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化导师资助育人
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
---郑州大学研究生资助育人工作的做法

郑州大学党委研工部部长 研究生院副院长 张承凤



一、新时代对高校资助育人的新要求

★ 是全面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的总要求

立足新时代，不忘“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初心，牢记“培养人才”的职

责使命，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 是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是立德树人职责和第一责任人的硬性要求

教育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进一步强化了导师
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的规定，明确了研究生导师的基本素质要求和立德树
人的具体职责，不断健全研究生导师评价激励机，从组织上规范导师在招生、

培养、资助、学术评价等环节中工作。



一、新时代对高校资助育人的新要求

★ 是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精神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

程实施纲要》的新要求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召开一周年之际，中宣部教育部于2017年12月4

日出台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详细规划了“十大育

人”体系。其中第九大育人就是“全面推进资助育人”，要求把 “扶困” 与

“扶智”、“扶困”与“扶志”结合起来，建立国家资助、学校奖助、社会捐

助、学生自助“四位一体 ”的发展型资助体系，构建物质帮助、道德浸润、能

力拓展、精神激励有效融合的资助育人长效机制，实现无偿资助与有偿资助、

显性资助与隐性资助的有机融合，着力培养受助学生自立自强、诚实守信、知

恩感恩、勇于担当的良好品质。



一、新时代对高校资助育人的新要求

★ 是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改革的需要

2014年国家下达了一系列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改革与奖助学金改革的文件，

要求各高校实行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的同时，建立健全研究生“奖、助、勤、

贷、补”多种形式的资助体系，探索奖助工作在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过程中的

育人模式。

★ 是学校一流大学建设进程中加快一流研究生教育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需要

研究生教育担当着一流大学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责任与使命，在推进“一

流大学 一流学科”的建设进程中，通过研究生奖助体系，发挥其对在研究生培

养中的保障性、激励性、评价性、导向性的功能；通过建立导师资助制与责任

制、导师招生资格认定制和导师动态管理等体制机制，发挥其在导师资格认定

的激励、评价、招生计划调节等功能，把导师资助育人落到实处。



二、完善研究生奖助体系 发挥资助育人功能

（一）2008年我校在地方高校中率先推行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推行导师资

助制和责任制，实行激励动态的研究生奖助体制

1、树立一个理念：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

2、围绕两个主题：

一是导师责任制和资助制----推行以科研经费为引导的导师资助制和导师

责任制。树立研究生既是受教育者，又是科研宝贵人力资源的观念。导师动态

岗位制和设立全额资助博导岗位制度。

二是研究生奖学金动态制----建立动态助研奖学金，将研究生的奖助与实

际学习创新、学术成果和综合表现结合起来，激发创新热情。



3、取得成效：一是导师动态岗位制和设立全额资助博导岗位，打破了论资排
辈的导师遴选体制障碍的“铁饭碗”。导师以科研项目为充分条件，学术成果为
必要条件竞争上岗。

《中国教育报》《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对我校的报道（2012年）



取得成效：二是研究生动态的助研奖学金评定形式，打破了研究生入校后固定奖学

金等级的“铁饭碗”。经过后来实践证明，完全符合2014年国家对研究生奖助学金体系

改革的思路。

我校全额资助的首批毕业博士生学术成果及获奖情况（2012年统计）

导师 导师职称 博士生 专业 学术成果及获奖情况

任景莉 教授 程志波 基础数学
SCI收录7篇（其中二区5篇，三区2篇），国际
期刊学术论文2篇，影响因子累计达到8.51，
校级优博论文，正参评省级优博论文。

沈开举 教授 程雪阳 宪法与行政法学
CSSCI检索源期刊收录10篇，人大复印资料全
文转载2篇，获得宝钢优秀学生奖，校级优博
学位论文，评为省级优博论文。

臧明玺 副教授 姚春霞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SCI收录3篇，影响因子达到6.6

刘宏民 教授 王培 药物化学
SCI收录4篇，影响因子累计达9.23，申请专利
获批2项



取得成效：经过多年不懈努力，初步建成了地方高校深化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框架

体系，形成了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科教结合，协同育人”研究生

培养模式，尤其是推行导师全额资助政策得到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的肯定并做了批示。



（二）2014年后深化研究生投入机制改革，构建完善的研究生奖助体系

1、奖----奖学金：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自设专项奖学金

2、助 ----助学金：国家助学金（国拨经费）+ 学校补发助学金（校拨和导师资助）

3、勤 ----勤工助学：“三助一辅”岗位、临时设置的勤工助学岗位

4、贷 ----国家助学贷款：生源地贷款、校园地贷款

5、补 ----特困补助：包括建档立卡、家庭经济特困、突发事件等困难补贴救助

多元的奖助体系反映出不同的奖助类型，发挥着不同的育人功能与激励资助作用。

1、奖学金----属赠予激励型，发挥奖助功能； 3、勤工助学----属劳务报酬型，发挥能力培养激励功能；

2、助学金----属赠予保障型，发挥资助功能；4、助学贷款-----属偿还保障型，解决家庭经济困难问题；

5、特困补助-----属赠予保障型，资助解决个人临时经济困难和突发问题。



（三）设立多种研究生奖学金形式，发挥激励保障和资助育人作用

1、国家奖学金：全日制非定向博士生3万元/人，硕士生2万元/人。（国拨经费）

2、我校学业奖学金：

3、校内单项奖学金：

4、校外捐赠的奖学金：钟香崇院士研究生奖学金、河图校友“十佳研究生奖学金”等

优秀研究生生源奖学金 0.3万元、0.5万元、1万元，校专项+三助专项

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奖 省级和校级优秀学位论文奖，校专项40万元/年

研究生高水平学术论文奖 每年统计汇总审核发放一次，校专项100万元/年

校“十佳研究生”奖 每年评选一次，全校评10名，每人奖励1万元

研究生优秀科研成果奖 每年评选一次，全校200名，每人奖励0.5万元

研究生学术论坛最佳奖 每年一届论坛最佳论文、最佳宣讲、最佳提问奖等

研究生特别突出贡献奖 包括参加创新大赛等在全国获奖，尤其是影响力大的

博士生 学业奖学金： 全额学费 1万元，占70%（实际为100%） 国拨经费

硕士生 一等学业奖学金：全额学费 0.8万元，占40% 国拨经费

二等学业奖学金：半额学费 0.4万元，占60% 校拨经费



（四）提高研究生助学金资助标准，发挥基本保障和资助育人作用

我校助学金标准： 博士生：第一学年1800元/生.月，第二学年以后为2500元/生.月

硕士生：600元/生.月

提升了博士生助学金资助标准（国家1300元/生.月），延长发放时间为12个月（国家发放10个月）,

多出部分的资金由学校、院系和导师资助共同承担和支出。（2008年开始博士生导师全额资助制）

类 别 人文 社科 理（农） 医学 工学

第一年

学校提供 20400 19200 18600 18000 16800

导师提供 1200 2400 3000 3600 4800

合计 21600 21600 21600 21600 21600

第二、三、四年

学校提供 28800 27600 27000 26400 25200

导师提供 1200 2400 3000 3600 4800

合计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2014年出台的我校博士生助学金构成及标准（元/生/年）



2017年调整（从2018级开始执行）我校博士生助学金构成及标准（元/生/年）

类别 人文社科 理（农）、工、医

招收第一个博士生

国家拨款 39000 39000

导师资助 24200 48400

学校提供 24200 24200

学院提供 24200 0

合计 111600 111600

招收第二个博士生

国家拨款 39000 39000

导师资助 36300 72600

学院提供 36300 0

合计 111600 111600

2018年我校调整博士生导师资助博士生助学金标准，新增导师与老导师资助方式并轨（均为全额资助），

资助金额统一标准，进一步明确博士生助学金分担机制，调整国拨之外的导师资助、学校及学院补贴的比例。

招收第一个博士生：理工医科类导师资助国拨之外余额部分的2/3，学校补贴1/3；

人文社科类导师、学校、学院各分担1/3。

招收第二个博士生：理工医科类导师资助国拨之外余额部分的全部；

人文社科类导师、学院各分担1/2。



类 别 人文 社科 理（农） 医学 工学

学术学位

学校提供 6960 6840 6480 6240 6000

导师提供 240 360 720 960 1200

合计 7200 7200 7200 7200 7200

专业学位

学校提供 6960 6840 6480 6240 6000

导师、院系或联合培养基地提供 240 360 720 960 1200

合计 7200 7200 7200 7200 7200

我校硕士生助学金构成及标准（元/生/年）

在对研究生助学金的资助标准提高中，一方面学校加大投入，一方面坚持推行研究生导师责任

制和资助制，要求导师不仅负有教书育人指导学术的责任，也要负有通过科研项目培养研究生、

资助研究生的责任。在导师资助标准上考虑了地方高校导师科研项目、科研经费和科研实力现状，

体现了不同学科差异和分类实施。

导师责任制和资助制实施多年来，不仅从助学金、助研经费等方面资助了研究生，而且促进了

导师科研项目经费和科研能力的提升，研究生科研投入积极性增强，学术和创新成果产出增多。



（五）开展勤工助学和精准资助工作，发挥能力培养功能和资助育人作用

我校从2014年开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从研究生学费中足额提取4—6%的经费，设立研究

生“三助”勤工助学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各类单项优秀研究生奖学金、研究生自主创新项目、

研究生创新实践活动、研究生“三助”岗位中助管津贴、勤工助学补助、家庭经济特困补助以

及其它研究生奖助工作。

1、学校设立研究生助管岗位300多个，每年招聘选拔研究生助管500多名；

2、为家庭经济特困研究生、建档立卡户研究生和出现突发问题的研究生给予困难补贴，开

展困难学生家庭走访活动，努力做到精准资助；

3、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积极为在校研究生办理校园地贷款，并优先为他们提供勤工岗

位，开展诚信还贷、社会责任感和就业创业等方面的教育，提升资助育人针对性。



（六）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资助和奖励研究生参加创新实践活动

为营造浓厚的创新氛围、培养创新人才，我校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非常6+1”项目）

2006年推出，与研究生奖助改革政策配套实施，并于2016年进行了新的调整。

1、研究生名师名家讲坛 ---- 每年资助全校举办100场，每场0.2-0.5万元，约40万元；

2、研究生学术论坛 ---- 每年在全校举办一届40多场，每场资助0.5-1万元，约40万元；

3、研究生出国留学访学项目 ---- 实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工程”，每年500-800万元；

4、研究生优秀论文奖励项目 ---- 优秀学位论文奖每年40万元、高水平学术论文奖每年 100万元；

5、研究生自主创新项目 ---- 每年支持研究生申报自主创新创业项目150项左右，20万元；

6、研究生创新实践基地 ---- 资助在校外建立校级研究生创新实践基地（联合培养基地），40万元；

7、研究生各类“创先评优”活动 ----对研究生获得各级各类的创先评优活动的表彰奖励，约70万元。



学生

核心

导师

关键

培养
环境

基础

研究生教育
三要素

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进一步完善导师招生招

生资格认定办法，强化科研项目导向，注重导师指

导能力和指导水平的有机统一，重在提升培养质量。

研究生是科学研究的生力军，是创新的

主体、受教育的客体，是一种人力资源，

坚持以学生为本，重在育人成才。

学校整体建设水平、学科平台、科研机构和研究

条件、导师能力等。

（一流大学要有一流的培养环境）

导师是研究生教育的
关键要素！

三、改革导师管理体制，强化导师立德树人职责



（一）改革研究生导师招生资格认定制和动态上岗制度

原来

过去是进行硕导和博导的遴选，

遴选上的即具有招生资格，论资排

辈，没有动态调整，基本是终身制。

现在

现在不再进行新增硕导和博导的遴选，实行导师招生资格认

定和动态上岗制度。新增导师工作与导师招生资格认定工作结

合，强化与招生培养紧密衔接的岗位意识，强化国家级项目在

博士招生计划分配的导向作用。规定没有科研项目、科研经费、

科研成果（即“三无”教师）不能招研究生。

我校出台文件：《郑州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招生资格认定办法（试行）》

《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招生资格认定办法》

实行导师招生资格认定和动态上岗制度，进一步强化和完善以科学研究为主导的导师

负责制和导师项目资助制。



我校进一步推进研究生导师制度

改革，选拔学术水平高、科研经费充

足，特别是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

全职在岗教师上岗招生，并在招生指

标尤其是博士生招生指标分配上给予

倾斜，鼓励全额资助制博士生导师。

（二）优化研究生招生指标动态调整和资源配置机制

以科研经费
和科研项目
为主要依据

向一流学科
和优势特色学科
和ESI全球前1%
学科倾斜

向为学校
学术贡献
率高的门
类倾斜

向培养质
量高和特
色鲜明的
单位倾斜



研究生资助工作体现了以人为本，强化了导师责任，提升了导师育人效果。

（三）加强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培训和思想认识



四、推进资助育人见成效，促培养质量不断提高

积极开展资助育人工作，对获得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校十佳研究生、优秀科

研成果奖、创新实践大赛优秀研究生等举行表彰奖励，举办研究生“我知我行”

讲坛，宣传研究生在科研创新、学术成果取得、综合能力展现等方面的成长成才

事迹，树立先进典型，很好地发挥了激励作用。



研究生在各种奖助激励下，积极参与科研、投身创新实践和各项活动的人越来越多。



资助育人重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上，受资助的研究生取得各类奖励和成果越来越多。



欢迎批评指正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