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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视点

申请授予博士学位和 论文挂钩没毛病
姻马军

书生 e见

最近有关 996 工作制的讨
论甚是激烈，有反对的，有支持
的，有超脱物外的，不一而足。我
还专门去请教了 IT 界的朋友，
他们说，其实各个公司还真不一
样，有的公司规定，晚上每加班
一个小时，第二天上午可以晚来
半个小时。有的公司是每周总量
控制、柔性管理。

有文章阐述了一个反面教
材：有的研究生习惯于“朝九晚
五”的生活———早上 9 点到 11
点半离开，下午 2 点到 5 点走。
一天就工作 5.5 个小时，每星期
工作 5 天，实际工作量为 27.5 个
小时。我将这种作息时间称为

“打酱油模式”。
科学界和 IT 界与正常坐班

的政府和事业单位是不同的。在
科学界说作息时间这一问题，施
一公教授曾经提供了一个正面
教材：“研究生阶段后期，我的刻
苦在实验室是出了名的。在纽约
做博士后时期则是我这辈子最
苦的两年，每天晚上做实验到半
夜 3 点左右，回到住处躺下来睡
觉时常常已是 4 点以后；但每天
早晨 8 点都会被窗外纽约第一
大道上的汽车喧闹声吵醒，9 点
左右又回到实验室开始了新的
一天。每天三餐都在实验室，分
别在上午 9 点、下午 3 点和晚上
九十点。这样的生活节奏持续 11
天，从周一到第二个星期的周
五，周五晚上做灰狗长途汽车回
到巴尔的摩的家里，周末两天每天睡上近十个
小时，弥补过去 11 天严重缺失的睡眠。周一早
晨再开始下一个 11 天的奋斗。”

我曾经在博文《大学老师的暑假，怎么过才
更有价值？》中阐述了我的一些个人看法，核心
观点分为三个部分：合理加班彰显时间价值，积
极充电提升成长价值，主动反思体现创新价值。

说白了，不论你从事什么工作，抛开工作效
率谈加班加点都是“耍流氓”。当你有工作效率
和工作价值的时候，加班加点会越干越起劲，只
要身体许可，会产生良性循环，会呈现出奋进状
态。当一个研究生有奋进之志、奋进之姿、奋进
之笔的时候，自然会像施一公院士当年那样奋
斗。相反，毫无斗志、毫无计划、毫无行动，会产
生恶性循环，沦为“打酱油”模式也是情理之中，
甚至加班也会磨洋工，出工不出力，更不可能撸
起袖子加油干了。

最近在朋友圈看到有人说：1. 劳动者：965，
不愿多做，拿奖励责任的工资；2.奋斗者：996，毫
无怨言，拿奖励超额业绩的奖金；3.合伙人：711，
全年无休，拿奖励未来的潜力股权。

从我个人有限的经历看来，“打酱油”的研
究生不可怕，可怕的是到工作岗位上还是“打酱
油”，那就离淘汰不远了；“打酱油”的导师比“打
酱油”的研究生更可怕。要想教学做得好，至少
是劳动者；要想科研做得好，至少是奋斗者；要
想教学、科研双丰收，起步就得是合伙人。

当你埋头于各种事务性表格的时候，当你
烦恼于各种琐碎的人际关系的时候，当你的爱
人骂你是一个窝囊废的时候，当你小孩无人照
料的时候，当你课堂上面对昏昏欲睡学生的时
候，当你招不到研究生的时候，当你面对晋升无
望甚至绝望的时候，当你发工资的时候……

而在你读书的时候，你可能只需要面对
这些问题———当你实验做不出来、不能毕业
的时候。

前者是多维问题，涉及教学、科研、婚姻、恋
爱、家庭等，后者是一维问题，所以有人说，读书
的时候是一种幸福，因为工作以后，使你秃顶的
事情实在太多、太多、太多。

考验你的智商、情商和逆商的时候到了，你
已经不是上几天班就跑路的过客，也不是上几
年学就毕业的学生，你是你自己的破壁人，哦，
不，是合伙人！

从这个意义上讲，青年教师应该成为高校
的合伙人，当然这个合伙人应该加引号。从高校
的角度来说，只有青年教师的能动性被激发出
来，学校的事业才能蒸蒸日上。如果青年教师没
有合伙人的意识，或者没有主人翁精神，也不愿
意加班加点，那么这个学校注定是一潭死水，也
会离“双一流”高校越来越远。

爱因斯坦说过，最重要的教育方法总是鼓
励学生去实际行动。这对于初学的儿童第一次
学写字是如此，对于大学里写博士学位论文也
是如此，就是在简单地默记一首诗、写一篇作
文、解释和翻译一段课文、解一道数学题目，或
者进行体育运动锻炼，也都无不如此。

不管是劳动者、奋斗者还是合伙人，时间是
行动的载体，但有力量的不是时间，而是行
动———有效的行动。

（http://blog.sciencenet.cn/u/Ter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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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天立地”做科研
赵生辉

什么样的科研成果算是好成果，
可能不同的学科会有不同的评价标
准。最近几年来，整个科学领域，无论
具体属于哪个二级学科，都有非常明
显的推崇实证研究、崇拜 SSCI 英文
期刊的倾向，甚至有的院校会按照
SSCI、国内权威期刊、CSSCI、北大版
中文核心期刊、普刊这样的属性定义
学术期刊的水平，尽管一直以来都有
争议，但是这种趋势似乎已经越来越
清晰了。

那么 SSCI 期刊论文和国内社科
圈的学术论文风格差异究竟在何处
呢？个人以为，主要在于以下方面：
SSCI 既然是社会科学索引，自然是
遵循“科学”范式的，也就是说整个研

究的核心目标在于“知识发现”，即发
掘现象背后所隐藏的规律性，这种规
律性是可以被重复和验证的。因此，
绝大多数的研究会选择非常小的视
角，经常是一些具有通用性的科学问
题，采用问卷、实验等科学方法，找到
具有启发意义的研究结论。也许是中
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国内社会科学研
究大多特别强调研究的“有用性”，即
研究成果需要经世致用。因此，采用
宏观视角进行理论推导的研究就相
对多一些。而这种方法近年来颇受冷
落，甚至会被不加区分地冠以“低水
平”的标签。

实际上，两种风格各有利弊，实证
研究如果没有发现有启发意义的结论

就会沦为一场“方法秀”，研究过程让
人眼花缭乱，晦涩难懂，最终结论却是
一些常识。这样的论文可能真没有学
界所吹捧的那样好，至少不应该说这
样的论文就一定比定性的研究更好。
而定性研究或者理论推导式的研究由
于不用考虑方法的制约，通常选择的
题目会是真正对社会有重大意义的研
究题目，结论也通常更为关键。但是，
定性研究难以验证，无法向读者传递
研究结论的可信性，这也是不足之处。

因此，真正最好的研究应该同时
兼具两者的特征。本人曾经读过国外
的一些论文，从选题到论证的前半部
分感觉特别像是一篇理论研究的论
文，文献综述极为详尽，论证过程也

是旁征博引，而到了后半部分则采用
了实证研究方法。具体而言，好的研
究应该具备以下特征：第一，持续关注
某一领域，选择真正重要的科学问题；
第二，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研究过程科
学严谨；第三，研究结论具有重要应用
价值或者一定要高于现有认知。

这样的研究就是“顶天立地”，既
有理论的深度，又有过程的严谨。这
也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研究风格。尽管
很多人说“人过四十不学艺”，我还是
觉得应该在可能的情况下尝试一下，
不要过早地把自己归入“老学究”的
队伍里。

（http://blog.sciencenet.cn/u/foo
lbirdzsh2015）

“好的研究应该具
备以下特征：持续关
注某一领域，选择真
正重要的科学问题；
采用实证研究方法，
研究过程科学严谨；
研究结论具有重要应
用价值或者一定要高
于现有认知。

会写论文该不该成为本科生毕业的基本要求
金振奎

“会写论文就如同
会做科研，干什么事
就有思路了，就会自
己找方向、找题目了。
本科生会写论文，是
我国高等教育领先世
界的重要途径。

尽管绝大部分本科生毕业时能
写实习报告、毕业设计报告，但是不
会写科技论文。很多工作了多年的
大学毕业生甚至硕士生，做了很多
工作，会写研究报告，但让他们提炼
出论文来，比登天还难。这都是在大
学中论文写作训练的缺失所致。

笔者认为，会不会写论文是衡
量本科生培养质量最重要的指标，
会写论文应该成为本科生毕业的基
本要求，这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先世
界的重要途径。

首先，本科生为什么要会写论
文？因为论文是反映多种能力的综
合指标，能够反映创新能力、发现问
题能力、解决问题能力、逻辑思维能
力、提炼总结能力、写作能力、审美
能力等多种能力。

写论文，首先要提出一个新颖
的观点，这需要学生具有创新能力
和提出关键问题的能力。很多人做
了很多工作，但不能从中发现亮点、
发现问题，提不出好的科学问题。

发现问题后如何解决、如何获
取资料和证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需要学生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和逻
辑思维能力。

把自己的观点通俗易懂、条理
清楚地表达出来，需要提炼总结能
力和写作能力。

论文插图是否精美，需要学生
的审美能力。

因此，会不会写论文是衡量本
科生培养质量最重要的核心指标，
会写论文应该成为本科生毕业的

基本要求。
我国的高校，往往重知识灌输，

轻能力培养。例如，一个本科生毕
业，通常需要修满 160～180 学分，
而其中绝大部分学分是通过课程
学习获得的，实训（实习、大作业、
科技创新、毕业设计等）所占学分
的比例通常不到 15%～20%。上那
么多学时的课有什么用呢？不学以
致用很快就忘，教了基本是白教，
浪费宝贵时间。

以英语为例，我国学生的英语
从小学就学，博士毕业了仍未过关，
为什么？因为只注重上课，不注重应
用，平时讲话不用英语，写作不用英
语，思考不用英语，做梦不用英语，
所以永远学不好。

还有数理化。很多人认为，数理
化基础不牢，研究后劲就不足，故有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之说。我认为
这种观点不对，后劲就是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强弱与数理化基础并没有
多少关系。例如，我国从中学到大
学，教授的数理化知识比欧美多，学
生的数理化基础比欧美学生扎实，
可是创新力明显不如欧美是事实。

还有人认为，数理化可训练抽
象思维能力，因此认为应多学，文科
学生也要学习。但笔者认为，学生从
小学到中学就一直在学数学，到了
中学还学物理和化学，抽象思维不
是从中训练了吗？在大学里开设适
量的数理化也没有问题，其学时设
置要看对专业是否有用，有用的多
学点，无用的少学甚至不学，不能为

了学习而学习。
由于我国高校以传授知识为

主，而学生毕业时，大部分知识都忘
光了，脑袋里空空如也，获得感小，
老师讲得好也罢、差也罢，最终效果
都差不多。所以才有“大学白上”的
感觉，尤其从事的专业与所学专业
不同时，这种感觉特别强烈。这就是
知识灌输型教育的悲惨结局。

高等教育的核心是培养能力，
其次是传授知识，正所谓“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渔”。大学里过多地上
课，必然挤占各种能力训练学时。其
实只要能力强，工作中需要什么知
识，可以自己获取。如果从事的工作
需要数理化，完全可以深入自学。

其次，怎样训练学生写论文呢？
建议采取如下措施。

（1）开设科技论文写作课。开设
科技论文写作课，可以教会学生如
何写论文，让学生掌握论文由几部
分组成，每一部分怎么写，并配以实
例和练习。

鉴于论文写作的重要性，可开
设两次科技论文写作课，分初级写
作课和高级写作课。初级写作课可
在大一开设，在学生没有写作经验
时，先让他们掌握初步的写作方法。
高级写作课可在大四开设，在学生
有了研究经验和一些写作经验后，
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即从
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

（2）通过实战训练。可要求学生
每年写一篇综述性论文，即通过查
阅大量文献就某个专题写出一篇综

述性论文，算学分。这可以训练学生
查阅资料的能力、发现问题能力、总
结提炼能力等等。

实习、大作业、科技创新、毕业
设计等都要求以论文的形式，或者
既有报告，也要提炼出论文。

当然，要求所写论文都发表也
不现实，但要鼓励公开发表。

写第一篇论文往往是很困 难
的，万事开头难。但只要迈过这个
坎，就越来越容易了。写过三篇以
后，基本就可以进入流水线作业了。
当然，要鼓励学生多写有用的论文。

（3）让会写论文成为本科评估
的重要指标。会写论文应该成为本
科评估的重要指标，因为没有哪项
指标能像论文写作那样体现学生的
综合能力。如果本科生毕业时会写
论文，那么学生培养质量将有质的
飞跃，学生的获得感必然丰厚。即使
他们毕业后不是从事所学专业，也
绝不会感到大学白上。

会写论文就如同会做科研，干什
么事就有思路了，就会自己找方向、
找题目了。本科生会写论文，是我国
高等教育领先世界的重要途径。

目前欧美高校教授对中国留学
生普遍的印象是：很多本科生毕业
读研时不知道要干什么，需要导师
定题目、定思路。这其中的有一些原
因是本科生不会写论文造成的。

所以，高校应重视本科生的论
文写作训练。

（http://blog.sciencenet.cn/u/ho
ngxingshan）

最近头条新闻和媒体置顶国内某
“双一流”建设高校取消博士学位申请
必须发表若干小论文的要求，结果舆
论两边倒。一方面热心群众担心高校
培养过度放水会产生更多的注水文
凭，另一方面则有声音表示赞同，声称
是学术界的福音，是和国际接轨。

自上世纪 80 年代第一批国内培
养博士至今，我们的硕士研究生和博
士研究生培养都处于探索阶段。不同
阶段对高等教育人才的培养目标不
同，对人才培养的标准也就有差异
性。从科学研究角度看，无论是面向
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博士生都是
研究的主力军和未来科研人员的中
坚力量，博士生的培养质量事关国家
和社会科技持续进步和创新。

对于一所大学，有没有博士点直
接决定着其在学术领域的贡献。对于教
师个体来说，有没有博士点则决定着小
团队能否有稳定的队伍来持续产生重
要的科研成果，毕竟每个老师都要面临
本科教学任务和相关学科建设任务，如

果能持续招收到博士生那么就可以通
过指导或与博士生合作在某些领域有
所突破。基于这一点，很多博士生毕业
的时候都会纠结该去什么单位工作，有
博士点的大学和实验室入职门槛高，而
普通教学型大学则可能给予博士毕业
生更多的物质待遇。在求职的时候是平
台优先还是人民币优先的确让很多博
士生在毕业前很纠结。

从培养质量和期望目标来看，国
内有博士点的大学对博士生毕业的
答辩条件都有基本要求，有的实验室
或者团队的导师则在学校基本要求
基础上加码，比如规定毕业的时候在
指定的期刊上发表论文，影响因子总
和、单篇文章影响因子或者分区上给
出要求标准，否则不考虑答辩申请。
对于这种要求，有赞同的也有反对
的。赞同的人认为如此可以提高博士
生的科研能力和素质，杜绝混文凭
的。反对的人认为这种规定是霸王条
款，是违反科研规律和急功近利，是
对博士生的压榨，会催生学术造假和
不端等。毕竟，科研能力的提升是个
长线过程，不是速成的。

实际上，当前国内不同大学的师
资力量和生源结构差别很大，允许不
同大学制定不同的学位申请标准和
条件是合理的，不能搞一刀切。对于
博士生来说，培养单位的培养计划和
要求都是明确的，报考前都是和导师
预先沟通过的，既然选择了这个学校
就要按照学校培养的要求和标准来
执行，这也体现了契约与合作精神。

对于当前大学排行榜上的“双一
流”和知名高校，各培养单位取消博

士生毕业学位申请答辩必须发表
SCI 论文的规定是值得赞赏的，这体
现了文化和精神的自信。实际上，加
强对毕业学位论文的质量监控和审
查完全可以杜绝培养质量打折扣。

对于非主流大学和偏远地区的
博士点，加强博士毕业生的小论文发
表标准要求还是非常必要的。这些非
主流大学虽然也有博士点，但从招收
生源这一关或许本身就打折扣了。规
范论文写作，在国际期刊和主流期刊
发表论文对于这些博士生是压力也
是动力，促进其用心投入科研全面提
高科研素质，发表一定量的 SCI 论文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其培养质量的
有力佐证，否则你拿什么和“双一流”
高校毕业的博士生竞争？

有人抱怨发表 SCI 论文难，的
确，在

等期刊上发论文很难，但
全世界有近 9000 种 SCI 期刊，在这
些非主流 SCI 期刊发表论文可以看
作是标准化的训练，至少还有一个写
作技能提升过程。我在当学术编辑受
理稿件的这几年中，经常会解答作者
和审稿人的一些基本问题，部分作者
写的稿件逻辑性混乱，语句表达含糊
不清，无法证实自己的观点，在修改
答复审稿人意见的时候不能准确回
答，避重就轻等。甚至把一些“家庭作
业版”的稿件投递上来。实际上，这都
是博士阶段应该学习和知晓的。如果
毕业大论文真的质量过硬，从中摘取
部分章节按照标准化八股文格式写
一些小论文并在不同层次发表是没
有什么难度的，毕竟不同层次读者偏

好不同的期刊论文。
从用人单位招聘的角度看，并非

是唯论文至上。以我们单位招聘为例，
在严格遵循学校相关文件规定下，组
成的招聘工作小组在面试过程中对应
聘的博士毕业生都是全面考察的。

从教学试讲来检验应聘者的语
言组织能力、表达能力、知识逻辑性；
从个人科研成果陈述来考察应聘者
在学位论文中的参与度和贡献、基础
和专业知识的扎实程度，知识面是否
宽广能否适应通识教育；从综合面试
来考察应聘者的心理素质、沟通能力
和协助能力等。有些应聘博士生的确
发表了比较多的 SCI 论文，但最终面
试却被淘汰了，而有些应聘的博士生
虽然 SCI 论文数量少甚至只有一篇，
但在面试过程中给评委的印象非常
好。其原因各种各样：答辩前发表的
小论文少，是导师不要求，认为发表
一篇就实践了国际期刊发表论文的
过程，其余的没必要发表了，或者仅
有一篇 SCI 论文但工作量很大等。

当然，从就业的角度来看，如果
时间允许，博士生还是要争取在 SCI
期刊特别是主流期刊发表论文，这样
在求职过程中更容易通过人事管理
部门的初选，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在同
层次学校增强自己的竞争力。每个单
位和个人都要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
况给自己定位和定目标。发表了 SCI
论文不代表质量一定高，不发表 SCI
论文也无可厚非。珍惜羽毛才能飞得
更远，且行且珍惜。

（http://blog.sciencenet.cn/u/hy
perchaos）

“规范论文写作，在
国际期刊和主流期刊
发表论文对于这些博
士生是压力也是动力，
促进其用心投入科研
全面提高科研素质，发
表一定量的 SCI 论文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
其培养质量的有力佐
证，否则你拿什么和
“双一流”高校毕业的
博士生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