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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小议 

梁林梅，银 燕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本文根据笔者在欧洲的访学经历和调研，对欧洲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进行简要介绍和评述， 

发现导师在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博士研究生的主观能动性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欧洲博 

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对于国内的博士研究生培养具有较好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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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Mode of Doctorate Students in Europe 

UANG Lin—mei．YIN Yah 

(College ofScience，National Univers ofDefense Technology，Changsha 410073，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visiting experience and the investigation in Europe，the authol~discuss briefly the cultivation 

mode of doctorate students in Europe． This paper reaches the conclusion that ad6so~ play a determinative role in 

cultivation of doctorate students，and the doctorate students’p1ay all important role as well The national cultivation of 

doctorate students may benefit，in some sense，from the cultivation mode in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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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中国现在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博士研究生数目最多的 
一 个国家，如何提高中国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是人们一 

直以来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J。 

笔者之一在2006年获得资助前往奥地利科学院量子信 

息与量子光学研究所的理论组进行了一年的访学。另一名 

笔者在2008年获得资助 ，前往德国波鸿鲁尔大学和慕尼黑 

大学进行了一年的访学。通过和欧洲研究人员 (包括教授、 

博士后、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的多方面交流，对欧 

洲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有了一定的了解。这篇文章主要 

对欧洲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进行简要介绍和评述，由于文 

章主要基于笔者自身的经历和感受，难免会有一些受限和 

偏颇之处。 

欧洲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 

(一)博士研究生的选拔 

欧洲的博士生并非如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学生，而是被 

作为科研人员来对待的。他们实际上享受教职工待遇，由 

导师或者基金会发放工资，以保证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有稳 

定的经济来源。与之相应的是，博士研究生的招收选拔并 

不是通过博士生入学考试来实现的，而是类似于招收工作 

人员的过程。以德国为例，在德国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硕 

士阶段，本科生完成学分和实习要求后，会选择某个教授 

从事一年的论文研究工作，论文通过后则获得 Diploma的 

学位 (注：为了和国际接轨，德国教育部也在进行一些改 

革，根据本科生做论文研究的不同分为 Di~oma和 Master 

两个学位，但这一改革措施尚未在所有大学和专业实现)。 

在这个 Diploma的研究阶段内，学生会根据导师的研究方 

向、自己的兴趣、导师研究经费等诸多因素来做出是否读 

博士生、在哪个研究组读博士生的选择。对于有志于攻读 

博士学位的学生来说，这个选择过程是非常慎重的，首先 

他们要找一个有能力为自己提供工资的导师，如果导师没 

有经费，就需要向一些基金会来为自己申请资助。其次他 

们也要考虑自己的学术发展，通常他们会去咨询一些有名 

望的教授以及高年级的博士生们，希望给他们的求学道路 

提供一些方向。欧洲每年有相关经费专门用于资助硕士研 

究生到研究所和高校研究单位去学习，学习时间通常从 1 

个月到半年不等。因此欧洲的硕士研究生们可通过自己亲 

身体验和听取专家们的意见来决定自己下一步从事什么样 

的研究，这样可以避免盲目性，尽可能地找到自己的兴趣 

点，从而有可能做一些好的研究工作。在学生选择好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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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向其自我推荐后，是否招收这个学生就完全由导师来决 

定。在招收过程中，导师首先将考察他的基本素质，包括 

基础理论知识、与人合作和创新能力，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是师生之间是否相处融洽，否则这个学生即使智商再高， 

也不可能招收。因为一个高智商的学生如果不会与他人合 

作，和导师相处不愉快，那么很难想象他在博士研究生阶 

段能做出比较好的工作。在导师决定招收这个学生后，就 

要与学生签订正式的工作合同，合同中会约定每月的工资 

(有时候导师受经费所限，只肯给学生提供3／4或者一半的 

工资)、休假天数，以及具体的工作职责。这里要强调的 

是，欧洲的博士是一个工作职位，这个观念无论对于教授 

还是学生都已被普遍接受。对于教授来说，并不意味着他 

和你签了三年的合同就有义务在三年内让你顺利拿到博士 

学位。对于学生来说，工作合同期满后放弃博士学习而去 

公司工作的也比比皆是。 

(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 

如前所述，博士研究生实际上是导师根据自己的课题 

需要而招收的科研人员，博士研究生最后是否能够获得学 

位也完全由导师决定。因此，初看起来，欧洲的博士生并 

不像中国学生那样有一些硬指标 (如学分要求、发表论文 

的数量和质量等)需要完成，似乎并不具有太大的压力。 

但实际上，他们既要按照合同的规定来完成导师要求的工 

作，又必须考虑自己博士学业后的发展，是需要付出极大 

的努力的。例如笔者认识的一个波鸿大学物理系的博士生， 

他在签订合同时约定的是要搭建一套新设备，因此他在博 

士学习的前两年时间内没有发表任何论文，完全专注于把 

新设备搭建起来并维持其正常运转。在新设备搭建起来之 

后，他就必须考虑如何出一些比较好的物理结果、发表一 

些比较高水平的文章，为自己博士毕业后求职简历上增加 
一 些亮色。另外，在欧洲找工作的时候，必须附上前一位 

雇主 (如自己的博士生导师)的推荐信，因此博士生平时 

工作都会非常努力，以期最后获得一封比较好的推荐信。 

在具体的课题研究中，一般来说，导师会先给博士生 

一 个题目，他通常通过和有着较多研究经历的博士后共同 

完成。这种组合有这样的好处：博士后研究经验丰富，而 

博士生富有创新力，这种精力旺盛的年轻人的组合就有可 

能出来创新性的好科研成果。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会不断淘 

汰一些不太适合从事科学研究的博士生。例如笔者在奥地 

利访学时，有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博士生，他在两年期间 

没有和任何博士后合作，也没有做出比较好的工作，结果 

后来转到澳大利亚去攻读其他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因此在 

做课题的过程中，博士研究生的主观能动性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对科学的热爱也非常重要，还必须具备自己提出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虽然导师在其中起到一个指导作用， 

会给课题研究提出一些好的建议，但是如果学生能够发挥， 

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同时想办法解决，那么将会起到相互 

促进的作用。因为科学的研究其实最主要的是要有所创新， 

尽管导师也有创新意识和较深的理论功底，但是年轻人的 

创造力如果能激发出来，将是一笔巨大的能量。 

下面简要介绍一下笔者在奥地利访学时的亲身经历， 

从中可以看到欧洲课题组研究的主要特点。笔者所在的理 

论研究组规模较大。研究组的大小直接反映了这个研究组 

导师的学术地位和他争取项目经费的大小。当时理论组总 

共有六名博士后和七名博士研究生。这六名博士后分别来 

自美国、意大利、德国、瑞士、瑞典和中国，而七名博士 

研究生主要来自德国和奥地利，还有两名分别来自新西兰 

和澳大利亚。因此这个研究组是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它使 

用的科学语言是英语。导师根据这六名博士后博士阶段的 

研究背景，把他们分别分成几个小组，有的小组包括一名 

博士后，有的小组包括两到三名博士后，还有的博士后在 
一 个时期内有可能同时跨两个小组，每个小组都有博士研 

究生。然后导师根据他们的特点给他们相应的题目。比如 

笔者所在的小组包含一名毕业于海德堡大学的博士后和一 

名来自德国的博士研究生。该小组的研究题目是探讨离子 

阱中里得堡离子的动力学行为。该小组在开展这个课题研 

究的过程中，从最原始的物理模型出发。因为离子阱中里 

得堡离子的动力学行为以前没有人研究过，所以一切都必 

须从最基本的电动力学模型出发。三个人有分工又有合作， 

刚开始，一人负责写出里得堡离子之间的库仑相互作用和 

它的近似展开，另一人则负责在一定的近似条件下，把它 

做二次量子化。在这个阶段，博士生主要是熟悉工作，并 

负责检验。做完以后，大家都会把工作写成 note，定时放 

到该研究组的共同网站上，导师可以随时查看，也方便研 

究组其他成员浏览。同时在研究这个课题的过程中，及时 

和导师讨论，和导师的每次讨论都可使得研究方向更加明 

确，研究也更深入一步。几个月后，大家用得到的新哈密 

顿量来实现一些特定的量子信息功能。最终经过反复讨论、 

研究和计算，理论上得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结果。 

(三l博士研究生的答辩环节 

在从事三到四年的科学研究以后，导师将会根据你所 

做的工作决定是否让你博士答辩。德国和奥地利的博士答 

辩过程比较相似。论文完成后，先由包括导师在内的两名 

评议人进行论文评审，一般来讲，另外一名评审教授由外 

校教授担任。论文评审的过程可以长达半年，这期间博士 

研究生可能早已到其他地方工作去了，但这样做的好处是 

评审人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对论文做出客观的评价。两位评 

审人都认为论文合格后，再与另外的教授组成3—6人的答 

辩委员会，进行最后的答辩。答辩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 

分围绕博士论文进行公开答辩，由答辩人就自己博士论文 

的工作做半个小时的报告；第二部分是不对外开放的口试， 

每个答辩委员会教授有20分钟时间提问，教授们可以问本 

领域内的任何问题而不仅限于博士论文的内容，主要考核 

答辩人对于整个学科的宏观把握；最后是决定和宣布成绩。 

可以看到，欧洲博士学位的授予完全由教授决定，这样做 

的好处是教授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但也存在一定的弊端， 

这一点在后面再阐述。 

对于博士研究生而言，博士答辩无疑是他们人生旅途 

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博士生的亲友会应邀到场，课题组 

也会在答辩成功后为博士生举行一个小小的聚会，准备鲜 

花和香槟，共同庆祝一位新博士的诞生。有些大学还保留 

着一些古老的传统，比如为博士生制作一顶独一无二的 

“学位帽”以纪念其博士期间的工作，这样的 “学位帽” 

当然会被每个博士予以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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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几点启示 

从上面的阐述中可以看出，在欧洲博士研究生的培养 

模式中，导师对学生的影响和学生对导师的影响都起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其实不用讲太大的道理，在这种双向过程 

中，博士研究生获得了研究的经验、取得了研究成果，他 

们在某种程度上，在相应的领域里树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 

而对于导师而言，他申请的项目得到了完成，并且有了好 

的研究成果。因此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从大的层面来讲， 

如果大家一起合作的工作促进了科学的进步，这是无法用 

金钱来衡量的。因此有人曾说博士研究生是给导师打工， 

我们觉得这种看法是偏颇的，大家都怀着对科学的无上热 

爱，共同解决科学中的一个问题，而导师给博士生提供一 

个研究平台可以进行研究和一起讨论，这难道不是一件美 

好的事情吗? 

在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中，导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决 

定博士研究生的录取，并决定其毕业。导师的这种绝对的 

权力，特别是最后授予学位的权力，有可能会导致一些腐 

败现象。2009年8月，德国科隆市的检察院就向媒体披露 

了这样一个丑闻：德国约有 100名教授涉嫌与一家设在科 

隆的教育中介机构相勾结，“破格”招收不合格的博士生， 

甚至出售博士学位。当然，这种腐败现象在德国的高等教 

育界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至少有三个方面可以制约这 

种腐败和不公平行为：第一、导师非常注重自己的国际学 

术声望，如果学生做的工作很差，而让他毕业，这会对导 

师的学术声望起着一定的损坏作用。同时导师希望招收到 

优秀的学生，这样可以培养出优秀的科学家，并且可以得 

到好的研究成果，这对于学生和导师都是有益的；第二、 

学校和学术界都存在着一定的监督制度，比如德国的博士 

生入学时必须由学校的相关部门审核材料并批准，除了提 

供经费的第一导师之外，在攻读博士期间还要另外有一至 

两位教授当第二和第三导师，毕业答辩时至少要有三位教 

授作为考官在场。在这次丑闻曝光后，德国教育界也在积 

极寻求更有效的监督制度；第三，社会的监督和法律的惩 

罚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力量，比如这次德国教育界的丑闻就 

是由科隆市地方检察院调查发现的，涉嫌丑闻的人终将受 

到法律制裁，至少将会在学术声誉上付出惨痛的代价，这 

些都将起到巨大的威慑作用。 

欧洲学术界里还有一项很好的传统，就是对于女性参 

与科研工作的鼓励。比如现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女科学家比 

较少，因此导师招收的过程中可能会出于各种原因少招收 

女学生，但是欧洲关于科研经费中专门有针对这可能会带 

来不公平现象的一条制度，即如果项目中招收的女学生没 

有或者很少，那么导师再申请经费时，就会削减。此外， 

还有一些委员会和基金项目是专为女科学家服务的，比如 

德国马普量子光学研究所有一个 “Promoting Women 

Scientists”委员会，专门负责向科学委员会、行政部门等 

提供如何帮助女科学家更好工作的建议。为纪念居里夫人 

而建立的玛丽居里基金也特别致力于鼓励女学生进入数学 

和科学专业。因此一般而言，欧洲的研究组里通常都会有 

一 定比例的女科学家。 

在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导师起着一个灵魂作用， 

在讨论过程中大家经常和导师争得面红耳赤，在讨论过程 

中大家思维都非常快，导致说话也非常快，如果你稍一开 

小差，就很难跟上。这种头脑风暴给课题的研究带来了巨 

大推动力。大家都非常珍惜和导师讨论的机会，因为导师 

在国际上学术声望很高，对前沿方向把握较准，并且理论 

功底非常扎实。他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在世界各国访问或参 

加学术会议，因此每次他回来的时候，大家都排着队等着 

和他讨论。笔者记得有一次，某导师刚从美国回来就直奔 

研究所，我们在和他讨论中能明显看到他脸上的疲倦。其 

实之所以驱动他这样做，就是对科学的一种无限热爱。其 

次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的学术交流是非常多的。小到本研 

究所的不同研究组，大到国际学术交流会议。研究组成员 

参加会议一般会准备一个 poster或者是做一个报告，大家 

都积极踊跃参加，因为这种学术交流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使得不同领域的人交流思想，从而有可能有所创新。 

不同的导师和不同的研究领域给研究组带来的风格是 

不一样的。象奥地利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光学研究所的 

另一个理论研究组，他们的导师比较随意，因此他们组成 

员的工作时间相对比较随意，而笔者所在的这个组，导师 

非常严格，如果你休假，是必须严格的遵从休假制度的。 

而实验组的成员大部分工作时间是在下午和晚上。其次大 

部分导师喜欢参加学术交流，而有的导师却喜欢呆在本单 

位 (例如国际上第一位拉出光子晶体光纤的教授，任职于 

英国Bath大学，他的工作做得非常好，国际上的教授专家 

经常到他那里去访学)等等。因此一旦选择了哪位导师， 

其实就相当于你接受了一种研究风格，这对你的一生是有 
一 定影响的。 

综上所述，欧洲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主要取决于导 

师，而之所以能让这种模式取得成功的最关键因素在于人 

们对真理的追求和对科学的热爱。科学研究不同于工程技 

术，它是对纯自然界的探索，从某种意义上它脱离政治， 

因此它的行为不应该受到行政的干预，否则就有可能变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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