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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 通过分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我国培养研 究生中发挥的重 要作用
,

探讨 自然科学制 与

研 究生学位制之 间的互 动关系
,

从而提 出二者之 间加强合作的必要性和途径
。

[关键词」 自然科学基金制
、

研究生学位制
、

互动关系

引 言

近些年来
,

科学基金形成了
“

项 目
”

与
“

人才
”

两

大资助板块
,

人才资助培养体系 日趋完善
。

但值得

注意的是
,

科学基金对人才资助的侧重点是 已从事

研究工作的青年学者和可能成为学术带头人的拔尖

人才
,

而对在学研究生的培养主要通过 吸纳他们参

与基金项 目研究来发挥间接的作用
。

因此
,

如果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能进一步发挥其对研究生的培养作

用
,

将其对青年人才资助的重点前移至研究生阶段
,

对于促进我国研究生教育 的改革和长远发展
,

保证

基础研究队伍的源头供 给
,

进一步发展 和完善与国

际接轨的 自然科学基 金制
,

推动我国基础研究的可

持续发展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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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 自然 科学 基金 对研究 生培养 的战略

作用分析

1
.

1 促进 了研究生学科和学位点建设与发展

每年基金项 目的 99 % 都下达 给了研究生学位

点的依托单位— 大学和科研机构
,

有效支持了我

国研究生学位点的建设和发展
。

数学
、

基础物理等
·

些学科学位点的发展主要靠基金项 目来支持
。

许

多新的研究生学位点都是基于基金项 目的研究成果

所逐步形成新的学科方向
。

例如
,

像人类基因组学
、

纳米技术
、

量子信息学
、

绿色生产和环境友好化学
、

复杂性与复杂科学以及金融数学与金融管理学等
-

大批新的学科生长点
,

大多首先得到科学基金的资

助和孵育
,

逐渐形成了一批新的博士和硕士学位点
。

1
.

2 有助于研究生导师的遴选

科学基金项 目
“

门槛
”

较高
,

申请竞争激烈
。

获

得科学基金项 目资助的人员
,

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 了

其对所研究领域 的学术洞察 力和学术水平
。

因此
,

是否获得科学基金项 目资助实际上已被广泛地作为

评聘职称和评定研究生导 师的重要指标之 一
,

并成

为一些从事基础研究的导师得 以招收研究生的一 个

重要支撑条件
。

1
.

3 推动了研究生的培养

从 19 8 8 年至 20 00 年 的统计 数据来看
,

参加科

学基金项 目研究工作 的研究生总人数 (含博士后人

数 )持续增加
。

19 8 8 年为 4 2 2 8 人
,

到 20 0 0 年增长 了

1倍
,

为 8 5 70 人
,

平均年增长 6
.

1%
。

其 中
,

硕士生

参加人数增 长平缓
,

博 士生人数则 增长迅猛
,

19 8 8

年博士 生参加科 学基 金项 目的人数 为 7 93 人
,

到

2 00 0 年已达 4 100 人
,

12 年间增长 了 5
.

17 倍
,

年平

均增长率为 14
.

5 %
。

博士后人员也从 19 8 8 年的 83

人
,

增加到 2 0 0 0 年的 4 9 3 人
,

平均年增长 16
.

0 1%
。

同时
,

基金项 目中研究生 (含博士后 )人数在项

目组 成 员 中所 占 的 比 重 逐 年 增 大
。

19 88 年 为

2 0
.

18 %
,

到 2 00 0 年则为 34
.

52 %
,

增长了 14 个百分

点
。

其 中硕士生在项 目组成 员构成中所 占的份额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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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变化不大
,

大致为 16 % 左右
。

而博士生的 比

重迅速增加
,

由 19 88 年的 3
.

7 8 % 增加到 2 00 0 年 的

16
.

2 2%
。

1
.

4 促进了研究生培养质里的提高

大批优秀毕业研究生在读研期间参加了基金项

目
。

根据向主持过基金项 目的研究生导师的问卷调

查表明
,

其所在单位学位点的优秀研究生 中
,

68 % 的

优秀硕士生和 80 % 的优秀博士生参加 了基金项 目

研究工作
。

据对 2 0 00 年度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

获得者的 84 份问卷调查统计表 明
,

在国内获得硕士

或博士学位的 76 人中
,

在读研究生期间参加基金项

目研究工作的为 56 人
,

占总数 的 73
.

7 %
。

其 中
,

有

2 6 人是在读硕士和博士时都参加过基金项 目 ; 有 24

人是在读硕士期间没有参加而读博 士时参加了
; 有

5 人是在国外读的博士而在读硕士时参加了基金项

目 ; 只有 1人是在读硕士时参加 了
,

而在读博士时却

没有参加
。

从 中可见
,

在读研时参加过基 金研究 的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中
,

大部分 ( 89
.

3 % )都是

在读博士期间参加的
,

如果不算在 国内读 完硕 士后

出国的留学人员
,

则博士期 间参加过基金项 目的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所 占比例达 98 % 以上
,

说明自然科学基金对博士生培养尤其重要
。

以基金项 目为背景的学位论文产出较高
。

从学

位论文来统计
,

在 国内获取博士和硕士学位 的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中
,

有 74
.

6% 的博士学位

论文以基金项 目为背景
,

41
.

6% 的硕士学位论文 以

基金项 目为背景
。

参加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的博士生

在学期间平均发表论文数为 5
.

19 篇
,

未参加基金项

目的博士生平均发表论文数只有 3
.

69 篇 ;参加基金

项 目的硕士生平均发表论文数为 2
.

巧 篇
,

未参加基

金项 目硕士生平均发表论文数为 1
.

47 篇
。

培养了研究生的科研能力
。

科学基金项 目的选

题具有较强的探索性
,

能够激发学生的创新欲望
,

有

利于培养 学生的创 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

据对 2 00 0

年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的问卷调查结果显

示
,

在读博士期间参加基金项 目的人员中
,

有 87
.

9 %

的人的博士论文是以基金项 目为背景
。

从论文答辩

看
,

都具有较强的创新性
。

2 国外的基本经验

一些发达国家科学基金组织把培养研究生作为

主要任务之一
,

有明确的经费支持
,

主要有以下几个

途径 :

第一
,

以项 目劳务费的形式支持研究生
。

比如 :

美国国家科学基 金经费中人工成本 占有较 大的 比

例
,

在人工成本 中研究生 的劳务费 占去一半左右
。

据不完全资料统计
,

199 8 年支付给参加基金项 目的

研究生的费用总计为 3
.

10 亿美元
,

占项 目经费总数

的 9
.

6 % ; 支付给博士后的人员费为 1
.

17 亿美元
,

占

项 目经费总数的 3
.

5 %
。

两项合计约占项 目经费总

数的 13
.

1%
。

而韩 国科学财 团雇佣一个大学 生或

硕士生
,

每人每 月付 50 万韩元 ( 1 美元相当于 1 2 84

韩元 )
,

博士生则 为 80 万韩元 / 人月
,

博 士后为 100

万 韩 元 / 人 月
,

这 部 分 经 费 占项 目经 费 总 数 的

4 0% 一 50 %
。

第二
,

在支持学科建设 的经费中明确包括研究

生费用
,

鼓励导师在所从事的专题研究 中带研究生
。

比如 : 德意志研究联合会 ( D F G )采取创建博士园 的

形式
,

资助学科建设
,

加快 培养博士及博士 后的步

伐
。

博士园首先评选 出 8一巧 名大学教授
,

他们都

是本领域的杰出学者
,

将他们及他们的学生集 中在

一个优秀的研究中心进行专题研究
。

项 目由导师提

出申请
,

经评审后立项
。

D FC 每 年提供 45 万马克
,

其中有一半用于博士及博士后 的奖学金及支持他们

自主地参加各种学术活动
。

第三
,

对优秀学生直接提供奖学金
。

如
:

美国国

家科学基金会 ( N S )F 每年为 9 00 个优秀的攻读硕士
、

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提供奖学金
,

资助 3 年
,

资助金额

为每年 16 8 00 美元作 为学 生的生活津 贴
。

研究生

奖学金项 目是 N S F 的最悠久的一个项 目类别
,

N S F

在 1950 年最初的宪章 中就有规定
。

历史上看
,

N SF

奖学金的获得者与其他研究生相 比
,

完成博士学位

的比率较高
,

并且进入了一些顶尖的部门
,

获得了更

多的博士后职位
、

研究补助
、

著名的奖金以及其他荣

誉
。

正如 N S F 的研究生教育分部主任苏珊
·

杜 比所

指出的
: “ N S F 五十年的经验显示出

,

这些奖学金项

目不仅对那些获得奖学金 的年轻科学家所 在的领

域
,

而且对整个 国家发挥 了重大 的作用
。 ’

旧 本学术

振兴会设立特别研究员项 目专门选拔招收具有较强

研究能力的博士生
,

向其提供两年的研究奖励金
,

鼓

励他们在大学等 研究机构专 心从 事研究工作
。

目

前
,

这样的学生每年有 7 0 0 名以上
。

第四
,

支持研究生培训和交流
。

美 国国家科学

基金 19 98 年 9 月 30 日宣布在 5 年 中向 17 个博士学

位授予机构提供 40 50 万美元
,

以促进综合的研究生

教育和研究培训
,

旨在培养一个多样化 的工程师和

科学家团体
,

为获得企业
、

政府和学术界正在出现的

广泛的工作机会作好准备
。

培训项 目支持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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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接受多学科的培训
。

3政策建议

3
.

1在科学基金项 目经费预算 中明确 包含研究生

的培养费

随着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 的发展
,

研究生的培养

模式也出现 了市场化 的趋势
。

许多受资助单位正在

逐步实行 以科研项 目为核算对象 的全成本核算制
,

原来由单位承担的研究生培养成本部分地转移到研

究生导师身 上来
,

研 究生科 研培 养费 (包括生活补

贴 ) 主要靠研究生导师的科研项 目经费来支付
。

从

调研结果 可以看 出
,

几乎所有的科学基金项 目都有

研究生参加
。

导师需要为研究生提供必要的支出以

保 证研究生参 与科研
。

20 01 年科 学基金面上项 目

平均资助强度为 18 万元
,

平均用于研究生的费用 占

48
.

7 %
,

已近 9 万元
,

使本来强度就不算高的基金项

目经费更加紧张
。

结合中国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工作实际
,

借鉴 国

外一些成功的实践
,

建议在基金项 目经 费中明确设

有研究生 的人工成本以及参与科研 的必要支出 (包

括参加高水平的学术会议等 )
。

具体做法为
,

根据基

金项 目的类别 (面上
、

重点
、

重大 ) 匹配一定的研究生

培养经费
,

随同项 目经费划拨
,

由导师及项 目负责人

共同管理
。

以保 证科学基金项 目经费主要用于科

研
,

同时又保证参加该项 目的研究生 的必要经费开

支
,

在科研中培养优秀的科研人才
。

3
.

2 高度重视研究生参与科学基金项 目机会减少

的问题

近年来
,

基金资助项 目数量虽有增加
,

但 由于研

究生招生人数增加很快
,

研究生参 与科学基金项 目

的机会逐年降低
。

如
: 19 89 年批准的基金项 目数为

26 99 项
,

同年理
、

工
、

农
、

医类在读博士生为 9 9 31 人
,

两者 的 比值 为 0
.

27 项 目数 /博 上生
,

即大 部分理
、

工
、

农
、

医类博士生都有机会参加基金项 「J ; 而 ! 9 9 9

年批准的基金项 目数与理
、 _

f
、

农
、

医 类在读 博 十生

的比值为 0
.

0 84 项 目数 /每人
,

平均每个博 上生参加

基金项 目的机会减小了
。

因此
,

建议在继续加大对国家 自然科学基 金支

持力度的同时
,

国家财政应划拨一定的研究生科研

培养费与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相匹 配
,

以保证研究生

在研期 间能够更多参与基础研究
,

特别是前沿性的

科研工作
。

3
.

3 进一步完善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对 参加基金项

目研究生的管理制度

在过去 的十几年里
,

国家 自然基金资助研究项

目的形式
,

对研究生的培养发挥 了重要作用
。

但是

从国家科技与教育协调发展来看
,

国家 自然科学基

金委可以考虑进 一 步 与国家教 育主管部门携 手合

作
,

将研究生的科研培养费与科研项 目经费紧密结

合起来
,

在基金项 目可考虑 明确规定部分参加基金

项 目的研究生培养费 ; 教育部可 以考虑 以基金项 口

来匹配研究生培养费
,

逐步实现在研究实践中以承

担项 目的方式培养研究生
。

建议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进一步制定鼓励

政策以使研究生更积极主动地投入基金项 目的研究

中
,

建立一定的约束机制加强对研究生参加基金项

目的管理等等
,

使基础研究人才平 台前移到研究生

阶段
,

充分保证基础科学人才的源头供给
,

从而建 立

起一个由研究生
、

(硕士
、

博士 )
、

博士后
、 一

青年科学基

金
、

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等环节构成的完整 的人

才链
,

形成出成果和出人才两者相互推动的战略结

构
,

实现科学基金制 的一次飞跃
。

同时 以科学基金

制为豁合剂
,

使科学与教育实现战略融合
,

推进科教

兴 国战略的落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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