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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由研究生教育大国向研究生教育强国迈进的征程上,博士生教育质量内涵研究十分

必要且很有意义。博士生教育质量既是博士生教育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也是判断或评价博士生

教育发展程度、目标达成程度的重要依据。本研究基于ISO8402质量内涵将博士生教育质量定义

为“博士生教育系统满足个体、社会需要的能力与水平。”博士生教育质量包含博士生教育内适质

量和博士生教育外适质量。内适质量是外适质量实现的根本动力和主要原因,外适质量是内适质

量的结果形式和外在表现。厘清博士生教育质量内涵,有助于确立博士生教育发展的主要着力点

并推动我国博士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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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生教育的重要性日益明显,博士生教育全球

化趋势不可阻挡[1]。作为国民教育的顶端,博士生教

育是国家创新型人才的战略储备和输出源泉。进入

21世纪,伴随着创新驱动战略的顺利实施和全面推

进,我国博士生教育发展速度举世瞩目。2000—2020
年,我国博士生招生数、毕业生数及在学人数分别增

长了3.62倍、5.01倍和5.93倍[2],中国成为世界上

博士生教育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公认

的博士生教育大国。然而,不可否认,中国的博士生

教育质量还不能满足新时代国家战略发展对博士生

教育的需求。博士生教育质量是贯穿博士生教育过

程的核心命题和关键思考。博士生教育质量既是博

士生教育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也是判断或评价博士

生教育发展程度、目标达成程度的重要依据。

1 质量内涵

“质量”最早来源于古法语的“qualite”(气质,性

格),以及拉丁语“qualitatem”(性能;性质,状态)[3],

更多的是物理学上的概念,特指实体的性质,只做

事实描述,不做价值判断。此后,“质量”一词被广

泛应用于管理学等各个领域,不再是简单的事实描

述。“质量”因其夹杂着客观事实与主观判断而显

得尤为复杂。

1982年美国NRC博士点评估报告之《工程学》

篇引语指出:“质量是什么? 你知道它,又不知道它,

它就是这样自相矛盾。”因此,对“质量”下一个放之四

海而皆准的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从对象上来看,
“质量”既包括产品质量,又包括服务质量。从属性来

看,既包含绝对质量,又包括相对质量。综合起来,学
界对“质量”的定义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

一是根据参照标准对实体的内容或形式进行

事实或价值判断。世界质量先生菲利普·克罗斯

比(Philip
 

Crosby)认为“质量”是符合预设标准与要

求,全面质量管理创始人威廉·爱德华兹·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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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Edwards
 

Deming)认为“质量”是低成本为

顾客提供满意的新产品或服务。第一种观点侧重

目标达成程度,“质量”的标准是“预设的标准与要

求”。第二种观点侧重效益,注重从产品和服务的

质量视角来分析。这类定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
有比较明确的质量标准。当人们描述实体质量时,
可以通过列举质量要素来进行阐释。例如,博士点

合格评估是将博士点与博士点设立的基本标准逐

条对照,符合条件的即合格,质量高;不符合条件的

即不合格,质量低。再比如,判断一个大学博士生

教育质量,合格的博士生培养人数是一个重要指

标。当然,如果能加上它的投入-产出效率等因素,

则可能会更加令人信服。

二是在没有特定标准的情况下对实体的特性

进行事实或价值判断。美国著名质量管理专家约

瑟夫·M·朱兰(Joseph
 

M.Juran)认为“质量”即产

品的 适 用 性,即 产 品 满 足 用 户 需 要 的 程 度[4]。

ISO8402(1994年版)将“质量”定义为“实体满足明

确和隐含需要的能力的特性总和”[5]。这些定义侧

重在关注实体特性的基础上更多融入个性化的主

观判断。研究者通常需要抓住实体的本质特性并

通过定量或定性的研究方法对其质量特性进行研

究,从而帮助人们区分不同层次或类别的产品或服

务质量。ISO8402(1994年版)的定义基于实体质量

特性,强调了“质量”的内生性,同时反映相关利益

主体的主观需求,是一个综合的“质量”内涵。但同

时,本研究也认为,“质量”除了实体的“能力特性”

以外,还拥有“水平”特性。事实上,“水平特性”与
“能力特性”相伴相生,相辅相成。

“质量”的内涵众说纷纭,而作者更倾向于在

ISO8402(1994年版)的基础上界定“质量”,即“实体

满足个体、社会需要的能力与水平。”该定义既尊重

实体的既有特性,又融合人的主观价值判断。在此

基础上,博士生教育质量即为“博士生教育系统满

足个体、社会需要的能力与水平。”博士生教育质量

包含博士生教育内适质量和博士生教育外适质量。

2 博士生教育内适质量

博士生教育内适质量主要体现为博士生教育

系统满足博士生学术发展、学科建设及大学声誉提

升需要的能力与水平。

2.1 满足博士生学术发展的需要

理想主义者认为,教育就是培养真正的人,即
通过教育帮助舒展人的生命,使人的生命情韵悠

长,丰满美丽。众所周知,科学研究是博士生教育

的主要活动形式,“学术性”是其区别其他阶段教育

的根本属性。博士生教育探索深奥的知识,为常人

所难以企及或把握。与此同时,新知识生产的难度

和艰辛程度为常人所难以忍受。但博士生在艰辛

的学术道路上不停跋涉,勇攀高峰,主要源于其自

身学术能力提升的需要。从年龄层次来看,大多数

博士生属于成年人,思想更为成熟,思考问题更为

理性。他们崇尚真理,追求卓越,希望毕业后继续

从事学术或与学术相关的工作。这是博士生选择

接受博士生教育的初衷和起点,也是大学或学科博

士人才培养职能得以发挥的重要体现。因此,一所

大学的博士生教育质量越高,它就越能培养、激发、
维持博士生的学术热情,以满足其学术发展的需求。

2.2 满足学科建设的需要

学科建设是由一群学者根据一定的学术规则

依赖于一定物质基础,以知识创新为基点,以知识

生产和人才培育为终点,以服务社会为目标的一种

有目的的活动[6]。首先,学科建设需要聚集一批致

力于学术研究的学者,同时培养接班人。博士生导

师及博士生等精诚合作是推动学科建设发展的基

础和前提。他们肩负着传承学科知识、发扬学科文

化并拓展学科内容的使命。其次,学科建设需要制

定、完善并遵循特定学术规则。“学科”意味着一种

规训。以博士生导师为主体的学者分属特定的学

术共同体,他们拥有最高学术权力并且负责制定学

术规则,开展学科组织建设并形成自身独特的学科

生态文化。再次,学科建设有改善支撑条件的需

要。“学科”意味着一种组织,而组织的生存和发展

依赖于一定的物质基础。一所大学要开展博士生

教育,那么其对博士生教育人财物等各方面的投入

就需提高,学科建设也就获得了更充足的发展支

撑。最后,满足学科知识生产的需要。海因茨·黑

克豪森(Heinz
 

Heckhausen)认为“学科是对同类问

题开展的专门科学研究,从而实现知识的新旧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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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7]。”知识生产是博士生教育的主要活动形式。博

士生导师及博士生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发现新知

识并对原有的知识体系进行拓展和延伸,在科学或

专门技术上产生创造性的成果。

2.3 满足大学声誉提升的需要

大学声誉是大学追求的目标,也是大学存在的

根本目的。伴随着研究型大学模式在世界范围内

的成功确立,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教育质量已然成

为决定一所大学社会声誉大小的重要指标。首先,

博士生导师是学术“大师”最主要的构成来源。世

界各地优秀的教师、学子慕名而来并汇聚一堂,形
成重要的人才聚集优势。也正因为优秀人才的汇

聚,大学如灵动的泉水一般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其次,博士生教育是教育的最高层次,体现的是大

学的创新能力和水平。博士生导师及团队产生的

标志性科研成果对推动学科进步、大学发展乃至人

类社会的科技进步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为大学赢得

广泛的社会声誉奠定坚实基础。大学声誉一旦确

立,其教师水平得以提升,生源质量得以提高,学科

实力得以增强,大学声誉得以传播,从此不断循环

往复。反之,则不然。

3 博士生教育外适质量

博士生教育外适质量主要体现为博士生教育

系统满足国家对高端拔尖创新人才的需要、科技创

新需要和社会文明进步需要的能力与水平。

3.1 满足高端拔尖创新人才的需要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一

国拥有的高端拔尖创新人才数量总是与其综合国

力相匹配。因此,世界主要国家或政府都十分重视

教育发展,并希望通过发展教育来推动社会的发展

和进步。在我国,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提到

人才培养的重要性。2018年,国家主席习近平考察

北京大学时指出,今天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

育、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为迫切[8]。这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

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提出的基本要求和殷切期望。

博士生教育是国民教育的最高层次,其培养的人才

是高端拔尖创新人才的杰出代表。我国的博士生

教育不仅要培养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者,更要培养

忠于科学事业,推动人类社会文明与进步的国家脊

梁和社会精英。博士生教育质量越高,它就越能为

国家和社会输送更多的高端拔尖创新人才。

3.2 满足科技创新的需要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至今,科技进步大大提升了

社会生产力,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因此改

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新是

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强调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

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鼓励科技工作者走中

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博士生教育是建设国家创

新体系和将来占领世界知识经济制高点的重要支

柱[9]。博士生教育系统从政府、企业等机构获得科

研项目资助,在未知领域深入探索并实现重要技术

攻关,其研究成果对推动国家科学技术进步起重要

作用。另外,毕业博士分散在政府、企业等机构中

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相关活动并充当重要角色,推动

了国家各个领域科学技术的纵深发展。近年来,我
国在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领域逐渐做到自立自

强,并加快自主研发步伐,这与我国的研究生教育

尤其是博士生教育的快速发展有很大的关联。博

士生教育就是要不断推动国家科技发展,使之成为

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

3.3 满足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

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

层建筑关系界定的基础上,列宁提出了生产力的发

展是社会进步最高标准的重要论断。生产力的进

步,一方面推动了人类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和物质生

产的发展,满足了人们吃、穿、住、行及从事政治、艺
术、宗教等社会活动的需要,另一方面推动了生产

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推动社会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发展进步。进入现代社会,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

动力。博士生教育的核心任务即推动知识生产和

科技进步,博士生教育目标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博士生教育的根本要求是创新。因此,博士生教育

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载体和媒介。博士生

教育不仅繁荣和发展了哲学、经济学、工学等各学

3娄枝
 

等:基于ISO8402的博士生教育质量内涵研究



科领域理论研究,而且作为知识分子典型代表的博

士生教育相关人员还应具备社会公德心和社会良

心,引导人们对公平正义、历史教训、大众困惑、社
会制度、人性道德等方面的深入思考,提醒人们拒

绝迷信和谬误,保持谦卑和清醒,拥有社会良知良

心,反思过去,认清现实,展望未来,推动社会文明

进步的各项实践。

4 博士生教育内适质量与外适质量的

关系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变化是内因和外

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

原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

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将内

因和外因结合起来考虑是理解博士生教育质量内

涵的应然态度。毋庸置疑,博士生教育质量的关键

在于其内适质量。内适质量是外适质量实现的根

本动力和主要原因,外适质量是内适质量的结果形

式和外在表现。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一般

的,博士生教育内适质量高,则其外适质量也高,反
之亦然。

首先,内适质量是外适质量实现的根本动力和

主要原因。内适质量中,满足博士生的学术发展需

要是核心。博士生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的活动,它
具有累积性。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人的活动

并非一朝一夕即能完成,而是不断累积的过程。当

博士生教育累积到一定程度后方能实现质的飞跃,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人们一般会认为那些具有

悠久博士生教育历史的机构博士生教育质量更高。

在博士生教育系统内部,支撑条件必不可少。博士

生教育是一个资源依赖型活动,需要得到社会系统

提供的人、财、物等条件支撑,例如博士生导师、科
研经费、科研仪器设备、实验室等。在人员、资源条

件具备的条件下,传统学科知识得以继承,新的学

科知识得以产生,一批又一批高端拔尖创新人才得

以出炉,而这些正是构成博士生教育外适质量的主

要内容。博士生教育内适质量是外适质量的前提

和基础,只有先提高博士生教育内适质量,方可真

正提升其外适质量。

其次,外适质量是内适质量的结果形式和外在

表现。博士生教育外适质量的核心为社会贡献,具
体表现为“人”和“知识”的贡献。当博士生进入博

士生教育系统,再由博士生教育系统输出到社会各

个领域,这一过程不仅实现了“博士生”到“博士”的
身份转变,同时,也产生了博士学位论文、学术论

文、发明专利、新型工艺、艺术作品等重要的知识成

果。这既为博士生求学生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同时又是博士生教育系统满足国家对高端拔尖创

新人才的需要、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社会文明进

步的需要的重要契机和主要内容。博士生教育系

统对社会贡献越大,其社会声誉越高,而这些就越

能激发社会系统对其增加投入的热情。博士生教

育系统得到的投入越多,就越能满足博士生学术发

展的需要、学科建设的需要和大学声誉提升的需

要,博士生教育内适质量得以提升,从而实现发展

闭环。反之,当博士生教育系统发展停滞甚至倒

退,博士生教育系统对社会的贡献减少,社会系统

对其投入将会减少,博士生教育内适质量和外适质

量都将降低。
从高等教育哲学视角来看,博士生教育内适质

量更多地体现为高等教育认识论的范畴,而博士生

教育外适质量更多地体现为政治论的范畴。伴随

着博士生教育系统日益复杂,利益和需求日益多

样,导致了不同利益相关者对博士生教育多样性需

求的对立和冲突。博士生教育内适质量更多地强

调博士生个体对高深知识的“闲逸的好奇”,以及学

科和大学发展与生俱来的“排他性”甚至是“自私倾

向”。博士生教育外适质量则带有浓厚的“价值属

性”,甚至是“政治性”,强调的是博士生教育对国家

和社会发展的价值和贡献。仅强调博士生教育内

适质量,会将严格的客观性作为衡量高深知识的坚

实基础,主张远离国家,远离政治;而仅强调博士生

教育外适质量,则又可能会导致“学术贬值”,使博

士生教育受制于国家,受制于社会。只有将两者有

机结合,既承认博士生教育的个体价值,大力提升

其内适质量,又承认博士生教育的社会价值,提升

其外适质量,才能有效地“保持张力”,使得看似对

立的两级价值互补而不是互斥。

5 结语

“什么是博士生教育质量”是个有意思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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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质量”是复杂的,它是

客观事实与主观判断的融合体,博士生教育质量也

不例外。本研究在“质量”内涵的基础上提出博士

生教育质量即“博士生教育系统满足个体、社会需

要的能力与水平。”它既包括博士生教育内适质量,
也包括博士生教育外适质量。内适质量是外适质

量的根本动力和主要原因,外适质量是内适质量的

结果形式和外在表现。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明确博士生教育质量内涵,是实施博士生教育质量

评价的基本前提,也是提高博士生教育质量的重要

抓手,对于推动我国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利益冲突: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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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journey
 

from
 

being
 

“big”
 

to
 

“powerful”
 

in
 

postgraduate
 

education,it
 

is
 

necessary
 

and
 

meaningful
 

to
 

study
 

“the
 

connotation
 

of
 

the
 

quality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The
 

quality
 

of
 

doctoral
 

ed-
ucation

 

is
 

not
 

only
 

the
 

starting
 

point
 

and
 

fundamental
 

purpose
 

of
 

doctoral
 

education,but
 

also
 

an
 

important
 

basis
 

for
 

ass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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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goal
 

achievement
 

of
 

doctoral
 

education.Based
 

on
 

ISO8402
 

quality
 

connotation,the
 

research
 

defin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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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doctoral
 

education
 

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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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level
 

of
 

the
 

doctoral
 

education
 

system
 

to
 

meet
 

the
 

needs
 

of
 

individuals
 

and
 

the
 

society.”
 

The
 

quality
 

of
 

doctoral
 

education
 

includ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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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ternal
 

quality
 

of
 

doctoral
 

education.The
 

in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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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ex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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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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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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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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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oral
 

educa-
tion

 

quality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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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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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doctoral
 

education
 

development,thus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doctoral
 

educ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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