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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当前科研院所研究生培养现状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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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研院所是我国研究生培养的重要力量，具有鲜明的特色与优势。小批量、精品化的研究生招生规模和个性化、高质量、

服务科研生产的工程化人才培养目标，为科研院所研究生教育奠定了基础。文章总结了科研院所研究生目前培养的主要优势及不足，

分析了招生规模较小、培养模式单一、交叉学科不强，提供机会相对较少、就业机会受限等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应扩大招生规模、

优化培养目标、推进院所联合培养及细化管理完善毕业教育等措施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科研院所；研究生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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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are an important force in graduate student training in China, with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The small batch and quality graduate enrollment scale and personalized, high quality, and service engineering talent training 

objective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have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graduate educ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graduate students training the mai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alyzes the recruitment 

of students is small, training mode, single interdisciplinary is not strong, provide relatively few opportunities,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limite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put forward should expand the scale of enrollment, optimize training target, promote institutes joint 

training and detailed management measures such as graduation education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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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强调“实

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持”。而研究生教育

作为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要手段，发挥着重要意义。10年来，

中国研究生教育以“立德树人、服务需求、提高质量、追求卓越”

为工作主线，先后实施两轮综合改革，加快建成研究生教育大国，

整体保障研究生教育质量，培养创新人才方阵，为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人才支撑 [1]。研究生培养单位作为研究生培

养的基地，在我国主要包括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两大类。高等

院校是指直属于国家各部委的重点院校和隶属于各省市等机构

的地方性院校，教学任务在其工作中占有较大比重，科研往往

是为教学服务的，只有少数的重点院校的科研工作受到与教学

同等程度的重视；科研院所隶属于国家各部委和各省市等地方

机构，是根据国家或各地区社会、科技、经济、文化特征而建

立的科研性单位，其主要任务是科研工作，几乎很少承担教学

任务。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逐年扩大，科研院所研究

生教育也得到迅速发展，逐渐成为我国研究生教育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如何利用科研院所特色与优势，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值得深入研究。

一、我国科研院所在研究生培养方面的发展现
状

与高等院校相比，科研院所系统的整体招生单位多，但招

生人数相对偏少，绝大多数单位仅从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

研究领域侧重于应用基础和技术研究。根据我国各年度国家

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和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

yz.chsi.com.cn）统计数据表明，2022 年，全国从事研究生培

养的单位 852 个，其中 , 培养研究生的科研机构 204 所，占全

国研究生培养单位总数的 23.9%。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各年全国教

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可见每年招生人数都在稳步增长，表 1

为 2016 ～ 2020 年全国研究生招生情况及增长率 [2]。

表 1 2016 ～ 2020 年全国研究生招生人数及增长率

招生
年份

科研院所
招生人数

科研院所
招生增长率

普通高校
招生人数

普通高校
招生增长率

全国招生
总人数

全国招生增长
率

2016 8554 - 667064 - 675618 -
2017 8650 1.12 795938 19.32 804588 19.09
2018 8790 1.61 849176 6.69 857966 6.63
2019 9233 5.04 907270 6.84 916503 6.82
2020 10427 12.93 1096124 20.82 1106551 2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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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看出尽管科研院所招生增长率没有高校招生增长

率高，但科研院所与高校在研究生招生数量上每年都在不断扩大

中。这除了与教育部实施的研究生扩招政策大背景相关外，还有

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研究生教育事业发展不仅为其他行业

输送了人才，也壮大了科研院所自身的研究生导师队伍；二是国

家增设了硕士点和博士点，研究院所研究生培养某些专业学科由

无到有，由少变多；三是各科研院所逐渐认识到招收研究生的益

处，比以前更重视研究生的培养。培养研究生不仅能拓展单位的

研究学科的深度和广度，同时，研究生能够积极参与科研院所承

担的科研项目的申请和完成，减轻科研院所在职职工的工作压

力，提高工作效率。这些研究生也可能是研究所未来潜在的职工，

对研究所招聘优质人才提供了一个有效通道。

二、我国科研院所在研究生培养方面的特色和优
势

（一） 研究生培养与科研项目紧密结合，科研优势
明显

高校肩负着教学、科研双重任务，科研课题相对科研院所

来说要少。科研院所主要从事科研工作，不论是承担的科研课

题数量，还是科研资源、研究经费等都比高校要强一些。同时，

导师招的研究生人数少，又不承担教学任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指导研究生。一般而言，科研院所培养的研究生专业结构与科

研院所自身的科研技术发展规划以及重点发展发展领域相一致。

在招生阶段会根据科研院所里具体科室提供的人才需求来制定

招生计划，面向知名大学的优秀学子做招生宣传，本着高分、较

强的科研实践背景的录取原则，在复试环节组织所内专家组成面

试小组，对考生进行业务水平的综合考试。做到招生环节的优入。

（二） 采取科研院所与高校相结合的两段式培养，
培养模式独特

绝大部分科研院所均采取与高校相结合的两段式培养模式。

第一段是学位课程的学习阶段，学生在一些高校学习基础课程；

第二阶段，一年的基础课程完成后，研究生回到研究所结合导师

的科研工作，并根据自己的论文课题进行研究。在学习的第二

阶段，研究生能够充分利用科研院所先进的仪器设备和优越的

科研环境，将第一阶段学到的基础知识很好地与科研实践结合，

更能充分地将高校和科研院所各自在研究生培养方面的优势发

挥出来。

（三） 量身定制科研培养方案，专业特点鲜明
研究生培养方案是实现研究生教育培养目标的具体方案，是

培养研究生最基本的教学方案，也是检验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

依据。科研院所在制定培养方案时一般为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

合，即根据本学科、本专业的发展趋势以及自身所里的具体情况，

发挥自身优势，形成自己的特色。在制定培养计划时一般分为对

学生所学课程的选择、科研实践以及科学研究等三方面。同时对

学生的课程培养上建议选择该学科的前沿课程，以拓宽学生的知

识面，培养交叉学科的综合性人才。此外，在科研第一线培养研

究生，具有论文研究方向针对性强、研究技术实用性广的突出

特点。

（四） 研究生培养队伍力量雄厚，实践经验丰富
科研院所在师资配备上能博采众长。第一阶段在院总部或高

校学习时，除基础课由高校教师担任外，专业课教师有两个来源：

一是聘请各研究所既有较高学术水平，又有一定教学能力的科研

人员担任；二是根据课程设置和需要，聘请国内外知名大学的知

名学者任教。此外，研究生导师均是科研院所中常年奋战在科研

一线，具有较高的科学素养和学术水平的研究人员。他们作为研

究生导师，在研究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方面比高校的导师拥有更多

的实践经验。

三、科研院所在研究生培养存在的问题及不足

（一） 招生规模较小，难以满足实际需求
尽管通过联合培养、客座研究生、实践实习等方式扩大招生

规模，但仍难以满足研究所科研任务对研究生的增长需求。从人

均科研经费看，科研院所导师为高等院校导师的 3到 4倍；从指

导的研究生数量看，科研院所导师仅为高等院校导师的36%左右。

从表 1 教育统计数据显示 2016—2020 年，全国研究生招生数量

年均增长 6.6% 到 20.7%。总体上，全国全日制研究生招生数量

增加的招生指标多优先满足高等院校。尽管各个研究所虽然在平

台条件、师资力量、科研经费等方面优势突出，但与大学相比，

招生数量明显偏少，难以满足当前科学研究需要。

（二） 培养模式单一，学生同质现象突出
按照现有国家招生规定，研究生培养类型分为学术型和专业

学位型。近年来，学术型和专业学位型研究生招生数量已接近1：

1。在培养过程中，两种类型的研究生区别仅在于课程教学时选

课有所不同，而其他培养环节基本一致。从培养过程来看，导

师对两类学生在论文研究中并无分别，均协助导师开展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重点研发专项等基础性或关键技术研究。从培养

结果来看，包括优秀学位论文、国家奖学金和高水平论文奖等

很多学业奖学金也由专业学位型学生获得。培养方式的同质化，

为学位论文审查和学科评估带来困扰。由于用人单位对专业学位

型不了解，甚至给该类型研究生就业和发展形成阻碍。

（三） 交叉学科不强，提供机会相对较少
相较于高校，尽管科研院所在教育经费、设备资源以及项目

实践方面的优势相当突出而且诱人，但在提供机会方面也有一些

明显的缺陷。专业性很强的独立研究院所与外界的联系多是行业

内的纵向联系，而交叉学科之间的横向联系并不多，其讲座也相

当专业化，这种状况并不利于学生拓展学术视野。在这一点上，



43

Educ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3 年 第 1 期

高校就有明显的优势。学生有很多机会参加不同学科的专业课

程、学术活动，以及丰富多彩的讲座，这些活动对于科研人员拓

宽眼界、活跃思维、增强人文底蕴和提高综合科研素质有着不可

估量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近年来，国家推出了许多针对高校的鼓

励海外留学政策，这些政策往往难以被科研院所的学生所共享。

至于申请自费出国留学的学生，独立院所的牌子也不如相同档次

的高校的牌子响亮，国外高校对中国的独立研究院所的了解不

如对综合类名校的了解得多，学生在申请竞争中不太容易占据

优势。

（四） 四六级考试受限，就业信息不畅
英语四六级考试现在己经限制在学校范围内报名，报考者必

须是学生身份。科研院所不属于学校性质，它们的学生也就被

划归为社会人员而无法报名。从目前情况看，英语四六级证书

还是颇为招聘单位所看重的，如果本科阶段没有考过六级，想

在研究生阶段再加把劲的话，回所做课题后没有机会再考试了。

在眼下严峻的就业形势里，尚未过六级的中科院博士生也在为

自己投简历时处处受限而懊恼，这并非哗众取宠。在就业方面，

科研院所的非高校身份也常常给它们的学生带来一些意想不到

的尴尬。

独立院所的主要任务是科研，在学生就业问题上远不如高

校重视，除了少数上门招聘的行业内单位以外，它们很少投入

精力和经费到外界去宣传自己的毕业生，一般都是采取顺其自

然的态度。因为当初招生时很多科研院所模式为双向选择，因

而毕业时择优录用，这对有一部分学生而言，面临找工作问题。

从社会的认同性来看，研究所的硕士对于部分经常与高校合作

的企业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认同性的。但对于很多与高校接触

活动较少的企业来说，研究所出身的研究生被认同的几率较低，

就业的信息渠道远不如高校学生信息灵通。

四、对策与建议

（一） 紧抓改革契机 扩大招生规模
2016 年 9 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统筹全日制和非

全日制研究生管理工作的通知》( 教研厅 [2016]2 号 )，进一步

界定和完善了非全日制研究生相关政策，将研究生培养推向了一

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全日制研究生基础上设立统招学历的普通高

等教育非全日制研究生 [1]。非全日制研究生与全日制研究生学

历类型同为普通高等教育（统招学历），均必须通过全国硕士研

究生统一招生考试入学，同属于统招统分计划，毕业同样获得普

通高等教育研究生毕业证及学位证双证，两者仅学习方式不同。

全日制和非全日制普通研究生实行相同的考试招生政策、培养和

毕业标准，两者学历证和学位证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和相同效力

[3]。目前全日制研究生招生数量趋于稳定，非全日制研究生作为

一种新的学位类型，将完善和丰富现有学位体系。

可以预见，应届毕业生将成为报考非全日制研究生的主体，

在生源质量上并无差别。科研院所应主动适应改革契机，在稳

定全日制研究生招生规模的同时，积极争取非全日制招生指标。

创造良好培养条件，不唯考试分数，主动吸引未考取全日制研究

生的应届毕业生调剂至非全日制研究生，确保改革初期就用好用

足招生指标。继续充分利用科研院所优秀师资力量、一流科研

条件和充足项目经费等，积极主动联系，招收联合培养研究生、

代培研究生及实习本科生等，争取实现每个导师每年招收 2名以

上研究生。

（二）实行弹性学制，优化培养目标
基于学术型全日制研究生、专业学位型全日制研究生、非全

日制研究生的培养定位，合理制定培养方案，提前明确培养目标，

真正实行分类培养。在课程教学阶段，推行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统

一的宽口径基础知识教学，切实贯彻教育部提出的培养质量相当

的要求。在论文研究阶段，根据学生自我兴趣及学术潜力，自主

选择一种培养方式。待研究生培养期结束后，对照各类培养目标，

开展学术考核，达到培养要求，则授予相应的学术型研究生学位、

专业学位型研究生学位、非全日制研究生学位。在此过程中，建

议国家突破不同类型研究生的招生指标限制，打破以一次入学考

试确定培养类型的模式，实行 3—6 年的弹性学制，以是否达到

不同类型的培养目标授予相应的学位。即使以非全日制研究生录

取，经过研究生阶段的培养，如果达到学术型或专业学位型全日

制研究生的培养要求，也可授予其对应的研究生学位。

（三） 推进院所联合培养，增加各种提升机会
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都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基地，但由于二

者的客观条件和所从事的业务范围不同，导致它们的培养方式和

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前者较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后者则把培

养的重点放在实验操作和科研能力方面。可将高等院校与科研院

所双方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充分挖掘各自的潜在优势进行联合

培养研究生，一方面，高校的教师团队能与科研院所的研究团队

进行深层次的交流，各取所需，互采所长，互补所短，逐步探讨

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生培养方案； 另一方面， 高校的图书资源， 

文献资源与科研院所先进的仪器， 实验设备也将进行软件跟硬

件的组合，从整体上提升一个层次，达到质的飞跃。

科研院所的导师和行业圈子的联系和交流是广泛而密切的，

在这里学习，就相当于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本行业的第一线，这

对于积累行业人脉资源、增加实践经验和就业机会都是大有帮助

的。有实力的科研院所一般都有相当数量的博士点和博士后工作

站，如果有继续深造的打算，在科研院所里一口气读完也不难，

还可以留下继续做博士后研究。科研院所在实施硕博连读制度、

提前攻博制度上相比高校也更加灵活，它们通常会鼓励部分优秀

的硕士生通过以上方式直接转为攻读博士学位。研究院所一般

都站在本行业科研领域的最前沿，它们与国外相关研究机构的

学术交流和业务联系很紧密，许多导师也具有海外留学背景，这

些条件可以为研究生提供许多参加国际会议和学术交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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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可以向学生提供或者帮助联系出国留学的机会。

（四） 细化考试管理 抓好毕业教育
在研究生阶段需要大量阅读各类文献，很多都是英语文献，

并且在后续书写自己的论文时会大量运用英语知识，英语四、

六级是衡量英语水平的一个重要手段，甚至很多用人单位在招

聘时把四六级考试成绩作为条件之一，从国家层面建议从实际出

发对考试管理细化，让有学籍的学生都能有机会参加四六考试，

这样也方便科研院所的在读学生报考。

毕业教育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也是人才培养的最后一

课。必须对目前的就业形势、国家相关政策进行认真分析，借以

指导学生。并需要告诚学生做好择业前的心理、知识、能力等方

面的准备，教会他们注意“双向选择”的技巧。可以通过网络、

宜传册、讨论会等形式及时向毕业生发布国家相关政策和需求信

息，协助他们找到合适的工作。作为科学院所，非定向研究生的

培养方式开始不久，社会上大多单位还不很了解，甚至不知道

这个研究所的情况。这给所内毕业研究生找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

难，往往简历第一关就被淘汰，或面试被其他各大名校所排挤，

处于孤助无缘的境地。所里要加强对外宜传，把自己的学生主动

推销出去，让用人单位知道并了解我们的存在，进而肯信任并录

用我们。就业主体是研究生，但是背景亦很重要，科学院所和研

究生一致的努力推动研究生的就业。

五、结束语

科研院所的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部分。科研院所依

托技术和资源优势，继续保持自己的个性化、高质量、服务科研

生产的工程化人才培养目标，采取扩大招生规模、优化培养目标、

推进院所联合培养及完善毕业教育措施等对策来应对招生规模

较小、培养模式单一、交叉学科不强，提供机会相对较少、就业

机会受限等存在的短板。研究生培养是科研院所教育培训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结果直接影响着整体科研和素质水平。随着

院所科研水平不断提升，研究生教育还将面临新的问题和困难，

管理部门要以院所需求为中心，不断追求与探索，促进科研院所

研究生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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