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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人民大学 2008 年优秀博士论文表彰大会上代表获奖导师所作的发言。

继 2004 年我指导的博士生杨其静的博士学位

论文《企业家的企业理论》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

论文后，2008 年， 我指导的博士生聂辉华的博士学

位论文《声誉、人力资本和企业理论———一个不完全

契约理论分析框架》 再次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

论文，这让我又一次有了金秋收获的欣喜。学生们坚

持学术信仰，“宁坐板凳十年冷，不写文章一字空”的

刻苦钻研精神让我感动。 记得家在江西农村的聂辉

华刚入学时也像我指导的第一个博士生周业安一

样，家境贫寒，但他宁可勒紧裤带也不为外面的精彩

世界所动，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与科研中，在校期间就

在《经济研究》等重点核心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留

校后继续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刻苦钻研， 成为目前国

内经济学界颇有影响的青年学者。 我的在读的博士

生都比较用功， 其中家境比较贫寒的尹振东与桂

林本来应该 2008 年毕业，但他们为了写出一篇高质

量的博士学位论文， 宁愿负债也要申请延长一年学

习，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谢谢我的学生，他们在学术

上所取得的一个又一个的给予我作为教师的幸福与

快乐。

我自 1996 年开始担任博士生导师，屈指算来已

经有 12 年了。我从学校的其他导师身上学到了许多

培养学生的成功经验， 有些做法也是众多优秀博士

生导师某些成功经验的复制。同时，我在教学实践中

也悟出了一些道理。我想集中谈谈以下三点体会，以

求教于各位导师。

第一，坚持招生与培养过程中的学术导向。博士

生教育的首要目标就是培养高层次的专业教学与研

究人才，一旦失去了学术导向，博士生的培养就失去

了核心意义。因此，不管学生从哪里考来和今后希望

从事什么工作， 我都以学术标准来衡量其是否具备

入学资格， 以学术标准来衡量学生的论文是否达到

博士学位论文水平。学生来报考我的博士生时，我都

要深入地与他面谈一次，以求解对以下问题的答案：

①他是否做好了专注于学术研究的准备。 要在短短

的三年时间里完成高级经济学的训练和高质量的博

士学位论文，是要付出很高代价的，即使全身心投入

都未必能达到预期的培养目标， 因此我明确告诉考

生，我不能接受对学术研究三心二意的学生。 例如，

我告诉学生， 如果入学后我发现他在周一至周五期

间到外面兼职或从事赢利性商业活动， 我就会让他

离开。②我是否有能力指导他。 要实现培养目标，对

导师的学术要求是比较高的， 目前的专业分工越来

越细，导师并非无所不能，我只能在我比较熟悉的研

究领域给予学生专业指导，超越我的能力，就有可能

误人子弟。 因此，学生在报考前，我一方面要求学生

了解我所做的研究， 了解学生是否对我从事的研究

领域有兴趣；另一方面，我也要了解学生过去所做的

努力把博士生带到学术前沿 *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奖感言

杨瑞龙

摘要：介绍了作者担任博士生导师期间指导博士生学习与科研的成功经验和切身体会：坚持招生与培养

过程中的学术导向；力求把学生带到学术最前沿；给学生创造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

关键词：博士生；博士学位论文；学术前沿

作者简介：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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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我是否有能力把他带到学术前沿。如果考生的

学术兴趣超越我的指导能力， 我会推荐他去报考与

他的研究兴趣相近的导师。 ③考生是否有能力达到

培养目标。为此，我要全面了解学生的教育及学术背

景，测试学生的知识结构及学术水准，查阅学生已经

发表的科研成果， 特别是对其硕士学位论文的学术

水准有个基本的评估。 我在综合评估学生的学术素

质后才决定是否同意他来报考我的博士生。为此，每

年我都会婉拒一些考生。学生一旦被录取，就必须以

严格的学术标准来要求学生， 除了进一步完善知识

结构和掌握扎实的基础理论与在同行业中占据优势

的专业知识外， 还必须写出一篇高水准的博士学位

论文。

第二，力求把学生带到学术最前沿，使学生瞄准

学术制高点，以理论创新为己任。经济学意义上的理

论创新并非只是说人家没有说过的话， 也不是天马

行空式的空泛议论， 更不是与已有理论没有任何关

联、别人也不明白的故弄玄虚，而是建立在坚实文献

基础和严格学术规范上的独到见解。 一篇与学术渊

源没有任何关系的政策研究报告同样也不符合博士

学位论文的规范， 只有具有学术价值的理论创新成

果才能成为博士学位论文应用价值的坚实基础。 因

此， 理论创新的基本前提就是对相关研究领域经典

与前沿文献的充分掌握，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研究

的首要前提就是拼文献。 学校研究生院所推行的主

文献制度对于提升博士生的学术品位是很有意义

的。为了引导学生尽快进入学术前沿，我组织了一个

“契约与组织理论读书会”，基本上每周举办一次，至

今已经坚持了近五年时间。 我通常在期末在征求多

方意见后为下学期的读书会定书单， 选择文献的主

要原则是围绕制度经济学与企业理论的研究领域，

根据目前团队成员的研究方向以及当前国际学术界

的最新发展动态， 选择相关经典与前沿英文专业文

献，每周由一名学生主讲一篇文献。 在我的主持下，

首先主讲人要做前期准备， 他需要检索与该论文相

关的文献， 以便向大家介绍与过去的相关讨论相比

较，该文献的理论创新性以及学术价值体现在哪里；

其次是文献导读，介绍该文的基本命题、论证过程以

及理论贡献， 特别是要在技术上讲清楚相关的理论

模型及计量方法； 再次是结合自身及国内学术界的

相关研究对论文进行评价， 特别是评判该论文对自

己及本团队相关研究的启示及应用前景。 然后由 1~
2 名学生进行评论，补充相关的阅读体会。 最后大家

围绕该论文的基本命题进行讨论。 为了督促每位学

生仔细阅读文献，我规定每个学生都必须发言，并且

发言只能围绕论文的内容进行。同时，我每学期还组

织若干次学生工作论文和学位论文选题及研究的讨

论会。通过前沿文献的阅读，学生的学术素养有了明

显的提高， 其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大多瞄准国际学

术前沿， 他们完成的前期研究成果先后入选重要学

术会议，先后被邀请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

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宣读他们的论文，其

学术素养得到了同行高度的评价， 其中不少人在就

读期间，就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

界》、《金融研究》、《经济学季刊》、《经济学动态》等国

内重点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第三，给学生创造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让

学生的创造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我认为，一个学

生的创新能力除了与其经济学素养、逻辑思维能力、

对前沿文献的把握、对先进分析工具的熟练运用、外

语水平和必要的悟性等因素外， 还与宽松自由的学

术环境有很大关系。 为此， 我一方面对学生严格要

求，同时把握好基本的政治方向，另一方面给予学生

充分的信任与尊重。 为了给学生插上学术创新的翅

膀，我努力做到：①努力使自己坚持学习，拓展自己

的学术眼界，跟踪相关研究领域的最新发展动态，防

止因自己原有知识存量更新不及时所导致的眼界局

限束缚学生的学术创造力。 ②不用自己承担的各种

课题来束缚学生自主选题的自由。 我承担了各种国

家与教育部的课题， 但我从来不用指令的方式让学

生围绕自己的课题内容来选题， 用博士学位论文来

完成自己的课题， 因为这很有可能会限制学生的创

新能力。 ③允许甚至鼓励学生发表与自己不同的学

术见解， 也欢迎学生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学术商

榷。我在与学生讨论学术问题时是非常平等的，学生

可以无拘无束地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 ④包容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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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性。 一般来说，越是具有学术创新能力的学生，

其个性就越鲜明，而且越是沉浸在思维的王国中，对

社会上的人情世故可能越不熟悉， 其专注的学术精

神越需要保护。 我认为只要这种鲜明的个性不影响

他人的利益，就要尽可能包容，让其更好地进行学术

创造。 ⑤尽可能为家境贫困但专注于学术研究的学

生提供一些物质上的帮助，以减少他们的后顾之忧。

我经常会用我承担的各类课题经费资助一些经济困

难的学生，让他们能集中精力进行科学研究。

尽管自己在多年的培养和指导博士生过程中取

得了一些成绩， 但与许多优秀的导师相比还是在很

多方面存在着差距。 “教书育人”是一项非常崇高的

事业，是一项值得一辈子为之奋斗的事业。我将在今

后培养博士生的工作中不断地学习其他导师的成功

经验， 培养出更多被社会和其他高校认可的一流博

士生， 为把学校建设成为世界知名的一流高校作出

自己应有的贡献。

（责任编辑 刘俊起）

我们处在一个人才济济、千帆竞进的时代。作为

新时代研究生，在倍感自豪光荣的同时，更应感受肩

负的责任和压力。 研究生如何更好地把握学习的短

短三年，这就要为自己树立高标准、高境界，不能对

学术科研中取得的一点点成绩而沾沾自喜， 要在持

续的不满意中完成研究生的学术生涯。

一、精心修炼平和的心境，正确树立科学的人生观

1.社会心态的浮躁与功利思想的泛滥

整个社会向市场化转型带来了功利心理， 浮躁

气氛弥漫，人文缺失、道德丧失、信仰缺失，市场化改

变了社会，又全面渗透到大学，神圣的学术殿堂也出

现了功利性的倾向，品行培养和思维训练被忽视，功

利取代了追求。 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随波逐流，任

凭自己的思想认识趋向社会，其学术道德必然滑坡，

怎么可能取得三年研究生学习的最大收益呢？

俗话说：“心病还要心药治”。当不能改变周围的

现实社会环境的浮躁状况时，要想保持心态平衡，关

键就是要修炼自己的心性，改变自己的认知，形成对

外在环境的客观看法，把稳自己的秉性，以稳定平和

的心态去面对人生。 学习、做科研项目虽然艰辛，但

是可以磨炼我们不变的耐性，锤炼我们坚强的意志，

使我们以平和的心态去体验生活。 特别是在科学研

究中，不能靠抄袭整合别人的成果，或者打擦边球，

模糊人的提问视线，以欺骗的方式达到目的。

2．象牙塔里的镇静需要明晰科学的人生方向

君子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在生活中，尽管我们

不能轻言放弃，但有些东西还是需要放弃的。只有学

新时代研究生如何在不满意中成长

薛惠锋

摘要：面对社会的浮躁和功利思想的泛滥，提出研究生应该从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入手，将自己的人生设

计与国家、集体的利益相融合，科学规划人生前景，营造和谐的成长环境，追求卓越，以强烈的责任感，在持续

的不满意中完成研究生的学术生涯，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关键词：研究生；人生观；不满意；成长

作者简介：薛惠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法案室主任，西北工业大学自动化学院和

西安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西安 71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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