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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压力的社会根源及其纾解
王 卉

  摘要:博士生面临的压力,主要包括导生关系紧张和社会偏见带来的情感枯竭,以及论文发表困境和就业前景

引发的本领恐慌。情感枯竭和本领恐慌,虽然在微观层面都表现为博士生的心理问题,但实际上是宏观层面的社

会结构问题。社会结构引发的问题,很难因博士生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而得到改变。因此,要缓解博士生面临的压

力,需要让相应的管理措施与当前的社会结构相适应,要摒弃一刀切的管理思路,并要在特定的社会结构、文化观

念、管理细则之间做到适时调整、动态平衡,并适度下放管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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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国青年报》刊发《读博,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一文,文章形容道,“博士苦、博士累,负担累

累人心碎”①。而现实当中,确实有承受不了读博之重的博士生,选择了以坠楼身亡的方式来逃避读博的压

力②。有研究表明,博士生抑郁问题值得关注③,博士生压力大,抑郁、烦躁甚至出现因此轻生的案例。不只

是在国内,即便放眼全球,情况也并不乐观。《自然》杂志2017年一项面向全球5700多名博士生的调查显

示,有12%的博士生曾因抑郁或焦虑寻求过帮助④;2019年,这一比例在短短两年间就迅速增长了3倍,达
到了36%⑤;而到了2022年,更是提高到了40%⑥。可见,博士生抑郁、焦虑、不堪重负等问题,在整个世界

范围内都呈现出日趋严重的态势。关于博士生的压力来源,学术界讨论得比较多,但已有研究并未能在缓解

博士生群体压力的问题上作出突出贡献,甚至随着抑郁乃至轻生案例的日益增多,博士生群体面临的压力还

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因此,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博士生面临的压力,并在理论上提出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思

路,还需要作一次专门、深入的讨论。
一 情感枯竭与本领恐慌:博士生压力的两种表象

当前博士生所面临的压力多种多样,学术界讨论了诸如科研压力、导生关系压力、就业压力、性别压力等

值得关注的领域。但上述种种压力,其实都可以归结为情感枯竭和本领恐慌两类。
(一)导生关系和社会偏见带来的情感枯竭

在一项基于32名博士生的访谈中,有近四成博士生与导师之间表现出冲突对抗型疏离关系,与导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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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缺乏情感纽带的联结,甚至产生了抵触与畏惧心理①。不少博士生认为导生关系的紧张会时常让自己感

到“心累”。2024年初,华中农业大学11名硕、博士生联名举报自己的导师学术造假和打压学生,更是将这

一问题推上风口浪尖。其实,博士生对导师感到不满并不是什么新问题。有研究数据显示,我国有近四成的

博士生对导生关系感到不满意,尤其是在学术指导频次、心理支持与职业发展指导等方面,和发达国家相比

存在一定差距②。很多博士生在就读期间,不得不频繁地帮助导师填写各种表格、标书,承担各种会务接待

工作及替导师指导硕士研究生,甚至还需要帮导师打开水、取快递等,沦为“助理”和“秘书”;此外,博士生的

研究成果往往也需要导师署名为第一作者,以至于不少博士生私底下将自己的导师称作“老板”而非“老师”。
而近两年来“科研打工人”、“学术打工人”等名词的流行,更是凸显出导生之间普遍存在着控制与被控制、利
用与被利用的问题。在这样的“雇佣型”导生关系下,博士生感知的压力程度与“松散型导学关系”下相比,显
著更高③。

一些专门针对女性的社会刻板印象,会给女博士生带来巨大的压力④。女博士常被称作“第三类人”、
“灭绝师太”,诸如这样一些带有歧视性的称谓,让不少女性对博士阶段的学习望而却步,而鼓足勇气成为女

博士的,就必须扛起社会偏见带来的压力负重前行。不仅如此,在进入就业市场之后,女博士生依然继续处

于弱势地位。有学者在综述国外关于“学术妈妈”的研究之后发现,高学历女性在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时面临

更大的制度排斥和社会化规训是一个普遍现象⑤。相较而言,社会性别文化虽然不歧视男性博士生,但也给

他们赋予了不小的经济压力。通常而言,博士生毕业时,即便是年轻的也已接近30岁,面临着结婚成家的任

务,而这方面的经济重任在当前社会通常被认为主要应由男性来承担。因此,男博士生在操心自己学业的同

时,还需要更多地操心自己读书期间的兼职收入、打工报酬之类,这种“一心多用”的局面也经常让男博士生

们感到心力交瘁。
读博意味着选择从事高深学问的研究,但作出高质量科研成果的前提是博士生必须对研究工作有兴趣、

有感情,所以读博的过程是一种情感劳动,需要博士生在学术研究上投入自身的感情去工作。“情感劳动”是
美国社会学家Hochschild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在劳动过程中,除了提供脑力和体力方面的付出之外,还
需要有情感方面的付出,后者即情感劳动⑥。博士生作为专业的科研工作者,要站在学术研究的前沿,推动

学术研究的进步,无疑需要具有刻苦钻研的热情、献身学术的精神,所谓“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即是对学

术研究当中“情感劳动”的生动描绘。虽然不排除有个别“混日子”的博士生,但多数博士生依然是怀揣着研

究高深学问、追求真理的理想而选择读博的,而受导生关系异化的影响以及社会偏见的束缚,他们对学术研

究的情感投入无疑会受到影响,甚至引发情感枯竭的危机。当博士生们普遍挣扎在导生关系和社会刻板印

象给自身带来的束缚当中时,他们在和导师交流的时候考虑的就不再是如何学习知识、怎样研究问题,而是

如何遵循“职场生存法则”;他们在读博期间也无法集中精力到自己的研究工作当中,而是会经常性地受身边

人员的看法、成家立业的念头和经济压力的影响。这些对博士生们原本宝贵的时间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浪费

和消耗。因而,情感劳动变成了机械劳动,情感投入日益减少,很多博士生出现“后悔读博”的心态⑦,其实就

是他们情感枯竭的体现。
(二)论文发表困境和就业前景引发的本领恐慌

“本领恐慌”这个概念,是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来的:“我们队

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⑧。毛泽东所说的在职干部的“本领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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慌”,其实是指当时历史条件局限下干部们自身客观能力的不足。但今日博士生对自身能力、本领的不自信,
却未必是客观上的能力不足,而是由论文发表困境和就业局限带来的自身能力无用武之地的结果。

我国不少高校都有关于博士生必须发表若干CSSCI论文或者SCI论文才能毕业的规定。这固然可以

“倒逼”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提升,避免出现“混学位”的现象,但这一制度经常被诟病为高校提升科研绩效的功

利性工具。一旦学校试图通过博士生的成果来追逐学科排名,自然就会给博士生带来压力。尤其是当别的

博士生有论文发表出来的时候,那些被拒稿的博士生们除了抱怨“学术生态环境”的不佳,也容易表现出“对
科研工作特性的厌倦”,甚至“认为自己‘没能力’”①。随着就读时间的延长,大量的博士生并没有因为知识

的增长和研究经验的累积就变得更加自信,反而会因在论文发表环节遭受越来越多的打击时,越发产生自我

怀疑,甚至认为自己无法胜任学术研究工作,从而产生“逃离科研”的现象②。
和发表论文相比,就业因素给博士生带来的压力也不遑多让。作为各个领域的顶尖人才,博士生的就业

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博士生的就业困境还被形容为“皇帝女儿也愁嫁”③。其实早在21世纪初,
《光明日报》就曾发出过“博士生为何难就业”④的疑问;2015年,《中国科学报》也对博士生就业过程中遭遇

的歧视现象进行过详细报道⑤。有研究显示,“就业压力已成为博士生最苦恼的事情之一,至少40%的博士

生表示就业压力是日常生活中第一位或第二位最让他们困惑的事情”⑥。当然,博士生面临的“就业难”问
题,并非真正的“无业可就”,而是“有业不就”,即博士生会主动放弃那些他们并不满意的岗位。然而,由于难

以找到心仪的工作,博士生们经常因此陷入自我怀疑中:找不到好工作不是因为别的,而是自己的能力不行。
随着期刊杂志发文量的减少和对作者身份限制的提高,影响科研工作者生存和发展的“利益格局”发生

了变化,哪怕这种变化并不合理,但大量博士生无法有效应对这一变化却是客观事实。正是因为无法应对,
才造成了心理上的恐慌情绪。因此,博士生群体中普遍存在的“本领恐慌”,往往不是因学术能力不足而导致

的,也可能是他们“无法应对本不合理的学术生态变化”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本领恐慌”,是博士生们对自身难

以应对外部环境条件变化而产生的预警或担心。论文发表困境和就业前景这两个因素还会相互作用。在论

文发表困境下,很多博士生认为没有成果发表,就意味着自己的学术能力不足;而执着于论文发表,又会导致

创造力、领导力、沟通能力、合作能力等用人单位所看重的能力无法得到培养和提升。因此,不少博士生都陷

入了这样一个能力提升困境的恶性循环当中。
二 心理问题还是结构因素:博士生压力的本质

当我们说一个人感到压力大的时候,无疑是在说这个人的心理问题;但当一群人都表示自己压力大的时

候,这同时也就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就博士生的压力而言,我们需要关注的是,究竟是存在类似心理问题的

博士生日益增多,以至于逐渐聚集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还是社会本身就存在某种弊端,因而必然导致普遍的

个体心理问题。
(一)从心理问题到社会问题的视角转换

在传统的学术研究当中,博士生的压力大,往往被看成是其心理健康状况不佳的表现⑦。对未来职业的

期望过高、自身家庭压力过大⑧,或者当前的学习工作时间过长⑨等,都会给博士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带来负

面的影响。既然博士生的压力问题是一个心理问题,那么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自然也就在心理领域,例如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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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心理疏导、心理安慰、心理治疗之类的方式。有研究明确指出,博士生需要掌握一定的心理调适技能①,以
缓解自身因压力过大而带来的焦虑、抑郁等状况。2018年,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一场旨在帮助硕、博士生缓

解其心理抑郁状态的沙龙,竟然吸引了线上线下3万多人的参加②。可见,通过心理诊断和疏导的策略来缓

解博士生面临的压力,是比较普遍的选择。可以说,将博士生压力问题视作一个心理问题,并在心理学的范

围内寻求解决之道,是多数人的共识。
心理学视角的研究对我们深化关于博士生压力问题的认识具有积极的意义。压力是心理学一个常见的

概念,已有关于博士生压力的研究,大都延续了心理学研究的常见范式,即通过大样本调查来描述博士生压

力的现状③,或者通过数据模型来讨论博士生的压力和其他心理变量之间的关系④。将压力现状与变量间

的关系呈现出来,确实可以让我们对博士生的压力问题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但是博士生的压力为何会

呈现出这样一个现状,为什么他们面临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普遍,心理学视角的研究对此往往缺乏追

问,因此也导致这些研究提出来的对策建议往往扮演着“事后补救”的角色,而不能发挥“事前防范”的功能,
这也导致博士生压力问题虽然早已得到关注,却始终悬而未决。

更重要的是,已有研究对博士生压力大的问题缺乏结构性的反思。博士生压力问题是如此的普遍,已经

远远不是存在压力的博士生及其家庭才需要重视的问题,而是需要引起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因此,将博士生

的压力问题看成是个体心理问题,进而在心理诊断与治疗的范畴内“点对点”地予以帮助,是远远不够的。我

们需要纳入更加宏观的视角,比如社会学的视角,去探寻这一问题普遍存在的结构性原因。例如,就业问题

是博士生压力的一个重要来源,心理调适或辅导显然无益于扩大博士生的就业率或者是提高就业质量。就

业作为一个值得国家关注的社会问题,早已成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经典视角。凯恩斯认为,为了实现充分就

业,国家必须摒弃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依靠国家干预经济,通过政府在税收、利率等方面进行宏观政策调

控,来刺激消费和投资,从而“达到离充分就业不远之境”⑤。我国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国家在就业分配领

域的相关政策和制度也直接影响到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而且这种体制性因素对就业的影响远大于教育

本身”⑥。从这个意义上讲,博士生的就业问题,就绝不应仅仅将其视作博士生的个人事务,而是需要上升到

国家和社会的层面。
其实,社会学的传统研究早已将心理健康问题纳入其中,社会结构和过程还被看作是影响个体健康的根

本原因所在,而且社会结构与健康之间的根本联系是很难发生改变的,最多只能改变这种联系的具体表现形

式和中介机制⑦。总之,对于某个博士生而言,心理学的方法对于缓解其压力固然有所裨益,但对于国家、政
府或者高校而言,关注结构与个体、宏观与微观之间的联系,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博士生压力的形成机制,
进而再从管理学的角度来提出改进的途径,应该具有独特的价值。

(二)社会结构视角的检视

社会学理论长期陷于结构与能动性的二分对立当中。前者强调社会结构决定了个人的行为乃至命运,
个体行为受社会结构的约束;而后者则强调个体的能动性,认为人可以因环境的改变而主动调整自身的行

为。那么就博士生压力问题而言,究竟是“结构”因素为主还是“个体”因素优先,就需要作一番谨慎的讨论。
就博士生面临的压力来说,导生关系的不和谐固然有博士生本人的问题,但也和导师与博士生之间存在

84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王冬艳《社会变革中研究生的心理压力与调适》,《中国高教研究》2002年第11期,第64-65页。
张盖伦《科研人员抑郁了,别赖工作》,《科技日报》2018年6月5日,第5版。
宋晓东、黄婷婷、景怡《研究生心理压力调查报告———以北京某985高校研究生为例》,《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第74-82页。
周喆林、尉力文、何秋惠等《研究生知觉压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睡眠质量的中介作用和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2
年第5期,第749-752页。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徐毓枬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21页。
张继明《大学教学改革的功利主义批判与理性回归》,《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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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力势差”有关①,导师在社会结构中的更高位置容易导致“师生平等”沦为空谈,从而引发导生关系的异

化。博士生陷入“论文发表困境”,表面上是自身能动性不够,无法产出高质量成果的原因,但若考虑到“我国

的C刊并不够用”②,而SSCI和SCI期刊审稿周期又太长,未必能满足博士生们如期发表、按时毕业的需求,
以及不少刊物还对作者身份有明确限制,例如不发博士生独立署名的文章,不发非重点高校博士生的文章

等,因此,从根源上说其实也是“僧多粥少”的结构性因素使然。博士生的就业难问题同样表现出“结构性失

业”的社会属性。博士生原本是按照从事学术研究的专业人员来培养的,但据2010年《中国博士质量报告》,
只有约40%的博士生毕业后进入高校工作,约10%进入科研院所③。也就是说,毕业之后能够继续从事学

术研究工作的只占一半,社会并不能提供足够多的学术科研岗位给博士生们。这和托马斯·本顿描述的美

国博士生就业困境颇为相似,“少数工作被成千上万合格的人选争抢,所以那些获得终身教授岗位的候选人

简直被看作买彩票中奖一样的幸运儿”④。至于“性别压力”,也并非“男儿不够自强”或“女性不愿意去顶半

边天”,而是植根于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在传统社会文化中,男性被看成是养家糊口的机器,
而女性则被塑造成相夫教子的“贤内助”。沉醉于学术而无法挣到大钱的男博士和潜心科研事业的女博士,
都容易被看成是不符合社会规范的“另类”。因此,表面上秉持性别中立的立场,实际上却将“男性化”的理想

奉为圭臬,这才是女博士生面临性别压力的根源所在⑤。而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性别规范,使得男性在工作

和生活中承担更多责任的同时,也成为男性经历个体痛苦的根源⑥。
上述种种压力,是否可以通过博士生个体的努力而得到改变呢? 结构决定论认为,尽管社会结构是人创

造的,却能够对身处不同结构层级中的人进行约束和控制⑦,人的能动性在结构面前经常会显得苍白无力。
今天所谓“阶层固化”、“寒门再难出贵子”之类的现象,都是结构决定论的有力佐证。而微观论则更强调个体

能动性的积极作用,主张人可以发挥自我优点,打破结构限制,拼出一番天地。所谓“跳农门”、“山沟里飞出

金凤凰”等,都是其体现。结构决定论与微观论均有不少现实依据作为支撑,也都能解释部分社会现象。吉

登斯则提出了“二重性理论”,试图调和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的矛盾。“二重性理论”认为,社会结构在规定个体

活动的同时,也被个体活动不断生产或再生产出来。但个体活动生产出新的社会结构的前提,是个体必须具

有提出新的社会结构的洞见及能力,而个体在提出新的社会结构这方面的主观意向,则是驱动能动性的主

因⑧。然而就博士生群体而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具备提出新的社会结构的意向,其主观能动性更多地

聚焦于如何适应现有的社会结构,即如何在“僧多粥少”的论文发表竞争中拿到属于自己的版面,如何在“岗
位不足”的就业竞争中脱颖而出,等等。换句话说,博士生趋利避害的行为选择并不会导致新的社会结构被

生产出来,反而是强化了固有的社会结构。而正是这种固有的社会结构的持续巩固,会导致博士生长期陷入

上述压力之中。所以,博士生面临的种种压力,虽然有其自身能动性方面的问题,但究其根源还是宏观社会

结构问题。
三 何以解压:博士生压力的纾解之道

既然博士生压力问题普遍而严重,那么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就显得迫在眉睫。现有相关措施,大都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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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微、潘晨晨、张薇等《影响和谐导生关系的归因分析及改进策略———基于博士生访谈资料的质性分析》,《研究生教育研究》2023年第5期,
第59页。
杨频萍、王拓、郁芬《搬走“硬杠杠”,博士能否过硬?》,“中国江苏网”百家号,2021年3月30日发布,2024年5月4日访问,https   baijiahao 
baidu com s id=1695620086045665568&wfr=spider&for=pc。
中国博士质量分析课题组《中国博士质量报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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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具体制度的构建。例如教育部出台的《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关于加强博士生导师

岗位管理的若干意见》、《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等文件,均立足于强调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指导行为准则,
提出具体的要求和基本的规范。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就没有博士生必须发表

学术论文才能毕业的规定①。这些措施的出台,其实也借鉴了国外的相关成功经验。例如,发达国家关于博

士生导师的工作内容和要求也非常细,具体到了博士生导师自身的学术水平、如何帮助学生进入学术生涯、
设置一对一会议定期提供学术反馈、怎样鼓励他们成为独立的研究者等微观领域②;国外很多顶尖高校对博

士生的论文发表也没有硬性要求,而是主张学生要集中精力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在性别歧视、尊重女性等方

面,英国甚至还通过了《性别歧视法》、《同酬法》,旨在让平等就业问题有法可依。但需要注意的是,发达国家

的经验适应的是其自身的社会文化,如果不考虑文化适应性,简单照搬国外的经验,很容易导致我们陷入“外
国的月亮并不圆”的局面当中。

着眼于具体的管理措施或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博士生的压力状况,但客观地说,上述种种均不是结构性

的改革措施,因而显得治标不治本。比如,即便有关于导师行为规范的详细规定,导生之间的“权力势差”也
可能导致导师的“越界”和学生的“盲从”,从而导致种种看似“正确”的行为准则,在实施的时候流于空洞;取
消博士生论文发表的要求表面上也给博士生“减负”了,但“刊物数量不够用”、“不发博士生的文章”等结构性

因素仍存在,因此这一规定对那些有产出科研成果的意愿,以及需要有一定量的科研成果方能顺利就业的博

士生来说,反而未见得是一件好事。既然博士生的压力问题从根源上来说是宏观社会结构问题,那么纾解压

力的对策就不能拘泥于细节,而是必须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出发,方能对症下药。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出发,并不意味着需要先改变社会结构,而是指现有的管理措施需要和现有的社会结

构相适应。一个具备结构层级的社会,既可以是阶层区分的社会,也可以是先进帮助后进的社会。明确了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就可以“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同样道理,关于导生关系问题,我们需

要尊重传统的“尊师重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社会文化,需要承认导生双方在学术地位上并不处于对等

位置,从而让导师有指导和促进学生进步的义务。这就要求我们赋予博士生导师在如何导、往哪个方向导、
导到何种程度的权力。所以,导师和博士生分属两个不同的社会层级,这并非一个需要去颠覆的社会结构。
我们需要做的是,在一个符合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结构当中,去尽可能地避免、淡化“雇佣型”、“强迫型”等不

良的导生关系的出现。针对博士生科研成果发表的管理也是如此。在“破五唯”的名义下彻底取消博士生发

表制度是不现实的,容易导致一些博士生出现“浑水摸鱼”、“躺平”的现象,反倒不利于学术研究水平的整体

提升。所以论文发表制度需要有,但必须对现实情况进行充分、深入的研究,制定出符合实际的论文发表要

求。性别压力和就业压力亦同此理。我们难以亦无须撼动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男性挣钱养家、女性相夫

教子”的内外二分结构,但有必要通过舆论引领、榜样示范,逐步打破“女博士”是“第三类人”的社会观念,尤
其是要加大对女性科学家的宣传,在社会上形成“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文化氛围。博士生的结构性失业问

题,意味着基础研究并未得到足够重视———不需要那么多人去从事“板凳甘坐十年冷”的研究。相应地,增加

基础研究工作的岗位数量、提高博士毕业生的起薪工资水平,减少由博士生承担的事务性、助理性工作,就成

为缓解“结构性失业”的可能方向。
要在宏观结构和微观管理之间做好平衡并不容易。例如,对导师的管理过严则打击教师积极性,过松又

会给导师对博士生的压榨、剥削留出空间;制定严格的论文发表要求会让博士生们遭受巨大压力,但放宽发

表要求又会出现大量博士生自我放松的局面。因此,在宏观与微观、社会结构与具体管理之间,需要我们具

备“走钢丝”的智慧和能力,保持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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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清华大学官网,2023年4月18日发布,2024年5月4日访问,https   www tsinghua 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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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2日发布,2024年5月4日访问,https   graduate buaa edu cn info 1039 6709 htm;《上海交通大学关于申请授予博士学位的规定》,
上海交通大学官网,2021年9月1日发布,2024年5月4日访问,https   www gs sjtu edu cn post detail Z3MxNj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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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自古强调“中庸之道”。关于“中”,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引“子程子”说它是“天下之

正道”①。但在朱熹看来,“中”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标准,而是“中无定体,随时而在”②,这其实就是“动态

平衡”的意思。就博士生压力而言,提供给博士生导师的行为规范、给博士生制定的论文发表要求,都不应坚

守一套既定的标准,而是要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随时调整“中”的位置。因校而异、因学科而异、因人而异的

管理方案,才可能贴合各自的实际情况。例如,不同于很多高校坚持的“博士生必须发表两篇C刊方可毕

业”,早在2009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就已经将博士生的毕业标准从发表2篇C刊

降低为一篇C刊和一篇C扩,后来又调整为一篇C刊和一篇北大核心期刊。虽然发表要求看似日渐降低,
但北师大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的博士生培养质量始终保持在国内前列。任正非对华为的管理也坚持着中庸之

道,即走钢丝的平衡,“它不是按照既定的模式或套路,而是在混沌、颤抖中把握节律和平衡的实际体验,是很

多尝试和失败的精华”③,华为也因此成为国内的龙头企业之一。
要如“走钢丝”一般保持动态平衡,就要求管理权必须适当下放。其实,关于管理权适度下放的呼声早已

有之,但“由于高校行政化和官本位等惰性影响”④,很多管理权的“下移”并未有效实现。例如,博士生究竟

应该发多少篇文章,不是由博士生及其导师根据自己的专业领域和期刊要求来决定,而是由学院或者学校来

统一规定;博士生导师原本应该在指导的过程中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色,现在却在统一规定下循规蹈矩;部
分用人单位在招聘的时候也不是根据不同学科的发展需求来灵活制定招聘细则,而是要首先看是否符合学

校关于性别或者年龄的统一规定,等等。当管理权高高在上的时候,教师和学生的利益容易被剥夺,自然也

就做不到民主管理、人本管理等理念所倡导的“学校管理者、教师、学生的权利衡平”⑤。在这种情况下,“及
时调整”便流于空谈。“动态”变得“滞后”,“平衡”也会随之“失衡”。其实,某所学校的博士生究竟面临着多

大压力,某个专业的期刊数量究竟有多少,某个方向对女性是否存在就业歧视等,只有本校、本专业的人员才

能感受得真切,因而由“居庙堂之高”的行政人员来全权制定管理制度自然就显得不合时宜。所以从国家到

高校,从高校到院系,都需要做到抓放有度,松弛适当,在“走钢丝”当中找到动态平衡,才能营造出和谐的导

生关系,提供宽松、自由的科研环境。这样,博士生面临的种种压力才可能得到真正的缓解。

[责任编辑:罗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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