在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许多关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改革新举
措，就先在上海试点，再向全国推广。
上海广大的研究生教育工作者，为我国研究生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上海于1986年4月25日成立研究生教育学会，是我国较早成立的研究生教育学会的省市之一。
次年4月学会即决定出版会刊——《上海研究生教育》，1998年1月刊物改由上海市研究生教育学会和
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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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探寻研究生教育的岁月：恢复研究生教育30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恢复研
究生教育30年以来，中国学位制度和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历程，尤其是从上海市高等学校和科研
院所等研究生培养单位这一视角，比较全面和客观地阐述中国研究生教育恢复、改革与发展、探索与
实践工作的轨迹、特点、基本经验教训和学术研究成果，包括研究生教育的阶段性总结与反思、现状
调研与分析、发展中的走向等巨大变化。
对目前存在问题和未来发展前景进行了理性思考，以激励从事研究生教育的管理员、指导教师、培养
单位对开展研究生教育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一步推动研究生教育事业上一个新高度。
对人们了解中国，尤其是上海研究生教育发展成就、制度建设与创新、面临困惑与挑战、未来前瞻等
具有理论和实际意义。
　　《探寻研究生教育的岁月：恢复研究生教育30年》对从事研究生教育和学位管理工作的人员、教
育教学人员、教育科研人员，高等教育学、社会学、行政管理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学者和学生，以及关
注研究生教育的各级领导和学界人士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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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廖文武，男，1954年生，毕业于复旦大学并留校任教，教授。
1983年以来，主要从事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及管理研究，硕士研究生导师。
现任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主任、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委员会副秘书长、上海市研究生
教育学会理事和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上海研究生教育》杂志副主编、编辑部主任、教育部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上海研究基地秘书长、《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兼职编辑。
主持或参与完成《研究生教育的学科评估及其选优方案》、《中国研究生教育学研究》、《研究生创
新能力培养研究》等十多项国家、上海市七五、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学位制度和研究生教育重
大或重点课题研究；著有《鉴往思来：研究生教育创新的探索与实践》、《高等教育学》，参与《中
国高等学校研究生院》、《上海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20年》（展望篇）等书的编写；在期刊上发表论
文100余篇，且有多篇优秀论文和数项课题研究及优秀教学成果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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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创新能力现状分析 吴宏翔等把握“四维要素” 注重教育创新 着力造就高层次拔尖人才 刘保海等实
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的探索——从复旦大学金融创新研究生开放实验室建设实践说起 廖文武等博士
研究生科研原创力的培养 吕幼翔改革与争鸣浅谈硕士研究生的推荐免试工作 王子成研究生教育改革
发展面临的十大矛盾与问题 “上海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课题组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探讨 唐佩禄等
硕士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邓安奇等谈谈淡化“博士生导师” 曹在礼等稳定博士生规模 控制
博士点数量 顾云南等对上海大学硕士研究生是否应该发表论文讨论的几点看法 叶志明改革硕士学位
授予与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挂钩的实践与思考 陈启杰研究与探索关于培养工程型研究生问题的探讨 陈
文用国际教育比较研究预测我国工学研究生需求的探索 张乃光等研究生教育要着力培养创造型人才 
李坤元对我国管理教育改革与MBA培养方式的探讨 储敏伟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国际比较的启示 陈玉琨
等上海研究生教育50年 “上海研究生教育50年”课题组上海研究生教育质量、效益、培养模式研究 张
慧明研究生教育质量观及有效质量保证机制的建立 陈伟等从落实国家人才战略看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
的规范与发展 “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课题组 我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及教
学改革 华东政法学院研究生教育院课题组研究生院制度内涵探析——加强研究生院制度建设的基础 
徐玲芳现代教育技术在研究生教育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林 珏国外研究型大学教学与科研组织的变革 张
慧洁综论博士生指导教师制 张明等研究生英语多媒体教学模式探讨 陶友兰等高校非全日制研究生教
育的发展模式研究 徐玲芳附件一 与时俱进 共创未来——写于《上海研究生教育》创刊20周年附件二
1978～2008年上海市研究生教育和学位情况统计表附件三 1987～2008年《上海研究生教育》历届编委
和编辑名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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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专家论坛　　谈谈怎样培养博士生　　李国豪*　　一个重点学校，要为国家四个现代化多作贡
献，就要积极招收博士生，而博士生的质量又是衡量一个学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志，所以博士生的培
养是十分重要的。
回顾几年来培养博士生的情况，谈谈我的体会。
　　一、录取时要注重考核考生硕士学位论文的水平和分析考生攻读博士学位的设想　　1981年我开
始招收博士生时，录取博士生以入学考试为主。
第二年发现从入学考试来选才不很理想，入学考试的成绩还不能说明考生的水平。
而审阅考生的硕士学位论文，可以看出考生在攻读硕士学位时所掌握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程度，
可以初步估计攻读博士学位的条件。
同时，要看本人对考博士生有什么设想。
攻读博士学位只有3年，时间有限，要深入一个领域不容易，如能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深入下去搞就
比较好。
在入学考试、审阅硕士论文、本人攻读博士学位的设想三个环节中，我认为把重点放在后两个环节上
，可以招到较满意的博士生。
　　招收博士生，除了面向本学科、专业外，还要注意跨学科选才，注意选拔有实践经验的考生。
对这些考生，更要了解他们的硕士学位论文和攻读博士学位的设想。
　　二、培养工作中的几个主要问题　　1.关于博士生的培养计划问题　　我国学位条例规定博士学
位要有学位课程。
我赞成念些书。
在制订攻读博士学位的培养计划时，应主要根据博士生自己的情况和博士论文的方向来明确应设的学
位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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