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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生阶段增设美式研究资助

及科学基金在其中的作用

李 昂

(北京大学计算机研 究所
,

北京 100 87 1)

[摘 要 〕 通过对美国大学研究资助情况的介绍
,

讨论 了我国在研究生阶段增设研究资助的意义
、

分类和方法
,

及科学基金在其中的作用
。

分析 了研 究资助增设
,

对加 强教师之间和学生之 间的竞

争
,

提高我国科研水平的积极作用
。

〔关键词 〕 研究生
,

学费
,

研究资助
,

科学基金

1 研究资助的意义
、

种类和方法

从 2X() 5 年开始
,

在一部分试点的高校
,

读研究

生就要交学费了
,

这是与国际接轨的步骤之一
。

在

欧美的大学
,

不仅读本科要交学费
,

读研究生 (包括

硕士生
、

博士生 )也一样要交学费
,

因为课堂讲授和

科研指导一样
,

都需要消耗学校的教学资源
、

科研资

源和相应服务资源
,

即学校是要付出一定成本的
。

在美国
,

维持私立大学正常运行的有四大支柱
:
学

费
、

项 目基金
、

校方投资收益
,

及社会捐助
。

和私立

大学相比
,

公立大学收的学费少一些
,

因为公立大学

能得到所在州政府的支持
。

所以说
,

在美国
,

学费是

学校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

我国的情况和美国的公立大学很相似
,

高校的

经费来源有
:
政府下拨的事业费

、

学杂费
、

项 目基金
、

校办企业收益
,

及社会捐助
。

我国 目前的状况是
,

本

科生要交纳学费
,

而研究生不需要交纳学费
,

每月还

有较低的工资收人
。

既然学校开始向研究生收学费
,

学校和政府也

应同时向学生提供各种各样的资助
,

来支持鼓励那

些优秀的学生
,

让他们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和开发

他们的水平和潜能
。

这些资助主要包括
:
美式研究

资助 (以下简称研究资助 )
、

教学资助
、

奖学金
、

贷款

和助学金
。

在我们 日常的提法中
,

美式研究资助也常被通

称作奖学金 (例如留美学生常说的
“

全奖
” 、 “

半奖
”

中
,

除了包括
“

真正
”

的奖励 fel low his p
,

也包括美式研

究资助等 )
。

使用美式研究资助这个名称 目的是为

了叫法上在本文中和其他类的奖学金相区别
。

我国目前还没有真实意义上的研究资助
,

与之

概念上靠近的叫做
“

学生补助
”

(有时称作勤工助学

金 )
。 “

学生补助
”

是指
,

学生通过参加导师的课题研

究
,

导师在课题经费中每月拿出几百元不等的资金
,

来补助学生
。

本文中讨论的研究资助比
“

补助
”

的外

延要大得多
。

研究资助则是根据学生过去的成绩
,

对将来的工作能力和相应工作的胜任程度
,

做出预

估
,

并根据预估结果
,

在工作开始的学期之初
,

替学

生交纳学费
,

并在该学期按月付给生活费 (主要包括

食宿费 )
。

做研究资助工作的学生称为 eR se , h sA
-

is s ant (t简称 RA )
。

可 以看出
,

研究资助 的力度比学

生补助要大不少
。

在美国
,

根据提供资金的力度
,

可

以分为全额研究资助和半额研究资助
。

如果该岗位

可以提供研究生全部学费和该地区平均生活标准的

生活费
,

则称为全额研究资助
,

俗称
“

全奖
” ;如果该

岗位可以提供研究生全部学费和该地区平均生活标

准的生活费的一半
,

则称为半额研究资助
,

俗称
“

半

奖
” 。

由于全奖要求研究生拿出 50 % 的时间 (即每

周 20 小时 )来工作
,

所以也称之为 50 % 岗位
,

相应

地
, “

半奖
”

也称为 25 % 岗位
。

教学资助是指学生通过做学生助教的工作
,

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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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相应的报酬
。

奖学金 ( fe l low
s h ip )和研究资助是不

同的
。

奖学金是对过去做出的成绩的一种肯定和奖

励
,

是
“

向后看
” ;研究资助是

“

向前看
” 。

奖学金获得

者不需要做任何工作
,

即它是
“

白给
”

的 ;而研究资助

获得者必须工作
。

此外
,

向学生发放贷款和助学金

都是帮助学生完成学业的方法
。

由于本文主要探讨科学基金在研究资助中的作

用问题
,

所以
,

我们在此只讨论研究资助
。

如果研究

生的科研工作是科学基金项目
,

那么研究生的同等

时间比例的报酬应由科学基金项 目支出
。

也就是

说
,

科学基金项 目的预算应当包括若干研究生的报

酬 (美国 NS F 预算中也有一定比例的奖学金部分
,

但事实上
,

得到奖学金的研究生还是在其资助下完

成学位论文研究工作
。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

和研究

资助的对研究生完成论文的帮助作用是一样的 )
。

值得注意的是
,

为了使基金项 目的导向进一步

和世界先进水平接轨
,

香港的基金是寄到美国去评

审的
。

这样做
,

提高了对英文水平的要求
,

但在国际

权威期刊发表论文
,

正是基金的基本要求
。

此外
,

这

样做还可以避免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

并力求在

国际匿名学者批评的眼光中改进我们的研究
,

引导

我们向世界先进水平和理念靠拢
。

事实上
,

国际上

的不少评审工作也开始实行双向匿名评审制度

( d
o ub le

一

ibl dn )
,

即评审者和被评审者互相匿名
。

2 在研究生阶段设立研究资助有利于加强

教师队伍内的竞争

因为目前我国研究生不仅不用交纳学费
,

而且

国家还发给生活费
,

教授只要过去获得了硕导
、

博导

资格
,

每年就可以
“

免费
”

得到至少一位相应级别的

研究生
,

来帮助自己科研
,

而不管该教授有无科学基

金
,

因为学校是按有导师资格的人头来分配研究生

的
。

在美国
,

大学的教授分三级
,

助理教授
、

副教授
、

教授
,

一般 口语中通称教授
,

均有带硕
、

带博的资格
。

导师也分为两类
,

学术导师和论文导师
。

学术导师

是人学时系里指定的
,

其任务是在选课
、

研究兴趣和

方法上对研究生给予一般性的指导
。

学术导师不一

定是论文导师
,

论文导师是学生后来自己选的
,

在聘

请论文导师的过程中
,

一般学生是主动的
,

教授是被

动的
。

也就是说
,

带硕
、

带博的上岗证却常常是研究

生给的 ! 即当研究生选择某教授为其论文导师时
,

那么该教授就作为论文导师上岗 ;没有研究生选他
,

就待岗
。

不管哪一种导师
,

都没有义务给他的研究生提

供研究资助
。

如果某教授有科学基金
,

他可以 (跨

系 )吸引研究生来做他的 RA
。

在师生双方愿意的情

况下
,

可 以将 RA 工作作为论文答辩
,

并聘请该教授

为其论文导师上岗
。

通过科研人员申请科学基金的方式
,

是把国家

资金注人大学的有效方式之一
。

与之相应的
,

大学

里的教授也会提供更多 RA 岗位
,

来鼓励 自由流动

的优秀研究生做出高水平成果
。

3 在研究生阶段设立研究资助有利于加强

研究生之间的竞争

申请研究资助 的竞争还可促进学生 的勤奋程

度
,

避免吃大锅饭
。

目前
,

研究生收入主要来源有两

部分组成
,

一是国家每月补助的几百元
,

一是导师从

项 目中发的有限补助
,

通常是几百元不等
,

所以
,

学

生们之间收人差别不大
。

收学费并实行研究资助的

制度开始实施后
,

学生们可以自由跨系寻找研究资

助
,

所以就不得不更加刻苦学习工作
,

以求得在申请

研究资助时有竞争力
,

因为他们之间的收人是有和

无的差别
。

在美国的留学生常常有工作到夜里两三

点钟的经历
,

通常在这方面会反 映出超常的勤奋和

毅力
,

刺激研究生的科研积极性
。

众所周知
,

大部分

的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的实际工作是由研究生为主体

完成的
,

换句话说
,

干活的是年轻人
,

基金预算中理

应含有付给研究生的研究资助部分
。

我们应当面对

现实
,

朝着最有利于提高研究生积极性
,

和最大速度

推动我国科研前进的方向发展
。

跨系找 RA 是美国大学里司空见惯的事
。

研究

生可以从自己专业角度提出全新的思路
,

有时导致

交叉领域的原创型结果
。

原创型研究和热点型研究

有本质区别
。

原创型研究是指发现新的学科生长点

的研究 ;而当有了一个全新的学科开端以后
,

在上面

添枝加叶的工作
,

则属于热点型研究
。

从一个生长

点到长成一棵树常常需要时间
。

创造生长点的文章

成为
“

红花
” ,

而那些热点型研究文章成为
“

绿叶
” 。

我国的热点型研究很多
,

人家搞起来了
,

成了国际热

点
,

我们就
“

跟上去
”

进行热点型研究
。

进行大范围

的领域交叉是产生全新的思路的一种方法
,

鼓励不

同专业背景的研究生自由流动为这种交叉准备了条

件
。

所以
,

提供研究资助还可以在一定条件下鼓励

原创型研究的产生
。

通过研究资助将进一步和国际先进的科研管理

制度接轨
,

从而提升我国科研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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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

信息
·

日本学术振兴会实施国际强强合作计划

为了迅速提升 日本基础科学研究在国际上的

地位
,

日本学术振兴会 ( JSSP ) 自 2 X( 科 财政年度开始

实施一项新的国际合作计划
,

旨在建立与加强 日本

高水平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与 巧 个科学发达的西方

国家在科学前沿领域的国际合作
。

这 巧 个发达国

家是
:
美国

、

加拿大
、

奥地利
、

比利时
、

芬兰
、

法国
、

德

国
、

意大利
、

荷兰
、

西班牙
、

瑞典
、

瑞士
、

英国
、

澳大利

亚和 新西 兰
。

JS邢 将该计划称为强 强合作计划

( c oer
一

ot
一

c oer p or 邵 an l
)

。

该计划包括两部分
,

即
“

战略研究网络
”

与
“

整合

行动动议
” 。

前者的目标在于建立并加强 日本与这

些国家的研究网络
,

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保持和提

高日本的大学与研究机构与其他科学先进国家的合

作水平 ;后者则在于支持国内外研究人员的短期合

作
,

为建立国内外合作研究网络奠定基础
。

对通过

后者支持的短期合作的效果还将适时进行评估
,

评

估结果满意的项 目将整合进
“

战略研究网络
”

项 目

中
。

在该计划的具体实施过程中
,

每个项 目将在选

定的合作领域内分别从日本与合作方各指定一个协

调人
,

双方 (或多方 )的协调人可以超越其所属机构

组织研究队伍
,

综合利用合作研究活动
、

双边 (或多

边 )学术会议和人员交流等方式
,

促进国际合作与交

流
。

JS邓将支付 日方研究机构的国际旅费
、

国内旅

费
、

耗材费
、

会议费以及酬金等费用
。

2 X( 科财年立项 2 X( 科 年 4 月 1 日开始执行的项

目包括
:
筑波大学与美国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

、

英

国爱丁堡大学以及德国电子能量质子同步加速器合

作的建立与加强计算粒子物理国际研究网络 ;东京

大学与加拿大 1丑 v al 大学
、

法国原子能委员会
、

德国

耶拿弗里德里希
一
席勒大学

、

意大利 Pal e
mr

o
大学

、

英国 tS ar d l c ly de 大学以及美国密西根大学合作的超

快强激光科学研究 ;东京医科齿科大学与美国哈佛

大学
、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以及奥地利分子病理学研

究所合作的骨骼与软骨病高级分子病理生理学研

究 ;名古屋大学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和康乃尔大学

以及瑞典隆德大学合作的 21 世纪
“

发展援助与法

律
”

研究 ;德岛大学与瑞士 巴塞尔大学
、

荷兰莱顿大

学
、

澳大利亚蒙纳什大学以及美国迈阿密大学合作

的胸腺器官形成的分子机理研究 ; 日本国家天文台

与德国南欧天文台
、

英国剑桥大学以及美国空间电

镜科学研究所合作的利用尖端信息技术建立与国际

虚拟观测站联网的 日本虚拟观测站 ; 日本物质
一
材

料研究所与美国华盛顿大学以及德国马普金属研究

所合作开展的将材料研究及其应用与信息学相结合

的国际合作
。

(政策局 龚旭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