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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中国研究生教育三十年 
 

浙江大学 韩世钧 

 

我于 1947 年考入浙江大学化工系学习，1951 年毕业后留校，在理学院化学

系任教，至今已有六十余年的时间，其间经历了解放前后历次轰轰烈烈的运动，

例如解放初曾被选为学生自治会委员、浙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学生代表），参加

各项重大的政治运动，往往很难照顾到上课学习，但思想上还是十分重视，因此

所幸在 1951 年毕业时还是获得了较好的成绩，留校担任助教后第二年即上台讲

课。由于我开课较早，1956 年初即升为讲师。1961 年浙大开始小范围地招收研

究生，由一些国外留学归来老教授指导，大概招了三届，但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

就停招了，事实上最后一届研究生基本都没有读书了。虽然这次短暂的恢复研究

生教育的工作，时间短，规模小，但还是起了不小的作用，特别是数理化的各系

都推选出很高水平的老教师，开出了很多基础的研究生课程。我有机会选择了物

理系的量子力学，数学系的高等数学方面专论等课程，才使我从工科真正转型到

了理科并成为一名合格的物理化学教师。文革前后，全国开展了量大面广的运动，

从四清到文革连续了十多年，我由于参加了浙江省四清运动的试点，到了 1965

年，当全校师生大规模地参加四清工作队时，我已完成试点回校。因为没有教课

任务，我有机会参加了到上海石油工化研究院进行丙稀腈生产的会战工作，之后

又带领学生参加了顺丁橡胶新技术的会战工作，直至 1966 年 6 月开展文化大革

命才回校参加文革。文革开展了十年，这期间全国基本上都停课闹革命，口号一

个接着一个，教学工作基本上都处于停顿状态，当然也包括了教师职称评定的工

作。一大批优秀年轻讲师都做了 20 余年，成了“老讲师”，大大地挫伤了教师积

极上进的心灵，但是在全国而言，也有不少单位在较早开展了抓革命促生产，复

课闹革命。我受命赴锦州石油六厂继续完成橡胶会战中我们所承担的研究任务，

从垃圾废物堆中找出了我们在文革开始前艰辛地获得的第一手数据和宝贵的资

料，高质量地完成了任务，得出了重要的结论，对今后的大规模生产装置，产生

了重大的作用，终于在 1977 年文革结束后，于 1978 年迎来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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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我国恢复了久违的研究生教育，自此以后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开始进

入了大规模、不间断、持久的发展阶段，还必须特别提出的是恢复了停止 10 余

年的大学本科招生制度，这为今后研究生的生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恢复了教师

的职称评定制度，使得一大批由年轻讲师变为老讲师，经历了 20 余年低工资的

讲师阶层，有了晋升高级职称的机会。我就是在 1978 年晋升为副教授的。由于

我参加了几次的会战，获得了多项重大的科研成果，因此我在晋升副教授后第二

年（1979 年）即招收了两名研究生，一名是工农兵大学生，一名是 77 级恢复高

考后的第一批入学的本科生，由于其学习成绩突出，学了不到两年即提前考入研

究生。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他们提前完成学业和论文任务，仅两年就与 1978

年第一批入学的研究生同时毕业获得硕士学位，成为恢复研究生教育后第一批获

得硕士学位的毕业生。之后，两人都留校担任教师的职务，现都早已成为化学系

各有关学科的学术带头人，获得了博士学位，并任教授与博士生导师的职务。我

深深地感到改革开放这三大举措不仅使研究生教育重新开始，并且更解决了研究

生导师的后备队伍和研究生的后备军，是研究生教育的必要保证，从此以后研究

生教育就走上了光明的康庄大道。然而作为研究生导师，刚开始的困难是难以想

像的。长时间的运动，特别是在文革的十年中，学校根本不抓教育，更谈不上添

置什么仪器，经费少得可怜。我因为恰好在这期间，参加了几项国家组织的会战

任务，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胆子比较大，就一直把招收和培养研究生的工作坚持

下去，不但从未间断，而且不断增加研究生的数量，有些老教师就不敢招不想招。

曾有位老教师问过我，招了不少的研究生，每个人都要单独研究课题，哪里来这

么多课题，有多少经费，有什么设备等等。我觉得这些的确都是具体的实实在在

的困难，但是我有一个信念，就是只要有了人，师生共同努力，都是可以克服的。

没有经费，可以自己动手，土法上马自制设备。有了研究生，课题组的实力就大

大增强了，可以大胆地去接受很难完成的研究课题。在进行的过程中，不但培养

了高质量的研究生，而且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研究水平，特别是增加了整个课题

组克服困难和战胜困难的决心和信心。难怪有人曾问我，在接受一个课题时是不

是事先已经知道了这一课题的解决办法，我笑着回答这怎么可能呢？否则人家怎

么会出经费让你来做呢？我们只能是边做边想，边想边做，边做边改，边改边做，

不断摸索着前进，直到现在，我还没有不能很好完成的任务呢！由于我们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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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中研究生的不断扩大，完成了一定数量的课题，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并发表了

不少研究论文，在国内逐渐有了一定影响，因此，我们承担的研究课题逐渐增多，

经费亦有了逐步改善，研究生的数量也有了增加（因为当时研究生报名时同时要

报导师的姓名）。这样，我在 1983 年被晋升为教授，1984 全国第二批博士点和

博士导师审批，我们浙大化学系二级学科物理化学博士点获批，我同时被批准为

博士生导师。为了更好地创造条件培养博士研究生，我于 1984 年 7 月在世界银

行贷款的资助下，赴美国担任访问学者，在马萨诸塞大学期间与化学系系主任

R.L.Rowell 教授合作进行教学和研究工作，并被聘为兼职教授。1985 年 5 月转

到普渡大学化学工程系与 K.C.Chao（赵广绪）教授合作进行科研工作。在美期

间得到通知，自 1985 年 6 月开始，我被聘任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

议组成员。课题组还通知我，1985 年 9 月开始已替我招收了两名博士研究生。

我于 1986 年 2 月回校即接上了研究生教育工作的新任务，又开始了崭新的起点。

物理化学研究所有了博士点，情况就有了不少的变化，首先是浙大化学系物理化

学学科的名声提高了，研究的课题增多了，研究的经费上升了，学校研究生院对

我们的重视度亦提高了。但是有了这些条件，还必须有强大的力量才能去完成，

此时博士生的力量是十分关键的。博士生的学习年限长，可以有较长的时间来连

续攻关，取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硕士生的学习时间短，除了修读必要的课程外，

所余时间不多，要做一个大的课题，有相当的困难。因此有了博士点，不但研究

所的力量壮大，而且可以形成了一个由教师、博士生、硕士生组成的强大团队，

可以更多地承接重大的科研项目，发挥更大的作用，获得更多的科研经费，取得

更多的科研成果，得到更大的国内影响和国际上的认可，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更

多更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培养更多更精的高级优秀人才。这样一个以研究生教育

为中心的良性循环，使得我校、我系，甚至教师、研究生都获得前所未有的蓬勃

发展欣欣向荣的美好景地，我们的物理化学研究所自从建立了博士点以后，各方

面的工作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现在已经分成为三个研究所。我们的课题组，已经

分为三个课题组，每一组都有一位博士生导师担任负责人，而且都有相当数量的

科研经费能够支撑研究工作的开展；每一组都有在读博士、硕士研究生十人以上，

与 1978 年恢复研究生教育时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的课题组在分组以前已

获得多项科技成果奖，最突出的一项是“顺丁橡胶新技术”是参加国家石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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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部、国家教委全力以赴组织的会战项目，取得了突出的成果，获得了国家科

技进步特等奖，我们浙大参加会战的科研团队在会战中所承担的研究项目取得了

很好的成果，我作为获奖者得了特等奖奖状。其他还有中国科学院科研成果奖一

等奖一项、二等奖一项，石油部、化工部、石化总公司二等奖各一项，浙江省教

委教学二等奖一项（指培养研究生的导师奖）。应该特别指出，这些都是我们研

究团队师生通力合作的结果，是研究生教育的丰硕成果。我们课题组所接受的研

究项目，大部分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石油部、化工部、石化总公司、国家

教委等部委，任务重、时间紧、经费并不是很多。这在另一方面亦培养了我们团

队要不断创新不断攻克困难、精打细算、勤俭节约的精神与习惯，对提高培养研

究生的全方位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接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我们

课题组历年来从未中断过，而且大部分情况下，在研的项目有两项，除了面上的

项目之外，我们还申请了两项自然科学基金的重点项目，每项经费的支持力度都

要比面上项目大。相比之下，石化总公司发展部下达的课题任务支持力度要大些，

因此我们的科研经费虽然不太宽裕，但是能够支持我们长期以来培养研究生出成

果出人才的需要。现在年青的教师进入了研究所和课题组的领导岗位，仍然坚持

了以纵向课题为主的研究项目，同时又结合生产实际接受了较多的横向课题，经

费条件要好多了，课题组亦可以有能力建立起各种较新的仪器设施，研究的硬件

条件有了明显改善。我们原来的团队不仅一分为三，而且更加强大，培养出来的

研究生的数量和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就以我们这三个课题组每年所发表的研究

论文而为例，研究生教育恢复初期，我们课题组发表的论文数是很少的，而且都

是在国内期刊上，但即便如此，我们在系内已属于较多的了。我还记得我第一次

向国外刊物投搞时，该刊物来通知说明已被录用，但要费用，并说明如果不缴则

可能不刊登，我当时哪有外汇去缴版面费呢？就只好等等看，结果很快还是登出

来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要收费的通知，可见当时到国外投稿的情况甚少，现在国

内的高水平刊物要收版面费，而国外刊物却并不收版面费。现在我们研究生的论

文大部分都投向国外，而且都是 SCI 收录的，影响因子也较高，不少文章都发表

在影响因子 3 以上的刊物上，每个博士生在答辩以前所发表的文章都超过了研究

生院要求的毕业标准。在我任职期间总共培养出的博士研究生有近 30 名，硕士

生则更多，早期留校的 5 名博士现在都是教授、博士生导师，还担任了重要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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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工作，例如李浩然同志担任化学系副系主任、系主任，最近又被任为理学院常

务副院长。毕业后到国外去的一直保持联系的博士生，在美国有 4 人，在加拿大

有 2 人，他们现在都工作很好。此外在美国还有不少硕士生出国攻读博士学位，

现在已经工作，一切都很顺利，其中有三位博士生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出国多年

现已回国工作：一位赴新加坡的博士生现已回到浙大工作，并升为副教授；一位

赴德国深造，现到浙江工业大学任教授；一位赴日本深造，现回国在中科院过程

研究所任研究员，并已成为为国家杰出青年。还有多位在国内高校任职，大部分

都是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带头人，在国内都具有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

些都是恢复研究生教育后，出人才的具体成果。 
1998 年是浙大前进过程中十分关键性的一年，浙大、浙农大、浙医大、杭大

四校合并成新的浙江大学，使我校的力量得到了大大的加强。在这段时间内全国

有很多高校进行合并，但是我们学校的合并是相当成功的，这个原因要追溯到

1952 年的院系调整，当时全国性的调整把原来的综合性大学分拆成四所专业性

大学，原来的浙江大学变成了工科性大学，只留下工科专业，理科则留下部分师

资进行基础课的教学，农学院、医学院分别独立成浙农大和浙医大，文理学院和

师范学院合并成浙江师范学院后，又改建成杭州大学。经过了四十多年的努力这

四所大学都欣欣向荣，成为全国有影响力的大学。这次的四校合并是真正的强强

联合，而且这四所大学都是老浙大所分开来的，因此合并起来，虽然也或多或少

出现过不少意见和矛盾，但毕竟是同根生，而且四十多年各自成长过程中都有着

密切的联系，互相学习，互相合作，亲密无间。教师之间，特别是在恢复研究生

教育后，相互的联系更为密切。有了这些条件，加上新的党政领导班子的努力，

新浙大很快解决了各种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浙大新校区紫金港校区的建立，更加

快地缩短各个校区之间的距离。时间过得真快，2008 年是并校的十周年，一个

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具有各门学科齐全的新型综合性大学真正的壮大了，就拿研

究生教育有关的各项指标来看，研究生的规模壮大了而且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有

了明显的提高，科研经费大大的提高，已经名列全国高校的前茅。有众多的一级

学科，例如我们理学院的数学、物理、化学三个一级学科都分别获得了一级学科

博士点，这明显是四校合一的结果。还有重点学科的评审中，我们理学院的数学、

化学两个一级学科被评为一级重点学科，这在四校合并之前是任何单独一个学校

都无法想象的。再有全国 SCI 论文摘录数的排序，浙大已经连续获得第一，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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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也是不敢想的，但现在终于达到了。除此以外，拿全国每年百篇优秀博士论

文的评选来说，原来浙农大华家池校区所获得的数字最多，我们理学院的物理系

也获得了其中的三篇。浙江医科大学合并后成为浙大医学院，包括所有六所浙江

省水平最高的附属医院都并入了浙江大学。四校合并前，浙医大对发表高质量的

论文，特别是 SCI 摘录的论文发表不够重视，四校合一后，开始时不能适应，以

后由于一个大学应有统一的标准和要求，医学院狠抓研究生培养和高质量论文的

发表工作，没有多长的时间就改变了面貌，以前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现在做得

很好，在全国医科学院 SCI 论文摘录数的排序中名列前茅，在浙大获得全国 SCI

论文摘录排序第一的成绩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我于 1999 年办理了退休手续，当时我已经是 70 岁高龄了（在 1929 年出生），

由于考虑到我在科研和研究生教学工作中的需要，虽然已经大大超过了法定退休

年龄，退休初期由于尚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未结题，且尚有在读的博士研究

生未毕业，因此又回聘了一段时间。2001 年浙大研究生院设立了研究生教学督

导组，我被聘任为督导组成员兼理学组组长，一直任职到现在，这样就使我在退

休后仍没有离开我终身热爱的研究生教育工作。督导组成立开始的一段时间内，

我们着重抓好研究生教育中的各个教学环节。开始时，情况的确不大正常。我们

在进行课程检查时，根据课程表去抽查，发现有不少没有按时上课的现象，我们

进一步深入调查原因，有的是老师出差调时间了，有的是老师临时去谈任务要经

费去了，这些倒还是情有可原，但有的竟然认为研究生课程只要自学一下就用不

着老师讲。我们把这些情况整理起来向研究生院作了汇报，研究生院培养处十分

重视，召集了理学院各系分管研究生教育的系主任，开会讨论进行纠正，取得了

很好的效果，有的系还专门写了检讨给我们督导组，表示今后一定要抓好课堂教

学。确实，以后的检查中，我们觉得情况有明显的改善，到现在已经不需要进行

这项工作了，在这以后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工作应该着重向各位授课教师学习，

于是有计划地去进行听课。由于我们督导组的成员都是长期进行研究生教学的博

士生导师，在校内有一定知名度，我们虚心去听课学习，很快得到任课老师的欢

迎，甚至有一次去听课，那位老师课后对我们说：“我已经盼望了很久，今天终

于来了，请你们务必提出宝贵意见”。我们一致回答：“我们是来向你学习培养研

究生的宝贵经验，没有预先告知十分打扰”，气氛非常融洽。理学院各系各专业

十分重视定期召开各种 Seminar 讨论会的制度，我们经常轮流参加每个系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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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nar 讨论会，并向各系负责研究生教学的系主任系秘书介绍这方面的情况，

对理学院整个学术气氛的培养有了一定的作用。例如我自己原来的课题组各周一

次的 Seminar 制度是雷打不动的，我退休后一直坚持参加每一次 Seminar，使我

得到了活到老学到老的宝贵机会，与年青的同志们在一起使我感觉到年青人朝气

蓬勃和创新思维，彻底改变了我的老年孤独感，心情十分地舒畅，我现在早已不

招研究生，但是课题组内的博士、硕士研究生，都十分尊重我关心我，说我是他

们导师的导师，使我倍加羞惭，亦使我得到无限温暖，我相信我会长寿的，因为

有长寿必须的好心情，明年是我 80 岁的高龄了，但我还是觉得年青，这是年青

人给我的最好的保健良药。除了正常的教学工作检查外，我们还要每年一次检查

各系研究生所发表的论文成果，开始时除了检查发表文章的刊物，特别要注意的

是该文章是否被 SCI 或 EI 所摘录，以后又增加了 SCI 摘录文章的影响因子。这

一工作不但完成了研究生院给各系的经费奖励？，对我们来说更了解了我们院各

个系的研究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了解了每个系每年的进步情况，加强了各系研究

生培养质量的自我检查和努力目标，且有着强烈的互相评比作用，激励大家不断

努力，不断上进，不断比拼。我认为这对我校能获得全国 SCI 论文摘录排名第一

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一个工作中，我通过理学院的数据归纳看到了我校研究

生教育工作的快速进步，这个统计工作每年的进展实实在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现在全校除了抓论文的数量外，已经在狠抓论文的质量，要特别重视高影响因子

的 SCI 摘录文章的发表，例如经常会在 Seminar 会议上谈到哪个系哪个导师发表

了影响因子 10 以上的文章等，要大家努力提高我们研究成果质量发表出高水平

的研究论文。去年研究生院提出了要我们每一个组选择一个重点系作为调研对

象，来分析几年来研究生教育的质量水平，是不是真正提高了，要有充分说服力

的依据。我们理学组的督导们通过集体研究，决定以物理系为重点进行调研，重

点在博士生教学的质量，我们首先搜集了从 2000 年开始所有获博士学位的研究

生所发表的 SCI 摘录的论文数以及各篇论文的影响因子，用以下几个项目统计出

三个二级学科（理论物理、凝聚态物理、光学）每年的具体数据，项目名称为二

级学科、时间（指哪一年）、总人数（指该年获博士学位的人数）、SCI 论文数、

人均 SCI 论文数、影响因子总数、人均影响因子数、篇均影响因子数（每篇论文

的平均影响因子数）、在该年论文中最高的影响因子。这些项目的统计结果一目

了然地看到了论文数量和质量的具体变化，例如人均 SCI 论文数，当然明显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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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论文的数量多少，但是看不出论文的质量，最能说明质量的是篇均影响因子

数，只有这项指标值增加了，才说明了高质量的论文多了，如果影响因子小的论

文多了，反而会减小篇均影响因子数。最后一项“最高的影响因子数”，可以看

出在这一年中质量最好的论文，其影响因子数值为多少，我们用这样的表格统计

出物理系三个二级学科自 2000 年以来的具体数据，作出一份调查报告上缴研究

生院。统计结果三个二级学科每年都有长足的进步，我们又想方设法从网上查到

了部分兄弟院校（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的部分相应

数据，发现从论文的数量上看，可以说基本上相当，但从篇均影响因子数和最高

因子数两项来比较，我校略有不足。于是我们提出，努力方向是保证数量上的优

势，努力提高论文质量争取在高影响因子的 SCI 刊物上多发表文章，以提高物理

系的整体水平。我们的总结报告上交研究生院，受到了领导的肯定，特别是物理

系领导还转发到各个二级学科研究所。最近研究生院又提出了研究生课程质量的

提高，我们督导组又开始了新的战斗任务。在学校研究生院领导下，我们研究生

教学督导组通过几年来的工作，已从经常性的工作转入专题调查研究，为院领导

出谋划策。从我个人来说，督导组的工作使我看到了我校我院研究生工作的前进

步伐，使我不会因退休而跟不上形势的发展，还有一个很好的发挥余热的机会。 

自 1978 年恢复研究生招生，我国的研究生教育走过了不平凡的三十年。三

十年来，我亲身体验到我们国家研究生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现在已经成为

了研究生教育大国，正大步向研究生教育强国迈进。当前，全国上下正在开展深

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高层次人

才是时代的要求，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一历史发展机遇，把研究生教育推向另一个

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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