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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从事基层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多年，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也做了多年的研究，了解到国内外部
分著名大学研究生培养的一些做法，可以说对研究生培养状况有一定的了解。我认为作为高等教育重
要组成部分的研究生教育，在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
略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研究生培养是为国家建设提供高级人才的主要渠道。随着世界人口、资
源与环境压力的日益增大，科学技术在创造性地解决这些问题方面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发达国
家无不把培养第一流的人才放在突出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日益深切地认识到研究生培养的重要性，特
别是研究生培养方式与实际发展需要之间协调的问题。有人认为研究生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高水平全面
发展的人，即智慧较多、能力较强、视野较广、境界较高的高级专门人才。我国研究生培养与这个目
标相比尚有相当大的差距。从研究生培养的现状来看，我国培养的研究生书本知识较丰富，应试能力
较强，但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素质结构不尽合理，突出表现为创新能力较差和学术视野不广、精神
境界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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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研究生培养制度研究》叙述了一名研究生的教育方法，从研究状况、研究视解、研究方法等方面来
做培养。《研究生培养制度研究》选取“制度分析”作为方法论视角，用新制度主义理论分析和剖析
我国研究生培养制度。按照制度分析的范式和方法，把新制度主义理论的核心范畴运用到对研究生培
养制度的分析中。剖析了我国研究生培养制度存在的制度精神游离制度形式、高度统一的制度安排、
行政约束取代制度约束、制度变迁以强制性的方式推进等突出问题。提出了凸现激励精神的制度内核
，使研究生培养制度成为研究生自由发展的引力；创新多样化的研究生培养制度形式，打破统一的制
度安排，建立多层次、多类型、多样化的研究生培养制度；优化研究生培养制度层次组合结构，从纵
向上优化层次性的组合结构，从横向上优化类型性的组合结构；选择多途径的研究生培养制度变迁方
式，发挥自发性、诱致性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综合作用，使制度内生性成为变迁动力，达到多主体变
迁和多途径变迁等符合国情的研究生培养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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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治国，1965年9月出生，湖北房县人，教育学博士，在大学从事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多年。现任武汉
大学计算机学院党委书记。在香港城市大学做过高级访问学者，参加过比利时安特为普大学管理学院
的培训，访问过印度理工大学、韩国科学技术院等国外著名大学。
　　主要研究方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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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绪论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研究生教育,在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据统计,1999-2002年间,我国研究生在校
生数的年均增长率达31.42%。2005年，我国研究生在校生数量已突破100万人，其规模在世界上公次于
美国，成为名副其实的研究生教育大国。但是，我国研究生教育和国外相比，尤其是和历史悠久的世
界一流大学的研究生教育相比，质量上还存在较大差距。著名科学钱学森曾直言：“现在中国没有完
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
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研究生培养是为国家建设提供
高级人才的主要渠道。随着世界人口、资源与环境压力的日益增大，科学技术在创造性地解决这些问
题方面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以信息、生物、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为龙头的科学技术的飞速
发展，使社会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科技从发明到产生经济效益的周期缩短，使科技与经济的关
系日益密切，使人的知识积累速度加快，同时经济的发展已不再主要依靠密集的劳动力和粗放的生产
。而主要依靠科技进步。高科技产业的迅速发展，引起了生产方式的迅速改变，从而引起了产业生产
方式的革命。发达国家无不把培养第一流的人才放在突出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日益深切地认识到研究
生培养的重要性，特别是研究生培养方式与实际发展需要之间协调问题。由科技革命引发的世界范围
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将在新世纪更为广泛地发生，最终形成以知识经济为主
导的新的经济结构。如何依靠科技进步，全面提升我国业界的国际竞争力，以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如何依靠科技和教育，全面提高我国民众的科技素质，将沉重的人口压力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源优
势？这些与研究生培养制度有直接关联的问题，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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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研究生培养制度研究》是关于研究“研究生培养制度”的专著，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
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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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还不错的一本书，有一定深度的，但是缺少明晰的事例去论证作者的观点。不过还是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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