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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全国优博（含提名奖）的学科分布情况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代表了我国博士学位论

文的最高水平。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以下

简称“全国优博”）是我国培养的博士生的杰出代表。
“每一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每一个年轻博士所取得

的成就都是与指导教师（以下称“优博导师”）的贡献

分不开的。 ”［1］十多年来，为什么有的教师能指导出若

干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应该说，除了优博自身

努力和外在条件的有力支持外，全国优博导师的素质

优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后者正在受到高校越

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笔者以培养 3 位及以上全国优

博的 32 位导师为样本， 依据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信息网公布的信息以及导师所属大学网站、中国科学

院网站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教师简历信息，通过对其学

历荣誉、学科背景、学术履历、工作经历、科研成果、获

奖情况等重要指标的调查，分析了全国优博导师的素

质优势及其鲜明特征，并对进一步提高我国研究生导

师队伍素质水平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一、32 位优博导师样本的来源

据对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公布的数据

信息的统计分

析，1999 年 至

2010 年，教 育

部授予全国优

博 1182 人， 提名奖获得者 1646 人， 两者总计 2828
人，分布在 12 大学科门类中，其中工学 1066 人，所占

比例最大，达到 37.7%，其次是理学、医学、农学，分别

占 29.1%、10.0%、4.6%， 其他学科比例都很小 （见表

1）。显然，站在这些获奖者背后的是优博导师们，是他

们同获奖者一起付出了智慧且艰苦的努力，才产出了

优秀的科研成果。据统计，截至 2010 年 12 月底，培养

2 位及以上全国优博的导师合计有 144 人。 其中，培

养 2 位全国优博的有 112 人，培养 3 位全国优博的有

26 人，培养 4 位全国优博的有 5 人，培养 9 位全国优

博的有 1 人（见表 2）。
按以上数据计算，培养 3 位及以上全国优博的导

师共有 32 位（见表 3）（排名不分先后）。 这 32 位优博

导师总计为国家培养了 107 位全国优博，占全部1182
位全国优博的 9.1%。 可见，这 32 位优博导师在我国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之大、影响之广，他们

应该成为全国研究生导师学习的榜样。
32 位优博导师分别来自高校和中国科学院，其

中高校总计有 20 所，包括“985 工程”高校 13 所，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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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优博数 提名数 哲学 经济学 法学 教育学 文学 历史学 理学 工学 农学 医学 军事学 管理学

2828 1182 1646 41 69 69 61 121 77 822 1066 129 283 25 65
百分比 41.8% 58.2% 1.4% 2.4% 2.4% 2.2% 4.3% 2.7% 29.1% 37.7% 4.6% 10.0% 0.9%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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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2 位优博导师的基本信息

“985 工程”的“211 工程”高校 5 所，非“985 工程”和

“211 工程”的普通高校 2 所。 从高校导师数看，来自

13 所“985 工程”高校的导师中，复旦大学 3 位，清华

大学 4 位，上海交通大学 2 位，北京大学 2 位，其次是

中山大学、武汉大学、中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同济大学、中

国农业大学各 1 位。 来自非“985 工程”高校的导师为

第二军医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第四军医大学、华

中农业大学、东华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中国协和医

科大学各 1 位。 32 位优博导师的单位分布及培养优

博情况如表 4 所示。 由此可见，“985 工程”和“211 工

程”高校是培养全国优博的主导力量。
二、32 位优博导师的素质优势与特征

（一）学历与学术荣誉高：超过一半获博士学位，
大多数有院士荣誉头衔

学历反映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学习经历和学习

成果，学术荣誉反映一个人的学术创新能力和学识水

平获得国家、社会认可的程度。 通常，世界范围内，最

高学位定为博士学位，最高荣誉在我国范围内自然科

学以院士为最。 据调查，32 位优博导师中有博士学位

的 17 人，占总人数的 53.1%；有硕士学位的 6 人；本

科毕业有 9 人皆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本科毕业生。需

要强调的是，这 9 人中有 7 人拥有院士荣誉头衔。 数

据还显示，32 位优博导师中，有院士荣誉头衔的合计

23 人，占总人数的 71.9%。 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 17
人，占 53.1%；中国工程院院士 7 人，占 21.9%；在这

些 院 士 中 有 双

院士 2 人，还有

第 三 世 界 科 学

院院士 5 人，美

国 国 家 工 程 科

学院外籍院士 1
人，欧亚科学院

院士 1 人，俄罗

斯 圣 彼 德 堡 工

程院院士 1 人。
32 位 优 博 导 师

中，担任过国务

院 学 位 委 员 会

各 类 学 科 评 议

组 成 员 及 组 长

的 总 计 有 10
人，占 31.3%；曾

有 “长江学者”
头衔的 8 人，占

25.0%。
（ 二 ） 学 科

背景较丰富：多

数 人 研 究 涉 及

两个以上学科，
理 工 学 科 交 叉

居多

学 科 是 按

照 学 问 的 性 质

表 2 指导 2 篇以上全国优博的导师指导论文情况

指导论文
篇数（篇）

导师数目

（人）
指导论文
篇数（篇）

导师数目

（人）

优博
奖数

9 1 优博
奖及
提名
奖数

10 1
4 5 8 1
3 26 6 2
2 112 5 8

注：本表根据导师所属大学、中国科学院等网站对外公布的导师信息整理，全国优博获得者人数根据中国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信息网公布的信息整理。

姓名
出生
年月

所属大学 学科背景
优博

数
是否院士 留学国别、地区

是否担任
国际职务

曹雪涛 1964 第二军医大学 医学（免疫学） 9 工程院院士 无 是

汤钊猷 1930 复旦大学 医学（肿瘤学） 4 工程院院士 无 是

贺 林 1953 上海交通大学 生物医学 4 中科院院士 英国 是

张大鹏 1956 中国农业大学 农学 4 法国 是

李德仁 1939 武汉大学 测绘学 4 双院士 德国 是

裴 钢 1953 同济大学 生物化学、物理学 4 中科院院士 美国 是

赵东元 1963 复旦大学 化学 3 中科院院士 加拿大、美国、以色列 是

保 铮 1927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学 3 中科院院士 无

樊代明 1953 第四军医大学 医学（消化内科学） 3 工程院院士 日本、比利时 是

李亚栋 1964 清华大学 化学 3 长江学者 无

许宁生 1957 中山大学 电子学 3 中科院院士 英国 是

翟中和 1931 北京大学 细胞生物学 3 中科院院士 前苏联、美 是

陆祖宏 1960 东南大学 生物电子学 3 长江学者 英国、日本 是

邓秀新 1961 华中农业大学 农学（果树学） 3 工程院院士 无 是

龙以明 1948 南开大学 数学 3 中科院院士 美国、瑞士 是

颜德岳 1937 上海交通大学 高分子化学 3 中科院院士 比利时、德国、意大利

张伯礼 1948 天津中医学院 医学（中医内科学） 3 工程院院士 无

郭光灿 194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光学、物理学 3 中科院院士 加拿大 是

蒲慕明 1948 中国科学院 生物物理学 3 美国 是

徐至展 1938 中国科学院 物理学 3 中科院院士 无 是

林东昕 195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医学（肿瘤学） 3 法国、美国 是

朱道本 1942 中国科学院 物理化学 3 中科院院士 德国 是

赵光达 1939 北京大学 理论物理学 3 中科院院士 无 是

王善元 1937 东华大学 纺织材料学 3 无 是

杨玉良 1952 复旦大学 高分子材料科学 3 中科院院士 德国

孙圣和 1937 哈尔滨工业大学 自动化测试 3 无

黄克智 1927 清华大学 工程力学 3 中科院院士 前苏联 是

郑泉水 1961 清华大学 工程力学 3 长江学者 英、法、德、新西兰、台湾、香港 是

董绍俊 1931 中国科学院 应用化学 3 第三世界院士 美国、日本 是

汪尔康 1933 中国科学院 电分析化学 3 中科院院士 捷克、英、美 是

王淀佐 1934 中南大学 矿物工程学 3 双院士 无 是

吴德海 1934 清华大学 材料物理 3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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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25 位全国优博导师的教授起任至今的年限

年数 1-10 11-20 21-30 31-40 41-50
人数 1 9 13 1 1

百分比 4%（1/25） 36%（9/25） 52%（13/25） 4%（1/25） 4%（1/25）表 6 32 位全国优博导师的留学国别（地区）数统计

表 4 32 位优博导师的单位分布及培养全国优博情况

单位
13 所

“985 工程”高校

7 所非“985 工程”的高校

中国科学院5 所“211 工
程”高校

2 所
一般高校

优博导师数量 20 位 7 位 5 位

培养优博总数 65 人 27 人 15 人

培养优博百分比 60.7%（65/107） 25.2%（27/107） 14.0%（15/107）

而划分出来的门类，是学术人员从事学术工作的平台

与基地。 一般认为，学科背景丰富，意味着知识面宽、
基础扎实，非常有利于学科交叉，而学科交叉有利于

创新，也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更有利于创新成果的

产生。 据调查，32 位优博导师的学科背景主要涉及四

大学科门类即理科、工科、农学、医学（见表 5）。

（三）学术履历丰富：绝大多数留学发达国家或发

达地区的著名高等学府

学术履历反映在学术职称、国外留学、访学经历

等方面。 根据调查，32 位全国优博导师全部具有教授

（研究员）职称。 从表 3 可以看出，20 人有出

境留学、访学经历，其中留学美国的 8 人，占

留学总人数的最大比例 40%； 留学德国的 5
人，留学英国的 4 人，留学法国和日本的各为

3 人，留学加拿大和比利时的各为 2 人，留学

意大利、捷克、新西兰、中国台湾地区的各 1
人。 在 32 位优秀博士导师中，多人有多国（地区）留

学、访学的经历（见表 6）。

（四）服务国家建设：绝大多数导师担任国内重要

职务、国际学术职务

工作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导师的人生阅

历和综合能力。工作经历包括在国内外学术机构和相

关政府机构工作的各种经历。 调查发现，32 位优博导

师均在国内从事专业研究工作， 并担任重要学术职

务， 有 10 多人曾经担任或正在担任重点大学的副校

长或校长。需要强调的是，有 25 位优博导师兼任国际

学术职务，占总人数的 78.1%（见表 7）。
（五）学术成果丰硕：绝大多数学术论文超

百篇，人人皆获国家级重要奖项

论文、专著等可以反映一个学者的学术成

果和学术成就。 据对在已公布统计数据的 28
位优博导师中，在国内外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数

达 100 篇以上的有 25 人，占 89.3%，其中发表在 200
篇以上的有 16 人，占 57.1%。 而且，他们中每个人都

曾在影响因子高的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甚

至百篇以上的学术论文。在导师公布的学术专著数据

中， 已知 12 位导师在国内外出版学术专著数均在 2
部以上。 32 位优博导师在国内外的获奖情况如表 8
所示。

（六）多数人起任教授的年龄早，不少导师年富力

强，事业发展的潜力巨大

教授或研究员是高等学校等学术机构中学术职

称最高的一级，反映一个人的学术地位。通常，在学术

机构中，越年轻获得教授职称，越说明其学术上的拔

尖超前性。 调查发现，32 位优博导师分布于各个年龄

层次（见表 3）。25 位已公布担任教授起始年龄的导师

中的起任至今各年限情况见表 9。

三、关于加速提升我国研究生导师队伍素质的政

策建议

显然，32 位优博导师是全国导师中的名师，培养

了一批拔尖创新人才，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做出了重要

贡献。但我国能够达到优博导师教育水平的名师还不

够多，特别是与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相比还有很大差

距。 如世界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所言，国内世界级的专

家廖廖可数［2］。 因此，未来任重道远，我国仍要不断加

大名师大师队伍建设的力度。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清

华大学百年校庆讲话中要求的那样，“高等学校要把

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
要“形成人才培养新优势，努力出名师、育英才、创一

流”［3］。 于此，借鉴 32 位优博名师群体的榜样力量，我

们对进一步完善我国研究生导师素质、提高导师队伍

表 5 32 位全国优博导师的学科背景

所属学科 学科背景数量

理学 工学 医学 农学 1 个 2 个 3 个及以上

15 10 5 2 11 15 6
46.9%
（15/32）

31.3%
（10/32）

15.6%
（5/32）

6.3%
（2/32）

34.4%
（11/32）

46.9%
（15/32）

18.8%
（6/32）

留学国别
（地区）总数 0 1 2 3 4 个以上（包

含 4 个）
统计人数 12 10 6 3 1

百分比 50%（10/20） 30%（6/20） 15%（3/20） 5%（1/20）

表 7 32 位优博导师的国内外工作职位情况数

职位数 1-5 6-10 11-15
人数 12 16 4

百分比 37.5%（12/32） 50.0%（16/32） 12.5%（4/32）

表 8 32 位优博导师的国内外获奖情况

项目 已公布获奖级别及人数比例（23 人） 已公布获得国内外奖项总数（18 人）
奖励
级别

获得过国家自然/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获得过
国际奖项

1-5 6-10 11-15 16-20

人数 23 5 5 9 3 1

百分比 100%（23/23） 21.7%
（5/23）

27.8%
（5/18）

50.0%
（9/18）

16.7%
（3/18）

5.6%（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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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素质水平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利用国际化平台，加大对优秀人才进行国际

学术塑造的力度

当今世界，国际化平台已成为拔尖创新人才成长

和成功的关键。 调查显示，32 位优博导师大都出国留

学并获博士学位，学术工作经历丰富，多有国际交流

经历和经验，长期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并在培养研

究生时积极利用国际资源，为拔尖创新人才成长和教

育提供最前沿学术支撑。少数导师虽然没有出国留学

经历，但都通过实践和单位培养等途径获得国际学术

研究经验。 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我国应继续

保持与国际学术界交流与合作的发展势头，鼓励和支

持学术人员开展高层次国际学术交流合作，为拔尖创

新人才成长提供优良的国际学术资源支撑。如鼓励和

支持年轻学子出国留学并以各种方式为国家服务，在

招聘教师时各重点高校应坚持以获得博士学位为基

本条件；鼓励和支持拔尖创新人才参加国际高端学术

活动，成为国际学术舞台上的明星；鼓励和支持国内

机构、教授等与国际高水平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开展

国际学术合作，承担国际重要项目研究任务；鼓励和

支持国际重要学者到中国从事高端研究工作，协助推

动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和进步；加强国际学术资源的

共享平台建设， 大力建设中国本土的学术资源平台，
支持优秀科学家在中国本土发表重要学术成果。

（二）搭建多学科交叉平台，夯实拔尖创新人才成

长的学术基地

学术交叉领域是学术创新的生长点和着力点。诺

贝尔奖得主的研究历史表明，加强专业之间的沟通与

跨学科研究对取得创造性成果非常重要［2］。调查显示,
32 位优博导师都具有多学科交叉的背景和经历，他

们在学术追求上始终坚持突破关键问题和前沿课题，
始终注意跟踪世界前沿领域的科学发展动态，并与研

究生一道在科学前沿问题上争取获得重大成就。导师

们的丰富经验和经历，也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了

最好的榜样。 这些年我们国家通过实施“211 工程”和

“985 工程”建设，培育了一大批前沿新兴学科和交叉

学科，造就了一批高层次人才［4］。 但交叉学科发展的

前景十分广阔，拔尖人才培养的任务依然繁重。未来，
我国要更加重视交叉学科领域的发现、发展和建设工

作，不断推进交叉学科的生长和壮大。为此，要从战略

高度研究和把握当今时代学科交叉发展的前沿方向

和正确战略， 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实现提供重要支撑；
通过科研团队建设支撑学科交叉领域的扩大、提升和

发展； 以优秀科研团队建设带动学科交叉的大发展；

采取非常规发展措施推动交叉学科人才的集聚，使交

叉学科发展有力量背景；大力营造学科交叉的浓厚氛

围，形成宽松的学科交叉研究的氛围，培育争取学科

交叉优秀成果的良好环境。
（三）鼓励扶持优秀年轻人，及早将他们推到国际

学术研究前沿

年轻人是最富有朝气、最有潜力的。 历史证明，很

多诺贝尔奖得主都是通过年轻时取得的重大发现和

重要成就而后继续发展才获得该奖的。 研究表明，物

理学、化学、医学、经济学等诺贝尔奖获得者取得成果

的平均年龄为 40.16 岁，35 岁取得成果最多， 其获奖

年龄在 60 岁左右［5］。调查显示，32 位优博导师都是在

年轻时就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在国际著名期刊上发表

了优秀论文，赢得了良好的学术声誉。 如上海第二军

医 大 学 的 曹 雪 涛 教 授 创 造 了 培 养 全 国 最 多 优 博 （9
位）的记录。根据曹教授的简历，我们发现，他 26 岁就

因硕士论文优秀而被提前授予博士学位，28 岁破格

晋升为教授， 成为当时国内医学界最年轻的教授，33
岁成为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主任，41 岁就当选中国工

程院院士，现担任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亚太地

区免疫学联盟副主席等国内外重要学术职务。 这说

明，只有大力选拔、提拔优秀年轻人，我国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才有扎实的基础和发展的前景。 为此，建议国

家要制定和完善一些特殊政策， 比如 “青年千人计

划”、“青年百人计划”，吸引全球杰出青年学者加盟中

国发展事业；为特殊人才设计特殊政策，在资金支持、
环境氛围等方面给予最优条件支撑；充分利用优秀科

学家在中国搭建国际学术平台，促其成为活跃于国际

舞台上的中国学术掌舵人；以最宽松的条件和氛围支

持优秀年轻人和年轻科学家聚会，共同为探索中国学

术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四）努力培育世界一流学术氛围，支持所有科学

家以自由探索为志业

一流的人才需要一流的学术氛围，需要一流的学

术环境，需要一流的师生集聚。 “名师出高徒”现象在

美国诺贝尔奖得主中尤为突出：199 位诺贝尔奖得主

得到过 150 多位诺贝尔奖得主的指导。 其中，16 人当

年师从两位诺贝尔奖得主，11 人曾与 3 位诺贝尔奖

得主有亲密接触的经历，另有 3 位居然各自得到 4 位

大师的教诲［6］。 拥有 15 位诺贝尔奖得主的美国斯坦

福大学校长约翰·汉尼斯教授在谈到 “大学如何提升

其卓越性”的问题时曾列举了 5 个要素，第一条要素

就是“要有一个体系能保证自由的探索和由教师所引

导的研究，要有教师来决定他们研究的领域和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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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7］。 近年来，我国国家领导人也针对这个问题发

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如温家宝总理多次谈到要提倡

自由的学术争鸣，优化学术环境，形成宽松活跃的学

术氛围，鼓励探索，宽容失败。 2011 年他在英国伦敦

皇家学会发表演讲时指出，做学问、搞科研，尤其需要

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正因为有了充分的

学术自由，像牛顿这样在人类历史上具有伟大影响的

科学家，才能够思潮奔腾、才华迸发，敢于思考前人从

未思考过的问题，敢于踏进前人从未涉足的领域。 温

家宝总理强调，要大力营造敢于创造、敢冒风险、敢于

批判和宽容失败的环境，鼓励自由探索，提倡学术争

鸣［8］。 无疑，我国重点高校承担着创新型国家建设的

重大科研任务，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学术至上的原则，
勇于在名师大师、英才成长和培养的学术环境上下大

功夫、出大政策、显大效果，努力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

的世界一流学术发展之路。
（耿有权，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江苏

南京 210096；彭维娜，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

士研究生，江苏南京 210096；汪 琴，东南大学高等

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江苏南京 21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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