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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博士生教育是国家培养创新型高层次人才的重要途径，招生选拔是博士生教育的起点，

关系着博士生教育质量的高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博士生招生选拔方式经过不断改革发展，已

初步形成较为有效的选拔模式，文章借助历史—实践—理论的分析框架，通过分析博士生招生方

式改革发展的历史逻辑、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逻辑、实现人才有效选拔的理论逻辑，指出

“去笔试化”已成为博士生招生方式改革的发展趋势，有助于国家创新型人才的有效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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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octor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a country to select innovative high-level

talents. Enrollment selection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doctoral education, which is more related to the

quality of doctoral educatio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way of doctoral enrollment

selection in China has been continuously reformed and developed, and has initially formed a more

effective form of selec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historical-practical-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ay of doctor enrollment, the

practical logic of serving the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realizing the effective selection of talents. And then, it is concluded that cancelling examination

has bee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reform of doctoral enrollment, and that this trend is conducive to

selecting national innovative talents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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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才培养的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是创新

型人才培养的重点，博士生招生作为博士生培养的

起点，直接关系着质量的高低。随着我国高等教育

的改革发展，博士生招生选拔方式也经历了一个改

革发展历程，从最初的普通招考，到后来实行提前

攻博、硕博连读和直接攻博，博士生招生选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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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不断探索。随着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印发的《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提

出要完善招生选拔办法、建立博士研究生选拔的

“申请—审核”机制，“申请—审核”招生形式已逐渐

成为博士生选拔的主要方式。相应地，统一考试形

式在博士生招生中的比重越来越小，甚至部分高校

已经取消了统一入学考试选拔，本文将博士生招生

的这种发展趋势称之为博士生招生的“去笔试化”。

本文将借助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的分析

框架，对我国博士生招生方式改革进行分析，进而

提出博士生招生方式改革的意见建议，以期助益我

国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发展。

一、科学招考：博士生招生方式改革的

历史逻辑

博士生招生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

此，无论是博士生招生的选拔形式转变，还是博士

生招生的考核内容改革，都始终围绕着研究生教育

改革进行，服务于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发展。

1. 招生方式改革表现为选拔形式的多样化

新中国的研究生教育是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发

展壮大的，1981年公布的《关于做好 1981年攻读博

士学位研究生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博士生招生

采取考试与推荐相结合、笔试与口试相结合的考核

方式，正式拉开了我国博士生招生的大幕。内嵌于

研究生教育从外延式到内涵式的发展进程中，博士

生招生选拔形式也处于不断的探索变革中，初期的

博士生招生也并非单一的笔试选拔形式，而是还有

另外一种选拔形式——推荐免试，但由于推荐免试

制度太容易受人情因素与主观判断干扰，自产生之

日起就不断遭受人们的抨击和诟病。［1 ］推荐免试始

终也无法成为博士生招生的主要形式，终于在 1997
年被叫停。随着研究生教育发展，笔试选拔形式的

问题也日益凸显，博士生招生亟需改革创新选拔的

形式。从 1984年国家开始探索博士生招生方式改

革，1988年开始试行普通招考、提前攻博和硕博连

读三种选拔形式，2002年增加了直接攻博的选拔形

式，2010年又改成普通招考、硕博连读和直接攻博

三种形式。至 2017年，博士生招生经过多年的改革

探索，基本形成了现行的普通招考、硕博连读、直接

攻博和申请考核四种选拔形式并存的局面（表1）。

表1 改革开放以来博士招生方式改革主要脉络

年份

1981

1984

1997

1998

2002

2010

2013

2014

2017

主要内容

恢复博士研究生招生

探索提前攻博招生方式

开始委托培养、自筹经费招生改革

试行公开招考、提前攻博和硕博连读三种形式

增加直接攻博招生形式

招生方式调整为普通招考、硕博连读和直接攻博三种形式

明确提出申请考核招生方式

取消博士报考年龄限制

审核申请考核机制改革，招生方式主要为普通招考、硕博连

读、直接攻博和申请考核四种形式

资料来源：根据教育部政策文件整理而得。

目前，博士生招生虽是四种选拔形式并存，但

并非处于一个均匀分布状态，申请考核已成为高校

博士生招生的主要选拔形式，硕博连读和直接攻博

更是各高校选拔优秀在学学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必不可少的选拔形式，而普通考试的选拔形式则逐

渐被越来越多高校舍弃。以 42所“双一流”建设高

校 2019年博士生招生为例，有 16所高校取消了普

通招考的选拔形式，其中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等高

校更是在 2019年博士生招生章程中明确规定公开

招考全部以“申请审核”形式进行，另外，还有部分

“双一流”建设高校虽然保留了普通招考的选拔形

式，但也只是作为博士生招生的辅助形式，如厦门

大学 2019年只在新闻传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等

少数几个非热门专业学院实行普通招考（表2）。

表2 2019年42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博士采用的

招生选拔方式统计

高校数量

普通招考

26

硕博连读

42

直接攻博

39

申请审核

42

资料来源：根据42所高校公布的2019年博士招生章程整理。

2. 招生方式改革内化为考核方式的科学性

考核内容是博士生招生选拔的重要依据，决定

了博士生的选拔水平，影响着博士生的培养质量，

因此，考核内容自然成为博士生招生改革的重点。

在研究生教育发展初期，考核以笔试为主，笔试考

核内容一般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课、外国语和

业务课。笔试虽能较大程度地保证入学机会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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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但却未必能有效选拔优秀人才。随着研究生教

育的发展，如何实现博士生招生的有效选拔，自然

成为博士生招生考核内容的改革方向，教育主管部

门也在不断地进行探索实践。一方面对已学习过

马列主义理论课的硕士，可以免考政治理论，减少

了笔试的考核；另一方面，强化了非笔试内容的考

核，更加凸显复试的重要性，从 2006年逐步加大了

复试考核的权重，部分高校的复试权重甚至达到了

70%。此外，增加了对平时成绩、科研成果、硕士论

文、专家推荐书等材料的评价，并将其作为是否录

取的重要参考依据。［1 ］

笔试考核内容虽然仍是普通招考的主要依据，

但笔试考核所占的比重却在不断降低，相反地，非

笔试的考核内容成为博士生选拔的重点，无论是申

请考核、硕博连读还是直接攻博，均是以非笔试考

核内容为主，即使是在普通招考中，复试环节的非

笔试考核内容也已成为重点。以专家为主体组织

的非笔试考核能充分考查考生的专业基础、学术水

平以及培养潜质等方面内容，有效避免了由于笔试

成绩不达标的优秀考生被淘汰的情况发生。如外

国语多是笔试选拔常见的拦路虎，由于外国语笔试

成绩达不到要求，考生的科研能力和专业水平再高

也无缘录取。《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明

确提出要发挥专家组审核作用，强化对科研创新能

力和专业学术潜质的考查，将更进一步推进博士生

招生选拔中的非笔试考核，切实选拔出真正具有培

养潜质的博士生。

二、改革发展：博士生招生方式改革

的实践逻辑

人才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研究生

教育特别是博士生教育是国家培育高水平创新型

人才的主要途径，是国家创新机制的关键构成，服

务于国家经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作为内嵌于研究

生教育发展进程中的招生选拔方式改革，也必然服

务于国家改革发展的主线。［2 ］

1. 招生方式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教育与经济社会紧密相连，相互支撑，特别是

改革开放以后，教育发展可以说是伴随着经济社

会改革同步推进。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国

家各领域对于人才的需求不断扩大，高层次创新

型专业人才更是成为社会急需，研究生教育进入

发展快车道，研究生规模得到迅速扩张，到 2019
年，我国研究生报考人数已达到 290万，研究生规

模已超过美国，步入研究生教育大国行列。［3 ］在国

家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进程中，人才对

于国家建设和创新发展的作用不断凸显。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人才是创新的根基，是创新的核心要

素，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经济社会的多

样化发展，更需要人才的多样化和专业化，经济全

球化更使得区域合作变为了全球竞争，人才培养

也必然要求具有全球竞争性。经济社会的发展必

然促使教育理念和教育体制不断转变，而教育的

外延式发展也使得研究生教育由精英化转变为普

及化，教育理念的变革必然推动研究生招生方式

的转变，从而选拔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创

新型人才。

2. 招生方式改革是教育管理模式的改革呈现

博士生招生选拔一直以来都是由行政管理部

门主导，特别是在统一考试作为主要选拔形式阶

段，博士生招生从报考审核到考试组织，再到复试

录取等环节都是由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实施，专家学

者的作用发挥有限，虽然考试选拔也有复试阶段的

专家考核，但也是在初试通过后才进行，而且复试

所占比重一般相对较低，专家的作用受到了一定程

度的限制。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特别是教育

“放管服”改革的实施，充分发挥专家在博士生招生

中选拔创新型人才的作用进一步强化，“去笔试化”

选拔方式也顺应了教育管理模式改革的趋势，专家

的专业作用得以充分发挥，招生考核由专家根据人

才特点进行综合评定，不再是行政主导下的按成绩

一刀切。在“去笔试化”的招生选拔形式下，行政管

理部门从过去的具体组织实施招生工作中解放出

来，转变为博士生招生的政策设计者和选拔监督

者，真正实现了管理部门和专业组织各就其位，提

高了工作管理效率和人才选拔水平。

3. 招生方式改革是人才选拔评定的内在要求

考试在我国人才选拔的历史中一直都占据着

举足轻重的地位，从过去国家科举选士，到现在高

校招收学生，都将考试作为重要的选拔形式。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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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信息爆炸式增长，分

工合作已成为新的社会模式，人才标准不再是全能

型，而是强调专业性和协作性，人才也具有了多样

性和差异性，人才培养模式必然随之转变，人才选

拔评定方式也需相应改变，能够适应现代招生选拔

需求的招生方式自然走到了社会前列，招生方式改

革是人才评定方式的内在需求。招生方式改革的

根本在于提高人才选拔的有效性，在博士生招生

中，更应注重考察考生的科研潜力和创新意识，考

试这种全才评价的选拔形式对于这些带有主观性

因素的考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更无法选拔出偏科

的专门人才。因此，如何提高人才评定选拔的有效

性驱动着招生方式的不断改革发展。

三、有效选才：博士生招生方式改革

的理论逻辑

在博士生招生过程中涉及导师、考生和学校

（主管部门为代表）等利益相关者，各方利益既具有

一致性，又具有冲突性，但让真正具有培养潜质的

考生在博士生选拔中脱颖而出，是各个相关者共同

的利益诉求。在考试选拔模式中，从招生报名、到

考试组织、再到复试录取，主管部门占据了绝对主

导地位，主管部门的利益自然被优先考虑，导师个

体招收心仪博士生的利益诉求相对弱化，招生参与

的积极性相对不高，学生通过博士生考试成绩展现

个人水平、科研能力和培养潜质的考核相对较弱，

被有效选拔的利益诉求受到了限制。随着博士生

招生选拔的“去笔试化”发展，导师、学生和学校等

相关者的利益都得到了提升。导师在招生中具有

了更大的选择权和话语权，更能选到相对心仪的博

士生；考生可通过多种形式呈现个人的科研水平和

培养潜质，而不至于受阻于考试成绩不及格的障

碍；学校也能选拔到更具有培养潜质的考生，提高

了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和科研水平。博士生招生“去

笔试化”选拔提升了相关方的利益诉求，是一种制

度上的帕累托改进，更为重要的是，“去笔试化”改

革有助于提高博士生招生选拔人才的有效性。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麦克利兰的“冰山理论模

型”将人的综合素质分为显性素质和隐性素质，显

性素质包括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以及基本行为，是

可以通过考试等形式较为容易测量和甄别的部分，

又称为基准性或外显素质；而人的价值观、责任度、

人格、特质、内驱力等素质却难以在短时间内通过

单一模式测度和评估，这部分素质又被称为鉴别性

素质或内隐素质。前一类素质既好鉴别同时也易

于培养，而后一类素质不易衡量同时很难由于外界

因素而轻易改变，但却是区别水平和能力的关键

因素。

博士生是受教育水平最高的、最具有创新性研

究能力的一个人才群体，博士生的培养不同于其他

阶段的教育，不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文化学习，是

要进行创新性研究，要在现有知识框架的基础上进

行深入的探索，因此，博士生的招生选拔并非单纯

知识掌握程度的考核，更重要的是对人才学习力、

研究力以及创造力的评价。对于考生而言，其具备

的专业基础、外语水平等都可归为冰山浮在水面上

的部分，而考生的科研潜质、科研兴趣以及读博动

机等则属于冰山潜藏在水面下的部分，而且这部分

对于后续的博士生培养更为重要，影响着冰山的高

度和宽度，即影响着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和学术水

平。根据“冰山模型”，在博士生招生选拔中，对于

浮在水面上的显性素质，如具有明显的可察性的专

业知识的掌握程度及教育经历，一般可通过简历筛

选、笔试考核等形式进行测评；而对于隐性素质，如

更具有选拔价值的科研潜质、读博动机以及兴趣等

因素，则很难通过一两次的考试形式完全甄别出

来，却可通过跟踪评价、结构化面试、任务制考核、

情境式测评等考评制度来完成。

近年来，博士生招生中实行的硕博连读、申请

考核和直接攻博等选拔形式，具有一个共性——

“去笔试化”。博士生招生选拔“去笔试化”改革符

合了“冰山理论模型”，“去笔试化”不再简单地把

考试作为选拔的主要依据，而是采取了更加灵活

多样的选拔方式，在考察人的显性素质基础上，如

简历筛选等，根据考生的特点，采取单人面试、无

领导小组讨论以及心理测量等选拔方式，发挥专

家的专业性作用，有效考察考生的隐形素质，进而

选出具有培养潜质、科研能力、有读博兴趣的博

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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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启示

招生选拔是博士生教育的起点，选拔质量决定

着博士生培养质量，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博士生

招生已由单一的考试选拔发展为申请考核等多种

选拔形式并存的格局，而且“去笔试化”选拔形式已

成为博士生招生主体。博士生招生方式“去笔试

化”改革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符合国家创新

型、研究型人才的选拔目标。随着研究生教育内涵

式发展，“去笔试化”选拔形式必将在博士生招生领

域不断推进和完善。通过对博士生招生方式改革

的逻辑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首先，要明晰“去笔试化”招生选拔的丰富内

涵。现行的博士生招生方式中，“去笔试化”的选拔

形式已逐渐成为主体，但“去笔试化”不等同于不要

考试，“去笔试化”并非否定考试的人才选拔功能，

而是不再将考试作为唯一选拔标准，不再唯考试成

绩。“去笔试化”选拔重点在于根据考核需要灵活采

取最为有效的考核形式，而不是将某种考核选拔形

式固定化，这才应该是“去笔试化”选拔的根本所

在，否则，只是将笔试替换为面试，“去笔试化”选拔

只是去掉了考试的外在形式，并未实现人才选拔的

多样性、有效性。

其次，“去笔试化”选拔要有效发挥专家的作

用。在“去笔试化”博士生招生中，专家组考核占据

着绝对主体，专家组根据学科专业特点，通过采取

面试考核、PPT展示、无领导小组面试等非笔试形

式，考察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培养潜质。“去笔试化”

选拔既要发挥专家的专业作用，也要避免专家的权

利滥用甚至招生腐败现象发生。此外，专家组考核

要避免陷入唯导师个人好恶的误区。博士生教育

的重要特征是博士生培养具有很重的导师印记，正

是源于导师在博士生培养过程的重要作用，决定了

导师在招生选拔时具有较大的话语权，甚至是决定

权。因此，“去笔试化”选拔既要充分吸收导师的评

价意见，更要发挥专家组考核集体决定的作用，避

免唯导师个人好恶招收学生。

第三，“去笔试化”选拔要避免唯科研成果化。

博士生招生关键在于如何选拔具有科研能力和培

养潜质的考生。在“去笔试化”选拔实践中，存在着

将科研成果级别、数量简单等同于科研能力和培养

潜质的现象，一个明显例证是科研成果的硬性规定

成为各高校博士生招生方式的标配。科研成果虽

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考生的科研水平，但考生是

否具有培养潜质、读博意愿等主观层面的因素，不

是仅仅靠科研成果数量和等级能呈现的，还要依靠

考核专家的专业评价，而且不可否认，科研成果容

易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未必是科研能力的真实体

现。如果没有专家考核的介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

选拔误差，甚至是重大的选拔失误。所以，必须将

科研成果与专家考核有机结合，不能简单地唯科研

成果数量化、等级化。

最后，“去笔试化”选拔要加大招生过程的监督

管控。博士生招生选拔既要实现人才选拔的有效

性，也要确保招生工作的公平性。因此，招生工作

要做好过程管控，将博士生招生的规章制度、选拔

流程、评价标准以及考核录取等信息公开，接受社

会各界的监督；管理部门要充分发挥监督职能，全

程监控选拔工作，及时跟进考生信息反馈，确保博

士生招生选拔工作的健康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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