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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博士研究生分流淘汰机制是保障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措施。基于耗散结构理论，可知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

研究生分流淘汰机制的有序性表现为符合开放性前提，满足非平衡态、非线性相关、有涨落等三项重要评价指标。通过对指

标的系统分析，可知机制主要由入学招生考核、博士学位资格考核、博士论文考核构成，在任一环节中都存在分流与淘汰的风

险; 机制的考核标准呈现出多样性、全面性的特征，由四项一级指标与十项二级指标构成，考查内容公正合理; 学校有丰富且

个性化的帮扶制度帮助学生通过严格的分流淘汰机制，并有效提升学生在培养过程中的质量。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研究生

分流淘汰机制为我国提出三点启示: 其一，观念更新，分流淘汰机制目的指向于对博士研究生培养全过程的质量监管; 其二，

制度完善，加强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制度的执行力度; 其三，过程重视，加大对博士研究生成长过程中的帮扶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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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 以下简称“博士生”) 培育是高等教育的最

高层次，其培育质量受到社会各界与政府的关注。21 世纪以

来，我国博士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目前总规模达到 10 万

人，其中，学术学位博士生 ( Ph． D) 规模已超过美国，位居世

界第一，全口径博士生总规模排名世界第二［1］。在博士生招

生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外界对我国博士生培养质量的质疑

声也随之而来。面对外界关于博士生培养“严进宽出”等种

种质疑，教育部不断加强对博士生培育质量的监管，明确提

出“畅通分流渠道”“加大对不合格学生的淘汰力度”等。
2020 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加

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指出积极支

持严把质量关与博士生分流退出比例较大的培养单位，并畅

通分流选择渠道［2］。我国博士生分流淘汰机制的理论探索

具有多年经验，也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众多高

校的积极响应与实践，然而，实际运行情况仍存在问题，其根

源在于尚未形成贯通有序的机制，需进一步明确细化执行过

程，严守博士生培养过程中的关键环节。
新加坡具有资源相对匮乏、国土面积狭小的现实背景，

因此充分开发人力资源是其强国的核心战略。在此战略思

想的指导下，新加坡形成独具特色的精英人才选拔制度，具

体表现为层层筛选的分流教育。博士生分流淘汰机制中“分

流”和“淘汰”有着不同的概念:“分流”主要指将无法达到博

士培养要求的研究生分配到硕士或其他培养计划中;“淘汰”
主要指终 止 该 生 在 校 内 的 博 士 生 培 养 计 划，淘 汰 至 计 划

外［3］。该机制贯穿博士生培育的全程，其目的不在于“淘

汰”，而在于“监管”，通过程序化的要求，提升博士生整体队

伍的质量，充分挖掘人才发展的潜力。新加坡国立大学 ( 以

下简称 NUS) 在博士生培养过程中充分践行这一思想，已然

形成有序的博士生分流淘汰机制，严控博士生培养质量。有

鉴于此，本研究将基于耗散结构理论，对 NUS 学术型博士生

分流淘汰机制的有序性进行分析，探究机制整体运行结构、
有序性存在原因、有序性的多重保障，以期为我国构建有序

的博士生分流淘汰机制提供经验借鉴。

一、博士生群体是开放性系统

1969 年，比利时学者普利戈金( I． Prigogine) 首次提出一

种新型理论，即耗散结构理论。该理论相对于平衡结构的概

念，指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在外界条件发生变化达

到一定阈值的时候，由量变引起质变，系统通过不断地与外

界交换能量与物质，从原来的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时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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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功能上的有序状态。这种稳定有序的宏观结构，即为耗

散结构［4］。该理论最初使用于热力学、物理学等领域，解释

自然现象; 后又被广泛用于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

解释社会现象。因此该理论适用于系统与机制的有序性分

析之中，并提出有序性存在的四个基本条件: 其一，所处的系

统必须是一个开放系统; 其二，满足非平衡态; 其三，满足非

线性相关; 其四，具有涨落机制，也因为涨落使其呈现非平衡

态。因此，本研究将首先论证博士生分流与淘汰机制所处的

博士生系统为一个开放系统; 其次，论证机制满足耗散结构

理论的三项重要评价指标。
博士生群体是一个开放系统，每年都有大批申请者通过

考核进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也有大批博士生候选人完成课

程要求、考核要求、毕业论文答辩等，获得博士学位; 对于不

能顺利完成博士生培养过程中的考核要求的博士生候选人，

将面临分流与淘汰的风险，但无论是顺利毕业还是被分流、
淘汰，博士生群体无疑是有着源源不断的输入与产出的开放

系统。其中，博士生分流与淘汰机制是博士生群体的重要调

控工具，既保障博士生培养过程的高质量，也保障博士毕业

生的高质量，以随时有可能被退出博士生培养系统为压力，

真正筛选出高水平人才。

二、培养全过程都处于非平衡状态中

在 NUS 攻读全日制博士学位，必须经过三个专业考核，

虽然考核存在略微的院、系、专业差异，但是总体要求一致。
三个专业考核分别为入学招生考核 ( Ph． D AdmissionExami-
nation，PAE) 、博士学位资格考核 ( Ph． D Qualifying Examina-
tion，PQE) 、博 士 论 文 考 核 ( Ph． D Oral Examination，POE ) 。
NUS 以择优录取、精英选拔为宗旨筛选申请者，只有顺利通

过入学招生考核( 以下简称 PAE) ，才能成为博士生候选人。
申请对象可为硕士或优秀的 本 科 毕 业 生 ( 若 本 科 毕 业 于

NUS，需要获得二等荣誉学位以上; 若毕业于其他高校，需为

四年制学士学位，平均成绩至少达到 B 级) 。PAE 审核材料

包括本科和硕士在校期间的成绩单、两位专家推荐信、研究

计划书、托福或雅思成绩合格单( 母语和毕业院校教学语言

非英语的申请人需提交) 、GＲE 成绩报告( 非 NUS /NTU /SMU
的毕业生需提交) ［5］。各院系根据自身的人才培养目标可

在研究生院定制的考核标准上进行调整，根据自身需求增加

“砝码”，例如，申请中国学系的研究计划应由中英双语撰写、
申请商学院会进行面试，将根据研究计划、现场问答考核申

请者的逻辑分析能力与英语水平等。从考核内容与分流结

果来看，PAE 既是控制博士生生源质量的第一道关卡，也是

博士生分流与淘汰机制的第一个重要环节，呈现出自主申

请、系统考察的特征。博士生申请者通过 PAE 后，方可成为

博士生候选人。
博士生候选人需要在第二学年的时候申请参加博士学

位资格考核( 以下简称 PQE) ，并且只有满足课程要求( 完成

最少 5 个模块的课程，且最低 CAP 为 3． 5 ) 与英语成绩要求

( 通过中级 CELC 研究生英语模块，并取得 C 级以上成绩) ，

才可提出申请。PQE 的考查内容包括综合考试( 包括专业领

域考核、综合能力考核) 、博士论文研究计划、基于研究计划

的答辩。根据院系的不同要求，对 PQE 的三项考查内容有

不同的细化标准，但基本由此三部分构成。其中，综合考试

的目的在于测试博士生候选人在研究学科领域内的知识储

备与综合能力，主要考查范围包括专业领域与综合能力，内

容构成一般为两次笔试或者一次笔试、一次口试，具体情况

依院系要求而定; 博士论文研究计划应写明博士论文拟研究

题目，并递交论文委员会，审核决定是否可开展基于此研究

计划的答辩; 基于研究计划的答辩通常在提交研究计划至少

两周后开展，时间约 2 个小时，由 3 － 4 位教师组成论文委员

会进行答辩，内容包括申请者的口头陈述、公开讨论，申请者

应重点陈述研究的创新点、研究方法、理论框架、研究价值，

并充分回答教师提出的问题。博士生候选人需要在入学两

年内通过 PQE，若第一次尝试未通过考核，可以在规定时间

内进行第二次尝试。若在规定时间内无法通过考核，则会面

临分流或淘汰。从考核时限与分流结果来看，PQE 既是监管

博士生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也是博士生分流与淘汰机制的

第二个重要环节，并且呈现出环环链接的特征，即通过综合

考试、递交研究计划、组织研究计划答辩。博士生候选人通

过 PQE 后，方可成为博士候选人。
博士候选人在通过 PQE 后，将集中精力为完成最后的

博士毕业论文考核( 以下简称 POE) 。博士候选人申请 POE
之前应达到毕业基本要求，包括所有课程的 CAP 高于 3． 5、
高级英语研究生课程取得 C 级及以上的成绩、通过 PQE。
POE 由毕业论文评审与答辩两部分组成: 毕业论文应基于

PQE 中的博士论文研究计划来完成论文写作并通过评审; 然

后进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只有通过答辩，才能获得博士学

位。博士候选人的最长持续年限为 5 年，若超出年限未完成

毕业要求，则面临分流或淘汰。POE 既是把控博士生培养质

量的收官之作，也是博士生分流与淘汰机制的第三个重要环

节。博士候选人通过 POE 后，方可被授予博士学位。通过

对 NUS 博士生培养过程的梳理，可知博士生分流与淘汰机

制重点在于对全过程的监管，提升博士生培养质量应同时注

重人才选拔、过程要素、结果评价，具体见图 1。
博士生分流与淘汰机制的三个重要环节之间有“半年

研究进展报告”作为弹性环节，具体为博士生每学期应递交

一份研究进展报告，汇报上一学期完成的工作以及本学期要

完成的工作摘要。提交时间为 8 月与 1 月，通过此项弹性环

节，了解博士生的规划与进展。学院会对进展速度较慢的学

生，提供帮助与扶持，促使其尽快完成考核的各项要求。这一

弹性机制为学生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更加凸显出博士生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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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NUS 博士生考核全过程

与淘汰机制的两个目的: 其一，分流与淘汰机制各环节设置的

初衷不在于机械化淘汰，而在于高质量监管，以期提升博士生

的各项能力与水平，学生的分流与淘汰是机制运行有序的外

在表现而非内在动因; 其二，分流与淘汰机制贯穿博士生培养

全过程，并非只注重入学或毕业端口的考察。NUS 的博士生

分流与淘汰机制，通过 PAE、PQE、POE 等三个重要环节得以

实现，可见在博士生培养全过程中都处于非平衡的情况之中，

在任何环节懈怠都面临着分流甚至淘汰的风险。

三、考核标准多样呈非线性的现状

NUS 对博士生的考核标准呈现多样化的特征，通过考核

往往是多重指标作用的结果，而非单一指标的作用，因此呈

现出非线性的现状。NUS 共有 17 个学院与合作学校，招收

博士生候选人申请者的单位有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商学

院、计算机学院、设计与环境学院、工程学院、法学院、医学

院、科学院、综合科学与工程研究生院、公共政策学院、国立

杜克医学院。NUS 致力于通过变革性教育和跨学科研究，培

养学生成为有能力的全球领导者，从而影响社会并改善生

活。NUS 博士生总体培养目标切实贴合其办校宗旨，具体体

现为: 掌握前沿学科知识，形成完整的学科知识结构; 具备综

合并创造新知识的能力; 在规定时间以内( 5 年) 对学科作出

具有原创性和重要性的实质贡献。
通过对 NUS 所有博士培养院校博士生候选人培养方案

进行梳理与汇总，可知总体培养目标为一级考核指标，每项

一级考核指标之下都有更为具体的二级考核指标( 见表 1) 。
评价指标呈现出多样化、综合性的特征，充分考量学生的各

方面综合素质，并且贯穿于博士生分流与淘汰机制的各环

节。在 PAE 环节，对于各项指标的考核以判断申请者的潜

力为主，通过审核材料辨别申请者是否具备进入博士生培养

计划的能力; 在 PQE 环节，对于各项指标的考核以检验博士

生候选人入学以来的学术素养锻炼与知识结构完整度，判断

其是否有能力进入学习的最后阶段; 在 POE 环节，对于各项

指标的考核以验收博士候选人的学位论文是否具有原创性、
创新性，判断其学位论文是否符合评价标准，并考虑是否可

以授予博士学位。各项考核指标的运用贯穿于分流与淘汰

机制各环节，但在不同环节有着不同的作用、考查要点、考查

重点。因此，学生只有注重综合素养、学术能力、课程学习等

方面的综合提高，以满足各项考核指标，才能通过分流与淘

汰机制中各环节的考核，而并非只注重课程成绩或某一方面

的努力。
表 1 NUS 博士生考核标准

一级考核指标 二级考核指标

掌握前沿学科知识
跟进学科专业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

能够通过参与研究小组，共同讨论与研究前沿学科知识

具有完整的学科知识结构
通过深度学习形成完整的专业知识结构;

研究中运用的研究方法与理论适当;

具有跨学科的基本素养，具有通识学习的基础

具备创造新知识的能力
综合现有知识，充分利用学校资源，在评议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新发现;

通过发表文章、出版书籍或其他方式，充分展现个人研究能力

对学科作出实质贡献
研究具有原创性，能够独立发展概念与方法;

研究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有利于推动学科的发展与进步;

研究具有创新性，具有创新性思维，能识别出研究领域内新的研究机会

四、涨落跌宕是有序的内在动因

在 NUS 博士生分流与淘汰机制各个环节的运作中，学生

面临通过、退出( 分流或淘汰) 两个出口，退出包括主动退出、
被动退出。PQE 环节设置于博士生培养的中间阶段，更明显

地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博士生候选人通过 PQE 则可

成为博士候选人，准备最后环节 POE 的考核; 若没有通过

PQE，在评估具有完成相当不错的硕士论文的情况下，可分流

降级至硕士学位课程; 若评估没有完成相当不错的硕士论文

的情况下，则会被淘汰。正如综合科学工程与研究生院执行

董事黄利群教授所言，“在 NUS 攻读博士学位，是一场充满挑

战、充满机会、富有成果、激动人心、充满不可预见性的冒

险”，可见严格的分流与淘汰机制无疑是挑战的重要内容构

成之一，然而分流教育的目的不在于形式化的淘汰，而在于

对博士生培养全过程进行高质量的监管。学院为让学生顺

利通过分流与淘汰机制的各环节考核，也会提供充分的帮助

与支持，具体内容根据院系差异有所不同，以综合科学工程

与研究生院( 以下简称为 NGS) 为例进行分析。

76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研究生分流淘汰机制的有序性分析



NGS 为帮助博士生候选人通过 PQE 提供许多帮扶，最具

代表性的是论文咨询委员会 ( TAC) 与研究生教育高级咨询

( SAGE) 。TAC 的成员包括拥有相关或互补的教师与学生组

成，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需要组成专属的 TAC 团队，主要功

能有两点: 其一，监控学生的研究进度，并提供及时的学术指

导与建议; 其二，丰富学生的研究经验，通过团队合作进行研

究讨论与论文写作等，因此 TAC 在学生完成 PQE 考核中起

到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在会议频率方面，学生至少每学期

参与一次 TAC 的会面，并且在申请 PQE 前至少举行过两次

会面，最后一次会面至少要在申请 PQE 考核的三个月之内。
若学生的研究存在问题，TAC 的学生或主管应更频繁地召开

会议，跟进学生研究进度; 在会议参与情况方面，原则上 TAC
全部成员都应出席，包括主管、副主管、学生等。若有特殊情

况，也应做到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成员出席，会后学生应主动

联系会议缺席者征求意见，并完善并补充会议记录; 在会议

结束后，由主管在两周内填写在线 TAC 报告表，记录学生的

研究进展，并将委员会对其研究进展的评价讨论与意见传达

给该生。通过 TAC 跟进学生的研究计划，判断学生是否具有

能力申请参加 PQE，若评价结果为学生已具备通过 PQE 考核

的能力，则会通过该生的 PQE 考核申请，使其进入考核环节;

若评价结果为学生似乎没有通过 PQE 的能力，则会将该生转

移至 SAGE，即根据该生的案例在研究生教育高级咨询中展

开更有针对性的辅导与帮扶，通过更具个性化与专业化的指

导，使学生获得通过 PQE 考核的能力，再使其进入考核环节，

具体见图 2。值得注意的是，若学生未能在其入学后的 18 －
24 个月内申请 PQE 考核，TAC 应立即召开一次会议以查明

具体原因，并且 TAC 不会因学生通过 PQE 考核而解散，也会

一直关注学生开展博士毕业论文的研究工作，直到该生顺利

毕业拿到博士学位。

图 2 综合科学工程与研究生院辅助学生通过 PQE 示意图

NGS 同时对为学生提供许多个性化的帮助，例如在 TAC
计划中的学生可以根据自身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主管与副

主管，学院会通过网页介绍与召开说明会的方式，为学生讲

解如何选择到适合自己的主管。学生既可以选择自己的导

师当主管，也可以结合个人需求选择论文写作能力强、获奖

次数多、成立自己创办的公司等主管。总而言之，NGS 为学

生可以顺利通过 PQE 提供了一系列的帮扶计划，并且充满弹

性与灵活性，可根据学生个人能力与需求的不同制订专属的

帮扶计划。在此帮扶制度的作用下，学生顺利通过 PQE 考核

的比例大大提高，并能够切实保障博士生培养全过程的高质

量、高水平，可见分流淘汰机制在严格之中有温情，这种充满

弹性的涨落机制也是 NUS 博士生分流与淘汰机制有序的内

在动因［6］。

五、启示与建议

博士生分流与淘汰机制是保障博士生培养质量的重要

举措，在我国已有多年的探索经验，可见整顿博士生队伍、加
大分流与淘汰力度已是大势所趋。2017 年，教育部与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联合印发《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

划》，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 14 多高校已开展多年博士生教

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如今，博士生分流与淘汰制度已扩散

至众多高校，加强对博士生质量的监管已成为学校一项重要

办学任 务。南 开 大 学 从 2006 年 开 始 实 行 博 士 生 清 退 计

划［7］;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公告清退 33 名未联系到的博士生，

最久的入学时间长达 15 年［8］;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清退 59 名博士生［9］; 上海师范大学清退 125 名超出学习期

限无法达到毕业要求的博士生［10］。纵观博士生清退原因，

可知绝大多数源于“在规定年限内无法达到毕业要求”，即在

毕业端口的分流与淘汰，实属一种学校与个人的“无奈之

举”。其实早已有研究证实，对于不适合攻读博士学位的博

士生而言，在早期退出博士培养计划，对于个人而言是及时

止损，对于学校而言是资源节约［11］。NUS 的博士生候选人

流失率较高，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在前期主动退出，真正被动

退出导致分流到硕士课程或者淘汰的少之又少，这源于其对

博士生培养过程的有力监管，使学生能在早期便意识到自己

是否适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换言之，NUS 的博士生分流与

淘汰较多存在于入学后两年之内，即属于在入学端口或中间

过程的淘汰。此时被淘汰的博士生花费的时间与精力相对

较少，从个人短期情感角度而言，较能接受被淘汰的结果; 从

个人长远发展角度而言，可做到时间成本的节约，从而选择

更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从学校办学角度而言，可提高教学

资源与配套支持环节的有效利用性，将平台与机会提供给更

合适的学生，进而提高博士生人才培养质量。基于耗散结构

理论分析，可知 NUS 博士生分流与淘汰机制是合理有序的，

可为我国博士生分流与淘汰制度的完善与修正提供启示与

建议，进而使我国博士生分流与淘汰机制能够关注到博士生

培养的全过程，降低博士生在毕业端口的清退概率，促使其

成为有序机制。
1． 更新观念，分流与淘汰机制目的在于“监管”
博士生分流与淘汰机制的目的不在于“淘汰”而在于全

程“监管”，最终指向于培养高质量的博士毕业生。国内许多

高校虽然已开始实行博士生分流与淘汰机制，甚至已有多年

的实践探索经验，但对于此机制的认识仍然停留于加大清退

力度、加大淘汰力度、提升毕业标准等，这在很大程度上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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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毕业端口要求的提升，实属一种观念上的认知偏差。可

见，形成有序博士生分流与退出机制的必要前提，应是更新

对机制的认识，明确重点应在于加强博士生培养全过程监管

力度，力求通过严要求，使博士生培养全过程呈现高质量的

现状。
完善博士生分流与淘汰机制，不能一味地提高博士生毕

业标准，仅看中毕业端口的严格性，这种举措会造成大批博

士生无法达到毕业要求而延期，出现攻读多年而无法毕业的

现象，而是应该注重培养过程中的考核与评估，做到全程监

管，考核内容包括课程学习、学业成绩、中期考核、学术会议

参与、研究小组讨论等。清华大学在观念转变与探索方面有

着可借鉴的尝试，于 2019 年清退两名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博

士生，其中一名学生退学原因为逾期两周未注册报到，另一

名学生退学原因为连续两周没有上课，可见学习态度不端正

也是清华大学博士生分流与淘汰机制中的重要考评标准之

一，这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加强培养过程的监管［12］。加强对

博士生分流与淘汰机制全过程的监管，推动机制的有序运

行，不仅可以促进学生对毕业考核内容的跟进，还可以提升

其学习能力与研究能力，从而提升整体博士生群体的培养质

量。
2． 完善制度，加强博士生中期考核的执行力度

博士生中期考核，又称博士学位资格考试，一般于入学

后第二年开始实行，既是博士生分流与淘汰机制的重要环

节，也是系统构建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而

言，我国严格实施中期考核的高校较少，且无法达成制度设

置目的，逐渐向虚设或形式化靠拢，实践工作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停滞不前，相关研究也相对较少［13］，并且尚未指出我国

博士生中期考核的痛点与具体改革工作方向。痛点主要表

现为两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其一，“考察博士生科研能

力的初衷”与“不完善的考核指标”之间的矛盾; 其二，“分流、
淘汰不具备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能力的研究生”与“居高不下

的中期考核通过率”之间的矛盾。
基于两对矛盾的分析，完善我国博士生中期考核制度，

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其一，加强完善考核标准。有序的

博士生分流与淘汰机制的考核标准，应具有多样化、全方位

的特征，而不应是单方面、片面化的，即博士生需要做到全面

的整体提升与总体进步，才有可能通过分流与淘汰机制的各

项考核环节，而非仅通过单一、个别指标的提升便可通过考

核。NUS 的博士生分流与淘汰机制是基于学术逻辑设计的，

以考核学生的学习能力与研究能力为目的，其中，PQE 的设

置初衷为考查申请者是否具有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科研能

力，设有四项一级考核指标与十项二级考核指标，并以丰富

的考核形式为外在表现。我国博士生中期考核应进一步完

善考核标准，使每项标准的设立都充分服务于制度设置目

的，并构建齐全、均衡的评价体系，不能仅注重单一方面的考

查。在重视内在考核标准的同时，也要重视外在的考核形

式，使申请者能够充分展示出考核标准的方方面面，从而实

现人才培养的全面发展与综合质量提升。其二，提高博士生

中期考核通过标准，真正将分流与淘汰制度落到实处。在

NUS 通过 PQE 着实不易，申请者通常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做足

准备工作，但每年仍有三成左右的申请者无法顺利通过考

核，若在第二次尝试后仍无法通过，则必须面临分流或淘汰

的风险。而我国博士生中期考核的通过率居高不下，较少有

申请者未顺利通过博士生中期考核进而被分流或淘汰。零

淘汰、低淘汰或高通过率将使制度设置的结果不达初衷，如

此博士生中期考核制度对博士生培养质量监管的作用力度

也会有所降低。实际上对于研究能力达不到博士水准的学

生而言，早意识到“这种后果”并且另谋出路，不失为一种及

时止损的良策，远胜于在博士学习末端的毕业端口被淘汰。
因此，要加大对博士生中期考核的力度，通过完善的考核标

准对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作出合理准确的评价，并将分流或

淘汰落到实处。
3． 注重过程，加大对博士生成长中的帮扶力度

博士生分流淘汰机制的核心目的在于提升博士生培养

质量，分流与淘汰是机制有序运行的外在表现，而非最终目

的。因此学校在博士生分流淘汰机制运行的过程中，不应只

注重加大对博士生培养全程的考查力度，更应该通过一系列

的帮扶与支持政策，切实帮助博士生提高能力与水平。博士

生成长帮扶制度的缺位，是我国大学博士生培育中存在的一

个现实问题。
NUS 会对学生的研究进展进行全方位跟踪与监测，每个

学院的具体运行方式有所不同，主要以设立论文咨询委员

会、学业帮扶小组等学术合作共同体为主要形式。学术合作

共同体主要以负责教师牵头，由若干教师与学生共同组成，

跟踪考查学生的学业进展，日常讨论学生的研究计划与课

题，并初步评估该生是否有能力申请 PQE、POE。NUS 的学生

帮扶制度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学生应对严格的分流与淘汰

机制的压力，既坚守住分流与淘汰机制的严格性，又通过日

常训练切实提升学生的学习质量与研究能力，使其可以顺利

通过各个环节的考核，可谓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有效弹性制

度，是一举两得的重要举措。因此，我国博士生分流与淘汰

机制的有序运行，也应重视学校或学院对学生的帮扶，并将

帮扶制度贯穿于博士培养的各个阶段。其中，帮扶制度应考

虑到学科专业特性与学生个体差异，即通过个性化设计使学

生在过程中提升质量，在本质上获得通过考核的能力，在知

识上做到人文素养与学科专业性的综合提升，这也是对博士

生分流与淘汰机制核心目的的有效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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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guarantee the quality of doctoral education that doctoral candidates are separated and elimi-
nated． Based on the theory of dissipative structure，it can be seen that the order of the doctoral candidate triage and elimination mecha-
nism of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is in line with the premise of openness，and meets the three important evaluation indexes of
non － equilibrium，non － linear correlation and fluctuation． Through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indicators，we can see that the mech-
anism is mainly composed of enrollment assessment，doctoral degree qualification assessment and doctoral thesis assessment，and there
is the risk of diversion and elimination in any link; the assessment standard of the mechanism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versity
and comprehensiveness，which is composed of four first － class indicators and ten second － class indicators，and the inspection content
is fair and reasonable; the school is rich and personalized The standardized support system can help students through strict triage elimi-
nation mechanism，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tudents in the training process． There are three enlightenments for our coun-
try: first，the idea is renewed，and the purpose of the mechanism is to supervise the quality of the whole process of students’cultiva-
tion; second，the system is improved，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id － term assessment system of doctoral students is strengthened;

third，the process is emphasized，and the assistance for doctoral students in the process of their growth is strength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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