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学科 

关于数学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改革的报告 
（2007 年 5 月 10 日数学分学位委员会通过） 

 
从 1978 年开始招收研究生以来，科大数学学科培养了大批高质量的研究生，

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在全国首批 18 名博士中，科大数学学科就占 5 名。近

几年，科大数学学科在国内外地位稳步上升。2007 年 3 月公布的 2006 年高校学

科评估，科大数学学科排名第五（79 分），与排名第四的浙江大学（80 分）仅差

一分。 
 

一、近五年来硕士研究生的基本情况 

2002-2006 年以来硕士研究生的基本情况：硕士研究生共 179 名（其中本校

推荐 110 名）；两年后直接读博（包括本校硕博连读）76 名，按时拿到硕士学位

80 名，延期拿学位 9 名，至今还没有拿到学位 14 名。硕士毕业后去向：考取博

士研究生（包括出国留学）122 名，进高校（包括研究所）22 名；进公司 35 名

（主要是计算机软件公司和金融部门）。 
注：2002 和 2003 共 48 名毕业硕士研究生中没有拿到学位 2 名，仅占 4.5%；

2006 年 51 名毕业硕士研究生中没有拿到学位 12 名，已占 23.5%，其中有 11 人

因为没有发表规定档次的文章。（2007 年 32 名毕业硕士研究生中没有拿到学位

11 名，已占 31%，） 
 

二、 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五条规定，硕士学位获得者在本门学

科上掌握了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或独立担负技

术工作的能力。国家学位条例，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其中无论对于硕士学

位获得者，还是对于博士学位获得者，都强调学术训练，主要是为大学和科研机

构培养高级专门研究人才。但随着研究生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高校、公司和企

事业单位对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日益旺盛，上述培养目标事实上已经发生

了变化。于是，《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修订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指出“硕

士生阶段的课程要注重基础性、宽广性和实用性”。 
近 5 年来，科大数学学科培养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基本上有三个去向：大部

分留校硕博连读，或者去国内外高校或者研究所继续深造，攻读博士学位（占

70%）；二是去国内高校担任数学课程教学和科研（占 11%）；三是去国内计算机

软件公司进行技术开发，金融部门担任咨询和投资风险预测，物流部门的运筹和

调配（占 19%）。近两年，由于高校人才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硕士研究生进高校

或者研究所已经越来越难了。将来硕士研究生就业去向主要是公司、金融部门和

物流部门。 
鉴于这种变化，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应根据实际需要和不同层次的定位确定

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培养方式应灵活多样。数学学科研究生从事基础科学研究

的特点决定了其最终培养目标是既要有扎实的学科基础，掌握科学研究的方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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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又要涉及学科前沿，多学科交叉，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数学学

科学位分委员会经过深入细致的研讨认为：数学学科逐步将学位类型分为应用型

学位和学术型学位，应用型学位以培养硕士为主，学术型学位以培养博士为主。

针对数学学科的特点，研究生培养以博士研究生为主。为此，数学学科硕士研究

生培养改革的目标：1 引入竞争机制，保证和提高研究生质量；2 取消硕士研究

生发表论文的要求，保证课程学习时间；3 加强专业基础，为博士生提供良好生

源；4 增加应用型和实用型课程，为硕士研究生就业提供方便。 
 

三、 现行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在我们前几年的硕士培养方案中，要求学生完成并不多的课程学习之后，在

核心期刊上发表或录用一篇文章，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之后才能申请硕

士学位。这样培养出来的硕士存在以下问题： 
1. 部分硕士毕业生专业基础不够扎实。考虑到数学学科与其它学科的差异，

数学以是基础知识为主，研究生在学期间打好坚实的基础是必要的。现在硕士生

学制虽然是三年，但课程学习时间最多三个学期。最后半年事实上是在准备学位

论文、毕业答辩和找工作。对于数学这种基础性很强的学科而言，在 2.5 年的学

习期限中，既要学好课程，又必须在核心期刊发表一篇论文，这对部分硕士生是

有困难。部分学生入校之后，大多将重心集中在发表论文之上，对本来就不多的

基础课程学习投入精力太少，甚至不感兴趣，不求学好，只求通过，这对打好专

业基础十分不利。而专业基础的不扎实，势必会限制其今后科学研究的深度和广

度。 
2. 要求硕士生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导致部分学生急功近利，学术浮躁，科

研训练走过场。数学研究是以基础理论为主，需要知识积累和方法创新。数学学

科在发表论文上存在评审和发表周期长的特点，另外可供发表数学论文的期刊也

十分有限，这都增加了硕士生发表论文的难度。为了尽快出文章，急功近利，学

术浮躁，科研训练走过场不可避免。由于基础不扎实，理论和方法准备不充分，

部分学生即使论文发表了，其质量也不很高，多数发表在国内普通期刊，对学校

SCI 数量贡献不大，甚至影响导师和学校声誉。也有一些部分质量较好的文章，

为了尽快发表不敢投水平高的专业杂志，造成 SCI 论文流失，导致学校 SCI 总

量减少。 
3. 硕士生与博士生阶段的课程学习不能很好地贯通起来。数学学科博士研

究生的大部分来源是本校的硕博连读的研究生，小部分是外校考进的。为了使硕

士研究生尽快进入研究课题，基础和专业基础课程较少；硕士生和博士生的课程

之间联系不是很紧密，且存在课程重复的现象，这些都不利于研究生培养。 
4. 因为没有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而不能按时拿到学位的研究生虽然是少

数，但其中不乏优秀研究生。比如，2003 年从少年班推荐的研究生李思，勤奋

好学，基础扎实，品学兼优，被哈佛大学录取为 PHD 研究生，入学一个月就通

过所有课程的资格考试，即可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邱成桐教授给胡森教授来

信，对李思同学给予高度评价，说他是“近几年从大陆招收来的最好的学生”。

这得益于科大对他的严格基础训练，但他却没有拿到科大硕士学位。优秀研究生

拿不到学位，也影响了科大声誉，给研究生招生带来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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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基本思路 
鉴于分析，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主要是着重培养学生具有“宽、厚、实”的

数学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有必要对现行的研究生培养模型进行改革。目

前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改革课程体系和内容，强化研究生基础课和专业课课程的学

习，建议取消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的要求。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学科从自身学科特点出发，以培养应用型硕士和学术

型博士为目标，对硕博连读研究生进行贯通式培养模式，力求完善研究生的课程

设置（这个工作正在着手进行，力争在 6 月份完成），加强课程学习，提高课程

要求，夯实研究生的专业基础，更好地促进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数学学科拟进行

如下改革。 
1. 理顺课程体系，增加课程学习内容，加强课程考试管理。 
要求研究生集中四个学期的时间来进行数学基础和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增

加应用型和实用型课程，加强课程考试的管理，对闭卷考试和开卷考试进行监督。

硕士生入学后第一年不选导师，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为统修课程（其中数学基础

课程不少于 4 门），第三学期和第四学期开设专业基础课和选修课程（不少于 5
门）。学生按课程设置来选修课程，每学期填写一次修课计划，课程成绩必须达

到学分要求。第三学期，研究生与导师互选并确定导师。 
2. 取消硕士研究生论文发表要求。 
取消硕士研究生在申请学位之前发表论文的要求。高年级硕士研究生必须参

加导师的课题研究，介入科研活动，进行科研基本训练。要求学生撰写学术论文，

了解科研和发表文章的全过程。引导和鼓励学生研究有一定意义的数学问题，撰

写和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学生在申报学位前递交由导师签字的投稿论文文本，

其质量由数学学科分委员会把关。 
3. 建立资格考试制度，进行硕博分流 
硕博连读研究生必须参加资格考试。资格考试安排在第三学期和第四学期，

每学期举行一次，每学期开学第三周进行。考试课程分统修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

统修课程三门，专业基础课程从“分析类”、“代数类”、“计算类”、“概率统计类”

和“应用类”中任选其中一门。资格考试通过者方能取得攻读博士学位资格。 
4. 学制、学位论文、论文答辩按学校要求执行。 
 
 
本报告如获得校学位委员会批准，改革方案将从 2007 年秋季入学研究生开

始实施。 
 
附：学位委员会数学分委员会成员名单： 
叶向东, 苏淳, 肖体俊, 陈卿, 陈发来, 赵林城, 胡森, 宋光天, 缪柏其, 胡太

忠, 徐俊明，麻希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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