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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完课回到办公室，泡一杯茶，静静地坐在电

脑屏幕前看文献、写论文，累了就起身到实验室转

转，指导研究生——这是很多青年学子梦寐以求的

工作，也是很多大学教师的真实工作场景。然而，

“象牙塔”里的生活并非总是如此纯粹，课题组日常

运行的表象之下，潜藏着各种压力 [1-3]。有志于进

高校任教的青年学子应充分了解相关情况、严阵以

待，而业内人士也要直面现实——唯有如此，才能

更好地前进。

1 科研经费：教师的“命根”

表面上，很多高校强调“以本（本科教育）为本”

“立德树人”。但实际上，决定教师在所在院系的

“地位”和所获资源的，很大程度上还是科研，特别

是科研项目（经费）。科研经费是高校排名的重要

指标之一，也是产出科研成果的重要保障——无论

是购买实验设备和耗材、支付测试费，还是日常给

研究生发放科研补助，都需依赖科研经费。

上海一所重点高校任教的一位理工科教师说，

他们学校把申请科研经费的任务指标分摊到各个

院系，院系再把任务分摊给教师，每个教师每年需

要拿到几十万元经费才能达标。在另外一所重点

高校，有一个系的新大楼建成后，教师分得实验室

的面积和近几年申请到的项目经费相关，科研项目

多的教师能分到一排实验室，而几乎没有科研项目

的教师只能“蹭”别人的实验室。这所高校的另一

个系最近也实行了改革：根据最近3年到帐的科研

经费总额，对每一位研究生导师进行排序，排在后

10%的导师暂停招收研究生。

科研经费就像是一台离心机，把不同的教师区

分开来——能申请到科研项目的教师有更多的资

金投入科研，一般情况下更容易获得科研成果，科

研产出多就意味着更容易申请到后续资助；而申请

不到科研项目的老师就被“边缘化”了，课题组处于

崩溃的边缘。

在这样的压力下，高校教师忙不迭地向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学技术部、教育部、省科技

厅、市科委等部门申请“纵向课题”，与企业联系“横

向”研发课题，还申请各类人才计划，但成功率并不

高——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为例，资助率一般

仅为20%~25%。特别是这几年很多优秀的“海归”

加盟高校、研究所，申请科研项目的竞争压力越来

越大。

为了生存，有些人以“产学研合作”名义与企业

合作，套取地方政府的钱；有些人面对前来接洽的

企业，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吹成“黄金万两”；也有些

人让学生一边做毕业论文课题，一边做与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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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关的企业课题。很多时候，课题组人员配备、实

验条件并不能满足顺利开展项目研究的要求，但为

了生存，高校教师还得硬着头皮申请各种项目。

2 指导研究生做科研：不是那么简单

课题组要正常运行，研究生导师就不能做“光

杆司令”，而是要有效地指导研究生做科研。理想

情况下，导师和研究生是携手共进的关系——研究

生做导师布置的课题，取得科研成果，该成果不但

构成研究生学位论文的一部分，而且能为导师项目

结题和申请新的项目服务。但实际情况不是那么

理想化。导师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首先，研究生的能力、动力不能满足课题组快

速发展的需求。课题组的生存发展离不开做科研、

发表论文、申请科研项目，这离不开一支骁勇善战

的科研队伍。但有的学生缺乏创新性，有的学生学

术基础不好，有的学生不努力，还有的学生有心理

问题。有可能导师招的学生读研一时需要上课，读

研三时需要找工作，3年期间就产出 1篇“保毕业”

的科研论文。

其次，研究生完成学业和职业发展之间存在着

矛盾。研究生在科研上花的时间越多，那么越能取

得好的科研成果、写出高质量的学位论文。但实

习、找工作也需要花时间。导师非常困惑：如果研

究生有很多实习经历，那么这将有助于他们找到企

业工作，有利于维持整个院系的研究生就业率；但

学生把太多的时间放在实习、找工作，不但会影响

自己的学业进展，也会影响课题组的生存发展。

再次，对学生“要求高”和“要求低”的平衡很难

拿捏。如果给研究生做很难的课题，可能学生做了

好久一无所获，不但浪费了仪器和试剂，还丧失了

科研积极性。而如果让学生做“短平快”的课题，虽

满足了学生发表论文、毕业的要求，但论文分量轻，

缺乏创新性，不利于教师以后申请课题。

一位化学教授无奈地说，他带的一个硕士生本

来可以发表高档次论文——论文投给《德国应用化

学》后，本来补充实验数据后，有希望发表的；但该

生要实习、要用论文申请学位，不愿意补做实验，他

们只能将论文转投给比《德国应用化学》档次低的

期刊，以期快速发表。

3 课题组运行：能否适应环境变化？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这正

是大学教师梦寐以求的生活。然而，“小楼”赖以生

存的环境发生着变化，对课题组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近年来，中国一些高校推出“6年非升即走”的

用人制度。这是一种针对“吃大锅饭”的改革，能催

促青年教师“出活”。然而，在一些高校，签约“非升

即走”的青年教师并没有“达到标准就能晋升”的保

障，而是和“熬”了很多年的老教师“同台”竞争有限

的晋升名额。并且，晋升标准说变就变，配套科研

条件也不好。这给青年教师带来很大的压力[4]。

在学科建设的背景下，一些高校和院系开始强

调“顶层设计”，就是对学科布局进行调整。在这样

的形势下，高校教师仅仅完成教学任务是远远不够

的，很多教师都面临思考：自己究竟能为院系贡献

什么？是能申请到各类学术头衔，满足院系收集

“帽子”的需求，还是能贡献超高质量的科研论文？

自己从事的研究方向能否契合院系学科发展的需

求，成为学科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例如，以前中国学界看重 SCI论文，但后来冒

出一个新的评价指标——ESI（基本科学指标），对

研究机构在各个学科领域发表论文进行统计、排

名，一些高校和院系转而将此奉为圭臬。某个课题

组发表的 SCI论文对本校化学、化工、材料等领域

的ESI排名均有贡献，但对本系环境与生态学科的

ESI排名几乎没有贡献，因此该课题组只能“自娱

自乐”，得不到重点扶持。

4 面对发展困境，应勇于革新、努力
奋斗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孟

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因此，面对矛盾和忧

患，无须讳莫如深，而是要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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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感到压力山大的本质原因，就在于课

题组的生存发展需要资源（办公和实验空间、科研

经费、仪器设备、招收研究生的名额、教师职称），但

这些资源并非唾手可得或者无限供给的，而是非常

有限的、需要通过竞争和优异表现争取的。现实情

况和教师的能力往往不足以确保教师获得理想的

资源、取得出色的成果。

面对现实，每个高校教师都会作出自己的选

择。有的教师放弃了自己原先的研究方向，艰难地

往本学科主流研究方向上靠。有的教师加入大课

题组，帮助有声望的“大教授”带研究生、干杂活。

有的人“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坚持做自己认为对

的事，因地制宜，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到极致。还有

的人“摸着石子过河”，在实践中找到一条适合自己

的路。

无论如何，奋斗是这个时代的底色。当学生不

上道时“呕心沥血”，向学生反复讲述实验思路、做

人道理，是一种奋斗；在发不出学生科研补助时“砸

锅卖铁”，把自己的讲课费、年终奖发给学生，是一

种奋斗；在缺乏实验平台时“借船出海”，帮“大教

授”带研究生，是一种奋斗；当科研经费短缺时“饥

不择食”，四处出击拉项目，是一种奋斗；当课题组

还没有走入正轨时“兵不卸甲”，只为得到学术头衔

和后续支持，也是一种奋斗。

2018年12月27日《南方周末》新年献词《每一

个这样的你都是英雄》即指出：“什么才是生活的本

来面貌？是消除一切压力与焦虑，摆脱所有传统习

俗与社会舆论，随心所欲，自由自在，还是体认到自

由与责任永远相伴相生，人必须在责任与压力中淬

炼生命？前一种只是乌托邦，后一种才是真实世

界。既然如此，我们只有并且最好欣然，接纳世界

的真实模样，接纳生活的本来面貌。在此基础上，

不堕信心，不失希望，不断从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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