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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什么读研究生？

• 世俗目标：职业考虑，找个好工作。无可厚非，但太狭隘！如果一
个社会的精英都只关心自己眼前的一亩三分地，那这个社会还有什
么前途？

• 高尚目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大
学里出来的人，应该是一个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而不是一个
自私自利的人”。（温家宝在同济大学的讲话）

• 要有更高的理想。你们作为社会百里挑一的优秀青年，进入一流高
等学府，人民是希望把你们培养成社会的栋梁之才。将来作为社会
精英的高级知识分子，你们一定要有使命感，要有社会责任感，要
对社会做更大贡献。

• 读科大研究生，攀登科学高峰。是实现你们高尚人生目标的最好选
择。在科技事业上对人类，对祖国有所贡献是时代的要求。



当今时代我们面临的挑战－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 一个时期以来，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理论界对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

悲观情绪。有观点甚至认为中国将不可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银行在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最早
提出的 ，其内涵主要是指：某些国家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美元以后便
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在相当长时间内无法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在
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到2008年只有13个成为高收入经济体。）

• ＜824美元，低收入国家；825－3254美元，中低等收入国家；3255－10064
美元，中高等收入国家；＞10065美元，高收入国家。

• 中低收入国家超过28年未达到中高收入标准，即可认为其落入“中低收入陷
阱”；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未能在14年内进入高收入行列，则可看作落
入“中高收入陷阱”。

• 中国人均国民收入 2016年为8866美元（世界排名第69位），与墨西哥
（9692美元）、哈萨克斯坦（9650美元）、土耳其（9180美元）同处在中高
等收入发展阶段，即面临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跃升的机遇，也面临落入“中高
收入陷阱”的危险。 在未来10几年，跨越“中高收入陷阱”是时代的挑战，
是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



危险与出路

• 危险：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动力机制正在弱化，如劳
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瓶颈趋紧、一些领域出现资产泡
沫化趋势、投资效率降低和出口增长受阻等。

• 两个既成事实：一是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二是人
口老龄化。

• 出路：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高劳动生产率
是关键。

• 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 ？一个共识是提高在教育和研发方
面的投资，促进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是金钥匙。大力
发展科学技术是唯一出路。

• “创新”成为国家战略：2016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召开，杭
州G20峰会将“创新”作为第一主题。



习近平B20峰会讲话摘编：

• 很多人都关心，中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稳定增长？比如我们在座的各位
国际组织的负责人。中国能否把改革开放推进下去？中国能否避免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

• 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将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释放更强增长
动力。抓住科技创新就抓住了发展的牛鼻子。我们清醒认识到，中国经
济发展不少领域大而不强、大而不优，长期以来主要依靠资源、资本、
劳动力等要素投入支撑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的方式已不可持续，中国发
展正面临着动力转换、方式转变、结构调整的繁重任务。建设创新型国
家和世界科技强国，是中国发展的迫切要求和必由之路。

当今研究生的历史责任：

• 你们是科学技术领域的研究生，是未来10年迎接这一挑战的生力军！时
代造英雄，你们赶上了为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跨域而奋斗的关键时代，要
勇于担当这个历史责任。



2, 科教报国：科大的主流价值观

• 科大建校宗旨是培养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合格尖端科
学技术人才。

“红专并进”是科大校训，“红”的核心是“为谁服务”问题。

• “做红色科学家”，为祖国，为人民服务是第一代科大毕业生的
主流价值取向。

• 一个网友说得好，“什么是科大精神？大概100个科大人有100个
不同的观点。我的观点是，科大精神就是为了祖国的科研事业顽
强拼搏的精神，敬业奉献的精神，勇于牺牲的精神”。

• 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转化为生产力后是有知识产权的。但科学
家是有祖国的， 国家的命运和科学家的命运是密切联系的。



科大主流价值观的现实意义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 我的父辈：面临帝国主义的欺辱和半封建和半殖民地
社会，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是那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 新中国成立后60年：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贫穷和落
后。改变一穷二白面貌，发展经济，巩固国防，建立
独立的工业体系，普及教育，实现社会发展达到小康
标准，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 你们这一代：国家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中高收
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机遇和挑战；我们的国防还不
够强大，台湾没有统一，还有不少领土被外国霸占。
出路只有发展科技，建立创新型国家，实现经济转型。
因此，科技强国是你们新一代科大人的历史使命。



做科学家或技术专家的理由：
• 现实的忧虑：年轻一代离科学越来越远 (中青报，12,9,3).

中科院一位研究员在2010年对北京市1000多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
在9个未来希望从事的职业中，选择“科学家”的人数居倒数第三，只
比工人和农民排名靠前。

据媒体报道，在1999～2010年的高考状元中，选择就读“经济管理
类专业”的最多，有358人；其次才是数理化基础类专业，仅有142人。

• 大道理：国家要经济转型，在未来的中国，最为缺乏的仍是STEM（科学、
技术、工程、数学第一个英文字母的缩写）人才。而STEM人才的数量和
质量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国家科技领域的发展潜力。经济不转型，国
家就不能成为发达国家，我们也过不上发达国家的生活。因此， STEM
人才才是我国当下最需要的人才。个人理想只有与国家需求相结合才有
前途。

• 小道理：理性是科学家的特质，因此他们能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享
受生活和创造生活。什么是理性的科学生活方式是值得思考的（绿色vs
高消费）。科学家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可充分发挥你的创造才能，
享受思想自由的生活方式，他的自由度是其它行业不能比拟的。



3，如何培养研究生

• 培养目标：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 培养途径：只有独立完成一个科研课题，通过科研实践才能训练科学
研究能力－博士-硕士论文答辩制度的依据。

• 科研能力包括：

1，通过阅读文献学习新知识的能力；

2，学术批判和找到关键科学问题的能力；

3，设计研究路线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严密的实验和正确观察自然的能力；

5，逻辑思维和分析-综合的能力；

6，论文的写作和科学报告能力；

7，英语阅读，写作，交流能力。

• 为了这些能力的获得需要解决一些思想认识偏差。



培养科技人才的目标与个人职业选择矛盾吗 ？
有矛盾，又不矛盾的辩证关系。

（1）矛盾的一面：并非人人最终都能成为科学家或工程师。
•

（2）不矛盾的一面：
• A. 科技事业需要人才是多方面的，我们的科技事业不是只要一线科学家。科

学家，工程师，教师，科技服务（新闻、出版、刊物、图书资料……），
管理，高新技术企业。他们都需要有科技专业背景，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
己的能力和特点找到合适工作。

• B. 许多能力培养是有共性的。
调查研究能力，（文献、资料调研，自然、社会现象考察）；
实际动手能力；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独立分析问题的学科思维能力；
选择先进又可实现目标的决断能力；
战胜困难的勇气和毅力；
与人沟通，团结协作的能力；
英语能力；
写作、报告能力；

• 即使将来做的工作与科技无关，这些能力都会使你受益。
• 做好当下，才有未来。



导师和学生不是老板和打工者的关系！

• 一种错误认识：做老师课题是给老板打工。

• 做博士论文是要花大钱的。老师的课题是你们完成博士论文资金的唯一
来源。

• 初学做科研需要指导。隔行如隔山，老师仅在他的研究课题领域内有积
累和经验，可以给以指导。

• 因此，离开老师的研究课题，他没钱资助你，也很难指导你。并不排斥
个别老师钱多。可资助你自选课题。

• 老师申请课题既是自身科学研究的需要，也是为带研究生创造条件。

• 导师和研究生是合作，互利和共赢关系。是共同攀登科学高峰的战友。
通过做研究生论文，你提升了科研能力，积累了初步科研成果，为你今
后事业打下良好基础，你是主要受益者。



获得博士学位为什么要发表论文？

• 能够用英文书写并在本学科主流期刊发表科学论文是一种科研人员的
必备能力。

• 没有这种能力无法胜任基础研究或高等教育岗位。

• 写第一篇英文学术论文对非英语国家的人是困难的，但是如果想吃科
研这碗饭，这是必须过的一关。在博士生阶段，有老师指导你写作和
协助修改，能较容易度过这一关。因为，这是导师培养研究生的责任。

• 如果读博期间没过这一关，工作以后再想找人花大量时间帮你修改论
文是很困难的，因为别人没有这个义务。

• 在读博期间锻炼自己的英文写作能力，发表一篇主流期刊论文，应当
是你们的自觉要求，而不是被要求。



4, 如何当好研究生 ？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

悴”

– 要诚实，杜绝学术不端行为；

– 要集中精力于学业，这是主业、是大事。生活应当丰富多彩，
但底线是不能影响主业。要抵制其他诱惑，不要荒废了业务攀
登的最好年华；

– 要勤奋，主动，主动调研，主动思考，主动与老师沟通，交换
想法；功夫到，自然成。

– 要踏实，读文献，要读懂每一个句子，每一个公式或图表，曲
线。从最基础的实验工作做起，不要眼高手低；要做专家，不
要半瓶子醋。

– 要多思考，不要只机械的做实验，要思考为什么或多种可能性，
要形成思考，讨论问题的风气；

– 要有高标准，做事要做到最好，要以国际一流标准要求自己。
何为高标准？这与你的眼界有关。为此要多读高水平论文和参
加高水平会议和讨论。

– 要有协作精神。人都有优缺点，要多看别人优点；科研是集体
攻关事业，要有协作精神，肯吃亏。做事不能只想自己合适而
不顾及他人，只愿享受别人帮助而不愿帮助他人是不可能长久
的。良好的协作关系是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珍惜读研的机会！

• 人生是一种经历，一种体验，体验生命的
状态，体验生命的价值。读研是一种更高
层次教育的体验，是综合能力的提高过程。

• 珍惜人生的难得机会。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走好眼下的每一步，才能为未来的工作打
好基础。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