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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高校博士生招生制度呈现治理结构由单一政府管理向多元主体共治转型、价值取向由公平优先

向质量优先转换、招生方式由单一模式向多元模式并存转移、招生对象由无差异化大众向少数优异群体或特

殊群体转变的演变轨迹。当前我国高校 博 士 生 招 生 模 式 四 元 共 存 表 现 出 政 府 的 越 位 和 错 位 之 嫌、高 校 的 错

位之弊以及导师的缺位之误。我国高校 博 士 生 招 生 模 式 的 改 革 方 向 在 于 确 立 以 认 识 论 为 基 础、追 求 知 识 创

新的价值取向，建立以申请审核模式为主、多元模式并存的改革目标，构建以指导教师为主导、多元主体共 治

的治理体系；具体路径在于调整申请审核模式、服务国家特殊需求模式的内涵，形成两种模式的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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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改革开放、恢复研究生招生以来，我国高校博

士生招生先后出现了普通招考、推荐免试、申请审核

和服务国家特殊需求等四种主导力量多元、价值取

向各异、招生对象各不相同、考察内容各有侧重、招

生程序独立互异的模式，目前这四种模式共存于我

国高校博士生招生制度之中，呈现一种“混沌”状态。
放眼世界研究生教育各国博士生招生制度，除日本

等个别国家采取类似我国的普通招考模式之外，美

英德法等国家均采用申请审核模式，申请审核模式

几成一统江湖、独步天下的博士生招生模式。如何

看待当下我 国 高 校 博 士 生 招 生 多 种 模 式 并 存 的 现

象？高校博士生招生多元模式并存是否合理，存在

怎样的矛盾和突出问题？高校博士生招生制度的改

革方向是什么？如何有序推进高校博士生招生制度

改革？这些都是当前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推进研

究生教育治理体系建设过程中需要正视并予以解决

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一、我国高校博士生招生制度的演变轨迹

回溯我国高校博士生招生制度的发展历程，尤

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博士生招生可划分为

单一政府主导阶段、政府主导高校协同阶段和政府

高校导师多元主体共治阶段。
（一）单一政府主导阶段（１９８１－１９８３年）
以１９７７年教育部颁布《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

生意见》为标志，我国中断多年的研究生教育招生得

以恢复。１９８１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１９８１年攻

读博士学位 研 究 生 招 生 工 作 的 通 知》，决 定 从１９８１
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后博

士研究生招生的序幕。在先后启动硕士和博士生研

究生招生的基础上，为规范各高校博士生招生具体

工作，教育部于１９８２年又颁布了《关于招生攻读博

士学位研究生的暂行规定》，对招生单位资格、培养

目标、报考条件、考试办法、录取标准等方面作了统

一、详实的 明 确 规 定 和 要 求［１］１５７－１５８。这 些 招 生 制 度

规范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且一直沿用至今，政府制度

性的刚性约 束 催 生 了 高 校 博 士 生 招 生 普 通 招 考 模

式，这是我国高校博士生招生的首个模式，也是长期

占主导地位的模式。
（二）政府主导高校协同阶段（１９８４－２００６年）
这一阶段以“提前攻博”“硕博连读”“直攻博”三



种招生制度相继实施为标志，产生了我国高校博士

生招生 推 荐 免 试 新 模 式。１９８４年，教 育 部 发 布 的

《关于硕士生提前攻读博士学位问题的通知》指出，
“在博士研究生培养单位中，有权授予博士学位的学

科、专业内对少数优秀硕士生试行提前攻读博士学

位的办法”，博士培养单位可开展少数优秀硕士生提

前申请攻读博士学位工作［１］１９４－１９５。１９９５年，原国家

教委发布《关于进一步改进加强研究生工作的若干

意见》，明确提出，“有条件的单位经过批准可以试行

将硕士、博士两 个 培 养 阶 段 连 通，实 行‘硕、博 连 读＇
的培养方式”，对 具 备 条 件 的 招 生 单 位 经 批 准 实 行

“硕博 连 读”的 招 生 培 养 方 式［１］４３－４７。２００１年，教 育

部颁布《关于做好２００２年招收攻读博士生学位研究

生工作的通知》，允许部分招生单位以“直攻博”方式

招收博士生。至此，我国高校博士生招生推荐免试

模式的三种具体形态均已出现。中央教育管理部门

对开展推荐 免 试 模 式 的 高 校 一 直 实 行 授 权 审 批 管

理，只是对部分高校整体实力较强或整体实力居全

国领先水平的少数学科专业进行授权。从推荐免试

生源的时间节点来看，推荐免试生源的学习起点不

断前移，从在 读 硕 士 生 到 本 科 毕 业 生，再 到 本 科 新

生。总体而言，该招生模式是在政府授权下对高校

的逐步扩大放权，既体现在推荐免试模式具体形态

的不断多元化，也体现在推荐免试模式具体形态生

源范围的不断拓展。
（三）政府高校导师多元主体共治阶段（２００７年

至今）

２００７年，复旦大学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尝试

博士生招生申请审核制，首开博士生招生申请审核

模式之先河，翌年同城的上海交通大学拿出１００个

指标试行博士生招生申请审核模式。２０１３年，教育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颁布的《关于深化

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博士研究

生选拔‘申请———审核＇机制，发挥专家组审核作用，
强化对科 研 创 新 能 力 和 专 业 学 术 潜 质 的 考 察”［２］。
此意见一出，全国范围内各高校纷纷按照要求开展

博士生招生申请审核模式试点改革，先后出现了“申
请———审核”制和“申请———考核”制两种具体形态。
申请审核模式中的两种具体形态的共性在于均不参

加入学考试，差异性在于“申请———考核制”在审核

环节有笔试和面试，而“申请———审核制”仅有面试

而无笔试，因而两者差异不大。在这一新的博士生

招生模式中，导师作为学术主体和指导博士生的关

键主体在人才选拔中的作用得到加强。
我国高校博士生招生制度在历时性演进中呈现

如下特点：治理结构由单一政府管理向多元主体共

治转型，价值 取 向 由 公 平 优 先、兼 顾 质 量 向 质 量 优

先、兼顾公平转换，招生方式由单一模式向多元模式

并存转移，招生对象由无差异化大众向少数优异群

体或特殊群体转变。

１．单一政府管理向多元主体共治转型

伴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

高校博士生招生制度的治理结构逐步由单一政府管

理向政府、高校、导师多元主体共同治理转变。在以

普通招考模式为唯一博士生招生方式的第一阶段，
博士生招生制度的主导力量只有政府，这既受我国

当时教育管理体制的制约影响，也与我国博士研究

生教育刚刚恢复招生紧密关联，是当时外部条件和

制度环境使然。在政府主导高校协同的第二阶段，
出现了推荐免试这一新的博士生招生模式。这一阶

段虽然还是以普通招考为主流模式（博士生招生主

要途径还是普通招考模式，推荐免试模式所占比例

相对较少），但推荐免试模式体现了高校主导的治理

特征，呈现出政府简政放权、进一步扩大高校办学自

主权的改 革 方 向。及 至 政 府 高 校 导 师 多 元 共 治 阶

段，又产生了博士生招生申请审核这一新模式。申

请审核模式强调导师主导、高校监督、政府指导，高

校博士生招 生 制 度 改 革 进 一 步 向 学 术 组 织 主 导 转

型，回归人才选拔作为学术评价和决策活动的本质

性质；治理方 式 方 法 由 单 向 度、科 层 式 管 理 向 多 向

度、互动协商式治理转变，进一步调动多元主体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呈现出主导力量由单一政府管理向

政府、高校、导师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同配合的治

理结构转型。

２．价值取向由公平优先、兼顾质量向质量优先、
兼顾公平转换

我国高校博士生招生制度在改革发展过程中，
治理结构不断转型，三个阶段的主导力量不断变化，
不同阶段的价值取向因主导力量不同、利益诉求差

异而不断转换。在单一政府主导阶段，政府作为社

会公共管理类组织，必然将提供公共产品、维护社会

有序运行、达成社会公平公正作为其目标追求，在博

士生招生制度中反映为通过提供政策供给，追求博

士生招生的程序公平和实体公平。在政府主导高校

协同阶段，高校作为新的主体力量必然在新的制度

设计中反映其利益诉求。高校作为研究生教育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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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主体，其利益诉求在于保证并不断提高博士生生

源质量，以本单位研究生教育整体质量提升作为其

价值追求。在政府高校导师多元主体共治阶段，博

士生导师作为学术类主体的作用得以彰显，为有效

开展科研创新、建立学术共同体，以招录良好博士生

个体质量为其利益诉求。因此，我国高校博士生招

生制度在演变过程中，其价值取向由公平优先、兼顾

质量向质量优先、兼顾公平逐步转换。

３．招生方式由单一模式向多元模式并存转移

我国高校博士生招生制度在演进发展过程中，
其招生方式由第一阶段的普通招考单一模式逐步向

第三阶段的普通招考模式、推荐免试模式、申请审核

模式、服务国家特殊需求等多元模式并存的方向转

移。在单一政府主导阶段，我国高校博士生招生制

度由政府一元主导，政府从制度层面对招生单位、招
生对象、招生条件、招生程序等方面予以系统规范，
在全国规范内形成大一统的招生制度体系，高校在

博士生招生制度设计上基本没有空间，在博士生方

式上均采用单一的普通招考模式。在政府主导高校

协同阶段，我国高校博士生招生传承了第一阶段的

普通招考模式，同时在推进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产
生了推荐免试模式，形成了以普通招考模式为主、以
推荐免试模式为辅的二元模式并存局面。在政府高

校导师多元共治阶段，除保持了第二阶段的普通招

考模式和推荐免试模式外，又出现了申请审核模式、
服务国家特殊需求模式，形成了当下高校博士生招

生的普通招考模式、推荐免试模式、申请审核模式、
服务国家特殊需求模式等多元模式并存的现象。

４．招生对象由无差异化大众向少数优秀群体或

特殊群体转变

我国高校博士生招生制度在历史嬗变进程中，
博士生招生对象由无差异化大众向少数优秀群体转

变。在单一政府主导阶段，其普通招考模式以公平

公正为主要价值追求，其招生对象为获硕士学位者、
应届硕士毕业生或同等学力者，具有一定意义上的

普遍性，在招生对象上没有差异化的制度设计，在招

生对象上体现其公平性。发展到政府主导高校协同

阶段，新出现的推荐免试模式的招生对象为本单位

优异的本科 新 生 或 本 科 毕 业 生 或 本 单 位 在 读 硕 士

生，以某一群体中的优异者作为录取对象，在招生对

象上体现其对生源质量的追求。及至政府高校导师

多元共治阶段，新近出现了申请审核模式和服务国

家特殊需求模式，其中申请审核模式以博士生导师

对个体博士生生源质量为主要价值追求，其招生对

象为具备一定科研创新条件的硕士毕业生或同等学

力者，服务国家特殊需求模式以少数民族地区或军

队技术骨干等特殊群体为其招收对象。因此，第二

阶段、第三阶段新出现的推荐免试模式、申请审核模

式、服务国家特殊需求模式均以少数优秀群体或特

殊群体为招收对象，三阶段呈现出由无差异化大众

向少数优秀群体或特殊群体转变的演变轨迹。

二、我国高校博士生招生模式

多元并存的冲突与矛盾

我国高校博士生招生现行模式共有普通招考、
推荐免试、申请审核和服务国家特殊需求等４种模

式，推荐免试模式又包括直攻博、硕博连读、提前攻

博３种 具 体 形 态，申 请 审 核 模 式 包 括“申 请———审

核”和“申请———考核”等２种具体形态，服务国家特

殊需求模式包括“少数民族骨干计划”和“强军计划”

２种具体形 态。从 现 代 治 理 的 角 度 而 言，各 主 体 在

责权设计上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如何看待这种多元

模式并存的现象，存在怎样的冲突或矛盾呢？

（一）政府的越位、错位之嫌

在我国高校博士生招生多元模式并存之中，政

府在不同模式中发挥不同作用，在普通招考模式和

服务国家特殊需求模式中起主导作用，在推荐免试

模式和申请审核模式中担负宏观管理和宏观指导职

能。在普通招考模式中，政府通过出台有关制度，对
博士生报考条件、考试时间、考试内容、考试方式等

具体事宜提出详细要求，形成了对博士生招生微观

具体事务 的 直 接 管 理。在 服 务 国 家 特 殊 需 求 模 式

中，政府结合国家建设发展某一时期的特殊需要，设
立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具体招生项目，审核授权招生

单位，规定具体招生对象和招生条件，明确招生程序

和优惠政策等，较普通招考模式而言，政府主导的特

征更加鲜明。政府在普通招考模式和服务国家特殊

需求模式中都形成了各环节的完整设计，高校只能

在政府制度规制下成为博士生招生的具体执行者，
几无制度设计空间。政府作为教育的宏观管理者，
其职能在于对教育的宏观管理、服务和监督，干预高

校微观层面的博士生招生具体事务有越位之嫌。
在推荐免试模式中，政府通过放权，扩大高校办

学自主权，对直攻博、硕博连读、提前攻博等三种具

体形态进行宏观管理和指导，回归政府职能本位，贯

·９４·梁传杰：我国高校博士生招生模式审视与重构



彻落实国家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在这一改

革过程中，为强化对高校博士生推荐免试单位的宏

观布局并保证研究生教育质量，政府对直攻博单位、
硕博连读单位和学科专业进行审批，仅有部分具备

一定实力和条件的高校和学科专业才能获得授权。
比如直攻博的高校，一直是少数综合实力和水平较

高的高校被授权开展直攻博的形式招收博士生。又

比如，硕博连读的学科专业一直仅限于具有一级学

科国家重点学科的学科专业，直至２０１９年下半年才

放开限制，所有博士学位点均可以硕博连读形式招

收博士生。对于推荐免试模式而言，政府在如下两

方面有错位之嫌：一是推行推荐免试模式。推荐免

试模式体现高校的价值取向，即在于质量优先（主要

是高校整体的生源质量）、兼顾公平，与政府追求公

平优先、兼顾质量的利益诉求存在偏差，从某种角度

反映了政府减政放权、让渡权力的改革意识。从这

一制度的实施结果来看，高校对整体生源质量的利

益追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博士生招生公平。推荐

免试模式的直攻博、硕博连读和提前攻博三种具体

形态，对于高校而言，意味着拿出一定数量指标用于

录取本科新生、本科毕业生或硕士在读生，必然影响

到普通招考模式等其它以公平为价值取向招生模式

的招生数量，这与政府价值取向相背离，呈现出一种

与政府利益诉求不一致的错位现象。二是对推荐免

试高校进行单位授权或学科授权。目前政府对硕博

连读、提前攻博单位和学科专业下达授权通知，有博

士学位授权点的学科专业均可开展硕博连读和提前

攻博，事实上取消了原有对单位和学科的授权限制，
仅在直攻博这一具体招生形态上仍然对少数重点高

校实行授权。政府对直攻博高校的授权，对于获得

授权的高校，意味着可以将自身优质生源事先锁定，
意味着这些高层次高校拥有更多的获取优质生源制

度性机会，给高层次高校提供了更多获取优质生源

的政策性机会，而对于未获得授权高校而言，就失去

了这样的机遇，必然造成授权高校和非授权高校间

的不公平竞争，这与政府营造良好政策环境氛围、在
高校间秉持公平公正的价值中立立场相背离，客观

上形成了一种与政府职能不一致的错位。
（二）高校的错位之弊

高校作为高校博士生招生的管理主体，担负着

高校微观层 面 的 招 生 职 责，承 担 着 招 生 管 理 任 务。
普通招考模式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博士生招生模式，
也是目前仍然占主导地位的博士生招生模式（大部

分高校博士生招生规模占比最大的依然是普通招考

模式），体现了中央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代表政府对博

士生招生工作的主导地位和主导作用。在服务国家

特殊需求模 式 中，政 府 的 一 元 主 导 特 征 更 为 明 显。
无论是普通招考模式之中，还是服务国家特殊需求

模式之中，由 于 政 府 的 越 位，挤 占 了 高 校 的 主 导 地

位，使得高校在博士生招生过程中仅仅扮演执行者

的角色，因而形成了高校在普通招考模式中的错位

现象。
此外，在推荐免试模式中，高校出于提高生源质

量的利益诉求，在直攻博、硕博连读、提前攻博等具

体形态中，提前给予本科新生、本科毕业生、硕士在

读研究生等优质生源群体攻读博士的机会，以此达

到高校自身本位的提升生源质量目标，但忽略了高

校作为人才培养主体应充分考虑学生个体发展的利

益诉求。对于获得推荐免试机会的学生，高校为了

锁定这批优质生源，通过与学生签订协议等形式，防
止学生到其它高校或出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对于

获得推荐免试的学生而言，长期在一所高校内学习，
势必会因单一学缘结构而缺乏多元学术文化的浸淫

和感染，进而影响其个体学术发展，这就背离了高校

既要考虑高校整体质量提升、同时也要兼顾学生个

体发展的价值追求，形成了高校在博士生招生上的

错位现象。
（三）导师的缺位之误

导师作为高校博士生招生的学术类主体，担负

着在博士生招生这一人才选拔活动中的核心关键作

用。在普通招考模式中，导师虽然肩负博士生培养

第一责任人的主体责任，但在招生录取过程中，仅在

复试过程中作为复试小组成员对考生的专业水平、
创新能力等进行学术评价，选拔博士生的权力极为

有限，并没有发挥自主选拔博士生的权力。同样，在
推荐免试模式中，无论是直攻博、硕博连读，还是提

前攻博，推荐免试生都是某一群体中的优秀者，是高

校的优质生源，达到基本条件的人选经有关职能部

门确定后，导师在复试过程中对申请者的综合素养、
创新潜质等学术能力进行考查，更多是在招生程序

上进行把关，除个别特殊情况外，基本实行零淘汰。
此外，导师在选择招收推荐免试生时，在通过审查的

推免生范围内与学生进行双向选择，并非如其他模

式一般，实行导师对学生的单向度选择。总之，无论

是在普通招考模式中，还是推荐免试模式中，导师并

没有发挥其自主遴选博士研究生的权力，只是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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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般学术类主体在复试过程中的学术考核与评价

作用，导致这类招生主体出现了缺位现象。

三、我国高校博士生招生模式重构的发展方向

我国高校博士生招生模式中多元模式并存，出

现了政府越位错位、高校错位、导师缺位等问题，普

通招考、推荐免试、申请审核、服务国家特殊需求等

四种模式的主导力量、价值取向、招生对象、考察内

容和招生程序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需要逐步从

“无序状态”走向“有序状态”。
（一）价值取向：以认识论为基础，追求知识创新

布鲁贝克认为，大学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

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

则以政治论为基础，两种哲学相互对立且价值追求

迥异，两者之间存在冲突和矛盾［３］。从我国高 校 博

士生招生现行四种模式的具体内涵不难发现，四种

不同模式正好对应了政治论哲学和认识论哲学两种

不同的哲学观念，其中普通招考模式和服务国家特

殊需求模式呈现出政治论哲学的倾向，而推荐免试

模式和申请审核模式表现出认识论哲学的偏好。毫

无疑问，我们不可能无视或忽视当下以至未来一段

时期内高校博士生招生制度改革所秉持的基本价值

立场。如果我们只是就具体高校博士生招生模式改

革进行探讨，这样的理性思辨也好，改革探索也罢，
失却了明确的价值取向判断，只能是舍本求末、缘木

求鱼。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调适当下这两种相互对

立、价值追求差异显著的矛盾共同体呢？当前我国

研究生教育提出以“立德树人，服务需求，提高质量，
追求卓越”为 主 线，反 映 出 十 分 鲜 明 的 政 治 论 哲 学

观，这在研究生教育学科整体结构与布局、研究生教

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联支撑等宏观层面得到充分

体现，宏观层面的政治论哲学观在一定时期内将会

长期存在。在 当 前 政 治 论 哲 学 占 主 导 的 现 实 条 件

下，在研究 生 教 育 整 体 宏 观 层 面 必 须 坚 持 政 治 论

哲学，研究生教育 必 须 服 务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需 求，而

研究生教 育 微 观 层 面 可 以 以 认 识 论 哲 学 为 基 础，
这也是两种高等教 育 哲 学 一 直 长 期 共 存 的 重 要 原

因所在。按 照 伯 顿·克 拉 克 的 观 点，研 究 生 教 育

是一个紧密的科研———教学———学习连结体［４］，笔

者认为，对 于 博 士 生 招 生 模 式 这 一 博 士 生 招 生 具

体制度，应以组建 学 术 共 同 体、追 求 知 识 创 新 作 为

其价值追求。

（二）改革目标：以申请审核模式为主，多元模式

并存

我国高校博士生招生模式改革到底走向何处？

笔者认为，未来我国高校博士生招生模式的改革目

标将是以申请审核模式为主、其它模式为辅的多元

模式并存，反映政府、高校、导师多元主体协同的治

理结构改革发展方向，这主要是基于如下两方面的

原因：一是基于纵向时间维度的历时性考察。基于

本文第一部分的历史演变轨迹分析可以清晰看到，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校博士生招生模式不断涌

现，在单一政府主导、政府主导高校协同、政府高校

导师多元主 体 共 治 等 阶 段 先 后 出 现 了 普 通 招 考 模

式、推荐免试模式和申请审核模式。在高校博士生

招生制度的演化过程中，从高校博士生招生模式类

型和数量外部表现形式来看，高校博士生招生模式

变革呈现出日益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从高校博士生

招生模式的治理结构治理体系内在管理体制来看，
呈现出由单一政府主导向政府、高校、导师三类主体

共治方向转型的发展演变轨迹，这既顺应了当前我

国治理体系 和 治 理 能 力 现 代 化 建 设 改 革 的 宏 观 要

求，也反映了我国研究生教育领域博士生招生制度

的改革演变方向。二是基于横向空间维度的共时性

考察。从世界范围来看，当下美国、英国、德国、法国

等研究生教育发达国家传承了博洛尼亚大学所秉持

的认识论哲学高等教育传统，实行高校自治、以学术

为中心、教授治校的大学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导师

在高校的博士生招生活动中，作为学术类主体拥有

高度的学术权力和遴选博士生的自主权，在博士生

招生活动中发挥主导作用。除日本等个别国家比较

特殊外，其他国家普遍采用了申请审核模式，成为当

今世界范围内主流的、带有普遍性的博士生招生模

式。因此，我国要由研究生教育大国向强国迈进，在
进入新时代、加快与国际接轨的背景下，有必要将申

请审核模式作为我国高校博士生招生的主导模式。
当然，我国有自身的国情和研究生教育实际，不能简

单照搬国外的申请审核模式，我国高校博士生招生

模式改革的重点和关键在于，将具有中国特色的普

通招考模式、推荐免试模式、服务国家特殊需求模式

整合并有机融入到申请审核模式之中，形成以申请

审核模 式 为 主、其 它 模 式 为 辅 的 多 元 混 合 式 招 生

模式。
（三）治 理 体 系：以 指 导 教 师 为 主 导，多 元 主 体

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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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确改革方向、改革目标后，我国高校博士生

招生模式改革还面临一个难题———治理体 系 改 革，
即解决政府、高校和导师三类主体在博士生招生中

的责权界分与协作关系。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

直积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而改革的关键和重

点就在于转变政府职能、实行减政放权，将原本属于

市场的、属于下级管理部门的权力下放，将政府的职

能回归宏观管理、服务、监督等职能。对于高校博士

生招生这一微观层面的具体事宜，政府只适合进行

宏观指导与监督，不应过多干预高校微观层面的具

体招生事宜。简而言之，在高校博士生招生模式改

革这一具体事务上，政府要由“主角”转为“配角”，逐
步在高校博士生招生模式中实现由主导地位向协助

地位的转变，更多发挥政府在招生制度设计中的指

导性、服务性作用，更多发挥政府在招生管理活动中

的监督作用。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背

景下，尤其是政府实行负面清单制度后，减少了许多

管理职能和审批事项，高校要转化原有被动作为管

理理念，积极承接原本属于自身的管理职能，同时要

在高校博士生招生这一微观层面的具体管理事务上

发挥更多作用。对于导师而言，博士生招生制度在

本质属性上毕竟具有比较明显的学术属性，且秉持

高等教育的认识论哲学、以知识创新为其价值追求，
因而高校要实现主导权力逐步并最终向研究生导师

的移交，达成研究生导师主导、高校监督、政府指导

的多元共治状态。

四、我国高校博士生招生模式重构的具体路径

在明确了高校博士生招生模式的改革方向、改

革目标和治理体系整体设计的基础上，如何才能在

具体路径层面予以实现或达成呢？笔者认为，至少

要解决如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多元模式的组成：逐步优化，申请审核与服

务国家特殊需求模式二元并存

在高校博士生招生模式的重构过程中，首先要

分析现行的普通招考模式、推荐免试模式、申请审核

模式和服务 国 家 特 殊 需 求 模 式 到 底 哪 些 应 纳 入 其

中，哪些应逐步淘汰，探讨高校博士生招生模式的组

成。在我国高校博士生招生四种现行模式中，笔者

认为，普通招考模式和推荐免试模式应逐步退出，申
请审核模式和服务国家特殊需求模式应予以保留。
普通招考模式是特定环境和条件下的产物。在我国

恢复研究生招生之初，各高校均缺乏必要的博士生

招生基本规范和实践经验，亟需一套规范化、操作性

强、安全稳妥的博士生招生制度，以实现尽快恢复博

士生招生的目的。在迈入新时代、以追求研究生教

育强国为目标的当下，我国研究生教育现有环境、条
件已发生根本性变化，普通招考模式所呈现出的政

府单一主导、考试科目难以选拔创新人才等弊端日

益显现，在当前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背景下，需要改革乃至取消这一博士生招生模式，才
能顺应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历史潮流。推荐免试

模式在治理结构上较普通招考模式有其进步之处，
表现为由政府主导向高校主导转移，但只是一种过

渡式的转化，仍然需要向导师主导进一步转变。推

荐免试模式主要不足包括如下两方面：一是造成高

校间的不平等竞争。推荐免试模式的直攻博、硕博

连读、提前攻博等三种具体形态中，直攻博、硕博连

读的高校和学科均由政府审批授权。无论是直攻博

还是硕博连读的高校和学科，数量都极为有限（硕博

连读２０１９年下半年才刚刚放开），使得有权开展直

攻博和硕博连读的高校拥有吸引优质生源的特殊资

质，可以提前招收一批优质生源，这一制度设计使得

原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其它高校在吸引并招收优质

学生上处 境 更 为 艰 难。二 是 对 人 才 培 养 质 量 的 影

响。推荐免试模式中的直攻博、硕博连读的生源分

别为本单位大学本科入学新生和本科毕业生，对能

够提前取得攻读博士学位资格的学生而言，既是好

事，同时对其个体学术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这种不

利影响主要来源于学业经历高校的单一性，缺乏多

所高校不同学术文化的影响，造成学生学术发展上

的“近亲繁殖”，从整体上而言，学缘结构单一化会影

响学生的创新思维锻炼和创新能力培养。服务国家

特殊需求模式反映了政府意志，结合不同时期国民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设立相应的博士

生招生具体形态，以特定的博士生生源来源或特殊

的博士生培养对象、招生单位遴选、招生条件、招生

程序等进行系统制度设计，进而服务于国家整体发

展需要。这 一 博 士 生 招 生 制 度 具 有 鲜 明 的 中 国 特

色，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具有制度层面的特

有优势，这也是其它资本主义国家在博士生招生制

度层面难以实行的，因而应予以保留。
（二）多元模式的关系：申请审核制为主，服务国

家特殊需求模式为辅

以申请审核制为主的制度设计，既是我国博士

·２５· 梁传杰：我国高校博士生招生模式审视与重构



生招生制度演变的历史发展趋势，也是当下世界研

究生教育博士生招生制度的现实潮流，更为重要的

是源于申请审核制与服务国家特殊需求模式两种制

度的固有属性差异。在价值取向上，申请审核制以

导师对个体博士生生源质量为主要价值追求，即坚

持个体质量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理念；服务国家特

殊需求模式则以国家利益为价值追求，具有鲜明的

政治论哲学导向。在招生对象上，申请审核模式招

生对象为具 备 一 定 条 件 的 硕 士 毕 业 生 或 同 等 学 力

者，部分高校为保证生源质量设置了包括发表高层

次学术论文、参与过科研项目、具有一定科研能力等

前置性条件，总体而言，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服务国

家特殊需求模式在招生对象上不具普遍性，其招生

对象为少数民族地区考生、军队技术人员等国家特

殊对象，主要包括少数民族地区考生、军队技术人员

等，但在以上群体内招收时，与普遍招生模式有其相

似之处，实现特殊支持对象群体内的无差异化招生

政策，以择优录取方式选拔优秀人才，在招生对象上

体现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参与国防建设军人等特

殊地区、特殊群体的政策性倾斜和政策性扶持。在

考察内容上，申请审核模式与国际研究生教育博士

生招生制度接轨，通过对申请者的学业成绩、创新能

力和非认知能力的综合考量［５］，更为全面系统地考

察申请者的学术发展潜质和学术发展能力，进而择

优遴选合适人才；服务国家特殊需求模式一般都融

入普通招考模式之中，以博士生招生单位组织的统

一考试成绩和统一组织的复试成绩作为考察考生专

业水平、知识结构和创新潜质的主要依据，基本不考

虑报考考生其获得硕士学位或硕士学位同等学力的

学业成绩。基于对以上两种模式的比较分析，可以

看出，申请审核模式较服务国家特殊需求模式而言，
在价值取向、招生对象、考察内容上更具有作为主导

模式的比较优势，服务国家特殊需求模式可以作为

申请审核模式的一种补充，从而形成具有我国博士

生招生制度特色的以申请审核模式为主、服务国家

特殊需求为辅的二元协同模式。
（三）多元模式的融合：改革与稳定并重，调整二

元模式制度内涵

我国要实现高校博士生招生制度的四元模式并

存向二元模式融合的改革转化，需要进行渐进式的

稳妥有序推进。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内

容：一是要坚持改革与稳定并重。在当前推进研究

生教育综合改革的背景下，结合现有高校博士生招

生模式所存在的突出问题，积极推进改革，促进当前

四种招生模式有机融合，顺应了改革形势，符合研究

生教育改革的要求，因而首先是要改。在推进改革

的过程中，还要把握稳定，不能因为改革而在社会上

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产生不稳定的因素，最终影响

到博士生招生制度改革的持续推进。二是要调整现

有申请审核模式的相关制度内容。普通招考模式和

推荐免试模式的取消，必然会影响学生和学生家庭、
高校两类主体的利益，这需要在申请审核模式制度

中予以考虑。比如，为减少学生和学生家庭对博士

生招生制度改革的质疑，在申请审核模式中适当降

低前置性条件的门槛，降低因取消普通招考模式而

带来的影响。又比如，为尽量避免因取消推荐免试

模式对高校优质生源的影响，可考虑在申请审核模

式中的“申请———审核”制具体形态中，将现有具备

推荐免试条件的学生纳入其中，在审核录取过程中

尽量实行“零淘汰”。当然，从根本上讲，这只是权益

之计，推荐免试模式最终还得建立分步退出机制，包
括全面放开直攻博和硕博连读的政府对高校资质审

核，实现所有高校的同等“国民待遇”；实行推荐免试

模式中的直攻博、硕博连读、提前攻博三种具体形态

的分步退出机制，先实行高校并不太关注的直攻博

退出机制，进而再实行规模较小的硕博连读退出机

制，最后将提前攻博也从现有博士生招生模式中予

以取消。三是将服务国家特殊需求模式与申请审核

模式有机融合。服务国家特殊需求模式结合国家人

才培养的特殊需要，在招生对象上按照培养需要选

定某一类特殊群体，比如少数民族地区的考生、军队

专业技术人才等，但在考察内容、招生录取环节、程

序等其它制度设计上，可以完全采用申请审核模式

的制度内容，保证同一所高校在博士生招生制度中

申请审核模式与服务国家特殊需求模式在制度层面

尽量统一，形成有机统一体，进而打造具有中国特色

和中国品牌的高校博士生招生制度。

参考文献：

［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 公 室，教 育 部 研 究 生 工 作 办 公 室．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文 件 选 编［Ｍ］．北 京：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１９９９：１５７－１５８，１９４－１９５，４３－４７．
［２］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

改 革 的 意 见 ［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ｏｌｄ．ｍｏｅ．ｇｏｖ．ｃｎ／

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ｌｅ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ｔｍｌｆｉｌｅｓ／ｍｏｅ／Ａ２２＿ｚｃｗｊ／２０１３０７／

１５４１１８．ｈｔｍｌ．
［３］约翰·Ｓ·布鲁贝克．高等 教 育 哲 学［Ｍ］．王 承 绪，等 译．

·３５·梁传杰：我国高校博士生招生模式审视与重构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３－１８．
［４］伯顿·克 拉 克．探 究 的 场 所———现 代 大 学 的 科 研 和 研

究生教育［Ｍ］．王 承 绪，等 译．杭 州：浙 江 教 育 出 版 社，

２００１：１．

［５］Ｏｓｗａｌｄ　Ｆ　Ｌ，Ｓｃｈｍｉｔｔ　Ｎ，Ｋｉｍ　Ｂ　Ｈ，ｅｔ　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

ｂｉｏｄａｔａ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ａ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４，８９（２）：１８７．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ａ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ＬＩＡＮＧ　Ｃｈｕａｎｊｉ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ａｗ，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７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ｖｅ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ｉｎ　ｆｏｕｒ　ａｓｐｅｃｔｓ：ｉ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ｔ　ｈａｓ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ｉｎｇｌ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ｍｕｌｔｉ－ｕｎｉ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　ｖａｌｕ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ｔ　ｈａｓ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ｆｉｒｓｔ　ｔｏ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ｆｉｒｓｔ；ｉｎ　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ｍｏｄｅ，ｉｔ　ｈａｓ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ｍｏ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ｕｌｔｉ－
ｕｎｉ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ｍｏｄｅ，ａｎｄ　ｉｎ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ｔ　ｈａｓ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ｏｐｅｎ　ｔ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ｏｐｅｎ　ｔｏ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ｎｅｓ　ｏｒ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ｏｆｆｓｉｄｅ　ａｎｄ　ｍｉｓ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ｈｅ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ｓ．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ａ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ｖａｌｕ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ｆｏｒ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ｔａｒｇｅ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ｔｏ　ｂｅ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ｍｏｄｅ　ｉｎ　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ｕｎｉ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ｍｏｄ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ｅａｔ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ｓ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ｒｏｌｅ．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ａｔｈ　ｌ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ｍｏｄｅ，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ａｌｉｇ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ｍｏ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ｕｎｉ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ｍｏｄ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ｒｅｆｏｒｍ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ｆｏｒｍ　ｐａｔｈ

（上接第４６页）
［６］尼特．阅读———阅读技巧 指 南［Ｍ］．贺 微，译．重 庆：重 庆

出版社，２００４：８．
［７］王春玺，常书铭．谈人文 社 科 研 究 生 学 术 阅 读 能 力 的 培

养［Ｊ］．中国高等教育，２０１１（１１）：５６－５７．

［８］王荣生．阅读教学设计的要诀［Ｍ］．北京：中国轻工业出

版社，２０１４：３，５５－５７．
［９］艾德勒，范多 伦．如 何 阅 读 一 本 书［Ｍ］．北 京：商 务 印 书

馆，２００４：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ｎ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ＵＮ　Ｊｉｎｍｉｎｇ，ＺＥＮＧ　Ｊｉａｙ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Ｊｉａｎｇｘ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ｃｈａｎｇ３３００２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ｒ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ｏｐｉｃ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ｆｏｒ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ｅｄ　ａｎ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ｂｙ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ｃｏｒ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ｔｈｅｉｒ　ｍａｊｏｒ　ｗｅｌｌ，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ｖａｌ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ｍａｊｏｒｉｎｇ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ｆｒｏｍ"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ｌｙ" ｔｏ"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ｆｒｏｍ"ｓｐｏｎｇｅ　ｔｙｐｅ" ｔｏ"ｄｉａｍｏｎｄ　ｔｙｐｅ"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ｂａｓｉｃ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ａｄｉｎｇ；ｗｈｙ　ｔｏ　ｒｅａｄ；ｗｈａｔ　ｔｏ　ｒｅａｄ；ｈｏｗ　ｔｏ　ｒｅａ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ａｊｏｒ

·４５· 梁传杰：我国高校博士生招生模式审视与重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