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导本来就不是专门的职称 , 只是一个能

上能下的岗位。过去的博导遴选制度是对博导

意义的异化 , 现在我们应将它回归到指导学生

这一教师天职的意义上来。

� ——北京大学前校长��许智宏院士

03
2016年12月22日

本版责编： 张雨
美编：林丽
电话：010-58302828-6869
E-mail:149442284@qq.com

关注
FOCUS

副市长博导折射特权功利？
▲ 本报记者  张雨

日前，《医师报》收到一位读者的来信，信中言：在某市中医药

大学 2017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中，该市副市长作为博士生导师赫然

在列。其实行政人员作为博士生导师出现在高校博士生导师之列并不

算稀奇，只是这位副市长在该校不少教授看来，并没有突出的学术成绩，

更重要的是，该副市长几乎没有参与过教学工作，更不要说带博士生了。

因此搞得学校不少教授怨声载道，但又没什么办法。

博士以及博士生导师制度都是舶来品，在来到中国后，其确发生

了不小的变化，但终究都是决定我国科技、科研发展的关键。博士生

导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身份？什么人才能成为博士生导师呢？我国的

博士生导师制度又面临着怎样的问题呢？

百度百科对于“博士

生导师”的解释为：应是

本学科学术造诣较深的教

学科研人员，其学术水平

在国内本学科领域内处于

前列，在某些方面接近或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般

为教授职称，也有特别优

秀的副教授、讲师担任博

士生导师；有培养研究生

经验，至少培养过两届硕

士研究生；能坚持正常工

作，担负实际指导博士生

的责任。

“博士生导师并不是

一种职称，也不是职务，

实际上是学术上的称呼，

代表达到某种学术水平，

主要任务是指导博士生，

因 此 也 可 以 看 作 是 一 个

岗 位。” 首 都 医 科 大 学

原 党 委 副 书 记 李 义 庭 教

授 告 诉 记 者， 博 导 不 存

在 待 遇 问 题， 也 不 存 在

级 别 问 题。 相 反， 现 在

博 导 招 收 博 士 一 般 还 会

要 求 手 中 要 有 项 目 及 相

应的资金。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秦

伯益教授看来，作为博导应

该具备两个条件：首先，自

己需身处科学前沿，正在研

究的是科学前沿的问题。但

目前不少已经是博导的人并

不符合这个条件。其次，作

为博导需要具有培养能力。

“如果用这些标准来

衡量，很多导师是不够格

的。”秦伯益说。

对于行政人员成为博

导，在我国并不罕见。李

义庭告诉记者，很多行政

人员本身就是从具有行政

级别的院所、机构出去的，

本身已经是博导，然后才

进入了行政领域。这种情

况下仍带学生的也会有。

“但如果是在行政岗位上

突然成为博导，那就是另

外一码事了。”

通过副市长成为博导

的事件，或许我们只是管

中窥豹，但却不得不让我

们去想象这只“豹子”到

底有多大。

人为因素常起主要作用

李义庭告诉记者，现

在高校的博导一般都是由

学术委员会进行聘任，也

会有研究经费、学术组织

任职、高水平论文数等硬

性规定，但不同大学和研

究机构的要求不尽相同，

但基本都是该机构的最高

学术标准。因为博导一般

而言已经是一个机构的最

高水平了。

尽管如此，但在实际

操作过程中人为因素常常

起主要作用。河北省高等

教育学会秘书长胡保利曾

发文指出，博士点负责人

排斥异己，笼络自己的学

术关系甚至献媚官员等现

象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

增补博导过程中 , 博士点

负责人利用手中的学术权

力“寻租”更有价值的学

术关系、权力关系已经败

坏了学界风气。

少有人敢动议解聘�
不称职博导

2005 年 , 吉林大学进

行博导选聘改革 , 让没有

完成科研考核标准和有学

术腐败问题的 45 名博导下

了岗。这曾被认为是打破

博导终身制的“深源地震”。

“但就普遍意义而言 , 

我国高校博导解聘机制并

未正常运行。”胡保利指

出，身为学者 , 后来成为

学校或政府部门的重要官

员的人 , 他们即使没有时

间带学生、没有时间搞科

研 , 也没有人敢动议解聘

他们；身为学者 , 热衷参

政议政 , 到处兼职发表言

论 , 尽管他们忘记了自己

的主业 , 但是已经拥有了

各种社会头衔并建立了广

泛的社会政治关系 , 同样

没有人能动议解聘他们；

身为学者 , 热衷于积累财

富 , 他们不放弃各种担任

兼职教授、兼职公司顾问

的机会 , 以及参加各种评

审鉴定 , 凭借博导身份到

处兼职捞钱的现象 , 还没

有得到有效遏止。

博导已成光环

“我国现行的博士生

导 师 遴 选 制 度 已 经 使 博

导 成 为 一 种 固 定 的 层 次

和荣誉称号。”中国地质

大学（武汉）高等教育研

究所副所长李祖超认为，

这 种“ 终 身 制” 使 得 博

导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

从 而 导 致 一 系 列 问 题，

集中体现在丧失进取心，

学 术 水 平 停 滞 不 前， 甚

至 出 现 一 些 无 课 题、 无

经费、无成果的“三无”

博导。

中 国 科 学 院 院 士、

北京大学前校长许智宏也

曾指出 , 在中国 , 很长时

间以来 , 博士生导师似乎

已经成为教授中的又一个

层次 , 将一个指导学生的

普通岗位戴上了耀眼的光

环。争取博导称号容易引

发教师之间的内耗 , 并容

易滋生学术腐败。”

在秦伯益院士看来，

该事件中的深层次问题并

非只是博导的个别问题，

整个科技界、教育界都存

在类似的问题——功利，

赢者通吃。

“功利似乎已经成为

人们奋斗的目标，而非在自

己的领域内做出创新成果、

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

这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普遍

的价值观，要想改变，很难。”

秦伯益告诉记者。

“当前，我们对于价

值评判的方向出了问题。

就医学而言，目前临床硕

士、博士的培养基本是违

背临床医学人才培养规律

的。我还没有看到哪个学

生是按照当前这套培养体

系成为医学大家的。因为

现在他们不是自己在临床

工作中主动地去发现问

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而是为了学位等功利目

标，按照既定的路线去完

成；并不是从自己的需要、

兴趣、思路出发，并不是

从临床的实际需要出发。”

秦伯益谈到。

其实每一名临床医生

或研究人员都明白其中的

道理，但自己却没有什么

办法去改变，只能顺应。“这

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整个

教育制度、大环境的问题。”

博导不是职称、职务，只是一个岗位 博导困境之源——功利

导师能力分四级  很多不够格

博导终身制引发连锁反应

声音

不同院系、不同学科会根据自身发展实际

选择相应的博导遴选制度。但是 , 博导被淡化

是大势所趋。博导只是指导博士研究生的一种

教学科研工作岗位 , 不应该成为学术上的特权

阶层。 ——北京大学副校长��王仰麟教授

博导并不是终身制，随着我国人事制度改

革的深入，不符合基本要求的博导，应该退出。

博士生见不到自己导师的情况，并不罕见。这

样的博导既然无法行使责任，就不要误人子弟。

人事管理机构不仅要对研究生，也要对导师进

行监督、评价、考核。

� ——首都医科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李义庭教授

博导不应成为特权阶层  

博导要回归本位  

不合要求的博导应该退出  

秦伯益院士将导

师的培养能力分

为四个层级

自己明白

却难以使学生

明白。

自己明白，也能

向学生讲明白，这

是大学教员的

水平。

自 己

不明白且世

界上也没人明

白的，他都能带

着学生将其做明白，这

是研究生导师应该具有

的水平。

不管

自己明白不

明 白， 世 界

上 是 否 有 人 明

白，都能够按照科学

研究的规律，根据学生的

特点，将问题搞明白，并

发展成该学生的“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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