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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 1985 年，我国开始实行博士后制度,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经历了

30 年发展。至 2015 年,全国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设站单位 3011 个,高校作为博士

后高层次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承担博士后事业发展和制度的创新工作,在博士

后人员培养过程中，针对博士后管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积极创新机制、营造

良好环境、激励博士后人员的科研创造力和工作热情,促使高校博士后事业又好

又快地发展。所以在博士后管理过程中既能及时发现问题，又能快速解决问题是

我们博士后管理人员面临的巨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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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对博士后的概念尽管有些模糊，却已经得到社会普遍认可，人们能够区

分博士后与非博士后人员。深入博士后研究的冯支越研究员认为，“标准主要有

两点:一是有学术气氛浓厚的环境;二是要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因此并不是任何取

得博士学位后从事临时工作的人员都叫做博士后。”从管理角度看，尽管获得博

士后资格的形式和博士后研究方式不同，但基金资助、导师负责、项目支持却是

大同小异，已经形成大家认可的各种管理惯例。

一、博士后制度的初始

博士后制度建立是为了解决留学生归国问题。CUSPEA 项目(China - United

States Physics Examina2tion and Application)实施,造成几批留学生是否学

成归国及回国后如何有效安置的问题 ,这是博士后政策出台的直接根源。1985

年是国内刚改革开放初期,国内经济才刚起步,科研基础和科研条件相对较差,如

何吸引留学生回国,这个问题不解决好,一定会给社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一是高

端人才流失,重新起步的科技发展竞争力下降;二是对人才国际交流带来不利因

素,人才自由流动促进了学术交流,但如果交流不畅,很难推动人才政策进一步放

开,日后的出国留学事业，必然会受到重创;三是国际形象,作为一个大国,如果在

高端人才培养上落伍,不能紧跟国际学术发展前沿,那么在未来世界格局的竞争

中很难争得一席之地。



博士在毕业后如何进一步加以培养使用,以利于他们更好地成长为科技领域

的领军人物和科研中坚力量,也是期待解决的问题。留学生归国从某种程度上

看 ,不仅是人才问题 ,还是政治问题,急需国家通过某种方式加以解决。政策应

问题而产生,当年博士后政策最直接的起因是为解决留学生归国问题。

二、现今博士后培养方向和目标

随着时代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各行各业对人才需求越来越高，“博士后制

度”的嬗变正由此开始, 培养目标更加多元化,流动站设立数量逐步有序增加，

至 2015 年,共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3011 个,自 1985 年，我国开始实行博士后制度,

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经历了 30 年发展。

1.各年度全国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设立情况（数据来源：中国博士后网）

1997 年为了促进产、学、研结合，培养和造就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高层次

科技和管理人才，推动我国博士后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国家人事部、国家经贸

委和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发布了《关于扩大企业博士后工作试点的通知》(人发

[1997]86 号)。之后，为使企业博士后工作顺利开展，对国家有关博士后工作的

政策、规定进行调整完善；2005 年前后，很多高校推出了师资博士后的概念，

将部分博士后纳入师资队伍管理的一种制度，其目的在于适应学校教学、

科研发展的需要，加大青年人才队伍建设和培养的力度，优化师资队伍结

构；在高校里，大量的博士后人员跟着合作导师做项目做科研，有一种临

时“打工”的身份也渐渐形成。所以在陆续引入企业博士后和师资博士后等

新型博士后职位的同时，各高校流动站都制定了相关办法和政策，逐渐改变了

原有博士后人员培养方案和目标，使博士后的内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三、较源起目标不同，当今博士后培养过程中出现了较多问题

目前，有大量学者和管理人员也都注意到博士后管理中的问题，对博士后制

度展开了研究，从多方面多层次阐述了博士后制度和管理问题，寻找着解决办法。

本文累述其中常见几个问题，供大家探讨。

（一）合作导师与博士后关系问题

从管理角度看，获得博士后资格的形式和博士后研究方式主要要几个：流动

站招收，工作站招收，工作站和流动站联合招收，一般是合作导师资助、国家经

费资助，高校自筹经费和企业项目资助等方式，这些都离不开合作导师负责。

但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陋习影响，很多合作导师——特别是有一定职位的，

在用人和学术上依然讲面子、论亲缘、分辈分，大多愿意留自己学生，学生也情

愿跟着原来的博士导师做科研工作，科研和生活上都可以得到关照。的确导致高

校师资队伍和学术界“近亲繁殖”的现象，不利于学术发展。国家人事部、国家

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在《博士后管理工作规定》（国人部发〔2006〕149 号）也作

出规定——“第十七条 除经人事部博士后管理部门批准的特殊情况外，申请人

不得进入授予其博士学位的单位同一个一级学科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以避免“近亲繁殖”。但也有一定的弊端，其一，真正科研工作能力强，符合留

校工作的人员被拒之门外。其二，出现挂靠其它学科，继续跟着原来博士导师工

作的情况，更好笑的是挂靠一点不相关学科。

“博士后有特定指导教师，他们之间是平等的合作关系，不是师生关系，也

不是上下级关系。由于独特的儒家文化影响，加上注重培养的色彩，中国博士后

与导师之间实际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师生关系;美国博士后实行“老板制”，以项目

研究为基础，注重合作的实效性，博士后与指导教师之间基本是一种聘用与合作

的关系。”（徐士荣《中国博士后政策分析》）徐士荣博士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用

这段话说明中国博士后和合作导师的关系，也说明了中美之间博士后一个很大的

不同。美国很多博士毕业后也一直跟着自己的导师做博士后工作，关键是改变了

身份，有学生转变为临时员工，开始以合同的方式建立关系。

所以合作导师和博士后关系的不确定性，影响了合作导师和博士后工作人员

的职责权益，不能各自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博士后待遇降低问题



在国家政策文件中，给予博士后概念内涵，明确了具体博士后资格要求和

身份。《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关于进一步明确博士后研究人员身份等问题的通知》、

《人事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关于博士后招收对象问题的通知》、《博士后管理工

作规定》(2001)、《博士后管理工作规定》(2006)等文件规定，具有博士学位，

品学兼优，身体健康，年龄一般在四十岁以下的人员，可中请进站从事博士后研

究工作。博士后研究人员系国家正式职工，其行政、工资、组织等各类关系均在

建站单位。虽不被列入建站单位的正式编制，但却属于各建站单位经国家批准的

流动编制内的工作人员，一切待遇应按建站单位正式职工对待。

现行博士福利待遇是由起初的博士后日常经费转变而来，是博士后人员从事

科学研究和日常生活的基本保障。在博士后事业发展不同阶段，博士后日常经费

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日常生活费逐渐提高。虽然如此，由于生活消费不断升高，

物价不断上涨，博士后生活费增长速度明显偏慢，特别是在北京上海等这类高消

费城市中，博士后人员相对生活水平大幅降低，也影响了优秀博士毕业生选择进

站做博士后科研工作的决心。博士后工作资金投入单纯依靠国家是不现实的,自

筹经费应成为今后博士后招收模式的主流。由表 1可以看出博士后生活费和几个

高校聚集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变化规律。可以看到每次国家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出

台政策调整博士后日常经费，都会使博士后的生活费和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比有一

个客观的提高,而一段时间后就有所下降。

表 1 、博士后生活费和几个高校聚集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比较

1985 年 1994 年 2001 年 2006 年 2009 年 2012 年

全国 1148 4538 10870 21001 32736 47593

北京 1420 6523 19155 40117 58140 85307

上海 1436 7405 21781 41188 63549 80191

天津 1250 5364 14308 28682 44992 62225

广东 1347 7117 15682 26186 36355 50577

陕西 1122 3803 9120 17246 30185 44330

黑龙江 1104 3375 8910 16505 26535 38598

博士后

日常经费

12000

(25%生活)

20000

(25%生活)

30000

(25%生活)

50000

(80%生活)

50000

(80%生活)

50000

(80%生活)

生活费 3000 5000 7500 40000 40000 40000

博士后生活费与城

镇职工平均工资比
2.61 1.10 0.69 1.90 1.22 0.84

（2014 年 9 月收集）

（三）在职博士后的问题



《博士后管理工作规定》“第十四条申请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人员，应当

向设站单位提出书面申请，提交证明材料。委托培养、定向培养、在职工作以及

具有现役军人身份的人员申请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应当向设站单位提交其委托

单位、定向培养单位、工作单位或者所在部队同意其脱产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

证明材料。在职人员不得兼职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在文件规定后，进站博士后工作人员都能按要求办理脱产进站手续，但实际

上很多博士后都按规定办手续，但人在报到后不执行规定要求，全脱产工作。由

于博士后人员工作都在科研团队，合作导师有的是碍于面子、有的是靠关系挂靠

的，也就不按要求管理，所以很多在职博士后不能真正做到脱产从事博士后科研

工作，甚至不能按时按期完成博士后工作，一再延期出站，有的滞站时间过长，

终究被清理出站，浪费了科研资源。尽管高校管理部门强调不再招收在职人员做

博士后，但在文件里有相关规定，也无法杜绝招收，加之当下社会盛行把博士后

当做一个高于博士的“学历”看待，并给与相关待遇，使一些走向工作岗位的博

士们选择做在职博士后，其目的明显违背了博士后培养的宗旨。

四、解决办法和探讨

（一）发挥合作导师的主导作用，合同化管理博士后人员

各高校博士后管理者都能认识博士后合作导师的管理作用，发挥博士后合作

导师的管理功能，在合作导师和博士后人员之间建立正确良好的关系，可以提升

博士后管理工作效益。合作导师即是博士后的指导者，也是资助者，在博士后管

理工作中起着主导作用。然而博士毕业后从事博士后工作，身份明显有所变化，

是职员或员工，不再是学生，加上很多高校已经是由合作导师出资一部分作为博

士后的生活费或科研经费，故而更体现出雇佣的关系，应该在管理上更接近合作

或同事关系。很多高校也用合同或协议来确定两者关系，一般博士后在站需要

24 个月，合同也是按进站期限实施，只是执行起来还是免不了流于形式。所以

合同化管理博士后人员比较符合当今合作导师和博士后人员的关系。

（二）出台国家政策引导设站单位增加博士后生活费，提高待遇

为吸引优秀博士毕业生积极投入博士后科研工作，并保证博士后生活稳定，

专心工作，国家层面应该出台政策引导博士后流动站设站单位，按较高标准资助

博士后人员，保证博士后有足够的生活费和科研启动经费；高校应该从人才建设

和自筹经费中投入一定资金,作为博士后专项基金，提高博士后工作人员待遇；



还应该通过多种渠道拓宽博士后经费投入,吸引企业和政府机关等研发机构注入

资金；应给予博士后人员加入学校科研团队申报攻关课题,增加博士后人员科研

经费，降低个人在科研中投入。

坚持以人为本,为博士后人员提供较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给予他们更多的

关心和照顾,做好后勤保障,努力解决他们在心理需求、工资待遇、住房安置等方

面存在的困难。充分发挥博士后这个特殊群体的才智,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

创造性。

（三）从政策上引导和限制，避免在职人员盲目地跟进到博士后队伍中来

在研究中美博士后政策分析时，有学者指出当下对‘委托培养、定向培养和

在职工作以及具有现役军人身份的人员申请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应当向设站单

位提交其委托单位、定向培养单位、工作单位或者所在部队同意其脱产从事博士

后研究工作的证明材料。在职人员不得兼职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这一规定有

“欺骗性执行”的现象，追其种种原因主要是满足各方利益的需求，所以招收博

士后单位和博士后人员进站的目的全然有悖于博士后制度的宗旨，应从管理规定

中予以限制或取缔。相比之下，外国博士后没有相关规定，博士毕业找不到满意

的工作就一直做博士后，因而只能全职进行博士后研究。

综上所述，博士后事业在我国社会和经济中充满生机和活力，作为博士后工

作管理者，要把博士后事业 30 年取得的成绩作为一个新的起点,不断发现问题，

探索解决问题，开拓进取,勇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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