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端鸿

同济大学教育政策
研究中心主任

大学观察 32023年 6月 6日 星期二
主编 /计红梅 编辑 /陈彬 校对 /何工劳、唐晓华 Tel：（010）62580616 E-mail押bchen＠stimes.cn

博士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我国要不断

推动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解决“卡脖子”问

题，就应当建立相应的保障制度和机制，引导

博士转变观念，选择到企业等非学术市场就

业，并继续从事科技创新工作。

中国大学评论招聘“非学术岗位”，需要“全员博士”吗
姻刘胜军

近日，江苏某高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
作人员，要求所招人员全部具有博士学历，
但其所招聘的并非学术岗位，而是行政管理
岗位和实验员岗位。此举引发了公众热议。
对于高校行政管理岗位而言，硕士学历

足以胜任，但招聘单位要求全员博士学历的
现象并非个例。例如，此前河南大学也要求
其招聘的 15名行政管理人员必须为博士，
且 4年内不能转岗。
舆论对此之所以关注，是因为社会公众

质疑这是否是高端人才与工作岗位的错配，
同时也说明博士就业市场的供需发生了质
的变化。这一问题应当引发我们的思考。

学历竞争压力传导至博士生层面

高校行政管理岗位全员博士的要求，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目前学术市场的现状———
作为“市场”，总会有人进入，有人退出。这其
中，进入环节毫无疑问存在激烈竞争，博士
生也需要通过学历和经历证明自身学术能
力，来获取一份教学 /科研岗位。
在高校扩招背景下，大学毕业生人数屡

攀新高，2023年将达到 1158万人。在就业竞
争激烈的当下，学历从本科内卷到硕士，最
终传导至博士层面。近年来考研率居高不
下，考研分数水涨船高即是体现。
这就导致部分不具有学术研究能力，也

缺少学术热情和志趣的人选择读博；也有部
分博士生经历几年学习后，发现自己不适合
学术研究。对于这部分博士生来说，主动退
出学术市场，选择分流到企业、政府机关和
高校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是可以理解的。但对
于有志于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但是迫于一些
现实原因而无奈选择非学术市场就业者，显
然是人才浪费。

如果抛开主动退出学术市场者不谈，
仅就后一种情况看，可以归纳出几个具体
原因。

其一，博士扩招规模与高校提供学术
科研岗位的数量之间不匹配是主要原因。
近年来，我国博士生招生规模急剧扩大，招
生数量从 2011年的 6.56万人增至 2022 年
的 13.9万人，10年时间翻了一番。据统计，
早在 2020年，全国高校博士生在读人数就
达到 52.4万。

与此同时，全国高校可以提供的就业岗
位却只有 3.5万个左右，这不仅仅是教学科
研岗位，还包括面向硕士和本科的辅导员岗
位和其他行政后勤岗位。

其二，这是一种迫于现实的无奈之举，
甚至是一种委曲求全。毕竟博士毕业时年
龄普遍不小，即便在最理想情况下，本硕博
读完一般也要在 29岁左右或以上，如果读
硕士或读博士之前有过工作经历，那么 35
岁也不稀奇。

目前，我国就业市场存在严重的年龄歧
视，大家普遍存在“35岁年龄焦虑”。如果博
士毕业时找到一份不稳定的工作，过了 35
岁再换工作便毫无优势可言。因此，选择稳
定并且相对自由的高校是博士生就业的普
遍首选，即使委曲求全地从事无法继续进行
教学和科研的行政管理岗位。

其三，高校行政管理岗位也具有一定优
势。对于备受科研煎熬的博士生来讲，这份
工作意味着可以继续留在熟悉的高校环境，
且不必接受科研的挑战和折磨。而高校作为
事业单位，其行政管理岗位也有升迁的空
间，且一旦拥有了一定的行政职务，还有机
会挂职和调动到政府机关工作。现实中，为
数不少的行政领导有高校管理工作的经历。
更何况高校行政管理岗位同样一年有两个
假期，这也是相对于企业和政府机关的一项
重要福利。

既要转变观念，也要机制保障

有专家曾指出，社会各领域和岗位都需
要博士人才，博士生应该转变就业观念，敢

于进中小企业和其他领域，甚至敢于自主创
业，要有干一番事业的决心和勇气。对此，笔
者认为博士选择非学术市场就业不是简单
地“转变观念”就可以解决的，而需要考虑综
合因素，并需要相应的体制机制保障。

首先，博士选择非学术市场就业的试错
成本非常高。博士毕业时已到谈婚论嫁、建
立家庭的年龄，甚至不少在读博士生已经成
家。因此，其面临的家庭负担和经济压力并
不算小，不能不考虑试错成本和家庭对风险
的承受能力。所谓“转变观念，敢于进入中小
企业，甚至自主创业”不是简单说说就可以
的，这种说法也不具有普适性。

其次，博士选择非学术市场就业还存在
非常高的沉没成本。一名学生从本科、硕士
再到博士，至少要付出 10年的时间、金钱和
精力，因此在作选择时不能只考虑转变观
念，而不考虑过往的投入。

最后，如前文所言，年龄歧视现象在我
国目前的就业实践中并不罕见，这种现象不
仅存在于企业，还包括一些政府机关和事业
单位。博士毕业后选择到企业工作，甚至自
主创业，就会面临在 35岁甚至 40岁以后主
动或被动“再就业”的风险。此时，博士在年
龄上已经不具任何优势，同时缺少保障，这
会严重影响其对非学术市场、非体制内用人
单位的选择，也不利于博士在创新的主
体———企业中发挥作用。

因此，非学术市场的用人单位在引进博
士时应考虑博士的试错风险、过往投入的沉
没成本以及将来的再就业风险，为其提供相
应的待遇和保障。

为支持地区经济发展，用人单位所在地

政府在引进博士类高端人才时，应当建立具
体的制度和机制，解决博士选择非学术市场
就业的风险和成本问题，为其建立保障机制、
解决后顾之忧，并考虑将博士个人职业的长
期发展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结合起来。

从国家层面讲，博士是科技创新的主力
军。我国要不断推动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
解决“卡脖子”问题，就应当建立相应的保障
制度和机制，引导博士转变观念，选择到企
业等非学术市场就业，并继续从事科技创新
工作。否则，作为科技创新主力军的博士出
于无奈放弃科研创新工作，与用人单位错
配，就不能发挥出应有作用。国家、高校和个
人付出巨大的经济和时间成本都将付之东
流。这对个人来讲，无益于个人价值的实现，
对国家来讲，也是巨大的社会成本损耗。

从事行政工作，博士更具“优势”

如果站在制度经济学角度，博士从事高
校的行政管理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利于
大学治理的。

在高校中，根据不同学科设有不同的学
院和系，彼此间差别巨大。教学和科研的专
业知识与信息更多掌握在二级学院或系手
中。这些知识具有“当地性”，决定了学院或
系有权根据其现实需求采取行动，从而避免
增加高校的校级行政机关与院系之间的信
息传递成本，实现更有效的科学决策，促进
教师治学。

在这方面，从事行政工作的博士是具有
一定优势的。

由于受过学术训练并有一定的学术视
野，博士担任行政管理人员更容易与教师形
成共识，有助于推动大学教师治学。教师治
学的内容包括各教学项目的培养目标和方
案的设计、学生学业水平的核准、教师研究
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贡献的评价、教师聘用和
职称晋升学术标准的制定等学术问题。而这
些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一定的“当地性”，更
需要具有一定的学术认知。

因此，从大学治理视角看，博士担任行
政管理人员，有助于减少高校管理成本，也
有助于提高大学治理水平。这一点是我们需
要注意的。

（作者系中国民航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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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网友爆料，一位刚入职四
川大学的老师疑似存在学术不端行
为。爆料者称，这位教师在任职华南理
工大学时，与其课题组中的一位博士
生发生婚外情，并带这位博士生发表
了多篇高水平论文。爆料者还透露，该
博士生部分署名第一作者的论文系他
人成果，且这些论文刊发在《自然》等
国际顶级期刊。网友将其戏称为“学术
妲己”，该词条一度登上微博热搜。

就此，华南理工大学和四川大学
先后发布通报启动调查，表示对学术
不端和教师师德失范问题“零容忍”。

如经查实，此事件中将学术成果作
为“人情”赠送属于学术不端，师生关系
“越线”属于师德失范。从已经发酵的舆
论看，严禁师生恋是国内外高校普遍认
同的准则，而学术成果能否作为“人情”
赠送却存在不少争议。

署名权是学术论文的撰写者和实
际贡献者拥有的道德与法律权利，获
得署名权体现学术共同体对论文作者
身份的认可。不少人认为，课题组负责
人拥有署名的支配权，如何安排署名
是基于个人学术权力。也有不少人认
为，成果署名争议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管理部门不可能作出有效的规范、调
查和取证，主要还是靠学术人员约束
自身行为。还有不少人认为，国内某些
学术期刊要求第一作者必须是具有高
级职称的学者，有时署名违背学术惯
例也是无奈之举。甚至有人认为，学术
成果的创作者自愿将成果赠予他人是
其自由，别人无权干涉。

学术界约定俗成的署名原则是依
据实际贡献大小安排署名。如果一个
学术作品是由作者独立完成，就应该
独立署名。其他学术同行重要的意见、
建议等贡献可在致谢中体现。如果一
个学术作品是多位作者合作完成，就
需要确定署名顺序。一般情况下从研
究选题、研究设计、研究思路、资料采集、资料分析、
主要观点、主要发现、主要结论等方面来看，实际贡
献最大的人应该第一优先署名，其他参与人可按照
实际贡献大小确定署名顺序。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
究所 2022年发布的《负责任署名———学术期刊论
文作者署名指引》认为，不当署名属于侵权行为，并
提供了详尽、规范的署名指导。

国际刊物一般提供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署名，
第一作者一般是执行研究项目并实际执笔的研究
者。如果出现两名均做出最关键性工作的研究者，
且工作强度、贡献程度难以区分，就可以将其作为
共同第一作者署名。其他参与署名的作者需要实际
参与数据和资料的采集、分析，在思路、技术、观点、
结论等方面作出公认的贡献。通讯作者则由课题组
负责人担任，要负责把握研究方向、提供研究资金，
对最后一轮的修改定稿负责，并作为联系人与学术
同行交流并直面质疑。一些规范的国际学术期刊会
要求在文末注明每一位作者的具体贡献。

在实际署名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侵权”的
现象。比如课题组负责人将最重要的署名留给自
己，或者是偏爱的课题组成员，甚至赠送给家人或
朋友。这些人在实际研究工作中没有任何贡献，或
只有象征性贡献，但由于课题组负责人所拥有的学
术权力，实际贡献人只能“服从大局”。这种情况就
属于侵吞他人学术成果的学术不端行为了。

不少高校学术组织都对抄袭、剽窃、造假、窜改
等学术行为零容忍，却对课题组负责人有意或无意
地通过组内学术管理侵吞学术成果的现象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这就导致了学术成果的署名乱象。

早在 2009年，教育部就专门发出了《关于严肃处
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致力于针对各种
学术不端行为加强治理，将“未参加创作，在他人学术
成果上署名”作为一种典型的学术不端行为。
《科学》前主编、美国斯坦福大学原校长唐纳

德·肯尼迪认为，不管动机如何，赠送署名行为都将
作者以及科学事业置于危险境地。虚假的署名会使
学术权力和学术责任变得混乱，也会造成学术公平
的失序，衍生出各种学术争端。如果赠送学术成果
署名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且得不到有效治理，必然会
动摇整个学术大厦的根基。

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
的意见》明确，要按照对科研成果的创造性贡献大
小据实署名和排序，导师、科研项目成果负责人不
得在成果署名、知识产权归属等方面侵占学生、团
队成员合法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学术成果署名赠送只有当事人
知晓，其他人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署名是否为赠送
所得，这使学术成果署名的赠送行为变得异常隐
蔽，因此鲜有针对署名赠送的学术不端举报。

当署名赠送行为意外上了热搜，高校学术道德
规范委员会第一时间启动独立调查就显得非常必
要。独立调查需要关切的重点应是第一作者或通讯
作者是否作出了跟署名权相匹配的研究工作和贡
献，是不是研究问题、研究观点和研究思路的主要
提出者，是不是核心成果的主要发现者，是否在撰
写和修改过程中承担了关键工作，能否独立地解释
清楚整个成果在细节方面的来龙去脉等。只有成熟
并有效运作的学术治理体系才能让各种署名侵权
行为无所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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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毕业季。这届年轻人的毕
业论文致谢里都写了谁的名字？

不久前，团中央微博号发起了这一话
题征集。评论区中，有人说自己把偶像周杰
伦写到了硕士论文里，有人感谢自家猫，有
人感谢键盘，还有人感谢自己的头发……
而面对这些看似“不着调”的致谢，社会各
界几乎都给予了足够的宽容和理解。

近些年的论文致谢中，一些人对师
友情真意切的鸣谢、对青春时光的无限
缅怀、对个人梦想的孜孜以求，以及很多
看起来古灵精怪、匪夷所思的个性表达，
与论文主体部分形成了不小反差。

也正是这种“反差美”，在让人眼前
一亮、不禁失笑的同时，更多了几许对论
文作者鲜活面孔的喜爱———如果不是这
些“花式致谢”，人们哪里晓得这一届年
轻人竟然如此跳脱和可爱？

如果说毕业论文是一个检验专业素
养、研究水平的窗口，论文致谢便是一个
情感外露、张扬个性的展示舞台。

从杭州一名研究生用“晓仆以批郤
导窾之诲语，诱仆于春风甘霖之诲教”来
感谢导师对自己的关心，人们看到了理
工科学生的才华横溢。

从“谢谢妈妈把我生得这么聪明可
爱好看大方，谢谢梅园食堂黄焖鸡这么
好吃”“感谢周杰伦，在我每一个奋战实
验、焦灼难安的时刻，是他天马行空、人
间天籁的音乐抚平我的焦躁”中，人们看
到了学子们的可爱与纯真。
“花式致谢”的背后是不加掩饰的

性情、自由舒展的个性以及生机勃勃
的青春。

当然，褒扬可爱的“花式致谢”，绝非
倡导所有人都如此写毕业论文，而是我
们从中确乎看到了两个维度的进步。

其一，这个时代给予了年轻人的个
性以更大尺度的宽容、理解和尊
重—————在如此严肃的毕业论文写作

上，大多数高校、科研院所和导师尚且能够坦然接受那
些“皮得很”，乃至有点荒诞不经的表达，实在是一种学
风的进步、社会的进步。

其二，这一届年轻人敢言敢写、敢于表达的真性情
何其难能可贵！摒弃程式化的陈词滥调、删掉冠冕堂皇
的套话废话，在关注自身体验的同时，真切感念父母、感
谢师友等身边人，继而在有形或无形中观照时代，这样
的逻辑亦显清新。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教育中特别强调一个“真”字。

他认为“真”比一切都重要，也是现代教育最重要、最本
质的属性。今天，我们的各阶段教育最重要的职责之一，
就是教学生求真知、学真本领、养真道德，保持真性情，
进而追求真理、做真人。

从毕业论文致谢部分的花式表达中，我们能清清楚
楚地看到一个个大写的“真”字———它不媚上、不唯师、
不趋炎附势、不落于俗套，而这不正是青春生机勃勃、最
为可爱的模样吗？

有感而发 地方高校专业调整要避免哪些误区
姻罗晶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学科
态势的不断变化，高校专业调整成为
大家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特别是今
年 2月，教育部等多部委印发《普通高
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到 2025
年要优化调整高校 20%左右学科专业
布点，新设一批适应新技术、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的学科专业，淘汰不适
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学科专业。

据统计，目前我国 1300余所普通
本科高校共开设 6.6万个专业点，在此
基础上，预计 3年内将有约 1.3万个专
业面临调整，涉及范围可能是近些年
来最多和幅度最大的。而普通本科高
校中地方院校占比 90%以上，这就意
味着，地方院校将是学科专业设置调
整优化改革的主要区域。

学科和专业是两个密切相关的
概念。学科既事关知识分类、知识生
产（科研）组织和资源配置，也是专门
人才培养（一般指研究生培养）的实
体；专业则主要是本科人才培养的组
织实体，是按学科发展逻辑、社会需
要逻辑及学生成长逻辑加以组织和
运行的。

以此观之，学科涉及高校科研和
研究生培养，专业则主要涉及本科生
培养。由于地方高校不论在科研规模、
科研深度，还是科研条件和科研成果
方面都无法与部属高校相比，所以前
者的学科专业调整与优化的重点主要
集中于专业而非学科。

同时，专业设置、调整和优化涉及
招生就业、课程建设、资源分配、教育
教学过程、人事管理诸多方面，这就决
定了专业设置、调整和优化必须注重
科学性、合理性与可行性。

过去，高校专业之所以越办越
多，大家只愿意开设新专业而不愿意
撤并专业，就是因为专业关系到高校
及其内部人员的利益。这最终导致专
业结构失调、专业培养与社会需求脱
节，造成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的大量
浪费。

当下，面对以信息技术、互联网和
大数据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新挑战，以
及产业全面升级和数字化转型的新要
求，对地方高校学科专业结构进行大
刀阔斧的改革已势在必行。改革的必
要性与紧迫性自不必多言，但也必须
强调改革的可行性与实效性。

一是要从地方需要出发，避免专
业目标和服务方向错位。地方需要是

专业设置、调整和优化的根本出发点。
新世纪以来，在政府大力倡导和市场
有效引导下，地方高校普遍将地方性
和应用性作为办学定位，计划经济时
代“千校一面”的办学模式和办学格局
得到了一定改善。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地方性和应
用型办学理念和道路还不稳固，很多
情况下依然停留在口号上，尚未转变
为现实的高校办学的指导思想和行动
策略。不少地方高校仍在走传统办学
模式的老路，或简单照抄其他学校的
套路，对所在区域的经济、社会、产业、
文化、就业现状以及发展趋势缺乏认
真研究和了解，别人有什么专业，自己
也跟着开办什么专业。

同时，很多地方高校还存在基于
现有教师和资源条件办专业的现象，
即不根据需求侧考虑供给侧，这就难
免出现专业设置失调问题。

因此，地方高校专业设置和人才
培养需要从地方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
的当前和长远需要出发，充分调查研
究地方产业、就业和人口发展状况与
走向，使专业设置具有深厚的社会基
础。同样，对已有专业要认真分析，并
及时作出相应的调整。

二是把握变与不变，避免因盲目
求新损耗已有积淀。教育与政治和经
济分属不同领域，具有不同的性质、特
点、规律与目标，既要充分考虑彼此的
紧密关联与交互作用，又要考虑各自
的独特性和独立性。在这方面，我们有
过惨痛的教训———某些高校一味紧随
市场经济办学，这种实用主义倾向给
高等教育带来严重影响。

当然，高校完全关起门来，不看社
会需要办学也行不通。专业设置和调
整既要考虑社会现实需要和长远需
要，又必须尊重教育自身规律。搞一刀
切或者一哄而上都是错误的。

高校办学需要长期过程，一些专
业看起来很久远和老旧，但适应性强、
稳定性好，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拥
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对此要在原有基
础上逐步完善。高校学科专业是生态
链，相互牵动和支撑，不能仅凭排名就
对靠后的学科专业一撤了之。

同时也要看到，当下高校出现了
一种办热门专业的风气，特别是在人
工智能、大数据、信息技术、集成电路
等卡脖子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然而，
如果高校不管是否具备条件，不看毕
业生是否能就业创业，也不顾设置新

专业的基础是否相对成熟便盲目开
办，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麻烦。因此，相
关部门对新专业应该加以引导和调
控，高校自身也要冷静决策。

三是强化沟通合作，避免关门办
学。地方高校办学当然需要体现地方
化，但地方化不是封闭化，更不是画地
为牢。大学从产生之日起，就是开放、
包容、面向共同生活的。在高等教育大
众化、普及化和信息化的当下，这种开
放性更加凸显。大学之间要开放，大学
与社会之间要开放，大学内部各院系
和学科专业之间也要开放。

地方高校的合作内容很广，包括
合作办学、合作招生、合作育人、合作
就业、合作发展等。一所地方性高校开
办的专业及其培养的学生，不单为本
地服务，也为外地经济和社会服务，这
就是通常所说的立足本地、辐射区域、
服务全国的含义。同样，本地产业和社
会需要的专业人才，外地高校也有设
置，需要互通有无。本地需要什么人
才，不必由本地高校负责培养。那种地
方所需人才必须由本地高校全包的思
想是短视的。

四是强化质量为本，避免重专业
设置、轻内涵建设。专业设置、调整和
优化是整体性和系统性工程，不简单
表现在专业名称、专业数量和专业口
径的改变上。过去一个时期，一些高
校尤其是地方高校出现重专业设置、
轻专业建设的倾向，因为当时高校的
专业设置自主权较为有限。而专业设
置是招生、教育教学的前提，所以高
校首先要想方设法争取新的专业。

自从相关部门转变职能和加强宏
观管理后，本科专业设置权下放到高
校，高校间为争取新专业的竞争减少
了。而专业一旦开办，就必须保持一定
的稳定性，方能适应人才培养周期性
要求。

可以说，专业调整复杂而艰巨。
一旦设置了专业，就要不断提高专业
建设质量，不能重设轻建，更不能只
设不建。历次学科排名与教学评估已
经反映出，不少地方高校专业条件
差、水平低下，许多指标达不到基本
质量要求。因此，在加强专业内涵建
设的同时，政府、高校和社会第三方
组织要继续开展常态化专业评估、专
业认证，进行基于大数据的动态质量
监测，为专业调整和重点建设做好有
效保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教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